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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城市体育规划
———以美茵河畔法兰克福为例
张修枫

摘 要院 从公共社会政策的视角出发袁对体育运动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价值遥 德国

是体育运动发展比较发达的国家袁体育被纳入了社会政策的范畴袁许多城镇都会进行专门

的体育发展规划遥 本文首先概述了德国体育发展的现状袁然后介绍了德国体育政策规划的

一般步骤和方法袁并且以著名的金融城法兰克福为例袁从体育赛事尧体育组织和体育空间的

3 个层面讨论了体育政策是如何与城市发展结合起来的袁 并推动了体育和社会的共同发

展遥 最后袁本文探讨了德国的体育发展政策以及规划对于中国体育发展的启示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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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social policy,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possesses important policy

value. Germany is a developed country in terms of sport development. Sport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category

of social policy. Many cities and towns have special sport development programs. The paper narrates the status

quo of the sports development in Germany and introduces the general steps and ways of planning sport poli-

cies in Germany. Taking Frankfurt, a well-known financial city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tells how the sport

policies are integr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from the aspects of sport event, sport organization and

sport space. The mutual development of sports and society is achieved in the city. The paper finally discusses

the revelation of the German sports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pla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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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工业革命的产物袁体育运动与城市文明从本源上

来讲都具有深深的现代性的烙印 [1]袁现代体育也与城市的

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2]遥 所以袁体育与城市的结

合并不是一种偶然袁而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袁已经

被越来越多的城市人所接受遥 在德国袁市政部门会与学术

机构合作袁制定专门而且科学的城市体育发展规划袁从而

大大推动了城市体育的发展遥

德国大众体育的发达程度举世闻名遥德国人自诩袁野也
许我们不是竞技体育最强的国家袁但我们一定是大众体育

的世界冠军冶[3]遥 总体而言袁德国体育的发达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院一是具有大量的体育设施和体育空间袁这是得益

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野黄金计划冶袁德国以联邦政府的

名义建设了大量的体育基础设施袁而且在东西德合并后又

再次实施野东部黄金计划冶袁这些硬件设施都为体育运动的

普及奠定了重要基础遥二是体育运动的高度组织化和体系

化袁德国人热衷于通过参与体育社团的形式来进行体育活

动袁这样不仅容易获得专业的指导和场地袁而且也容易找

到志同道合的伙伴遥 更重要的是袁这些社团之间也会形成

严密的体系遥以足球为例袁从众所周知的德甲尧德乙到地方

上的小型青少年联赛袁德国足协的年度手册上总共罗列出

了十几个等级的联赛遥 这些组织体系的建立袁都有助于体

育资源的整合和分配遥 据统计袁全德国有 60%左右的居民

都是注册在德国体育联盟下属的各类体育社团之中的遥也
就是说袁再加上可能更乐于独自运动而没有加入体育社团

的人袁德国绝大部分的人口都是体育运动的爱好者遥
体育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和休闲的方式袁从公共政策的

角度出发袁体育具有 3 大功能院首先袁体育具有提高全民健

康水平的功能袁德国学者已经证明袁有效的体育政策可成

倍减少地方医疗体系的成本支出曰其次袁体育具有社会整

合的功能袁尤其是德国现在的外来移民越来越多袁体育活

动和体育社团都有助于不同社会群体的融合曰最后袁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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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有各种教育功能袁无论是规则意识尧团队意识尧健康意

识袁甚至还有环保意识等袁都可以通过体育活动这一载体得

以推广普及[4]遥 因此袁体育在德国是一项重要的公共事务袁
许多城镇都会制定专门的体育发展规划袁 这些体育规划是

与本地的经济尧政治和文化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遥下面以美

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为例袁进行一个具体的案例介绍遥

法兰克福是欧洲的金融尧会展和交通中心袁虽然跟世

界级的大型城市相比袁其 60 多万的人口规模不算庞大袁但
是流动人口数量众多袁而且市中心的商业建筑占据了大量

的城市空间袁因此就人口密度而言袁尤其是本地居民的居

住密度很大遥 所以袁法兰克福城市体育规划的首要目标就

是袁无论年龄尧性别和社会文化地位袁城市发展要确保所有

人都获得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和能力遥 具体来说袁他们在

体育赛事尧体育组织和体育空间的三个层面都做出了进一

步的详细规划[5]遥
在体育赛事方面袁法兰克福每年都要举办大大小小约

30 场左右的全民比赛遥 虽然法兰克福也固定举办一些包

括游泳尧 高尔夫和赛车等项目在内的高水平国际大奖赛袁
但是更注重宣传诸如马拉松尧铁人三项和城市自行车等可

以让业余选手参与的赛事遥 而且袁这些赛事多是以城市户

外空间为场地袁充分利用金融区的现代化办公楼和美茵河

畔的绿色地带袁把运动与城市充分结合起来袁把比赛举办

成为全城的派对遥 笔者曾多次去现场感受这种热闹的气

氛袁即使顶尖选手们的冠军争夺早已结束袁人们对于之后

的业余选手也报以极大的热情遥 观众们站在街道的两旁袁
对于每一个经过的选手都给予英雄般的欢呼声袁 现场的

DJ 还在不断地渲染气氛袁令人仿佛置身城市狂欢节一般遥
此外袁 所有赛事的场地和路线都经过精心的安排协调袁几
乎覆盖了全市的各个城区袁确保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和观

