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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际体育场馆资源共享与
对外开放的SWOT 分析*

唐晓军

(武汉理工大学 体育部,湖北 武汉430070)

摘暋要暋阐述了体育场馆资源共享与对外开放的基本内涵和意义,认为部分高校体育场馆资源丰富,但没

有充分利用,造成资源浪费;而部分高校体育场馆资源有限,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高校校际体育场馆资源共享

开放,能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满足社会和高校用户群体的需求。采用SWOT分析法对高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和

资源共享存在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资源共享与开放的2条途径:高校与社区资源共享

和校际建立体育场馆联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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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体育场馆是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场
馆资源是促进体育教育的重要条件之一。调查发

现,每个高校都配有不同档次的体育场馆,且存在严

重资源浪费现象。同时,社区资源相对有限,费用较

高,无法充分满足健身的需求。将高校和社区资源

有效结合起来,实施高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在保证

高校体育教学的前提下,可以从社会获取一定的收

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但也带来一定的管理压力。

SWOT分析法等采用对高校体育场馆资源共享的

优势、劣势进行分析,寻求高校体育场馆发展中存在

的机会和威胁,为高校体育场馆可持续性发展探索

道路,为社区群众健身热情的高涨与社区锻炼场地

的短缺之间的矛盾提供解决方案。

暋暋一、体育场馆资源共享与对外开放
的基本内涵和意义

暋暋1.资源共享

根据国家政府部门对资源的分类,教育和体育设

施都属于社会资源系统。体育场馆资源要满足人类

的需要,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并且用途具有一定的

开发选择性[1]。高校体育资源是支撑高校体育教育

的一项重要条件,其合理的开发与利用,有助于满足

学生的多样化需求,也能提高高校体育资源的利用

率。郭飙等人曾对高校体育资源的共享进行研究,提
出可以从内容、形式和程序模式3个方面进行资源共

享[2]。高校体育场馆资源共享,能促进高校体育资源

优势互补,使高校体育资源在现有条件下产生更大的

社会价值,为创造两型社会提供有益支持。

2.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暠一词最早出现在政治领域,是指国

家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经济交往;放宽政策,不再封

锁国内市场,采取放开的政策。目前它广泛应用于

各个领域,资源的对外开放是实现资源共享的前提。
具体到高校体育场馆的经营管理,“对外开放暠即指

在高校体育场馆市场化的背景下,依托学校和社会

的双重管理,将市场化的观念运用到体育场馆的管

理与经营中,对社会开放场馆资源,以获取更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09年我国颁布的《全民健身

条例》规定学校应积极创造条件向公众开放体育设

施。张丽等剖析了市场体制下我国高校体育场馆对

外开放的问题,认为社区俱乐部收费高、人们想锻炼

却受限制,这为高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提供了契

机[3]。高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能缓解社会体育场

馆短缺的矛盾,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成为了近年来

高校体育工作的一项新任务。

暋暋二、体育场馆资源共享的SWOT分析

暋暋SWOT分析最初是由美国管理学教授韦里克提

出来的,用于企业战略分析,通过分析企业的优势

(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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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威胁(Threats),对企业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各种要素

进行系统评价[4]。高校体育发展是影响高校竞争力

的重要因素。为了增强体育实力,各大高校建有自己

的体育场馆,但规模、档次不尽相同。有相关调查发

现部分实力较弱的高校,由于资金短缺,甚至没有一

个标准的体育场馆,另一部分高校,如大多数国家重

点高校,建有多个体育场馆。全国范围内的体育场馆

并没有充分利用起来,资源缺乏和浪费并存。为了资

源的充分利用,让有条件的高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
达到校际资源共享,采用SWOT法进行全面的分析,
以利于资源共享的改进。

1.优势分析

(1)资源优势。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兴起了

一批以大学为主体,以城市为依托,政府、高校和企

业资源共享的大学城。各个高校建有一个相对面积

大、场地条件优越的体育场馆,能提供多样化和高水

准的设施,体育设施齐备。校际间资源共享、互补,
无论资源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2)人才优势。部分高校,像华中科技大学、武
汉大学等高校的体育场馆都配备了主管场馆开发的

经营人员,他们能主动收集信息,注意环境的维护和

宣传,树立良好的场馆形象。体育部门的工作人员

综合素质提高、知识全面,不仅具备体育专业知识,
而且掌握了一定的经济和管理知识,具备营销理念。

(3)品牌优势。高校品牌是高校体育馆经营的

核心竞争力,对体育场馆的对外开放带来一定的积

极影响。体育场馆与高校品牌相结合,可借助品牌

优势举办高水平体育赛事。

2.劣势分析

目前高校体育资源分配不均,高校体育场馆对外

经营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一方面,体育场馆的维护

需要大量的管理者和养护者,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
而高校重视自然科学的教育,对体育资源的建设相对

滞后。另一方面,社会和高校对体育场馆存在一定的

需求差异。社区人员生活水平高、体育消费水平也相

应较高,要求高质量的体育消费环境和设施。而高校

场馆主要服务于学生群体,他们的体育消费水平相对

较低,对体育场馆的环境和设施并没有太多要求。以

羽毛球馆为例,目前武汉市社会经营性场馆每片场地

都有休息区,且都是独立灯光,其租赁费平均都在30
元/h以上。而高校所有的羽毛球馆都不能给每片场

地配备休息区,每片场地也没有独立灯光照明,每片

场地的平均价格仅为10元/h。因此,高校体育资源

供给和需求存在偏差。

3.机会分析

(1)政策支持。我国体育健儿在北京奥运会中取

得了巨大成就,胡锦涛总书记在奥运总结表彰大会上

的讲话中,明确号召“要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

向体育强国迈进暠。国家体育总局响应号召,决定在

体育建设发展中要加大群众体育的投入,要进一步强

化全民健身工程,加强对民众健身意识的引导,使广

大人民群众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2)意识增强。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随着社会

