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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南京仙林大学城的概况及体育休闲旅游的开发原则, 分析了开发南京仙林大学城体育休闲旅游的优势 , 提出了相应的开
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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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体育休闲旅游必

将成为旅游产业的一个新热潮。作为旅游专项产品, 可将体

育休闲旅游业理解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交叉渗透而产生

的一个新的经济领域, 其不仅是我国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 同时也是旅游市场中的新型项目和旅游业发展的新亮

点[ 1] 。体育休闲旅游是一种以体育休闲资源和体育休闲设

施为条件, 以旅游商品的形式, 为旅游者在旅行游览过程中

提供融健身、娱乐、休闲、交际等各种服务于一体的经营性项

目群[ 2] 。

“大学城”是大学的集合体, 即若干所大学在同一区域内

连成一片 , 形成高校相对集中的城市社区。为满足大学城内

师生教学生活需要, 每所大学均配备较完善的体育运动设

施, 使得大学城成为体育休闲旅游资源的集中区域, 加之大

学城大多自然环境优美 , 人文气息浓厚, 使得大学城拥有发

展体育休闲旅游自身的优势。笔者以南京仙林大学城为例 ,

具体分析了大学城发展体育休闲旅游的优势, 并提出了大学

城体育休闲旅游的开发原则和开发策略, 旨在为开发体育休

闲旅游业提供依据与参考。

1  研究区域概况

仙林大学城, 位于南京市紫金山东侧6 km, 宁镇一级公

路南侧, 占地面积约20 km2 , 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现有南京

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

邮电大学、南京森林公安专科学校等12 所高等院校及南京

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南京国

际学校、仙林中小学4 所中小学校。据统计, 目前在校师生

人数约12 万人。预计到2010 年, 在校师生将达到20 万人 ,

而大学城的总规划人口为40 万人左右。目前, 该大学城现

有综合性体育馆10 个, 标准足球场12 个, 高尔夫球场1 个 ,

还有众多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场地。

2  仙林大学城体育休闲旅游的开发优势

中国的旅游业正处在从传统观光旅游向休闲旅游转变

的过程中, 体育旅游以其参与性与观赏性、娱乐性与健身性、

专业性与高品位性、教育性与互动性于一体的特征, 正逐渐

成为中国旅游的新热点[ 3] 。仙林大学城作为江苏省众多高

校的集中区域, 具有丰富的体育休闲资源, 将其与旅游发展

相结合, 进行合理开发, 必将获得“倍数效应”乃至“乘数

效应”。

2 .1  旅游市场需求呈现多样化和个性化  由于中国旅游业

的快速发展与旅游资源的不断开发, 旅游者对旅游项目有了

更多的选择余地, 传统的自然人文景观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呈

现下降趋势。同时 , 由于休闲生活越来越受重视, 休闲方式

的多样化使得大部分游客日益重视旅游线路、旅游项目的选

择,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旅游过程中真正的乐趣, 并且希

望从中获得娱乐健身、参与体验、自由挑战等需求, 而体育休

闲旅游正好满足了旅游者的诸多需求[ 4] 。

2 .2  体验性旅游经济时代的到来 在倡导个性化消费的时

代, 由于体验作为一种经济提供物, 能够使每个独立的个体

在精神上得到满足, 进而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 越来越多的

企业以体验为导向, 设计、制作和销售产品, 将“体验”奉为圭

臬[ 5] 。同样在旅游过程中 , 旅游者已不仅仅满足于相对被动

的观光旅游 , 而更愿意亲身参与到旅游项目中 , 而休闲体育

旅游作为以参与体验性为主的体育休闲旅游产品 , 恰恰能够

满足旅游者的需求, 从而在旅游市场中赢得一席之地。

2 .3  奥运机遇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 ,

旅游行业也具有一定的发展机遇, 带来新一轮旅游热, 尤其

是体育旅游热。伴随着奥运会的举办, 国人的体育参与意识

增强, 体育运动热潮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为体

育休闲旅游资源丰富的仙林大学城应紧紧抓住该契机 , 大力

发展体育休闲旅游, 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 .4 腹地广阔的市场  仙林大学城位于全国第2 大旅游客

