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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公布2020年体育场地统计调查结果

全市人均
体育场地面积1.84平方米

近年来，大家感到健身越来越
方便了，体育场地越来越多了，这背
后有详实的数据支撑。市体育局近
日公布2020年全市体育场地统计
调查成果，按照去年末全市常住人
口3205万人计算，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1.84平方米，每万人拥有体育场
地39.37个，超额完成了“十三五”
规划目标。

场地类型丰富
篮球场最多

全市体育场地类型非常丰富，共有97
种，除了大家熟知的乒乓球场、篮球场、足
球场之外，全市还有600多个艺术体操馆、
13个自行车馆、12个电子竞技馆、3个飞碟
靶场，还有棒球场、垒球场、板球场、橄榄球
场、曲棍球场等。

据统计，从场地个数看，全市篮球场
最多、达2.2万多个，足球场有2600多个，
排球场1300多个，“足篮排”三大球场地
比较丰富。全市有健身房3300多个，游
泳场地有1799个，数量都比较多。

很多市民喜欢步行健身，步道也纳入
了统计范围。据介绍，全市共有全民健身
路径22202个，总面积73万平方米；健身
步道 2500 多条，总面积 1300 多万平方
米。健身路径指在社区、村、公园、绿地等
地建设的小型健身空间，有室外健身器
材，占地不多，经济实用，可免费使用。健
身步道指包括标识系统、市政环卫等服务
设施，能够满足健步走的环形或非环形步
道。

场地分布大致均衡
主城都市区占比超60%

从全市体育场地分布情况看，总体分
布大致均衡，主城都市区相对集中。市体
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从数量看，主城都市
区体育场地83615个，占总数的66.26%；从
面积看，总面积4032.06万平方米，占总数
的68.44%；人均体育场地达1.91平方米，
超过了全市平均线。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体育场地人均
面积 1.84 平方米，与全市持平；总个数
12023 个，占总数的 9.53%；场地面积
527.43万平方米，占总面积的8.95%。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体育场地总
量30551个，占总数的24.21%；场地面积
1331.95 万平方米，占总面积的 22.61%；
人均场地面积1.65平方米，相对较低。

另外，从体育场地机构类型看，事业单
位的体育场地最多，超过5万个，占比接近
40%；企业体育场地位居第二，有23000多
个，占比超过18%。

大型场馆稳步提升
全市总量74个

在许多地方，大型体育场或者体育馆
成为地标建筑，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和体育
事业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市民观看比赛、
参与全民健身和其他活动的重要场所。近
年来，全市大型体育场馆稳步增多。截至
去年底，能够容纳2万座以上的大型体育场
达到23座，容纳3000座以上的大型体育馆
39座，容纳1500座以上的大型游泳馆达到
12座，总量达到74个。

据介绍，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体育发
展促进体育消费有关文件要求，我市积极
推动“体育设施+”融合发展，大力吸引社会
投资，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多种模
式，拓宽体育产业投融资渠道。近年来，推
动社会资本投资建设了际华园滑雪馆、华
熙LIVE体育馆、忠县电竞小镇、丰都南天
湖滑雪场等大型场馆。同时大力推动大型
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工作，实施体育惠民，
市民健身更加方便。

摸清体育场地家底
利国利民

市体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体育场地
是发展体育事业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现
代化程度和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体育场
地统计调查2019年被首次纳入全国经济
普查范围，从专项业务性工作上升到国家
层面的全面经济性工作，已连续开展3年。
做好体育场地的统计调查，有助于整体反
映我市体育场地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和存在
的不足，也有利于体育场地数据与其他行
业数据实现对接，为数据更新和延伸应用
提供基础数据。同时，还可以全面了解掌
握我市体育场地发展变化特点，为体育场
地规划、建设和使用提供客观依据，从而更
好地配置体育场地设施资源，调整体育场
地建设投资方向和比例结构。

