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生旅游产品，如崖壁禅修、道家寿宴、梅林悟道等。通过规划建设禅房、

禅意会馆等场所，配套打坐室、素食斋、棋院等功能设施，辅之以宗教知识

宣讲、静坐锻炼等体验课程，达到 “修身、静心、养性、美意”效果。塑造

棋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的 “云南省道家森林养生与休闲度假基地”的主题

形象。

（冯艳滨：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体育旅游与生态旅游

黄　?

一、生态旅游的相关研究

按照最早的定义，生态旅游是指前往相对没有被干扰或污染的自然区域，

专门为了学习、赞美、欣赏这些地方的景色和野生动植物与存在的文化表现

（现在和过去）的旅游 （Ｃｅｂａｌｌａｓ－Ｌａｓｃｕｒａｉｎ，１９８７）。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
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是开展生态旅游的主要空间。生态旅游研究有不同的视角：

一是环境资源视角认为自然资源及通过其物质实体所反映的环境整体的自然

优美性与舒适性、环境容量或环境的承载能力以及自身的调节能力或调蓄能

力，明确环境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强调环境与资源的统一性 （赵爽，

２０１３）。二是从生态景观资源视角认为以自然景观为主，人文景观为辅，突出
生物景观和谐的生态美，能对旅游者产生审美吸引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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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景物综合体 （王建

军，等，２００６）。三是从生态旅游体验视角认为生态旅游研究应分为动机、特
征、分类和作用等方面，从体验上游客在游前、游中对生态旅游目的地基本

要素的各方面的预期和实际感知，从时间上可分为潜在生态旅游体验和实际

生态旅游体验，从内容上可分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交通、景区景点、住

宿、餐饮、购物、设施设备体验等 （王立龙，２０１２）。四是从环境保护视角认
为生态旅游应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以环境教育和自然知识普及为核心内容，

是一种求新求知的高层次的旅游 （尚天成，等，２０１１）。五是从未来研究方向
视角应重点关注生态旅游理论体系的构建、影响测度与管理、模式与对策、

资源管理、市场与生态旅游者行为规律、环境教育与环境解说、社区参与评

价与优化、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旅游等 （钟林生，２０１６）。
笔者认为，不同于传统大众团队旅游，从保护环境出发的生态旅游，是

以新的价值观视角去认识旅游活动的一种新的旅游类型。生态旅游的活动内

容应该具备绿色低碳的特征，大多数体育旅游项目如登山、自行车、划船、

探险、漂流、滑雪、定向越野等都具有生态旅游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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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育旅游的相关研究

体育旅游研究始于兴趣研究 （Ａｎｔｈｏｎｙ，１９６６），发端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欧洲五国体育和旅游相互关系的研究 （Ｇｌｙｐｔｉｓ，１９８２），体育旅游的概念最早
源于体育和旅游联系的思想 （Ａｎｔｈｏｎｙ，１９６６），是指通过活动、场地和参与
者之间特殊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 （ＭｉｋｅＷｅｅｄ，
ＣｈｒｉｓＢｕｌｌ，１９９９）。我国学者把体育旅游定义为以观看、欣赏和参与各种体育
活动为目的的旅行游览活动，并对体育旅游进行分类：休闲体育旅游类，垂

钓、荡秋千、徒步赏花、打保龄球、戏水等；健身体育旅游类，登山、自行

车、划船、游泳、滑草等；刺激体育旅游类，攀岩、蹦极、探险、漂流、滑

雪、速降、定向越野等；野战体育旅游类，野战游戏、狩猎、滑翔、射击、

跳伞等；节庆体育旅游类，中国国际少林武术节、中国国际太极拳年会等；

竞技体育旅游类，参与各种体育竞赛，如奥运会、全运会、邀请赛、对抗赛

等；观光体育旅游类，观看体育赛事、观看体育表演、观看体育娱乐活动等。

早期对体育旅游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关注体育和旅游相互关系的探讨。

Ｊａｃｋｓｏｎ和Ｇｌｙｐｔｉｓ（１９９２）从旅游视角认为，有目的地为了发展旅游而举办的
体育活动，使体育在旅游中发展；Ｓｔａｎｄｅｖｅｎ和 Ｋｎｏｐ（１９９９）则认为体育旅
游是衍生的产物，这一类观点认为对体育旅游的理解应该是狭义的。Ｄｏｂｓｏｎ
和Ｇｒａｔｔｏｎ（１９９７）则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并不是只有大型比赛才能给当
地带来经济效益，Ｓｃｈｕｔｔ（１９９８）认为休闲、健身、野战、刺激体育旅游
（如攀岩、蹦极、探险、漂流、滑雪、定向越野、自行车等）与当地经济发

