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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体育旅游研究的知识图谱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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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中５３５篇体育旅游研究文献为原始数据，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可视化软件，绘制出相应的科学知识图谱，梳理了国内体育旅游研究的发展演变状况。研究

结果表明：国内已形成了以于素梅和周珂等人为核心的体育旅游研究团队； 《中国商论》和

《体育文化导刊》等是我国体育旅游研究的高载文期刊；河南师范大学和河南大学等是体育旅

游研究的主要机构；体育经济、体育旅游资源和民族体育旅游等是体育旅游研究的主要内容；

不同阶段研究的侧重点和前沿热点有所不同；国内体育旅游研究可分为萌芽起步、初步发展、

快速发展、平稳发展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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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旅游是旅游者以旅游和体育为主要目的，以欣赏、观看和参与体育活动

为主要形式的旅行游览活动［１］２４。２０１４年８月９日，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促进旅

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在拓展旅游发展空间中明确指出：“积极推动体育旅

游，加强竞赛表演、健身休闲与旅游活动的融合发展，支持和引导有条件的体育

运动场所面向游客开展体育旅游服务［２］。”同年１０月，《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也提出了要积极推动体育旅游，促进其融合发展

的意见。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２日，国家旅游局和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印发的 《关于大力

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更是对我国体育旅游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作为一种常态化、大众化的休闲方式，体育旅游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新

的消费增长点。尽管近年来我国体育旅游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依然存在着研究理

论不够系统，研究方向不够均衡，研究方法过于单一等问题。因此，本文基于中

国知网 （ＣＮＫＩ），运用信息可视化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来绘制国内体育旅游研究的科
学知识图谱，分析该领域近３０年的发展演变情况，以期为我国体育旅游未来的
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数据采集

鉴于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本文数据全部来源于 《中国学术期刊 （网络

版）》，在期刊高级检索中设置来源类别为 ＳＣＩ来源期刊、核心期刊和 ＣＳＳＣＩ，时
间截止到２０１６年底①，其余为默认设置，检索篇名并且关键词同为 “体育旅游”

（数据检索下载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３月１日），得到文献共计５４０篇。随后逐条检查
文献，剔除整理后得到５３５篇供本文分析探讨的样本文献数据。将这些数据从中
国知网中按照Ｒｅｆｗｏｒｋｓ格式导出，保存为以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ｔｘｔ命名的 ｔｘｔ格式文本，
把文本导入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运用ＣＮＫＩ格式转换模块将其转换为可分析数据。数据中
包含的内容有每篇文献的文档类型 （ＰＴ）、文章题目 （ＴＩ）、描述性关键词
（ＤＥ）、摘要 （ＡＢ）、作者姓名 （ＡＵ）、作者机构 （Ｃ１）、文章来源 （ＳＯ）等。

二、计量结果与知识图谱分析

（一）发文作者分析

图１显示了体育旅游研究的作者合作共现分析情况，图谱中共有节点７９１个
（Ｎ＝７９１），连接３７８条 （Ｅ＝３７８），网络密度为０００１２（Ｄｅｎｓｉｔｙ＝０００１２），节
点多，连接少，网络密度小，表明研究体育旅游的学者分布相对分散，大多研究

集中在团队内部，各个团队之间的联系、交流与合作不够密切。

从图谱１及表１中可以发现，核心期刊中发文量居前两位的学者分别是于素
梅和周珂，其次是韩鲁安、韩丁、姚洁、邓凤莲等。发文量多的学者与其相连接

的节点也相对较多，说明这些学者及其团队在逐渐深入对体育旅游的研究，如河

南大学的周珂与周艳丽之间的合作较为密切；但跨团队的联系却极少，仅看到沈

阳体育学院的宛霞与上海体育学院的邵凯有合作。究其学术背景发现，这些学者

大多是体育学背景，如于素梅团队的研究方向侧重于体育教学、体育教育质量及

检测等，周珂则主要研究体育教师发展等方向。对于一门交叉学科来说，研究者

多数为体育学背景，其他学科 （如旅游学）背景的研究者对该领域的研究贡献过

少，长此以往将不利于体育旅游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表１　体育旅游研究发文作者及单位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作者所属单位

１ 于素梅 ９ 河南大学

２ 周珂 ６ 河南大学

３ 韩鲁安 ４ 天津体育学院

４ 韩丁 ４ 天津体育学院

５ 姚洁 ４ 河南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３４第３期　　　　贾　斌，林　岚，林　泓，等：国内体育旅游研究的知识图谱演化

