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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系统仿真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之间的耦合关系，实现设施布

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需求的精准施策。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方法，采用仿真技术手段，构建城

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耦合机制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对机制中各要素变化

产生的效果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地理环境、布局政策、维护管理和使用服务干预等要

素，均能在仿真系统中带来高于 1%的耦合指数水平提升，其中地理环境干预提升耦合指数水平最

高。除此之外，耦合指数会在不同时间、不同要素的组合干预下产生一定的变化。基于此模型，

以基础条件、运行模式、运行保障为落脚点，形成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

间耦合机制的实现路径，旨在优化体育公共设施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之间的供需关系，为满足人

民美好休闲体育生活的需求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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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systematical simulation on the coupling between urban public sports 
facility layout and residents’ leisure sports living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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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ystematically simulating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sports facility layout and residents’ 
leisure sports living space to complete the accurate implementation for facility layout and residents’ leisure sports 
living. By using system dynamics theory, and applying the simulation technology to build urban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layout and the residents' leisure sports life space coupling mechanism of the system dynamics model, and 
the effects of the changes of each element in the mechanism are also systematically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layout policy, maintenanc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intervention can all increase the 
level of coupling index by more than 1% in the simulation system, and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tervention 
has the highest level of improving the coupling index. In addition, the coupling index will also produce certain 
changes under the combined intervention of different time and different elements. Based on this model, viewing the 
basic conditions, operation mode, operation security as the foothold, the form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for 
urban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layout and the residents' leisure sports living space coupling mechanism, aimed at 
optimizing the sports public facilities and residents leisure sports lif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which provides 
guarantees for satisfying the residents’ needs to pursue the promising leisure sport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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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

耦合机制，是丰富体育公共服务内容与优化公共服务

供给机制的实践操作模式，其本质是公共体育设施布

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之间的匹配、协调与有机

统一，一方面公共体育设施布局是公共体育服务的供

给，另一方面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是居民对休闲体

育生活的需求，耦合机制最终表现为供给和需求之间

的有效匹配关系[1-3]。因此，明晰居民休闲体育生活与

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供需关系，对其进行耦合系统的仿

真模拟，并根据系统模型所呈现的外部表征与内在特

征，提出针对性的实现路径，对当前我国群众体育事

业的发展及体育学界的研究突破均具有重要意义。通

过对前期研究成果的梳理以及专家访谈，城市公共体

育设施布局的影响因素包括地理环境、布局政策、维

护管理、使用服务[4-6]等，可以归纳为地理环境、布局

政策、维护管理、使用服务 4 个子系统[7-8]，各系统内

均存在着因果循环关系，通过对上述要素进行干预可

以判断耦合效果促进、干预影响程度大小等情况[9-10]，

但是由于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

耦合效果的体现周期较长，直接进行实际操作必将面

临较大风险和成本的损耗。因此，本研究利用仿真的

手段模拟系统运行过程，将系统动力学的理论和方法

运用到对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

空间耦合研究中，以实地调查回收的数据为支撑，利

用仿真手段模拟耦合系统的运行过程，借助 VENSIM

软件构建了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

活空间耦合机制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检验各要素的影

响水平，分析干预手段的有效程度，提出公共体育设

施布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耦合实现路径。 

 

1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构建 
1.1  耦合机制仿真模型的理论支点 

系统动力学是系统模拟的研究方法，可以有效分

析复杂系统的结构和动态行为特性；同时，系统动力

学也是一门严谨的建模科学，提供了规范的计算机仿

真复杂系统作为研究工具，帮助我们更加科学地设计

和制定出有效的政策。系统动力学运用系统思考与分

析、综合与推理等方法分析系统结构、功能和行为之

间的动态关系，从微观结构出发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

把各种问题“流体化”，建立系统结构框架，用因果关

系图和存量流量图描述系统要素间的逻辑关系，用微

分方程式描述因素间的数量关系，用仿真技术完成对

现实系统的模拟分析。使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科学分析系统内部的运行规律，通过回顾并总结过去、

