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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袁 经济发展形势

也从劳动生产为主导的模式向追求休闲生活品质的模式发生

转变袁全民健身运动正迎来昌盛发展的春天遥 社区作为基本单

元蕴含着多重独特的底层价值咱1暂袁而社区体育作为覆盖面广泛尧
基础性强的体育形式袁 不仅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

育活动需求袁也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遥 叶全民健身

计划渊2021要2025冤曳深化了对社区体育综合价值与多重功能

的明晰阐释遥 该计划明确强调建构更为完备的公共体育服务

网络袁充分发挥全民健身在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尧推动全面个体

发展尧助推经济社会进步尧呈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多元

效益咱2暂遥同时袁叶野十三五冶规划曳明确提出袁应积极促进体育与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袁加强体育工作的系统性和协同性咱3暂遥 这些政

策文件共同勾勒出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深刻交融的愿景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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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体育设施建设视为有效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与全民健身国

家战略衔接的关键纽带遥 然而袁相关政策文件清晰虽界定了社

区体育与社会经济的协同互进关系袁 但实际操作中的形势是

否如预期袁尚待深入剖析遥 我国各省市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发

展的差异性与相互作用袁亦是待探究之命题遥 本研究旨在对上

述问题展开深入分析袁 揭示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内在

联系袁 为深化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

启示遥
1 文献综述

对于社区体育尧 社会经济的相关概念学术界都进行了阐

释袁但没有统一界定袁主要观点有院王凯珍等在社区体育指导

的相关研究中指出袁 社区体育主要是在微型社区中开展的区

域性群众体育活动咱4暂遥 吕树庭等从社会学视角出发袁认为社区

体育是社区居民自发的袁 并利用人造体育场地设施进行的有

计划性的体育活动咱5暂曰何国民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在一定

时期内社会尧经济所要达到的规模袁所涵盖的范围较大袁主要

包括社会保障尧经济基础尧科教卫生和人口发展等方面咱6暂遥综合

上述观点袁 本文认为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是指社区

体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联尧相互促进尧相互融合尧相
互协调遥 这种耦合协调的关系意味着社区体育的发展和社会

经济的进步是相辅相成的遥 通过提升社区体育发展水平袁可以

提高社区居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袁 而社会经济的进步也

为社区体育提供了更好的物质资源和社会关注度袁 从而推动

社区体育的蓬勃发展遥
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来看袁 国内学者主要从 3 个方

面对社区体育相关问题展开研究院1冤 从宏观层面分析我国社

区体育整体性治理的逻辑起点与困境突破咱7暂尧数字技术助推社

区体育精细化治理咱8暂尧社区老年体育服务智慧化供给价值与路

径咱9暂等袁研究发现社区体育整体性治理是新时代基层体育治理

的改革趋向袁 是加速实现社区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方略遥 要以价值重塑尧党建引领尧共同体建构和数字

革新为核心的社区体育整体性治理体系咱7-8暂遥 2冤从中观层面分

析城市社区体育治理体系构建咱10暂尧我国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

务整体性治理咱11暂尧我国城镇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发展困境咱12暂等袁
发现城市社区体育治理体系的构建包括治理结构体系尧 治理

方法体系尧治理运行体系尧治理制度体系 4 大基本内容咱10-11暂遥
3冤从微观层面分析成都市咱13暂尧南京市咱14暂尧南宁市咱15暂尧昆明市咱16暂尧
北京市咱17暂等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发展现状袁研究发现社区体育

