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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广东省 1 734 项体育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借助 ArcGIS 10.3，运用最邻近点指数、

网格维数分析法、核密度估计、地理探测器等空间分析模型，就空间分布特征、均衡特征、分布

密度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化表征。研究表明：广东省体育旅游资源整体空间分布具有沿珠江三

角洲经济带与海岸线分布，逐渐向内陆外围递减特点，冷热点区“南-北”分布，资源总体呈现“三

核、一带、三极”空间格局；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布局影响因素的解释力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软、

硬服务配套、市场培育发展、产业支持引导、人民生活水平、交通运输能力、经济收益效应。依

据研究结果提出广东省体育旅游开发路径及建议，助推全民健身发展战略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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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ArcGIS 10.3 software, 1 734 sports tourism resourc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studied, and spatial analysis models such as nearest point index, grid dimension analysis,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geographic detector were used to quantitatively characterize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equilibrium 

characteristics, distribution dens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overal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ports tourism resourc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s distributed along the economic bel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coastline, and gradually decreases towards the inland periphery. The cold-hot spots show a "south-north"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the overall spatial pattern of resources shows "three cores, one belt and three pole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patial layout of sports tourism resources are, in descending order, 

soft and hard service support, market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upport and guidanc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transportation capacity and economic income effect.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path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in Guangdong Province are proposed to help promot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national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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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旅游是多产融合的产业，推动体育旅游目的

地经济、社会和空间转型重构，成为实施全民健身发

展战略的重要载体[1]。根据广东省体育局发布的《2020

年广东省体育产业报告》显示，2019 年广东体育产业

总量达到 5 403 亿元，并逐渐由单一的体育用品企业

聚合向竞赛表演、体育旅游等多种类型的集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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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体育与旅游的融合发展蕴含巨大潜力。但在广东

体育旅游迅猛发展的过程中，资源有效供给不足、整

合度不高、开发不充分、规划不科学等问题频发。作

为一种新兴的空间地域单元，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对

于促进产业融合、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其空间布局的特点规律将直接影响后续资源配置的合

理性[2]。因此，探究广东省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异规律、

影响因素及开发路径有利于进一步优化体育旅游布

局，助推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且为其他省份乃至

全国体育旅游高效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体育旅游在国外的发展相较于国内早，对体育旅

游的研究更加趋向于多样化、微观的深层次探讨，国

外对体育旅游的研究多集中在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等

方面所产生的影响[3]、体育旅游者的动机与意愿[4]以及

体育旅游目的地营销等方面[5]。国内体育旅游虽起步较

晚，但发展迅速，学者们主要关注于体育旅游在产业

发展与模式探究[6]、资源评价与开发[7]、空间分布与影

响因素[8]等方面。近些年，由于一大批体育旅游示范区、

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的创建与推广，学者们加大了对体

育旅游资源空间布局研究的投入。现有关体育旅游空

间格局的研究以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多方位探讨

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但数据来源多以

体育总局公布“全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推介名单为

主，对影响因素的探讨更多为定性讨论，并且缺少在

分析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不同区

域的开发路径。故研究以国家或广东省政府公布信息

为基础，以网络平台为补充，获取广东省体育旅游资

源信息，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模型探究体育旅游资源空

间分异和影响因素，为优化广东省体育旅游资源整合

提供量化依据，基于此为广东省寻求合理的体育旅游

开发路径。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最邻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与不均衡指数。 

为判断广东体育旅游资源的空间集散特征，运用

最邻近点指数衡量广东体育旅游资源在空间分布中的

相互邻近程度，其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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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r 为理论最近邻距离； Or 为最近邻点之间

距离的平均值； Ir 为最邻近点指数；D为近邻点密度，

A 为区域面积；m为广东体育旅游资源数量。当 Ir ＜1、

Ir ＞1、 Ir =1 时，分别表示点要素为集聚、随机以及

趋于均匀分布。 

地理集中指数用于衡量不同区域研究对象的集中

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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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 为广东体育旅游资源地理集中指数，Xi
为第 i个地级市体育旅游资源数量，T为广东体育旅游