审视并分析现在和仿真并预测未来[11]的论证方式，为

科学决策提供有力证据。 

1.2  耦合机制仿真模型的基本假设 

根据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

耦合机制，提出了如下假设： 

H1：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

耦合系统分为地理环境、布局政策、维护管理、使用

服务 4 个子系统，这 4 个子系统都属于本模型的系统

边界之内。 

H2：耦合系统是子系统与总系统相互影响的系

统，地理环境、布局政策、维护管理、使用服务 4 个

子系统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但每个子系统分析时暂不

考虑其他子系统内部联系。 

H3：初始月为调查月，按照现有数据，假定整体

运行时间为 2 年，即 24 个月，仿真计算中按照 24 个

月进行数据的运算。 

H4：该系统仿真主要研究随时间变化导致的变

化，暂不考虑重大变革及其他非正常情况下导致的系

统崩溃的情况。 

1.3  耦合机制仿真模型的边界确定 

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

耦合机制系统包含地理环境、布局政策、维护管理、

使用服务 4 个子系统。根据本研究目的，最终确定所

研究系统的范围(见表 1)。 
 

表 1  系统边界确定 

子系统分类 包含的所有变量 

地理环境 

政府举措 

社会自发优化 

环境的满足感 

地理环境 

耦合指数 

布局政策 

科学发展 

资源情况 

居民需求 

布局政策 

耦合指数 

维护管理 

政府出资 

自发维护 

设施使用率 

维护管理 

耦合指数 

使用服务 

鼓励指导 

宣传服务 

使用体验 

使用服务 

耦合指数   

 

1.4  耦合机制仿真模型的因果互动 

地理环境、布局政策、维护管理、使用服务 4 个



 
第 6 期 石振国，等：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耦合的系统仿真研究 69  

 

子系统是影响耦合系统功能效果的关键因素，通过专

家访谈、数据分析、文献查证等方式对 4 个子系统之

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分析，最终通过绘制因果关系图对其

因果作用机理进行解构(见图 1)。

 

 
 

图1  耦合系统整体因果关系图 

 

地理环境受到政府举措、社会自发优化和人类对

环境满足感的影响。政府对环境的优化举措会导致地

理环境的优化，从而促进耦合指数提高。社会也会对

地理环境进行自发优化，且社会自发优化越多，地理

环境越好。随着地理环境的优化，会使大家产生环境

满足感，认为地理环境已经足够优良进而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对地理环境提升的意愿。 

