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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是社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加强城市社区体育公

共服务，充分发挥它在改善社区居民健康方面的积极作用，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M社区为例，首先通过文献分析，系统梳理研究现状，为本研究奠定必要的理

论基础。其次，运用问卷调查方法，对M社区居民的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现状进行调查，收集相关数据

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回收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可以观察出现阶段M社区居民对于社区内现有的体

育公共服务满意度总体的评价等级中等，在此基础上提出该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发展的对策建议，进一步

对于城市社区如何加强体育公共服务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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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community sports public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ealthy China strateg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urban communi-
ty sports public service, give full play to its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community residents’ health, 
and improve community residents’ satisfaction with community sports public service. This paper 
takes M community in Nanjing as an example. Firstly,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paper sys-
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lays the necessary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is research. Secondl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
ation of the residents’ satisfaction with sports public service in M community, collect relevant data 
and make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survey results. Data analysis of the collected questionnaire 
can observe that the residents of the M community have a medium overall rating of satisfaction 
with the existing sports public services in the community.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sports public service are put forward, and how 
to strengthen the community sports public service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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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一) 选题背景 
社区体育作为社会体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社区的居民自主进行的简单易行，民众喜闻乐见

的各式各样的锻炼健身活动，伴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科学和技术的迅速进步，和人口水平生活的迅

速提升，表明了人们对体育运动，包括所有形式的公共体育运动的热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这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使命，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艰巨且光荣的使命。南京市是六

朝古都也是江苏省的省会，在当前背景下，这里也成为公共体育设施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M 社区经济

发展随着地铁的延长线迅猛增长，体育公共设施也逐渐完善。当地社区居民对体育领域公共服务的需求

增加，这也有必要提高体育领域公共服务的质量。 
(二) 选题意义 
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引起了更多社区的产生，居民选择所居住社区其中在这方面，一个重要因素是

社区体育是否良好。今天，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是人口对体育运动的需求与国

家提供的体育事业和与体育有关的产业缺乏公共服务之间的矛盾。社区公共服务的首要目标是满足当地

社区成员的不同生活需求，为生活提供物质和精神安全，从而改善社区成员总体生活质量。民众对社区

体育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是社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利用公共体育服务功能，可以有效满足公

共社会服务需求，弥合公共社会服务差距，提高公共社会服务质量。意识到发展地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

的现状及其特点，和向具体人群提供地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需求及其具体看法，有助于确定当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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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总体发展的前景和优先事项，并有助于不断提高体育的普遍性。和实际上使当地社区居民受益的服

务。社区体育的公共服务是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现代政府建立，可以增强当地社区居民的健康，提

高他们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并提高他们居住地区和城市的福祉。 
近年来，许多学术专家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和讨论了社区体育公共服务

领域中的问题，并总结了一些在这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宝贵理论成果。在促进我们社会的体育领域。但

是，从对这些具体结果的一般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出，大多数重点放在问题的整体分析和观点上，例如中

国社区体育综合服务中的问题和当前的不足，或者是一系列研究，尤其是区域调查。在一些主要城市，

很少针对特定的代表性社会进行深入的研究或对人口满意度的仔细分析。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和分

析了 M 社区对人口对社区体育服务满意度的程度，这是调查人口对社区体育服务满意度的最有效方法，

提出解决方案。 
(三) 研究对象 
M 社区位于和燕路 454 号，社区面积 1.8 平方公理，原社区有常住居民户 937 户，涉及农户 71 户，

常住人口 3013 人。2011 年 10 月 6 日，被区政府批准撤销吉祥村社区居委会，成立 M 社区居民委员会保

留原吉祥村。新社区的面积为 2.4 平方公里，由两个社区委员会的 8 名成员、6 名新增工作人员、6 名退

休的社区工作人员和 10 个社区住房小组组成。居住在该地区的住户增至 2937 户，其中 73 户为农村住户，

居民人口为 8798 人，委员会成员为 45 人，委员会成员为 71 人，社区总人口为小区和分散住房。 
(四) 研究方法 
1) 文献搜集法 
根据本文研究需要，运用各种检索手段广泛收集、阅读了大量有关社区体育、体育公共服务等方面

的文章和书籍。对体育公共服务设施的内涵、现状、供给方式、产品类型、均等化和满意度都有一定了

解，并尽可能全面系统的总结体育公共服务和满意度理论，为本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素材与理论依据。 
2) 问卷调查法 
在预先设想好通过调查所要获取的信息基础上编制了初始问卷，首先进行了问卷试调查，基于此基