资源总数，n为地级市数量，G值越大则分布越集中。 

运用基尼系数计算集中指数的方法计算广东体育

旅游资源的不平衡指数 E，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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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为广东体育旅游资源基尼系数，Pi为体育

旅游资源在各地级市所占的百分比，N为地级市数量。

E值越大则空间集中程度越高，反之集中程度越低。 

2)网格维数分析法。 

运用网格维数分析了解广东体育旅游资源分布的

复杂程度与均衡性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 )rN ∝ Tr −                    (4) 

式中，T=D0 为容量维，N(r)为网络维数，N(r)会随

网络尺度而变化。假定网格点统计数目为 Nij，全区域

范围点要素为 N，可概括定义其概率为 Pij=Nij/N，则信

息维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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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1/X 为区域范围内各边的分段数目值，

若点集分形，则有： 

( ) rDIrI 10 −=                   (6) 

式中，D1 为信息维，I0 为常数，反映点集空间分

布的均衡性。当 D 值=2、D 值≈1、D0=D1 时，分别表

示区域点均匀分、区域点沿地理带(地理线)分布、点

集简单分形。 

3)空间自相关分析法。 

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来判断广东体育旅游资源与

邻近区域的相关程度[9]，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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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ω表示地区 i与地区 j之间的空间权重；n表

示地区的个数；Xi表示地区 i的观测值；Xj表示地区 j的

观测值。Moran’s I 取值范围是[-1，1]，Moran’s I＞0、

Moran’s I＜0、Moran’s I=0 分别表明存在空间正相

关、负相关以及独立随机分布。 

4)核密度分析。 

运用核密度分析检验广东体育旅游资源在整体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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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密度分布特征[10]，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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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n(x)为核密度估计值，n 为体育旅游资源

数量，h＞0 为带宽，T 为核函数，x-xi为估计值点到

测量点 xi 的距离值[10]。经多次试验，设定搜索带宽 h
为 50 km。 

5)地理探测器分析。 

地理探测器是一种用于分析和探测空间分异性的

统计学方法，且该方法可以减少共线性问题[11]。运用

地理探测器来识别广东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影响

因素，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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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 为变量的分层，即分类或分区；Nh和 N
分别为层 h和全区的单元数； 2

hσ 、 2σ 分别为结果变量

在层 h 和全区的方差；q 表示某一前因变量对结果变

量的影响大小，其值域为[0，1]，q越接近 1 说明解释

力度越大，越接近 0，则解释力度越小。 

1.2  指标选择 

综合体育旅游资源在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以及遵

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代表性、可操作性、可靠性、

可获得性等相关原则，基于物理—事理—人理(WSR)

系统方法论描述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结

构，WSR 系统方法论是具有东方哲学思想的系统论，

因体育旅游包含众多人、事和物的复杂成分，涉及其

组成与关系，故借鉴前人研究[12]，应用 WSR 系统方法

论来多维度解析广东省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影响

因素。将广东各地市的体育旅游资源数量作为因变量，

分别从软硬服务配套、交通运输能力、人民生活水平、

产业支持引导、经济收益效应、市场培育发展等方面

选取变量构建模型，探讨广东省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

布的主要影响因素，采用熵值赋权法[13]，确定各指标

的权重(见表 1)。
 

表 1  广东省体育旅游资源影响因素的指标选择 

系统框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单位 权重 

星级酒店数 家 0.041 

客房数 套 0.032 软、硬服务配套 

床位规模 张 0.027 

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 0.082 

公共交通客运量 万人 0.119 

物理维 

交通运输能力 

公路基本情况 km 0.027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0.061 
人民生活水平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0.051 

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数  上年=100 0.011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 0.045 

事理维 

产业支持引导 

地区生产总值产业构成(第三产业) % 0.035 

旅游收入 亿元 0.091 

旅游收入增长率 % 0.034 经济收益效应 

旅游业总收入占 GDP 的比重 % 0.021 

文化、体育和娱乐法人单位数 个 0.11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 万人 0.09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 0.032 

