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山体育旅游开发初探 

文/汪明伟 张新勇 

   一、体育旅游的含义 
   体育旅游是人类社会中的一项活动。体育旅游的定义，可以两方面理解。广义上指：旅游者
在旅游中所从事各种身体娱乐、身体锻炼、体育竞赛、体育康复及体育文化交流活动等与旅游地、
体育旅游企业及社会之间关系的总和。狭义是指：为了满足和适应旅游者的各种体育需求，借助多
种多样的体育活动，并充分发挥其诸种功能，使旅游者的身心得到和谐的发展。 
   二、体育与旅游的关系 
   旅游是由人们向既非永久性定居地亦非工作地旅行并在该处逗留所引起的相互关系和现象的
总和。该定义描绘了由人支配所拥有自由时间中的一部分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今世界的旅游
活动规模庞大，涉及内容广泛，充分展示了作为活动主体的旅游者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借助各种可
以娱情悦性的活动达到审美体验。 
   三、乐山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乐山旅游发展迅速，但总的说来仍然处于一种低消费、大众化、低水平、中
近距离旅游的状况。主要表现在： 
   1、从旅游消费方式和旅游消费结构来看，绝大部分属于观光旅游，文化型、享受型极少。据
统计，在旅游消费结构中，吃住行比重高达85%，游览购物仅占15%。旅游整体消费水平低，据不完
全统计1985—1992年，国内旅游人均消费额仅58元。 
   2、从旅游的地域性和客源分布来看，旅游热点多集中在经济发达，知名度较高，旅游基础设
施完善的旅游胜地。从距离上看，一般以中近距离旅游为主，远距旅游为辅。从客源分布来看，以
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为主，内地县镇为辅。旅游者停留时间较短，一般在2.5天～3.5天左右，“一
日游”也占有很大比重。 
   3、旅游人员构成广泛、公费旅游占有很大比重。目前国内旅游人员的构成大体是：先富裕起
来的农牧民外出旅游，离退休干部的疗养旅游，职工干部的奖励旅游，企业单位人员以及教师学生
的度假旅游以及各种公务旅游。 
   四、乐山体育旅游所存在的问题 
   乐山虽然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但是体育旅游项目的开发却不是很好，运作不规范，政策
的落实不够彻底，专业人才少，这就制约了乐山体育的开发和发展。由于起步较晚，乐山体育旅游
的发展还远不成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有：1、目前对体育旅游尚未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管
理。2、体育旅游专业服务人员缺乏，尚无培训标准。3、体育与旅游两种社会活动的结合还不完
善。4、对乐山体育旅游的理论研究少之又少。5、消费水平的能力不是很高。6、短程的体育旅游
比重大。7、法制法规还不够完善和彻底。因此根据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乐山旅游开发的建议和对
策。 
   五、旅游业的改革措施  
   国内旅游业起步基础差，水平低，远远不能适应人们的旅游消费需求，乐山也不能走出这个
圈子。针对以上状况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行尝试： 
   1、乐山旅游业的地位应摆正。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建设急需外汇因此我国政府提出
了优先发展国际旅游业的方针，因而一提到旅游，人们就会想到接待海外旅游者，全国各地把大量
的财力物力放在国际旅游上，一方面是热点人满为患，一方面是温冷点的高档设施的闲置浪费，造
成高级宾馆无人住，国内游客无处住。 
   2、对乐山旅游业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如自费和公费的纠缠不休，一提起国内旅游业，
人们就会敏感地想到“自费”、“公费”问题，“不许到风景区开会”“不许公款旅游”虽三令五
申，但收效甚微，如何正确认识自费公费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定论。 
   3、旅游法规不健全，经营秩序混乱。国内旅游者“花钱买罪受”，由于旅游资源的希缺和不
可再生性，容易导致垄断价格，有些地方保护主义严重，自行定价，巧立名目，价格变化多端，乱
涨价严重，存在着“质次价高，质价不符”的现象。 
   六、意见和建议 
   1、作为服务产品的生产，其核心是专业服务人员的培养。而旅游产业内部缺乏掌握体育专项
技能，熟悉体育器材的专业人才。因此必须加强体育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在体育专业下设置休闲
方向专业进行培养，同时，强化在两大产业内从业人员相关知识的培养，对一些特殊岗位通过职业

 



鉴定考核方能上岗。 
   2、要针对乐山体育旅游资源特点，进行系统仔细的观察了解，多收集第一资料，为开发新的
项目做充分准备。在开发过程中，要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以人为本，比如乐山大佛保护，三江水
质的保护，峨嵋山的生态保护，项目开发要形成区域性特点，在市场中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形成
独具一格的特色体育旅游项目（作者单位：汪明伟/乐山师范学院体育系；张新勇/四川大学体
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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