础之上，进行了一些有效修改，并最终形成适合本文研究使用度调查问卷。 

2. 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一) 理论基础 
1) 体育公共服务 
体育公共服务的表称至今为止学界未能统一，一种表述是公共体育服务，一种表述是体育公共服务。

程林、肖宇翔认为这两种是同一概念，都是指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需求，通过提供不同体育公共产品[1]。 
彭萌、田鑫、洪海潇等人认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是通过为群众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建立相关的服

务、内容、机制、政策等各方面因素，包括供给、需求、保障等。具有系统性、公共性、统筹性、科学

性、服务性和保障性等特征[2]。 
张霞、蒋婷钰、沙滟等人认为公共体育服务按性质可以分为有形和无形产品，有形产品多是公共体

育场地、设施等，无形产品多指公共体育政策、公共体育法规、制度等[3]。 
2) 顾客满意度理论 
满意度的研究最初是对顾客满意度的研究。顾客满意度是指顾客或客户对企业的某种产品或服务所

产生的感受与他们的期望进行对比所产生的一种心理体验结果，这种心理体验结果可能是积极的心理结

果，也可能是消极的心理感受。严格地说，顾客满意度往往是顾客的一种心理状态的反映，因而具有较

强的主观性特征；由于顾客满意度的这种主观性特征，因此并不具有绝对性的特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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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顾客的满意度会因为不同个体、不同情况而有所不同，因而顾客满意度的差异性特征较为明显。 
虽然对满意度的研究起始于对顾客满意度的研究，但是对满意度的运用却并不仅局限于企业领域，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新公共管理理论逐渐取代传统行政管理理论，政府绩效评估的热潮也随之而掀起。

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重要内涵之一，以吸纳公民参与和建立有效的公共管理反馈机制的公共服务满意度

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得到不断发展。公共服务满意度研究以顾客满意度研究为先导性经验，并顺应

新公共服务理论而不断改进，以适应公共服务的特点[4]。 
3) 公共服务满意度理论 
公共服务满意度是源于顾客的满意度研究。公共服务满意度是一种与客户满意度相关的新研究形式，

它基于该领域的先驱经验，并结合了新的公共服务理论以适应公共服务的特点。“对体育领域的公共服

务的满意度”是一种心理体验的结果，该体验将政府和相关体育部门和商业公司对人口的感受和居民对

体育领域的一般福利和服务的期望进行了比较[5]。2006 年 12 月，我国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

准：文化，教育和体育服务》的第三部分将社区体育服务系统定义为：社区体育组织应收集相关信息，

包括与其提供的服务类型有关的信息。以各种方式将其提供给当地社区的成员，以便及时分析和总结该

信息，并继续改善服务的内容和质量。 
(二) 研究现状 
1) 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我国体育服务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 2005 年指出，从最

高水平的公共政策出发，解决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薄弱环节和重大问题，是创建一支新的体育队伍的途

径。政府的公共体育服务政策首先旨在通过将体育纳入机构中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来实现最佳的社会福

利水平，同时在公共价值方向上自上而下地达到最佳水平，以符合强者的发展道路。 
首先是对一般体育服务的理论研究。根据樊炳(2009)，普通体育服务分为行政系统，财务系统，计划

系统，服务提供系统和评估系统。杨明(2017)建立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决定性因素包括加强我国体育总局

的建设，为多样化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供应方式创造环境，和加快实现公共体育服务均等的环境[6]。 
二是公共体育服务会的社会调查与实证研究。郑家鲲(2009)一些人认为，必须加强监管平台的建设，

必须在实践中解决体育产品和服务的总体数量问题，必须提高服务市场的质量，加强公共协会的作用，

必须逐步改善公共体育支持系统。更好地针对后期提供服务等问题[1]。吴树斌(2009)考虑到各种健身服

务应考虑当地的流行，并采用能更好地满足人口需求的社会管理模式[7]。 
三是城市基本公共体育服务问题上。陈粮(2009)等考虑到城市地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需要采取

合理的综合政策，制定适合不同受众的多方面和优惠战略，完善与公共体育服务有关的法律，法规和保

障，鼓励建立自治的民间组织，并提高民众自愿参加的热情；李艳考虑到坚持创造一个公平的体育环境

可以有效地改善人们获得公共体育服务的稳定性，在公共体育服务的公平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提供相

