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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运会高校类场馆赛后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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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击剑馆进行个案研究，了解军运会结束后，高校类场馆

在日常管理运转的现状。发现高校类场馆由于资产性质的特殊性，没有自负盈亏的经

营压力，所以在管理过程中表现出经验不足、专业性不强、利用率不高等问题。针对

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将场馆资源整合，结合市场需求提供服务，完善基础体育设

施，招募专业人才，组建专业团队等建议，让这类场馆更好地为学校和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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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Util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 Stadiums of Military World Games
—Taking Fencing Gymnasium of Wuhan City Polytechnic as an Example

WANG Wen-wen1,2

(1. Wuhan City Vocational College, Wuhan 430074, China; 2. Hubei Leisure Sport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fencing hall of Wuhan City Polytechnic, this paper understands the status quo 

of daily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college venues after the Military Games. It is found that because of the special 

nature of assets, college venues do not have the operating pressure of self-responsibility for profits and losses, so in 

the process of managemen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experience, weak professionalism and low utilization 

rate.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integrating venue resources, 

providing services according to market demand, improving basic sports facilities, recruit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building professional teams, so as to make such venues better serve schools and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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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一届盛大的运动会给世人类留下的除了精神财富以

外，还有众多的物质财产，体育场馆就是其中之一，但

这份财产的继承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们尝试过诸

多办法希望让这份财产保值增值，可很多时候却是事与

愿违。这些大型体育赛事活动留下来的体育场馆的运营

和管理已经成为赛事承办方的枷锁。继续运营，则会面

临高额的运营成本；果断关闭，则会造成巨大的财产浪费，

真是骑虎难下。后来者逐渐探索出诸多办法以求解决这

些问题，从场馆的选址设计到修建的资金渠道，再到后

期的管理运营，其中不乏成功的先例。通过新建或改建

高校体育场馆承办体育赛事，赛后让体育场馆成为体育

教学和全民健身场所就是有效利用赛后场馆的方式［1］。

北京奥运会六座建在高校的体育场馆也都在为体育文化

的传播继续发挥着积极作用。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已

经落幕近四年，当时为了承接这届运动会，军运会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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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武汉的后湖、沌口、光谷、黄家湖 4 个区域板块内

建设体育场馆 37 座（新建 17 座，改造 20 座）。这些场

馆的规划和建设都遵循“绿色环保便于赛后利用”的原则，

满足在比赛期间可以满足赛事的需求，在赛事结束后方

便人们健身，充分开发利用。其中还有部分场馆位于武

汉市的 11 所高校当中，空军预警学院、海军工程大学、

江汉大学、武汉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

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武汉体育学院、武汉大学、武汉城市职业学院等皆承接

了军运会的相关比赛项目。这批高校军运场馆的地理位

置得天独厚，周边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人流量充足，

为赛后的运营创造了有利条件。如今，军运会的帷幕已

经落下，中途又断断续续经历了几年的疫情，这些场馆

后期的运营情况如何？有没有遇到困难？是否按照当初

的设计和规划做到物尽其用？基于这些问题，笔者以武

汉城市职业学院击剑馆为例，通过个案研究了解这批场

馆的赛后运行状况。

2  击剑馆基本情况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承接了军运会击剑项目的比赛，

在校园中改建体育场馆两座。击剑馆分为主馆和副馆，

主馆设观众席 2494 座，布置有 5 条剑道可同时供 10 支

队伍比赛；副馆布置有 10 条剑道可同时供 20 支队伍进

行训练。这座场馆的赛后利用途径至少有两个选择：其一，

可以保留该项目，弥补击剑专业场馆的不足，同时依托

该项目开设相关的专业培养和课程教学；其二，考虑到

服务现有教学训练的需求以及对社会提供服务的需要，

赛后将其改造成其他项目的场馆。坚持“办比赛和建城市”

的原则，军运会过后，体育场馆将以教学为主，并向社

会开放，为湖北省的击剑运动提供后备人才。

3  击剑馆赛后利用的现状
3.1  运营主体

为了便于比赛活动的规划安排，军运会比赛期间所

有场馆均由武汉军运会执委会场馆部统筹调度，集中管

理。随着比赛活动的结束，武汉军运会执委会已经完成

了历史使命，解散了所有部门的工作人员，所有场馆也

回归到所属单位进行管理，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击剑馆的

管理权限也移交给学校相关部门。目前由武汉城市职业

学院的职业网球学院行使击剑馆管理权。

3.2  管理模式

击剑馆的地理位置和建设资金来源决定了它的管理

模式属于事业单位型。职业网球学院安排了一名工作人

员负责管理击剑馆，再配备几名后勤工作人员维护场地

清洁卫生。通过访谈得知，击剑馆工作人员的专业与场

馆管理没有直接联系，也没有接受过专门的体育场馆管

理专业知识方面的学习或培训，显然无法实现体育场馆

管理的高效和规范的要求［2］。

3.3  开放情况

军运会结束后，由于疫情原因，击剑馆在赛后半年

处于封闭状态。疫情解封后，根据学校防疫要求，仍然

不对社会开放，只供校内教学使用。如表 1 所示，按照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只有体教专业

