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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旅游产业是体育和旅游深度融合的新兴产业业态袁
它是以体育运动为核心袁以现场观赛尧参与体验及参观游览为

主要形式袁以满足健康娱乐尧旅游休闲为目的袁向大众提供相

关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袁涉及健身休闲尧竞赛表演尧
装备制造尧设施建设等业态咱1暂遥 已是许多世界发达国家的支柱

性产业和经济增长推动力遥 国外对于体育旅游的研究始于

1966 年咱2暂袁经历了野初始要发展要扩展冶3 个阶段咱3暂袁研究内容

逐渐聚焦袁研究范围不断拓展袁呈现多学科交叉态势袁研究体

系逐渐形成咱4暂遥
我国对于体育旅游产业的学术研究最早见于 1989 年袁经

历了萌芽期尧发展期以及波动增长期 3 个阶段咱5暂遥 2009 年国发

也2009页41 号文件叶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曳首次提出了体

育与旅游融合发展的理念遥 后续国家各部委陆续发布了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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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文件袁从顶层设计上保证了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袁开启了

体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新篇章遥 随着国家对体育旅游产业

发展的不断重视袁研究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袁研究主题也日益

多元化袁涌现出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遥 对国内外前沿研究成

果进行阶段性总结和对比分析袁从整体上把握研究态势袁有助

于为后续学者开展创新性研究提供理论基础遥 已有学者对国内

和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综述咱2-4暂遥但缺少对近年来研究前

沿成果的梳理袁更缺乏对中外研究成果的深入对比分析咱4袁6暂遥 面

对快速发展的具有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体育旅游产

业袁迫切需要客观梳理归纳前沿成果袁探索研究动态和趋势曰
基于此袁本文以定量分析和定性描述相结合的方法袁绘制该领

域研究的知识图谱袁廓清研究脉络和国际前沿视野袁以为后续

学者研究提供客观和有价值的参考遥
1 研究设计

1.1 数据收集及处理

国内外文献采集的时间区间为 1985要2023 年遥 其中袁外
文文献的选取源于 Web of Science渊WOS冤核心合集数据库袁以
野sports tourism industry冶野sports tourism integration industry冶等
为主要检索词袁采用野高级功能冶进行标题检索袁共检索文献记

录 441 条遥 限定 Language 为 English袁Document Types 为 Arti鄄
cles袁 并经人工筛选并去重后袁确定 334 篇文献为外文基础数

据曰中文数据选取以中国知网渊CNKI冤为数据源袁采用野高级检

索冶袁以野体育旅游产业冶野体旅融合冶为主要检索词进行主题检

索袁限定野文献来源冶为 CSSCI 和北大核心期刊论文袁通过人工

阅读确认和去重后袁最终确立 522 条文献为中文基础数据遥
1.2 研究方法与工具

学科知识的快速发展和更新袁 研究者需花费大量时间以

把握学科领域的发展情况袁 科学的文献计量工具知识图谱

渊knowledge graph冤咱7暂的出现为上述问题提供了有效解决路径遥
研究基于 CiteSpace渊版本号 6.1.R3冤袁主要利用文献的统计尧关
键词共现尧关键词突现尧关键词时间线图等功能对中外体育旅

游产业相关研究进行计量分析遥 通过关键词共现可以挖掘研

究领域的热点袁 通过关键词突现可以洞察研究领域的前沿动

态袁关键词时间线图则体现研究领域整体的发展演进遥 通过 3
个主要功能的可视化呈现袁 探究中外体育旅游产业领域的研

究主题尧研究热点和发展前沿遥
2 体育旅游产业研究现状分析

文献发表数量是衡量某一研究领域或学科研究态势的重

要指标咱8暂遥 如图 1 所示袁可以直观地看到国际和国内体育旅游

产业研究的特征和趋势遥

图1 中外体育旅游产业研究年发文量时序曲线渊1985要2023年冤

国外体育旅游业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咱9暂袁1966 年英国学

者 Anthony 发表了野体育与旅游冶的文章袁标志着国外体育旅

游领域学术研究的开始袁此后一段时间相关学术研究较少袁直
到进入 21 世纪袁研究成果开始集中显现遥 研究整体呈现持续

稳定增长态势遥 这一结果与 Jim佴nez-Garc侏a 等人对国际近二

十年来渊2002要2019 年冤体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发现

相一致咱3暂遥 研究发现袁2017 年以后国外体育旅游产业研究呈现

爆发式的增长袁 依据文献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可以将国外体

育旅游产业 2017 年后的发展阶段界定为野高质量发展冶阶段遥
我国体育旅游业萌芽于 20 世纪 80 年代袁 以西藏体育旅

游公司的成立为标志遥 而关于体育旅游产业的学术研究则开

始于 1989 年袁以王仕平发表在叶旅游学刊曳的体育旅游文章为

标志咱10暂遥 图 1 标明了我国关键时间节点与体育旅游产业相关

的时事和政策遥 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可以划分为以下 4 个阶

段院1989要1999 年为萌芽阶段袁其间研究成果很少袁体育旅游

融合发展尚未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曰2000要2008 年为缓慢增

长阶段袁进入 21 世纪以来袁特别是 2001 年申奥成功袁带动了

居民对我国体育运动城市的关注袁 同时城市体育旅游对经济

社会的影响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曰2009要2015 年为波动增

长阶段袁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袁大型体育赛事带动了

我国体育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袁2009 年国务院叶关于加快发展

旅游业的意见曳的颁布袁在政策和制度保障层面进一步推动了

体育旅游业的融合发展曰2016要2023 年为快速多元发展阶段袁
其间我国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袁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袁
加速了体育旅游业的发展袁2016 年国家旅游局和国家体育总

