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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再生性开发模式和初始性开发模式两方面对广东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进行探讨。

再生性开发模式包括功能扩展型开发模式、环境保护型开发模式和可持续发展型开发模式；潜在

资源初始性开发模式包括依托资源型开发模式、游乐型开发模式、项目移植型开发模式和外向型

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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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s of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resources in Guangdong include the modes of reproducible 

development and modes of initiative development. The modes of reproducible development include the mode of 

function expandable development, mode of environment protected development and mode of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the modes of initiative development include the mode of resource relied development, mode of entertainment 

development, mode of project grafted development and mode of outwar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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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体育旅游资源主要集中于北回归线以南的

地区，构成了以广州、潮汕、深圳、湛江、肇庆等辐

射到周边市、县的旅游区域。其中广州体育旅游资源

主要是人文旅游资源和大型工程建筑等；而潮汕、深

圳、湛江、肇庆、韶关等地的旅游资源主要是自然生

态景观和人文旅游资源。通过调查发现，这些旅游资

源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与开发，如体育旅游的价值

并没有被利用起来，不能够满足人们对旅游和体育健

身日益增长的需求。为了促进广东省体育旅游业发

展，有必要对广东省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进行研

究。 

 

1  体育旅游再生性资源开发模式 
所谓体育旅游资源的再生性开发是指：由于体育

旅游资源生命周期存在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

退期，因此对于现实的体育旅游资源，为了增加其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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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有必要进行再生性开发。 

1.1  功能扩展型开发模式 

功能扩展型开发模式就是在已经进行了旅游开发

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开发，将还没有被开发利用的自然

和人文资源部分的内容开发出来，充分发掘其利用价

值。表 1是经过调查后认为可以进行功能扩展开发的

一部分自然体育旅游资源的内容。 

 

表 1  广东省部分可进行扩展开发的体育旅游资源 

地点 景区 已开发内容 扩展内容 

增城 桂绿 旅游 探险 
连州 湟川三峡 旅游 漂流、探险
乐昌 九泷十八滩 旅游 漂流 
仁化 丹霞山 旅游 野生、探险
汕头 尝石、妈屿、

青石岩 
旅游 攀岩 

博罗 罗浮山 旅游 野生、探险
顺德 顺峰山 旅游 攀岩 
肇庆 七星岩、 

鼎湖山 
旅游 攀岩、野生、

探险 
湛江 湖光岩 旅游 攀岩、野生、

探险 
清远 沙滩浴场 旅游 体育休闲、

健身 
珠海 外伶仃岛、

东澳岛、 
四大佛山 

体育休闲 潜水、帆船、
帆板 

 

功能扩展型开发模式在实施中应该注意以下事

项：一是要经过充分的考察和调研，找到最适合景区

和景点的开发项目，充分发挥景区和景点的自然资源

和人文资源的优势。二是借鉴国内外开发项目的已有

经验，使项目的设计、建设达到高起点、高效益。三

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已经开发的旅游设施，使得新开发

的体育旅游项目尽可能与现有的旅游项目相结合。四

是设立新项目时必须注意安全，由于体育旅游中的很

多项目有一定的危险性，如野外攀岩、登山、漂流等，

因此必须配备丰富经验的导游。 

1.2  生态及环境保护型开发模式 

生态及环境保护型开发模式是指在已经开发或

将要开发的体育旅游项目中加强生态及环境保护的

一种开发模式。广东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要变成

一个保护生态、保护环境的过程，使体育旅游的发展

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在开发体育旅游资源的过程中，一是要利用自然

环境，二是要保护自然环境。首先，体育旅游中的徒

步穿越、登山、漂流等项目大多选择在风景区内，在

设计线路时要充分利用自然环境，使参加者在运动的

同时欣赏到自然美景。其次在著名风景区内建设体育

旅游线路和设施时不能影响景区的整体环境和破坏

自然景观，决不能只追求经济效益，使景区失去了恬

静安详的岭南水乡特色。 

1.3  岭南特色型开发模式 

在连州的湟川三峡、乐昌的九泷十八滩、丹霞山、

罗浮山、乳源大峡谷、南岭国家森林公园等都是开展

漂流、探险、攀岩、徒步穿越、野外露营、越野定向

等体育旅游的好场所。广东省境内有珠江水系和韩江

水系，河流、溪水众多，珠江、北江、东江、西江都

汇集珠江三角洲入海，其支流遍及全省，全年降水多，

江河溪流水量充盈，为开展水上运动创造了得天独厚

的条件，既适合开展现代赛艇、划船、漂流等，也适

合具有广东民族传统体育龙舟竞渡的开展。 

在上述体育旅游项目中，很多已经开始开发，但

远未完善。首先是交通问题。攀岩、徒步旅行、探险、

漂流等都位于远离城市的高山、峡谷、森林、江河之

中，因此不断建设和完善通向各个项目所在地的交通

是促进项目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次是旅游服务设

施。体育旅游的特点是参加者进行活动过程中都要付

出相当大的体力，因此必须在途中和夜间的宿营地进

行必要的休整。途中休息点应该提供可口的饮食，而

夜间宿营地更应该有完备的设施，能让旅游者进行洗

浴和休息，使体力和精神都得到恢复。 

1.4  热带海洋型开发模式 

广东省面临南海，海岸线长 3 368 km，沿海有 651

个岛屿，具有开展海洋水上体育项目的天然条件，如

汕头南奥岛，深圳的大、小梅沙，汕尾的遮浪红海湾

国际海上运动俱乐部等，都适合开展帆船、帆板、冲

浪、潜水、沙滩排球、沙滩足球等体育旅游项目。东

沙群岛、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南海诸岛，

风光旖旎、海水清澈碧蓝、珊瑚和热带鱼鲜艳美丽，

是开展帆船、海钓、潜水等运动的绝好天地。 

 

