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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2021年，上海市全民健身600指数

2021年，上海市全民健身600指数总体较高，“体质健康”指数最高，“健身设施”指数
最低，上海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本市市民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和行为均有
所提升，市民总体健康水平良好，市民满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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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上海全民健身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积极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围绕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
市和健康上海的目标，深入实施《上海市市民体育健身条例》，以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为目标，编制了《上海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2025年）》，明确了上海
全民健身发展新蓝图，提出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化、融合化、数字化的主要任
务，努力营造“处处可健身、天天想健身、人人会健身”的全民健身城市环境，建设国际知
名、全国领先、上海特色的全民健身活力城市。

为了进一步厘清区域内全民健身发展的状况和问题，上海市体育局制定了《上海市全民
健身发展指数评估办法（2021-2025年）》（简称“600指数”评估办法），上海体育学院公
共体育服务研究中心作为第三方承担了“600指数”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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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健身设施

截至2021年底，上海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44㎡，其中包括：符合国家标准的人均
体育场地面积2.26㎡，上海可利用人均体育场地面积0.18㎡。

本市社区公共体育设施主要包括：社区市民健身中心110个、街镇覆盖率为51.2%；市
民健身步道（绿道）1871条、居村委覆盖率30.3%；市民球场2797片、居村委覆盖率
为45.2%；市民益智健身苑点17797个、平均每个居村委2.9个；社区体育设施完好率为
98%。体育健身设施基本实现了城乡社区全覆盖。

场地布局

41.3
场地管理

87.0
场地概况

71.3
浦东
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区

65.4

43.5

54.9
51.4

46.9

62.5

47.1 50.8

61.9
58.8

78.5

66.3
59.9 61.0

69.1
72.3

各区健身设施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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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概况

2012-2021年上海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单位：㎡）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1.67 1.70 1.74 1.76 1.83 1.96 2.23 2.38 2.35
2.44

国家统计标准体育场地面积：依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场地普查工作标准，含116个标准体育场地类型。
上海可利用体育场地面积：指未列入国家标准116个场地指标以外的场地，主要分为健身广场，楼宇内
的健身场地，以及可用于大型的体育竞赛活动室内室外场地。

注

各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单位：㎡）

上海可利用体育场地
国家统计标准体育场地

崇明区 嘉定区 奉贤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浦东
新区

宝山区 闵行区 黄浦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杨浦区 普陀区 虹口区 静安区

0.29
7.07

4.13
3.59 3.42

2.94 2.74
2.51 2.41 2.05

1.32 1.26 1.26 1.22 1.11 0.89 0.82

0.19
0.16

0.29
0.26 0.20

0.08 0.34 0.20

0.59 0.15 0.22 0.04 0.08
0.16 0.08

6.78

3.94

3.43 3.13
2.68

2.54 2.43 2.07
1.85

0.73
1.11 1.04 1.18 1.03 0.73 0.74

“十四五”以来，上海市制定出台《关于本市推进全民健身工程加强体育场地设施
建设的意见》、《上海市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年）》、
《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做好本市健身设施现状调查和补短板
工作的通知》。各区根据文件要求，制定健身设施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明确健身设
施补短板的目标和任务。

健身设施补短板评估显示，2021年上海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44㎡，新增体育
场地面积221.91万㎡，各区共完成健身设施重点项目1913个，其中包括：都市运
动中心6个、社区市民健身中心13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40个、市民益智健身苑点
1473个、市民健身步道170条、市民多功能运动场116片、社会足球场（社区足球
场）17个、羽毛球场52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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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个市民益智健身苑点
平均每个居村委拥有 98%社区体育设施完好率为