局联合签署了叶关于推进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的合作协议曳袁充分

论证了体育旅游发展的重要意义袁 提出了发展的总体要求和

重点任务袁 为此后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

础袁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曰2020 年以后随着

叶进一步促进体育消费的行动计划曳以及全面乡村振兴相关文

件的颁布袁关于体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深入袁研究成果

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袁研究更为多元袁内容更为丰富遥
3 中外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研究热点

高频关键词及聚类划分可以很好地显示相关学术领域的热

点内容尧主题分布以及学科结构咱11暂遥本研究以中外文献样本的关

键词为节点袁 利用 CiteSpace 的词频统计和中心性计算功能袁对
中尧外文献样本中体育旅游产业关键词进行统计遥将 Node Types
设置为 Keyword袁Selection Criteria 设置为 Top50袁得到关键词共

现知识图谱袁其中节点数 N=1 213袁连线数 E=5 170渊密度 Densi鄄
ty=0.007冤袁模块值 Q=0.749 7袁平均轮廓值 S=0.913 9袁图谱分析

科学有效遥 将关键词进行自然聚类袁选取前 15 个聚类袁结合高

频关键词进行归纳整合生成关键词表袁剔除无效关键词袁最终

整理出前十位的关键词渊表 1冤袁以此可以看出中外体育旅游产

业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和研究热点遥
3.1 国内体育旅游产业研究热点

通过关键词计量分析可知袁目前国内针对体育旅游产业的

研究热点主要聚焦于体育旅游产业内涵尧体育旅游融合发展尧
体育旅游经济以及体育旅游资源等内容袁具体分析如下遥
3.1.1 体育旅游产业的内涵研究

49窑 窑



第 43 卷 湖 北 体 育 科 技 第 5 期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袁不同产业之间的交叉渗透使得产业

融合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咱5暂遥 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于体育

旅游产业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遥从复合型产业的视

角袁学者闵健咱12暂分析了旅游界和体育界不同学者对体育旅游产

业的理解袁认为体育旅游产业是人们以参与或观看体育运动为

目的 袁 或以体育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旅游活动曰 从经济学的视

角袁认为是以体育本体资源为核心尧以旅游服务要素为载体袁经
过技术融合尧业务融合和市场融合等方式实现体育产业与旅游

产业价值链的相互渗透袁逐步发展形成的一种兼具体育和旅游

业特性的新型服务业态曰从本质来看袁产业融合的产物袁是体育

和旅游领域袁伴随体验经济时代大众文化的兴起袁在产业化发

展的驱动下袁因消费者旅游不同偏好而形成的跨产业需求以及

多种产品效用互补的综合性产业咱13暂曰从产业融合的方式来看袁
产业融合的方式有横向拓展融合以及延伸交叉式融合袁产业融

合为体育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和路径依赖曰也有

学者认为体育产业主要是以观看和参与体育活动为主体育和

旅游交叉融合的产业活动综合咱14-15暂袁为了满足体育旅游参与者

需求而衍生出的能够带动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产业形式遥
3.1.2 体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体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是国内学者广泛关注的热点袁要
素融合是产业融合的基础咱15暂袁包括野硬要素冶和野软要素冶袁我国

目前以自然尧文化尧体育资源为基础的野硬要素冶比较丰富袁而
关于制度尧环境尧人力尧服务尧技术等野软要素冶不足袁要实现体育

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实现从野硬要素冶向野软要素冶的
跃升咱16暂遥 此外袁要实现体育旅游产业的深度必须要实现产业价

值链的野解构冶和野重构冶阶段袁最终通过技术融合尧业务融合以

及市场融合来实现体育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重构路径咱17暂遥
体育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尧路径以及融合发展的测度分析等

也是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的问题焦点遥 野城市辐射全域冶发展模

式强调以城市为核心辐射全域的体育旅游产业发展模式袁而
野城乡融合冶发展模式基于乡村丰富的旅游资源而以城乡融合

发展为主袁强调城乡一体化发展遥 基于大数据的野智慧生态冶体
育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的提出袁 是我国体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的创新性研究遥 机制和路径是体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

实施袁数字化推动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袁也通过对产业经济结

构的重塑推动了产业的变革遥 数字化同样为我国体育旅游产

业融合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袁 通过数字赋能所产生的外源动力

与产业内部组成要素数字化革新的内生动力的协同实现体育

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咱18暂遥 总体来看袁学者基于我国发展实践

从要素融合尧价值链重构尧发展模式袁数字化转型等方面进行

了大量研究袁为我国体育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遥
3.1.3 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研究