对和一致的服务环境，促进人口的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社会稳定[8]。 

2) 国外研究现状 
尽管外国在体育领域的研究非常丰富，但许多外国研究尚未包括对体育领域公共服务的明确概念定

义。与国外信心有关的大多数研究或类似研究都集中于政治领导对体育发展的影响，或政府管理对体育

总体管理的影响。 
一是西班牙学者 Alberto Nuviala (2012)等人发表的研究当中，研究人员使用调查问卷收集了 2027 位

用户的有效数据，对西班牙公共和私营部门专业体育服务的可感知质量、服务满意度和可感知价值进行

了评估，并开发了可预测满意程度和可感知价值的模型。研究发现，总体而言，西班牙客户对公共体育

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质量有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服务技术和个人服务质量方面。然而，在提供体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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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公共服务信息方面，用户评估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因为这些领域的价值观念和客户满意度低于这些

领域[9]。 
二是体育公共政策的双重目标。英国学者 Mick Green (2006)，他详细讨论了将英国体育政策从一个

目标转变为双重目标的过程，并详细介绍了与体育政策有关的两个目标[10]。 
三是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机制。Urritia (2007)认为，独立的私人组织在提供所有相关公共体育服务方

面在美国所有公共体育设施中起着领导作用，而它们提供的公共体育服务既高效又优质，并且能够更好

地满足人们的需求[11]。Nip (2009)她在论文中还指出，城市公共体育设施的设计不能与人口隔离，只有

通过增加公众参与，并准备适合当地特色并满足当地居民需求的公共体育设施，同时加强模式，才能提

高公众对服务提供的参与度[12]。 
3) 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我国有许多关于城市社会体育公共服务的研究，但是关于特定地方社区对体育公共服务

满意度的研究相对较少。在中国，体育是公共服务的主要职能之一，但对民众满意度的研究没有引起足

够的重视。目前，许多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公众对体育的满意度，但大部分来自体育领域的研究人员，从

公共管理角度研究相对较少且不够深入，仍然需要进行更全面的研究。就体育公共服务研究而言，国外

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体育运动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体育公共政策和服务供给等，具体应用和实证的

研究较少，特别是关于城市社区体育服务居民满意度、居民期望的研究。 

3. M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现状调查及分析 

(一) 社区基本情况 
M 新社区办公用房 686 平方米，其中近 70%用于社区公共设施的需要，设置了社区图书室、信息室、

党员活动室、健身室等一系列文化活动配套设施。为了更好更周到的服务于我们的居民，社区采取了一

系列管理措施：设立一站式服务大厅，下设 5 个窗口，居民来办事在一个大厅内就能把要办的事全部办

好，划分网格，打造社区文化建设，开办社区讲堂，举办健康、法律、电脑培训等讲座，开放免费居民

阅览室，通过学习，居民的知识面得到了拓展，素质得到了提高，对社区的满意度也不断攀升。 
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体育在人们的意识中已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和社区体育设施的改善

构成了社区销售的重要联系点。为了加快建筑物价值的提高过程，该社区正在积极建设当地社区可用的

体育设施，并扩大广告范围，尽管一些体育建筑物实际上是有偿使用的。关于其他体育场所，当地社区

的篮球，网球和羽毛球场所分布在居民区的大片区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合理的打篮球场所。 
(二) 调查内容说明 
为了详细分析研究 M 社区居民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情况，所设计问卷共分为以下部分： 
1) 调查样本基本信息 
该部分主要是采集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问卷具体将年龄分为四个阶段，

分别是 18 岁以下(不含 18)、40~18 岁(含 18)、59~41 岁(含 41)、60 岁以上(含 60)；文化程度分为六类，分

别是研究生、大学(含大专)、高中(含中专)、初中、小学、小学以下；婚姻状况是已婚还是未婚这四个方面。 
2) 调查样本参与锻炼体育项目 
根据 M 社区实际所具备的设施情况，以及多数居民参与锻炼的情况，调查问卷主要总结出五点社区

居民可能参与锻炼的项目，分别是篮球、羽毛球等球类、太极、气功等、广场舞、交谊舞等、跑(走)步、

其他。 
3) 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2019 年 10 月 20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0 日，在锻炼人群较为集中的早晚时间，向 M 社区锻炼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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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问卷发放，现场填答。共发出问卷 150 份，回收问卷 150 份。去掉无效问卷 18 份，回收到有效问卷