①中国知网中的ＳＣＩ来源期刊、核心期刊和 ＣＳＳＣＩ会因年份而发生变化，目前 《中国商

论》和 《商场现代化》已不是核心期刊。



续表１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作者所属单位

６ 邓凤莲 ４ 南阳师范学院

７ 周艳丽 ４ 河南大学

８ 宛霞 ４ 沈阳体育学院

９ 石岩 ３ 湖北大学

１０ 邵凯 ３ 上海体育学院

１１ 杨明 ３ 杭州师范大学

１２ 陆元兆 ３ 广西师范大学

１３ 姜付高 ３ 曲阜师范大学

１４ 刘少英 ３ 吉首大学

１５ 曲进 ３ 广东海洋大学

　　资料来源：作者统计。

（二）载文期刊分析

对各期刊关于体育旅游类文献的载文量分析后得到图２（载文量前十的期
刊）。统计显示，该领域的文献大多数发表于体育学的核心期刊中，旅游学期刊

中关于此方面的研究论文发表相对较少。其中， 《中国商论》和 《体育文化导

刊》中刊载的文献所占比重较大，分别占比２６４５％、１８４６％；其次是 《山东

体育学院学报》《商场现代化》 《北京体育学院学报》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和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等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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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文机构分析

图３显示了体育旅游研究的发文机构合作共现分析情况，图谱中共有节点
４３０个 （Ｎ＝４３０），连接９４条 （Ｅ＝９４），网络密度为０００１（Ｄｅｎｓｉｔｙ＝０００１），
与发文作者分析中显示的问题相同，各个机构间的联系、交流有待加强。

从图３及表２中可以发现，国内关于体育旅游的研究机构主要呈现出两大特
点。从研究机构数量上看，河南省关于体育旅游的研究机构数量多，发文量大，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体育学院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所是体育旅游研究的主力

军。究其原因发现，作为中原腹地的河南省，其历史文化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得

天独厚，拥有众多特色的体育旅游资源，如太极拳、少林拳等，加之河南省人口

众多，旅游市场广阔，体育旅游开发潜力大，因此河南省关于体育旅游的研究机

构数量较多。从研究机构类型来看，体育类院校及师范类院校的体育学院 （二级

学院）在体育旅游的研究机构中占有较大比重，如发文量靠前的贵州师范大学体

育学院、南阳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河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沈阳

体育学院等。

表２　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体育旅游研究发文机构

序号 发文量 机构

１ ９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

２ ８ 河南大学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所

３ ６ 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４ ６ 南阳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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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序号 发文量 机构

５ ５ 成都体育学院

６ ５ 河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７ ４ 沈阳体育学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８ ４ 海南大学体育部

９ ４ 乐山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１０ ４ 曲阜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１１ ４ 吉林体育学院

１２ ３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１３ ３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１４ ３ 山东农业大学体育与艺术学院

１５ ３ 北京体育大学

　　资料来源：作者统计。

（四）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往往代表了一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对其内容和主题的高度概括，对

某一领域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分析解读，有助于挖掘该研究领域的前沿热

点［３］。图４显示了体育旅游研究的关键词共现情况，图谱中共有节点５１６个 （Ｎ
＝５１６），连接５９９条 （Ｅ＝５９９），网络密度为０００４５（Ｄｅｎｓｉｔｙ＝０００４５），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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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之间联系虽少，但研究的内容关联性很强。

从图谱４及表３中可以发现，关键词的出现频次与其图谱中显示的节点大
小成正比，由此可以判断出在体育旅游的研究热点中主要是以体育旅游为中

心，其次是体育经济、体育旅游资源、体育旅游开发、发展对策、可持续发

展、民族体育旅游、ＳＷＯＴ分析等。基于这些热点研究，结合具体文献分析发
现如下问题。

１体育经济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体育经济作为经济发展中新的快速

增长点，其价值与功能已经被广大学者所肯定。作为体育经济发展中的朝阳产

业，学者们对体育旅游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一方面，学者们

从整体上对体育旅游经济进行研究，剖析体育旅游经济的发展现状，探讨影响

体育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并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如曹英通过对国内体

育旅游的认识、基础设施建设、产品定位、专业人员等内容的分析，从而制定

出促进体育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关策略［４］。另一方面，学者们以具体的省份、地