关于体育旅游产业经济的研究袁 我国学者主要体育旅游

业发展的经济效益尧品牌塑造尧产业集群尧产品融合创新等方

面袁部分学者咱19暂认为袁经济效益是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

效率的体现袁 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相关产业集群整体发

展的驱动袁创新的持续生命力能够起到优化产业结构尧提升产

业融合绩效的作用遥
体育旅游产业作为低碳经济产业袁 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体

制增速提供动力引擎袁 但同时也更应该关注体育旅游产业经

济增长的均衡性尧稳定性尧公平性尧绿色性特征袁对我国体育旅

游整体尧区域及人均经济水平的整体性发展的影响袁在积极推

进发达地区体育产业发展的同时袁 更应该积极引导和扶持中

西部地区的梯度发展袁注重城乡融合发展袁让体育旅游产业发

挥激活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咱20暂遥
产业集群是实现产业经济价值尧 社会价值以及生态价值

统一的有效方式遥 研究认为在我国中部尧东部以及沿海发达地

区袁已形成一定产业经济效应的体育旅游产业集群袁然而在我

国西部地区依然还未形成有效的体育旅游产业集群袁 这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西部地区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袁 如何实现区

域特色体育产业发展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咱21暂曰除此之外袁依据体

育资源的不同袁对民俗体育文化产业尧冰雪体育产业尧滨海体

育产业尧乡村体育旅游等进行了研究咱22-24暂袁探讨了体育旅游产

业发展具有拉动消费尧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尧带动贫困地区脱贫

致富以及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咱25暂遥
3.1.4 体育旅游产业资源开发研究

从体育旅游资源野粗放式冶的开发到关注体育旅游资源开

发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和谐发展袁 是我国体育旅游产业开发所

表 1 中外体育旅游产业研究高频关键词

1

2

3

4

5

6

7

8

9

10

1992

2006

2001

2009

2015

2009

2004

2020

2017

2009

体育旅游

产业融合

体育产业

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

体育经济

发展对策

乡村振兴

全域旅游

体育赛事

0.75

0.29

0.31

0.18

0.07

0.09

0.04

0.04

0.01

0.03

153

110

116

149

106

48

26

16

12

11

1986

2012

2009

2008

2010

2012

2007

2007

2007

2018

sport tourism

sports tourism

Tourism management

Customer Satisfaction

Economic impact

Develop model

perceptions

Sporting events

strateg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0.06

0.03

0.10

0.11

0.09

0.09

0.02

0.05

0.07

0.03

51

41

35

28

23

20

19

17

11

8

首现时间/年 关键词 中心性 频次/次 首现时间/年 关键词 中心性 频次/ 次

国外
序号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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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重点咱12暂遥 因此袁探索符合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长效

机制构建的风险评估制度袁 构建科学完善的资源开发利用与

生态保护长效机制评价服务体系袁 提高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

长效保护机制袁是体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咱26暂遥 例如袁
对体育旅游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应注重低碳技术的应用袁 以实

现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与产品创新的产业低碳发展咱27暂曰在乡村

体育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袁 应注重体育旅游资源开发和乡村

优秀民风培育相结合袁 将优秀的乡村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袁做好乡村自然资源尧农耕文明和民族体

育文化资源开发咱28暂曰在少数民族地区体育旅游资源开发过程

中审慎把握资源开发与商业化发展之间的平衡点袁 加强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传承保护意识袁 良性消解地区经济发展与民族

特色项目尧民族区域文化传承两者之间的矛盾咱29暂等遥 总体来

看袁 我国目前体育旅游的资源开发很大程度上依靠不同区域

自然资源为主袁部分项目旅游尧民族体育等资源袁开发水平较

低袁缺乏特色的尧高质量的国际大型体育旅游品牌资源袁未来

通过科学地规划尧开发和管理实现生态化尧特色化尧品牌化及

可持续发展为主的体育旅游产业发展方向遥
3.2 国外体育旅游产业研究热点

3.2.1 体育赛事旅游研究

体育赛事对旅游业的作用和影响对于世界各地目的地的

竞争力越来越重要咱30暂遥 体育赛事被认为是增强主办方旅游吸

引力的机会袁由于其经济影响和吸引的游客数量袁已成为体育

经济的重要领域之一遥 国外学者认为袁像野奥运会冶野世界杯冶等
定期组织的尧具有国际性尧由不同体育形式组成的项目袁其规

模大尧影响大袁具有体育赛事旅游的标志性袁特殊赛事的管理

和执行会对经济尧身体尧社会文化尧心理尧环境和政治产生直接

或间接影响咱31暂遥 Gibson 等人提出更加关注当地和区域性赛事袁
发展体育旅游的社区将重点放在常规赛季体育赛事或举办较

小规模的体育赛事上袁 指出了区域小规模赛事对体育旅游产

业发展的重要性咱32暂曰Shonk 提出了赛事体育旅游质量的概念模

型袁其中体育赛事旅游的质量决定了游客是否参与赛事本身或

目的地的旅行袁而体育旅游质量模型则包含 4 个维度袁每个维

度由 2 个或 2 个以上的子维度来定义袁 主要维度是准入质量

渊由目的地准入组成冤和住宿资格渊包括环境尧互动和价值冤咱33暂曰
Nauright 则通过对南非世界杯和区域马拉松赛事的案例研究袁
进行比较分析体育旅游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袁 将赛事