公共服务体系中核心要素包括体育场地设施服务尧 体育组织

服务尧体育活动服务尧体育指导服务尧体育信息服务及居民体

质监测服务 6 个方面袁 当前各地区社区体育发展面临较大挑

战遥
综合国内学者相关研究袁主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院第一袁

对于社区体育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袁 宏观和中观

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袁并且大多采用定性研究曰第二袁对社区

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方面的关注度相对较低袁 将社区体

育与社会经济作为主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更为匮乏曰第三袁时空

演变方面的研究尤为不足袁 未能从空间角度对我国整体以及

各个区域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的空间格局进行分

析遥 但总体而言袁学者们在社区体育的相关研究领域做出了有

益探索遥 因此袁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结论基础之上袁 利用

2013要2019 年面板数据袁采用熵值法尧耦合协调指数以及空间

自相关分析等研究方法袁 从宏观层面对我国整体社区体育与

社会经济耦合协调的时序特征尧 空间特征尧 演变规律进行分

析袁 以期望能对我国未来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

提供借鉴与价值参考遥
2 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的机理分析

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关系可以借助社会资本理

论尧社会学理论和经济成长阶段理论进行解释遥 帕特南在研究

中发现袁社会资本主要包括社会组织的一些特征袁例如网络尧
规范和信任遥 它们能够使组织者更加有效地开展相关行动袁从
而提高社会效率袁增加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投资袁是全球经济

发展的关键要素咱18暂遥 其次袁根据社会学理论可以得知袁休闲娱

乐的需求与个体的生活水平息息相关遥 如果个体能够在较短

时间内获取到充足的生存物资袁 他们就会产生更多的休闲娱

乐需求遥 随着我国群众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袁对休闲娱乐

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咱19暂遥 而且袁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也同样认

为袁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袁从成熟推进阶段进入高额群

众消费阶段袁人们的消费结构也会发生变化遥 在高额群众消费

阶段袁人们对休闲尧教育尧保健尧国家安全尧社会保障项目等方

面的花费将增加咱20暂遥
通过对相关理论进行分析袁 我们发现社区体育和社会经

济相互依存尧互利共赢的关系是促进耦合协调发展的基础遥 这

种相互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院1冤 社区体育活动为经

济提供了需求和市场袁刺激了相关产业的发展袁如体育设施建

设尧体育教练培训尧体育用品销售等遥 同时袁经济的繁荣也为社

区体育提供了资金和资源支持袁推动了社区体育的开展遥 2冤社
区体育活动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的平台袁 有助于增强社区内居

民之间的联系和互信袁提高社会资本的积累遥 这种社会资本积

累促进了社区的凝聚力与社会和谐袁 同时也为社会经济的发

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合作基础遥 进而使社区能够更加

有效地开展相关行动袁增加了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投资袁提高

了社会效率袁促进了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遥 3冤社区

体育作为一种丰富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袁 能够满足人们对于

身心健康尧社交交往和文化娱乐的需求遥 社区体育的开展对个

体的健康有积极影响袁 而健康的个体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

要因素遥 通过社区体育活动袁居民可以增强身体健康尧提高生

活质量袁减少医疗成本和社会负担遥 健康的个体能够更好地投

入到经济生产和社会发展中袁提高劳动生产力和经济效益遥 随

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袁 人们对社区体育的需求将逐渐

增加袁 这种经济成长阶段的转变促进了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

的协调发展遥
综上所述袁 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社区体育活动增强了社会

资本袁推动社会效率和投资增长曰社会学理论认识到随着生活

水平提高袁人们对休闲娱乐的需求增加袁社区体育能够满足这

种需求曰 经济成长阶段理论指出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将促进

社区体育的投入遥 这些理论共同解释了我国社区体育与社会

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机理袁 以及社区体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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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机理框架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的评价指标应分别建立在

2 大子系统基础之上遥社区体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在数据选取

时严格依照可获得尧可量化尧科学性等原则袁并综合考虑指标

权重咱21暂遥 同时袁参考郭欢等构建我国社区体育评价指标体系研

究咱22暂以及王国红等城市社区体育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咱23暂袁
一致认为社区体育的核心要素包括体育场地设施服务尧 体育

组织服务尧体育活动服务尧体育指导服务尧体育信息服务及体

质监测服务 6 个方面袁 具体指标选取包括场地设施数量尧面
积尧社会组织和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尧国民体质监测情况等遥
因此本次研究从资金尧人力资源尧物质资源等方面选取了 8 个

指标构建反映社区体育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遥 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在数据选取时依据全面性尧代表性尧综合性