132 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 88%，具体可见下表 1。 
 

Table 1. Questionnaire recovery statistics table (N = 132) 
表 1. 问卷回收统计表(N = 132) 

地区 发放份数 百分比 有效份数 百分比 

东区 50 100% 42 31.8% 

西区 50 100% 42 31.8% 

北区 50 100% 48 36.4% 

总数 150 100% 132  

 
(三) 调查结果及分析 
从对体育活动集中在 M 社区人口的身体活动的基本信息的研究和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社区从事体

育活动的男女比例几乎相等；已婚运动的人数多于未婚运动的人数。从事体育运动的未婚人士；这个年

龄段的大多数人群集中在 18~40 岁的年龄段，并且在 41~59 岁年龄段的人群中参与程度很高；这些大学

学位(包括大专学历)中的大多数，见下表 2。其参与项目主要为跑(走)步，其次为广场舞、球类运动和交

谊舞，可见，M 社区参与调查的人，大多是较高学历的人群。并且他们对体育锻炼的参与程度也较高，

这表明了可靠性调查结果与当地社区体育领域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有关，见下表 3。 
 

Table 2. M Basic analysis of physical exercise of community residents (N = 132) 
表 2. M 社区居民体育锻炼的基本情况分析(N = 132) 

  频次 百分比 

性别 
男 64 48.5% 

女 68 51.5% 

年龄 

18 岁以下(不含 18) 7 5.3% 

40~18 岁(含 18) 73 55.3% 

59~41 岁(含 41) 41 31.1% 

60 岁以上(含 60) 11 8.3% 

文化程度 

研究生 8 6.1% 

大学(含大专) 85 64.4% 

高中(含中专) 30 22.7% 

初中 6 4.5% 

小学 2 1.5% 

小学以下 1 0.8% 

婚姻状况 
未婚 48 36.3% 

已婚 84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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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M Analysi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exercise and sports (N = 132) 
表 3. M 社区居民参与锻炼体育项目情况分析(N = 132) 

体育运动项目 频次 百分比 

篮球、羽毛球等球类 18 13.6% 

太极、气功等 5 3.8% 

广场舞、交谊舞等 62 47% 

跑(走)步 37 28% 

其他 10 7.6% 

 
社区居民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情况，测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对社区体育设施的

满意度，社区体育活动的组织和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部门的满意度。 
1) 社区体育设施的满意度 
所做的调查问卷关于 M 社区居民对社区体育设施满意度中，具体可以细分为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设施

的使用情况、社区体育设施维护的更新频率情况、社区体育设施的安全系数、社区体育锻炼场地使用情

况的满意度。 
2) 社区体育活动的组织满意度 
M 社区居民对社区体育活动的组织满意度中，具体可以细分为社区定期开展的体育活动项目情况、

社区开展体育活动的数量、社区开展体育活动的质量的满意度。 
3)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部门的满意度 
M 社区居民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部门的满意度中，具体可以细分为社区及时更新实施体育公共服务

政策情况、社区关于体育锻炼安全知识促进健康知识方面的宣传情况、社区的体育公共服务部门服务情

况、社区的体育公共服务指导人员数量、服务的情况的满意度，见下表 4。 
 

Table 4. M Community residents’ satisfaction with community sports public services (N = 132) 
表 4. M 社区居民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情况(N = 132) 

 不满意 一般 未接触 满意 很满意 

1) 社区体育锻炼场地使用情况 3 
(2.3%) 

30 
(22.7%) 

10 
(7.6%) 

54 
(40.9%) 

35 
(26.5%) 

2)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情况 2 
(1.5%) 

8 
(6.1%) 

40 
(30.3%) 

76 
(57.6%) 

6 
(4.5%) 

3) 社区体育设施维护的更新频率情况 5 
(3.8%) 

67 
(50.8%) 

42 
(31.8%) 

14 
(10.6%) 

4 
(3.0%) 

4) 社区体育设施的安全系数 4 
(3.0%) 

73 
(55.3%) 

22 
(16.7%) 

28 
(21.2%) 

5 
(3.8%) 

5) 社区定期开展的体育活动项目情况 0 
(0%) 

55 
(41.7%) 

40 
(30.3%) 

30 
(22.7%) 

