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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的旅游化开发#既是体育产业链延伸的要求#也是体育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必然
趋势!文章在考察相关实践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旅游化开发的研究#通过分析三个概念范畴
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该类型训练基地旅游化的相关推动因素#探寻其旅游化机理&在此基础上#从发展目标"功能定
位"产品设计"经营管理等方面提出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的旅游化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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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体育和旅游已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与此同时#体育和旅游
产业在实践中合作与融合的趋势逐渐增强&柳伯力等!

)**)

"认为#体育和旅游不仅有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

而且两者的产品特征对于满足人们身心的高层次需求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

#

)

$杨培玉!

)**!

"认为#

)#

世纪
人们的旅游需求与体育旅游的满足能力相吻合#体育应从单纯的竞技价值取向转向竞技与休闲'娱乐'健身
的双!多"重价值取向(

)

)

&

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是培养水上体育竞技人才!如皮划艇'赛艇'帆船'帆板'游泳'滑水等项目"的重要
平台#也是体育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其一般选择在环境优越'区位适宜的湖泊地带#建成水上运动训练设施'

训练辅助设施及其它配套设施#以满足相关水上竞技运动项目的训练'比赛及后勤服务需求&目前#我国已
建成的该类型国家级基地有浙江千岛湖'广东肇庆星湖'北京金海湖'云南抚仙湖'贵州红枫湖'湖南东江湖'

黑龙江莲花湖'青海宁湖'山西宁武天池等#而省级或地市级基地在各省级行政区几乎均有分布并呈渐增趋
势&基地所在湖泊地带一般具有水域条件好'气候适宜'自然风光秀丽的特点#既适宜开展水上项目的训练
和比赛#也具备良好的观光'休闲'度假'健身'疗养等旅游功能&长期以来#这些基地为我国水上项目体育人
才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正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

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旅游化开发#既是体育产业链延伸的要求#也是体育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必然趋
势&国内外许多该类型训练基地的实践表明#其旅游化开发能获得体育训练成果外的诸多效益#包括经济收
入增加'社会影响力扩大等&研究方面#笔者以

L(XR

数据库为重点检索文献#发现目前学界对体育旅游的
研究不少#但在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旅游化开发方面尚缺乏独立'深入的研究&本文旨在考察千岛湖等地相
关实践现状的基础上#以打造综合型运动休闲旅游区为目标#进行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旅游化开发研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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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其旅游化内在机理并探讨其开发模式#以期对该类型训练基地的产业延伸融合和综合效益发挥产生实践
指导价值#并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一
!

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旅游化开发的机理分析
!一"三个概念范畴及其相互关系
本研究命题*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的旅游化开发+涉及*湖泊+'*体育训练基地+及*旅游化开发+三个概

念范畴&作为不同概念范畴#三者既有其各自内涵和内容#同时又存在相互交叉'彼此依存的领域!图
#

"&

例如#湖泊作为一种地理空间事物#往往包含有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和空间资源#其景观可成为旅游开发的
对象#其水体及空间资源则可作为水上项目训练基地的依托$水上项目训练基地作为体育训练和比赛的场
所#其设施布置和活动开展均以湖泊空间为载体#而这些设施和活动往往又能激发旅游者兴趣#成为体育旅
游开发对象的吸引物等等&

对本研究来说#分析以上三个不同概念范畴的相互关系#探寻三者间的交叉结合点#既能为其开拓广阔
的研究空间#又能产生一些研究方法和视角方面的启示&这也是本研究命题的题中之义和基本立足点之所
在&

湖泊型体育训练基

地的旅游化开发

体育训

练基地
湖 泊

旅游开发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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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概念范畴及其相互关系
!二"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旅游化的推动因素
研究事物发展的内外在推动因素#是分析事物发展机理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旅

游化的推动因素包括基础性因素'主导性因素和支持性因素三类#每类又包含若干具体因素&

#E

基础性因素
推动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旅游化的基础性因素主要包括资源和区位因素&

旅游资源是旅游开发的物质基础#是旅游者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而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看#区位是
区域发展的基础#是发展地区旅游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

)

&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所在地域的旅游资源类型'质
量'数量'分布和组合情况#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旅游化开发所形成的产品功能'品位和丰度#从而
构成基地吸引旅游者进行休闲游憩和健身娱乐等活动的基础$另一方面#开发区内体育与旅游资源能否互补
和协同发展#将对基地旅游化开发的可持续性起关键作用$同时#由基地所在地域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及与
相关区域在资源'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联系条件所构成的区位因素#既影响开发区的可达性#也影响其对游客
的吸引力#从而在基地的旅游项目开发和市场拓展等方面产生基础性作用&有研究表明#旅游市场的实际占
有率与资源'区位潜力相当#且区位因素的边际效率大于资源丰度(

B

)

