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 第 5 卷 第 2 期 

62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构建东莞市高质量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理论框架及实施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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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民健身是提升国民身体素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坚强力量。在经济蓬勃发展的东莞市，构建高质量的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不仅是满足市民健康需求的势必选择，更是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本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

深入探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内涵与价值，剖析东莞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现状与挑战，并提出科学合理的理论框架和

实施路径。通过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和访谈等方法，我们试图为东莞市乃至其他地区提供一份全面且可操作的参

考范例。我们相信，这一体系的构建不仅能提升市民的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同时增强城市的凝聚力和文化软实力，为全民

健身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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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Building a High Quality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 System in Donggu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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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fitness is a strong force for improving the physical fitness of the nation and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booming economy of Dongguan, building a high-quality public fitness service system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meet the health needs of citizens, but also a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public services for national fitness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of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for national fitness in Dongguan, and proposes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questionnaire surveys,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interviews, we attempt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and actionable reference example for Dongguan City and other regions. We 

believ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system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physical fitnes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citizens, but also enhance 

the cohesion and cultural soft power of the city, injecting new vitality into the national fitness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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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民健身是现代社会中人们追求健康生活的主要方

式。东莞市作为新一线城市，具备构建高质量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的坚实基础与迫切需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对健身服务的质量、多样化等方面有了更高期望，

传统低水平的健身公共服务已难以满足日常需求。因此，

深入研究东莞市高质量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关乎市民的健康福祉，也对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1 构建东莞市高质量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

重要意义 

1.1 提升市民身体素质与健康水平 

高质量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能够为市民提供科

学、便捷、丰富的健身资源与指导，有利于激发市民参

与健身活动的能动性，从而有效提升整体身体素质，降

低患病风险，减少医疗负担，提高市民的身心健康与生

活质量。 

1.2 增强城市凝聚力与文化软实力 

全民健身活动的广泛开展可以促进市民之间的交流

互动，培养团队合作精神与社会责任感，增强城市居民的

归属感与认同感，进而提升城市的凝聚力。同时，丰富多

样的健身文化活动也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示

城市的活力与特色，提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 

1.3 推动体育产业与相关行业协同发展 

完善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将吸引更多市民参与

体育消费，带动体育用品制造、体育培训、体育旅游等体育

产业以及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行业的繁荣，形成新的经

济增长点，促进城市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优化产业结构。 

2 东莞市高质量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目标

与原则 

2.1 目标设定 

2.1.1 构建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健身设施网络，确

保市民在步行 15 分钟范围内能够到达合适的健身场所。 

2.1.2 提供多样化、个性化、专业化的健身服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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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群体的健身需求。 

2.1.3 培养高素质的全民健身专业人才队伍，包括健

身教练、体育指导员、体育管理人员等，提升服务质量与

管理水平。 

2.1.4 建立完善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保障机制，包括

资金投入、政策法规、监督评估等方面，确保体系的可持

续运行与发展。 

2.2 原则遵循 

2.2.1 公益性原则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应以满足市民公共健身需求

为主要目标，突出公益性，确保全体市民能够公平有序地

享受到基本的健身服务，避免因经济差异因素或其他不合

理因素导致部分人群被排挤在服务之外。 

政府应在设施建设、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保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2.2.2 以人为本原则 