击剑专项的相关课程需要使用击剑馆，该专业大一至大

三都开设有击剑相关课程，教学时间的安排集中在周一

至周三全天，另外还有周四半天时间，除此以外没有教

学和训练活动，周末期间处于闭馆状态。教学时段，三

个年级的学生错开上课时间，似乎可以保障体育场馆满

负荷运转，其实不然。就场馆容量和剑道数量而言，可

以容纳的上课学生人数更多，但剑道的维护工作量就增

大，所以尽管有 15 条剑道的设备，但平时只铺设一条剑

道用于教学和训练，其他剑道则封存在库房中。

表 1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击剑专项课程安排

             时间
   节次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1-2 节 一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3-4 节 一年级 三年级 一年级

5-6 节 二年级 二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7-8 节 二年级 三年级 三年级 三年级

4  击剑馆赛后利用的基本问题
4.1  场馆资源无法有效利用

在一些大型体育赛事结束后，相关的体育场馆及设

施大概率会被闲置起来。第七届军运会结束以后，又受

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许多大型综合性体育场馆的运营

更是陷入困境［3］。虽然高校体育馆没有面临盈利的压力，

但运营管理的压力同样存在。在疫情期间学校都展开了

严格的封校措施，校外人员无法进校使用体育场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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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馆在日常教学使用后得不到充分利用，造成了资

源的浪费。主要体现在场馆资源的有效利用方面。击剑

馆位于校园内，地理位置特殊，且平时还需要承担教学

和训练任务，在对外提供经营服务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

不便。

场馆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

高校体育场馆在办学和运营管理中，会出现教学场地与

校外培训场地冲突的情况，高校体育场馆不能够满足对

外运营的时间和空间要求。一些学校的体育场馆并不对

外开放，除了日常教学之外很少使用，这就造成了体育

场馆的闲置，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第二，体育场馆

所能提供的服务与服务对象的消费需要不相适应。击剑

馆是以击剑项目为主，体育馆如果按照拳击项目进行改

造，而拳击或者说搏击项目的消费群体只占一个很小的

比例。正是由于供需不匹配的情况，才导致部分场馆的

使用效率低下［4］。第三，大型综合体育馆作为竞赛场地，

其使用效率较低。在我国，体育场馆所能提供的公共服

务是有限的。对外宣传场馆开放是大多数体育场馆公共

服务的开展形式，但是仅有体育场馆满足不了市民的健

康生活需要，他们缺乏科学的锻炼知识与方法，对健康

讲座、信息顾问咨询等活动的关注度不够。由此可见，

市民十分需要体育赛事、体育文化、健身方法等方面的

知识；体育场馆开放的宣传不够多元化，现今网络数字

技术发展迅速，体育场馆的宣传方式也要与时俱进，要

改革宣传体制机制，多渠道宣传推广。通过多元化的宣

传方式，实现政府和社会群众之间的积极互动和平等沟

通，加强体育场馆公共服务的规范化建设，体现体育场

馆公共服务的实用性、灵活性和能动性特点，更好地为

人民群众服务。

4.2  运营主体缺乏经验

体育场馆的维护和改造经费严重不足，制约了体育

场馆的发展。当前，我国大部分大型体育场馆，包括高

校体育馆，均为国营事业单位，由国家和政府分别出资，

击剑馆也是如此。由于国家对体育馆的经费投入每年都

在下降，因此，如何保证体育馆的日常维修成本成为一

个很大的问题。大型商业性的活动的举办是体育场馆资

源利用的一个方面，但是一些体育场馆场地设施落后，

不能举相关活动，使得场馆也不能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从而影响了场馆的发展。体育场馆维护得不到保障，场