布局政策受到科学发展、资源情况和需求的影响。

科学发展举措越多会促使布局政策的进一步优化，从

而促进耦合指数提高；各种资源也会影响布局政策的

规划，且资源状况越好对应的布局政策将会越有效。

随着耦合指数的提高，人们对体育设施的进一步需求

会降低，需求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布局政策

的提升。 

维护管理受到政府出资、自发维护和使用率的影

响。政府出资越多会导致维护管理效果的提升，从而

促进耦合指数提高。社会也会对体育设施进行自发维

护，且自发维护越多，维护管理做的越好。随着维护

管理的增强以及耦合指数提高，人们会对体育设施的

满意程度提高进而降低了维护管理的频率。 

使用服务受到鼓励、宣传和使用感的影响。对体

育设施使用的宣传越多，使用服务开展的就越多，而

促进耦合指数提高。对体育设施使用服务开展的鼓励

越大，使用服务的频率也会越高。随着耦合指数的提

高，人们对体育设施的使用感会进一步提高，使用感

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使用服务的跟不上。 

1.5  耦合机制仿真模型的动力学流图 

1)耦合机制仿真模型的系统动力学流图设计。 

在因果关系图的基础上，耦合系统的动力学流图

(见图 2)分为地理环境子系统、布局政策子系统、维护

管理子系统和使用服务子系统 4 个模块进行分析，耦

合指数代码为 C。 

在地理环境子系统模块中，流位变量为地理环境

(E)，与其对应的是地理环境优化(R1)、地理环境恶化

(R2)，辅助变量为社会自发优化(E1)、政府举措(E2)和环

境满足感(E3)。 

在布局政策子系统模块中，流位变量为布局政策

(P)，与其对应的是布局政策增强(R3)、布局政策减弱

(R4)，辅助变量为资源情况(P1)、科学发展(P2)、练习倦

怠(P3)。 

在维护管理模块中，流位变量为维护管理(M)，与

其对应的是维护管理提高(R5)、维护管理减弱(R6)，辅

助变量为自发维护(M1)、政府出资(M2)、使用率(M3)。 

在使用服务模块中，流位变量为使用服务(U)，与

其对应的是使用服务提高(R7)、使用服务减弱(R8)，辅

助变量为宣传(U1)、鼓励(U2)、使用感(U3)。 

2)耦合机制仿真模型中变量间的函数关系确定。 

耦合系统仿真的研究，首先假设耦合机制系统外

部影响因素不变，仿真研究围绕地理环境子系统、布

局政策子系统、维护管理子系统和使用服务子系统等

4 大模块所包含的变量，及其变量与耦合指数之间的

关系，可以构建形成系统动力学模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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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耦合系统存量流量图 

 

前面对耦合系统各项数据进行了调查，对 3 个时

点的地理环境指数、布局政策指数、维护管理指数、

使用服务指数和耦合指数进行计算(见表 2)。 
 

表 2  耦合系统要素调查数据统计 

时点/月 地理环
境指数 

布局政
策指数 

维护管
理指数 

使用服
务指数 

耦合 
指数 

0 3.53 3.90 3.56 3.82 3.70 
12 3.67 3.99 3.71 3.93 3.82 
24 3.80 4.31 3.94 4.13 4.03 

 
由于耦合系统各要素均可能对耦合指数有正向影

响，在以上假设成立的基础上根据类似的研究[12-13]，将耦

合指数方程设计为： ^0.23^0.22^0.27^0.28 PMUEC ×××= ，

所有方程系数参照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专家意

见和模拟效果确定，地理环境方程为 INTEG(R1-R2，

3.53)、使用服务方程为 INTEG(R3-R4，3.82)、维护管

理 方 程 为 INTEG(R5-R6 ， 3.56) 、 布 局 政 策 方 程 为

INTEG(R7-R8，3.9)、地理环境优化增加方程为 E2(E1)、

地理环境恶化方程为 0.8×E3、环境满足感方程为

2-0.1×C、使用服务提高方程为 U2(U1)、使用服务减弱

方程为 0.5×E3、使用感方程为 0.1×C、维护管理提高

方程为 M2(M1)、维护管理减弱方程为 0.5×M3、使用率

方程为 0.6-0.1×C、布局政策增强方程为 P2(P1)、布局

政策减弱方程为 0.1×P3、需求方程为 1+0.1×C，另有

时间序列方程等。 

 

