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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满足老年群体的多元化、

多层次的健身需求，将体育空间资源的均等化配置

纳入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内容是推进全民健

身与健康中国深度融合的应有之义。截至 2023 年

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29 697 万人，占总人口的

21.1%，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21 676 万人，占总人口

的 15.4%［1］。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到来 , 老年群

体的健身意愿也在持续升温，然而受制于主体支持

不足（健身空间资源不足、设施老化等）、客体参与度

低（健康素养、锻炼参与度等）等因素的影响［2］，我国

每周参与 1 次中等强度以上体育锻炼的老年人比例

为 48.0%，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仅为 26.1%，远

低于发达国家 60% 的水平［3］，且伴随城市化进程快

速推进，因公共健身空间使用所引发的“代际冲突”

或“群体冲突”事件频发。尤其是旧城区的区域健

身空间在规划布局和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结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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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引领下，以“微空间”适老化改造理念推进旧城区全民健

身空间的优化更新，为提升老年群体健康福祉、健康中国战略达成提供了创新视角。研究运用文献资料、

案例分析等方法，探究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的内在机理和价值，审视其现实困囿并提出

纾解路径。研究认为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具有：全民健身空间适老化供给，助推健康

中国战略实施；满足老年群体的精神需求，增进旧城区老年群体健康和福祉；盘活城市闲置空间资源，形

成“小空间大作为”的倍增效应等多重价值。对此，着眼现实语境，深入剖析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

适老化更新面临政策供给缺失、财力资源匮乏、空间改造受限、智慧化应用滞后等阻滞困境。结合案例

剖析和启示，提出纾解路径，以期在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发展的政策支撑、投融资机制、规划

设计、智慧化改造等环节形成系统化制度安排，充分释放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的功能内

涵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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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4］、环境耦合度不高，功能服务单一［5-6］等诸多

问题。致使老年群体整体健康水平与幸福指数提升

受阻，加剧了代际矛盾增生，阻碍了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效能的发挥。

2023 年，国家体育总局等 5 部门联合印发《全民

健身场地设施提升行动工作方案（2023—2025 年）》，

提出将城镇老旧社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相结合，

利用城市“金角银边”配建嵌入式健身设施，打造健

身新空间。新建健身设施项目应全面配置老年人健

身设施，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新增健身器材中，适

老化器材占比不应低于 50%［7］。在此背景下，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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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旧城区内的低效用地，通过改造、更新等方式

建设具有适老化、精准化等特点的全民健身“微空

间”，既能盘活存量空间资源，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更是应对城市深度老龄化、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和幸

福感的关键举措。杭州市上城区闸弄口街道将老旧

社区“边角料空间”改造为嵌入式适老化体育场地

的案例，生动诠释了全民健身“微空间”在旧城区适

老化更新中的重要作用。为此，研究以杭州市上城

区闸弄口街道改造案例为切入点，在“十四五”全民

健身规划及国家高度重视新时代老龄工作的双重背

景下，运用扎根理论，深入探究旧城区全民健身“微

空间”适老化更新的价值诉求与现实困境，以期为

提高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的效率

提供新思路，为破解适老化更新所面临的难题提出

新方法，为实现老年群体健康老龄化和推进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出新策略。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方法

采用探索式单案例研究方法，该方法集描述、探

索与解释功能于一体，既可以对典型个案进行深入

分析，又可以检验、建构和发展现有理论［8］。通过此

方法，聚焦于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

的价值、困囿与纾解路径，挖掘表象之下的深层次原

因和运作机制，从而帮助研究者对价值、困囿与纾解

路径形成全面而深刻的认知。

1.2　案例选择

选择杭州市上城区闸弄口街道作为典型案例。

第一，案例典型性突出。作为杭州老城区的代表，截

至 2023 年底，全区户籍总人口达 90.31 万，其中 60 周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24.89 万，占比高达 27.6%，显

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以闸弄口街道为例，辖区

内大量老旧社区集中（常住人口 9.416 万，60 岁以上

人口占比 30.9%），呈现人口稠密、建筑密集的特征，

该现状在全国众多老城区街道中具有普遍性。第

二，改造思路新颖独特。闸弄口街道开创性地提出

“针灸式”“微空间”适老化改造理念，该理念立足辖

区实际，通过盘活闲置场地和边角空间，精准植入适

老健身设施，并围绕老年人多元需求提供精细化服

务，创新性地破解了老城区全民健身的瓶颈问题，充

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的改造思路。第三，改造成效显

著。自 2021 年起，闸弄口街道持续推进“微空间”适

老化改造，新增 127 处嵌入式健身场地设施，总面积

逾 6 万 m2，极大地提升了社区健身空间的利用效率，

有效激发了老年居民参与健身活动的积极性，闸弄

口街道的改造实践在全市范围内树立了“微空间”

适老化建设的典范。

1.3　数据收集与分析

严格遵循三角验证原则，从多个信息源收集资

料。首先，研究团队精心设计访谈提纲，并邀请业内

专家预审，以确保提纲的效度。其次，自 2023 年起，

研究团队 4 次赴杭州市开展实地调研，聚焦旧城区

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的价值、困囿与纾解

路径等问题。调研对象共 36 人，一是，街道文体行

政部门管理人员，主要访谈内容包括“微空间”适老

化改造的政策背景、面临的困难和解决措施等；二

是，已参与“微空间”运动的老年人，重点了解他们

对“微空间”设施设备、服务等方面的满意度和改进

建议；三是，尚未参与和参与“微空间”运动时间较

短的老年人，着重访谈如何通过“微空间”适老化改

造来吸引更多老年人用户参与运动。其中，32 位受

访者接受面对面深度访谈，4 位为电话及微信方式

访谈。每次访谈时长均超过 50 min，累计访谈时长

达 33 h。为验证和补充数据，研究团队还进行了 30

余次回访性电话访谈。访谈结束后 24 h 内完成访谈

内容整理，并将资料纳入后续编码用数据库。最后，

研究团队广泛收集二手资料，包括受访者提供的相

关文件、政府官网信息、中国知网等数据库文献，以

及《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报道和网络资源。

为深入探究资料的内在规律和关联，研究采用

扎根理论分析方法，分 3 个阶段：首先，通过开放式

编码将原始资料概念化和范畴化；其次，运用主轴

式编码建立各范畴间的关联；最后，利用选择性编

码识别核心范畴，揭示不同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

借助 NVivo 12 质性分析软件进行数据编码。在编

码过程中，研究者独立对案例数据进行编码，对于存

在分歧的部分，通过小组讨论、文献查证等方式达成

共识。对于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内容予以剔除，以

最大限度地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1.4　信度与效度

为提升扎根理论研究的信度，规避因程序缺陷

导致结果失真，研究遵循现有案例研究提出的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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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保障策略［11］，并借鉴“过程控制”理念［12］，精心设

计了编码实施路径。该路径涵盖了从初始概念定

位、标签化、概念化、范畴化，到主范畴提炼、核心范

畴确定，直至理论饱和度检验的完整过程，以确保研

究程序的规范性和可靠性。通过对编码各环节的严

格把控，力求最大限度地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和

科学性。

1.5　模型构建

1.5.1　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要求研究者摒弃任何“先入为主”

