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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实行有偿开放的现状及可行性进行分析，提出应建立互通机

制，相互协调，联合成立大学城体育场馆对外经营开发部，建立网站，营造服务和创新经营管理

理念，充分提高体育场馆的利用率，满足社会大众健身的需要，不断提高体育场馆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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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current state and feasibility of the paid opening of sports venues in Guangzhou 

University City, and proposed that the following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establish an interactive mechanism for 

mutual coordination; jointly establish a business development department for the opening of sports venues in the 

University City to the outside world; set up a website to promote services and innovate business management con-

ceptions; fully enhanc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the sports venue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masses in the soci-

ety for working out; constantly enhanc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s of the sports ven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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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城经过短短 5 年的快速发展，其办学规

模和办学效应已初见成效，成为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

的大学城。大学城的配套设施建设已快速跟上发展步

伐，在体育设施的建设上突出了合理布局的特点，使

大学城的体育场馆建设比较合理，为组织和承办大型

体育比赛和大规模的文体活动提供了基本条件。体育

场馆的高规格、高标准已得到体育界行家的认可。作

为高校教学设施的一部分，体育场馆是为体育教学服

务的，由于观念与体制上的束缚，管理上的问题，特

别是所处的地理位置远离市区使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

对外开放不甚理想，难以成为大众体育健身的场所。

从目前大学城 10 所高校体育场馆有偿开放的现状看，

市场潜力远远未能充分挖掘出来，尚处于起步阶段。 

 

1  广州大学城各校体育场馆有偿对外开放状况 

1.1  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的状况 

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设施数量相当多，质量也较

高，体育场馆的建筑面积占本校总建筑面积的比例相

当大，在建设上突出了合理布局的特点，各院校均建

有综合性体育馆，极大地提升了体育场馆的档次。既

可保证正常教学、训练任务的完成，也为组织和承办

大型体育赛事、大规模的文体活动和向社会实行有偿

开放提供了条件(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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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大学城各校体育场馆数量统计                                个 

足球场 
学校 体育馆 训练馆 田径馆 网球场 乒乓球场 健身房 

天然 人工 
中山大学 1 0 2 12 16 1 1 1 
华南理工大学 1 0 2  8 28 1 1 1 
华南师范大学 1 1 2 12 40 3 1 1 
广东工业大学 1 1 2 12 44 1 1 2 
广州大学 1 0 2 14 22 1 2 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 0 2 10  8 1 1 1 
广州中医药大学 1 0 2 10  6 1 1 1 
广东药学院 1 1 1  4  0 0 1 0 
广州美术学院 1 0 1  5 16 0 0 1 
星海音乐学院 1 0 1  2  9 1 0 1 

合计 10 3 17 85 169 10 9 9 
篮球场  排球场 羽毛球场  游泳池 

学校 
室内 室外 室内 室外 室内 室外 室内 室外 

中山大学 1 22 3 10 12  0 2 0 
华南理工大学 1 23 2  3 12 21 0 2 
华南师范大学 3 16 2  3 14  2 2 1 
广东工业大学 1 30 2  6 26  0 0 2 
广州大学 2 37 2 10  6  0 0 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 13 2 11 15  6 0 2 
广州中医药大学 1 21 2 11 12 19 0 1 
广东药学院 2 19 1  8 18  6 0 1 
广州美术学院 1  7 1  3  4  0 0 2 
星海音乐学院 1  2 1  0  6  0 0 0 

合计 14 190 18 65 115 54 4 15 
 

1.2  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有偿开放的状况 

1)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开放的管理模式。 

调查发现，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的管理模式可分为

以下 3 类：(1)在体育学院或体育部领导下成立场馆中

心，如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虽成立了场馆中心，但其管理是

与物业公司协作管理)；(2)由学校物业公司承包经营管

理，如华南理工大学；(3)由体育部门和物业公司合作

管理，如中山大学、广州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

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星海音乐学院(见表 2)。 

 

表 2  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开放状况 

学校 主管单位 开放对象（形式） 配套设施 收费项目 
中山大学 体育部与物业协管 对本校师生开放 运动饮料 羽毛球、游泳 
华南理工大学 物业公司 对社会开放 运动饮料 羽毛球、网球、游泳 