人理维 

市场培育发展 

文化体育与传媒公共财政支出 亿元 0.082      

1.3  数据来源 

1)广东省体育旅游资源分类。 

体育旅游在我国的发展较晚，对体育旅游资源的

分类没有类似《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9872—2003)的标准。对体育旅游资源分类最常见的

就是“参与型 vs.观赏性”两分法[14]与“自然 vs.人文”

两分法[15]。鉴于此，研究参考《旅游资源分类、调查

与评价》与“参与型 vs.观赏性”的分类方法，将广东

省体育旅游资源分为主类、亚类和基本类型 3 种模式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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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广东省体育旅游资源分类体系 

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 
休闲度假 公园休闲体育、垂钓、高尔夫、骑马等 
强身健体 登山、素质拓展、营地活动、户外徒步等 参与型 
激情冒险 漂流、潜水、冲浪、蹦极、跳伞等 

民族民俗节庆 少数民族体育、传统民俗体育、体育节庆等 
体育建筑设施设备 体育场馆、体育博物馆等 观赏型 

体育赛事 大、中、小型体育赛事    
 

2)数据资料来源。 

研究以国家体育总局、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广

东省体育局、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广东省各

地市人民政府网、广东省各地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广东省各地市政务服务大厅微信公众为基础，以去哪

儿网、携程旅游、马蜂窝、大众点评、百度百科、百

度地图等网络平台为补充，在 2021 年 9—11 月的时间

段内，通过网络搜索、电话询问、网络留言等方式获

取相关数据，最终获取 1 734 项体育旅游资源。其中，

体育赛事类旅游资源的相关数据选取时间为 2019 年 1

月—2021 年 10 月。招募 2 位研究助理，对原始分类

数据进行重新整理统计。借用百度地图拾取 1 734 项

体育旅游资源的经纬度坐标，转换为 WGS 1984，整理

录入 GIS 系统，从而创建广东省体育旅游资源的空间

点位数据库。此外，广东矢量地图来源于广东省自然

资源厅网站(http://nr.gd.gov.cn/map/bzdt/)；影响因素指

标中的数据来自于广东省统计局网站中《2021 广东统

计年鉴》。 

 