&

实践方面#我国较早开发的千岛湖水上项目训练基地#充分利用湖泊地带优美的青山绿水'丰富的动植
物资源'众多的人文古迹以及浓郁的地方文化风情#构成旅游资源优势#以训练基地为依托#开发多种系列体
育旅游项目#满足游客多种体验需求&同时#千岛湖优越的旅游经济和交通区位条件也是其旅游开发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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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基础,利用其邻近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主要旅游客源地并位于西湖'黄山'太湖'武夷山等国家级风
景区构成的高品级旅游网络中心部位的优势#不断改善湖区内外交通条件#融入杭州'上海'宁波'苏州等城
市的交通和经济圈#以此不断增强旅游区的可进入性和市场感召力#使其市场吸引力和客源规模快速增
长(

@

)

&

此外#国家体育总局在黑龙江省海林市新建的水上项目训练基地%%%莲花湖基地#也提出依托其湖面辽
阔'山林茂密'自然风光绚丽等资源特色#打造集运动'度假'娱乐'休疗养为一体的风景名胜区的目标&

)E

主导性因素
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作为以水上项目训练和比赛为基本功能的场所#其旅游化成功的关键在于开发出

既符合其本体形象#又能满足旅游者多种体验需求的旅游产品$同时能恰当运用营销策略#提升其对客源市
场的吸引力&

G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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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旅游产品只有从其向旅游者提供的体验的角度来理解和开发#才能称为合格的
产品$以资源为基础开发的旅游产品#其根本途径在于向旅游者提供某种映像和对于旅游收益的期望(

>

)

&从
这个意义上说#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应从单纯的体育竞技价值取向#转向竞技与休闲'娱乐'健身等多重价值
取向#以适应旅游者多方面'个性化的体验需求&为此#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应综合考虑自身资源'区位'外
部市场等条件#以及地域经济'社会文化和政策等因素#在合理定位的基础上#开发出适应现代休闲运动旅游
要求的类型丰富'结构合理的系列产品&

例如#千岛湖水上项目训练基地充分利用自身设施和服务条件#结合周边丰富的旅游资源#从水'陆'空
三方面开发旅游产品,水上旅游产品包括游泳'水上自行车'依托伞'游艇和游船'潜水等$湖滨及岛屿旅游产
品有各个不同主题的岛屿'森林氧吧'农家乐等$空中有缆车'水上飞机'热气球等&这些旅游产品不仅能满
足旅游者参与性休闲和娱乐的需求#也能实现其体验运动和健康的愿望&

旅游市场营销的目的#在于扩大目标市场区人们的有效旅游需求(

!

)

&在此方面#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除
了应利用其良好的训练设施和条件吸引专业训练队伍进驻#实现其基本功能并提高其在体育界的知名度外#

从旅游化开发的角度#还应在市场分析和定位的基础上#合理组合运用产品'价格'渠道'促销等市场营销策
略#利用媒体宣传'公共关系'赛事节会等多种营销手段#塑造其体育观赏和休闲运动基地的特色品牌形象&

例如#重庆巫山泰昌湖利用其良好的水域条件建立水上运动训练基地#通过开展龙舟赛等项目而融入休
闲运动元素$利用举办

)**?

年*屈原杯+全国龙舟锦标赛暨*神女杯+第八届世界龙舟锦标赛选拔赛的机会#

成功吸引国内多支传统龙舟强队参赛#同时通过媒体向海内外展示巫山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文化风情#

使其作为水上休闲运动基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短期内迅速提升&

良好的旅游产品形象及科学的市场开发策略#能使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以既有别于传统体育训练基地#

又不同于一般观光或度假型旅游区的特色旅游目的地形象#向消费者传递竞技与休闲'运动与娱乐'健康与
自然等多重体验价值#因此#这两个因素是影响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旅游化开发的主导性因素&

!E

支持性因素
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的旅游化开发#除以上基础和主导性因素外#还需有若干方面条件组成的支持系

统#帮助其在开发过程中降低风险并获得效益&在此方面#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政府的产业政策等#是
基地旅游化开发的重要支持性因素&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可决定区域旅游业发展的人'财'物力资源投入水平'旅游接待能力以及居民用
于休闲和健康等方面的消费水平等&日本经济学家正也治雄曾指出#体育娱乐市场的发育水平及市场结构#

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基本正相关#这说明经济是制约人们参与体育旅游的主要因素(

?