展策略的有机结合，能明显提高当地经济水平，并使经济多元化发展，从而

让当地村民从中受益，这一类观点认为对体育旅游的理解应该是广义的。

近年来，个别学者注意到仅从单向单因素的体育视角或旅游视角研究难

以消除体育旅游所具有的 “四元论”的现象，即主体 （体育旅游者）、客体

（体育资源）、媒体 （中介）及区域社会 （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从而根本

无法解决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融合，最优结构应包括绿色生态 （韩鲁安，

２０１２），即与农业生态旅游、自然生态旅游、文化生态旅游融合。要积极发展
体育旅游来激励生态旅游市场，只有结合绿色生态的农业生态旅游、自然生

态旅游、文化生态旅游与体育旅游项目积极互动并形成互补耦合，才能有效

激发体育旅游与生态旅游的融合。其后１０多年里，大量的研究者从理论或实
践两方面来证实广义的体育旅游是否成立。大部分学者认为是从单向单因素

的角度考虑体育与旅游之间的关系忽略体育旅游的本质属性 （姜付高，

２００５），要深刻认识体育旅游与绿色生态的农业生态旅游、自然生态旅游、文
化生态旅游互动共生融合的理论和实践。

三、体育旅游与生态旅游融合

体育旅游天然符合生态旅游的某些特征，但如何把农业生态旅游、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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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和文化生态旅游与体育旅游融合建设则面临很多问题。体育旅游与

生态旅游的融合需要强化生态旅游的价值原则，并对传统体育旅游产品进行

创新，使作为 “健康中国”重要建设路径的 “体育旅游”成为生态旅游的生

力军。体育旅游具有项目专业化、内容多样化、品质个性化等特点，借助体

育旅游的具体各类活动对生态旅游客源市场进行人口统计学、消费结构、组

织规模、出行方式等特征进行综合研究，剖析生态旅游者因参与不同体育旅

游活动类型在行为规律变化与环境变化的相关性，并从多视角进行体育旅游

单因子及与生态旅游多因子综合分析，对于满足不同客源人群的旅游需求，

促进体育旅游产品的供给，做大做强生态旅游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四、大力发展体育旅游对于建设 “健康中国”的价值

十八大以来，“健康中国”上升至国家战略。体育旅游作为一种低碳健

康旅行方式，是推进 “健康中国”战略一种重要的旅游生活方式；体育旅游

是一种环境友好型旅游发展行为，其环境认知体验、健身绿道等思想和行为

是 “健康中国”实践的重要方式。如何充分利用绿色生态的冰雪、森林、湖

泊、江河、湿地、山地、草原等独特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主动与体育旅游

的各类活动融合发展应受到广泛的关注，体育旅游与生态旅游融合是践行

“健康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助推剂，对推动我国绿色经济升级与发

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体育旅游与绿色生态融合也远非单向单因

素的研究或一般的融合手段，具有其特殊性。因此，全面深入地研究体育旅

游与生态旅游的融合机理，不仅丰富生态旅游理论，还可以促进体育旅游与

生态旅游学科的融合发展。

总之，体育旅游的发展应该是以促进身心健康为目标，以生态旅游为原

则，以参与各类健身休闲活动为主要手段，最终实现游客在愉悦中收获身心

健康、增长见识，生态旅游产业通过体育旅游而更加蓬勃可持续发展。

（黄?：西南林业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学士、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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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 “旅游思想汇”预告

２０１８年 “旅游思想汇”将分享关于社区与旅游发展、游客与旅游发展、

企业与旅游发展、社会团体与旅游发展、政府与旅游发展、媒体与旅游发展

的思考和观点。欢迎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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