区为研究对象，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分析发展体育旅游经济的现实状况。如肖霞

等通过实地调查，根据海南的人文地理环境资源，分析了发展海南体育旅游经

济的必要性、可行性，提出了具体策略［５］；兰涛则基于西北地区的自然和民族

文化，结合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探析了西北民族地区体育旅游经济的

发展［６］。

２体育旅游资源
国家质检总局在２００３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旅游资源分类、

调查与评价》（ＧＢ／Ｔ１８９７２－２００３）中明确指出：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
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７］。体育旅游资源作为旅游资源中的一大分

支，是体育资源与旅游资源相互结合的产物。但是，目前国内学界对体育旅游资

源的定义尚未达成统一，究其原因，可能与学者们在对体育旅游资源的界定及分

类这一基础工作的研究中因分类标准不全面、划分角度不同而产生众多分歧有

关。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中依据旅游资源的性状对其进行分类，分类

结构包括 “主类”“亚类”“基本类型”三个层次，其中涉及体育旅游资源的有

ＦＡＢ康体游乐休闲度假地、ＦＢＤ体育健身馆 （场）、ＨＣＤ民间健身活动与赛事和
ＨＤＤ体育节四个基本类型；袁书琪根据体育旅游资源和人文体育旅游资源两个
大类，把体育旅游资源分成地文、水域、生物、自然现象旅游资源和体育遗迹、

体育建筑与设施、体育商品、人文活动体育旅游资源八个亚类［８］；于素梅依据体

育旅游的性质和人们参与体育旅游的目的综合考虑，运用二分法把体育旅游划分

为主类和亚类两大类［１］２４；邓凤莲从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的角度，把体育旅游资源

划分为民风民俗风情体育旅游资源、赛事场馆建筑体育旅游资源、地貌类体育旅

游资源和水体类体育旅游资源四种类型［９］；杨秀丽则是通过强调旅游者的需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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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把体育旅游分为休闲体育旅游、健身体育旅游、体育观赏旅游、极限竞技

体育旅游、其他体育旅游等［１０］。

３体育旅游开发
有关体育旅游开发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学者大多从具

体的地区出发，结合当地特点进行实证探讨，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开发意见。如顾

兴全基于资源观点理论 （ＲＢＶ），在剖析浙江安吉江南天池滑雪旅游案例的基础
上，从参与型体育旅游与观赏型体育旅游两个方面来发掘体育旅游开发的一般规

律［１１］；袁俊等以深圳东部滨海地区为例，通过系统分析当地体育旅游的开发条

件和发展现状，探讨滨海体育旅游的开发模式［１２］；高彩琴等引入战略规划系统

方法 （ＴＷＯＳ分析），对河南省体育旅游的发展战略规划进行分析，研究认为，
河南省体育旅游的开发应该以特色文化、体制创新、相对优势、区域合作、产品

整合等方面为主导，从而制定规划［１３］；汤敬东通过结合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特

点，阐释环渤海体育旅游带发展体育旅游的现实基础，分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最后从市场开发体系、合作机制的组织架构和人才培养三个方面探究环渤海

体育旅游带的开发策略［１４］。

４体育旅游发展对策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加以及健康观念的深入人心，人

们的旅游观念不再局限于 “走马观花”式的传统观光旅游，越来越多的旅游者

开始关注具有体验性、观赏性和刺激性的体育旅游。在此背景下，学者们从体

育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出发，加强了对体育旅游发展对策的研

究。如吴必虎等在对我国体育旅游发展的必要性和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提

出了交流合作、统一规格、人才战略、品牌战略、联合促销战略、加强法制建

设、加强科学研究、创建体育旅游信息库、优先发展民俗体育旅游等九点建

议［１５］；王辉从体育旅游产业的文化、经济、市场、可持续、公众参与性等特

征入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认为应该把制定建设体育旅游产业强国作为发展

战略目标，大力开发体育旅游产业专项产品，建立体育旅游产业融合机制［１６］；

于素梅通过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等，对不同群体参与体

育旅游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后建议发展体育旅游要加大宣传力

度，提高人们的认知度，在增加体育旅游产品数量、档次的同时，还要注重产

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１７］。

５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
自１９７２年提出可持续发展提出后，迅速被应用于各个学科领域，其内涵也

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学者们对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

的研究也尤为关注。杨等认为，加强体育旅游中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文化效

益及社会效益之间的联系，使各项内容得以协调发展是重中之重，并提出了众多

措施以保证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１８］；姚鑫等基于旅游人类学，认为促进民族

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应该以文化本真为真实路径，促使 “工具理性”和 “价值

理性”的自觉融合［１９］；马向文等分别从政府扶持政策的角度和系统论视角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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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体育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探讨［２０］；刘景黎则为我国体育旅游可持续发

