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体育总局文件 

体规字〔2021D 7 号 

体育总局关于印发《公共体育场馆 

基本公共服务规范》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行政部门，各

厅、司、局，有关直属单位，有关全国性体育社会组织：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

设 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国办发 〔2020D 36 号）、《全民健身

计划（2021-2025 年）》（国发〔2021J 11 号）关于 “完善大型

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支持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

或低收费开放”、“加强对公共体育场馆开放使用的评估督导，优

化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绩效管理方式”等有关要求，体育总局

对《大型体育场馆基本公共服务规范》（体经字〔2014J 4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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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修订，形成了《公共体育场馆基本公共服务规范》（以下

简称《服务规范》），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服务规范》适用于接受中央财政资金补助的地方各级体育

行政部门所属县级及以上公共体育场、公共体育馆、公共游泳馆

和全民健身中心。对于其他类型公共体育设施的开放服务，各地

区可参照《服务规范》要求，因地制宜地进行规范指导。 



公共体育场馆基本公共服务规范 

内 	容 指 	标 标 	 准 

一、基础设施 

1. 	1 
场地设施 

1.1.1设施设备和相关条件达到开放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1. 1. 2 场地符合相关体育赛事规则要求，并能基本满足多样化体育健身及其他活动需要。 

1. 1. 3 场地设施建设程序合法。 

1. 2 
安全设施 

1. 2. 1 建设程序合法，结构安全可靠。 

1.2. 2 水电、燃气、消防、安保、供热、应急设施和疏散系统、急救系统配置合理，设施完备，维护完好，经

有关部门检验合格，符合正常使用要求。 

1. 3 
环卫设施 

1. 3. 1 卫生间、垃圾收集点等基本卫生设施设备齐全，维护完好，符合正常使用要求。 

1.4 
交通设施 

1.4. 1 区域内导向标识完整，无障碍设施完善，交通组织顺畅。 

1.4.2 具备可利用的与场馆规模相适应的停车位。 

二、基本管理 

2. 1 
组织机构 

2. 1. 1 机构设置健全，管理构架清晰，职责分工明确，运营团队满足服务运营需要。 

2. 1. 2 足额配备具备专业资质的工程设备、安保、健身指导人员。 

2. 1. 3 举办赛事活动期间应有专业医疗机构人员现场保障救护；场馆日常开放期间与相关医疗机构签订合作协

议，确保在场馆活动的伤病患者能够及时获得医疗救护。 

2. 2 
管理制度 

2.2. 1 服务、安全、卫生防疫、信息公开、监督考核等制度健全，执行规范，档案台账完整。 

2. 2.2 建立重要事项逐级报告工作机制。 

2.2.3 严格落实《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有关规定，将场馆开放收费报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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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管理 
2. 3 

风险控制 

2. 3. 1 办理相应的责任保险。 

2.3.2 提供意外伤害险购买服务并尽到提示购买义务。 

2.3.3 建立自然灾害、重特大事故、消防、环境公害及人为破坏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开展定期培训、模拟演练。 

2.3.4 制定公共体育场馆活动风险控制管理办法。 

2.3.5 落实卫生和防疫措施，强化疫情应急处置预案管理，积极配合属地开展防疫工作。 

三、基本服务 
3. 1 

开放要求 

3.1.1体育场馆和区域内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用于提供体育及相关服务的面积比例不低于 60％。 

3. 1. 2 体育场馆和区域内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全年免费酬氏收费开放天数一般不少于 330 天，每周免费或低收费开

放时间不少于 35 小时。公休日、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每天免费酬氏收费开放时间不少于8小时。 

3. 1. 3 体育场馆和区域内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全民健身日免费向公众开放。 

3. 1.4 体育场馆所属户外公共区域及户外健身器材全年免费开放，每天开放时间一般不少于 12 小时。 

3. 1. 5 体育场馆对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利用体育场馆举办公益活动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3. 1. 6 体育场馆低收费价格一般不高于当地市场价格的 70% 

3. 1. 7 体育场馆对老年人、残疾人、学生、军人、消防救援人员和公益性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提供更优惠服务，

收费标准一般不超过半价。 

3. 1. 8 免费低收费开放应覆盖晨晚练等群众健身高峰时段，不得全部安抖随用餐高峰等群众健身需求较低的时段。 

3. 1.9 因维修、保养、安全、训练、赛事等原因，不能向社会开放或调整开放时间，应提前 7 天向社会公告（发生不

可抗力和征用情况除外）。 

3. 1. 10 按要求填报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服务基本情况信息公开表，并在国家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和场

馆显著位置公开。 

3. 1. 11 体育场馆接待人次等信息应实时在国家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呈现。 

3. 1. 12 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的困难。具备条件的场馆保留老年人人瑚胳窗口或者设置便捷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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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 提供体质测试、健身指导等相关配套服务。 

3.2.2 体育场馆应充分与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文化体育组织开展合作。应与学校、公益性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社会团体、基层文化体育组织签订服务合同，明确服务的场地名称、服务时段、收费标准、体育

健身指导、意外伤害险等内容。 

三、基本服务 
3. 2 

服务内容 3. 2. 3 在体育场馆开展的运动技能、科学健身等公益性体育培训服务不少于 1000 人次／年口 

3. 2.4 在体育场馆举办的公益性体育赛事活动不少于 4 场次／年，公益性体育讲座、展览及文化活动不少于 4 
场次／年。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除外。 

3. 2. 5 提供停车缴费自助办理等智能服务。 

四、满意度 
4. 1 

群众满意度 
4. 1. 1 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群众满意度测评，并根据反馈意见及时进行改进。 

注：本规范所涉及的基础设施和基本管理指标，如有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则执行有关标准。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 

 

2021 年 12 月 1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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