51.2%社区市民健身中心
街镇覆盖率为

30.3%市民健身步道
居村委覆盖率为 45.2%市民球场

居村委覆盖率为 

73.5%社会足球场
街镇覆盖率为

场地布局

截至2021年底，全市共建有

个6
都市运动中心

个68
市属、区属公共体育场馆

条1871
市民健身步道（绿道）

个17797
市民益智健身苑点

片2797
市民球场

个706
社会足球场

个20
职工健身驿站

个110
社区市民健身中心

个238
智慧健康驿站

个40
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浦东新区 50

黄浦区 30

静安区 28.6

徐汇区 53.8

长宁区 50

普陀区 60

虹口区 50

杨浦区 58.3

宝山区 75

闵行区 100

嘉定区 90

金山区 50

松江区 29.4

青浦区

36.4奉贤区

72.7

崇明区 11.1

各区社区市民健身中心街镇覆盖率  
（单位：%）

截至2021年底，全市共建有

110个社区市民健身中心，全市街镇
覆盖率为51.2%。

三邻桥体育文化园
园区型宝山区1

翔立方体育文化综合体
园区型嘉定区2

智慧湾
园区型宝山区3

洛克公园SSR体育综合体
商区型浦东新区4

中体城奉贤都市运动中心
园区型奉贤区5

云间粮仓运动中心
园区型松江区6

2021年都市运动中心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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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共建有238个智慧健康驿站。

40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1871条市民健身步道（绿道），居村委覆盖率为30.3%。

2797片市民球场，居村委覆盖率为45.2%。

浦东
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区

36

10
14

10

19

11 10 12

17
20

14
1112 12 12

18

各区智慧健康驿站数量 （单位：个）

各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数量 （单位：个）

浦东
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区

2

1 1 1

7

3
2 2 2

0 0 0

2

5

3

9

各区居村委市民健身步道覆盖率 （单位：%）

浦东
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区

33.6

20.3 23.8

68.0

14.1
20.5 18.3 18.4

30.0
37.9

16.9

27.7

38.4
42.6

19.6

36.1

各区居村委市民球场覆盖率 （单位：%）

浦东
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区

49.1

7.6
16.6

32.0

18.0 15.7
24.3

13.2

61.3

24.2

62.4

82.8

62.4 62.164.2 64.4

社区体育场地设施 

706个社会足球场，街镇覆盖率为73.5%。
17797个市民益智健身苑点（含改扩建数量），平均每个居村委2.9个。

各区社会足球场街镇覆盖率 （单位：%）
  

（单位：个）各区居村委平均建有市民益智健身苑点数量     

浦东
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区

83.3

60.0 57.1

90.0

53.8
50.0

62.5
58.3

82.483.3

100

63.6

100 100.0

81.8

44.4

4.2

浦东
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区

3.2
2.8

2.6
2.32.2 2.2

2.8

2.4

3.3

1.9

2.7

3.63.7

2.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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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体育设施完好率

场地管理

学校体育场地开放

场馆管理数字化转型

2021年，市教委会同市体育局指导各区近千所学校共1000多个校区向社
会免费开放体育场地，基本覆盖所有符合有场地开放条件的公办中小学，全面
提升了青少年和广大市民的感受度和满意度。

截止到2021年底，全市共建有53个区属公共体育场馆，其中29个区属公共体育场馆
可以使用体育消费券，可使用体育消费券的区属公共体育场馆数占全市区属公共体育场馆
总数比例达58%。

2021年全年共有32家公共体育场馆达到体育总局关于《公共体育场馆基本公共服务
规范》并获得中央补助资金。

2021年国定假期、全民健身日期间全市开放公共体育场馆设施近千处，累计参与锻炼
超300万人次。   

        依据社区体育设施管理平台统计数据，本市社区体育设施完好率为98%。

体育场馆公益性开放

本市区属公共体育场馆已全部接入“一网通办”等市级平台，实
现在线预约功能。社区市民健身中心已基本完成在线预约、智慧门
禁、远程管理等智能化改造。

截至2021年底，上海市体育局整合全市体育服务资源和窗口，
推动体育公共服务场景全面接入一网通办，上线场馆预订场景，已
接入场馆超500家。赋予“随申码”在体育服务场景一码通行的功能，
约50余万用户使用，注册用户超1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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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健身组织