2  耦合机制模型的变异仿真分析 
2.1  耦合机制仿真模型的检验 

1)外观检验。 

外观检验是直观判断模型是否符合实际的检验方

式，常通过试凑法、主观赋值法等形式，不断检验和

调试耦合机制模型，最终促进模型不断与现实相吻合

的检验过程。研究中，根据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

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耦合机制的研究资料、现实情

况，再次审视地理环境、布局政策、维护管理和使用

服务 4 个子系统的参数变量，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

判断函数方程是否合理，最终通过专家打分的形式，

优化耦合机制模型。 

2)运行检验。 

运行检验旨在预防耦合机制模型输出病态运行结

果，研究中常用不同仿真步长检验结果输出方式，即

采用 3 种或更多种步长检验输出结果，输出结果稳定

则表明运行检验符合要求[14]。以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

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耦合指数作为输出结果，

然后根据数据情况设置 0.25、0.50 和 1.00 步长区间，

3 条运行仿真结果曲线趋于一致并且运行稳定，未出

现不符合要求的病态结果，符合耦合机制系统仿真的

要求。 

3)历史检验。 

历史检验反映耦合机制模型与现实情况的相符程

度，是拟合度的重要体现。通过对地理环境指数、布局

政策指数、维护管理指数、使用服务指数和耦合指数的

仿真数据进行历史检验(见表 3)，发现预测值与实际值

的误差在 4%左右(不超过 5%)，可以看出耦合机制模型

拟合度符合研究的要求，历史检验认为城市公共体育设

施布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耦合机制模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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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模型的历史检验结果 

地理环境  布局政策 维护管理 使用服务  耦合指数 时点 

/月 实际值 预测值 误差 实际值 预测值 误差 实际值 预测值 误差 实际值 预测值 误差 实际值 预测值 误差 

0 3.53 3.53 0 3.90 3.90 0 3.56 3.56 0 3.82 3.82 0 3.70 3.70 0 

12 3.67 3.68 0.27% 3.99 3.97 -0.50% 3.71 3.71 -0.50% 3.93 3.92 -0.25% 3.82 3.82 0 

24 3.80 3.81 0.26% 4.31 4.24 -1.62% 3.94 3.93 -1.62% 4.13 4.08 -1.21% 4.03 4.00 -0.74%

 

4)灵敏度检验。 

判断耦合机制模型的子系统和诸要素对耦合指数

的影响，需建立一个检验模型，检验模型常采用灵敏

度检验，灵敏度检验是耦合机制各要素参数变化对耦

合机制效果的影响程度，根据耦合机制模型的要素参

数，当改变的参数是 X(耦合要素)，输出的变量为 Y(耦

合指数)时，可以建立耦合机制灵敏度模型，设定公式

为： ）（）（）（ ttt XYS ΔΔ= /2 。 

若模型因为某个 X 的微小变化而带来 Y 发生巨大

变化，则认为模型对该参数灵敏度较高，需要经过一

系列实验来建立信度。选取了维护管理中的两个变量

进行模拟，分析该参数值-3%~3%范围内的变化对城

市公共体育设施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之间耦合指

数的影响，维护管理两个变量对耦合指数的影响未发

生巨大变化。 

通过上述灵敏度的检验，上文构建的城市公共体

育设施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之间耦合模型，在耦

合因素变量合理变化的情况中，未出现过于敏感的变

动，模型参数以及关系有效，可以进行后续的研究。 

2.2  耦合机制仿真模型的运行 

在确定模型有效后，设定模拟起始时间为 0 月，

终止时间为 24 月，时间步长为 1 月，优化干预提升幅

度设定为 10%，对系统分析研究变量变化对耦合系数

的影响，并提出针对性的策略建议，以期从耦合指数

系统角度对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

活空间耦合机制提升提供一定的参考。同时，耦合机

制模型主要由 4 个子系统工程，并且系统仿真的最终

目的是提升耦合机制。为此，本研究中主要进行了耦

合指数提升正向干预研究，干预仿真采用了 4 个子系

统的分析。 

1)地理环境的干预仿真。 

根据研究设定，将地理环境优化 R1 提升 10%，耦

合指数水平会产生正向变化，仿真结果如曲线 2(图 3)

所示。对地理环境要素干预后，模型耦合指数水平曲

线变化坡度增大，但与原曲线整体趋势较为一致，前

期的改变相对较小，后期的改变相对较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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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理环境未改变
地理环境优化 2