的观念和预设结果，将收集的原始资料“揉碎”“打

散”。通过反复分析比较，对原始语句进行编码标

签，这一过程主要涉及原始资料处理、概念化和范畴

化 3 个阶段。

首先，采用自动编码和手动编码相结合的方式

整理原始资料。遵循“范畴一致化原则”，逐字逐句

提炼并挖掘新的范畴词，为后续理论构建奠定基础。

通过对材料的处理，共获得 320 条关于适老化空间

改造体验感的原始资料，采用“表 1 编码 + 数字”的

方式进行标识。其次，在标签化的基础上，进一步筛

选并剔除与主题无关的语句，将原始语句抽象出的

概念进行精炼和重构。最终得到 64 条初始概念，以

“C+ 数字”的形式表示。最后，对提炼出的 64 条概

念化节点进行持续比较和聚类分析，提炼出16 个范

畴化节点，用“B+ 数字”的形式表示。开放性编码

结果如表 2 所示。

1.5.2　主轴式编码

在开放性编码的基础上，通过主轴性编码深入

挖掘 64 个独立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对范畴

间逻辑关系的分析和梳理，进一步将主题相近的范

畴归纳为 4 个更高层次、更具系统性的主范畴，并使

用“A+ 数字”的方式进行命名（表 3）。这一过程有

助于揭示资料的潜在结构和内在规律，为后续理论

构建奠定基础。

表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表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e （n=36）

编号 年龄（岁） 性别 地区 运动年限（年） 学历 编号 年龄（岁） 性别 地区 运动年限（年） 学历

D1 49 男 杭州 8 本科 H7 65 女 杭州 18 本科

D2 33 女 上海 6 硕士 H8 62 女 苏州 11 本科

D3 30 男 杭州 10 硕士 H9 68 男 杭州 11 高中

E1 29 男 重庆 5 硕士 H10 72 女 苏州 15 小学

E2 48 女 杭州 10 本科 H11 69 女 杭州 11 初中

E3 26 女 杭州 4 硕士 K1 32 男 徐州 12 硕士

E4 38 男 杭州 6 本科 K2 35 男 杭州 10 硕士

F1 32 男 杭州 8 本科 K3 48 女 杭州 6 本科

F2 41 女 杭州 6 本科 L1 68 女 杭州 11 本科

G1 47 女 上海 10 本科 L2 70 男 山东 8 小学

G2 49 女 杭州 11 本科 L3 63 女 上海 10 初中

Q1 30 女 杭州 8 本科 L4 65 男 杭州 12 高中

H1 64 男 长春 12 本科 W1 62 女 杭州 0 高中

H2 62 女 杭州 15 初中 W2 61 男 杭州 0 初中

H3 64 男 衡阳 18 高中 W3 59 男 杭州 0 专科

H4 62 男 宁波 18 大专 W4 72 女 重庆 0 高中

H5 63 男 杭州 16 大专 W5 75 男 山东 0 本科

H6 67 男 杭州 14 高中 W6 62 女 新疆 0 本科

注：运动年限指：每次锻炼30～60 min，每周锻炼3～5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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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开放性编码结果

Tab.2　Open coding results

范畴化 概念化 原始资料 参考点

B1 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重要内容

C7
积极老龄化

在适老化改造中，精准解决好困扰老年人的各种“小问题”，才能写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大文章”。（D1）
6

B2
满足多元群体

的健康需求

C5
银发经济

2024 年 1 月，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对开展适老化

改造的高标准领航行动、加强适老化研发设计和推进适老化改造作出进一步部署，适老化

转型向整个银发经济领域延展。（D3）

4

B3
“小空间，大作

为”倍增效应

C41
扩充体育空间

服务能力

社区体育设施与体育环境的设计更多符合年轻人的需求，甚至对老年人而言存在安全隐

患，适老化空间改造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优质、安全的体育产品。（E1）
7

B4
适老化改造

政策缺失

C51
治理盲区

目前的政府的适老化改造对社区内的闲置空间资源改造关注不够。比如一些楼间空地、

边角地等。（D1）
12

C35
政策缺失

虽然国家出台了很多关于全民健身的政策，但缺乏专门针对旧城区“微空间”适老化改造

的政策。（D3）
8

B5
权力真空

治理盲区

C61
覆盖不全

现有的改造项目只能覆盖部分区域。我们有大量的老旧小区，但政府的资金和精力有限，

无法全面覆盖。（E1）
16

C82
协同失效

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还不够。比如，体育部门、城建部门、民政部门等，各自有各自的

计划。（E2）
16

B6
规划同政策

未衔接

C102
信息不畅

有时候，我们在制定计划时，并不清楚其他部门已经做了哪些工作，或者有哪些相关的政

策保障。（E3）
19

C111
程序繁琐

目前的审批流程比较复杂。从立项到最后的实施，需要经过多个部门的审核，耗时较长。

（E1）
21

B7
工作目标不清晰

C131
重心偏移

原本是为了改善老年人的健身环境，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过分关注景观效果，而忽视了实

用性。（D3）
7

C115
权责不清

在维护管理方面，不清楚应该由谁来负责，导致一些设施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就无人管理，

逐渐荒废。（D2）
15

B8
适老化改造

资金匮乏

C117
过度依赖

目前的改造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财政，对政府的依赖度较高。一旦政府资金紧张，就会直接

影响到改造工作的进展。（D1）
11

C48
资金匮乏

相比于其他城市建设项目，旧城区的适老化改造资金还是比较匮乏的。我们有好的改造

计划，但因为资金不足而无法实施。（E3）
13

B9
政策聚焦点倾斜

C121
兴建场馆

政府更倾向于投资大型场馆。这些场馆固然重要，但对于老年人日常锻炼来说，社区内的

小型健身设施更实用。（E1）
18

C27
表面改造

有些改造工作流于表面，主要关注外观的改善，只是重新粉刷了墙面，更换了一些设施。

（Q1）
17

B10
经济效益低下

C21
回报周期

不像商业项目可以快速盈利，健身设施的改造更多是一种社会效益的投资。（G2） 15

C122
供需错位

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了某种健身设施，但使用率却不高。（E4） 9

B11
财力资源分配失衡

C130
投资补贴

政府对社会资本参与旧城区改造的补贴力度还不够。更多的补贴支持，可能会激发更多

的投资热情。（F2）
8

C132
难以调动

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改造还存在困难。无论是企业、社会组织还是个人，参与的积极

性都不高。（F1）
15

B12
早期规划杂乱

C135
比例失调

前几年建造的时候没考虑这些，现在要重新改造了，就要把其他地方给占用了。（H9） 16

C60
布局固化

整个社区已经定型了，虽然老但是人很多，有很多地方设置得不合理，只能希望稍微调整。

（L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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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范畴化 概念化 原始资料 参考点

B13
低效空间闲置

C67
资源空置

社区内有不少没用的空间资源，这里放的都是杂物、垃圾，那边有一片荒废的土地。（H10） 13

C106
受众模糊

之前的广场很乱，就是随意摆的器材，年轻人不喜欢来，我们老年人来了也是坐坐，而且没

有挡太阳的。（H9）
15

B14
适老化功能片面化

C141
功能缺失

有些器材并不是很理想，使用起来有些别扭，大家用得最多的还是乒乓球台、羽毛球、棋

牌。（H7）
17

C95
体验感差

改造前我们不太喜欢，现在已经很满意了，如果之后能加一个遮阳棚更好了。（W4） 16

B15
服务产品同质化

C126
友善度低

有些设施对老年人来说并不友好。比如：操作复杂、强度过大等问题，都会降低使用的意

愿。（W2）
13

C144
互动性弱

现有的很多健身设施缺乏互动性，老年人不仅需要锻炼身体，也需要社交互动。（L3） 12

B16
数据采集不完整

C49
难以评估

我们缺乏对健身设施使用情况的数据，很难掌握大家对哪些项目感兴趣。（E1） 18

C50
数据不全

我认为可以在掌握需求的基础上，再对老年人身体状况进行测评，二者结合可能更好。

（Q1）
16

B17
智慧化水平不高

C73
模式待探

如果使用智能的东西我们也能接受，但是你别放个机器在这，要有用才会有更多人使用。

（H5）
10

C72
成效受限

之前老年中心那里有这种设备，我们不会用，而且有点麻烦就很少去了。（L4） 9

B18
技术规范尚未建立

C112
指引不足

在适老化空间改造方面，我们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和指引。这导致各地的做法不一，难以

