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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文献资料、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以 CSSCI( 2008 － 2012 年) 中文体育类核

心期刊发表的体育旅游文献为研究样本，把体育旅游的研究主题分为基础理论部分、实
践部分、综述及其它部分，基础理论部分包括体育旅游的概念、分类、学科融合等; 实践

部分包括体育旅游开发、可持续发展及战略规划、体育旅游参与者及其影响; 体育旅游

综述及其它。文章理清了近 5 年体育旅游研究的基本状况，简要分析了体育旅游未来

的发展方向———体育旅游应向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内容多元化方向发展，这将推动我

国体育旅游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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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use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mathematical statis-
tics，is conducted through consultation of documents on Sports Tourism which scattered
throughout core Chinese journals of sports during 2008 － 2012． The sports tourism research
theme is divided into theoretical part，practice part，research review and other parts． theo-
retical part includes the concept of sports tourism，classification，subject integration，etc． ;

Practice includes sports tourism development，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c plan-
ning，sports tourism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topics such as participants，sports tourism re-
views and other topics，nearly five years was basic on the study status of sports tourism，

sports tourism was analyzed a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future． Sports tourism re-
search methods and content should be diversity，this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port tourism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Sports tourism; Ｒesearch review; Sports academic periodicals; CSSCI

2001 年 7 月 13 日北京获得第 29 届夏季奥运

会举办权后，学术界不断加强对体育旅游的研究。
按照国际体育旅游委员会的统计，全球体育旅游的

收入占到了世界旅游总收入的 32%。有关资料显

示: 我国体育旅游从 1994 年以来，一直以 30% ～
40%的速度上升［1］。体育旅游作为一项朝阳产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突出。2013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全面实施，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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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我国旅游业的稳定发展。根据 CSSCI 的期刊收

录原则，2008 － 2012 年收录体育类 11 种来源期

刊，对这些刊物所载有关体育旅游的文献进行收

集、分类、归纳、整理，并查阅了一些有关体育旅游

的专著、教科书、会议论文、硕士论文等资料。在此

基础上对有关体育旅游的研究进行评述和展望，希

望为今后体育旅游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以期

推进我国体育旅游事业的健康发展。

1 体育旅游文献分布情况

1． 1 体育旅游文献量及年份分布情况

查阅这 11 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得出各期

刊中体育旅游文献数量的统计数据。为了避免文

献的遗漏，在查阅的过程中进行了人工筛选，从而

使研究样本具有准确性。11 种期刊中《天津体育

学院学报》没有一篇关于体育旅游的文献。《体育

文化导刊》虽然只有两年，文献数量却达 19 篇，占

总数的 20． 7%。在 11 种期刊中有体育旅游相关

内容的文献，发表在 2008 年的有 18 篇，占总数的

19． 6% ; 2009 年有 19 篇，占总数的 20． 7% ; 2010 年

有 14 篇，占总数的 15． 2% ; 2011 年有 23 篇，占总

数的 25． 0% ; 2012 年有 18 篇，占总数的 19． 6%
( 见表 1) 。体育旅游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仅 5 年时

间就在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中拥有近百篇的文献

量，这与我国体育事业的迅猛发展基本保持一致，

确实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

表 1 2008 － 2012 年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中体育旅游文献统计

序号 期刊名称
2008 年

/篇数

2009 年

/篇数

2010 年

/篇数

2011 年

/篇数

2012 年

/篇数

总数

/篇数
比例(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体育科学

中国体育科技

体育与科学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体育学刊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体育文化导刊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总数 /篇数

1
1
1
3
1
1
—
4
3
3
0
18

0
1
2
1
3
2
—
5
2
3
0
19

0
0
3
1
1
1
—
5
2
1
0
14

3
1
2
1
2
0
11
—
0
3
0
23

2
0
1
3
0
2
8
—
0
2
0
23

6
3
9
9
7
6
19
14
7
12
0
92

6． 5
3． 3
9． 8
9． 8
7． 6
6． 5
20． 7
15． 2
7． 6
13． 0
0
92

1． 2 体育旅游基金项目立项分析

基金项目作为学科最前沿的研究问题，代表着最

新的研究方向和最高的研究水平。体育旅游基金项

目包括国家级和省部级。92 篇文献中有 56 篇属于基

金项目，达到文献总数的 60． 9% ( 见表 2)。2008 年北

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政府加强了对体育旅游研究

的扶持力度，促进体育旅游不断发展，使学者们的研

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层次不断加深。

表 2 2008 － 2012 年体育旅游基金项目立项一览表 ( N =56)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级别