的收益作为体育赛事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咱34暂曰Han 对体

育赛事参与者的体育旅游目的地环保行为进行了研究袁通过与

赛事参与者家庭环保行为对比研究发现袁不同活动参与者渊即
旅游者和非旅游者冤 对目的地环境责任的认知和行为有所不

同袁这将从另一视角为体育赛事旅游管理提供了理论参考咱35暂遥
3.2.2 体育旅游产业管理研究

组织管理是实现体育旅游质量提升和产业经济效益最大

化的重要措施袁也是国外学者关注的热点袁从不同视角进行了

相关研究遥 Rodrigues 通过采集 3 个不同国家的高尔夫球场数

据袁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戴明哲学管理模式进行实证检验袁强
调了领导力在体育旅游管理质量改进计划成功中的重要性咱36暂遥
Kennelly 采用定性案例研究袁 探讨了澳大利亚国家体育组织

渊NSO冤尧澳大利亚橄榄球联盟渊ARU冤 和体育旅游产业运营商

渊STO冤 FanFirm 之间的战略联盟袁表明体育组织可以在重大赛

事旅游成果最大化方面发挥作用袁 还表明小规模尧野自下而

上冶的跨部门联盟可以为重大体育赛事旅游成果最大化作出

贡献咱37暂遥以上研究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袁从不同的视角探究了

体育组织管理对体育旅游产业的收益的重要影响遥
风险管理是决定体育旅游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

素之一袁 国外学者对欧美不同国家的体育旅游产业进行了研

究袁认为风险管理是体育旅游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遥 其中

安全风险和健康风险是体育旅游产业风险管理所面临的最大

挑战袁有学者从旅行医学的视角袁分析了体育赛事旅游的健康

问题袁 包括参与者的传染病预防以及旅游中的健康行为养成

等咱38暂曰同时也有学者分析了体育探险旅游的风险成因尧类型及

应对措施咱39暂袁探索风险事故的赔偿法规尧案例等遥
生态管理袁 是学者基于减少污染和体育旅游资源生态保

护提出的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综合管理模式袁研究指出袁体育旅

游产业发展应以政府为主导袁充分发挥旅游者尧旅游企业和旅

游目的地居民的共同努力袁 努力构建内生驱动机制和外生驱

动机制袁构建协同的体育旅游生态管理模式咱40暂遥
3.2.3 体育旅游产业影响因素研究

体育旅游产业发展与政治尧经济尧社会尧文化尧健康尧环境尧
城市发展之间均相互作用咱41暂遥 国外学者认为体育旅游消费者尧
体育旅游市场以及体育旅游产业品牌塑造是决定体育旅游产

业发展的核心要素遥 体育旅游消费者是国外体育旅游产业经

济影响研究的主体咱33暂遥 学者运用数理统计尧模型构造等定量研

究方法袁从经济学尧心理学尧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角度重点对体

育旅游消费的经济价值尧影响因素尧消费促进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研究袁研究表明体验感尧群体归属感是决定体育旅游产品消

费的重要因素遥
体育旅游市场是影响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遥 研

究表明袁国外体育旅游市场已高度成熟袁主要分为参与性体育

旅游与观赏性体育旅游袁 体育旅游产业也是围绕着这 2 个市

场来展开袁经营体育旅游产业的渠道也更加的多元化遥此外袁高
质量体育旅游组织管理是国外市场高质量运营的保障袁以满足

消费者个性化尧多元化的需求为目标袁不断丰富体育旅游组织

供给内容袁进一步促进了体育旅游市场的发展咱33暂遥例如袁美国体

育赛事与旅游协会 渊Sport ETA冤 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旅游组

织袁其充分将体育尧旅游尧文化等资源进行整合袁为主办机构尧
赛事所有者以及参与行业的供应商提供了高效的沟通网络袁
实现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袁促进了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遥

体育旅游产业品牌塑造是国外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

因素之一遥 研究认为袁品牌的塑造以及品牌的辐射效应对体育

旅游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咱31暂遥 以体育为核心袁将文化尧生
活尧时尚尧娱乐饮食等领域进行广泛的融合袁打通上下游产业

链条袁生成多种体育旅游消费场景袁着力塑造体育旅游产业品

牌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遥 美国以职业体育赛事和业余体育

赛事为主袁 塑造了高度发达具有国际知名度的美国职业棒球

渊MLB冤尧美式橄榄球渊NFL冤尧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渊NBA冤尧国家冰

球 渊NHL冤4 大职业联盟赛事品牌以及以马拉松和大学体育赛

事为主的业余体育赛事品牌袁 全面推动了体育旅游产业的发

展袁此外袁国家体育公园也是户外休憩尧体育休闲以及旅游活

动的重要载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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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体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学者主要围绕野体育+旅游冶的产业驱动模式袁从供给侧改

革聚焦体育旅游深度融合咱9暂遥体育与旅游的兼容性为体旅融合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袁资源融合是基础袁为体旅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基本场景和活动场所咱11暂曰市场融合是产业发展重要载体袁体
育消费者和旅游消费者的目标群体具有一致性袁 市场融合进

