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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规划目的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天

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天津

市体育发展“十四五”规划》，推进静海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水平，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完善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促进静海区体育事业发展，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编制《天

津市静海区公共体育设施布局规划（2022-2035年）》。

1.2 规划范围与期限

规划近期

2035年

规划远期

规划期限：2022-2035年

规划背景概述
OVERVIEW01

2025年

规划范围：静海区行政辖区



2.2 目标愿景
规划目标与配置分级
GOALS AND LEVELS02

2.1 规划目标

国际知名的体育名城
国内领先的健康新城
津城典范的运动强区

着力打造：多种体育业态聚集的产业发展高地、

优秀体育人才辈出的人才培养高地、

国际国内体育赛事汇集的国际化体育名城

全面提升静海区体育事业综合竞争力，努力把静海建设成为

在全市富有品质魅力、运动活力的体育强区和文体旅融合特色区。



2.2 目标愿景
规划目标与配置分级
GOALS AND LEVELS02

2.2 配置分级

区级

街道（乡镇）级

社区（村）级

本规划构建“区级—街道（乡镇）级—社区（村）级”三
级配置的公共体育设施分级体系。

服务落位于静海区的相关赛事，可满足举办大型单项赛事的需求，
同时用于全民健身。规划内容为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体育公园等。

服务于静海区范围内各街道及各乡镇，用于全民健身。规划内容为
多功能运动场地等。

服务于静海区范围内的社区、村庄，可结合实际需求配置实用性全
民健身设施。规划内容为小型多功能运动场地、室外综合健身场地等。



本 次 规
划 打 造 “ 一
湖 一 河 两 心
多 节 点 ” 的
总 体 空 间 布
局结构。

公共体育设施空间布局规划
LAYOUT PLANNING03

3.1 总体空间布局

团泊湖国际体育赛事地一湖

南运河国家体育休闲带一河

静海主城体育设施核心、
团泊健康城体育设施核心两心

各乡镇级体育设施节点多节点



公共体育设施空间布局规划
LAYOUT PLANNING03

本 次 规
划 打 造 “ 一
主 两 副 五 区
多 节 点 ” 的
空 间 布 局 结
构。

3.2 体育训练基地规划

 一主： 天津体育中心综合体育训练基地
 两副：中国北方水上项目运动中心    

团泊水上项目训练基地

 五区：东部地区，自行车项目片区

              西部地区，射箭项目片区

              南部地区，柔道、手球项目片区

              北部地区，水上、冰上项目片区

              中部地区，三大球和田径、游泳、举重项目片区

 多节点：多个特色节点

（天津市静海区特色体育训练基地、天津市静海区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



2.2 目标愿景
实施保障建议
IMPLEMENTATION SUGGESTIONS04

4.1 实施保障建议

强化规划协调

空间复合利用

落实用地保障

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通过规划单元进行配置；城镇开发边界外
以规划发展村庄为载体配置健身场地设施，避免资源错配和浪费。

通过土地复合利用或与其他具有相容性用途土地上的产权人达成使
用协议等途径使公共体育设施落地。

探索多种供地方式，保障土地供应及公共体育设施供给。

保障设施品质

鼓励多元共享

立足以人为本，严格落实公共体育设施配套功能性要求，提高设施
规划建设品质。

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开放，提高基层体育设施的
使用效率和便捷度，推动场馆设施、赛事活动、健身指导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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