展提出了若干建议［２１］。

６民族体育旅游
民族体育旅游是指民族地区充分利用本民族传统体育资源，以旅游产品的

形式，为旅游者提供健身、娱乐、休闲、交际等各种服务于一体的经营性项

目［２２］。随着体育旅游的快速发展，民族体育旅游也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学者们针对这一热点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研究区域选择上，学者们大多选

择民族聚集、民族特色明显的西部地区。如王亚琼、周鹏、龙江、王雷等学者

对贵州民族体育旅游进行了探讨；陆元兆、郑国华、钟学思、胡海胜等学者深

入剖析了广西少数民族体育旅游的发展状况；张兆、张守平、李真等学者对新

疆地区的民族体育旅游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研究方法上，文献综述法、数理统

计法、ＳＷＯＴ分析等占据主要地位。如陆元兆运用 ＳＷＯＴ分析，对广西民族体
育旅游的战略选择进行了详细解读［２３］。在研究内容上，学者们主要是从民族

体育旅游的现状、资源开发、产品营销、主题公园开发等方面开展实证研究。

例如，邓杰等对开发民族体育旅游资源进行了深层次探讨［２４］；陈贵春认为，

当前民族体育旅游产品的营销策略要适应新经济时代的需求，迎合旅游者的消

费趋向［２５］；钟学思以广西桂林为例，开创了研究民族体育旅游类主题公园的

先例［２６］。

表３　体育旅游研究高频关键词

序号 出现频次 关键词

１ ４２８ 体育旅游

２ ４７ 体育经济

３ １７ 旅游资源

４ １６ 体育旅游资源

５ １４ 河南省

６ １４ 发展对策

７ １３ 可持续发展

８ １１ 民族体育

９ １１ 体育产业

１０ １１ ＳＷＯＴ分析

１１ １０ 可行性

１２ １０ 资源开发

１３ ９ 民族体育旅游

１４ ８ 生态体育旅游

１５ ７ 市场开发

　　资料来源：作者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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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前沿分析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对某项研究前沿的探测分析主要是基于其内部自带的 “Ｆｉｎｄ
ＢｕｒｓｔＰｈｒａｓｅｓ”算法功能，通过对突现词的分析提取来完成。把样本数据导入
软件中，探测出体育旅游研究中出现频次变化率高、增长速度快的突现关键

词，结合关键词的时间分布情况，得到体育旅游研究领域的突现词综合信息

表［２７］ （见表４）。
根据表４我们发现，在不同的阶段关于体育旅游研究侧重点和前沿热点是不

同的，这与国家的相关政策、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生活方式及观念等密

切相关。在体育旅游发展的初步阶段，学者们率先对体育旅游的相关产业进行了

分类整理，初步探索发展体育旅游的可行性，并针对各产业特点制定了相应的发

展对策。体育旅游研究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后，整个研究领域出现 “百花齐放”的

景象：在开发模式的选择中，民族体育旅游因其自身所具备的民族特色而受到关

注，由此加快了各民族、各地区依托当地资源发展体育旅游的速度，如部分学者

对三峡库区的体育旅游市场分析、发展对策、资源优势状况等展开了一系列研

究；２００８年前后，受北京奥运会影响，体育旅游产生的经济效益大幅增长，体
育经济、旅游经济、体验经济、假日经济等问题成为当时研究的前沿；可持续发

展、生态环境问题受到全民关注的同时，有关生态体育旅游的研究也在迅速升

温。平稳发展阶段中，在全面健身的背景下，群众体育与体育旅游的结合上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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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热点；随着我国休闲发展进入新阶段，国民休闲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人们休

闲方式的选择越来越多，学者们关于体育旅游资源的研究也在进一步深化，休闲

体育旅游更是成为新的热点。

表４　体育旅游研究领域中的突现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Ｂｅｇｉｎ Ｅｎｄ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体育产业 １１ ２１８３８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

可行性 １０ ２０１５３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

发展对策 １４ ２０１０８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９

民族体育旅游 ９ １８５９４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开发模式 ４ １２０３５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三峡库区 ５ ２２７６１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ＳＷＯＴ分析 １１ １６５１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旅游经济 ５ １９０９４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生态体育旅游 ８ ２２９１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体育经济 ４７ ２６６２８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群众体育 ４ １５７７８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旅游资源 １７ １５７０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休闲体育旅游 ３ １４４８６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资料来源：作者统计。

