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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deeply	explores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green	sports	tourism,	and	reveals	its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social	 interests	and	 long-term	manage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green sports tourism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contribution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by enhancing awareness 
of	nature	conservation,	 implementing	low-carbon	practices,	protecting	cultural	heritage,	promot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realizing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Based	on	 this,	 the	study	proposes	five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moting	low-carbon	tourism	practices,	protecting	cultural	heritage,	promot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tourism	 in	a	more	
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direction.	These	recommendations	aim	to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to	
policymakers,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community	to	jointly	promote	the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of	green	sports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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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绿色体育旅游的分类体系，揭示了其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社会利益及长期管理方
面的重要作用。结论如下，绿色体育旅游通过增强自然保护意识、实施低碳实践、保护文化遗产、促进社区发展，以及实
现旅游地的永续管理，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面贡献。据此，研究提出五项建议，包括加强环境教育、推广低碳
旅游实践、保护文化遗产、促进社区参与以及实施旅游资源的永续管理，旨在推动旅游业向更可持续、环境友好和社会负
责的方向发展。这些建议旨在为政策制定者、旅游业界以及社区提供实践指导，共同促进绿色体育旅游的实践和发展。

关键词

绿色体育旅游；体育旅游；分类体系

【课题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专

项课题《桂西北低碳旅游——体育旅游需求与参与研究》

（项目编号：2023ZJY1810）。 

【作者简介】张迪（1989-），男，中国河南漯河人，硕

士，讲师，从事体育旅游、休闲体育、幼儿体育研究。 

【通讯作者】关正（1988-），男，中国广东肇庆人，硕

士，讲师，从事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

1 引言

随着旅游业的持续繁荣和发展，体育旅游以其独有的

吸引力和新颖性，正逐步成为越来越多旅游者的首选 [1]。绿

色体育旅游作为一种结合了环保理念与体育精神的旅游模

式，不仅关键于体育旅游业的稳健增长和持续发展，更对地

区经济的恢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及生态文明的推

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鉴于此，对绿色体育旅游的细致探

讨，包括其独特性、丰富内涵及详尽的分类体系，显得尤为

重要。这项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价值，实践层面上也

极具意义，对于促进体育旅游行业的健康发展、推动经济、

文化与生态三者的协调进步，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绿色体育旅游资源概述

2.1 体育旅游的定义
体育旅游定义为由个人的多元动机所驱动的旅游活动，

其中动机可包括度假、商业、非商业目的或个人兴趣等 [3]。

它涉及人们暂时离开他们日常的居住或工作环境，通过有

组织的计划或偶然的机会，前往不同的地点参与或观赏运动

活动和景点 [3]。这种旅游形式不仅涵盖了主动参与各类体育

活动，也包括作为旁观者享受运动赛事的体验，覆盖从简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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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复杂多样的设施和环境 [4]。综上所述，体育旅游定义为基

于各种个人动机，如休闲度假、非商业或商业目的，驱使人

们离开他们日常的生活或工作环境，通过偶发或有计划的旅

行，主动参与或被动观赏不同场所的运动活动和景点的一种

旅游形式。

2.2 绿色旅游的定义及资源分类
绿色旅游概念，源自工业革命后期的欧洲，旨在深化

城乡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为城市居民提供逃离忙碌生活的空

间，同时赋予乡村地区全新的活力 [5]。此概念下，全球百大

绿色旅游地评选活动致力于寻找并表彰那些迈向可持续目

标的旅游目的地，依据包括自然与景观、环境与气候、文化

与传统、住民与接待，以及旅游地的永续管理五大核心永续

维度进行。作为《2030 年永续发展议程》推荐的一种创新

旅游形式，绿色体育旅游通过强调对自然与景观、环境与气

候、文化与传统、住民与接待以及旅游地的永续管理，成为

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及环境和谐发展的关键力量，体现了其

在推进全球旅游业向可持续发展转型过程中的显著作用和

极大潜力 [6]。

2.3 绿色体育旅游的定义
绿色体育旅游定义为一种综合旅游模式，旨在满足个

人基于休闲、非商业或商业目的的旅行需求，涵盖了主动参

与和被动观赏各类运动活动及景点。这种旅游模式强调在以

下五个关键层面的实践：保护和欣赏自然与景观、推动环境

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尊重并传承文化与传统、支持住民与

接待，以及实施旅游地的永续管理，旨在促进经济、社会和

环境的和谐发展，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体育旅游是一种致力于通过保护自然与景观、促