截至2021年底，全市共有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体育社会组织1285个，体育健身团
队65559个，每万人拥有体育健身组织26.9个。

截至2021年底，全市共有社区体育俱乐部数量159个，街镇覆盖率为74.0%。

浦东
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区

57.2

73.1
84.5

78.4
73

68.9
62.1

85 81.8

55.8

75.8
81.1

61.6

83.1

58.8

76.1

各区健身组织指数

组织网络

71.7
组织建设

73.2
组织规模

75.0

13 14



组织规模

全市共有在册体育健身团队65559个，其中社区健身团队
49276个、学生体育社团16283个。每千人拥有体育健身团队数
量持续增长。

体育健身团队情况（单位：个）

2021年—2021年上海市每千人拥有体育健身团队
（单位：个）

0.82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60

1.39
1.55

1.65
1.87

2.05
2.12 2.22

2.33

体育社会组织类型构成

全市共有在民政部门注册具有法人资格的体育社会组织1285个，
其中体育社团417个、体育类社会服务机构864个、基金会4个。

（单位：个）

各区平均每十万人拥有体育社会组织数量  （单位：个）

浦东
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区

2.4

10.7

7.8

5.2

3.9

6.8

3.3

6.9

3.7
3.1 3.4

9.1

3.0

5.2

7.6

11.1

浦东
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区

2.6

1.7

2.7
2.6

3.1

2.0

2.6 2.6

4.1

2.9

2.3 2.32.2
2.4

3.0

2.0

各区平均每千人拥有体育健身团队数量 
（单位：个）

807
区级体育类

社会服务机构

328
区级体育社团

4
市级基金会

57
市级体育类

社会服务机构

89
市级体育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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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

典型案例

组织网络

区级协会

2021年，区级体育社会组织在组织建设、规章制度、换届选举、财务管理等规范化建设，
和会员发展、赛事举办、活动开展、体育培训、项目推广、获得表彰奖励等组织绩效方面，均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正在成为体育领域推动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宝山区在实现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街镇全覆盖的基础上，通过发挥宝山区社区体育健身俱
乐部联盟作用，加强社区体育俱乐部的日常管理和业务指导，做到年初有计划、平时有督查、
年终有总结考核评比。管理上采用轮值主席制，每年推选出联盟盟主，负责一年的工作计划、
实施运作、总结评比等管理，每年举办1-2项俱乐部联盟赛。积极发挥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
作用，定期开展活动，相互学习交流，共同促进提高。

截至2021年，全市共有：

16个区均建有区级体育总会，
16个区均建有区级老年人体育协会，
12个区建有区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或设有承担对应职能的组织（浦东新区、普陀区、
松江区、奉贤区未建立），
3个区建有区级社区体育协会或设有承担对应职能的组织（普陀区、虹口区建有独立区
级社区体育协会，宝山区建有社区体育俱乐部联盟）。

社区体育俱乐部

全市共有社区体育俱乐部数量159个，街镇覆盖率为74.0%。

（单位：%）各区社区体育俱乐部街镇覆盖率

浦东
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区

30.6

100 100 100 100

12.5

100

30.8

100
90.9

100100

50

100 100

47.1

创新管理机制，实现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街镇全覆盖宝山区

黄浦区创新体育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机制，首创成立“体育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区级体育
社会组织提供统一性、规范化、信息化的服务平台。区内着力打造高品质公共体育服务“共享空
间”，逐步实现体育社会组织建设有动力、工作有能力、参与有渠道、发展有平台的目标。
2021年共享空间全年开放场次共631场次；全年服务时间共2723小时，每月平均227小时；全
年服务人数共16094人次，每月平均1341人次。

共享空间，提供优质服务黄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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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健身活动

到2021年底，上海市各级体育部门牵头举办各级各类赛事活动16032场，971万人
次参与，其中：
市级赛事活动1845场，参与人次5100350，
区级赛事活动 1693场， 参与人次2428816，
街镇级赛事活动12494场， 参与人次2189840。