源输出区域———长三角地区, 居民良好的健身意识和较强的

出游能力为其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客源市场。仙林大学城位

于南京市, 南京市是江苏省省会和政治文化教育中心, 拥有

几十万在校大学生, 人口素质较高, 出游能力较强。

3  开发原则

3 .1  准确定位原则  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的仙林大学城, 应

立足于科教兴国的宗旨, 根据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

整为其准确定位。仙林大学城的经济结构将由原先的农业

型逐渐过渡到商业服务型, 其内部的体育休闲旅游开发必须

与南京主城区产业结构保持协调 , 与地区产业加强联系与合

作, 利用大学城蓬勃的生命力带动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和旅

游等各方面的发展, 使大学城成为南京市民的体育休闲

基地[ 6] 。

3 .2  合理规划原则  大学城是城市化进程中, 伴随教育发

展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城市形态, 是城市发展的新兴旅游

资源。根据国家大力发展大学科技园的精神, 仙林大学城的

规划应立足于教育产业的发展, 构建基于教育的产业链, 形

成以大学为载体, 以高校教育产业为基础、以“教旅”( 教育和

旅游) 结合为发展方向的, 满足现代社会教育、旅游、居住、休

安徽农业科学 ,Journal of Anhui Agri .Sci .2008 ,36(28) :12430 - 12431 ,12522                责任编辑  陈红红 责任校对 马君叶



闲等多种旅游需求的综合性城市新型功能区。同时, 充分利

用内部优势资源 , 拓展教育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业、房地产

业等相关行业的联动发展效应, 拉动整个南京地区乃至全国

教育、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推动地区的产业结构

升级。

3 .3 市场导向原则 仙林大学城体育休闲旅游的开发是一

种以资源为基础, 以市场为导向, 以产品为核心, 同时秉承

“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新型开发模式。现代人日常工作繁

重, 生活压力大, 因此现代人崇尚回归自然、放松身心的旅行

方式, 期望能获得身心的自由及健康。只有掌握旅游者消费

需求、旅游市场变化趋势 , 以市场为导向, 才能保证仙林大学

城体育休闲旅游的开发获得成功。

3 .4 适度发展原则 高校体育休闲旅游是一种“教旅”结合

的新兴旅游形式, 必须坚持适度发展和有效控制原则。大学

城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和科研, 开发体育休闲旅游不能与该中

心任务相冲突, 要充分考虑大学城的环境承载容量, 防止游

客超载为高校教育工作和大学生学习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4  开发策略

4 .1 整合资源, 增强实力  仙林大学城内体育休闲旅游资

源丰富, 各高校均有各自的体育场馆, 但大多场馆独立经营 ,

甚至不对外开放。进行体育休闲旅游开发应对大学城内优

质体育休闲旅游资源进行有效整合, 发掘特色旅游资源, 以

专业优质的形象对外推广。同时, 还应注重硬件资源与软件

实力的整合 , 充分利用大学城内体育教育的专业资源优势 ,

通过开展体育运动培训班、讲座以推广普及体育运动知识。

另外, 还可以与省市体育主管部门或体育协会合作, 在大学

城内设立运动员训练基地, 开办专项体育运动俱乐部。使大

学城成为融体育休闲、体育娱乐、体育竞技、体育观赏、体育

教育于一体的体育休闲旅游基地。

4 .2  优化环境 ,提升品质 体育休闲旅游的开发应以良好

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 , 仙林大学城作为高校教育基地, 应

立足于高起点、高要求、高标准的开发与规划原则。未来大

学城的空间拓展和产业集聚也将依托其自身的生态环境, 因

此必须结合于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创造相对独立、清静、优

美的环境, 重视大学城空间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性 ,

同时兼顾校园生态环境的整体建设。南京仙林大学城位于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钟山风景区东侧, 其东北方向2 km 为著