2  广东省体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2.1  空间分布类型 

邻近程度：广东体育旅游资源理论最邻近距离为

7.13 km，最近邻点之间距离的平均值为 3.41 km，最

邻近指数为 0.47，最邻近指数小于 1，说明广东省体

育旅游资源呈凝聚型分布。此外，参与型体育旅游资

源 rI≈0.54；观赏型体育旅游资源 rI≈0.39，休闲度假

类的最邻近点指数 rI≈0.59，强身健体类的最邻近点

指数 rI≈0.62，激情冒险类的最邻近点指数 rI≈0.64，

民族民俗节庆类的最邻近点指数 rI≈0.57，体育建筑

设施设备类的最邻近点指数 rI≈0.71，体育赛事类的

最邻近点指数 rI≈0.39，均呈凝聚型分布。 

通过地理集中指数公式测算地理集中指数 G≈24.54。

若广东体育旅游资源均匀分布在广东省各地级市，则

地理集中指数应为^G≈21.82，G＞^G，表明在广东体

育旅游资源的分布较为集中。以此逻辑分别测算得出

G 参与型≈24.55、G 观赏型≈27.32、G 休闲度假≈24.31、

G 强身健体≈24.01、G 激情冒险≈30.04、G 民族民俗节庆≈26.81、

G 体育建筑设施设备≈30.01、G 体育赛事≈31.40，各类型体育旅游

资源 G 均大于^G，表明其分布均较为集中。 

根据基尼指数计算式，可得广东体育旅游资源基

尼系数 E=0.264，均匀度为 0.736，说明广东体育旅游

资源在空间分布呈非均衡态势，分布较不均匀，主要

集中在韶关市、江门市、梅州市、佛山市、惠州市、

深圳市、广州市，这 7 个地级市占全省体育旅游资源

总数的 52.51%。 

2.2  空间均衡特征 

根据网格维数分析计算式，可得广东体育旅游资

源的概率 Pij和不同网格数量下的信息量值 I(r)，根据

(N(r)，K)与(I(r)，K)，将数值绘制双对数散点图，拟合

回归得到广东体育旅游资源的容量维和信息维。一是

容量维值为 1.638(判定系数 0.997)，说明广东体育旅游

资源在系统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不均衡性，且沿着地理

带分布。二是信息维值为 0.617(判定系数 0.944)，说明

广东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具有概率不等的态势，复

杂系统分形结构，差异显著性。体育旅游资源可能受

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体育旅游资源以休

闲度假、强身健体为主，主要呈现出沿珠江三角洲经

济带与海岸线分布，逐渐向内陆外围递减的特点。 

2.3  空间相关性 

运用空间自相关法对广东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

的聚集程度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参与型、观赏型、

休闲度假、强身健体、激情冒险、民族民俗节庆、体

育建筑设施设备、体育赛事和总体体育旅游资源

Moran’s I 估计值分别为 0.046、0.028、-0.110、0.002、

0.268、0.269、0.076、-0.044、0.047(见表 3)。其中，

参与型、观赏型、强身健体、激情冒险、民族民俗节庆、

体育建筑设施设备和总体体育旅游资源 Moran’s I >0，

呈正相关集聚分布；休闲度假与体育赛事 Moran’s I <0，

呈负相关集聚分布；激情冒险与民族民俗节庆的空间

相关性边缘显著，且 Z 值均大于均匀分布的区间上限

1.892。因此，广东省体育旅游资源整体不存在空间集

聚特征，但激情冒险与民族民俗节庆类型的体育旅游

资源存在空间集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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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类型体育旅游资源 Moran’s I估计值统计 

测算值 参与型 观赏型 休闲度假 强身健体 激情冒险 民族民俗节庆 体育建筑设施设备 体育赛事 总体

Moran’s I指数 0.046 0.028 -0.110 0.002 0.268 0.269 0.076 -0.044 0.047
预期指数 -0.050 -0.050 -0.050 -0.050 -0.050 -0.050 -0.050 -0.050 -0.050

方差 0.164 0.167 0.174 0.171 0.156 0.171 0.156 0.170 0.167
z 得分 0.633 0.497 -0.371 0.270 2.067 1.892 0.831 0.079 0.586
P值 0.260 0.272 0.381 0.374 0.035 0.030 0.176 0.425 0.255

 

再进行局部关联指数分析冷热点。结果显示，广

东体育旅游资源的冷热点区总体呈现出“南-北”的

分布格局。其中热点区主要在韶关、惠州、河源、佛

山、珠海、茂名；冷点区主要在东莞、中山、汕头、

肇庆。 

2.4  核密度分析 

以广东体育旅游资源为点状数据，利用 Arc GIS 10.3

的空间分析工具内的密度分析进行核密度计算，得到

广东省各类型的体育旅游资源核密度分布。广东省体

育旅游资源总体呈现“三核、一带、三极”的空间格

局，聚集特征较为明显。其中，“三核”表示三个核心

聚集区，即分布核密度最高的区域，由珠海市与中山

市部分区县、广州市与佛山市部分区县、深圳市部分

区组成。“一带”表示由珠江三角洲外围城镇群相连形

成的环形的条带分布格局，主要涉及江门市、肇庆市、

清远市、东莞市。“三极”指是三个“增长极”，为次

密度辐射区，位于韶关市部分区县、河源市部分区县、

潮汕地区部分区县。参与型体育旅游资源、休闲度假

类体育旅游资源和强身健体类体育旅游资源在整体

集聚格局基础上，在阳江市、湛江市部分区县出现相

对集中的点状区。观赏型体育旅游资源、激情冒险类、

民族民俗节庆类、体育建筑设施设备类以及体育赛事

类体育旅游资源主要呈现多个增长极分布的空间聚

集格局。 

 