一步促进了产业的发展曰产品融合袁是体旅融合的高级形式袁
包括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曰业态融合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袁开
发更高质量的体育旅游资源尧体育旅游产品尧品牌体育旅游赛

事曰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尧国家体育公园尧国家体育旅游示

范区等一系列国家级的体育旅游融合示范项目的建设袁 为丰

富体育旅游体验尧传播体育文化尧发展体育产业尧扩大体育旅

游消费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袁是国内体旅融合的创新实践遥

4.1.2 乡村体育旅游产业研究

野乡村振兴战略冶是新时代野三农冶工作的新战略尧新部署尧
新要求咱42暂遥 在政策导向和实践引领下袁体旅融合如何助力乡村

振兴成了学术界的热点和前沿议题遥 研究聚焦于体旅融合助

力乡村振兴的价值尧逻辑和作用机制袁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体

育旅游产业发展的现状尧典型案例和经验借鉴袁乡村体育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袁 体育旅游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模式研究

等方面咱43暂遥 其中有学者提出了以野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冶为主体

的以优化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目的袁 同时兼具文化尧健
康尧旅游尧养老尧度假等多种功能的消费新业态的乡村体育旅

游运动休闲模式曰 以乡村优质自然生态资源为载体的集健身

康体尧运动保健尧健康管理尧养生食疗等为一体的乡村体育健

身疗养模式咱44暂曰以野乡村体育赛事冶为载体的以观赏性和参与

旅游资源

发展对策

开发

产业

发展

对策

西部

体育旅游

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

文旅产业

2.72

2.41

3.19

5.76

4.52

3.78

2.63

9.81

3.02

5.77

5.24

2.49

关键词 强度

2002

2000

2003

2004

2004

2004

2004

2006

2016

2018

2020

2021

开始时间/年 结束时间/年

2014

2010

2009

2010

2008

2011

2005

2012

2019

2023

2023

2000要2023

▃▃▃▃▃▃▃▃▃▃▃▃▃▃▃▃▃▃▃▃▃▃▃

▂▂▂▂▂▂▂▂▃▃▃▃▃▃▃▃▃▃▃▂▂▂▂

▂▂▂▂▂▂▂▂▂▂▂▃▃▃▃▃▃▃▂▂▂▂▂

▂▂▂▂▂▂▂▂▂▂▂▂▃▃▃▃▃▃▃▂▂▂▂

▂▂▂▂▂▂▂▂▂▂▂▂▃▃▃▃▃▂▂▂▂▂▂

▂▂▂▂▂▂▂▂▂▂▂▂▃▃▃▃▃▃▃▃▂▂▂

▂▂▂▂▂▂▂▂▂▂▂▂▃▃▂▂▂▂▂▂▂▂▂

▂▂▂▂▂▂▂▂▂▂▂▂▂▂▃▃▃▃▃▃▃▂▂

▂▂▂▂▂▂▂▂▂▂▂▂▂▂▂▃▃▃▃▂▂▂▂

▂▂▂▂▂▂▂▂▂▂▂▂▂▂▂▂▂▃▃▃▃▃▃

▂▂▂▂▂▂▂▂▂▂▂▂▂▂▂▂▂▂▂▃▃▃▃

▂▂▂▂▂▂▂▂▂▂▂▂▂▂▂▂▂▂▂▂▃▃▃

表 2 国内体育旅游产业关键词突现情况

3.2.4 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随着 2015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布袁体育旅游可持

续发展迅速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议题咱24暂遥 研究从关注体育旅

游产业的野经济效益 冶到野社会尧环境和经济冶的多重目标遥 Kim
以 2018 年平昌冬奥会为案例袁从多个研究视角探究了大型体

育赛事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情况袁 认为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提

高了举办城市的知名度袁 为城市创造了更多发展的机会遥 同

时袁有学者认为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成本高袁投资风险和安全风

险较高袁更应该关注体育赛事旅游的持续性影响袁包括志愿者

服务遗产和赛事遗产而应着力发展成本低尧 周期短的区域小

型赛事是未来发展的方向遥 此外袁体育旅游产业涉及多元利益

主体袁其中以游客为最直接利益相关者袁野游客特征尧目的以及

满意度冶等多方面成为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关注的重要内容遥 近

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袁 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

护尧气候影响尧居民居住环境保护以及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等

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咱25暂遥 在全球旅游需求旺盛的趋势下袁特色

明显尧 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体育旅游产品越来越成为各

个国家所追求的目标袁但在欧美一些人口低密度国家袁加上全

球人口老龄化袁 如何实现体育旅游资源的有效利用成为国外

面临的难题遥

4 中外体育旅游产业研究前沿分析

国外研究相对较早袁经历了野初始要发展要扩展要高质量

发展冶4 个阶段遥已具备完善的基础理论体系袁研究视角更为微

观袁体育赛事旅游对生态尧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国外研究的重

点和前沿遥 随着体育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袁以关照自然尧社会尧
人之间均衡发展的关系成为学者关注的前沿议题遥 国内研究