形成标准化的解决方案。（D3）
11

C69
管制模糊

对于适老化体育空间的管理和后期维护，目前还缺乏明确的规定。（E3） 16

B19
动态监测不及时

C94
方案待优

现有的监测方案还不够完善，对场地的使用情况、问题反馈渠道的建立都未开始，仅是建

了场地，后续的服务未跟上。（K1）
17

C79
效能低下

由于监测不及时，我们往往无法快速响应和解决问题。这降低了设施的使用效能，也影响

了居民的使用体验。（K3）
16

B20
政策聚焦全面改造

C92
弥补盲区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升行动工作方案（2023—2025 年）》提出，要加强适老化健身设施配

置，各地新建健身设施项目原则上应百分百配置老年人健身设施。（D1）
12

C137
政策保障

政府是体育产业与养老产业融合的重要推动者，能够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规范来创造利

于产业融合的外部条件。（D2）
10

B21
推动规划政策衔接

C53
简化流程

目前适老化改造的流程相对复杂，有申报、审核、考察等等流程，简化工作流程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推进适老化政策的落实。（K1）
8

C64
工作合力

改造过程中，主体主要由社区负责，涉及城建、街道办、建筑公司等多部门，更高效的工作

模式有利于改造的实施。（D3）
4

B22
注重基层需求

C109
开拓市场

银发经济正在逐步提升，而体育作为重要的健康手段，具备广阔的市场前景，不断开拓挖

掘“银发体育”市场，形成市场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动力。（D1）
11

C128
持续驱动

适老化改造的资金、精力等的投入需要保持持续，间断性地建造场地反而会限制发展。

（K2）
7

B23
合理分配社会力量

C1
合作模式

优化社会资本参与的制度环境，出台支持性、激励性政策，通过贴息补助、税收优惠等方

式，调动社会资本投资的积极性。（E2）
12

C15
多元供给

适老化改造要积极探索创新投融资模式，解决项目资金瓶颈制约，构建多元化投融资新格

局。（E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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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化 概念化 原始资料 参考点

B24
激活闲置资源

C138
盘活资源

旧城区要最大限度盘活闲置空间，释放资源效能，以空间资源的“减法”换取民生改善的

“加法”。（F1）
9

B25
推动服务多样化

C139
适老元素

微空间适老化改造要充分尊重老年人意愿，契合老年人生理、心理需求和行为习惯。（D3） 12

B26
完善评估机制

C68
数据平台

《关于进一步做好老年人体育工作的通知》积极推进老年智慧体育服务系统平台建设，构

建三维数字化的“微空间”规划设计平台。（E2）
14

B27
加强动态监测

C17
评估反馈

适老化改造要常态化开展评估总结，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优化改造策略和措施，总结适

老化设施的使用情况和存在问题，形成阶段性评估报告，为政策完善、方案优化提供依据。

（F2）

8

表3　主轴式编码结果

Tab.3　The spindle coding results

中心范畴 主范畴 副范畴 初始概念

价值

A1
助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

B1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内容

C11：民生课题；C24：服务体系；C7：积极老龄化

B2
助推多元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C5：银发经济；C16：老年体育消费市场；

C25：体育产业融合发展

A2
增进老年群体健康和福祉

B3
满足多元群体的健康需求

C18：健身需求；C13：代际交流；C34：社交需求

B4
实现老年人自我价值突破

C33：文化延续；C45：家庭和睦；C26：社会归属感

A3
提高城市包容性与可持续性

B5
盘活城市闲置空间资源

C28：城市更新有机改造；

C19：健康城市；C3：城市温度

B6
“小空间，大作为”倍增效应

C58：优化建设格局；C22：扩大有效空间供给；

C41：扩充体育空间服务能力

困囿

A4
政策供给缺失

协同机制残缺

B7
适老化改造政策缺失

C51：治理盲区；C29：过度集中；

C35：政策缺失；C43：发展瓶颈

B8
权力真空治理盲区

C52：缺乏引导；C61 覆盖不全；

C75：考量不足；C82：协同失效

B9
规划同政策未衔接

C91：关注度低；C102：信息不畅；

C111：程序繁琐；C103：公示缓慢

B10
工作目标不清晰

C131：重心偏移；C142：职权重叠；

C115：权责不清；C116：阻碍协同

A5
资金投入不敷

缺乏社会投资

B11
适老化改造资金匮乏

C117：过度依赖；C48：资金匮乏；

C39：效益较差；C120：拨款缓慢

B12
政府聚焦点倾斜

C121：兴建场馆；C27：表面改造；

C23：忽视社区；C44：缺乏规划

B13
经济效益低下

C21：回报周期；C30：投资意愿；

C113：盈利空间；C122：供需错位

B14
财力资源分配失衡

C129：财税优惠；C130：投资补贴；

C133：阻碍资本；C132：难以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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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中心范畴 主范畴 副范畴 初始概念

困囿

A6
空间布局混乱

服务供需失衡

B15
早期规划杂乱

C145：空间紧张；C114：改造限制；

C135：比例失调；C60：布局固化

B16
低效空间闲置

C67：资源空置；C85：形式单一；

C93：低效利用；C106：受众模糊

B17
适老化功能片面化

C127：理念偏差；C141：功能缺失；

C46：流于表面；C95：功能冲突

B18
服务产品同质化

C98：年久失修；C108：体验欠佳；

C126：友善度低；C144：互动性弱

A7
更新技术滞后

规范尚未统一

B19
数据采集不完整

C49：难以评估；C50：数据不全；

C57：更新滞后；C66：决策受限

B20
智慧化水平不高

C73：模式待探；C77：智能欠缺；

C80：潜力未释；C72：成效受限

B21
技术规范尚未建立

C112：指引不足；C125：细则欠详；

C69：管制模糊；C4：规定不全

B22
动态监测不及时

C14：标准欠缺；C38：监测乏力；

C79：效能低下；C94：方案待优

路径

A8
完善政策供给

强化协同机制

B23
政策聚焦全面改造

C92：弥补盲区；C105：区域差异；

C137：政策保障；C143：深化认同

B24
打破边界协同提效

C104：明确责权；C107：多元主体；

C118：长效机制；C123：协同机制；

B25
推动规划政策衔接

C37：督查问效；C32：信息互通；

C53：简化流程；C64：工作合力

B26
明确目标聚焦需求

C63：调整重心；C76：全面落实；

C78：管控要求；C97：协同合力

A9
加大资金投入

激发社会资本

B27
多元筹措改造资金

C99：降低依赖；C100：缓解匮乏；

C90：盘活存量；C110：改造倾斜

B28
注重基层需求

C109：开拓市场；C119：健全制度；

C124：优先社区；C128：持续驱动

B29
提升效益供需平衡

C86：融资机制；C8：开发运营；

C10：指标收益；C2：公私合作

B30
合理分配社会力量

C1：合作模式；C12：投资激励；

C54：良性循环；C15：多元供给；

A10
优化空间布局

提升服务效能

B31
完善规划布局

C6：科学选址；C65：平衡比例；

C71：三级网络；C62：“小广多持”