3  广东省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影响因

素分析 
借助自然断裂法将软硬服务配套、交通运输能力、

人民生活水平、产业支持引导、经济收益效应、市场

培育发展等影响因素由高至低划分为 5 类，然后利用

地理探测器分析程序，计算出各影响因素对广东省体

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影响力 q值，结果见表 4。

 

表 4  广东体育旅游资源影响因素探测结果 

影响因素 探测指标 q值 

星级酒店数 0.7932) 
客房数 0.7843) 软、硬服务配套 

床位规模 0.7973) 

旅客周转量 0.8483) 
公共交通客运量 0.6601) 交通运输能力 

公路基本情况 0.6101)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7472) 
人民生活水平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0.6961) 

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数  0.7302)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0.8113) 产业支持引导 

地区生产总值产业构成(第三产业) 0.7823) 

旅游收入 0.7322) 
旅游收入增长率 0.8103) 经济收益效应 

旅游业总收入占 GDP 的比重 0.5721) 

文化、体育和娱乐法人单位数 0.847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 0.828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0.6662) 
市场培育发展 

文化体育与传媒公共财政支出 0.7852)   
 1)、2)、3)分别表示 P值在 0.10、0.05 和 0.01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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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不同类型影响因素对广东省体育旅游资源

空间分布的解释力强度大小，将 6 个维度的影响因素

对应的探测因子 q 值取平均值，可得软、硬服务配套

>市场培育发展＞产业支持引导＞人民生活水平＞交

通运输能力＞经济收益效应。具体而言：1)软、硬服务

配套，有研究指出在一定的旅游资源丰度指标下，随着

公共服务配套指数的增大，旅游业绩效指数越大[16]。通

俗而言，住宿接待的提升可以促进旅游业绩效的增长，

也侧面反映出软、硬服务配套越完善的地区，体育旅

游资源也越丰度，两者为相辅相成关系。2)市场培育

发展，政府、机构引导大型战略投资者调整投资结构，

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加强人才培养，促进资

本流动，有助于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17]。因此，从

理论上讲，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建设离不开政府的

主导，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政府在产业布局和资

源利用上的作用，提供制度、资金、人力和市场等方

面的支持。3)产业支持引导，在产业布局理论中强调

经济的发展依赖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规模的扩张，同时

也强调政府的职能和市场主体的选择[18]。通俗来讲，

体育旅游的发展直接关联着区域的第三产业，影响着

地区的 GDP，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服务行业，它需

要满足旅游者在体育旅游过程中的各种合理需求，推

动相关产业发展，产生更多就业机会[19]。4)人民生活

水平，地区经济水平的发达，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

促进城镇居民对体育旅游产品与服务的消费欲望和购

买能力的提升，体育旅游市场潜在消费群体增多，吸

引旅游资本的投入，使体育旅游资源所在地发展为旅

游目的地，提高旅游目的地经营活动能力和产品竞争

力。5)交通运输能力，由于部分地区体育旅游资源分

散，因此交通的可达性与便捷性均会影响旅游者前来

惠顾的兴致，往往交通情况较好的旅游目的地，游客

自然而然也就更多。近些年国家公路运输呈现持续增

长态势，依托全域体育旅游的机遇，依托国家精品体

育旅游线路建设的格局正逐渐形成，有效提升体育旅

游资源的空间溢出效应。6)经济收益效应，旅游活动

所引起的旅游收入乘数效应是体育旅游经营者的主要

目的，也是最终发展目标[6]。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不但能

够有效利用体育资源为人们服务，而且有利于促进地

区旅游业的发展，对于提高旅游收入、公共体育基础

设施建设以及开展全民健身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4  广东省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路径 
4.1  以休闲度假为核心，推动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 