看到这样的体育活动遥
在体育组织方面袁法兰克福的市政厅会牵头联系各个

行政单位尧社区尧学校尧幼儿园尧文化企业和科研院所等相

关机构与体育社团展开规律性的沟通协商袁其目的在于充

分地分享和利用社会资源遥例如袁一个社区附近的学校尧商
场和体育社团可以合作袁学校将体育设施开放给体育社团

使用袁体育社团帮助丰富学生的课外活动袁同时商场可以

通过赞助体育活动而获得更多的社区人流量袁从而形成一

个社区网络袁并有助于缓解社区的公共安全和文化融合等

社会问题袁这对于流动人口量大且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法兰

克福尤为重要遥 同时袁地方政府对于赞助社团活动的企业

还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减税等经济优惠政策袁从而鼓励了

体育组织的发展遥
在体育空间方面袁政府不仅每年保留固定额度的预算

用于公共体育设施的兴建和维护袁还对含有开放式绿地或

可用于体育锻炼的土地开发案给予优先考虑遥 一般来讲袁
在像法兰克福这样的金融和会展中心袁土地利用的商业价

值相当巨大袁而土地的过度商业化会侵害到公共利益遥 通

过调研发现袁开放的公共绿地袁无论大小都可以提高附近

房产的价格遥 同时袁良好的生活和运动环境有利于提升城

市对于国际人才的吸引力遥 所以袁法兰克福特别强调开放

空间尧绿色空间和体育空间的综合利用袁并将其提升为城

市整体空间发展规划的原则之一遥 今天袁无论是在市内的

商业中心袁还是在城郊区的住宅区附近袁到处都能够看到

带有沙坑的小型儿童游戏设施袁或者可供滑板和技巧轮滑

练习的高低障碍物袁 以及专供步行和跑步的绿荫小径等袁
这种化整为零的休闲运动空间完美地融入在了城市整体

环境之中遥
笔者所在的研究所有一个研究发现袁跟德国其他城市

相比袁法兰克福的体育活动更开放尧包容和多样化遥法兰克

福的体育社团或体育组织参与非体育类的公共事务的积

极性最高袁相对于室内或半封闭的专业场地袁法兰克福人

更喜欢在开放的可供路人经过或观赏的场地中开展体育

活动 [6]遥 从城市研究的角度出发袁这些在体育文化中所表

现出来的特点都与法兰克福的整体都市文化相一致袁这固

然受到了以上所提到的公共体育政策的直接影响袁但是反

过来也说明成功的公共体育政策必须结合城市原有的整

体结构袁体育与城市是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遥那么袁成
功的城市体育规划是如何制定的呢钥

一般而言袁 德国城市的体育规划都会划分为两个阶

段院第一阶段是现状分析袁包括了对于已有的基础设施尧体
育团队与组织袁以及市民体育需求的分析遥其中袁体育需求

的分析是重中之重袁必须通过严格的抽样问卷调查方法获

取真实的统计数据袁然后针对不同年龄尧收入和文化等方

面的各层人群进行深入而且详细的分析袁以保证最后的规

划满足所有市民的实际需求遥第二阶段是邀请相关的组织

和机构共同参与规划的制定袁即从规划阶段开始就建立起

上文所提到体育组织的社会网络袁而这也是德国体育公共

政策成功的核心部分遥德国所有的体育发展规划几乎都会

涉及到上述两个阶段袁只是一些小城镇在规划实施上可能

会相对简单一些袁 而对于像法兰克福这样的大型城市袁其
体育规划的过程更为复杂遥

上文中所提到的最新的法兰克福体育发展规划是在

2010 年完成的袁前后经历了两年的时间袁最后形成的规划

报告共有 165 页 [5]遥 而且袁这份体育发展规划还与城市发

展规划有所交叉袁法兰克福市政府正在设计一条联通城市

各个主要城区的自行车专用道袁 虽然这项政策与城市经

济尧环保和交通规划的关系更为密切袁但同样也为大众提

供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袁而且体育规划中也提到了自行

车专用道的问题遥
笔者所读到的各种德国城市体育发展规划之中袁最详

尽的一份报告竟然长达 400 多页 [7]袁就算是一个二十多万

人口的城市袁该报告也对其各个城区和社会群体做出了具

体的分析和规划遥 相对而言袁我国的体育规划和决策还处

于比较初级的阶段遥笔者曾经参与过一位德国知名体育专

家在中国的项目袁有关部门很有诚意地希望学习和借助德

国的成功经验袁但是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袁有关部门把体育

规划简单地理解为对于体育设施和空间的兴建和利用袁提
供了很多关于土地和建筑的数据袁却无法提供体育需求的

德国的城市体育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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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遥而且袁在沟通过程中发现袁中方往往希望这样的

规划是一种立即生效的灵丹妙药袁期待短期内提升体育参

与率袁而德国专家希望进行体育需求的调查袁并且希望政

府领导能够鼓励与协调体育部门以外的其他行政和社会

力量的参与遥最后袁由于理念的不同袁这样的项目没有得到

实质性的推动遥 由此可见袁中德双方在城市体育发展规划

的理解上存在差异袁而笔者认为袁德国大众体育的发达证

明了他们具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遥

2014 年10 月袁国务院发布了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曳袁 其中也提到了健康生活与金

融尧建筑尧地产和综合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遥根据德国的经

验袁 如果能够推动科学的城市体育规划和体育公共政策袁
使得体育运动的设施尧组织和赛事活动都能够符合当地市

民的需求袁并且与城市的空间尧产业和文化等结构性因素

相结合袁体育运动自然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群参与遥 笔

者相信袁当全民体育得到普及时袁无论是体育基础设施的

建设尧体育器材装备的消费和体育活动赛事的组织袁都会

产生无限的商机袁叶意见曳中所描述的 5 万亿的总产值并不

是一个没有依据的目标遥 更为重要的是袁体育产业的繁荣

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效益袁更会对城市和社会的良性发展起

到锦上添花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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