名佛家丛林栖霞寺 , 还有明代城墙外廓遗迹———士城头路、

汉代肖宏墓石刻、民族英雄邓廷桢墓等古迹文物。目前, 已

规划建成的有以历史为主题的明代外城墙廊带形公园 , 以主

题公园为主的仙林大道 , 以山体运动和休闲活动为主题的、

结合生态廊道休闲游的集中带等。同时, 各高校之间以园林

式道路相联, 形成大学城内的“翡翠项链”。另外, 在大学城

还需建设一批突出美化环境的地标建筑, 如塔、广场、喷

泉等。

4 .3 广泛宣传,扩大影响 由于对传统大学城认知的影响 ,

人们对大学城体育休闲旅游缺乏全面的了解。因此, 应加强

宣传活动, 设计仙林大学城体育休闲旅游产品形象, 大力推

广旅游口号, 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各类活动进行宣传, 如举

办、承办大型体育活动、大型会议、组织专项体育活动等; 利

用体育媒体、娱乐媒体、旅游展览、新闻报道、广告、开办体育

旅游网站等, 多渠道进行宣传促销。

4 .4  营造氛围 ,突出文化 高校丰厚的文化土壤培育出大

学城内特有的浓郁文化氛围。仙林大学城内各高校均有深

厚的文化积淀, 使置身大学城内的旅游者能真切地感受到莘

莘学子的蓬勃朝气和严谨学风。大学城应利用该优势 , 营造

浓郁的学术文化氛围, 定期举办各类体育、休闲、养生等相关

讲座, 开展形式多样的养生体育学术论坛, 还可不定期举办

各种体育比赛、体育沙龙、体育节庆纪念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

如举办针对老年人的养生知识展 , 针对青年人的健身知识展

等, 使旅游者在健身娱乐的同时有所学识。

4 .5  打造特色旅游产品  结合仙林大学城的实际情况, 在

加强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和景观规划的同时, 利用现有的体育

休闲设施开发一些特色体育休闲旅游产品。大力开发健身

休闲体育旅游产品, 使旅游者放松身心 , 强身健体, 同时融娱

乐性、趣味性于其中, 利用体育健身场馆内的各项设施, 通过

旅游活动使旅游者参与其中进行健身娱乐, 以达到快乐休

闲、消除疲劳、心情舒畅的目的。

4 .5 .1  发展度假休闲体育旅游产品。度假休闲体育旅游是

以消除疲劳、调整身心、排遣压力为主要目的 , 同时具有体育

意义的一项活动, 仙林大学城可针对不同的体育爱好者开发

不同的体育旅游产品。如利用建在大学城地区的高尔夫球

场, 结合周边的赛马场、射箭场, 重点建设一些度假休闲会

所; 利用高校内的体育场馆设施, 针对特殊人群开发休闲体

育旅游产品。

4 .5 .2  开发观光休闲体育旅游产品。观光休闲体育旅游是

指游客通过视觉、听觉对体育活动、体育景观( 包括体育人文

景观和自然景观) 及体育活动本身造就的体育文化艺术、体

育精神参观感悟的活动形式, 获得知识 , 丰富阅历[ 7] 。仙林

大学城内有众多的体育场馆可作为体育景观, 同时大学城内

体育专业或非体育专业学生进行的体育活动都可以成为观

光休闲体育旅游产品的一部分。大学城内有较专业体育场

馆, 通过承办各项专业体育赛事以打造特色观光休闲体育旅

游产品。

4 .5 .3  开发专项旅游产品。针对专项体育爱好者设计专项

旅游产品, 如利用专业游泳场馆, 为旅游者提供集专业游泳

训练、游泳练习、游泳知识讲授及自由活动等于一体的旅游

产品, 为旅游者提供全面、专业、优质的服务。

5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 , 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更加

注重身体健康, 因而体育休闲旅游作为一种旅游方式将有更

为广泛的市场。仙林大学城具有独特的优势, 有着开发体育

休闲旅游的良好基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与

休闲旅游观念不断深入, 大学城体育休闲旅游必然有着广阔

的发展前景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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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经济效益又不及东、中部地区,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有

限, 而农村道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地方财政投入农村公路

建设的资金严重不足, 融资渠道单一, 农民负担的比例有限 ,

交通建设主要依靠国家和省提供的专项资金, 其供给和需求

之间的矛盾突出, 严重制约着公路建设的快速发展。

4 .4 公路养护体制改革滞后 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管理不

协调, 养护仍以农民“义代工”方式为主 , 养护资金严重不足

致使养路工的工资报酬低, 养护人员缺乏专业培训导致养护

水平不高。目前, 宝鸡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系尚不健全 ,

县级公路管理站只负责县道和部分乡道, 全市农村公路7 700

km, 纳入正常养护的仅有1 860 km, 占农村公路总里程的

24 .1 % 。大量乡村公路的养护责任尚未落实, 使农村一些损

坏已久的路面得不到及时修补, 影响农村公路的通畅和通行

安全。

5  宝鸡市农村公路建设对策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号角下 , 农村公路建设获得了