独具特色的体育人文资源是发展休闲度假类体育

旅游的亮点，就研究结果而言，广东省体育人文资源

开发优势不突出。故而在体育旅游开发的过程中，需

坚持以特色体育景观为基点，把握当地风土人情的发

展导向，将体育休闲度假融入当地产业，通过增加体

育人文资源与地域文化特色结合，提高体育旅游产品

与服务内涵避免产品同质化、单一化。重点挖掘广东

本土民族民俗体育文化，打造文化体验性休闲度假体

育旅游，避免“靠近山地就开设登山、徒步穿越，靠

近滨海就开设摩托艇、海钓”这种盲目复制其他经验

的做法，为游客清晰地展现广东这片土地独有的生活

风貌和体育人文特质[20]。此外，无论是对自然资源或

是人文资源，在开发的同时也要加强其原生态的保护，

科学开发、保护式开发，朝着健康、环保、经济、实

惠的方向发展，释放休闲度假类资源对推动体育旅游

产业融合深度更新的可持续发展[21]。 

4.2  发力全民健身，推动强身健体类体育旅游 

广东省北部、东北部、西部均有较高的山脉，南

部虽地势较低，但也分布着山地和丘陵，这无疑是给

登山、户外徒步等运动项目创造了良好的先天条件。

而登山、户外徒步、素质拓展和营地教育等体育活动

均集挑战性、健身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能够满足全民

健身需要，强身健体、陶冶情操，促进全民身心健康

发展。且强身健体类体育旅游资源更多属于营利性项

目，对客源市场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而珠三角地区拥

有较大的客源市场。因此，在全民健身的热潮下，强

身健体类体育旅游的打造必须紧扣全民健身的主题，

让大众能够有效参与其中，培养大众健康消费的理念，

开发强身健体类体育旅游广泛的客源市场，最终达到

让大众满足身心发展、健身旅游、娱乐休闲的目的[22]。 

4.3  基于自然生态景观，打造激情冒险类体育旅游 

广东省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具有吸引力的

自然生态景观，地势北高南低，山地、丘陵、平原、

台地分布于省内各区域，形成各式各样的自然生态景

观。例如，古龙峡生态旅游区拥有国际漂流赛场，赛

场所在地峡深壁陡、山高林密、地势落差大，被誉为

“落差之王，漂流巅峰”；肇庆市封开千层峰景区其群

峰耸立、奇伟险峻，集“奇、险、秀、幽”于一身。

自然生态资源是激情冒险类体育旅游的根基，激情冒

险类资源是人们基于自然生态资源进行一系列具有极

限挑战性质、自我实现功能的体育运动项目。因此，

广东省应着重开发以山高林密、急流海浪为基础的激

情冒险类体育旅游，将能在精神、体感上快速打动游

客的旅游资源整合，增添感官刺激和风险诱导型元素，

有意识地塑造激情冒险的活力形象与个性，围绕其构

建全新的旅游体验产品与服务，向游客展示旅游产品

与服务的“新、奇、险”。此外，设计参与性高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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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项目，并升级完善配套的旅游接待服务，随着市

场反馈不断进行修正和补充。在保护游客生命、财产

安全与自然生态稳定、平衡前提下，推出以“新、奇、

险”为主题，具有贴近自然、富有挑战等特征的旅游

活动，通过科学开发实现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23]。 

4.4  基于体育设施设备，塑造品牌体育赛事，见证民

族体育发展 

体育建筑设施设备、体育赛事以及民族民俗节庆

三大类均属于观赏型体育旅游资源，观赏型体育旅游

资源以大型体育场馆、体育博物馆为主，承办各级体

育赛事，承载民族体育发展，是广东省发展体育旅游

的核心优势资源。大型体育场馆能够承接国际、国内

高水平的体育赛事，体育博物馆是体育文化、体育精

神的展现之地，具有文物收藏、科学研究和社会教育

的功能。在对体育赛事类资源开发时，围绕赛事所建

设的竞赛场馆、修建的基础设施，加强旅游化设计，

加快赛后经济效益的转换。在对民族民俗节庆类资源

开发时，要清晰了解民族民俗节庆的历史典故、事件

和建筑等实体文物见证的历史文化才能对体育博物馆

或建筑、设施、园林和景观进行旅游化设计[24]。无论

是体育赛事或是民族民俗节庆，体育设施设备都能够

成为直接对话的地点，能够满足游客的获得感与参与

感。如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广州体育文化博物馆，即

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博物馆，常设广州亚运展厅、亚

残运会展以及广州马拉松赛展，但也时常举办“体育

文化+非遗”的展览，可以结合全息投影、VR 等新兴

技术再现广州亚运会盛况、民族体育文化来龙去脉等，

设立红色体育爱国教育基地满足各类游客特定文化探

究需求、提升旅游者旅游体验。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在广东省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点上，通过