等原则袁并借鉴相关学者以往研究经验袁主要包括陈明瀚福建

省县域体育场地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评价研究咱24暂尧寇健忠等

体育场地资源建设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评价咱25暂袁从经济规模尧
人口发展尧居民生活水平 3 个维度选取了 10 个指标构建反映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遥 社区体育数据来源于体育事

业统计年鉴渊2013要2019 年冤袁社会经济发展相关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渊2014要2020 年冤遥由于数据缺失袁港澳台地区不

纳入研究范围遥
3.2 研究方法

熵值法能够有效地避免在对相关指标赋权时的主观性袁
是一种更为客观的赋权方法遥 本文主要运用熵值法对我国各

省市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权重进行测算袁 并根据

指标权重计算出 2013要2019 年我国各省市的社区体育与社

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指数遥 在此基础上袁借助耦合协调度模

型对耦合协调程度进行定量分析袁并划分为不同等级咱26暂遥 耦合

协调度模型的目的在于定量衡量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协调程

度和相互适应性袁以推断整体系统的稳定性和发展状况袁本文

将该模型应用于评价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水平遥 其

次袁根据相关数据分析结果袁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来揭示研

究要素的分布重心和迁移轨迹袁从而可知其空间演化特征遥 标

准差椭圆分析法的模型参数主要包括中心坐标尧长轴尧短轴尧
面积和旋转角袁本文主要运用 GIS 软件进行标准差椭圆分析袁
从这 5 个参数的变化对我国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

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规律进行评价遥 最终袁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

分析法中的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对我国整体及各省市耦合

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程度和空间异质性进行深入探讨遥
4 结果分析

4.1 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时序特征

通过利用 MATLAB 软件计算得到 2013要2019 年我国社

区体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指数袁我国各省市渊不包括

港澳台地区冤及东尧中尧东北和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指数如表 2
所示遥表 2 表明袁2013要2019 年我国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发展

耦合协调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袁这说明 2013 年以来袁我国

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之间相互适应尧 共同发展的能力在不断

增强遥 但是其发展速度相对缓慢袁耦合协调等级未能随着时间

的积累发生明显变化袁 各省市的耦合协调指数大多处于失调

状态袁协调等级较低遥 这与寇健忠等研究的体育场地资源建设

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不均衡的结论相符合遥
从 4 大区域来看袁其演变趋势与全国基本保持一致袁但不

表 1 我国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社区体育发展水平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亿元

地方财政支出/亿元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亿元

常住人口/万人

城镇化水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体育民办非企业单位/个
社会体育指导员累计发展人数/个

户外体育场地数量/个
户外体育场地面积/m2

户外体育场地投资总额/彩票公益金/万元

体质监测站点/个
接受体质监测人数/人

系统层 指标层

0.942
0.942
0.961
0.935
0.953
0.987
0.924
0.961
0.894
0.923
0.905
0.812
0.589
0.888
0.899