7 
(5.3%) 

6) 社区开展体育活动的数量 6 
(4.5%) 

64 
(48.5%) 

20 
(15.2%) 

32 
(24.2%) 

10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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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7) 社区开展体育活动的质量 3 
(2.3%) 

10 
(7.6%) 

22 
(16.7%) 

65 
(49.2%) 

32 
(24.2%) 

8) 社区及时更新实施体育公共服务政

策情况 
1 

(0.8%) 
56 

(42.4%) 
19 

(14.4%) 
44 

(33.3%) 
12 

(9.1%) 

9) 社区关于体育锻炼安全知识促进健

康知识方面的宣传情况 
2 

(1.5%) 
30 

(22.7%) 
21 

(15.9%) 
62 

(47.0%) 
17 

(12.9%) 

10) 社区的体育公共服务部门服务情况 2 
(1.5%) 

72 
(54.5%) 

16 
(12.1%) 

30 
(22.7%) 

12 
(9.1%) 

11) 社区的体育公共服务指导人员数

量、服务的情况 
3 

(2.3%) 
40 

(30.3%) 
84 

(63.6%) 
3 

(2.3%) 
2 

(1.5%) 

 
通过发放问卷，回收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可以观察出现阶段 M 社区居民对于社区内现有的体育公共服

务满意度总体的评价等级中等。 
1) 社区体育设施的满意度调查结果分析 
社区居民对体育锻炼场地的使用情况接近于满意，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情况接近满意的

标准，对于社区体育设施维护的更新频率情况一般居民保持一般的态度，社区体育设施的安全系数大多

看法是一般。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观察出M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的设施更新频率以及安全系数并不是太了解，

说明社区对于体育公共服务设施情况说明宣传力度不够，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信息服务建设还未完善。对

于设施使用情况不尽理想的原因也有很大部分是因为社区对体育公共服务设施资金投入的问题，合理统

筹资金投入就成为提高居民满意度的重要前提。 
2) 社区体育活动的组织满意度调查结果分析 
社区居民对社区定期开展的体育活动项目情况持有一般和未接触的比例较大，社区居民对于社区开

展的活动数量感觉一般，对于开展活动质量有一半接近于满意，社区体育经费投入对不同人群之间均等

多数居民处于未接触状态。在 M 社区中很大比例的居民对于社区组织的体育活动并不了解，可见对于社

区体育活动的宣传力度不够，也能反映在活动策划过程中居民较少参与其中，因此需要加强居民对社区

体育公共服务活动参与度。同时需要完善社区公共服务部门的管理层，做到管理人员能真正从居民角度

出发，为居民提供丰富的娱乐健身活动，从而提升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3)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部门的满意度调查结果分析 
社区居民对社区及时更新实施体育公共服务政策情况将近一半觉得一般，社区居民对社区关于体育

锻炼安全知识促进健康知识方面的宣传情况接近一半觉得满意，对于社区的体育公共服务部门服务情况

保持一般的态度，对社区的体育指导人员数量、服务的情况基本接近于未接触或者不了解的状态。根据

上述分析可以观察出 M 社区部分居民本身对这些安全宣传不感兴趣，这就需要居民参与宣传过程中，参

与各项活动策划以及决策制定中。大多数居民对于社区的体育公共服务部门服务情况持有一般态度，要

提高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部门的满意度就需要加强公共服务部门的管理。 

4. M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提升对策建议 

(一) 完善、加快体育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南京市处在快速发展中，栖霞区的经济、文化、政治也处于高速发展当中，体育事业也在加速发展。

人们对自身的健康也越来越重视，对公共体育设施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场地设施不足也是现在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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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硬件设施是人们体有锻炼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物质保障，据调查分析，M
社区居民对场地设施的满意度一般，并且社区内用来进行体有锻炼的场地器材较少，所以，区政府应根

据每个社区不同的情况和居民锻炼的情况，建设合理的配套体育器材。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器材设

施维修问题，据调查结果显示，很多居民都反映了情况，器材设施坏了没人维修，而且还有一部分维护

不到位，造成了资源浪费的情况，居民不能利用设施进行锻炼。因此，区政府要加大有关部门对器材设

施的管理、维修和维护的手段，让居民保护器材的意识，对于一些器材轻微的损坏及时的维修，面对于

一些损坏过于严重的设施必须要及时的处理。 
(二) 强化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信息服务建设 
传播有关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信息有助于及时向当地社区的普通民众信息，并增强他们对体育运动