华南师范大学 场馆中心 对社会开放 运动饮料、淋浴房 
足球、篮球、网球、羽毛球、乒乓球、
健身房、游泳 

广东工业大学 场馆中心 对社会开放 运动饮料、体育用品店 羽毛球、健身房、游泳 
广州大学 未理顺 无偿开放 无 全免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场馆中心与物业协管 对社会开放 运动饮料 羽毛球、游泳 
广州中医药大学 体育部与物业协管 对本校师生开放 运动饮料 羽毛球 
广东药学院 体育部与物业协管 对社会开放 运动饮料 羽毛球 
广州美术学院 体育部与物业协管 对本校师生开放 无 游泳 
星海音乐学院 体育部与物业协管 对本校师生开放 无 全免费 

 

2)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开放的规章制度。 

调查发现，广州大学城各高校体育场馆规章制度

建设工作存在较大问题，建立的规章制度不完善。大

部分高校体育场馆只有管理规定，在场馆的开放时间、

服务内容、管理方式上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学校体育

场馆的管理相对处于混乱无序状态。而部分体育场馆

根本就没有规章制度可循，全凭锻炼者的自觉性，一

旦发生意外事故，学校将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有偿开放的形式。 

从表 2 可以看出，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开放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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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有 3 种：(1)对本校师生和社会实行有偿开放，如华

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广东药学院；(2)只对本校师生实行有偿

开放，如中山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广州美术学院；

(3)无偿开放，如广州大学、星海音乐学院。从调查的

情况看，只有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

业大学 3 所高校完全向社会团体和个人开放，而其他

高校服务对象多以本校师生为主，缺乏与社会交流合

作，其功能远没得到充分发挥，难以做到真正意义上

的开放。 

4)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有偿开放的经营手段。 

广州大学城各高校体育场馆的经营尚处于初级阶

段，大部分高校静观其变，即使是经营效益较好的华

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广东工业大学，其经营

理念也不是很先进，其营销方式也比较单一，多是采

用树立广告牌、发传单或采用价格策略吸引人，很少运

用营销手段和经营策略去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体育消

费者，仅仅是坐等别人上门；基本没有采用聘请人员上

门宣传，利用报纸、电视广告宣传或网络宣传[1]。说明

即使部分高校采用了一定的营销手段，但其营销方式

还十分有限。从盈利情况来看，尽管方式单一，凡是

采用营销手段的高校，其盈利状况明显好于没有采用

的高校，说明营销手段十分有利于场馆收益。 

5)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有偿开放的项目。 

广州大学城各高校体育场馆实行有偿开放的项目

主要有：室内羽毛球、网球、游泳；其次是健身房、

室内篮球、足球、乒乓球，另外就是被某单位或公司

包场使用，还没有形成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运

营系统。而像提供专业健身指导等高附加值的服务形

式基本没有，不能满足消费者多层次的需求。有偿开

放的项目较多的主要有华南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其他高校有偿开放的项目较少，大部

分只开设羽毛球、网球、游泳，而个别学校尚处于无

序管理的状态。 

6)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有偿开放的配套服务功

能。 

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的配套设施情况如何呢？从

表 2 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少数几所高校的配套设施较

完善，而大部分高校几乎没有配套设施。锻炼者运动

前购买不到装备，运动时找不到水源，运动后无法淋

浴，只能带着一身的汗味回家。这样的锻炼环境和条

件怎么能留住顾客，怎么能形成稳定的消费群体呢？

因此，大学城体育场馆对外实行有偿开放必须改善配

套服务功能，提升服务档次，只有这样，才能吸引越

来越多的体育爱好者前来锻炼。 

7)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有偿开放的经营效益。 

大学城高校体育场馆有偿开放的场租收入：10 万

元以上有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

学；1~10 万元有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

中医药大学和广东药学院；1 万元以下有广州大学、

广州美术学院和星海音乐学院。可以看出，广州大学

城各高校体育场馆的经营效益都较差，只有 3 所高校

体育场馆的年经营收入在 10 万元以上，3 所高校年经

营收入不足 1 万元。在各校体育经费不是很充足的情

况下，对外有偿开放不但没能很好地解决经费不足问

题，而且还增加额外的工作量和管理费用，这种亏本

的经营很容易挫伤管理者的积极性，对大学城体育场

馆对外有偿开放失去信心，这也是目前大学城部分高

校的体育场馆宁可闲置也不愿开放的重要原因。在这

种入不敷出的被动局面下，如何扭亏为盈，挖掘潜在

的体育消费市场，不断提高经营效益，是各高校体育

场馆管理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2  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向社会有偿开放的

