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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报告

为借鉴优秀体育场馆建设先进经验，做好我省体育场馆建设管理

工作，2017 年 12 月 10 日- 12 月 15 日，由协会理事长庞元宁、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窦廷军、副秘书长祝岷虹组织带领各市州、区县、

高校体育场馆负责人共 20 名代表，赴江苏、浙江考察学习两省体育

场馆建设及经营管理经验。考察团先后对江苏南京奥体中心、无锡体

育中心、苏州体育中心、浙江黄龙体育中心进行了考察，并对各体育

场馆经营管理机制进行了初步了解。开阔了眼界，解放了观念，受益

匪浅，体会很深。考察采用参观、听介绍、交流交谈等方式进行。现

将考察情况具体报告如下:

一、南京奥体中心考察情况

南京奥体中心是江苏省开展文体活动的重要平台，也是展示江苏

形象的重要窗口，是 2005 年十运会、2013 亚青会主会场和 2014 青

奥会的主会场。中心建成于 2005 年 9月，总投资 21.67 亿元人民币，

占地面积 8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40万平方米，中心绿化率为 48%，

水域面积为 5.9 万平米。主要建筑为“四场馆二中心”，包括体育场、

体育馆、游泳馆、网球馆、体育科技中心和文体创业中心。体育场 6

万 3千坐席，体育馆 1万 3千坐席。中心年均举办 1千人规模以上的

大型活动超过 90场，其中体育赛事和演唱会均超过 15场，年接待游

泳健身人次 60 万人。2007 年曾获第 11 届国际优秀体育建筑和运动

设施金奖，是中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体育建筑。



和大部分体育场馆的命运相同，南京奥体中心是为了满足大型赛

事(十运会)的场馆需求而建，肩负着带动新城发展的重任;不同的是，

南京奥体中心从诞生之际就成长在企业管理模式下，走出了一条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

2005 年，作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经江苏省政府批准，

专门成立南京奥体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后正式划归江苏省体育产

业集团），承担保障十运会和企业化运营管理奥体中心的职能，历经

场馆建设，熟悉场馆一草一木，建、管、用一体化的经营管理团队是

公司的先天优势。

为充分发挥团队优势，公司邀请专业机构设计了组织框架和薪酬

体系，科学规划部门设置，明确部门职责，不断深入制度改革创新，

强调对员工的行为控制通过价值取向和企业文化来进行内化和优化。

在企业管理模式下，南京奥体中心实现了场馆设备的科学运行、运营

保障的精细管理、经营成本的有效控制。

二、无锡体育中心考察情况

无锡体育中心占地面积 42 万平方米，场馆总建筑面积 19.7 万

平方米，无锡体育中心以企业形式进行管理和运营，无锡市博威体育

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威公司）是无锡市体育局所属的

新体育中心大型国有体育场馆的运营管理平台，公司依托大型体育场

馆，大力开展全民健身、体育培训、体育赛事、会展、演艺、体育旅

游、场馆租赁以及对外输出管理等业务；积极创新体育场馆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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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锡模式”，成功破解了大型体育场馆运营难题，在国内同行中