进环境与气候保护、传承文化与传统、支持住民与接待，并

实现旅游地永续管理的旅游模式，旨在实现旅游业的经济、

社会与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

3 绿色体育旅游的分类体系

绿色体育旅游资源根据其特性和作用，可划分为五个

主要层面：自然与景观、环境与气候、文化与传统、住民与

接待以及旅游地的永续管理，构成了绿色体育旅游的综合分

类体系。

3.1 绿色体育旅游自然与景观分类
绿色体育旅游的“自然与景观”分类侧重于旅游活动

中自然元素的保护与利用，其主要目的是在不破坏自然环境

的前提下，让旅游者体验和欣赏自然之美。这个分类可以进

一步细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3.1.1 自然保护区域
这些区域通常由政府或环境保护组织设立，目的是保

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绿色体育旅游活动在这些区域内

进行时，需严格遵守保护规定，比如限制访问区域和数量，

确保旅游活动不对生态系统造成损害 [7]。

3.1.2 野生动植物观察
野生动植物观察旨在让游客近距离了解和欣赏自然界

的生物，如鸟类观察、野生动物追踪等。这类活动通常要求

参与者保持安静，减少对动植物的干扰，并由专业指导员带

领，确保活动的可持续性。

3.1.3 自然景观探索
包括山脉、森林、湖泊、河流和其他自然景观的探索。

活动形式可能包括徒步、登山、皮划艇等，旨在通过身体活

动让参与者深入自然，体验自然之美。同时，这类活动鼓励

参与者了解和尊重自然环境，增强环保意识。

3.1.4 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是绿色体育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对自

然环境的最小化影响，同时提供环境教育和贡献于当地社

区。它不仅包括探索自然景观，还包括学习生态系统的运作

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3.1.5 户外冒险活动
户外冒险活动如攀岩、山地自行车、溯溪等，旨在挑

战自我，体验刺激，但同时也强调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这些

活动要求高度的自我约束和对自然环境的尊重，避免对自然

造成破坏。

通过上述分类，绿色体育旅游在自然与景观层面展现

了其对环境保护的承诺，以及通过体育活动促进人们对自然

美和生态系统价值的认识和尊重。

3.2 绿色体育旅游环境与气候分类
绿色体育旅游在“环境与气候”分类中强调的是旅游

活动对环境影响的最小化以及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响应。这个

分类涉及的方面旨在通过一系列旅游实践，促进环境保护和

气候稳定。以下是具体的分析。

3.2.1 低碳交通选择
鼓励使用低碳交通工具，如自行车、徒步或电动车辆，

减少旅游活动中的碳足迹。这不仅包括从一个目的地到另一

个目的地的长途旅行，也包括在旅游地内部的短途移动。

3.2.2 节能与资源利用
在旅游设施和活动中采取节能措施，如使用太阳能板、

雨水收集系统和节水装置等，减少能源消耗和资源浪费。此

外，鼓励游客和旅游业者对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如选择可重

复使用的物品和参与循环利用计划。

3.2.3 环境友好型住宿
推广使用环保材料建造的住宿设施，以及实施绿色运

营管理，如废物分类回收、有机食品供应和减少一次性用品

使用等，减少旅游住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3.2.4 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措施
包括通过教育游客和当地社区了解气候变化的影响，

提高对气候变化适应性的意识和能力，如通过树木植被的恢

复提升地区的碳吸收能力，或建立抵御极端天气事件的基础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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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可持续活动的推广
促进与环境和气候友好相符的体育活动，比如在保护

区内进行的观鸟、徒步和野营，这些活动不仅对环境影响小，

还能提升人们对自然和气候保护的认识。

通过实践这些策略，绿色体育旅游在“环境与气候”