为了做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工作，摸
清家底，我市严格遵循《统计法》《全国经济
普查条例》，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在国家体
育总局出台的《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制
度》基础上，完善出台了《统计调查操作细
则》，制定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口径
统计标准，以确保统计调查工作科学严谨、
数据详实。2020年体育场地统计调查工作
以2020年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以全市
（不含军队和铁路系统）可供居民开展运动
训练、比赛和健身等各类体育场地为对象，
于2020年9月启动，12月31日完成数据采
集工作。数据采集后，还进行调查数据复
核、区县整改、数据上报等程序，最终形成
比较完整的统计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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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湾 蝶变生态体育文化公园

附表：全市体育场地类型TOP8

大田湾体育场将蝶变为生态体育文化
公园。目前大田湾体育场的修缮工作正抓
紧进行，文保部分拆除已全部完成，车库土
石方开挖已完成85%，总体进展顺利。

大田湾体育场建成于1956年3月，占
地面积97500平方米，是新中国第一个甲
级体育场，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重
庆留下的体育遗产，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该建筑设计使用年限为30年，一直
正常使用到2004年力帆主场迁离。2005
年，市设计院鉴定大田湾体育场看台为危
险建筑。为确保群众健身不受大的影响，
2005年因地制宜在体育场内场设置了多
片五人制足球场地，简单修缮了内场跑道，
在安全的前提下适度对外开放。

去年6月，大田湾体育场修缮工作正
式启动。以“打造全民健身中心，建设生态
体育文化公园”为目标，以体育场整体修缮
及功能完善为核心建设内容，恢复大田湾
体育场的原始风貌，在保护的前提下利用
内场地下空间建设地下停车库，完善配套
功能，优化周边交通组织，同时拆除片区内
非核心功能建筑，敞开外场空间，修建体育
生态公园，实现体育与生态、体育与环境、
体育与文化的更好融合。

近年来，为实现人民群众对体育的共
建共享，发挥全民健康对全面小康的促进
作用，重庆坚持以满足群众多样化体育需
求、提高群众生活质量、促进城市稳定与和
谐为基本出发点，以面向基层、服务群众、
因地制宜、注重实效、分步实施为基本原
则，大力推进体育公园规划建设。

2020年9月，北碚滨江体育公园与市
民见面。该公园由北碚体育场提档升级、
滨江带状体育公园和北碚公园三部分构

成，占地面积400多亩，设有篮球场、排球
场、乒乓球场、羽毛球场、轮滑场、沙滩排球
场、门球场、击剑场8个体育项目场地，并
配合长约8公里的健身步道，其中健步走
道约5公里、自行车道3公里。

北碚区滨江体育公园在设计中注重了
景观的整体性和节奏感，以符合人在运动
中的视觉规律。场地设计和装置艺术设计
均注入运动元素，与原有构筑物完美融合，
营造一个简洁、美观、富有运动文化气息的
体育公园。合理设置艺术点光源，增加功
能性活动场地，利用整个园区的主环路跑
道设计成运动健身跑道，并且通过跑道引
导灯的嵌入式设计，让灯光变换促进跑步
运动。

据悉，为鼓励和支持各区县积极落实
建设体育公园项目，2017年市体育局联合
市财政局印发《重庆市城市体育公园资助
管理暂行办法》，制定了体育公园补助经费
标准及申报要求。截至2020年，体育公园
累计资助资金达3510万元。

健身步道 助推体旅融合发展

为进一步促进全民健身活动广泛开
展，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户外健身要求，
落实国家体育总局等12部委联合印发的
《百万公里健身步道工程实施方案》，市体育
局联合市发展改革委等13个部门于2019
年印发了《重庆市健身步道工程实施方案》。

《方案》实行以来，重庆坚持因地制宜、
绿色发展，科学规划、统筹推进，政府引导、
多方参与，创新机制、融合发展的基本原
则，积极推进健身步道规划建设。截至去

年底，全市共建成健身步道2529条，包括
登山道、健走道、骑行道等，总长约6173公
里，总投资约66亿元。

在重庆铜梁区玄天湖步道，近10公里
环湖路面铺上了彩色沥青与塑胶，让景区
的颜值升级，开启铜梁城乡的慢生活，成为
市民休闲出行新去处，助力铜梁打造“原乡
风情·大美铜梁”的城市形象品牌。