本年度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共举办赛事活动6121场，共有870万人次参与。

2021年，上海创办首届长三角体育节、上海社区健康运动会等新的品牌赛事。

浦东
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区

94

81.5 80
84.5

73

86
80.5

94
90.5

74

96

68 67

77
70.5

84

各区健身活动指数

品牌活动

91.1
赛事活动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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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活动

品牌活动

“活力浦东”浦东新区全民健身活动系列赛
“黄浦·我来赛”全民健身系列活动

浦东新区

黄浦区

“创卓越享静赛”国际静安城区精英挑战赛静安区

“汇运动AI生活”徐汇市民体育节徐汇区

“长来赛,宁健康”长宁区

“约战普陀”系列挑战赛普陀区

“虹口·谁是联赛王”全民健身系列赛虹口区

“韵动杨浦·秀出来”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杨浦区

“战FUN宝山”全民健身系列赛宝山区

全闵健身e起来闵行区

“全嘉来赛”嘉定区业余联赛嘉定区

“上海湾区   体耀金山”                      金山区

“松江争来赛”全民健身赛事松江区

“绿色青浦”全民健身系列赛青浦区

“悦动贤城”奉贤区全民健身运动荟奉贤区

崇明休闲体育大会崇明区

各区“一街（镇）一品”赛事活动数量 

浦东
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区

10 10 10 10 10

13

18

11
9 9

16

22

8 8

5

9

（单位：个）

“一区一品”区级品牌赛事活动
 

赛事活动举办场次

市级 区级 社区级

赛事活动参与人次

市级 区级 社区级

40浦东新区

52黄浦区

45静安区

25徐汇区

31长宁区

26普陀区

41虹口区

30杨浦区

33宝山区

13闵行区

81嘉定区

12金山区

16松江区

42青浦区

40奉贤区

25

2886 

305

1201 

305

240

220

658

784

1142

531

850

120

540

1253

250

1209崇明区

合  计 552 

122

105

121

110

72

267

95

103

127

96

67

106

55

48

99

100

1693 12494 

21338

19800

28467

23164

24396

38210

19000

25383

25508

21250

29854

39050

3200

23133

11478

21500

374731 

335280

207000

56400

210792

48654

544670

22640

111856

465427

48450

180685

52000

30050

28201

60711

26000

2428816 

374134 

28000

103806

176805 

77852 

98665 

273538 

402225

110094 

108655

81669

55000

53635

129362

25400 

91000

2189840 

各区承办的各级各类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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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围绕市民高品质、
多样化的运动健康需求，紧扣“一起上赛场，人人享健康”的主题，大力推进全民健
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打造全地域覆盖，全项目设置，全龄化参与，市、区、街
镇联动；线上线下互动，贯穿全年的全民健身活动体系。全年共举办线上线下赛事
活动6121场，参与人次870万，其中线上赛事307场，参与人次389万，线下
赛事5814场，参与人次481万。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提出全国各省市都要举办社区运动会的要求，2021年上
海首次举办以运动促进健康为主题的社区健康运动会。本届运动会共有参赛团
队228支，参赛人数2003人；16个区共计117个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协会举办
了38个项目的社区健康运动会（含社区运动会）比赛，参赛队伍达4800多支，
近4万人参赛。

社会化办赛

社区健康运动会

全年共有247家企业和社会组织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成为本届城市业余联赛合作伙伴，比上
年新增68家单位。本届城市业余联赛安排了政府引导资金3500万元，实际吸引社会办赛资金1.3
亿元。