B32
激活闲置资源

C138：盘活资源；C9：丰富内涵；

C20：创新方式；C31：定位受众；

B33
丰富适老化功能

C136：提升体验；C146：完善功能；

C134：契合特征；C42：优化服务

B34
推动服务多样化

C36：协同发展；C56：服务供给；

C139：适老元素；C55：良性互动；

A11
加快技术更新

统一规范标准

B35
完善评估机制

C68：数据平台；C70：信息共享；

C47：集成分析；C83：智能改造

B36
提高智慧化水平

C88：三维数字；C89：模拟方案；

C87：改造融合；C140：健全机制

B37
制定技术规范

C81：借鉴经验；C84：适应国情；

C96：评估验收；C59：统一依据

B38
加强动态监测

C74：示范引领；C17：评估反馈；

C40：创新监管；C101：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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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选择式编码

选择性编码围绕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

老化更新路径这一核心范畴展开。通过整合“政策

供给缺失协同机制残缺、资金投入不足缺乏社会投

资、空间布局混乱服务供需失衡、更新技术滞后设施

监测欠缺”等四个主范畴，梳理范畴间的内在逻辑

关系，构建“更新困境—更新路径—更新价值”的

理论模型（图 1）。以闸弄口街道为样本案例，将“全

民健身内涵价值、困境制约因素、多维纾解策略”置

于旧城区背景下进行考察，揭示适老化改造内在机

理，总结可借鉴的实践经验，提炼出切实可行的更新

路径。

围绕核心范畴，故事线具体展开如下：在城市

更新浪潮中，旧城区全民健身空间改造被赋予新内

涵，倡导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地推进适老化设施建

设，满足老年人健身需求，回应人口老龄化社会关

切，彰显增进社会包容、缓解健康不平等、适老化服

务同质化等全民健身多元价值。然而，受政策供给

不足、资金投入有限、空间资源匮乏、完善制度体系

设计缺失等因素限制，当前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

间”适老化改造仍面临体制机制不健全、多元主体

参与不足、空间布局不合理、设施功能较单一等诸多

瓶颈。摆脱发展困境需从优化政策工具、完善协同

治理机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构建多元投入机制，

统筹存量空间资源、优化健身设施布局，强化智慧化

改造、提升空间服务品质等多维度综合施策。

结合闸弄口街道的实践探索有效的更新路径：

一是，健全适老化改造政策法规，构建部门联动、多

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将更新项目纳入城市更新

专项规划，以制度设计引领空间重塑；二是，拓宽资

金来源渠道，推动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实

现资源共享、风险共担，为适老化改造注入持久动

力；三是，聚焦老旧小区、街头绿地、公园等存量空

间资源，因地制宜布局康体娱乐、代际交流等多功能

复合型健身空间，提升健身空间适老化服务品质；

四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完善旧城区全民健身

“微空间”适老化更新的智慧化水平、数据平台建设

和动态监测。在“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全域统筹”

的理念指引下，闸弄口街道正加速推进以老年群体

为重点服务对象的健身空间适老化改造，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闸弄口模式”，为同类型街区提供宝

贵的实践参照。

图1　我国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的理论模型

Fig.1　Theoretical Model of Elderly-Friendly Renovation of "Micro-Spaces" for National Fitness in Old Urban Areas

2　我国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的更新

价值

旧城区是指建设年代久远、使用时间较长的城

市公共生活、活动区域，是城市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

的载体，通常坐落于城市核心区域［13］。郭湘闽［14］从

历史文化价值视角提出旧城区是“城市集中性传统

生活区域”；而万勇［15］则从城市规划角度，将其描述

为“形式、结构和功能比较陈旧的连片聚集区域”。

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是指分布于旧城区街巷、

社区的小型全民健身场所，通常由闲置、废弃的边角

地块等转化而来，面积较小但可达性高，与居民日常

生活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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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旧城区聚集了

大量老年人口，亟须从适老化视角对全民健身“微

空间”进行更新改造。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的

适老化更新是一种系统性改造策略，旨在根据老年

群体的身心特征和健身需求，对健身场地环境、设施

设备及服务供给等方面进行全面优化。该策略遵循

微更新理念，致力于最大程度地保留旧城区原有空

间肌理，同时提升健身“微空间”的功能实用性、环

境宜人性、设施便利性和活动多样性，为老年人营造

安全、舒适、便捷的健身环境。这种更新模式具有

改造规模小、投资成本低、建设周期短等优势，能以

更为灵活、精准和高效的方式推进旧城区全民健身

“微空间”的适老化改造。此举不仅有助于盘活闲

置空间、激发健身潜力，更能切实满足老年群体就近

健身的实际需求，进而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D1、

E3、K1）。

图2　我国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的更新价值

Fig.2　The Renewal Value of the Elderly-Friendly Renovation of "Micro Space" for National Fitness in Old Urban Areas

2.1　全民健身空间适老化供给，助推健康中国战略

实施

第一，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改造是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举措。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既是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关乎亿万百姓的

民生福祉的民生工程［16］。通过支持老年人积极参

与社会活动、维护老年健康等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有效途径［17-18］。《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

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国

发〔2021〕35 号）明确指出，应支持老年人参与体育

健身活动，并在公共体育设施的规划布局中充分考

虑老年群体的特殊需求，加强相关运动场所和设施

的规划建设（G2）。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体育

在老年人社区公共服务中价值的高度认可与大力支

持［19］。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改造已成为一项

刻不容缓的民生课题。

第二，助推多元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随着人口

老龄化加速，“银发经济”产业蓬勃发展，为老年体

育市场注入新动能。据调查，全国 17 万个老旧社区，

涉及居民超 4 200 万户［20］，普遍存在社区房龄老、居

民高度老龄化的“双重老化”特征［21］，无疑对政府养

老体系、场地配套设施等提出了挑战，也映射出老年

周边产业的经济潜力。全民健身空间是老年人寻求

身体康复、增强体质、社会融入、心理健康的重要条

件和基础保障，也是社区公共服务需求的核心组成

部分［22］。受限于场地设施、空间布局、服务供给等

因素，致使常规体育服务难以满足老年人疾病预防、

主动康复的健康需求［23］。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

化改造所连带的设计、施工、康复等产业，蕴含着巨

大的发展机遇（E3、H7）。

立足老年群体健身需求，系统制定旧城区全民

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的顶层设计和综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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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空间”嵌入为抓手，准确识别并有效解决环

节，优化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的适老规划、设

计、建设、管理、服务全链条，推进健身空间重置和改

造升级，持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设施配套建设，对于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公共

空间活力具有重要意义，更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

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必然选择。

2.2　满足老年群体的精神需求，增进旧城区老年群

体健康和福祉

第一，满足老年群体的精神需求老年群体。通

过社群性户外活动可获得社会归属感、自尊和成功

适应其年老化的动机，良好的户外环境和和谐的社

群气氛可缓冲压力，避免孤独感带来的不良心理问

题［24］。社群生活中的社交关系对于提高老年人的

生活满意度、成功步入老龄化有正向促进作用［25］。

“适老化”理念倡导以老年人的“尺度”追求健康、

服务以及福利等方面的公平［26］，是衡量城市空间或

公共服务设施对于老年人适宜程度的重要依据［27］。

目前，老年社群活动面临设备老化损毁、空间缺失等

日益复杂的困境，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健身和社交需

求。此外，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和兴趣爱好各异，所需

场地也存在差异。例如，球类需要固定的器材场所，

健身操则仅需要一定的空地（H3、H6、H7）。通过腾

退、修缮、再利用等方式，在空间规划、设施配置、服

务供给等方面进行适老化改造，既扩大了全民健身

有效空间供给，也满足了开展老年社群活动的迫切

需求。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改造进一

步释放体育空间弹性，为破解老年群体体育锻炼难

题、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提供新思路、新路径。

第二，促进老年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及城市文化

价值的延续。全民健身“微空间”灵活开放的空间

属性为老年群体提供差异化、精准化的生活服务创

造了条件。“见缝插针”建设运动公园，“边角余料”