分类中展现了其对于促进环境保护和气候稳定的贡献，强调

了通过旅游活动积极应对环境和气候问题的重要性，旨在实

现旅游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3 绿色体育旅游文化与传统分类
绿色体育旅游的“文化与传统”分类着重于保护和传

承目的地的文化遗产，同时促进游客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和尊

重。这一分类包含的活动和实践不仅有助于维护和弘扬地方

文化，还鼓励了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交流。以下是具体分析。

3.3.1 传统体育活动
参与当地的传统体育和游戏，如射箭、马术、民族式

摔跤等，不仅可以让游客体验到独特的文化活动，同时也是

对这些传统技能和习俗的一种保护和传承。

3.3.2 文化节庆和仪式
参与或观察当地的文化节庆、宗教仪式和庆典，这些

活动是地区文化的直接体现，能够增进游客对当地社会价值

观、信仰和生活方式的了解。

3.3.3 文化遗产游览
包括参观历史遗迹、古迹、博物馆和艺术展览等，通

过专业导游或解说员提供的深度解读，让游客了解地区的历

史背景、艺术成就和文化传统，增强文化认同感和保护意识。

3.3.4 社区参与和文化交流
鼓励游客与当地社区进行互动，比如参加工艺品制作、

烹饪课程或传统音乐和舞蹈学习等活动，这些互动有助于

游客更深层次地理解当地文化，并促进文化间的相互尊重和

理解。

3.3.5 支持当地艺术和手工艺
通过购买当地工艺品、艺术作品或参与文化展演活动，

支持当地艺术家和手工艺人的创作和生计，这不仅有助于保

持传统技艺的活力，还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通过这些活动和实践，绿色体育旅游在“文化与传统”

分类中表现出对保护文化遗产的承诺，同时强调了通过体育

和旅游活动促进文化交流和多样性的重要性，为地方文化的

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3.4 绿色体育旅游住民与接待分类
绿色体育旅游的“住民与接待”分类重点在于确保当

地居民从旅游活动中获益，同时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质量。

这一分类通过推动社区参与、保障居民利益和提供高质量

服务，旨在实现游客、社区和环境的和谐共生。以下是具体

分析。

3.4.1 社区参与与赋权
鼓励当地社区积极参与旅游活动的规划和管理，让居

民在旅游发展中拥有话语权，确保他们的需求和利益得到考

虑。这包括让社区居民参与决策过程、旅游收益的公平分配，

以及通过旅游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

3.4.2 当地就业机会的创造
通过绿色体育旅游活动和服务的提供，如向游客租赁

装备、提供指导服务、运营住宿和餐饮服务等，为当地居民

创造直接的就业机会。这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减少对

远地就业的依赖。

3.4.3 培训和教育
提供给当地居民关于旅游服务、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的培训和教育，提升他们的技能和服务水平。这不仅有利