数量

国家级

6
省部级

6
国家级

4
省部级

7
国家级

1
省部级

6
国家级

5
省部级

10
国家级

5
省部级

6

1． 3 体育旅游研究热点分布情况

体育旅游的研究分为理论部分、实践部分、综
述及其它部分，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见表 3 ) 。其中对体育旅游开发的研究多达 32

篇，占总数的 34． 8%。这一时期，关于体育旅游综

述方面的文献数量有 4 篇，占总数的 4． 3%。基于

此，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近 5 年国内中文体育核心期

刊体育旅游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评述。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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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8 － 2012 年体育旅游研究热点

主题
体育旅游

基础理论

体育旅游实践

体育旅游

开发

体育旅游可持续

发展及战略规划

体育旅游参与

者及影响

体育旅游

综述
其它

数量( N)

比例( % )

11
12． 0

32
34． 8

28
30． 4

14
15． 2

4
4． 3

3
3． 3

2 体育旅游研究主题

2． 1 体育旅游基础理论部分

我国从 1991 年刘杰在《哈尔滨体育学院学

报》上发表《论体育旅游》至今已有 20 多年时间，

体育旅游的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体育与旅游这两

门独立学科存在不同层次的关联，学者们要将它们

合理的融合是一个非常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一个

有生命力的新事物要想得到发展，必须要有强有力

的理论支撑。因此，这些年对体育旅游理论的研究

集中在其概念、分类、学科融合等方面。
2． 1． 1 关于体育旅游概念的研究 迄今为止，国

内外仍没有给体育旅游的概念一个统一的、精确的

表述，但学者们都从不同角度对体育旅游进行了界

定。体育旅游虽然定义不同，但它们在本质上是一

致的，只是侧重点不同，并从不同侧面来反应体育

旅游与其它活动的不同。朱红香认为，体育旅游不

是体育与旅游的简单组合，而是体育与旅游的特殊

组合，应归属于旅游学科。体育旅游项目称谓是由

动词和名词组成的动宾结构复合词，不能盲目地把

我们平时参加的所有体育项目都认为是体育旅游

项目［2］。曲天敏认为，体育旅游和旅游体育并不

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概念，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渗

透，又相互区别［3］。对于体育旅游概念的研究，几

乎伴随着体育旅游发展的整个过程，这说明体育旅

游的研究还存在一些缺陷，仍然需要不断地完善。
体育旅游的概念是研究体育旅游问题的基础，是根

本出发点，也是构建体育旅游基础理论体系的归

宿。体育旅游的概念界定应充分把握人的身体活

动这一基本属性，既要有体育的健身性，又要有旅

游的娱乐性，是具有双重属性的一种社会、经济和

文化现象。
2． 1． 2 关于体育旅游类型划分的研究 目前，人

们对体育旅游的分类和体育旅游资源的分类存在

含糊不清的现象，分类依据不同、分类逻辑不清、分
类缺乏系统性，有的甚至直接套用了旅游学科的分

类标准。由于体育活动存在诸多的类型，体育旅游

的划分类型也存在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

法、八分法等。体育旅游资源的分类也依据分类标

准的不同而有多种划分方法，如按基本属性、利用

角度、形成因素、参与目的、活动场所、承载能力等，

划分出不同的类型。在此基础上，宛霞以色系为研

究视角将体育旅游资源创造性的划分出了绿色、蓝
色、白色、红色、黄色五大类［4］。无论是体育旅游

的分类，还是体育旅游资源的分类，都存在多样性，

有待进一步加强。虽然对体育旅游提出了一些不

同的分类标准，但因不全面没有达成共识。这在于

学者们对体育旅游认识上过于感性化，缺乏深入探

究的精神。体育旅游类型划分在体育旅游基础理

论体系完善的过程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具有较高的

现实意义。
2． 1． 3 关于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的研究 与国外体

育旅游研究相比，我国的体育旅游起步较晚，研究

不深入、不完善。因此，体育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就

显得尤为重要。卢长宝认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

的对接应借助产业价值链分析方法，将二者对接的

物质基础归纳为“体验需求、资源共享、关联互补、
产业链延伸”4 个层面［5］，并据此构建了以“需求—
市场”、“资源—品牌”、“关联—创意”、“产业链—
项目”为关键节点的产业链双向延伸的长效对接