耦
合

指
数

时点 月/  
图 3  地理环境干预仿真结果比较 

 
2)布局政策的干预仿真。 

根据研究设定，将布局政策增加 R3 提升 10%，耦

合指数会产生正向变化，仿真结果如曲线 1(图 4)所示。

布局政策变异后，耦合指数曲线虽然比原是曲线出现

提高，但与原始曲线相比变化不大，反映出布局政策

的干预影响效果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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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2 2 2 2 22 2 2 2 2 2 2 2

1布局政策增强
布局政策未改变2

耦
合

指
数

时点 月/  
图 4  布局政策干预仿真结果比较 

 

3)维护管理的干预仿真。 

根据研究设定，将维护管理提高 R5 提升 10%，耦

合指数会产生正向变化，仿真结果如曲线 1(图 5)所示。

维护管理变异后，耦合指数曲线虽然比原始曲线出现

提高，但与原始曲线相比变化不大。 
 

维护管理水平未改变2

耦
合

指
数

时点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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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维护管理干预仿真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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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服务的干预仿真。 

根据研究设定，将使用服务提高 R7 增加 10%，耦

合指数水平会产生正向变化，仿真结果如曲线 1(图 6)

所示。使用服务变异后，耦合指数曲线虽然比原始曲

线出现提高，但与原始曲线相比变化不大。 

使用服务水平未改变2

耦
合

指
数

时点 月/

5 0.

.4 5

.4 0

.3 5

.3 0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图 6  使用服务干预仿真结果比较 

 

5)耦合机制变异结果对比。 

为更好分析变异情况，将地理环境、布局政策、

维护管理和使用服务干预变异结果放到一张图上进行

比较(图 7)。 

整体来看，地理环境优化带来耦合指数水平较大

幅度提升。选取了 0、12、24 的数值进行比较(见表 4)。 

对表 4 和图 7 进行分析，同样 10%变异，从时间

变化来看各要素干预带来变化不同。在 12 月期，4 种

要素干预均能带来高于 1%的耦合指数水平提升，其

中 地 理 环 境 干 预 提 升 耦 合 指 数 水 平 最 高 ， 达 到

11.55%；使用服务干预提升耦合指数水平 1.84%；布

局政策干预提升耦合指数水平 1.31%；维护管理干预

提升耦合指数水平 1.05%。在 24 月期，地理环境干预

提升耦合指数水平幅度为 18.86%，相比 12 月期的

11.55%出现了提升，依然是同时期提升耦合指数水平

幅度最大的要素；使用服务、布局政策、维护管理 3

种要素干预提升耦合指数水平幅度相对 12 月期均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但上升后的数据均没有超过地

理环境干预带来的变化。 

使用服务水平提高 2
维护管理水平提高3
地理环境优化4
未改变5

耦
合

指
数

时点 月/

5 0.

.4 5

.4 0

.3 5

.3 0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3 1 1 1

2 2 2 2 2 2 2 22
3 3 3

33 3
4 4 4 4 4 4 4 4 4

1 1 1 1 1 1
113 5 5 5 5 5 5 5 5 5

3

 

图 7  四种干预仿真结果比较 

 
表 4  干预导致耦合指数水平变化对比 

布局政策干预 使用服务干预 维护管理干预  地理环境干预 
时点/月 

原始耦 
合指数 变异后 

耦合值 
提高 
幅度 

变异后

耦合值

提高 
幅度 

变异后

耦合值

提高 
幅度 

变异后 
耦合值 

提高 
幅度 

0 3.70 3.70 0 3.70 0 3.70 0 3.70 0 
12 3.81 3.86 1.31% 3.88 1.84% 3.85 1.05% 4.25 11.55%
24 4.03 4.10 1.74% 4.15 2.98% 4.08 1.24% 4.79 18.86%

 