以市民的需求和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考虑不

同群体的健身偏好、身体状况、时间安排等因素，设计并

提供符合市民需求的健身项目、服务内容与设施。 

注重市民的参与体验，积极收集反馈意见，不断优化

服务体系，提高市民的满意度。 

2.2.3 统筹兼顾原则 

统筹城乡发展，避免城乡健身公共服务差距过大，促

进资源的均衡配置，实现城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一体化。 

兼顾不同区域的发展特点与需求差异，合理布局健身

设施与服务网点，确保各区域都能得到有效的服务覆盖。 

协调体育与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形成相互促进、协

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2.2.4 创新发展原则 

积极探索创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模式与机制，引入

现代信息技术、智能化设备等手段，提升服务的便捷性与

效率。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创新实践，培育

新型健身服务业态，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健身需求。 

3 东莞市高质量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理论

框架 

3.1 健身设施建设体系 

3.1.1 规划布局 

根据东莞市的城市总体规划、人口分布、地理位置等

因素，制定科学的健身设施空间布局规划。在中心主城区，

结合商业中心、公园绿地等建设综合性体育健身中心，集

多种健身功能于一体；在社区区域，按照一定比例配套建

设小型健身广场、健身路径等设施，方便居民就近锻炼；

在农村地区，利用闲置空地或预留用地建设适合村民需求

的体育场地，如篮球场、乒乓球台、儿童游乐场等。 

注重健身设施的可达性与便利性，与公共交通系统相

衔接，提高设施的利用率。例如，在公交站点附近设置健

身设施引导标识，方便市民前往。 

3.1.2 设施类型 

室内健身设施：建设各类体育馆、游泳馆、健身房等，

配备有氧健身器材、力量训练器械、风云运动场地等，满

足市民进行室内运动的需求，尤其适合在雨雾天气下开展

健身活动。 

室外健身设施：打造城市公园健身绿道、户外健身器

材区、球类运动场地（如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匹克

球场等）、自行车道等，充分利用自然空间，为市民提供

亲近自然的健身环境。 

特色健身设施：结合东莞市的地方特色与文化资源，

建设一些具有独特功能的健身设施，如武术馆、龙舟码头

等，传承和弘扬本地传统特色文化体育项目。 

3.2 健身服务供给体系 

3.2.1 体育活动组织 

定期举办各类全民健身活动，如马拉松比赛、健身操大

赛、篮球联赛、羽毛球公开赛等，设置不同的年龄组别和竞

赛项目，吸引广大市民参与，营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 

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志愿者深入社区、学

校、企业等场所，开展健身知识讲座、运动技能培训、健身

活动组织等服务，提高市民的健身意识和运动技能水平。 

针对不同群体的需求，开展特色体育活动。例如，为

老年人举办太极拳、门球等活动；为青少年开展趣味运动

会、体育夏令营等活动；为企业职工开展工间操比赛、拓

展训练等活动。 

3.2.2 健身指导服务 

建立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为市民提供个性化的健身方案制定、运动损伤预防

与康复指导、营养膳食咨询等服务。线上可开发手机应用

程序或网站，提供视频教学、在线答疑等功能；线下可在

健身场馆、社区服务中心等设立健身指导服务站点，配备

专业的健身教练和体育指导员。 

加强健身指导人员的培训与管理，提高其专业素质和

服务水平。定期组织健身指导人员参加业务培训、学术交

流等活动，更新知识结构，掌握最新的健身理念和方法。

建立健身指导人员考核评价机制，激励其提高服务质量。 

3.3 健身人才培养体系 

3.3.1 专业人才培养 

加强与高校体育专业、体育院校的合作，开设与全民

健身相关的专业课程或培训项目，如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专业（全民健身方向）、健身教练培训课程等，培养一批

具有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全民健身专业人才。 

鼓励在职体育工作者参加继续教育与培训，提升其业

务能力和综合素质。例如，组织体育教师参加全民健身教

学方法培训、体育管理人员参加公共服务管理培训等，使



 

2025 年 第 5 卷 第 2 期 

64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其能够更好地适应全民健身工作的新要求。 

3.3.2 志愿者队伍建设 

建立健全的全民健身志愿者招募、培训、管理机制。

通过不同渠道广泛招募志愿者，如社区宣传、网络招募、

发动高校资源等，吸引热爱体育事业、具有一定专业知识

或技能的市民和学生加入志愿者队伍。 

加强对志愿者的培训，包括健身基础知识、服务技能、

应急处理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志愿者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建立志愿者服务档案，对志愿者的服务表现进行记录和评