起到了示范引领的作用；同时，践行体育场馆公益惠民本质，通过充

分挖掘和高效利用大型国有体育场馆资源，为社会提供了更多更好的

体育健身产品，展现了体育场馆惠民服务的良好窗口形象。公司也被

评定为“国家级全民健身中心”、“国家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并先

后获得 “中国体育场馆综合优秀奖”、“全国优秀游泳场馆”、全

国“安康杯”竞赛活动优胜单位、“江苏省体育产业示范单位”、“江

苏省巾帼文明岗”、“无锡市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

无锡体育中心建设之初，在功能设计上都充分考虑了全民健身和

有关活动的需要。如体育中心的健身广场及室外开放的体育场，可供

无锡市民健身使用，可以踢球、跑步、打太极拳等。体育中心落成后，

面目一新的场馆实现了向社会全面开放。市民可以在此进行健身健

美、形体瘦身、武术、艺术体操、少儿芭蕾、台球、棋牌、锻炼等体

育健身休闲活动。近年来，新体育中心平均每年接待健身休闲的群众

达 1000 万人次，吸引了来自全国场馆管理单位的业内人士前来学习

参观。

无锡体育中心新建场馆充分考虑了后期开发，多数场馆建设时就

预留了市场化运作的空间。例如无锡体育中心体育场看台外围全部建

成商铺，并成功对外出租，其中包括跆拳道馆、健身中心、休闲会馆、

品牌服装、鞋帽、健身器材、体育用品等经营门市，每年回收租金近

百万。也正是因为有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和配套设施的完善，才促进

了体育项目的顺利开展与发展，借此形成以体带商，以商养体，商体



并行，多元化经营的多赢模式。此外，部分城市体育中心的建设还充

分考虑了自然资源，将场馆办赛功能与区域内视觉景观相融合，形成

了独特的场馆风格，为开发旅游项目提供了可能。

三、苏州市体育中心考察情况

苏州市体育中心始建于 1999 年，全部落成于 2002 年，先后被

评为苏州市“姑苏杯”优质工程和江苏省 “ 扬子杯 ” 优质工程。

苏州市体育中心总占地面积 21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

米，总投资 7.1 亿多人民币，由 40000 座体育场、 6000 座体育馆

和建筑面积为 4.3 万平方米的综合健身馆三大建筑主体构成。苏州

市体育中心总体设计方案由法国何斐德建筑设计公司设计，上海华东

设计院、天津建筑设计院、苏州建筑设计院配合设计，意大利景观师

进行绿化方案设计。

苏州市体育中心建筑规模恢弘壮观，绿化覆盖连体成荫，其体育

馆，恰似一道空中彩虹；体育场，貌若一朵绽放的荷花；健身馆，宛

如一叶方舟。

苏州市体育中心采用体育行政部门法人公司治理模式，由政府体

育行政部门代行投资人权益,成立专门的法人公司对体育场馆进行管

理。这种管理方式便于体育场馆以平等地位的法人资格对社会进行招

商引资,按照公司制进行经营运作;有利于确保大型体育场馆社会效

益的实现:有利于确保体育场馆设施、设备的维修;有利于上级体育行

政部门对场进行管理活动的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有利于对现行

体育人事制度进行改革,对员工进行经营服务的系统培训,加强运营



过程的监督和控制,从而为大型体育场馆的经营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

障。

四、黄龙体育中心考察情况

黄龙体育中心位于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著名的黄龙洞风景区

旁，北临天目山路、南至曙光路、西起玉古路、东至黄龙路，占地面

积 800 余亩，是浙江省目前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现代化体育设施，

是一个集体育比赛、文艺表演、健身娱乐、餐饮住宿、商务办公和购

物展览于一体的多功能场所，其主体育场已成为浙江省和杭州市的标

志性建筑之一。黄龙体育中心地理位置优越，四周环境独特，景色宜

人，交通便利，杭州旅游集散中心亦设立于此，是杭城得天独厚的体

育文化、商贸、旅游等交汇之地。

黄龙体育中心从 2014 年开始实施机构改革，以激发员工的“内

动力”为出发点，从机构设置、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三个方向积

极探索，成功建立了一套“场馆中心领导下的企业化运营”的大型场

馆运营管理新模式，破解了大型体育中心体制僵化、人员设置冗余、

部分功能重叠等一系列问题。

2016 年，黄龙体育中心健身人数总接待达 241.5 万人次，承办

赛事活动 138 场，总收入达到 1.61 亿元，分别较改革前的 2013 年增

长 361%，209%和 230%。黄龙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坚持公益服务优先，

以品牌服务为特色，在传统体育项目的基础上打造品牌运动项目。如

足球培训项目，以纯公益的“黄龙足球种子计划”着手，有效地带动

以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推进“足球进校园”。使黄龙体育品牌运动掷地



有声，培训项目越做越大、越做越强。另一方面不断开拓进取，向多

元化创新型的体育产业发展模式转型。比如呼啦伴伴“联姻”支付宝，

德清、绍兴、文成分中心的设立，黄龙旅游服务、黄龙投资等公司的

成立。黄龙中心牢牢把握时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大力发展体育产业

的目标和要求，在产业结构、产业质量、产业效益方面都上了新台阶。

作为公共机构的能耗大户，体育场馆人员聚集时段密度较高，做

好节能减排工作，意义重大。黄龙体育中心一贯秉持着这样的想法，

早在数年前就已经成为浙江省首批公共机构节能示范创建单位。这些

年，中心在节能减排工作上不仅没有丝毫松懈，更是狠抓细节，在加

强出租单位节能管理、推进能源管理监测平台的建设、加强用水管理、

做好管网维护改造工作、推进 LED 灯具的更换进度等问题上都进行了

整改提高，落于实处。

六、考察总结与启示

经考察各地优秀体育中心对比分析阻碍我省公共体育场馆发展

的困境主要有：一、场馆自身运营缺乏清晰定位，资源状态面向市场

或面向政府较为模糊；二、场馆建设初期设计的不完备，为现在运营

难题埋下伏笔，制约其多功能发挥；三、长期以来的行政管理缺乏创

新性，资源开发利用不佳，无形资产造成极大浪费，在市场并不十分

成熟的前提下，体育高级经营人才逾加显得缺乏，严重地制约了我们

进一步的发展；四、体育经营政策不够明确。目前，体育经营的政策

依据不十分明确，许多方面无法界定，同时缺乏有针对性的政策文件

以及行之有效的税费扶持政策，单凭场馆自身改革，力量薄弱；五、



体育消费观念尚未成熟。对体育消费并不十分热衷，大家参与体育运

动也仅仅是散步或者游玩公园，去健身场所科学地参加锻炼的观念尚

未成为主流。当然众多健身场所的无序竞争，也导之了自身的惨淡经

营。

我省体育场馆应充分处理好市场，政府，大众三个主要利益相关

者关系，明晰资源定位，重视市场作用，从多角度多功能视角重新界

定场馆服务，充分学习国内外优秀的案例场馆，侧重无形资产的开发

与利用；将大型公共体育场馆服务分类，根据需要进行有差别的服务，

跳出原有的公共产品无偿提供者的角色，从区域化角色，建立制定与

场馆所处区域发展相协调的机制，以期从多方努力，多角度开发破解

四川省大型公共体育场馆的困境，增加其造血功能；体育场馆的运作

要引入职业经理人和专业团队的概念，要组建一支既懂得体育项目，

又熟悉市场营销运作模式和企业管理方法的专业管理团队。通过专业

管理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体育场馆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和经营的

多元化，促进区域体育产业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深化体育场馆数字

化建设，打造“互联网+体育”新模式。通过互联网技术突破场馆

传统经营中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推进体育服务产品的拓展和创

新，让场馆不仅成为群众消费体育服务产品的场所，更成为群众

健康管理和体育社交的平台。同时，通过数据交互与互联互通，

助力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因地制宜策划“旅游+体

育”的活动，巧妙融入四川各地特色产品，吸引更多的参与者，

并给参与者更多更好的体验，由此拉动消费。



此次考察开拓了我省考察团的视野，为我省如何引入和运用现代

企业管理运营模式，推进体育场馆管理体制改革和运营机制创新，提

升我省体育场馆的经营管理水平，提供了很多可值得借鉴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