体现“精致营城”，重塑旧城街区的生机与活力。客

观支持是影响老年人参与社群活动的重要因素，包

括健身空间的改造、体育设施支持、物质经济支持和

情感支持等［28］。此外，通过嵌入健身苑点、口袋公

园等“微空间”适老化改造，可以最大限度保留旧城

区的建筑遗存和人文印记，提升社区宜居品质，柔化

老旧社区的生硬界面，注入健康活力元素，让居民记

忆中的“老地方”在体育健身的推动下焕发出新的

生机（D1、D3）。

2.3　盘活城市闲置空间资源，形成“小空间大作为”

的倍增效应

第一，盘活城市限制空间资源。全民健身公共

空间是彰显城市发展活力、满足居民多元需求的重

要载体［29］。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和人口老

龄化加深，旧城区全民健身空间供给面临新的挑

战。据统计，截至 2023 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为 2.89 m2，远低于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 15 m2 以

上的水平，全民健身运动发展遭遇现实桎梏［30］。若

以社区为单位，人均占有体育场地面积更是不足

0.5 m2，难以支撑多样化的体育运动［31］。此外，旧城

区人口密度较高，可利用的连续空间稀缺，难以进行

大规模重建或改造（E1、K2）。以全民健身“微空间”

适老化更新为契机，通过增建、腾退、置换或改址非

核心区域和边缘城区的有效体育空间等举措，可有

效解决旧城区全民健身公共空间供给难题。满足老

年群体就近健身需求，同时彰显了全民健身空间的

公平性、开放性，突显全民健身公共空间的价值。

第二，将“微空间”适老化更新理念融入旧城区

全民健身空间建设，与国家“城市双修”和“海绵城

市”的战略导向高度契合。老旧小区凭借其优越的

地理位置和成熟的城市氛围，具有较高的城市社会

功能价值。采用“针灸式”微更新、有机修补和开发

利用，可实现空间、功能、经济等物质层面和人文、历

史、风俗等非物质层面的系统更新（D2）。此外，微

改造强调人居环境和公共体育设施渐进式适老化改

造，通过局部改善促进整体代谢。与传统的改造模

式不同，微改造实现了从政府大包大揽向多元协同

治理转变，从自上而下决策向上下结合转变，从大规

模拆除重建向小规模、渐进式、多样化、创新性改善

转变，从运动式改造向谨慎再生转变。这种“小织

补、微更新”并辅以适老化硬件设施和配套服务，能

快速补齐老年群体健身空间供给不足的缺口。

3　我国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的

困囿

3.1　适老化改造政策供给缺失，部门协同推进机制

亟待完善

第一，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政策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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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局限与规划模糊问题。密集出台的政策映射出

国家对于全民健身空间适老化更新和改造的整体战

略部署（L1）。目前政策落实的重点仍局限于整合

资源建设健身中心，侧重基本生活、医疗和养老设

施，而忽视了对老年居住改造的政策规划和资金支

持。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规划模糊。尤

其是针对旧城区特定情境下健身“微空间”资源的

盘活利用、功能提质增效等方面，缺乏针对性地规划

引导。规划缺失导致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政

策目标覆盖不全，影响了政策实施的效果。杭州市

上城区闸弄口街道的成功实践得益于杭州市印发的

《杭州市嵌入式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杭州市嵌入式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导则（试行）》（以

下简称《导则》）等前瞻性政策文件（D1、D2）。

第二，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规划与土

地政策衔接不连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发布的《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中提到城镇社

区可构建“15 min、5～10 min”两个社区生活圈层

级，并指出“5～10 min 层级”要特别面向老人、儿童

群体提供基础服务［32］。尽管国家在适老化改造方

面出台了相关政策，但缺乏明确的指导方向和实施

标准。现行养老服务资源的供给隶属于不同部门，

难以实现各环节之间的优势互补，易造成政策实施

效果不明显及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亟须形成

“宏观调控，微观指导，合理布局”的全民健身“微空

间”适老化更新管控方针，并取得各管理部门共识

（D1、E1、F1、G1）。

第三，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的工作目

标不清晰。当前相关部门间缺乏常态化的沟通协调

和监督机制，导致改造过程中信息沟通及反馈不畅，

影响更新方案的动态合理性。这不仅削弱了旧城区

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政策的指向性，还可能引

发全民健身空间规划相互叠加甚至矛盾冲突，阻碍

协同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濮家社区天城体育公

园改造为例，由于部门间信息沟通不畅，居民对适老

化改造缺乏了解，阻碍了改造工作的顺利推进。此

外，在场地运营监管方面，出现了部分老人利用器材

晾晒衣物，幼童攀爬球桌造成破坏等情况。

3.2　适老化改造财力资源匮乏，社会力量参与积极

性有待进一步调动

第一，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改造资金

匮乏。城市更新作为城市发展的客观需要［33］，其重

置、升级改造成本较高［34］。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

间”的公益属性与各方主体投资回报预期的偏差，

是制约其适老化更新多元投融资格局形成的症结所

在。目前，适老化改造中所需资金主要来自政府专

项拨款、体彩基金等有限渠道，这些资金需要优先保

障基础设施和功能完善，导致旧城区适老化改造资

金缺口较大，单纯依靠公共财政投入难以满足需求

（Q1）。以濮家社区天城体育公园的改造为例，其资

金主要由政府拨款及体育彩票公益金组成，未吸引

第三方企业或组织参与投资。

第二，地方政府对旧城区健身空间改造的重视

度亟待提升。基层政府尚未将旧城区改造升级的重

心转移至老年体育服务领域。一方面，政府倾向于

在新城区投资兴建体育公园、景观健身步道等大型

标志性体育设施，忽视了旧城区适老化改造的重要

性；另一方面，对旧城区仅进行简单升级或表面改

造，忽视了闲置空地、“金角银边”等多样化、便民化

的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改造［35］。面对数量庞大的

老旧小区，政府部门资金有限，只能选择性地改造部

分区域，项目覆盖范围受限。此国正步入公共产品

需求的大扩张时期，导致公共物品存在供给不足、公

共资源使用过度等问题，难以仅通过市场机制解决，

从而加剧了市场失灵风险［36］。

第三，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面临投资

困境。从经济效益角度看，适老化改造存在公益性

与营利性矛盾、投资回报周期长、融资障碍。适老化

改造的公益属性与企业追求利润的目标存在冲突，

微观改造见效慢、盈利空间小、商业模式单一。此

外，社会资本参与度低也是一大挑战，社会资本倾向

于投资高曝光率和商业回报的项目，旧城区全民健

身空间适老化改造难以与新城区大型商业体育设施

竞争。尽管政策供给和财政支持是调动社会资本的

关键，但土地供给、财税优惠、投资补贴等政策支持

仍显不足。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削弱了投资意愿，加

剧了财力资源分配失衡。

3.3　旧城区空间改造受限和功能阙如，制约全民健

身“微空间”适老化改造成效

第一，旧城区早期的建设标准及规划已无法满

足现阶段居民精神需求。原有的社区规划设计多提

倡高绿化覆盖率，往往忽视了社区活动空间和以人



陈文佳，刘博，王统领，等 . 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研究——基于杭州市上城区闸弄口街道改造案例

