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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体育旅游的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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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体育旅游作为体育旅游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旅游者喜闻乐见的一种旅行方式。论文通过查阅、收集、整理与生
态体育旅游相关的文献资料，从体育旅游的概念界定、生态体育旅游资源、生态体育旅游的发展模式与路径等方面对中国
体育旅游的发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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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1.1 中国生态体育旅游的研究历史回顾

论文所选取的关于生态体育旅游的文献资料主要是从

中国知网上获取。论文在知网中以“生态体育旅游”为关键

词进行查询，最终获取 243篇文献（见图 1）。根据从知网

中查询到的关于生态体育旅游的年发文量变化情况，论文将

生态体育旅游的研究过程大概分为 4个阶段。

①第一个阶段是 2006年之前。

在这个时期中国生态体育旅游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没

有成熟的理论作为支撑，研究的发文量也较少。从 2005年

8月全球华人地理学家大会第十八分会的召开之后生态体育

旅游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这个时期各学者主要从生态体育

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策略、生态体育旅游产品的开发等方

面入手来研究生态体育旅游。

②第二阶段是 2006—2014年。

这个时期是中国生态体育旅游的发展时期，在这期间

中国生态体育旅游的理论逐渐丰富，发文量整体上也呈现上

涨趋势。在这期间，人们在发展生态体育旅游时更加注重资

源的可持续性，生态体育旅游的发展模式，并且逐渐引入空

间的概念来分析生态体育旅游资源。

③第三阶段是 2014—2019年。

这是中国生态体育旅游发展的稳固期，年发文量总体依旧

在不断的上升。这个阶段的研究重点主要在生态体育旅游的经

济价值、社会价值、人文价值研究，生态体育旅游产业，生态

体育旅游圈的构建，生态体育旅游的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等方面。

④第四阶段是 2019年至今。

这是中国生态体育旅游发展的停滞期，在这期间疫情

对中国的旅游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许多调研项目无法开

展，关于生态体育旅游的文章数量也大幅度减少，导致中国

生态体育旅游的发展进入了停滞期。

1.2 中国生态体育旅游的学术概念研究

“生态体育旅游”研究领域横跨了生态学、体育学和

旅游学 3大学科，而中国学界对“生态体育旅游”的概念至

今也没有统一。对于“生态体育旅游”概念的解读，诸多学

者在长期以来的研究中都从不同方面给出了解释，但各个学

者给出的定之间义也存在一定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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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琴等从体育旅游属性和功能目的产品或服务等多角

度界定的概念，从生态文明视角审视生态体育旅游的内涵，

体现在生态层，体育旅游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的依托，体育

旅游活动在青山绿水的自然环境中开展，才能使人们真正感

受体育旅游所带来的放松和愉悦；体现在文明层，体育旅游

产品是一种绿色低碳的健身休闲娱乐方式，对于树立人们自

觉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培养良好行为习惯，具有很好的生

态文明教育与宣传作用 [1]。

盛建国等认为体育旅游生态化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必然要求，是指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础，以体育体验和

自然环境教育为核心内容的一种生态经济形态，强调紧抓体

育的本质属性，是亲近自然环境和追求体育文化体验的休闲

活动 [2]。

廉玲和易芳认为生态体育旅游指旅游者离开居住地和

工作地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参与各种健身娱乐、体育竞

技、体育交流等活动的形式进行旅游，旨在保护环境且能实

现利益共享的一种与自然和谐、体育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

生态经济形式 [3]。

综上所述，中国学者已从多个角度运用不同理论方法

对生态体育旅游概念及内涵进行剖析，但至今还没有给出一

个统一的定义，笔者在结合生态学、旅游学、体育学的观点

后认为，生态体育旅游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提下，非

定居者不以赚钱为目的在旅游目的地中参与各种体育锻炼、

体育竞技、体育观光等活动所引发的现象和关系。

1.3 中国生态体育旅游资源的研究现状

在生态体育旅游发展的过程中，生态体育旅游资源是

生态旅游发展的基础条件和核心部分，中国的许多学者也在

生态体育旅游资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缪周和对西双版纳的生态体育旅游资源进行了调查和