单项线上赛事

联赛项目

系列赛

长三角赛事

品牌赛事活动

30

248

品牌赛事活动

系列赛

852

线上运动会 307

2989

1311

363

21

赛事场次

6121总 计

市级赛事

区级赛事

线上赛事

18岁以下选手占比

轮滑 99.11%
95.03%
89.07%

上海智力运动会
体育舞蹈

18岁-25岁选手占比

橄榄球 96.00%
58.73%
29.33%

龙舟
冰壶

25岁-35岁选手占比

电子竞技 52.64%
51.75%
49.67%

拔河
羽毛球

35岁-45岁选手占比

健身瑜伽 61.33%
59.20%
46.74%

上海市职工篮球3V3
城市定向

45岁-55岁选手占比

保龄球 26.73%
24.24%
19.69%

钓鱼
广播操

55岁以上选手占比

木兰拳 89.61%
81.25%
77.17%

柔力球
健身操舞

热门报名项目
健身健美

赛事数：68
117053
561366

报名人数：
报名人次：

城市定向

赛事数：89
78690
128280

报名人数：
报名人次：

广播操

赛事数：80
29140
70623

报名人数：
报名人次：

围棋

赛事数：14
28937
57874

报名人数：
报名人次：

路跑

赛事数：58
27930
27930

报名人数：
报名人次：

篮球

赛事数：20
25130
69905

报名人数：
报名人次：

橄榄球

赛事数：86
24720
49440

报名人数：
报名人次：

自行车

赛事数：48
24570
24570

报名人数：
报名人次：

定向赛

赛事数：12
21842
57999

报名人数：
报名人次：

健身气功

赛事数：85
21738
48924

报名人数：
报名人次：

门球

赛事数：161
21218
42436

报名人数：
报名人次：

武术

赛事数：23
19638
106443

报名人数：
报名人次：

健身操舞

赛事数：80
18521
37042

报名人数：
报名人次：

飞镖

赛事数：100
18203
46571

报名人数：
报名人次：

城市业余联赛

不同年龄段参与人群喜好前三名

23 24



79.5
健身指导

截至2021年底，全市共有在册社会体育指导员62086名，占常住人口2.5‰。全市在信息化
管理平台注册的活跃社会体育指导员总数15547人，占常住人口0.63‰，平均年龄45岁。

2021年，市级社区体育配送线下场次为9742场，服务人群达221269人次，线上场次为
21场，受益人群达12967422人次；区级社区体育配送线下场次为3488场，服务人群达
131026人次，线上场次为14场，受益人群达483421人次。

深化“体医养融合”人才培养，试点和推广运动健康师培训。

浦东
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区

80.0 81.2

72.9 75.3
78.8 80.0

68.2

89.4
85.9 84.7

78.8
70.6 69.4

64.7

55.3

64.7

各区健身指导指数

社区体育配送

97.1    
体医养融合

71.2
社会体育指导员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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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育指导员

截至2021年底，全市共有在册社会体育指导员62086名，占常住人口2.5‰。

“十四五”以来，本市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进行改革，新建社会体育指导员信息化管理平
台。截至2021年底，全市在信息化管理平台注册的活跃社会体育指导员总数15547人，占常住
人口0.63‰，平均年龄45岁。

社区体育配送

2021年，社区体育配送实现了街镇全覆盖，其中13个
区完成了配送进社区、进园区、进校园、进楼宇。

平台注册的活跃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 

各区在平台注册的
活跃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占人口比例 

国家级 388

1415

3767

9977

一级

二级

三级

区级

场次 服务人次
3488 131026

市级

场次

（线下） （线下）

服务人次
9742 221269

（单位：‰）

各区平均每街镇社区体育配送场次数量（线下)
（单位：场）

浦东
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区

0.2 0.2 0.2 0.2
0.30.3 0.3

1.0

0.5 0.5
0.4

1.9

0.7 0.7

1.1

0.9

浦东
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区

38.6 41.5 45.6 44.1

12.1

3

19.1

5.8

47.8

31

41.3

1.9 1.5 1

16

4.6

31

10.4

44.3

14.8

41.2 42.4 44.5

56.6
54.1

46.5
41.1

46 43

31.3

39.6
44.8

市级 区级

各区平均每街镇社区体育配送服务人次（线下）
（单位：人次）

浦东
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区

905 882.5

320.1

1001.3

933.8 915.7
969.5 997.5

138.9
56

3459.6

1090

182.6

20.8

220
494

141.8

1220 1226.9
1064.51050

1124
1007

966.9
933.2

768.2

958.2

1018.8

1668.3 1656.6

207.3
153.3

市级 区级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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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医养融合