信息熵值 权重/%

3.529
3.545
2.381
3.942
2.867
0.790
4.647
2.361
6.470
4.692
5.776

11.416
24.965
6.810
6.128

权重方向

+
+
+
+
+
+
+
+
+
+
+
+
+
+
+

886窑 窑



第 42 卷 湖 北 体 育 科 技 第 10 期

同区域的增速尧增幅和变化过程均存在一定的差异遥 东部地区

的耦合协调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袁其中浙江尧江苏尧山东和

广东在 2013 年就达到了勉强协调状态 渊0.41~0.50冤袁 并且在

2013要2019 年其耦合协调指数逐年增加遥至 2019 年袁浙江尧山
东已达到了初级耦合协调状态渊0.51~0.60冤袁江苏尧广东达到了

良好耦合协调状态渊0.61~0.80冤遥北京尧上海尧福建尧河北均从一

般失调类渊0.21~0.40冤转变为勉强耦合协调状态袁但天津和海

南在 2013要2019 年未发生改变袁一直处于失调状态袁尤其是

天津的耦合协调指数呈现出野减少要增加要减少冶的波浪式变

化遥 总体来看袁 耦合协调等级转变较大的省市均位于东部地

区袁 这表明东部地区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在不

断增强曰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指数位于全国末位袁除了四川省

处于勉强耦合协调状态外袁其他地区均处于失调状态曰东北地

区的耦合协调等级相对较低袁但总体大于西部地区遥截至 2019
年袁除了辽宁属于勉强耦合协调类袁黑龙江和吉林也都处于失

调状态曰 中部地区耦合协调指数相对较高袁 位于东部地区之

后遥 通过观察表 2 可知袁河南省在 2013 年就达到了勉强耦合

协调袁至 2019 年已上升为初级耦合协调遥 江西尧湖北尧安徽和

湖南从失调状态转变为勉强耦合状态袁 但江西和湖南耦合协

调水平较不稳定袁耦合协调指数呈现下降趋势遥

4.2 我国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空

间特征

4.2.1 空间演变过程

主要利用 ARCGIS10.8 软件中的空间分析工具 袁以

2013要2019 年耦合协调指数作为权重袁 计算得到我国社区体

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迁移方向尧 分布范围以及移动路径

渊表 2冤遥 结果表明袁平均中心坐标为渊112.41oE尧33.31oN冤袁位于

我国东中部地区袁与上文时序特征分析相一致袁呈现出野西南要
东北冶的空间分布特征遥因此袁从耦合协调指数的重心移动方向

来看袁2013要2019 年我国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

指数的移动重心主要向东部地区偏移袁东部及中部地区的耦合

协调指数显著提升遥总体来说袁演化特征未发生明显改变袁呈现

出规则性变化遥其次袁标准差椭圆的长轴尧短轴和面积的演化规

律与重心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遥 其中袁短轴由 9.145 km 减少至

9.025 km袁 长轴由 13.305 km 减少至 13.014 km袁 面积从

382.386 km2 缩小至 368.959 km2袁各项参数的变化表明该时间

段我国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指数在西部大范围

收缩袁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集聚的发展态势日益显著袁这同样与

上述研究结果吻合遥 这说明袁相较于其他地区袁东部地区的耦

合协调程度更具有一定的优势遥
表 2 2013要2019年我国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指数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北地区

西部地区

北京

上海

浙江

江苏

天津

福建

山东

广东

海南

河北

江西

湖北

安徽

湖南

山西

辽宁

黑龙江

吉林

重庆

四川

陕西

云南

广西

贵州

内蒙古

青海

宁夏

西藏

新疆

甘肃

年份

0.394
0.358
0.490
0.493
0.290
0.340
0.503
0.486
0.173
0.356
0.295
0.338
0.341
0.341
0.294
0.392
0.320
0.281
0.279
0.348
0.301
0.296
0.312
0.236
0.305
0.168
0.171
0.116
0.237
0.227

2013 2014

0.357
0.372
0.490
0.588
0.276
0.360
0.550
0.525
0.182
0.383
0.355
0.385
0.334
0.358
0.316
0.409
0.317
0.301
0.300
0.359
0.311
0.290
0.321
0.244
0.344
0.172
0.193
0.132
0.251
0.251

2015

0.387
0.381
0.518
0.645
0.288
0.384
0.531
0.610
0.186
0.382
0.360
0.392
0.357
0.386
0.291
0.397
0.325
0.304
0.306
0.370
0.323
0.287
0.331
0.274
0.337
0.187
0.199
0.140
0.251
0.266

2016

0.368
0.404
0.530
0.612
0.296
0.384
0.524
0.556
0.197
0.354
0.334
0.401
0.368
0.377
0.304
0.371
0.323
0.331
0.322
0.406
0.311
0.317
0.332
0.281
0.326
0.191
0.204
0.143
0.270
0.274

2017 2018 2019

0.395
0.421
0.570
0.648
0.286
0.417
0.522
0.614
0.196
0.375
0.355
0.411
0.396
0.413
0.286
0.407
0.332
0.331
0.338
0.402
0.355
0.330
0.345
0.293
0.356
0.211
0.205
0.137
0.269
0.276

0.423
0.424
0.582
0.685
0.311
0.432
0.571
0.630
0.210
0.448
0.411
0.448
0.442
0.419
0.316
0.412
0.349
0.339
0.349
0.415
0.386
0.351
0.375
0.301
0.353
0.227
0.219
0.156
0.276
0.292