最邻近指数、集中化指数和基尼指数表明广东省体育

旅游资源整体空间分布具有集聚特征，空间分布呈非

均衡态势；根据网格维数分析法证实广东省体育旅游

资源主要呈现出沿珠江三角洲经济带与海岸线分布，

逐渐向内陆外围递减的特点；冷热点分析表明广东体

育旅游资源的冷热点区总体呈现出热点区、次热点区、

次冷点区、冷点区“南-北”的分布格局；核密度估

算结果揭示广东省体育旅游资源呈现“三核、一带、

三极”的空间格局。 

2)各因素对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影响力从大

到小依次为软、硬服务配套>市场培育发展＞产业支持

引导＞人民生活水平＞交通运输能力＞经济收益效应。 

3)结合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点提出以休闲度

假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旅游、紧扣全民健身的主题强

身健体类体育旅游、基于自然生态景观的激情冒险类

体育旅游以及体育设施设备、体育赛事、民族民俗节

庆三者结合的观赏型体育旅游的广东省体育旅游开发

路径及建议。 

5.2  建议 

1)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交通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在体育旅游的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

要的角色，也是游客满意度的重要参考指标。完善相

应的体育旅游配套设施，提升体育旅游过程中整体服

务质量水平，加快体育旅游服务中心、咨询中心等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明确自身定位，修建配套食住一体

的酒店或饭店。借助全域体育旅游的机遇，推进偏远

地区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的对接与延伸，强化边缘边

境地区旅游通道修建，提升邻省或省内的通行能力，

同时加快连接运动特色小镇、体育旅游精品项目和国

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的旅游专线公路建设，拓展体育

旅游热门景区辐射范围，且为旅游提供更好交通服务。 

2)打造广东省体育旅游精品项目。 

广东省自 2018 年开始评选以来，体育旅游精品项

目仅惠州巽寮湾、肇庆封开贺江户外运动环线成功入

选，这与广东省丰富的体育旅游资源不相匹配。通过

精细开发与设计，建设一批规模不同、对象不同并具

有特色化、差异化的体育旅游精品项目，对广东省部

分体育旅游资源分布不集中的问题具有较大影响。此

外，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的开发讲究因地制宜，要紧密

结合当地自然资源优势，选取体育本体资源为核心吸

引物，突出特色，打造精品，提升当地旅游资源与体

育特色匹配程度。 

3)加强区域合作，共同塑造体育旅游品牌。 

区域旅游合作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不同地区

之间以旅游为引导，在空间、经济、体制上产生联系，

以谋求区域内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最大化的旅游活

动过程。通过对区域旅游间的协作，可以从整体上对

广东省体育旅游资源进行规划统筹、布局和配置。加

强与周边体育产业市场的合作共享，政府加大体育公

共财政支出，引进大型战略投资者，充分调动市场主

体的积极性，加强人才培养，与其他类型旅游活动形

成线路互推、客源互送、信息互通、特色互补，最终

达到共同塑造体育旅游品牌的目的。 

4)利用集聚区带动四周，形成次级核心区。 

强化主要核心，即强化广州、深圳、珠海在体育

旅游中的龙头作用。构建体育旅游圈，加快建设城市

体育旅游中心集聚和郊区体育旅游休憩圈的建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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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定的辐射功能和集散功能，带动整体体育旅游的

繁荣发展。逐步通过对广东体育旅游优化巩固，循序

渐进发展粤东、粤北、粤西地区发展次级核心区。以

珠三角为中心向粤东地区以济广高速、湛汕高速等交

通干道为发展轴线连接汕头，发展次级核心区，整体

推动广东省体育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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