机制。雷波从市场需求、资源共享、关联互补、科技

进步和发展趋势五个方面分析了体育产业与旅游

产业融合的基本条件，探讨了两大产业融合发展的

渗透型、重组型和延伸型三种模式及差异［6］。两

大产业的融合发展不仅保留了因产业差异而形成

的引力，而且消除了产业差异而造成的斥力，促进

了两大产业优化发展。《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
中指出: 促进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的互动发展。体

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是未来市场需求的发展趋

势，资源共享是基础、优劣互补是目的、先进技术是

支撑，最终实现体育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
体育旅游总的来说是一门多学科知识交叉运

用并不断创新的边缘学科，由于它涉及的知识面比

较广泛，它的基础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因

·94·



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 2014

此学者们在研究时要特别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要把所研究的理论应用于实践之中，防止产生空洞

的理论。
2． 2 体育旅游实践部分

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高于实践。为了将理

论研究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就必须在大量的实践应

用中总结普遍发展规律，寻找共同点，最终将体育

旅游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完美结合。整合这些年

对体育旅游实践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

2． 2． 1 关于体育旅游开发的研究 体育旅游资源

开发成为其发展的亮点，我国体育旅游具有强大的

市场需求，需求是人类一切活动进步的动力源泉。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

划分为五个层次，由低到高逐级上升，人类的需求

具有能动性和递进性，伴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地

发展变化，这一需求也适应于体育旅游。对于旅

游，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观光旅游，而是在追

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础上，寻求刺激、挑战，体

育旅游独特的活动形式正好满足了人们的这一需

求。在这一需求的促使下，专题性的体育旅游规划

开发成为研究的热点，使体育旅游发展逐渐走上新

的台阶。
( 1) 都市体育旅游开发。城市在人类不断发

展进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北京、上海等国际化大

都市不断涌现，成为著名的旅游地。很多城市都在

利用旅游资源来研究如何开发体育旅游，更好地把

体育旅游引入城市。中国香港以“动感之都”为主

题被世人所接受。刘丽芳认为，西安市自然旅游资

源种类齐全; 开发体育旅游不仅能缓减压力，还可

以解决西安市旅游景点存在功能单一的问题［7］。
邹勇认为，中小城市由于经济不发达、要发展体育

旅游就需要在开发机制上进行创新［8］。城市通过

提高服务质量、改善交通、优化环境、开展休闲娱乐

项目、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等来提升城市形象、突出

特色，吸引游客。“十二五”时期即将在我国举办的

重大赛事有: 2013 年第 12 届全运会、2013 年天津

第 6 届东亚运动会、2013 年南京第 2 届亚青会、
2014 年南京第二届青奥会、2015 年北京世界田径

锦标赛等重要国际赛事。举办城市要抓住机遇，加

强体育与旅游部门的合作，积极引进体育旅游专业

人才，加大促销力度，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带动相关

产业发展，尽而加速整个社会发展，最终实现体育、
旅游双丰收。

( 2) 生态体育旅游开发。城市化、商业化使人

们生活水平提高，但人们生活在紧张压抑的氛围

中，产生了所谓的“城市病”，生活质量也随之下降

了。基于此，人们对健康意识的增强和原始生态环

境的向往，促使人们开发生态体育旅游来满足内心

的需求。樊西娜提出了峨眉山发展体育旅游项目

的开发建议和原则［9］。黄健认为，实施绿色营销

战略符合发展西部生态体育旅游产品的内在需求，

符合国内外发展生态旅游的消费趋势［10］。生态环

境的变化同经济发展水平、经营管理模式、地方民

俗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要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同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之间寻求平衡点，合理开发绿

色体育旅游产品，努力打造绿色、低碳体育旅游形

象。
( 3) 特色体育旅游开发。在竞争激烈的体育

旅游市场中，要想大获全胜就必须把各项体育旅游

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突出个性，充分展示其本身

独有的特色，树立自己的品牌和旅游形象。许世岩

认为，应大力开发地域特色体育旅游风景线，提出

甘肃省地域特色体育旅游项目开发保障建议［11］。
张守平以新疆 7 个民族为研究对象，强调开发体育

旅游项目时要有先后顺序，各个地区在开发特色体

育旅游的过程中要避免近距离的雷同，区域间要加

强交流合作，不被传统观念所束缚［12］。
体育旅游开发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所涉及的

内容有体育旅游资源的考察、市场分析的调查、产
品的设计、功能的分区、旅游线路的设计等，这些都

需要决策者把潜在旅游资源经过加工、完善后转化

成现实的经济优势，提高对游客的吸引力，满足体

育旅游者的各种需求。
2． 2． 2 关于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及战略规划的研