价，给予优秀志愿者一定的表彰和奖励，激励更多人参与

志愿服务。 

3.4 保障机制体系 

3.4.1 资金保障 

政府加大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资金投入力度，将全

民健身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建立稳定的增长机制。资金

主要用于健身设施建设、维护、体育活动组织、人才培养

等方面。 

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通过

政策扶持、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企业、社会组织投资建

设健身场馆、举办体育赛事、赞助体育活动等，拓宽资金

来源渠道。 

探索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方式，如设立全民健身公益基

金、发行体育彩票等，为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3.4.2 政策法规保障 

制定和完善东莞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相关的政策法

规，明确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在全民健身中的权利

与义务，规范健身设施建设与管理、体育活动组织、服务

供给等方面的行为。 

加强对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确保各项政策法规能够

得到更为有效的落实。建立监督检验机制，对违反政策法

规的行为及时查处，保障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有序健康

发展。 

3.4.3 监督评估保障 

建立东莞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监督评估机制，制定科

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从设施建设、服务供给、群众满

意度等多个维度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与运行

情况进行定期评估。 

鼓励社会各界参与监督评估工作，如媒体监督、公众

投诉举报等，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根据评估结

果，对表现优秀的部门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对存在问题

的部门和个人进行督促整改，不断提高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质量。 

4 东莞市高质量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实施

路径 

4.1 加强组织领导与部门协同 

4.1.1 成立由市政府领导牵头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领导小组，负责统筹规划、协调推进体系建设中

的各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的

组织与实施。 

4.1.2 明确各部门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中的职

责分工，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例如，体育部门负责

健身设施建设规划、体育活动组织等工作；规划部门负责

健身设施的选址布局规划；财政部门负责资金保障；教育

部门负责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等。各部门要形成合力，共

同推进体系建设。 

4.2 加大资金投入与资源整合 

4.2.1 政府按照既定的资金投入计划，逐年增加对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确保项目建设、活

动开展、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得到满足。同时，加

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4.2.2 整合现有体育资源，打破部门、行业壁垒，实

现资源共享。例如，进一步推动学校体育场馆在课余时间

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开放；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内部健

身场所向周边居民开放；整合各类体育社团、体育俱乐部

的资源，共同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等。 

4.3 推动信息化建设与智慧服务 

4.3.1 建设东莞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整合

健身设施信息、体育活动信息、健身指导资源等，为市民

提供便捷的一站式信息服务。市民可以通过信息平台查询

附近的健身场馆位置、开放时间、课程安排等信息；了解

近期举办的体育活动详情并进行报名；获取在线健身指导

等服务。 

4.3.2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市民的

健身行为数据进行分析，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优化服务

提供决策依据。例如，根据市民的健身习惯和需求偏好，

合理安排健身设施布局和活动项目设置；根据不同年龄段

人群的运动健康状况数据，有针对性地开展健身指导和疾

病预防干预工作。 

4.4 强化宣传教育与文化引领 

4.4.1 开展全民健身宣传活动，通过电视、广播、网

络等多种媒体渠道，广泛宣传全民健身的重要性和意义，

普及健身知识和技能，传播科学健身理念，提高市民的健

身意识和参与积极性。例如，制作播放健身科普节目和宣

传片、刊登健身知识文章、举办健身知识竞赛等活动。 

4.4.2 挖掘和弘扬东莞市的体育文化内涵，将地方特

色体育文化融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如举办具

有东莞特色的体育文化节、民俗体育活动展示等，增强市

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也丰富了全民健身

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5 结论 

构建高质量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是东莞市推动全

民健身事业发展、提高市民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的重要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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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理论框架和实施有效的实施路径，

能够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质、便捷、高效的健身服务，促进

全民健身事业的蓬勃发展。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东莞市

将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根据实际情况持续优化和完善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为建设健康东莞、活力东莞做出更大

的贡献。同时，其他地区也可借鉴东莞市的经验做法，结

合自身实际情况探索适合本地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之路。 

基金项目：广东省体育局 2024—2025 年科技创新和

体育文化发展科研项目：构建东莞市高质量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的理论框架及实施路径研究（课题编号：

GDSS2024N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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