与不同时期国家政策尧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袁研究经

历了野萌芽要缓慢发展要波动增长要多元化发展冶4 个阶段袁研
究从理论探索到经验借鉴再到具体实践袁研究逐步深入袁内容

呈多元化遥
4.1 国内前沿聚焦院以政策为导向的多元探索转型

发展研究
国内研究与我国不同时期的政策制度尧经济发展尧社会文

化等方面密切相关遥 我国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呈现出阶段

性特征袁近年来袁在一系列国家政策支持下袁体育旅游产业在

国内发展内容更加多元遥 如表 2 所示袁呈现了我国不同阶段体

育旅游产业研究重点聚焦袁野产业融合冶野休闲体育冶野融合发

展冶等主题是体育旅游产业研究的热点袁而在近 4 年野融合发

展冶野乡村振兴冶野文旅产业冶成为研究前沿袁这与国内政策的导

向息息相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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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国外体育旅游产业关键词突现情况

world cup渊世界杯冤
economic impact渊经济影响冤

involvement渊参与冤
sustainability渊可持续发展冤
sport events渊体育赛事冤

image渊影响因素冤
sport tourism渊体育旅游冤

mega events渊大型体育活动冤
climate change渊气候变化冤

exploration渊探究冤
snowmaking渊人工造雪冤

destination image渊目的地形象冤
determinants渊决定因素冤

2.66

2.97

1.56

2.03

1.52

1.81

3.61

2.03

1.98

1.84

1.52

1.64

2.70

关键词 强度

2007

2009

2010

2012

2014

2015

2017

2017

2018

2018

2018

2020

2021

开始时间/年 结束时间/年

2016

2013

2017

2018

2019

2019

2018

2018

2019

2019

2019

2021

2023

2007要2023

▂▃▃▃▃▃▃▃▃▃▃▂▂▂▂▂▂▂

▂▂▂▃▃▃▃▃▂▂▂▂▂▂▂▂▂▂

▂▂▂▂▃▃▃▃▃▃▃▃▂▂▂▂▂▂

▂▂▂▂▂▂▃▃▃▃▃▃▃▂▂▂▂▂

▂▂▂▂▂▂▂▂▃▃▃▃▃▃▂▂▂▂

▂▂▂▂▂▂▂▂▂▃▃▃▃▃▂▂▂▂

▂▂▂▂▂▂▂▂▂▂▂▃▃▂▂▂▂▂

▂▂▂▂▂▂▂▂▂▂▂▃▃▂▂▂▂▂

▂▂▂▂▂▂▂▂▂▂▂▂▃▃▂▂▂▂

▂▂▂▂▂▂▂▂▂▂▂▂▃▃▂▂▂▂

▂▂▂▂▂▂▂▂▂▂▂▂▃▃▂▂▂▂

▂▂▂▂▂▂▂▂▂▂▂▂▂▂▃▃▂▂

▂▂▂▂▂▂▂▂▂▂▂▂▂▂▂▃▃▃

性体育旅游产品消费为目标的体育赛事型曰 以立足乡村特定

的地域空间尧乡村聚落和民居建筑袁以乡村民俗尧乡村民族风

情和传统体育文化为资源基础的民俗体验型等遥
4.1.3 体文旅一体化发展研究

伴随社会大众持续提高的精神文化诉求袁以历史尧民俗等

文化资源为基础袁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内容袁以旅游载体的体

育文化旅游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遥丰富了体育旅游发展的文化内

涵遥 体育文化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袁进一步推动了体育文

化旅游行业市场的繁荣袁 有助于传统文化有效传承和发展咱45暂遥
例如袁 以冰雪体育旅游为主的京张体育旅游文化带建设尧以
野达瓦孜冶尧赛马尧野叼羊冶尧射箭尧摔跤尧野姑娘追冶等新疆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赛事袁为主的民族体育文化旅游袁以西南民族体育

为主的民族节庆体育文化旅游等遥 通过对体育旅游产品及形

象的创新袁挖掘体育文化内涵袁以满足参与者的多元需求咱46暂遥
野体文旅冶一体化发展不仅局限于体育活动本身袁更加聚焦于

体育文化的体验袁同时创新旅游产品的形式形态袁增强沉浸式

体验遥 有效促进旅游产业与体育产业单一化向复合化融合化

发展袁有力推动了体育旅游产业业态的融合创新遥
4.2 国外前沿聚焦院以赛事旅游主导的高质量体系

化发展研究
从关键词突现情况来看渊表 3冤袁体育赛事旅游是国外体育

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遥 其中强度最高的关键词是野sport
tourism渊体育旅游冤冶袁其次是野economic渊经济影响冤冶袁而野world
cup渊世界杯冤冶的突现时间最长袁由此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于

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旅游的高度关注遥 此外袁 近五年来野deter鄄
minats 渊决定因素冤冶野mega events 渊大型体育活动冤冶野sustain鄄
ability渊可持续发展冤冶野climate change渊气候变化冤冶野destination
image渊目的地形象冤冶等成为国外体育旅游产业关注前沿遥
4.2.1 体育赛事旅游研究