究 体育旅游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

发过程中有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恶果，如环境污染、
文化大同等。如何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来确保

体育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受到社会各界

的高度关注。马向文认为，体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

展的政府扶持政策，是实现体育旅游产业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的决定因素，是我国体育旅游产业实

现快速而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13］。方春妮认为，

旅游业集群化发展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具体体现

在外部经济效应、区位品牌效应和创新优势上［14］。
我国体育旅游业应针对存在的不足，进行产业集群

化发展。国家旅游局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大精神的意见中指出，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推进旅

游业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坚持“保护优先，开发

服从保护”原则。各级部门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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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决策作用，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加强监督力

度; 制定生存发展计划; 树立低碳的环保理念; 联合

其它产业共建体育旅游产业链。当务之急是要建

立一套切实可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2． 2． 3 关于体育旅游者行为、特征及其影响的研

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旅游需求的增加，2013
年 2 月 2 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国民旅游休闲纲

要( 2013 － 2020 ) 》，主要任务是落实《职工带薪年

休假条例》，闲暇时间的增多及经济的保障，促使

大多数人追求一种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活动—体

育旅游。体育旅游者类型分为: 首要体育旅游者、
附带体育旅游者、体育爱好者［15］。李珂从对体育

旅游的认识、项目、动机、制约因素、频率、费用、出
游时机等方面入手，分析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在以上

诸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16］。罗秋菊对大型体育赛

事期间游客消费经济影响评估技术层面的难点与

问题进行研究，建议评估偶发性的大型活动应该把

更多的关注视角放在经济影响因素之外的城市空

间结构重构、城市形象效应、政治效应等方面［17］。
参与体育旅游首先就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

上，转变生活方式、消费观念、价值观，追求高质量、
高品位的生活。
2． 3 体育旅游综述及其它

2． 3． 1 关于体育旅游综述的研究 体育旅游研究

综述集中在对国内外体育旅游研究的比较分析及

国内体育旅游研究现状的评述。通过对国内外体

育旅游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比较得出: 国内外

体育旅游研究存在较大的差距，国外体育旅游研究

在努力迈向规范化，然而我国的体育旅游研究却处

于初步发展阶段。尤其是国外体育旅游的研究方

法多样化，例如: 相关分析、因子分析、方差分析、回
归分析、路径分析、聚类分析、结构方程、时间序列

等［18］。而我国却还停留在对体育旅游定性分析与

定量分析的阶段。国内学者要积极借鉴国外学者

的先进研究方法来弥补国内研究内容的不足，努力

向国际化接轨。
2． 3． 2 其它 在对体育旅游的研究过程中，发现

体育旅游存在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因此体育旅

游的涉及面也就相当的宽泛。周清明等对体育旅

游中高风险项目的风险成因进行研究，并提出风险

控制与防范的相应措施与手段［19］。李春芳对提高

体育旅游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进行研究［20］。未来体

育旅游的研究应注重体育旅游的安全保障、多样化

集成研究。张林等从统计学的视角对体育及相关

产业的概念、分类、指标、统计实施办法等问题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21］。由此可见，学者们对体育旅游

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这也充分说明体育旅游在我

国的发展还需要学者们的进一步努力。

3 评述与展望

2013 年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颁布《国务院关

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 发展

健康文化和旅游，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面向国际国内

市场，整合绿色生态旅游资源，发展养生、体育和医

疗健康旅游。体育旅游年轻又具有广阔的发展潜

力，它的快速发展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学术界

对体育旅游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得到

了社会的认可，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体育旅游在

我国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内容不断拓宽，研

究深度不断加深，但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

决。
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得第

一手的资料，但关键在于样本能否反映总体情况，

这对研究的结果有一定的影响，致使研究结果失

真。因此，在对研究结果进行检测时，注意研究数

据的有效性，最终实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在今后

的研究中要借助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将获取的信

息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宏
观与微观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等分析方法，

最终将恰当、合理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加以利用是研

究趋势所在。在研究内容上，除了需要加强对体育

旅游基础理论的探讨外，还要对体育旅游的研究方

法、风险问题、核心竞争力、集群化、供应商、经营管

理等方面进行研究。充分发挥体育旅游的多元化

功能，为体育旅游的发展搭建良好的平台，最终促

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在研究结果上，多是从局部看

整体，存在以偏概全现象，存在主观性，缺乏对体育

旅游深入探究的精神。毋容置疑，加强对体育旅游

的整体认识，加大宣传力度，深化体育旅游理论研

究，对加强体育旅游实践研究有着深刻的指导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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