可行性与必然性 
1)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属国有资源，必须向社会

开放。 

高校体育场馆属于国家，是国有资源，每个社会

公民都享有权益，高校只是管理单位，高校体育场馆

的闲置其实就是国有资源的浪费。因而在考虑高校体

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问题时，有关责任人除了要考虑

高校自身的利益外，还应更多地考虑社会责任，为全

民健身提供更多的体育锻炼场所，实现体育场馆的既

有价值，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不应该找任何理由和

借口不向社会开放。 

2)国家政策、法规使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向社会

开放有法可依。 

早在 1986 年 4 月 5 日国家体委下发的《关于体育

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体育场馆要面向群众，面

向社会，提高使用率，讲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

1993 年全国体委主任会议制定的《关于培养体育市

场，加快体育产业进程的意见》中，提出了体育要“面

向市场，以产业化为方向”的改革思路。这一思路要

求学校将体育场馆逐步推向市场。1995 年国务院颁布

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指出，各种国有体育设施都

要向社会开放，加强管理，提高利用率。1999 年国家

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假期公休日学校体育场馆向

社会开放的通知，更加具体和明确地提出了学校体育

场馆必须向社会开放的要求[3]。2003 年 7 月广州市出

台了《广州市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办法》，就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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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大、中、小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作出了明确的

规定。相关政策、法规文件的出台，不仅是对学校相

关领导积极开展体育场馆开放工作的督促，更为学校

体育场馆设施的充分利用和社会体育活动的积极开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依据和法律保障。 

3)广州大学城体育资源丰富，具备了向社会开放

的条件。 

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资源相当丰富。同时，大学

城还具备了丰富的体育人力资源，主要体现在：第一，

大学城体育师资力量雄厚，共有体育教师 458 人；第

二，大学生的热情奔放是青春的象征；第三，大学城

具有良好的人文环境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为体育锻炼者

提供了一流的环境。这些资源的存在为吸引体育锻炼

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条件。 

4)社会的需求为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

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全民健身运动的

广泛开展，人们的健康观发生了显著变化，“花钱买健

康”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大众体育健身需求日益增长，

致使现有公共体育场地难以满足大众开展体育健身活

动的需要。然而在短时期内，依靠政府和社会力量投

资兴建居民体育健身所需的体育场地并不现实，只有

充分利用和盘活现有体育场地，挖掘其潜在功能，才

是最为可行的做法。《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

指出：“缺少场馆(地)设施是制约我国居民参与体育活

动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场馆(地)紧缺是由两个方面造

成的，其一是场馆(地)设施数量不足；其二是现有场

馆(地)设施利用率低[4]。广州大学城拥有一流的体育场

馆设施，独特的文化氛围、优良的人文环境和优美的

自然环境吸引着全社会全方位的关注，是广大市民健

身娱乐活动的首选场所，这将给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

的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 

5)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有利于缓解经

费不足，有利于场地的维护和保养。 

广州大学城是国家花巨资建造的，投资约 15 亿元

人民币，体育场馆本身存在一定的折旧和老化的周期，

如果各高校不充分、合理地利用和开发，只当作摆设，

任其自然老化直至报废，将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虽

然，每所高校每年都会拔一定的经费用于场馆的维护

和保养，但远远不够。如果高校体育场馆能够合理、

适度地开放增加经营收入，利用经营收入增加场馆工

人的数量，提高场馆管理人员的福利待遇，提升他们

的积极性，让他们积极主动、更好地去维护和保养场

馆。另外，利用经营收入购置先进的场馆维护仪器设

备，都将有利于改善体育场馆设施的维护和更新，有

利于优化体育场馆的软硬件设施，形成良性循环。 

6）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有利于提升各

高校的知名度和品牌。 

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自 2007 年全面投入使用以

来，先后承办了全国大学生运动会、“李宁杯”全国大

学生足球赛、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亚洲铁

人三项赛等多项国内外重大赛事，2010 年广州亚运会

的多项赛事也将在大学城举行。大学城先进的体育硬

件设施、优美的自然环境、充足的人才储备以及大学

生志愿者的热情服务，已得到国内外宾客的一致好评，

各级各类赛事的承办对提升大学城的知名度，打造品

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各高校体育场馆在向社会

有偿开放的过程中应根据本校场馆的优势推出一、二

个社会需求量大的项目作为特色项目，如羽毛球、网

球、足球等，逐步形成各校的特色。此外，通过多渠

道争取把有一定影响力的比赛项目或比赛场次放在有

条件的高校里举行。如，华南师范大学现已作为中国

乒乓球超级联赛广东女子队的主场，广东工业大学是

CUBA 广东工业大学男子篮球队的主场。通过承办高

水平赛事、举办大型活动不断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 

 