体育赛事旅游一直是国外体育旅游的焦点领域袁 也是国

外学者关注的前沿遥 参与型体育旅游和怀旧型体育旅游是体

育赛事旅游的重要部分遥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袁关于体育赛事

旅游的研究从关注体育赛事旅游的经济效益到关注其对经

济尧社会以及环境的综合影响袁从研究大型体育赛事到关注区

域以及小型体育赛事的社会效益袁 从关注观赏型体育赛事到

大众参与体育赛事的研究遥 除了研究体育旅游赛事的经济因

素外袁体育赛事的非经济因素也是学者关注的焦点袁学者认为

体育赛事的非经济因素的价值往往被忽略袁 例如提升国民的

生活质量尧增强民族认同感和爱国热情等遥 近年来特别是国际

大型体育赛事在赛事组织和资金投入等方面效果显著袁 体育

赛事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对经济尧 社会以及环境的影响逐渐成

为研究的前沿曰区域和地方体育赛事袁其组织显然具有宏观经

济效益袁 但对其经济和社会影响的确切性质和程度的理解尚

未深入分析袁这将是进一步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曰已有研究构

建了具体的体育赛事类型学袁 可以为不同空间维度的研究提

供了更好的基础遥
4.2.2 体育旅游目的地研究

体育旅游目的地建设是近年来国外学者所关注的前沿议

题之一遥 地理条件尧气候条件尧经济水平以及体育基础设施等

是体育旅游目的地建设所考虑的重点因素咱30暂曰此外袁体育旅游

目的地的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居民感知和态度也是学者重点关

注的研究对象遥 例如袁大型体育旅游活动对目的地生态等造成

的持续性破坏袁给活动管理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袁这在一定程

度上决定了体育旅游目的地能否可持续发展遥 近年来学者更

加关注体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研究袁 研究认为体育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尧住宿条件尧服务水平尧价格消费以及体育赛事是

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袁 但对于竞争力的标准国外研究依然未形

成统一共识遥
4.2.3 体育旅游影响和可持续研究

学者主要围绕体育旅游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来展开研

究遥 研究认为体育旅游为体育产业和旅游业开拓了新的发展

空间袁吸引消费者和投资者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增长袁为当地

创造重要的收入来源和商业机会袁有助于消除贫困袁同时改善

了地区的交通和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袁 为整个社区的福祉做出

了贡献曰同时也有学者认为袁体育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破坏了生

态环境袁为当地居民带来了诸多困扰袁影响了居民的生产和生

53窑 窑



第 43 卷 湖 北 体 育 科 技 第 5 期

活袁 鼓励相关环保组织积极响应以保护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

资源遥 总之体育旅游作为一种综合性产业袁其发展涉及诸多因

素和利益主体袁如何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仍需进一步探究遥
综上国内外前沿分析发现袁国外以体育赛事旅游为基础袁

从追求野经济效益最大化冶为主的体育旅游产业逐步聚焦于体

育旅游产业的野健康可持续冶的高质量体系化发展袁研究更加

系统化遥 例如袁更加注重体育旅游主体的参与体验袁体育旅游

资源的可再生利用袁体育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袁体
育赛事旅游发展对居民和社会的影响袁 体育旅游经济的健康

发展曰国内则以相关政策为导向袁聚焦野体旅融合冶野乡村振兴冶
野文旅融合冶等内容袁旨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尧创新的体育旅游

品牌袁以体育旅游产业赋能经济发展尧带动全民公共体育服务

体系高质量发展袁提高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曰综合来看袁国
外以高质量体育赛事旅游为主导聚焦体系化高质量发展袁兼
顾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尧 社会效益以及民众的多元

化需求曰而国内则以政策为导向进行了多元化发展的探索袁体
系化尧标准化尧品牌化以及生态化是我国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研

究应重点关注的方向遥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是中外研究共

同目标遥 体育旅游产业作为引领全球经济转型升级的野龙头冶
行业袁特别是在世界发达国家袁体育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国

家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袁 成为国家收入来源

的重要组成部分曰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袁面临产业结构调

整袁以绿色尧低碳可持续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基调袁体
育旅游产业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袁 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

动力之一袁总之以体育旅游产业刺激体育旅游消费袁形成有效

市场袁 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袁 是中外共同关注的重要议

题遥 此外袁社会的发展及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袁人们的需求逐

渐从维持生存的物质需求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袁 体育旅

游在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以及生命质量等方面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袁 在一定程度上为体育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充足的动力袁 这一点在世界发达国家得到了充分地体

现遥 而我国正是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重要阶段袁是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关键时期袁 我国体育旅游在国家政策以

及全球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发展迅速袁 但与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还具有很大发展空间遥
国外学者对于体育旅游产业研究主要围绕高端体育赛事

旅游遥 研究内容从宏观到微观袁聚焦于高端体育品牌赛事尧目
的地旅游尧组织管理尧消费者体验尧赛事遗产的保护以及怀旧

旅游袁形成了完整的职业体育赛事旅游尧业余体育赛事旅游尧
户外休闲体育旅游以及其他与体育活动相关的旅游 4 大市

场曰 我国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与不同阶段相关国家政策的颁

布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袁主要探讨了体育旅游资源开发尧体旅融

合发展尧体育旅游服务尧体育旅游的经济影响等遥 国外对于体

育旅游产业的研究已形成了系统的结构层次袁 其体育旅游产

业已进入高端化尧优质化尧品牌化发展遥 而国内的研究大多聚

焦于宏观层面或以某一领域研究袁研究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袁

国内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依然以低端尧大众化的消费为主遥
国外具有稳定的学术研究团体以及研究合作机构袁 形成