运动干预

《健康上海行动2019-2030》指出要通过构建运动伤病预防、治疗与急救体
系，提高运动伤病防治能力，制定实施特殊人群的体质健康干预计划。2021年，
本市16个区开展“运动干预”项目，就老年人功能性体适能、高血压、糖尿病、体
质改善等进行运动干预，有效干预人数达4029人。

黄浦区 徐汇区 长宁区静安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闵行区宝山区 嘉定区浦东
新区

金山区 松江区 奉贤区青浦区 崇明区

356

300

114

312

60

0

305
328

100

344

108

300

192

700

430

80

各区运动干预人数  （单位：人）

各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建立运动健康档案人数 
（单位：人）

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建立运动健康档案人数

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是面向老年人的社区多功能健身场所，为老年人提供体质测试、
基础健康检测、科学健身指导、慢性病运动干预、运动康复训练、健康知识普及和休闲
社交等“一站式”运动康养服务。本年度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建立运动健康档案总人数达
3490人。

浦东
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区

163

68

750

246

374 357

81

534

0 0 0
91

382

127
143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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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体质健康

到2021年底，本市共建有区级体质监测指导中心15个，社区体质监测街
镇覆盖率为74.0%。

2021年，全市共有成、老年人206184人进行了体质测定，其中达标率
98.6%，优良率76.6%。

2021年，本市青少年体质及格率为97.3%，优良率为54.2%。

浦东
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区

84.5

93.3

78.5
73.6

90.8 91.8

76.6

94.8

81.8

73.1

96.8

71.8

82.4
77.878.7

85.7

各区体质健康指数

健康水平

80.3
监测网络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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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网络

本年度，全市共建有区级体质监测指导中心15个，其中14个区建有区级体质监
测指导中心，黄浦区建有2个区级体质监测指导中心，徐汇区和金山区待重新设
立。此外，全市共建有社区体质监测站、标准化体质测试队以及试点开展体质监测
的智慧健康驿站或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共159个，街镇覆盖率为74.0%。

健康水平

本年度，全市共举办《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
标测验活动89场，共有6556人参与达标测验。

各区社区体质监测覆盖率   （单位：%）

浦东
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区

16.7

100 100 100

61.5

75 75

61.5

100 100 100 100

72.7
80 80

30

各区成、老年人体质达标率情况 （单位：%）

浦东
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区

98.2 97.8 99.0 99.2 99.6 99.2
94.9

99.3 98.498.798.299.2 99.3 98.7 99.3 99.2

浦东新区

所属行政区 场  次 实际参与人数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总决赛

17
11
1
1

10
12
1

12
3
1
9
1
1
7
1
1

1141
500
98

209
917
423
66

568
295
98

1266
88

200
268
35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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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
市民参与

2021年，上海市、区、街镇三级投入全民健身人均日常工作经费为43.4元。

第三方调查显示，市民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较高，其中，
健身环境满意度79.9分，
健身组织满意度81.4分，
健身活动满意度82.8分，
健身指导满意度80.7分。

2021年，本市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人数比例49.0%，
市民健身素养得分为59.5分。

满意度调查

81.2
运动参与调查

62.5
政府投入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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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年度将街镇级全民健身投入新增纳入统计。

财政经费

    2021年全民健身财政经费总投入达31.1亿元，其中人均
全民健身日常工作经费为43.4元。

（单位：元）

全民健身日常工作经费

全民健身日常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公共体育场地
设施建设和维修保养，包括健身苑点、市民健身步
道、社区市民健身中心的建设，维修等；其次为群
众体育活动，主要用于全民健身活动、群众体育赛
事，而体质监测与健身组织投入相对较少。