如今，这条步道已将铜梁沃柑基地、奇
彩梦园、荷和原乡、西部农林大世界、玄天
湖等景点串联成线，推动了当地旅游业发
展。

同时，市体育局还联合市财政局印发
了《重庆市健身步道资助管理办法》，在体
彩公益金中单列健身步道资助资金，对各
区县上年度新建成的健身步道按建成公里
数予以相应资助，资助资金主要用于健身
步道中体育设施建设、体育设施设备购置
和维护保养等方面。截至2020年底，全市
累计资助资金达530余万元。

龙兴足球场 预计明年交付使用

两年后，重庆将迎来亚洲足坛水平最
高的赛事亚洲杯，龙兴足球场将作为该赛
事比赛场地之一，迎接拥有世界级水平的
足球队伍到场比赛。届时，重庆市民不用
熬更守夜，在家乡就能现场观看这场足球
盛宴。

据悉，重庆龙兴足球场位于重庆两江
新区龙盛片区，占地面积约303亩，总建筑
面积约17万平方米，可容纳约6万人观
赛。这是重庆市打造的首座专业足球场，
也是国内在建的规模最大的专业足球场之
一，球场规划、景观和建筑设计包含汇聚、

旋转、上升的流畅曲线等元素，体现重庆火
辣的生活方式、火红的发展势头以及火热
的足球激情，塑造与城市气质、足球文化相
呼应的独特城市地标，预计将于2022年
10月交付使用。

据介绍，场馆包含运动员区、媒体区、
贵宾及包厢区、竞赛管理区、场馆运营及车
库区、观众区、商业区等功能，2000余个机
动车停车位以及配套用房、广场等，功能齐
全、配置专业。场馆设置有3个专用机动车
出入口、3个地下车库出入口、3个应急出入
口，周边规划配有出租车、公交车站点。此
外，运动员、组委会及媒体车辆、贵宾车辆、
货运车辆等职能车辆设置有专用路线。

项目于2020年4月28日开工，2020
年11月1日开始基础及地下室结构施工，
2021年4月28日主体混凝土结构封顶、开
始钢结构吊装。目前施工进展顺利，正在
进行钢结构吊装、室内装饰装修样板、机电
综合管线安装施工。对照既定节点计划，
工期略有提前，能满足2022年12月9日
场馆竣工交付要求。

体育公园 满足群众多样化体育需求

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利用工程

场地类型

场地数量

篮球场地
（个）

22704

全民健
身路径
（个）

22202

健身房
（个）

3336

田径
场地
（个）

3139

足球
场地
（个）

2620

健身
步道
（条）

2529

游泳场地
（个）

1799

排球场地
（个）

1366

华熙 LIVE·鱼洞项目总投资 48 亿
元，占地面积480亩，建筑总面积约60万
平方米，位于巴南区鱼洞街道，紧邻轨道
2号线、3号线鱼洞站。

项目由“一场三馆”组成，包括16000
座的综合性场馆，是目前西南地区唯一可
以承办NBA中国赛以及北美冰球职业联
赛的场馆，可实现冰球篮球场地6小时转
换；2000座的多功能馆，拥有复合型的百变
空间；35000座的体育场，投资2亿余元升
级改造，全年对市民免费开放；重庆市唯一

的NBL职业篮球俱乐部主场就设在这里，
去年成功打入NBL季后赛，获得第6名的
好成绩，计划在3年内升入CBA联赛。

项目自运营以来，已举办过世界冰壶
比赛、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国际羽毛球公
开赛、国际文创周、巴南区运动会、DOTA
（刀塔）电竞联赛以及费玉清、张信哲、吴亦
凡演唱会等130余场活动。

项目配套的沉浸式商业，提供完善、优
秀的文化体育娱乐内容和配套服务；美术
馆常年举办各类优秀文化艺术展览；自建
的市政走廊通过时空隧道与轨道鱼洞站无
缝连接；新建的室外篮球场、乒乓球场、羽
毛球场、攀岩、滑板、儿童游乐等公益性场
所，全年对市民免费开放。

华熙LIVE·鱼洞融合文化体育、文化
娱乐、文化艺术、文化生活、文化教育等互动
体验业态，通过成熟的运营模式，将把项目
打造成为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文体地标，
成为城市活力聚集地、新生活方式体验地。

华熙LIVE 西部唯一可承办NBA的场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