（六）发展历程分析

我国关于体育旅游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起步较晚，发展至今不足
３０年。图５显示了体育旅游发文量的年度分布情况，结合前文关于研究前沿热
点的分析发现，我国学术界关于体育旅游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萌芽起步、初步发

展、高速发展、平稳发展四个阶段。

在萌芽起步阶段 （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国内关于体育旅游领域的文献研究寥寥
无几，基本上是对我国体育旅游的发展进行初步探讨。到了初步发展阶段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３年），国务院于１９９９年出台了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国庆、五

一旅游 “黄金周”开始兴起，加上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３日北京申奥成功，学者们开始
加强对体育旅游的关注度，相关学术论文也开始逐渐增多。在高速发展阶段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我国于２００８年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２０１０年举办了第十六
届亚运会及中国国际体育旅游博览会。在这些重大赛事的推动下，国内体育旅游

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研究内容更加广泛，发文数量逐年递增。在平稳发

展阶段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体育旅游的相关文献数量有所减少，但整体上趋于平
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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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本文通过运用可视化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我国有关体育旅游研究的５３５篇文献
进行了详细分析，绘制出相应的科学知识图谱，并结合传统的计量方法，从发文

作者、载文期刊、发文机构、研究热点、发展阶段和研究前沿六个方面入手，整

理了国内体育旅游研究的发展脉络。

于素梅、周珂、韩鲁安、韩丁、姚洁、邓凤莲等有体育学背景的学者对体育

旅游的研究较为深入，不足之处在于学者之间的联系、研究团队之间的联系需要

加强。体育旅游类的文献大多发表于体育学的核心期刊中，如 《体育文化导刊》

《山东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学院》等，发表于旅游学期刊的文献相对较少。体育

旅游的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体育类院校和师范类院校的体育学院，如河南师范大

学体育学院、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等。较其他地区的研究机构

而言，河南省各大高校及研究机构对于体育旅游的研究较为深入。体育经济、体

育旅游资源、体育旅游开发、发展对策、可持续发展、民族体育旅游等研究热点

贯穿着体育旅游发展的始终，学者们对这些热点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从整体

发展历程来看，我国体育旅游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萌芽起步、初步发展、高速发

展、平稳发展四个阶段，各个阶段的发展都伴随有重大体育赛事的举办、体育旅

游类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以及国家政策的支持。从研究前沿来看，体育旅游在不

同发展阶段表现出的侧重点有所差异，从最开始对体育旅游相关产业进行分类、

探索其发展的可行性到近年来群众体育旅游的兴起，学者们不断丰富和完善着体

育旅游这一学科。

（二）展望

近３０年来，在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下，我国体育旅游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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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但与国内其他旅游类型的研究成果和进程相比，目前体育旅游的研究还处于

初级阶段，亟待加强与完善。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研究者大多依托调查问卷获取数据，并简单地把定性

描述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与当今研究趋势不符且研究结果说服力不强。今后应该

借鉴一些相对先进的研究方法，如因子分析法、回归分析法、结构方程模型

（ＳＥＭ）等，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基础上，加强动态与静态、归纳与演绎的结合，
由此深入发掘体育旅游各项研究的内涵。

在研究人员上，研究者多数为体育学背景，旅游学背景的学者较少，其他学

科背景的学者更是寥寥无几。体育旅游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需要不同学科

背景的学者共同努力，这样才有助于加快建立完整的体育旅游学科体系。除了旅

游学与体育学，关于体育旅游的研究还涉及经济学、地理学、心理学等学科。就

目前来看，各大高校培养 “复合全面性”人才是大势所趋，也是体育旅游得以快

速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研究内容上，呈现出不均衡现象。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体育经济、

体育旅游开发与发展对策、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民族体育旅游等方面，很少有

涉及体育旅游安全与管理、体育旅游心理学、体育旅游节事、体育旅游指标体系

等方面的研究。且研究内容多以具体案例或者区域为主，从特殊到一般，从局部

到整体的思路有待商榷。因此，今后体育旅游的研究要从整体层面出发，在研究

热点问题的同时，强化研究一些容易忽视或热度较低的内容。横向上拓展体育旅

游研究的广度，例如在基于昂普 （ＲＭＰ）理论的基础上，加强对体育旅游市场
（包括营销、形象等）和体育旅游产品 （包括项目）等方面的研究。纵向上加深

体育旅游研究中具体方面和内容的挖掘，例如在体育经济方面，应在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结合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状况，深入探讨体育旅游产业要素与产业链条、

产业结构优化、产业融合发展、业态创新和供给侧改革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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