0.412
0.448
0.572
0.700
0.296
0.440
0.599
0.625
0.222
0.475
0.393
0.446
0.474
0.407
0.336
0.415
0.322
0.322
0.374
0.468
0.364
0.388
0.383
0.330
0.349
0.240
0.215
0.187
0.277
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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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3要2019年我国社区体育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

全局 Moran爷s I指数

4.2.3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选取 2013要2019 年面板数据袁 绘制莫兰散点图及集聚

图袁 对各省市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水平进行评

价遥由表 5 可知袁2013要2019 年耦合协调指数局部空间自相关

类型分别包括高高集聚尧 低高集聚尧 低低集聚和高低集聚 4
种袁并以低高集聚渊LH冤和高低集聚渊HL冤为主遥

高高集聚院该区域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指数的空

间分布处于较高水平袁同样相邻地区耦合协调指数也会处于较

高水平遥区域之间的分布差异较小袁从而能够构成热点区域遥通
过观察图 2 可知袁2013要2017 年位于该区域的省市数量一直

都在 5 个和 6 个之间变动袁主要围绕山东尧江苏尧上海尧浙江尧安
徽和广东遥至 2018 年袁位于该区的包括山东尧安徽尧江苏尧上海尧
浙江尧广东尧福建尧江西尧湖北尧河南 10 个省市袁福建尧江西尧湖
北尧河南均进入热点区域遥 但在 2019 年袁对应省市数量减少至

5 个袁广东尧福建尧江西尧湖北和河南相继退出遥 因此袁从整体上

看袁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的高高集聚区域在扩大和缩

小之间反复横跳袁波动较大遥从空间布局上看袁大多位于东部沿

海地区袁 分布范围相对稳定遥 主要由山东要江苏要上海要浙

江要安徽要广东组成袁空间分布也由分散到相对集中袁形成了

片状集聚区遥 改革开放为东部沿海地区提供了发展的重要契

机袁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袁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进袁吸引了

大量的外资和先进技术进入该区域袁 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遥
因此袁东部沿海地区拥有较多的科技资源尧物资资源和人力资

本遥 东部地区通常具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资源配置袁包括

体育场馆尧运动设施尧运动培训机构等袁从而可以带动社区体育

4.2.2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 2013要2019 年耦合协调指数整体上是否具

有空间自相关性和集聚性袁 借助 GIS 技术对相关指标进行计

算袁研究结论见表 4遥 结果显示袁2013要2019 年的 Moran爷s 指

数均为正数袁统计量 z 值的置信区间为 99%袁 值均为 0.00袁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渊 <0.05冤袁研究结果拒绝零假设遥 结果表明袁我
国 2013要2019 年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指数具有

正的空间自相关性袁且集聚特征显著袁即相关地区的耦合协调

指数越高袁与其相邻地区的耦合指数也会在该地区的影响下日

益提升袁地区之间的耦合协调指数相差较小袁集聚特征具有相

似性遥其次袁通过观察下表可知袁2013要2015 年 Moran爷s 指数

呈现野上升要下降冶的发展趋势遥因此袁2013要2015 年各省市耦

合协调指数的空间集聚性在下降袁空间自相关程度在降低袁即
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减弱遥 但 2016要2019 年耦合协调

指数逐年递增袁 我国各省市耦合协调指数的空间集聚程度在

不断增强袁 表现出强的空间自相关性遥 从总体来说袁2013要
2019 年耦合协调指数的空间稳定性和时间惯性逐年提升袁变
化幅度较小遥 但通过表 3 仅能够揭示我国社区体育与社会经

济发展耦合的全局特征袁 并不能具体解释各地区之间的局部

空间关系袁因此还需要结合 LISA 集聚图分析我国各省市耦合

协调度的空间差异遥

表 3 2013要2019年我国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指数的标准差椭圆参数变化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12.241 43oE尧33.302 197oN
112.402 356oE尧33.338 917oN
112.457 745oE尧33.351 177oN
112.408 367oE尧33.312 744oN
112.453 912oE尧33.267 989oN
112.454 739oE尧33.245 322oN
112.403 853oE尧33.190 788oN