浦东
新区

崇明区 青浦区 长宁区 松江区 嘉定区 闵行区 奉贤区 虹口区 金山区 徐汇区 黄浦区 静安区 杨浦区 宝山区 普陀区

34.7% 2021总投入财政经费

31.1
亿元

全民健身专项工作经费

65.3%

全民健身专项经费主要用于大型体育场馆的新建改造和绿道建设，如浦东新区周浦
体育中心新建工程（7亿1254万元）、川沙体育场改建工程（7亿9505万元）、崇明横
沙市民健身中心（9390万元），今年本市共投入19.1亿用于大型场馆建设，6659万用
于绿道建设，市民健身环境得到改善。

46.7

272.0

224.7

178.1

90.6
77.3 77

60 56.9 52.7
36.8 32.1 29.8 27.5 21.4 21.322.9

318.8

16.4
33.7

19.0

10.6

21.5

4.0

25.8

2.9

74.1

4.3

18.6

14.2

7.220.4
3.1

18.2

29.6

27.3

46.5

30.7

8.8

51.2

75.5

102.6

149.2

75.5

区级人均全民健身工作经费情况   

4.2元，占比9.8%

16.1元，占比37.1%

23.1元 ，占比53.1%

市级人均全民健身
日常工作经费

街镇级人均全民健
身日常工作经费

区级人均全民健身
日常工作经费

人均日常工作经费 人均专项工作经费

73.4

17.2

4.1

23.5

人均全民健身
日常工作经费

4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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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海市全民健身满意度指数为81.2分，市民对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满意度较高。

市民满意度

健身环境满意度

健身活动满意度

健身指导满意度

健身组织满意度

79.9

81.4

80.7

39 40

82.8



（单位：%）

2021年，上海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常住人口比例为49.0%。50岁及以
上上海市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比例高于50岁以下市民。近年来，19～39岁市民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逐年快速稳步上升，更多年轻市民积极参与体育锻炼。

2021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上海市民进行锻炼前3位
的目的是：改善体质、健康；增加体力活动；减肥塑身。

2021年，所有年龄段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市民进行体育锻炼的首要目的均为
改善体质、增进健康。

相对而言，随着年龄增长市民更重视体育锻炼在防病治病、增加体力活动等
方面的作用；而在减肥、塑身；调节情绪、减轻压力等方面作用的重要性呈下降
趋势。

市民体育锻炼行为

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目的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为 49.0%

2012 -2021年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

39.6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40.6
42.2 42.7 42.8

43.7

45.7
49.0

40.4 40.8

改善体质
增进健康

76.8%

增加体力活力
41.4%

增加社交
17.1%

调节情绪
减轻压力

31.9%

提高运动
技能、技巧

15.3%

防病治病
25.8%

消遣娱乐
19.8%

12.5
陪伴家人
10.6%

减肥塑身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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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参加的体育锻炼项目

（广场舞、体育舞蹈等）

（含街舞）

（健步走）快走

53.9%
跑步

41.5%
骑自行车

29.8%
羽毛球

24.2%

游泳

14.6%
舞蹈类

（徒手、器械）
力量、健美

14.5%
跳绳、踢毽
等传统体育

14.4% 13.8%

乒乓球

11.9%
健身操

11.9%

2021年，快走（健步走）、跑步、骑自行车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上海
市民最经常采用的锻炼项目。与2020年相比，力量、健美（徒手、器械）
和健身操（含街舞）挤进前10位。

近年来，上海市体育部门积极营造全民健身城市环境，推动市民参
与体育锻炼。上海市民形成了“练中学、学促练”——体育锻炼与健身
素养双向促进的良性互动。上海市民健身素养总体水平稳步提升。

2021年，上海市民运动技能与方法得分
最高，而运动干预得分不理想。

19-29岁 30-39岁 40-49岁 50-59岁 60岁及以上

56.4 58.1 59.2 61.4 62.0

运能技能
与方法

运动伤害防护健身知识
和理念

运动干预

66.1 65.2 56.4
33.4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52.6 53.0 56.7 58.4

        2021年，上海市民健身素养得分
随年龄增长呈现稳定上升态势。

2021年，上海市民健身素养得分为59.5分，与2020年基本持平。

59.4 59.5

健身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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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202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2025年）》，明确全民