·111·

为本的空间布局。在场地使用场景、居住人员配比

等方面较少涉及，导致有限的社区户外空间无法承

载大量的社群活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加

速带来旺盛的用地需求，人口老龄化则催生了强烈

的精神文化需求，亟须对旧城区进行适老化更新改

造［37-38］。以濮家社区为例，该社区建筑多为建成超

过 35 年的单位家属院，存在楼间距严重不足，公共

活动空间设置狭小等问题。有限的空间常被挪作他

用，如堆放杂物、晾晒衣物等（E1、Q1、H3、H8），空间

资源的稀缺性制约了集中改造的规模和效果。

第二，物理空间、经济因素及设计理念偏差等多

重限制导致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的适老化功

能严重缺失。鉴于老年人健身需求的多样性，设计

健身空间时应考虑多样化功能布局。以杭州市上城

区闸弄口街道为例，在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

新前，该区域未能达到《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的

标准要求（至少建设一个不小于 4 000 m2 的社区游

园，设置 10%～15% 的体育活动场地）。调查显示，

76% 的闸弄口街道老年居民选择在路边或公园活

动，仅 24% 的老年居民使用社区健身器材进行锻炼

（D2、E1、E3）。在随机抽样访谈的 21 名老年人中，

68% 认为尽管社区的健身器材种类丰富，但适合老

年群体使用的器材相对匮乏。“微空间”适老性的

关键影响因素，如位置可达性、休憩设施配置及交通

便利性等，在当前的规划设计中并未得到充分考虑。

第三，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的服务产

品同质化趋势严重。当前社区内的服务产品与结构

是社区环境、设施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多数社区仅局限于提供老幼病残照护、公民道

德教育、文化娱乐活动、环境绿化等常规服务，缺乏

特色项目和亮点服务。社区内健身器材被挪作晾衣

架、老年人与青年人争用篮球场、儿童损坏健身设

施等现象屡见不鲜。究其根源，在于社区改造初期

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差异化需求，社区

服务产品同质化程度高，适老化元素体现不足。以

上城区闸弄口街道为例，在进行全民健身“微空间”

适老化更新前，总面积约 2 300 m2，场地内仅有一张

水泥乒乓球台、少量健身器材及露天座椅（D2、E1、

H2、W4）；社团种类及活动比较少且缺乏社区专项

人员对场地设施、社区活动进行统一管理（H2、H5、

W3）。

3.4　适老化改造智慧化应用相对滞后，动态监测方

式亟待完善

第一，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的

智能化水平普遍偏低，新技术规范体系尚不完善。

适老化健身空间和设施中智能健身器材和健康监测

设备配置严重不足，智能化管理平台建设滞后，适老

化设施管理仍主要依赖传统方式，导致资源利用率

低下、管理效率不佳，无法及时响应老年人的多元化

需求（Q1）。此外，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

改造缺乏成熟、系统的规划设计指引和评估标准。

如濮家社区在整体空间改造过程中，苦于缺乏可供

参考的成功案例（E2）。现行政策体系中，原则性政

策相对丰富，但可操作、可落地的具体政策相对匮

乏；解决本区域问题的政策较多，但区域间协同治

理的政策相对缺乏。亟需从国家、行业、地方等多个

层面加速构建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改

造的指引规范，为科学评估绩效提供技术支撑。

第二，政府及社区对现有健身空间资源的数据

采集、分析和利用尚显不足。尽管近年来我国老旧

小区改造成效显著，但就适老化改造而言，目前仍处

于初始阶段，覆盖面较小，且“适老化改造”多被理

解为增设休憩区、健身步道等，易导致资源浪费。适

老化改造需要根据用户需求、生理机能等方面综合

考量（Q1）。例如，濮家社区天城体育公园在改造前

充分对社区老年用户的需求进行考量，该小区的乒

乓球社团人员居多，水平参差不齐，迫切需要增设乒

乓球场地。此外，旧城区全民健身空间数据更新不

完整或滞后，致使难以对存量空间进行全面、准确的

评估，包括空间利用率、健身空间布局合理性、设施

设备完善度等关键信息，进而影响旧城区全民健身

“微空间”适老化更新项目的科学规划与决策。

第三，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动态监测

方式亟待创新。当前，多数适老化更新项目未设置

长期的动态监测方式，无法及时获取设施使用情况

和老年群体健身需求变化，制约了适老化改造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实时反馈通道缺失，管理者难以及

时把握老年人需求，导致设施布局与服务调整滞后，

如难以精准识别哪些设备对老年人更具吸引力，哪

些健身空间需要进一步改进（D3、E2）。此外，缺乏

全面的动态监测体系还影响了跨部门、跨领域的协

同决策，资源配置难以达到最优化，进而影响整体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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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效果。

4　我国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的纾

解路径

4.1　完善“微空间”适老化改造顶层设计，强化政策

供给和部门协同

第一，政策聚焦全面改造。政策目标应聚焦旧

城区改造、“微空间”更新、老龄友好型设施提质增

效等重点领域。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须充分考虑各

街道（镇）内部社区健身设施资源的异质性，因地制

宜制定差异化策略（E2、E4）。如上城区闸弄口街道

围绕旧城区更新改造、全民健身空间精细化利用，确

立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的标准和群众行

为规范，出台针对性适老化改造政策（E2、E4），对于

老年人口密集的社区，提高适老化设施的覆盖率和

可及性；而在老龄化程度较低的区域，则在兼顾不

同年龄段的健身需求，合理平衡资源投放（H2、H6）。

与此同时，以科学民主、开门问策为原则，构建多方

参与的政策决策机制。上城区相关职能部门强调协

调配合，统筹协调改造需求与空间资源之间的矛盾，

形成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K1）。例如，濮家联合社

区借助人大代表联络站形成老年群体利益表达通

道，赋予居民话语权，针对性解决适老化改造中的难

点问题（E4）。此外，街道办将改造成果积极向社会

公示，接受居民监督，通过多次在央视、人民网等中

央、省市主流媒体刊发宣传改造成效，极大地提升居

民对适老化工作的认知度和支持度，营造全社会共

同关心支持“老有所养”的良好氛围，构建“多方共

建、共治、共享”的旧城区全民健身空间治理新格局

（D1、E3）。

第二，推动规划政策衔接。应健全政策执行机

制，将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建设纳入国

民经济社会发展和老龄事业发展的宏观布局。为确

保政策落地，应构建完善的督查问效与绩效考核体

系，将政策执行效果与各级政府考核评优挂钩。上

城区闸弄口街道建立群众参与的督查激励机制，将

公共服务运营补贴与绩效考核挂钩，激发运营主体

活力，动态调整功能设置（K2、K3）。同时，明晰政府

管理权责分配机制，优化行政监管流程，包括制定相

关法规政策、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和明确执行标准等。

鉴于适老化改造涉及多个部门，应明确改造任务的

牵头和协办部门职责（D3）。建立跨部门联合会商

机制，加强沟通协调和信息互通，整合规划、民政、体

育等部门资源，避免多头管理和重复建设问题。如

杭州市建立了市、区、街道三级联动机制，构建责任

层层传导的工作格局（D2）。在具体实施方面，闸弄

口街道施行创新项目化推进机制，将适老化改造任

务细化为具体项目，实行挂图作战、对账销号的管理

模式，加快项目落地见效（E3、E4）。

第三，打破边界协同提效。政府应明确主体职

责，结合老年人健身“微空间”需求，以社区为依托

发展老年人体育服务的思路，构建基于政府“主导”