通过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

空间耦合的系统仿真研究发现：(1)地理环境、布局政

策、维护管理和使用服务干预，均能带来高于 1%的

耦合指数水平提升。(2)不同时间、不同要素的组合干

预，均能对耦合指数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虽然地理

环境干预在整个仿真周期提升耦合指数作用最强，但

是地理环境干预开展的困难最大，地理环境的优化很

难在短时间内实现。相对而言，使用服务、布局政策、

维护管理的干预实现的可行性较高。对这 3 种要素干

预仿真结果整体看，整个周期使用服务干预效果较为

显著，后期的提升策略可以从强化使用服务角度入手。 

 

3  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居民休闲体育

生活空间耦合的实现路径 
以上对我国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居民休闲体

育生活空间的理论基础和耦合机制构建与仿真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研究，初步建立起我国城市公共体育设施

布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耦合机制系统动力学模

型。而耦合机制的具体实施需要实现路径的优化设计

才能落地，因此构建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居民休

闲体育生活空间耦合机制的实现路径[15-16]是其顺利运

行的重要条件。 

3.1  实现路径的总体设计 

以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之

间匹配、协调与有机统一为目标，构建城市公共体育

设施布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耦合的实现路径。 

1)实现路径的总体设计为：包含“基础条件——

运行模式——运行保障”3 大模块的城市公共体育设

施布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耦合实现路径，对应

布局政策、使用服务、维护管理、地理环境等关键耦

合要素，针对现实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 

2)基础条件可根据其性质分为硬件条件和软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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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合理的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硬件条件，地理环

境和维护管理干预)和提供智能化、个性化体育设施使

用服务与指导形成健康生活方式(软件条件，使用服务

干预)是耦合实现路径的基础条件。 

3)实现路径的运行模式的管理实施是一个复杂的

系统工程，政府和社区作为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

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耦合机制运行的管理主体，分

别担任着决策与领导、组织与控制的职能，二者分工

明确、密切配合，保障运行模式顺利运行。 

4)实现路径的运行保障应做到：政府职能转变、

政策法规倾斜、规划设计改良、运行环境优化、运行

管理科学。实现路径如图 8 所示。 
 

健康的居民休闲体育生活方式

实现路径的总体要求 指导思想、原则、目标( )

基础条件

运行模式

运行保障

硬件条件

软件条件

实现路径的管理实施 政府、社区( )

实现路径的反馈评价 以居民需求为中心( )

政府职能转变

规划设计改良

运动管理科学

政策法规倾斜

运动环境优化

 
 