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宝鸡市农村公路发展应根据各地经

济发展水平、人口分布、数量及公路网密度进行统筹规划、因

地制宜、量力而行。以增加密度和通达深度为宗旨, 以通乡

油路和通村公路建设为重点, 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和农民群众

的积极性, 加大地方财政的投入力度, 使农村公路的整体服

务功能基本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5 .1 增加农村公路总量和通达深度 宝鸡市农村公路建设

应以通乡油路和通村公路为重点 , 增加农村公路总量和通达

深度, 提高路面质量。“十一五”期间, 宝鸡市将投资20 亿用

于加快农村公路建设 , 新建、改建沥青( 水泥) 路9 050 km 以

上, 重点解决陈仓区、陇县等县区16 个乡镇通油路问题, 改

建以东部川道地区为主的超龄县, 乡油路754 km, 新铺县乡

油路1 048 km, 通村油路1 243 km, 新改建村道2 185 km。力

争到2010 年, 使宝鸡全市12 个县区的县道全部达到3 级标

准,138 个乡镇全部通油路, 村村晴雨通公路, 通油路的行政

村比例达到50 % 以上, 其中东部川道地区通油路的行政村比

例达到80 % 以上, 保障农村公路完好、安全和畅通。

5 .2 多渠道保证农村公路建设资金充足到位  保障资金投

入是农村公路建设的关键。农村公路建设资金要通过多种

渠道筹措, 可采取中央政府扶持、地方政府补助、受益群众适

当投入、包扶单位支持、政策优惠补偿等措施[ 4] 。农村公路

属于公共产品, 各级政府应是供给主体, 在积极争取地方政

府加大投入力度的同时, 调整农村公路投资补助标准。国家

发改委印发的《农村公路建设规划》明确指出: 加大政府投入

力度, 加快农村公路建设, 为发展农业、繁荣农村经济, 推进

城镇化进程 , 建设农村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交通基础条件。

并明确了建设规模和补助标准, 计划在“十一五”期间, 国家

将安排1 000 亿元中央投资用于农村公路建设, 预计陕西省

的通乡公路规模达到10 000 km, 按平均水平估计, 宝鸡市将

争取实现1 000 km 的规模。按照交通部、陕西省交通厅对农

村公路建设的补助办法, 进行公路建设。严格实施相关政

策, 将会使该市的农村公路面貌得到较大改观。

5 .3  因地制宜 ,合理确定农村公路建设标准  农村公路建

设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注重实效。合理把握农村公路建

设标准, 避免片面追求高标准, 争取投资效益的最大化, 降低

建设成本, 以确保农村公路建设的快速健康发展。一方面 ,

改造和扩建技术等级低、通行能力差、抗灾能力弱的农村公

路, 尽量改造旧路 , 节约有限的土地资源, 加强对不适应交通

量和载重需要的公路改善, 提高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另一

方面, 确定合理的路面宽度, 路面宽度的确定应遵循“满足当

下需要, 适当留有发展余地的”的原则[ 5] 。如宝鸡市不受地

形限制的平原县的通村公路宽度以4 .0～4 .5 m 为宜, 完全能

够满足通村车辆的通行 ; 周边山区县由于受地形限制, 且交

通量较平原县少, 通村公路宽度按照省交通厅规定的最低宽

度( 3 .0 ～3 .5 m) 标准修建。

5 .4  完善养护保障体系 ,提高使用效率 农村公路应坚持

建、管、养并重, 结合农村公路的实际情况逐步展开养护工

作。明确县级政府是农村公路管理养护的责任主体, 完善以

县为主、乡村配合、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养护体制。农村公

路养护的资金主要由公路养路费( 包括汽车、拖拉机等养路

费) 和各级财政预算资金构成。农村公路养路工程费由省财

政建立农村公路养护工程专项资金统一安排使用 ; 日常养路

费主要由县级财政统筹安排, 市级财政给予补助; 大、中修养

护工程、小修保养等专业性较强的工程采取招、投标的方式 ,

择优选择养护单位完成; 日常性养护主要负责路面清扫和水

沟清理等工作。此外, 应调整提高农村养路工的工资报酬 ,

稳定养路工队伍, 按照“市上补一点, 县上筹一点, 道工出一

点”的办法, 解决农村公路养路工人的养老保险问题, 使养路

工人得到基本生活保障。

6  结语

农村公路建设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产品供给的重

要问题, 其对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农村脱贫致富、扩大内需、

拉动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各级政府、广大群众和社

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 农村公路建设将会真正成为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第一基础工程、第一民心工程、第一富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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