与社会“协同”的支持系统（D1）。在“微空间”适老

化改造时秉持着“多方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构

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协作模式，

强调各主体的平等地位和协商机制。上城区建立以

各地各级老年体协会为核心的自治机制，充分发挥

老年群体在健身空间管理和服务供给等方面的主体

作用，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目标，进而推动形

成社区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H8）。如

“乐响金角银边，舞动时代华章”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上城区群众舞蹈比赛由上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全权运作，充分利用全民健身“微空间”体育场地，

通过“10 min 健身圈”让老年人共享体育惠民之乐

（E4）。《导则》要求改造项目需召集相关职能部门

召开专题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嵌入式体育场

地设施建设的相关事项（G1）。为落实政策，杭州市

联合多个部门资源，协同制定旧城区全民健身“微

空间”适老化治理的专项支持政策（D3）。这种多部

门协作模式在杭州已有先例，如 2015 年，杭州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体育局以及其他部门相互配

合，打破各自的职责界限，将运动处方纳入医保报销

范畴，鼓励老年人通过运动干预常见慢性病（Q1）。

4.2　拓宽“微空间”适老项目投融资渠道，引导社会

资本参与及运营

第一，多元筹措“微空间”改造的资金。创新投

融资模式，统筹调动各方资源，构建政府引导、社会

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拓宽旧城区

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建设资金来源渠道。

如杭州市体育局、财政局、教育局、发改委联合制定

印发《杭州市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及运营维护资金补

助办法》（杭体局〔2023〕15 号）实施先建后补、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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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补，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不断扩大体育场地

设施供给（G2、L2）。同时，加大政府在财力资源统

筹中的主导投入力度，将适老化更新纳入城市更新

行动的重点支持方向，设立专项资金给予定额补助

（G2）。地方政府与项目建设单位应多渠道筹措资

金，争取中央、省级专项补助，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

式，探索引入“化整为零”的小型固定资产投资立项

模式（L2）。此外，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价值交换，并提供相应减税

降费政策支持。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向旧城区全

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建设倾斜，提升适老化更新

的资金规模和使用效益。

第二，优化“微空间”改造的营商环境，提高地

方政府对适老化改造的重视度。《浙江省老年人体

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浙体局〔2022〕127 号）

制定养老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重点

领域和支持政策，为社会资本进入提供明确预期

（D1）。例如，杭州市上城区以旧城区全民健身“微

空间”适老化更新为中心，推进养老服务领域“放

管服”改革，放宽机构设置标准，降低准入门槛，为

社会资本进入创造便利条件（E3）。建立改造项目

市场化运作模式，为适老化更新注入持久动力。例

如，杭州市上城区艮山东路 501 号，原是运河边上普

通的绿化带，经由第三方出资，将其打造成为包含 4

片标准篮球半场、4 张乒乓球台和 50 m2 适老化健身

区，该球场将公益、低收费两种模式相结合，针对老

年人的出行时间习惯，场地每日 16：00 前为免费开

放，逐渐成为老年人集体活动的聚集地。

第三，建立多元主体合作共治，风险共担合作模

式。积极引导并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全民健身空间综

合治理。优化社会资本参与的制度环境，出台支持

性、激励性政策，通过贴息补助、税收优惠等方式，调

动社会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建立部门协同机

制，在规划、建设、民政等部门设立社会投资项目服

务窗口，提供全流程、一站式服务，以便利社会资本

进入（L1）。鼓励其通过冠名赞助、认养运营等多种

方式参与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的改造，

并细化指标收益、经营性收入，对连片改造、滚动开

发的项目，可在土地出让环节给予优惠政策，或将周

边土地开发权作为社会资本的投资回报（K1）。建

立政府、企业及社区居民三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

合作关系，并设立公私合作风险准备金制度，实现多

方共赢（D2）。

4.3　挖掘旧城区存量空间资源，禀赋与提升全民健

身“微空间”适老化功能

第一，完善规划布局和盘活闲置空间资源。建

设选址需综合考虑周边环境、公建与住宅布局、绿地

及空间环境等因素，适应周边地区人口规模、结构和

步行距离（Q1）。立足社区实际，充分考虑老年人的

行为习惯和活动需求，实现老年群体“家门口”健身

服务（F2）。构建居家、社区、街道三级适老健身空间

网络，实现我国旧城区全民健身空间“小尺度、广覆

盖、多层级、可持续”发展（G2）。以天城体育公园为

例，该公园位于濮家社区内，改造前场地内部仅配备

有一张乒乓球台、一块羽毛球场地以及露天的休憩

区，且场地均为石灰地面，未设置遮阳挡雨装置，无

法保障安全性（H6）。改造后，场地增设三张乒乓球

台、棋牌桌、遮阳休憩区、儿童活动区、健身器材区、

健身步道、晾衣架（H9），且场地采用橡胶材料进行

铺设，日均开放时段为 5：00～20：00，平均使用率

超过 80%，吸引大批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其中，老

年参与者占总锻炼人数的 70% 以上（图 3、图 4）。此

外，立体空间是旧城区的宝贵资源，在适老化改造中

要立体化利用空间，丰富空间功能内涵（L4）。闸弄

口街道红梅社区在居民的启发下，利用社区架空层

地下室打造“微型乒乓球馆”，将无人问津的“角落

头”变身成为健身运动的“金角银边”，吸引了大量

老年人参与乒乓球运动（G2）。

同时，应探索学校操场错时开放机制，在非教学

时段向老年人开放，以满足其运动需求（K2）。杭州

作为全国较早探索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的

城市，于 2013 年 11 月出台《推进杭州市中小学校体

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的实施办法》，截至目前，全

市中小学校开放校内体育场地（馆）共计 1 184 个，其

中室外体育场地 905 个全部免费向社会开放，279 个

室内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开放（E1、E4）。在此

基础上，闸弄口街道内的学校为方便老年人入校健

身，各开放学校在原有刷市民卡核验基础上，新增

了刷脸、扫码等核验方式（F1）。闸弄口街道也鼓励

将社区文化活动室、党群服务中心等开辟为老年人

健身房，采取“日间办公，夜间健身”的错时利用模

式，打造安全舒适、体验友好、功能完善的健身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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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第二，优化适老化功能。适老化改造应将安全

性和便利性置于首位，采用环保耐用、防滑耐磨的

地面材料，平整场地路面，消除高差和坡度，为老年

人营造安全舒适的健身环境（F2）。同时，充分尊

重老年人意愿，契合其生理、心理需求和行为习惯，

有效提升器材设施的多功能性，减少重复和冗余配

置［40］。例如，上城区闸弄口街道在楼前庭院内、活

动场地边界空间增加应急救护点、休息座椅，营造

适合多人群的休闲娱乐空间；在公园角落设置“口

袋健身苑”等。以“小空间”的改造和更新来撬动老

年群体“大健康”的提升。此外，推动服务多样化是

适老化改造的另一重要内容。闸弄口街道依托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配备康复理疗设备，积极融入康复理

疗、体质健康监测、慢性病管理、应急救护等适老化

服务元素，进一步提升服务供给的针对性和增值性

（E4）。

第三，推动服务多样化。不断开拓多渠道来满

足老年人对体育服务多样化需求，提高服务的参与

度、认可度和专业度。例如，上城区弄闸口街道联合

市区老年人协会、妇联、社区学院、文体站以及各类

体育协会等社会组织，常态化开展时令性、节庆性文

体活动、单项老年人体育比赛，丰富老年人的健身娱

乐生活（D2、D3）。同时，坚持需求导向，聚焦重点领

域，实现供需精准对接。如上城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通过三级联动，引进体育专业人才，充实社区老年人

