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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体育旅游产业处于发展阶段，如何让市场、企业、生态协调发展是今后努力的方向。本文的

研究目的是通过对国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体育旅游的现状提取出相关经验，以期对我国生态体育旅

游产业的发展带来启示。本文认为国外生态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是将体育资源市场化、整合化，市

场运动的可持续；各组织之间协调发展，相互合作，是体育活动开展的可持续；市场侧重“人”的服务，

满足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诉求；体育文化浓厚，是参与体育旅游的主观能动。我国应从组织合作、品牌

效应、体育文化、生态发展相关方面促进生态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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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ese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is in the developing stage, how to let the market, en-
terprises, and ecological coordinate development is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effort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tract relevant experience for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foreig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sports tourism, hoping to bring enlighten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ecological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sports 
tourism abroad is the market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sports resources and the sustainable mar-
ket movemen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mutual cooperation among various organ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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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 a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ports activities. The market focuses on the service of 
“people” to meet the demands of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sports activities; Sports culture is strong, 
it is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to participate in sports tourism. In our country, we sh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sports tourism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organization coopera-
tion, brand effect, sports culture and ecolog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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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体育旅游的相关概述 

随着人们对自然环境关注的增加，生态体育旅游得以发展。随着游客对更偏远的自然旅行需求增加，

给生态体育旅游的可持续性带来了挑战。通过查阅文献资料，生态体育旅游的概念存在争议。本文的生

态体育旅游，是指旅游者离开居住地和工作地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参与各种健身娱乐、体育竞技、

体育交流等活动的形式进行旅游[1]。生态体育旅游有三个核心特征，一是旅行是基于自然的，主要是在

相对未受影响的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系统中；二是生态体育旅游动机是教育性、体育性的，通过参与、

体验、观赏的正式与非正式互动；三是生态体育旅游是可持续的，重点是最大限度地减少该地区的经济、

社会文化和环境成本。 
可持续性作为生态体育旅游标准的关键要素，使旅游地点能够衡量活动和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和

环境影响。可持续性指标为旅游活动的规划，管理和监测提供了基础，这些指标提供了关于旅游业发展

以及环境、社会文化条件以及这些活动对目的地的经济效益的信息。生态体育旅游的可持续活动是指可

以重复开展的活动，包括尽量减少对动植物、水、土壤和能源使用的损害的环境活动；维护、振兴和保

护社会结构和文化要素的活动；有助于当地的经济事业可持续发展。 

2. 发达国家发展生态体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经验 

发达国家体育旅游的发展相对较早，起初的旅行社将吃、住、行等囊括在日常旅行活动中，也包括

观光、滑雪等具有体育元素的活动。19 世纪中期，随着英国登山俱乐部开展运行，开始体育旅游的商业

形式的运作。发达国家体育旅游的发展已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体育旅游的市场形成了规模，经营方式

多样，收益丰厚；体育旅游组织、管理的协调发展；注重旅游资源的持续利用[2]。 

2.1. 发达国家将体育资源市场化、整合化，是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手段 

日本将武道融入旅游，形成了日本体验式旅游文化[3]。为带来良好体验，日本细化游客群体，将游

客分为有段位、有经验和无经验者，扩大竞技人口，并向国内外传播日本精神和文化。除此之外，各个

国家利用品牌效应，将度假村形成了市场导向的会员制经营模式。如法国的地中海俱乐部，是国际著名

的连锁度假品牌，在全球建立了 120 多个度假村。地中海俱乐部形成了独立统一的经营管理模式，采用

一价全包制，除了少量项目额外收费外，游客可以在俱乐部体验各种活动，满足了不同类型客户的需求。

度假村的初衷就是让顾客参与自己喜欢的项目，因此形成了巨大的消费群体。发达国家注重本土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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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加强国际市场的形成。如设于美国总部的 PADI 潜水培训组织，与多个国家形成合作，设有各国

的培训办事处，拥有全球 6600 家潜水中心和度假村占据了全球占 80%的潜水培训市场。随着散客群体的

比重增加，体育旅游企业重视旅游信息的发布与传播，利用互联网进行线上交易。如新西兰利用互联网

宣传冬季滑雪假日，进行网络信息建设，填充旅游信息的亏空，以帮助销售产品。 

2.2. 发达国家的组织管理机构相对成熟，各组织之间协调发展，相互合作 

美国的体育旅游组织机构包括旅行社、森林公园、俱乐部、度假村。美国体育旅游的管理机构，分

为联邦政府管理机构和州政府管理机构。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处下设的旅行和旅游产业办公室隶属