地设施陈旧，进而无法开展活动，长期如此可能形成一

个恶性循环［5］。

4.3  管理模式效率低下

击剑馆的责任单位是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军运会

期间击剑馆由军运会组委会统一管理使用，赛后管理

权限移交到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击剑馆主要采用行政

化运营管理模式，以满足学校教学和行政需求为主。

为了维持击剑馆的正常运转，学校要负担的费用很多，

比如人工管理费，场地设备的维护保养费，水电费、

清洁费等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费用也在不断攀升。

在数字经济化的时代，许多高校体育场馆开始承接一

些具有经济效益的商业活动，这也是大多数体育场馆

的主要生存方式［6］。击剑馆的运营模式还是偏向学生

的教学训练，因此，为了避免学校教育活动与社会活动

相互冲突，击剑馆干脆不对社会开放。这种做法虽然回

避了很多矛盾，但也给击剑馆的后期运营带来了一些困

难，诸如前面指出的场地利用率较低、后期运营资金不

足等。

4.4  体育场馆的经营和管理人才短缺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的体育场馆普遍存在着经营和

管理人才短缺的问题。在对击剑馆展开调查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击剑馆的工作人员都是通过行政安排进入到

这个场馆中来的，没有专门地进行招募筛选。这些管理

工作人员缺乏场馆管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不了解体

育市场经济政策，缺少创新思维。这也就造成了这个场

馆的运营中，工作管理力度不够，经营管理方式落后。

当前，武汉大部分高等院校体育场馆的运营与管理方法

比较陈旧，缺少专业的管理队伍和人才，管理水平较低，

不能使体育场馆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得到充分展现。

以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击剑馆为例，该场馆的管理工作人

员大多数都是经过短期培训后上岗，管理者对于学校体

育场馆运营的认知有限，缺乏场馆管理经验；工作人员

的工作能力、服务意识不能与场馆相适应，提供的服务

满足不了使用者的需求，导致服务水平越来越差，降低

了场馆的公共服务质量。

5  击剑馆赛后运营模式优化对策
5.1  资源整合，融入市场

第七届军运会多个比赛场地设在地方院校内，这

些场馆在赛后满足学校正常教学的情况下，可以开展

对外的体育项目教学培训，吸引周边喜欢该运动的社

区居民，并对其进行教学，使其掌握更多体育技能，

并提高身体素质。同时，也可以在区域内创造一种健

康的运动氛围，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运动中来，并提高

区域内的体育运动水平。而击剑项目，它是一种新型

的休闲运动，它的观众人数相对较少，但是它也是一

种很受中高收入人群的喜爱的项目。通过对赛后体育

场馆进行合理地利用和开发，可以充分发挥场馆的作

用和功能，为区域内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体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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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可以借助高校场地、师资充足的优势，开发相关

的培训市场。使第七届军运会场馆在赛后得到充分利

用，促进击剑项目与培训市场的融合，从而进一步推

动区域内体育事业的发展［7］。

5.2  完善基础体育设施，将场馆场地器材对外租赁

将击剑场馆和运动设备向外出租，也不失为一种

有效的经营方法。在不与日常的教学和训练活动产生

冲突的条件下，出租击剑馆的场地器材设施，开展社

会培训和文化活动，这样可以大大提升击剑馆和体育

器材的利用率，减少场地设施闲置，增加场地效益。

发挥高校大型体育场馆的商业化、市场化运作潜力，

实现多元化发展，充分利用军运会赛后高校场馆及周

边资源，例如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明星演唱会等，吸

引各类校外赞助商，提升学校的声望。以此为基础，

将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充分利用起来，在适当的时候

对场馆的硬件基础体育设施进行升级，更好地为在校

学生和社会群体服务［8］。

5.3  招募专业人才，组建专业团队

击剑馆的管理者没有相关的场馆经营管理经验，

缺乏对于体育市场经济政策的理解，在经营理念上没

有创新，这就造成了场馆管理工作效率低下，经营方

式落后的现状。要改进场馆的运营模式就要引进一批

专业知识扎实、管理能力突出的人才，对学校的场馆

进行管理，在管理理念上改革创新，使校内的学生和

校外的社会大众都可以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从而提

高体育场馆的利用率，提高击剑馆的经济效益。另外，

还要对引进的人才进行专业培训，组建一个专门的管

理团队，相信会对场馆在比赛结束后的发展和使用起

到重要作用。

6  结语
与社会公共体育场馆相比，高校体育场馆的经营

更多的是围绕着学生的教学和训练而展开的，这些学

校场馆主要是管理学生的日常教学场地使用和课外活

动场地使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许多高校的体育

场馆已逐步走向商业化，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为防止学校的教育活动与社会活动之间发生冲突，需

要对高校体育场馆的经营管理模式进行深入的分析和

研究，这样才能让高校体育场馆的价值得到充分的体

现，不仅方便了人们，还达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弥

补了场馆的维修、维护成本，减轻了政府、学校场馆

的财政负担。让这些高校体育场馆在军运会结束后，

继续为学校和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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