生活水平的提高,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健身的热潮,
人们开始关注体育健身对自己身体带来的积极变

化,意识到体育运动对丰富精神生活所起到的重要

作用。对体育锻炼的热情不断高涨,对体育锻炼的

需求也不断增加。

4.威胁分析

(1)资金威胁。场馆对外开放后,外来人员的使

用需要给予正确的规范指导,不当的使用会缩短场

馆器材的使用期限。高校体育场馆一方面加大硬件

设施的投放使用,需要大量的资金;另一方面面临着

更大的养护压力,额外的工作量会增加管理费用。
(2)观念制约。高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面临着

一定的舆论压力,外界对其观点不一,有人持肯定态

度,有人持否定态度。它受到传统观念的制约,有相

当一部分高校体育馆属于公益场所,对外开放能带

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和高校公益服务的政策和理念

有所冲突,属于“违法暠行为[4]。

暋暋三、高校体育场馆资源共享的途径

结合高校体育场馆的资源特点及限制条件,目
前高校体育场馆资源共享的途径主要有2条。

1.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资源共享

要使个人全面接受体育运动,并使体育运动的

功能最大化,就必须使个人在自愿的情况下选择运

动项目、运动形式和内容,并在此基础上独立地掌

握。设立学校体育俱乐部则是重要手段之一同时还

能对学生的课余体育活动进行补充,使学生在轻松

自由的环境中得到锻炼,使他们在自己感兴趣的项

目中得到更多的发展。社区体育的主要组织形式也

是体育俱乐部,因此,如果能充分地把社区的体育设

施和指导力量利用起来,不仅能使社区成为学校体

育、家庭体育和社会体育联系的纽带,而且还能为学

校体育的未来打开一片新的天地。当社区体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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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公众的载体,学校体育俱乐部将会展现更为旺

盛的生命力,也促使学校体育的繁荣发展。
在锻炼时间和习惯方面,大学生与社区成员之

间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周一到周五的上下午时间通

常是体育教学时间。而工作日的早晨与晚上以及周

末则是社区大部分成员的锻炼时间。如果学校和社

区在管理上联动起来,共享体育资源,充分利用大家

锻炼的时间差,就可以使双方的体育资源被充分的

利用和调配。这样一方面扩大了大学生对体育课内

容的选择范围,也为大学生贴近社会提供了机会;另
一方面使高校和社区体育资源得到合理使用和共同

享用,也舒缓学校和社区在单位时间内体育设施较

为紧张的状况[5]。

2.高校校际建立体育场馆联盟

近年来,随着全国院校的调整,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高等教育逐渐由精英化向大众化和普及化方向

发展,大学城在我国蓬勃发展。构建高校体育场馆

联盟体系,形成一定的场馆规模,一方面可以有效地

利用高校体育场馆资源,强化品牌的建立以便于集

约化管理。例如利用武汉理工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

两所高校篮球队在全国高校拥有的号召力,建立武

汉高校篮球场馆联盟,改变武汉高校篮球场馆各自

为政,独自经营的现状,对武汉高校篮球场馆进行集

约化管理,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篮球场馆品牌;另
一方面,校际合作有助于取长补短,可以大大降低人

力和管理成本。有学者认为可以把高校体育场馆从

不同层面构建为体育场馆联盟,如大学城体育场馆

联盟、专项性联盟(网球场馆联盟、篮球场馆联盟等

在同一范围内高校按不同类别的体育项目联合)[6]。
高校校际体育资源共享能促进各校体育优势资

源的合理利用,将学校和社区优势资源结合起来,提
高高校体育场馆的利用率,同时满足社会对体育资

源的需求。根据SWOT分析可知,目前高校体育场

馆资源共享及对外开放,尚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受到

观念的制约,资金的限制等。但从总体上看,体育场

馆资源共享,对外开放优势大于劣势。场馆条件好

的院校应积极参与资源共享,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妥
善处理教学、娱乐、训练之间的关系,在教书育人的

同时,圆满完成高校服务社会这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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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AnalysisonInter灢universityStadiumsSharingandOpening

TANGXiao灢jun
(DepartmentofPhysicalEducation,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暋Thispaperstatesthebasicconnotationandsignificanceofthesportsvenuessharingandopening
tooutsideofuniversityandpointsoutthatsomeuniversitiespossessplentifulsportsvenueswhichhavenotbeen
fullyused.Atthesametime,someotheruniversitiesarequiteshortofsuchfacilitiestomeetthedemands.
Thispaperalsoproposesthataninter灢universitysportsresourcesshouldbesharedsoastoimprovesuchutiliza灢
tionandmeettheneedsfromtheusersinbothcommunityanduniversities.BasedonSWOT,thispaperanalyzes
theadvantages,disadvantages,opportunitiesandthreatsofinter灢universityresourcesharingandopening.Final灢
ly,twochannelsareproposedinthispaper.Oneisresourcessharinginuniversityandcommunity,theotheris
establishinginter灢universityallyforsuch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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