于提高旅游服务质量，也能增强社区对绿色体育旅游理念的

认同和支持。

3.4.4 文化自豪感和身份的强化
通过展示和分享当地文化、传统和手工艺等，不仅能

丰富游客的体验，也能增强社区成员对自己文化的自豪感和

身份认同。这有助于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同时提升社区的

凝聚力。

3.4.5 提高生活质量
绿色体育旅游项目通过支持当地基础设施的改善（如

道路、卫生设施和教育资源）和提供公共服务，有助于提高

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此外，通过旅游收入的再投资，可以

为社区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通过这些方法，绿色体育旅游在“住民与接待”分类

中展示了其对于保障社区利益、提升服务质量和促进社区发

展的承诺，确保旅游活动能够为当地带来积极的社会和经济

影响。

3.5 绿色体育旅游地的永续管理分类
绿色体育旅游在“旅游地的永续管理”分类中，着重

于确保旅游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同时保证旅游资

源对未来时代的可持续利用。这一分类通过实施一系列的管

理措施和策略，旨在维护旅游地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促进长

期的旅游发展。以下是具体的分析。

3.5.1 环境影响评估
在开展新的旅游项目或活动前，进行全面的环境影响

评估，确保活动不会对旅游地的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

害。这包括评估项目对当地野生动植物、水资源、地质特征

等的潜在影响，并制定相应的缓解措施。

3.5.2 资源管理与保护
采取有效的资源管理策略，如限制访客数量、制定游

客行为准则、保护敏感区域等，以避免过度使用和退化旅游

资源。此外，通过恢复项目和保护措施来维持旅游地的生态

平衡和资源丰富度。

3.5.3 垃圾管理与减少污染
实施垃圾分类收集、回收和处理计划，减少旅游活动

产生的废弃物。同时，采取措施减少空气和水体污染，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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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使用化学清洁剂和推广环保交通工具。

3.5.4 社区参与与发展
确保当地社区参与到旅游地的管理和发展中，让社区

居民从旅游活动中受益，并增强他们保护本地环境和文化遗

产的责任感。这可以通过提供就业机会、支持当地企业和手

工艺品销售等方式实现。

3.5.5 教育与意识提升
通过解说服务、教育活动和信息材料，提高游客和当

地居民对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价值和可持续旅游的意识。这

有助于培养负责任的旅游态度和行为，促进环境和文化资源

的保护。

3.5.6 持续监测与评估
定期监测旅游活动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并根据评估结

果调整管理策略和活动实践，确保旅游地的永续管理达到预

期效果。

通过实行上述永续管理措施，绿色体育旅游能够保护

旅游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同时确保旅游带来的利益能

够惠及当地社区和未来时代，实现旅游业的长期和谐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绿色体育旅游为全球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

多维度的行动框架，总结出的五条主要结论如下：

①强化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通过直接参与体育

活动，游客能够亲身体验到自然之美，增强了对生态系统价

值和环境保护的认识及尊重。

②促进了环境保护与气候稳定：绿色体育旅游通过低

碳实践和气候适应性措施，积极应对环境和气候问题，展示

了其对减轻旅游业对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承诺。

③保护并弘扬了文化遗产：通过参与和观赏富含地方

特色的体育和旅游活动，绿色体育旅游不仅保护了文化遗

产，还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交流，为文化传承贡献力量。

④确保社区利益与发展：绿色体育旅游通过提供当地

就业机会、促进社区参与和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等方式，确保

了旅游活动为当地社区带来实实在在的社会和经济利益。

⑤实现了旅游地的永续管理：通过采取科学的规划和

管理措施，绿色体育旅游确保了旅游资源的长期可持续利

用，保护了旅游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为未来时代的旅

游活动和地区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些结论共同展现了绿色体育旅游作为一种全新旅游

模式，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社会利益

和长期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潜力。

4.2 建议
基于绿色体育旅游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文

化传承、社会利益及长期管理方面的贡献，以下是五条针对

政策制定者、旅游业界以及社区的建议：

①加强环境教育和公众意识：政府和旅游组织应合作

开发环境教育项目，通过工作坊、研讨会和媒体宣传等方式，

增强公众和游客对自然保护和可持续旅游的认识，从而提高

他们的环境责任感。

②推广低碳旅游实践：鼓励旅游业采用环保技术和低

碳运营方式，如使用可再生能源、提倡绿色交通和减少塑料

使用等，同时政府应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和激励措施，如税

收优惠和补贴。

③保护文化遗产和促进文化交流：旅游策划者和当地

政府应积极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组织富含文化元素的体育

旅游活动，同时鼓励文化交流，让游客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

和文化，从而增进文化的互相尊重和理解。

④促进社区参与和受益共享：确保旅游规划和项目实

施过程中充分听取社区意见，保障社区居民能够从旅游发展

中获得实质性利益，如通过提供就业机会、支持当地产品销

售等方式，促进经济共享。

⑤实施旅游资源的永续管理：建立和完善旅游资源的

管理机制，定期对旅游影响进行评估，确保旅游活动不会破

坏生态环境和文化资源，保持旅游地的长期吸引力和竞争

力，为后代留下宝贵的自然和文化财富。

通过实施这些建议，可以进一步加强绿色体育旅游的

实践，推动旅游业向更加可持续、环境友好和社会负责的方

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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