的认识，也可能影响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系统的发展。M 社区发布体育信息的主要方式是在每个苑的每个

区域的广告牌上放置宣传材料，在那里居民只能在广告牌上获得新的体育信息。除了这一途径之外，大

多数人无法获得与体育有关的信息，从而无法传达有关当地社区开展的体育活动的信息。为了充分利用

当地社区内可用的通信工具，可以通过社区电梯，雇主网站，微型电子邮件平台等中的印刷媒体访问体

育领域的现代信息和政策。社区体育服务部门的员工可以定期组织体育讲座，并邀请一群体育领域的知

名人士来广泛推广体育，并回答人们在体育和体育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居委会部门还可以在公共体育服

务中为体育媒体建立专门的社区服务，同时发布有关当地社区开展的体育活动的信息，并确定当地居民

参与体育活动的方式和居民尚未满足的体育需求。 
(三) 加强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部门的管理 
M 社区组织部门由物业和业委会组成。至于社区体育的一般服务，它们属于居委会管理，但它们也

需要物业和业委会的支持才能实现发展。M 社区这两个主要组织部门的工作方法和服务观念不同，导致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无法全面发展。调查发现，在 M 社区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业和

业委会之间的相互支持，物业公司仅提供实施项目的场所，居民自己筹集资金或依靠专门的资金。区政

府不参与系统管理的情况下对系统进行监督。 
加强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管理应着重于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对员工的职业培训，提高服务质量和改

善该部门的组织和管理，以提供更多适合当地社区居民的综合体育服务和产品。在社区居委会的帮助下，

还可以创建良好的渠道来表达大众体育意见，认真收集社区居民的反馈并制定解决方案。社区还应在协

调当地社区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发挥充分作用，并积极参与管理社区体育组织的建设并与其合作。关于

发展体育领域的公共服务，房屋委员会积极鼓励与房地产拥有委员会和业主的三方合作，以开辟一条新

的道路，以发展当地社区体育领域的公共服务。 
(四) 加大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经费投入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执行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体育资金不足。以下是缓解此问题的相关对策，首先

确定体育领域公共服务筹资的主要渠道。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的体育公共服务主要由政府资助，这导致

存在单一的资金来源，并且政府和企业社会捐赠之间缺乏有效的机制。 
为了解决融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吸引企业采用这种方式来组合融资，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非营

利性公共服务提供模式。通过社区活动吸引商业支持，并充分利用 M 社区所享有的社会利益，以便通过

以商人的名义进行的比赛来筹集资金，而剩余的资金可以用于一般体育服务其他；此外，可以通过向居

民支付特定费用来减轻对当地社区的财务压力。社区居委会应提高社区居民对体育消费的认识，并通过

各种形式的宣传来灌输这种意识。为社区体育服务的一般工作者可以采取各种适合当地社区实际情况的

措施，例如组织大型舞蹈比赛，篮球比赛等，以获得报名费，这是不促进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实践的步骤。

体育不仅可以缓解经济问题，同时还为当地社区的体育消费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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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充分利用当地社区资源，社会资源和政府财政支持，建立多源资金模型，以确保资金满足当地

人口对体育领域公共服务的需求。 
(五) 提高社区居民对体育公共服务决策的参与度 
总体而言，在 M 社区发展的背景下，生活基础设施完备，但对体育公共服务的兴趣却减少了。建立

服务型政府，增强公民对城市公共服务的参与，是现代政府的基本理念。这一概念反映在参与公共服务

满意度有关的调查中，和在制定政策之前与公民和社会进行磋商。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国家文件的发布，

包括全民健身计划，国家体育健身计划和国家体育锻炼的国家标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当地社区发展

体育运动的重要性，特别是发展国家体育健身公共服务系统的重要性。因此，在与体育领域的公共服务

政策有关的决策过程中，应适当考虑当地社区居民的意见，这些社区的代表应充分参与决策过程，并充

分意识到体育领域的公共服务项目人口希望获得体育领域公共服务领域中最迫切的问题，这将导致调动

有限的资源或增加体育领域对公共服务的投资，并在当地社区重新配置体育领域的公共服务项目不在供

应上。这对于改善杨社区的体育公共服务现状，提高民众对公共体育服务的满意度非常重要。 

5. 研究结论及启示 

城市社会的体育公共服务是一种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公共社会服务，因为它是建立城市公共服务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在促进民族体育，改善当地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创造幸福与和解方面起着