健身发展新蓝图，提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化、融合化、数字化的主要任务及重点措
施，营造“处处可健身、天天想健身、人人会健身”的全民健身城市环境。召开上海市全民健身工
作联席会议，全面总结“十三五”全民健身工作，部署“十四五”全民健身工作。上海市有91家单位
和66名个人荣获2017—2020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制定市、区两级健身设施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推动市民身边的健身设施提档升级，超额完
成年度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共建成市民健身步道107条、市民益智健身苑点743个、市民多功
能运动场98片。市体育局制定《关于推进都市运动中心新型体育服务综合体建设的意见》，支持
在园区、商区、户外休闲场所等区域建设都市运动中心，满足市民多样化健身休闲需求；会同市
民政局制定《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建设导则》，累计建成长者运动健康之家40个；会同市总工会制
定《市民健身驿站建设导则》，试点建成职工健身驿站20个；会同市农业农村委出台《关于进一
步推进本市农村体育健身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各区利用城市“金角银边”新建改建了一批市民
欢迎的体育设施。同时，本市健身场地设施仍存在总量不足和分布不均等问题，需要持续深入推
进健身设施补短板。 

 一、打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新载体。

市体育局会同市卫生健康委、市民政局、市总工会制定《上海市运动促进健康三年行动计
划》，推进12项重点任务，加速体医养融合，这是全国首个运动促进健康专项计划。探索培养运
动促进健康人才，启动“运动健康师”项目。建成社会体育指导员信息化管理平台，评选出一批“最
美社会体育指导员”。全年社区体育服务配送共开展健身技能培训、科学健身讲座9742场，服务
市民约22万人次。同时，本市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有待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需要加强。

二、率先探索建立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

以“一起上赛场，人人享健康”为主题的2021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共有247家企业和社会组
织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成为合作伙伴，共举办赛事活动6121余场，共有870万人次参与，其中线
下赛事活动5814场，参与人次481万；线上赛事活动307场，参与人次389万。本届城市业余联赛
安排了政府引导资金3500万元，实际吸引社会办赛资金1.3亿元。创办首届长三角体育节、上海
社区健康运动会。办好“永远跟党走·上海城市徒步嘉年华暨市级机关运动会开幕式”活动，营造庆
祝建党100周年良好氛围。举办上海迎接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同时，本市全民
健身赛事活动体系有待完善，赛事活动监督管理和指导服务有待加强。

三、积极办好全民健身品牌赛事活动。

制定实施《上海体育数字化转型三年计划》，推进体育公共服务重点应用场景建设。做好公
共体育场馆设施开放工作。推进市、区两级场馆预订系统整合纳入市“一网通办”。持续实施体育
消费券配送，首次推出助老、游泳、冰雪等专项体育消费券，补贴力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参
与体育场馆更多，运动项目更丰富，市民参与更便捷。全年完成配送4000多万元，市民领券超过
203万人次，拉动600多家定点场馆直接消费超过1.1亿元。实现体育消费券配送平台与健身地
图、“健申码”等信息系统共建共享。同时，本市公共体育服务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有待拓展，数
字体育发展前景还十分广阔。

四、推进公共体育服务数字化转型。

指数中涉及到人均的指标计算基数来源于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截止至
2020年11月，上海市常住人口数为2487.09万人，引自《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公报》。

3.人口基数：

共包括53个量化指标，其中健身环境12个、健身组织6个、健身活动7个、健身指导11个、体
质健康9个、市民参与8个。

4.指标体系：

市体育局、市教委提供；第三方通过街头拦截和网络问卷方式获取；区体育局、教育局和街镇
填报。

5.数据来源：

6.居民健身状况调查（含健身素养测评内容）：调查以网络调查为主，并以面访进行补充。其中，网络调查
借助上海零点市场调查有限公司网络调查平台发布并回收问卷，面访由零点公司聘请访员拦截调查并回收问
卷。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4642份，其中网络调查3151份、面访1491份。

2.评估范围：上海市属16个区。
1.评估周期：202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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