图 8  实现路径图 
 

3.2  优化体育设施布局与休闲体育空间耦合基础条件 

从硬件条件和软件条件，协同优化体育设施布局

与休闲体育空间耦合基础条件，优化硬件条件进行地

理环境干预和设施维护管理干预，从软件条件方面，

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社会体育指导服务等进行服

务干预，促进健康居民休闲体育生活方式形成。 

硬件条件——串点成线，科学规划城市公共体育

设施布局。良好的硬件条件是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

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耦合机制得以实现的最基础

条件，在城市公共体育设施的规划布局中，依据国家、

地区体育设施建设与布局文件要求，在充分考虑服务

人口分布、交通可达程度、居民生活水平、居民体育

需求等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根据城市和社区的具体情

况，从空间集聚性、空间相关性和网络关联性[17]等方

面合理布局城市公共体育设施。着力改善公共体育设

施的地理环境条件，确保公共体育设施及其周边环境

优美、空气清新、安全舒适。加强公共体育设施的维

护管理，定期进行公共体育设施保养，确保公共体育

设施处于良好的运行和使用状态，提高健身人群的使

用效益。 

软件条件——连点成网，提供智能化、个性化体

育设施使用服务与指导，满足居民健康休闲体育生活

方式的形成。推广使用二代健身路径、公共体育设施

智能化升级，建立公共体育设施布局的网络体系，及

时获取设备使用信息，并提供个性化的使用指导服务，

分析公共体育设施使用的频率、效果，进而促进居民

休闲体育生活空间的合理规划，最终实现休闲城市公

共体育设施的合理布局。 

3.3 改善体育设施布局与休闲体育空间耦合运行模式 

政府方面，以宏观耦合为目标，优化布局政策并

加强布局监督，强化公共体育设施布局的“制定目标

→拟定方案→评估方案→方案实施与控制”的治理职

能，改进体育设施布局与休闲体育空间耦合机制运行

过程中的引导、指挥和协调。社区方面，以微观耦合

为目标，强化社区的组织与控制职能，将耦合机制运

行模式中的各个部分加以分类组合，落实到每个环节

和岗位的过程，检查运行模式各部分是否按计划进行，

以及正确性和合理性，同时对运行模式中出现的问题

进行调整，保障模式正常运行。强化体育设施布局与

休闲体育空间耦合反馈评价，应从居民满意度的角度

出发，结合耦合机制运行的关键因素，建立一套完整

的评价体系，通过评价反馈及时动态调整公共体育设

施布局。 

3.4  强化体育设施布局与休闲体育空间耦合运行保障 

1)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突破政府单一布局限制，

采用多方合作的形式，形成政府统筹主导、高校智力

支持、企业积极参与的长效机制，实现“三位一体”

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空间耦合机制

运行的基础保障。同时，应立足城市发展战略布局，

科学规划出符合城市实际情况的公共体育设施空间布

局供给体系，逐步推进城市公共体育设施的合理化布

局，实现城市化与高中低档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之间相

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优化循环。 

2)加强政策法规倾斜。严格贯彻落实《体育法》《公

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等政策文件的基础上，在政策

法规制定中，应充分考虑新增公共体育设施的科学布

局规划，出台切实可行的规划实施方案，对城市公共

体育设施的数量、种类、规模和布局提出具体要求。 

3)推进规划设计改良。在充分考虑居民公共体育

生活空间需求的基础上，从实际和实效出发，借助于

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融入城市规划、土地资

源规划、城市发展规划等，形成动态、协调、有序可

持续性城市公共体育设施规划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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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优化布局运行环境。一是改善城市公共体育设

施布局，以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需求为出发点，注

重多样化、基础性、生活化的群众体育设施建设；二

是充分发挥社区在居民休闲体育生活中的作用，支持

培养社区休闲体育工作能力，提升其主体地位；三是

以改革创新运行机制，按照城市体育设施布局的具体

运行路径，构建全面、立体、科学的运行保障机制，

实现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的稳定运行；四是多途径

宣传推广休闲体育生活方式，引导培养居民的休闲体

育参与意识和参与习惯。 

5)实现运行管理科学。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将城

市公共体育服务空间布局纳入公共服务总体规划，优

化公共体育设施布局，通过构建等级评价标准，对优

化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进行科学管理，进而优化居

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布局。通过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

局评价标准体系，能够有效管理和规划城市公共体育

设施布局，满足居民对休闲体育生活空间的需求。同

时，在管理运行过程中，还应对环境、经济、地理等

进行综合考虑，进一步实现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社

会效益最大化。 

 

研究提出的我国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居民休

闲体育生活空间耦合机制运行模式和实践操作方式，

可以为我国公共服务科学发展提供范式。但由于耦合

机制实施效果周期较长，因此通过建立耦合机制的系

统动力学模型利用仿真的手段模拟系统运行过程。结

果显示，地理环境、布局政策、维护管理和使用服务

干预对于体育设施布局与休闲体育空间耦合影响最为

关键。不同时间、不同要素的组合干预，均能对耦合

指数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地理环境干预开展的困难

最大，其余 3 个因素中使用服务干预的效果较为显著，

后期的提升策略可以从强化使用服务角度入手。为保

障耦合机制实施的落地，本研究进一步构建了包含“基

础条件—运行模式—运行保障”3 大模块的城市公共

体育设施布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活空间耦合机制实现

路径，逐步推动耦合机制的运行，保障耦合机制的实

现，为我国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居民休闲体育生

活空间的优化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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