2  体育旅游潜在资源初始性开发模式 
体育旅游潜在资源初始性开发模式是指对有体

育旅游潜力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进行初次开发，使

其具备开展体育旅游活动的必要条件，并逐渐成为可

被体育旅游业长期利用的现实体育旅游资源。 

2.1  依托资源型开发模式 

虽然龙舟竞赛、舞龙、舞狮表演已经有所开展，

但是也没有形成常年性的固定的体育旅游项目，只是

在节日期间作为庆典的一部分开展活动。将民间传统

体育项目和民间文化风俗作为体育旅游资源进行开

发是体育旅游资源初始性开发模式中的重要内容。由

于这些项目属于人文旅游资源，可以将这种开发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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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托资源型开发模式。 

开发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和民间文化风俗成为体

育旅游资源应该包括参与类和观赏类。参与类是让旅

游者亲身参与这些体育活动和民俗活动，从中体验活

动的乐趣和民族风情；观赏类是让旅游者通过观看各

种传统体育表演和民俗表演，达到愉悦身心、了解民

俗风情的目的。在开发中要做到精选项目，聘请民间

的专门人才，与旅游项目密切结合，实行定点表演，

尽可能扩大与游客交流和参与的内容等。 

2.2  游乐主导型开发模式 

  青年人是旅游的主要群体，他们对于旅游的要

求已经不仅仅满足游历风景，而更多地寻求快乐、

寻求刺激，因此开发适合青年人需求的体育旅游项

目势在必行，其中游乐类体育旅游项目可以作为开

发的重点。在游乐类体育旅游项目中，首先是军事

游戏项目。近年来网络游戏得到了飞快的普及，其

中有大量的反恐、巷战等军事体裁的游戏，受到了

青年人的喜爱，因此开发这类“实战”项目必然会

吸引青年人参加。 

另一项深受青年人欢迎的游乐项目是赛车。可以

创造条件开展各种碰碰车、卡丁车的游戏和比赛。 

2.3  强健体魄型开发模式 

近年来，对于青年人进行身体和心理强化训练的

活动风靡全球，主要是通过训练对参加者进行体力、

胆量、意志等的强化训练，使他们在身体和精神上得

到锻炼。这种训练又称为拓展训练、极限训练，如越

野跑、走高空独木桥、翻越障碍、穿越沼泽、武装泅

渡等。目前我国很多地方都有极限训练的基地，如北

京、上海、杭州、南京、重庆、成都等，广东省也应

该加快这方面的建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 

2.4  开拓海外市场型开发模式 

广东省地处南疆，具有得天独厚的外向型旅游优

势，每年吸引大批港澳台同胞和日、韩、东南亚、欧

美的旅游者来观光游览。在广东潜在的体育旅游资源

的初始性开发模式中应该考虑这些海内外游客。 

开拓海外市场型开发模式的典型是高尔夫球项

目的开发。高尔夫球曾经是四大贵族体育项目之一，

全球目前对高尔夫球市场需求很大，如韩国高尔夫球

场只有 40 个，打高尔夫球的人却有 300 万。韩国每年

都有 10 余万人次到泰国、关岛、塞班岛等地打球，

日本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每年都有不少游客到香港打

球。而广东省在开展高尔夫球运动上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广东省四季都可以从事高尔夫运动，不会受到季

节的影响。从规模上来看，广东的高尔夫球场在数量

上接近 60 个，是台湾的 2倍，比韩国多 20 多个，完

全可以满足众多海外游客的需要。最后，价格优势也

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不可比拟的。因此大力吸引海外

游客到广东打高尔夫球是开发广东潜在体育旅游资

源的重要内容。 

2.5  项目移植型开发模式 

  由于受广东省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的影响，以往有

一些体育项目开展受到了制约。但是随着广东社会经

济的快速发展，可以采用一些科技手段克服自然界带

来的困难，在广东开展这些运动项目。这类项目最典

型的是冰雪运动。 

目前全国很多大城市都建设了全年开放的滑冰

馆，广东省的体育场馆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完全可

以将其中部分改造成能够进行滑冰活动的多功能体

育馆。这些多功能的体育馆不但可以让群众进行滑冰

活动、接待国内外大型冰上比赛，还可以作为冰上运

动项目的训练基地。还可以建设大棚式的室外滑雪

场，利用人工造雪机造雪，不但可以开辟广东省体育

旅游的新项目，还可以为滑雪运动培养更多的人才。 

 

    广东省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人文遗产

是发展体育旅游的取之不尽的源泉，广东省的社会和

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广东省的体育旅游资源开发提供

可靠的支撑，广东省的体育旅游资源前期开发取得的

成绩为今后的发展和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 2010

年在广州举行的亚运会更为广东省的体育旅游资源

开发增加了新的活力。展望广东省的体育旅游资源开

发的前景，可以有信心地说：在未来几年内，广东省

的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将会获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

为促进广东省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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