年份 中心坐标

9.148 878
9.087 397
9.104 233
9.114 140
9.097 056
9.083 120
9.025 208

短轴/km 长轴/km

13.304 907
13.166 617
13.158 040
13.165 956
13.102 916
13.033 155
13.013 591

面积/万km2

382.386 217
375.869 347
376.320 631
376.956 048
374.448 470
371.884 218
368.958 854

旋转角/°

75.102 361
74.280 005
73.955 664
73.972 054
73.121 901
73.941 809
74.293 455

偏移方向

西南

东北

东北

东北

东北

东北

东北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0.271 6

0.335 1

0.341 3

0.289 4

0.296 7

0.321 4

0.379 6

年份 Moran爷s I 值

0

0

0

0

0

0

0

Z 检验

2.804 3

3.389 3

3.448 6

2.966 0

3.024 6

3.254 3

3.786 4

表 5 2013要2019年我国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指数空间类型变化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5
6
6
5
6

10
5

16.67
20.00
20.00
16.67
20.00
33.33
16.67

9
9
9

13
13
9

11

30.00
30.00
30.00
43.33
43.33
30.00
36.67

6
6
6
6
6
6
8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6.67

10
9
9
6
5
5
6

33.33
30.00
30.00
20.00
16.67
16.67
20.00

个数 占比/% 个数 占比/% 个数 占比/% 个数 占比/%
年份

高高集聚渊HH冤 低高集聚渊LH冤 低集聚渊LL冤 高低集聚渊HL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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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设施建设袁吸引更多人参与体育活动遥一般来说袁经济发展

水平越高的地区袁教育水平和文化程度也相对较高袁社会对体

育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也更高袁促使社区和个人更加注重体育活

动袁从而能够侧面推动社区体育的发展遥其次袁该地区具有良好

的拉动效应袁即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在整个区域内蔓延并带动其

他领域的发展遥 区域内的省市紧密合作袁形成了高度一体化的

发展态势遥 区域一体化促进了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袁为社区

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和支持遥 此外袁
东部地区在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发展方面拥有更多的政

策支持袁主要包括资金支持尧政策引导和激励尧规划布局和土地

资源利用等遥总的来说袁这些因素相互作用袁共同促成了该区域

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带遥 未来袁该区域应继续发挥

自身的优势袁进一步推动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遥
低高集聚院 该区域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指数空

间分布处于较低水平袁 但相邻地区耦合协调指数处于较高水

平遥 区域之间空间分布差异较大袁从而能够构成次冷点区域遥
2013要2015 年该区域主要包括四川尧云南尧重庆尧广西尧山西尧
陕西尧内蒙古尧黑龙江尧吉林 9 个省市袁2016 和 2017 年该区省

市数量增加了 4 个袁分别是河北尧北京尧天津和辽宁遥 在 2018
年袁 该区域的省市数量减少至 9 个袁 对应省市名称与 2013要
2015 年保持一致遥 至 2019 年袁河北尧北京尧天津和辽宁再次进

入该区域袁而黑龙江和吉林首次退出低高集聚区遥 整体上看袁
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的低高集聚区主要由四川要云

南要重庆要广西要山西要陕西要内蒙古要黑龙江要吉林组

成袁集聚范围变化幅度较小遥 从空间分布上看袁主要分布在东

北和西南地区袁呈现出野人字形冶集聚区遥 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相对较低袁经济结构相对不平衡袁存在产业结构单一尧缺乏多

元化发展的情况袁 导致社会经济发展与社区体育的耦合协调

性较低遥 同时袁社区体育资源相对匮乏袁较大程度限制了社区

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和条件袁影响了社区体育的发展遥 其

次袁教育水平和文化程度也相对较低袁社会对体育的认识和重

视程度不够遥 并且相对远离沿海地区和主要经济中心袁交通条

件不如东部地区便捷遥 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资源的流动和交

流袁限制了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和协调遥
低低集聚院 该区域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指数的