了高校与高校袁高校与企业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科研合作袁而
国内大部分学者为体育院校或综合类高校二级体育学院的学

者袁少部分则为旅游界的学者袁机构与作者间的合作仅停留在

内部或局部袁鲜有跨学科或跨机构的合作袁这种现象的存在袁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内学术研究的快速发展遥 国外学者注重

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和理论视角袁理论和实证研究兼具袁研究主

题多元袁研究内容精细袁研究内容结构层次清晰袁具有科学的

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遥 国内近年来研究也凸显出了跨学科袁主
题多元化尧研究具体化等发展趋势袁但是较国外体育旅游研究

相比仍缺乏系统和体系化的研究袁 大部分研究依然倾向于体

育旅游产业的宏观层面袁 研究趋向于国家政策导向的阶段性

热点袁缺乏对某一领域具体问题的深入和系统的纵向研究遥
5.2 启示

对比国内外体育旅游产业研究袁借鉴国外经验袁结合我国

发展实际袁可以明确我国体育与旅游产业研究的特色和不足袁
未来我国体育旅游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袁应重点关注体系化尧
品牌化尧标准化尧生态化发展的研究遥

深耕体育旅游产业的体系化发展研究遥 以系统的研究理

论来指导产业融合实践是体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成熟的

标志遥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基础领域的研究有一定积累袁但依然

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袁 以探索性尧 争议性的研究内容居

多袁 而形成具有权威共识的内容较少遥 需要结合我国发展实

践袁进一步从体育旅游产业融合的内外因素尧机理尧效应等进

行系统的研究袁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曰此外袁专业稳定学

术团队以及广泛的学术机构合作是学术研究发展的基础袁以
此来加强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袁 进一步推动体育旅游学术

体系的建立遥
注重体育旅游产品的品牌化特色化发展遥 相对于国外我

国在提升目的地的形象和吸引力袁包括品牌传播尧体育赛事营

销尧品牌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遥 第一袁应立足我国实际袁深
入挖掘特色资源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高质量体育赛事品牌袁以
赛事为链接点袁将体育和旅游要素进行整合袁增加以体育内容

为核心的消费场景袁塑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赛事旅游品牌曰第
二袁 建设区域特征明显的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带袁 我国疆域辽

阔袁地貌特征多样袁自然资源丰富袁也具备厚重的体育以及民

俗文化袁以不同区域的山地尧沙漠尧滨海等自然资源和体育人

文资源袁进行开发整合袁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野康养型冶野赛事

型冶以及野观光型冶等不同属性的体育旅游产业集群和产业生

态链袁提升体育旅游产业品牌的社会认知度和满意度曰第三袁
探索以野群众体育赛事冶为载体袁集民俗体育尧文化尧生态旅游

为一体的乡村体育旅游袁挖掘野村 BA冶野村超冶等案例的成功模

式袁结合体育特色小镇建设袁进一步优化袁为全国乡村体育旅

游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遥
体育旅游组织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研究遥 服务组织管理

的质量是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生命线袁 从专业人才培养到服

务水平是我国体育旅游产业组织管理服务目前存在的一大短

板遥 应从以下 3 个方面着手遥 第一袁亟须建立体育旅游专业人

才的野教育要实践要培训冶体系袁通过不断地培训和教育袁培养

具有高水平的组织管理和服务人员袁从事体育旅游开发尧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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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运营与管理尧产品研发及智能体育技术开发等曰第二袁更
加关注游客或消费者的个性化和多元化需求袁 以满足游客精

神尧心理及物质多样化的需求为导向袁来实现体育旅游的组织

管理以及服务水平的优化曰 第三袁 创新体育旅游管理服务平

台袁 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仅在于体育资源项目的开发以及

运营袁还在于旅游的服务能力袁依托大数据尧云计算尧5G 等袁创
新数字化体育旅游服务平台袁可以有效实现资源整合袁打通体

育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壁垒袁提升组织管理和服务效能遥
聚焦体育旅游产业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研究遥 可持续发展

是实现体育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遥 探索如何在经济发

展的同时平衡保护自然环境尧 促进社会和谐以及传承文化遗

产等方面的挑战遥 第一袁着力打造野生态体育旅游冶袁在体育旅

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开发与保护并重袁 加强大型体育赛事的遗

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袁 处理好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

保护的协同袁协同好体育旅游赛事发展与城市居民生活空间曰
第二袁积极推进智慧化体育旅游袁叶野十四五冶旅游产业规划曳提
出野开发数字化体验产品袁发展沉浸式互动体验尧虚拟展示尧智
慧导览等新型旅游服务冶野推动智能旅游公共服务尧 旅游市场

治理 耶智慧大脑爷尧 交互式沉浸式旅游等技术研发与应用示

范冶袁创新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智慧体育旅游模式袁丰富消费

者的个性化尧多元化需求袁增强消费者的深度体育旅游体验袁
创新无接触式消费模式袁能够有效增加市场新供给袁也将为体

育旅游产业注入新的动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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