分析，指出了在西双版纳发展生态体育旅游的重要性，最后

根据西双版纳生态体育旅游资源的特点为西双版纳生态体

育旅游的发展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4]。

秦琴等人运用田野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和 ArcGIS地图

表达法，从生态文明视角对滇西北体育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及

空间特征进行研究，并结合生态文明建设还有地理位置因素

对滇西北的体育旅游资源开发制定了科学的开发策略 [1]。

孙春、林志刚、陈浩等人在界定京杭运河生态体育文

化旅游资源定义的基础上，分析京杭运河生态体育文化旅游

资源的构成要素及价值，从生态体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现

状入手，提出京杭运河生态体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具体路

径 [5]。

蒙祖敏对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态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做

了详细的阐述，更多关注点在于少数民族生态体育旅游的文

化层面。对贵州少数民族水族生态体育旅游开发的资源现状

进行了调查，并提出存在的问题 [6]。

罗强对广西红河水流域的生态体育旅游的资源开发进

行调查及论证，得出结论与建议，为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弘

扬和积极地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7]。

杨倩利用 SWOT对黔东南三县的体育旅游资源进行分

析，总结出了黔东南三县生态体育旅游资源的优势、劣势、

机会和威胁，并根据分析结果对黔东南生态体育旅游资源的

开发提出了科学的发展策略 [8]。

刘忠超对日照市生态体育旅游资源开发及整合进行了

分析，并提出日照市生态体育旅游发展的构想，为当地生态

体育旅游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9]。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生态体育旅游资源已经从多个维

度入手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丰富生态体育旅游的研究成果，

为多个地区促进生态体育旅游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指导方

案，推动了生态体育旅游整体行业的大跨步发展。

1.4 中国生态体育旅游的发展模式与路径研究

中国学界关于生态体育旅游的发展模式与路径的探究，

众多学者依据不同区域体育旅游资源、经济、宏观政策、人

图 1 2003—2021 年中国生态体育旅游研究发文数量演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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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等特点，因地制宜，制定出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的发

展模式与路径，以此来推动地区生态体育旅游的发展。

盛建国提出，生态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要进行科学规

划，保护性开发；突出政府的指导作用，政府要积极参与，

提供体育公共服务，培育体育旅游群众基础，并加大投入，

促进体育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最后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创新体

育旅游产品和管理模式，培育和营销体育旅游品牌的整体发

展模式 [2]。

缪周和在对西双版纳生态体育旅游的研究中提出要以

生态学为指导，为生态体育旅游发展提供科学的发展建议，

以发展需要为导向，引进生态体育旅游专业人才，加强生态

体育旅游宣传，整合相关服务行业，根据当地旅游资源的特

点，对当地的民族传统体育资源进行开发，根据社会潮流，

拓展体育项目，建立健全生态体育旅游发展管理的法规体系

的发展路径来推动西双版纳生态体育旅游的发展 [3]。

秦琴等人在“生态文明背景下滇西北体育旅游资源开

发潜力评价及空间特征”中提出了开展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

线的全域体育旅游，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实现全域体育

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全面打造生态体育旅游示范基

地；构建起滇西北体育旅游一体化运营体系，提高体育旅游

产业运营效率；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体育旅游品牌的打造

中，走生态型城市体育旅游品牌建设、生态型山地体育旅游

品牌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业态新产品融合开发建设之

路；并依据该区域体育旅游资源呈现“点—线—面”的特征

提出做强生态点、做大体育旅游；优化生态线、畅通体育旅

游；辐射生态面、全域体育旅游的发展模式 [1]。

梁歌对信阳市生态体育旅游的发展提出了要加大对生

态体育旅游的宣传力度，完善生态体育旅游的经营管理制

度，培养生态体育旅游的专业人才，积极倡导低碳智慧型生

态体育旅游，丰富文化内涵，走乡村生态体育旅游发展之路

的发展模式 [10]。

综上所述，中国学者对于生态体育旅游的发展路径与

模式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结合上文笔者认为在生

态体育旅游的发展过程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为生

态体育旅游的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要打造生态体育旅游品

牌，发挥品牌效应，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培育专业人才，推

动行业；并且生态体育旅游的发展要将体育、旅游、生态三

个学科的知识科学合理的融合起来，运用到生态体育旅游的

实际发展中去。

2 结语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体育旅

游的发展是关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党中央也在强调

生态 +旅游的发展模式。但是，目前中国的生态体育旅游

行业的发展还不是很成熟，生态体育旅游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也还处于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因此，社会各界力量要在生态

体育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积极整合能够促进

生态文明发展的可利用资源，密切关注当前生态体育旅游发

展过程中的问题，各地积极打造特色生态体育旅游产品和品

牌，并制定合理的营销策略，促进生态体育旅游行业的整体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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