于联邦政府管理机构，其功能有一下三个方面：一是负责旅游数据系统管理，以此推动旅游活动的开发

与管理；二是旅游政策的推出与宣传；三是旅游发展的技术支持与经济支持。国家公园管理局隶属于美

国内政部，负责国家公园的保护与开发工作。森林管理处隶属于农业部，除了对森林进行管理还推动开

展大众在国家森林开展户外体育运动。州政府设有专门发展旅游的机构，其功能包括市场宣传与推广，

地域文化的研究与旅游景点的保护。除了官方组织机构，美国有众多的第三方组织，包括体育旅游协会、

旅游咨询中心和商会。这些组织包括国家层面的组织、地方组织，形成关系网络与各组织之间合作宣传、

行业发展、市场推进。不同的行为者之间进行了合作，更好的利用了的旅游资源，并开展了更连贯、更

明显和更有吸引力的旅游活动，使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该地区的居民和游客、游客组织者)互惠互利。澳

大利亚在 21 世纪初，出台了《全国体育旅游的发展战略》，目的是推动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

时，澳大利亚政府成立了相关组织，推动各部门开发与经营体育旅游，促进相关资源的持续利用，获得

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了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推动体育旅游的教育与培训工作是与鼓励科学研究，加

强体育旅游人才培养，从人力资源保障、资金保障、基础设施提供服务[4]。 

2.3. 体育文化是推动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发达国家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得益于体育文化的盛行[5]。体育人文诉求、大型赛事文化、体育明星

的效应、体育教育普及等形成了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国际知名赛事如环法自行车赛、NBA 赛事、

世界杯足球赛，这些赛事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参与，赛事形成了独特品牌的体育文化，形成了

固定且庞大的体育群体。加拿大注重传统体育赛事的发展，如加式足球联赛、加式橄榄球联赛，每年都有

许多游客参加比赛和庆祝活动，无论竞争对手如何，而比赛本身通常是加拿大电视上每年收视率最高的节

目。怀旧体育旅游也是因体育人文诉求衍生出的旅行方式，如参观体育博物馆、体育名人故居、组织老年

人比赛等。体育博物馆，尤其是在北美和欧洲，对推进体育旅游市场起着重大的作用。体育博物馆，如斯

普林菲尔德篮球名人堂、亚特兰大奥林匹克体育场和纽约洋基队体育场，越来越受到旅游者的关注。因此，

发达国家侧重“人”的服务，满足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诉求，而不是通过体育资源吸引游客。 

3. 发展中国家发展生态体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经验 

南非通过举办国际性赛事，促使游客参与到体育旅游活动中，将赛事与城市密切联系，依托自然环

境促进体育旅游的发展[6]。除了举办大型国际赛事如橄榄球世界杯(1995年)，板球世界杯(2003年)和 FIFA
世界杯(2010 年)外，还积极举办以城市为主题的赛事。这些城市主题的赛事包括两洋马拉松、同志超级

马拉松、阿格斯海角自行车巡回赛和米德马尔水域公开赛。其中，同志马拉松历史悠久，是中小型赛事

的典范。1996 年《南非旅游业发展和促进白皮书》指出，为了进一步发展南非的旅游产品，必须“鼓励

发展体育旅游，鼓励提供设施、培训、营销和促销，以强调这一行业的发展”，1997 年开展了体育旅游

运动。南非拥有支持体育旅游发展的自然资源，此外，在某些地区还有世界一流的设施。南非可以通过

在北半球冬季吸引与体育相关的活动而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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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体育旅游得益于丰富的体育旅游资源、良好的体育旅游口碑，在很短时间健全成了体育旅