体育服务团队，邀请高校专家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

教育活动，普及合理膳食、适量运动等健康生活方

式，引导老年人自觉加强健康管理（D2）。此外，微

空间适老化改造应与社区综合治理相协同。通过空

间治理与养老服务供给、社区综合治理、邻里关系构

建等重点工作有机结合、相得益彰［41］，如街道内机

神社区幸福邻里坊主打“幸福颐养”特色，汇聚老年

食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面向“一老”的为老服务

综合场景［42］；红梅社区以未来社区片区化改造为契

机，联动城市医疗设施，远程整合优质资源，提升社

图3　天城体育公园改造前后对比俯视图（左图为改造前，右图为改造后）

Fig.3　Aerial view comparison of Tiancheng Sports Park before and after the renovation （the left image shows the park before the renovation，while 
the right image shows the park after the renovation）

图4　杭州市上城区闸弄口街道“微空间”适老化改造图［39］

Fig.4　Aging friendly renovation of “micro space” in Zhanongkou Street，Shangcheng District，Hangzhou City

注：左图为春晖社区亚运小广场、右图为濮家社区（嵌入式羽毛球、乒乓球场地）



陈文佳，刘博，王统领，等 . 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新研究——基于杭州市上城区闸弄口街道改造案例

·115·

区健康服务供给能力，为居民提供健康管理、养老照

料、活力健身等服务，打造健康人居、颐养社区［43］。

4.4　加快“微空间”适老化智慧改造进程，健全指引

条例及动态监测模式

第一，提升智慧化水平。积极落实体育总局《关

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

（国办发〔2020〕45 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老年人体

育工作的通知》，积极推进老年智慧体育服务系统

平台建设。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该社区充分发挥

智慧养老平台的枢纽作用，整合微空间健身设施数

据，为老年人提供线上预约、使用引导等服务，实现

社区服务“指尖办、网上办、就近办”的目标（D2）。

同时，秉持着“服务跟着老人走”的理念，完善养老

服务数字驾驶舱，利用线上数据优化线下养老设施

布局（D1）。此外，上城区还积极推动“微空间”与智

慧社区、智慧养老深度融合，促进健身“微空间”资

源在老年健康促进、健身指导、活动组织、设施管理

和信息交流等方面的智能化、信息化升级，构建了

“街道人大工作”数字化应用场景，整合区街联动、

监督工作、代表工作和居民议事四大功能模块。这

一平台的有效运作使得闸弄口街道居民上报的全民

健身“微空间”健身步道高低差问题得以迅速解决。

第二，构建数据平台。为实现跨部门、跨区域

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应着手构建旧城区全民健

身“微空间”更新适老化的数据平台（D1）。通过整

合人口、规划、民政等部门数据，利用人工智能、云计

算、互联网 + 等前沿技术，精准掌握老龄人口规模和

空间分布情况，为科学布局适老化设施提供必要的

数据支撑。此外，依托数字化改造，完善智慧健身设

施，配置数字感知和视频监控等先进装置，实现对设

施状态的实时监测和使用情况数据的高效采集。与

此同时，通过绘制公共服务空间治理地图，动态掌握

服务资源配置状况，促进基层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

的显著提升（K1、D3）。另一方面，采集老年人运动

轨迹和活动时空分布数据，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精

准分析设施利用率和人流分布规律。整合适老化设

施分布和使用情况等关键数据，形成开放数据集，吸

引社会资本投资康养产业，进而带动适老化设施提

质增效（D3）。在此基础上，探索“微空间”适老化更

新的多维度、多层次、多尺度的技术方法和工具，综

合考量旧城区全民健身适老化更新过程中涉及的物

质空间、环境空间、政策空间等多重因素，实现多源

异构数据的集成共享与关联分析，为旧城区全民健

身“微空间”的适老化更新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和决策依据。

第三，加强动态监测。为完善全民健身“微空

间”适老化更新的动态监测系统，亟需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建立实时监测、完善反馈、加强预测、强

化协同的长效机制。通过数字化改造，升级智慧健

身设施，部署数字感知与视频监控系统，实现对设施

状态实时监测和使用情况数据采集，形成阶段性评

估报告，为政策完善和方案优化提供科学依据。以

上城区艮山运河柒号共富球场为例，其采用智慧化

管理模式，配备智能门禁、智能灯光、环境传感器、数

据大屏等智能设备，智能统计进场人数、气温、空气

湿度、光线亮度、男女比例、年龄比例等关键数据，为

后续管理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E3、D3）。同时，运

用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技术，建立健全全民健身

“微空间”适老化需求预测模型。例如，开展适老化

设施使用效率评估，对设施使用率、使用频次、人均

占用面积等指标进行测算，基于数据和趋势分析，对

老年人健身需求变化进行预测，为未来一段时期的

健身空间适老化设施布点规划提供科学依据（D1、

D2、D3）。此外，建立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

新的跨部门协同机制至关重要，应加强体育、民政、

老龄、规划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政策协同，充分

运用动态监测数据，优化适老化改造的资源配置，明

确任务要求，加强统筹调度，进而提升资金、人力等

资源的使用效率。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更

新工作的有序推进和持续优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和有力支撑。

5　结语

旧城区蕴含丰富的发展潜力，全民健身“微空

间”适老化的更新不仅能满足老年群体体育锻炼诉

求，还能为旧城区闲置空间引入更为现代化的城市

功能。本研究立足于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

推进全民健身的时代背景，寻求“微空间”适老化改

造的切入点和落脚点，深入探究了旧城区全民健身

“微空间”适老化的价值、困囿和实践路径，以期为

推动健康老龄化、优化健身空间资源配置和革新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理念提供新思路、新路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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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系统论证了其多元价值意蕴，并针对现实语境中

面临适老化政策供给不足、部门协同机制亟待完善、

改造资金投入匮乏、全民健身空间供给总量不足、智

慧化适老化应用探索滞后等困境，提出纾解良方，力

求在顶层设计、规划布局、设施改造、财政支持、智慧

赋能等方面形成系统合力，着力为旧城区老年群体

提供“功能全面＋体验友好”健身场景。未来研究

可继续围绕旧城区全民健身“微空间”适老化布局，

把握“适老化”改造的着力点，展开“微空间”资源的

选择、设计和管理以及老年人在“微空间”中的健身

行为习惯和需求等方面探讨，为推动全民健身高质

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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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ly Friendly Renovations of the “Micro-space” for National Fitness in the 
Old Urban Areas 

——Based on the Renovation Case of Zhanongkou Street in Shangcheng District，
Hang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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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116，China； 2. Huzhou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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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actively responding to population aging，the concept of elderly-
friendly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cro-space” is used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renewal of national fitness spaces in 
old urban areas，providing an innovative perspective for improving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achieving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The research employs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and values of the elderly-friendly renovation of “micro-spaces” for national fitness in old urban areas，

examine its practical constraints，and propose solutions to alleviate them.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lderly-friendly renovation of 
“micro-spaces” for national fitness in old urban areas has multiple values，including：providing elderly-friendly national fitness 
spaces to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meeting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promoting their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old urban areas； and revitalizing idle urban space resources，creating a multiplier 
effect of “small spaces making a big difference.” In this regard，focusing on the real-world context，the research deeply 
analyzes the obstacles faced by the elderly-friendly renovation of “micro-spaces” for national fitness in old urban areas，

such as the lack of policy support，shortage of financial resources，limitations in space transformation，and lagging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Combining case analysis and the implications，the study proposes solutions to alleviate these 
challenges，aiming to form systemat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policy support，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echanisms，

planning and design，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fully releasing its functional connotations and social value of the elderly-
friendly renovation of “micro-spaces” for national fitness in old urba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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