空间分布处于较低水平袁 相邻地区耦合协调指数也会处于较

低水平遥 区域之间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小袁从而能够构成冷点区

域遥 2013要2018 年位于该区域主要包括海南尧甘肃尧新疆尧西
藏尧青海尧宁夏 6 个省市袁在 2019 年该区域省市数量增加至 8
个袁 黑龙江和吉林相继进入低低集聚区遥 整体上看袁2013要
2019 年低低集聚区的波动相对较小袁主要位于西部地区袁其空

间演变趋势具有一定的时空稳定性遥 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

展水平相对较低袁不足以支持社区体育的发展袁限制了社区体

育设施的建设和维护袁以及对体育项目和活动的投入遥 其次袁
西部地区的地理位置较为偏远袁交通条件相对较差遥 这使得资

源的流动和交流受限袁 与其他地区的互动和合作受到一定的

制约遥 相对较远的距离和不便利的交通可能限制了体育项目

的组织和参与遥 此外袁西部地区缺乏足够的政策支持和投入遥
相关政府部门尽管在近年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来支持西部地区

体育事业的发展袁但与东中部相比袁依然存在较大差距遥 在社

区体育发展方面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力度不够袁 导致社区体育

发展的推动力不足遥
高低集聚院 该区域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指数的

空间分布处于较高水平袁 但是相邻地区耦合协调指数会处于

较低水平遥 区域之间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大袁从而能够构成次热

点区域遥 在 2013 年袁该区域主要包括广东尧福建尧江西尧湖南尧
湖北尧河南尧河北尧北京尧天津尧辽宁 10 个省市遥2014 和 2015 年

省市数量减少至 9 个袁 河南和广东相继退出该区域遥 2016要
2019 年袁该区域省市数量进一步减少袁一直在 5 个和 6 个之间

浮动袁主要包括广东尧福建尧江西尧湖南尧湖北尧河南遥 整体上看袁
高低集聚区中的省市数量在逐年递减袁空间分布与高高尧低高

和低低集聚区相比袁变化幅度相对较大袁主要位于华南尧华中

和华北地区遥 该地区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相对较高袁但周边地区发展水平较低袁差异较大遥 与其他地区

相比袁该地区在社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袁
拥有较多的体育场馆尧运动场地和健身设施袁能够为居民提供

广泛的体育活动场所遥 同时袁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

源袁这为开展各类体育项目和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遥 其次袁
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社区体育政策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袁 提供

了资金和政策支持袁鼓励社区体育项目的开展袁为社区体育的

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遥 此外袁还存在积极的社会组织和社区合

作机制袁促进了社区体育的开展遥 社会组织尧社区团体和志愿

者积极参与社区体育项目的组织和管理袁 为居民提供多样化

的体育活动和服务遥 但该地区受极化效应的影响袁协同发展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抑制袁其相邻省域的耦合协调程度较低咱25暂遥
因此袁应尽快带动周围地区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袁积
极开展区域合作遥

图 2 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局部空间自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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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从整体时序演变特征来看袁2013要2019 年我国社区体育