游的产业链。马来西亚形成了市场集群组织，尤其是在高尔夫体育旅游行业。高尔夫俱乐部建立了地方

与国际之间的企业联盟关系，各联盟之间达成协议，会员在联盟球场有优惠权限。这种优惠权限加强了

各个球场的交流，例如马来西亚西部的达麦乡村高尔夫俱乐部会员也同时享有 Reciprocal Clubs 联盟会员

的其他权力：一是马来西亚高尔夫俱乐部与其他国家球场享受互惠服务；二是会员享有全球阿诺德帕尔

默设计的球场打球的特权。马来西亚加入 Reciprocal Clubs 联盟的球场共有 31 家。马来西亚体育旅游经

营模式为官方俱乐部和民营俱乐部并存，决定了马来西亚的体育旅游管理者之间关系更加复杂，政府对

体育旅游干预程度较大，体育旅游协会是依附于国家而存在的，因此国家成为市场的实际管理人，同时

也是协调人，扮演了诸多的协会角色。 
土耳其发达的旅游业带动着体育旅游的发展。土耳其的体育也受到国家的鼓励和支持，体育俱乐部

获得财政援助。国家体育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增加运动员人数，在国际体育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为鼓励

和提供每个年龄段的人从事体育活动准备适当的体育环境。土耳其的大型体育设施和投资在很大程度上

由国家实现。同样在这些事件中，土耳其宪法有体育法和特殊的奥林匹克法，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

一部也是唯一的法律。然而，随着近年来体育赞助和营销观念的开始发展，可以提到体育俱乐部和私人

组织的体育设施数量的重要增加。 

4. 对我国开展生态体育旅游的启示 

4.1. 加强组织合作，建立健全产业集群组织 

加强政府、协会、民间组织合作。相关政府机构行使监督管理职能，体育旅游协会独立运作，充分

发挥市场推广、安全保障、促进企业交流、协调和政府关系、提供发展建议等多方面的职能。通过不同

规模的企业与相关机构、组织的相互协调，形成一张横交错的网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新的空间

经济组织形式分工合作，进而促进市场合作和竞争。 

4.2. 提高体育旅游的品牌效应 

开展中小赛事可以促进地方体育旅游可持续。游客通过参与体育赛事，成为地方体育旅游的主要客

源。以马拉松为例，大型的马拉松赛事因抽签或者相对单调的原因，更多的游客喜欢小而美的马拉松。

跑者不用抽签还能欣赏优美的赛道，能够体验更优质服务的赛事，体验当地的特色文化。一场好的赛事

形成口碑，会有更多的游客前来体验。形成体育旅游服务的范式是打造体育旅游品牌的主要途径。通过

人性化的服务，更能够让参与者有更好的体验，这是打造品牌的前提。借助一带一路，将体育旅游建立

国际品牌，充分利用各国资源，提高体育旅游营销效率。 

4.3. 促进生态体育旅游文化的形成，满足人们参与体育的诉求 

体育教育、体育观、体育参与是生态体育旅游的主体。形成浓厚的生态体育旅游文化，需加强人民

的体育教育，建立健全良好的体育，提高体育的参与。这是在全面健身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新时代体

育文化。生态体育旅游文化的形成需要政府积极宣传，各组合引导活动的参与，民间组织的积极调度，

文化群体的形成。企业需要满足人们参与体育的诉求，而不是推销体育旅游产品。制定人性化的服务，

并将有共同诉求的群体集中起来，是体育旅游市场的努力方向。 

4.4. 促进体育旅游经济与生态的和谐统一 

生态旅游的可持续性，是当地体育旅游经济、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的可持续。在市场运作的前提下，

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环境和地方文化的影响。需加强对游客、当地居民的环境保护教育教育，使游客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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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民风民俗，感受当地传统文化。市场的可持续运作，可以多点合作，小范围近距离打造文化体验区，

形成多种体育资源项目，各景点之间加强联系，共同促进育旅游经济与生态的和谐统一。 

5. 小结 

生态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自然、文化、活动的可持续。国外生态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是将体

育资源市场化、整合化，市场运动的可持续；各组织之间协调发展，相互合作，是体育活动开展的可持

续；市场侧重“人”的服务，满足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诉求；体育文化浓厚，是参与体育旅游的主观能

动。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生态体育旅游的可持发展：一是加强组织合作，建立健全产业集群组织；

二是提高体育旅游的品牌效应；三是促进生态体育旅游文化的形成，满足人们参与体育的诉求；四是促

进体育旅游经济与生态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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