3  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向社会有偿开放的

制约因素 
1)体育场馆向社会有偿开放增加了学校管理的难

度。 

学校体育场馆的对外开放从校内的行政型管理，

转变为向社会开放的经营性服务管理，涉及到观念问

题、制度问题，涉及到开放时间、服务内容、收费标

准和安全保卫等敏感问题，以及方方面面的权利与利

益问题。这需要体育场馆管理部门与学校其他相关职

能部门(如教务处、财务处、后勤处、综合办、保卫处

等)协调解决，才能使体育场馆的对外有偿开放合理有

序地进行。 

2)体育场馆的经营效益不佳，影响了管理部门的

积极性。 

大学城体育场馆的对外有偿开放尚处于起步阶

段，虽然有一定的市场潜力，但从当前各高校体育场

馆有偿运营的总体情况看，前景堪忧，对外开放收取

的场租扣除管理人员的加班费所剩无几，甚至部分高

校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体育

场馆管理部门的积极性。 

3)远离市区、交通不便利，造成客源不足。 

据黄振鹏[5]《广东省高校体育场馆资源开发利用影

响因素的分析研究》的调查认为，有偿开放场馆的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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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状况与地理位置呈显著的相关关系。地理位置处于

经济发达地区的学校赢利最好，处于欠发达地区的赢

利状况最差。市中心是居民密集区，也是各大公司的

首选地带，位于市中心的院校场馆有更广阔的体育消

费群体，自然其盈利就多。广州大学城位于番禺区小

谷围岛，四面环水，远离市区，不易形成长期固定的

体育消费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城体育场馆

的有偿开放。 

4)开放时间的不稳定性，影响了客流。 

高校体育场馆不同于社会公共体育设施，它不是

完全免费为大众服务，也不是以单纯获取利润为唯一

目的；其根本功能是为体育教学和训练服务的，同时

也是高校师生从事体育锻炼、开展体育活动和比赛的

场所。高校体育场馆的对外有偿开放必须在完成学校

各项体育工作的前提下利用场地设施在空闲时段合

理、有序地进行，而不能本末倒置，把体育场馆设施

当成赚钱的工具、盈利的手段。因此，在开放时间上

具有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城体育场馆

的有偿开放。 

5)配套服务功能欠缺。 

大学城体育场馆的配套服务跟不上发展的要求，

一是管理人员少且素质不高；负责体育场馆设施管理

工作的大多是一些临时工或者兼职工，他们的服务意

识不强，服务态度较差，而且场馆设施的维护和保养

方面的知识缺乏，这些人员业务水平和自身素质亟待

提高；二是体育场馆的配套设施跟不上，大部分体育

场馆都没有体育用品店，甚至有 3 所高校的体育场馆

连饮料、水的供应点都没有，而只有 2 所高校配备淋

浴房[6-8]。体育场馆对外实行有偿开放和其他商品一

样，必须为消费者服务，必须提高服务质量，这就取

决于体育场馆管理人员的素质和配套设施的优劣上。 

 

4  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策略 
1)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必须在保证正常教学、训

练和广大师生锻炼的前提下，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建

立和完善管理规章制度，使体育场馆的管理工作有章

可循、有法可依，促使体育场馆的有偿开放按照市场

化、专业化、规范化经营管理，使体育场馆的经营管

理工作走上健康、有序、规范化道路。 

2)广州大学城应联合成立体育场馆对外经营开发

部，创新经营管理理念，充分利用网络、电视、报纸

等现代化传媒工具，让社会上更多的体育消费者更快、

更便捷地了解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相关

信息，并在共同开发中相互协调、优势互补，创建新

型的大学城体育场馆开发模式。 

3)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对外有偿开放将有利于吸

引更多不同层次、规模的体育群体前来参加锻炼，既

可缓解广州市体育场地不足的压力，方便广大市民参

加体育锻炼，同时又可增加收入，弥补体育经费的不

足，改善体育场馆的维护与保养。 

4)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管理部门应积极主动地向

企事业单位尤其是向缺乏体育活动场地的企事业单位

做好宣传工作，利用节假日为他们举办文体活动提供

体育场地。既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又把企事业单位

拥有的资金优势与高校拥有的体育场馆、体育人才优

势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广州大学城体育场馆对外有偿开放需要各高校有

关人士共同去促进，使大学城的体育资源优势能够真

正合理利用、优势共享，探索出符合师生和社会发展

的高校体育场馆有偿化开放道路，最大限度地发挥体

育场馆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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