重要作用。当地社区体育的一般服务是为社区所有成员提供的体育服务和产品，以满足他们的体育需求。

随着人们对改善生活质量，尤其是在身体健康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加，与城市体育领域的公共服务满意

度相关的研究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因此，这项对一般体育服务的满意度及其在 M 社区中的期望的深入研

究得出以下结论： 
1) 本研究确定了 M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具体内容框架，为三个方面，对社区体育设施的满

意度，社区体育活动的组织和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部门。 
2) M 社区居民进行体育运动的男女比例基本不平等，因为大多数已婚人士年龄在 41 至 59 岁之间，

并且具有较高学历的人是体育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主要的项目为跑(走)步，其次是广场舞、球类运动。 
3) 现阶段 M 社区居民对于社区内现有的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总体的评价等级不高，对社区体育设

施的使用情况等方面接近满意，但是，社区的体育指导人员数量、服务的情况基本接近于未接触状态。 
4) 总体来说，M 社区的生活基础设施在发展进程中有所改善，但是对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影响不大；

主要是对于社区体育基础设施的规划不够重视、未出台相应的健全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管理制度等。 
5) 针对 M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提出完善、加快体育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建

立公共信息服务，加强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管理，提高社区居民对体育公共服务决策的参与度，加大对社

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经费投入五点建议。 
本文以研究M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为例，得到关于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未来发展的一些启示，

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作为社区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来满足社区居民生

活的需要。通过完善、加快体育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公共信息服务，加强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管

理，提高社区居民对体育公共服务决策的参与度，加大对于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经费投入来不断完善社

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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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M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问卷 
尊敬的女生/先生： 

您好！ 
为了解 M 将调查当地居民对公共体育服务的基本满意度，以鼓励更好地发展社区体育服务，改善当

地居民的身心健康，重点放在三个主要的社区体育设施上。请给几分钟时间认真回答问题，并提供宝贵

的反馈。所收集的信息也是科学研究，不会侵犯您的隐私。十分感谢! 
本问卷采用单项选择形式，请在相应的题号下打“√”。 
1) 您的个人基本资料： 
A. 性别：① 男 ② 女 
B. 年龄：① 60 岁以上(含 60 岁) ② 59~41 岁(含 41 岁) ③ 40~18 岁(含 18 岁)  

④ 18 岁以下(不含 18 岁) 
C. 文化程度：① 研究生 ② 大学(含大专) ③ 中专(含高中) ④ 初中 ⑤ 小学 ⑥ 小学以下 
D. 婚姻状况：① 已婚 ② 未婚 
E. 您的职业(或退休前的职业)：① 机关事业人员 ② 公司白领 ③ 企业人员 ④ 学生 ⑤ 自由职业

者 ⑥ 其他 
F. 您所锻炼场地区域是：① 东区 ② 西区 ③ 北区 
G. 您一周进行体育活动、健身的次数是：① 每周 1~2 次 ② 每周 3~4 次 ③ 每周 5~6 次 ④ 每天 
H. 您经常参加锻炼的体育项目是：① 篮球、网球等球类 ② 太极、气功等 ③ 广场舞  

④ 跑(走)步 ⑤ 其他 
2) 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对下面的题目进行评定，从 1 到 5 表示您对所描述情况的赞成程度，请在相应

的数字上划“√”。 
 

题目 不满意 一般 未接触 满意 很满意 

1) 社区体育锻炼场地使用情况 1 2 3 4 5 

2)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情况 1 2 3 4 5 

3) 社区体育设施维护的更新频率情况 1 2 3 4 5 

4) 社区体育设施的安全系数 1 2 3 4 5 

5) 社区定期开展的体育活动项目情况 1 2 3 4 5 

6) 社区开展体育活动的数量 1 2 3 4 5 

7) 社区开展体育活动的质量 1 2 3 4 5 

8) 社区及时更新实施体育公共服务政策情况 1 2 3 4 5 

9) 社区关于体育锻炼安全知识促进健康知识方面的宣传情况 1 2 3 4 5 

10) 社区的体育公共服务部门服务情况 1 2 3 4 5 

11) 社区的体育公共服务指导人员数量、服务的情况 1 2 3 4 5 

 
感谢您的配合，祝您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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