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指数呈现上升趋势袁 社区体育与社

会经济之间相互适应尧共同发展的能力在不断增强遥 然而袁省
域及 4 大区域之间的耦合协调等级差距较大遥 我国 31 个省市

渊自治区冤的耦合协调指数大多处于失调状态袁其中东部地区

的耦合协调等级明显高于中部尧东北部和西部地区遥
从空间演变特征来看袁2013要3019 年我国社区体育与社

会经济耦合协调指数的演变规律呈现出野西南要东北冶的空间

分布走向袁移动重心主要向东部地区倾斜遥 同时袁我国社区体

表 6 2013要2019年我国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时空跃迁分析

北京

上海

浙江

江苏

天津

福建

山东

广东

海南

河北

江西

湖北

安徽

湖南

河南

山西

辽宁

黑龙江

吉林

重庆

四川

陕西

云南

广西

贵州

内蒙古

青海

宁夏

西藏

新疆

甘肃

HL
HH
HH
HH
HL
HL
HH
HL
LL
LH
HL
HL
HH
HL
HL
LH
HL
LH
LH
LH
LH
LH
LH
LH
LH
LH
LL
LL
LL
LL
LL

省市 2013

HL
HH
HH
HH
HL
HL
HH
HL
LL
LH
HL
HL
HH
HL
HH
LH
HL
LH
LH
LH
LH
LH
LH
LH
LH
LH
LL
LL
LL
LL
LL

2014 2015

HL
HH
HH
HH
HL
HL
HH
HH
LL
HL
HL
HL
HH
HL
HL
LH
HL
LH
LH
LH
LH
LH
LH
LH
LL
LH
LL
LL
LL
LL
LL

2016

LH
HH
HH
HH
LH
HL
HH
HL
LL
LH
HL
HL
HH
HL
HL
LH
LH
LH
LH
LH
LH
LH
LH
LH
LL
LH
LL
LL
LL
LL
LL

2017

LH
HH
HH
HH
LH
HL
HH
HH
LL
LH
HL
HL
HH
HL
HL
LH
LH
LH
LH
LH
LH
LH
LH
LH
LL
LH
LL
LL
LL
LL
LL

2018 2019

HL
HH
HH
HH
LH
HH
HH
HH
LL
HL
HH
HH
HH
HL
HH
LH
HL
LH
LH
LH
LH
LH
LH
LH
LL
LH
LL
LL
LL
LL
LL

LH
HH
HH
HH
LH
HL
HH
HL
LL
LH
HL
HL
HH
HL
HL
LH
LH
LL
LL
LH
LH
LH
LH
LH
LL
LH
LL
LL
LL
LL
LL

4.2.4 时空跃迁分析

从表 6 的分析结果来看袁2013要2016 年袁大多数省市并未

发生跃迁袁因此跃迁类型最主要的是 IV 型渊未发生跃迁冤袁除
了北京尧天津尧辽宁和贵州袁其他省市的集聚类型未发生改变遥
其中 I 型的省市共有 4 个袁 分别包括北京 渊HL寅LH冤尧 天津

渊HL寅LH冤尧辽宁渊HL寅LH冤尧贵州渊LH寅LL冤遥 2016要2019 年袁
集聚类型仍然还是 IV 型为主袁除了黑龙江渊LH寅LL冤和吉林

渊LH寅LL冤袁 其他 29 个省市均未发生跃迁遥 从整体上看袁
2013要2019 年袁 依然是以 IV 型跃迁为主袁 分别包括上海尧浙
江尧江苏尧山东尧广东等 24 个省市袁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遥 其中 I 型共 6 个省市袁分别是北京渊HL寅LH冤尧天津渊HL寅
LH冤尧辽宁渊HL寅LH冤尧吉林渊LH寅LL冤和黑龙江渊LH寅LL冤袁3 个

时间段均未有省市发生域型渊HL寅LL冤和芋型渊LL寅HH冤跃
迁遥

综上所述袁发生 IV 型跃迁的省市占比超过了 90%袁说明

我国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重心较为稳定遥 从

安徽尧河南的跃迁现象来看袁中部地区易受到东部地区经济溢

出效应的影响袁热点区域能够带动周边省域的发展袁东部地区

的溢出效应不断向中部地区辐射袁 中部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在

不断提高遥 此外袁海南尧广西虽然与耦合水平较高的次热点区

域相邻袁但随着时间的积累袁广西和海南的社区体育与社会经

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袁 这说明该地区耦合协调水平

主要受到自身相关因素的影响遥 同时袁次热点区域应加强跨区

域合作袁尽可能减少极化效应所带来的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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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指数具有正的空间自相关性袁集
聚特征显著遥 其局域空间分布特征以异质为主袁各地区的耦合

协调等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袁 但距离理想状态还存在较

大差距遥 此外袁 我国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时空稳定

性袁东中部地区的相互作用更为明显遥
我国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

由政策尧经济和社会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遥 地方政府在

资源配置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政策决策袁会直接影响社区

体育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协调程度遥 经济因素则影响了不同地

区的资源分配尧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遥 而社会因素袁如文化传

统尧社会参与度尧居民意识等袁也在塑造不同地区的社区体育

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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