)

&湖泊型体育训
练基地旅游化开发形成的体育旅游项目#往往具有专业性强'消费高的特点#需要完善的设施和高素质管理
人才等保障#因此#其开发必须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基础及经济承载力#避免盲目开发带来的人'物'财力浪费&

区域社会发展水平对旅游开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旅游社会环境容量方面&从社会学角度讲#旅游是一
种冲突活动#旅游者带来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往往会与当地传统文化发生冲突&例如#许多地方居民对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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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运动'探险活动'危险性的竞技项目容易产生恐惧进而排斥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此类体育旅游活
动的发展&因此#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进行旅游化开发前#一方面应了解当地社区居民的传统文化意识和发
展观念#分析当地的社会心理基础是否能适应其旅游发展方式和规模#以及对二者可能发生的冲突是否有协
调的途径$另一方面#应在寻找旅游者与当地居民在社会文化和区域发展等方面认知共同点!如崇尚健康'生
态'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开发规划&

当然#地方政府的政策也是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进行旅游化开发不可或缺的因素&地方政府对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对重点项目的导向性投资#以及通过贷款'税收'用地'用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和扶
持企业进行项目投资建设等#都能有效促进基地旅游化开发$同时#政府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和市场经
营规则#对开发和经营活动进行规范管理#在保护旅游者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企业或相关组织的经营和管
理权益#能够为基地的旅游开发提供一个健康'稳定'公平'有序的竞争和发展环境&

例如#对于千岛湖旅游地的发展#浙江省及杭州市'淳安县政府均极为重视并加以扶持#当地政府对景区
开发'饭店建设'旅游交通等的投资贯穿了旅游地发展的始终&在积极争取国家对交通等旅游基础配套设施
投入的基础上#淳安县政府以景点资源有偿转让和政府资源入股等形式#引进省内外和国内外资本$同时#淳
安县政府还在土地使用'税收'基础设施配套'贷款'部门审批等方面对重点旅游项目给予支持#在旅游商品
开发'综合文化娱乐设施建设等方面也都有配套优惠政策&地方政府的扶持#极大地调动了各方投资建设的
积极性#对千岛湖的旅游发展起到了正面引导作用#在短时期内取得了显著效果(

@

)

&

二
!

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旅游化开发的模式
旅游开发模式指一个地区旅游景区!点"的开发可作为其它地区旅游景区!点"开发借鉴的标准形式(

"

)

&

成功的旅游开发模式能为其他同类型区域的旅游开发提供指导或借鉴&

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的旅游化开发属体育旅游开发范畴&关于体育旅游的开发模式#国外学者从体育
旅游的参与者'政策及供应者的结合(

C

)

#体育旅游的文化影响(

#*

)

#体育赛事的经济影响(

##F#)

)

#体育旅游与城
市发展的相互关系(

#!F#B

)

#体育旅游的动态模型(

#@

)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国内也有多位学者就体育旅游的开
发模式进行了研究&如陈峰!

)**#

"

(

#>

)认为体育旅游开发模式从人文景观结构与区位条件的不同配合出发#

分为*人文景观资源丰富
e

区位条件优良+等四种类型$姚洁!

)**@

"

(

#?

)根据产业发展'资源条件和市场需求
情况#提出体育旅游资源的产业类开发和资源类开发模式$钟学思!

)**"

"

(

#"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对国内外体
育旅游开发模式进行横向比较的基础#探讨桂林体育旅游开发模式等等&

以上关于体育旅游开发模式的研究成果#对本研究都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具体而言#着眼于特定类型体
育训练基地!如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进行的体育旅游开发模式研究#目前仍未受到学界关注&笔者认为#作
为有别于传统旅游产业和体育产业开发的一项系统工程#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的旅游化开发应从体育和旅
游两大产业延伸融合的角度去探寻其合理途径#应根据基地发展背景'资源特性等状况#结合现代旅游业发
展及市场需求变化特征#通过确定开发过程中一系列有逻辑关联和目标指向的关系组合#充分反映两大产业
系统的相互关联性及相关要素变化特征&基于此#本文从体育与旅游产业合作与融合的视角#以打造综合型
休闲运动旅游区为方向#从发展目标'功能定位'产品设计'经营管理等方面提出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的旅游
化开发模式#其基本框架如图

)

所示&

#E

发展目标
以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的场地'设施'人员为依托#以其开展的水上项目训练过程和体育赛事活动为亮

点#通过整合利用所在湖泊地带的旅游资源#或与邻近旅游景区!项目"协调联动#进行相应旅游项目和活动
的开发#将基地打造成产品丰富'功能多样'效益显著的综合型休闲运动旅游区#实现基地体育与旅游产业的
彼此拉动及娱乐'文化等相关产业的共同发展#成为区域旅游业界的知名品牌&

)E

功能定位
结合基地旅游化发展目标及体育和旅游产业各自的功能特点#以当前体育旅游市场基本类型和细分结

构!图
!

"为依据#充分考虑现代旅游者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注重竞技'休闲'娱乐'健身等多重体验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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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基地在体育市场的知名度及所在地带的空间和资源优势#开发出以湖泊空间为载体'以水文化为主要特
色'以休闲运动为主题'类型多样的旅游活动项目#满足旅游者的赛事!或训练"观赏'运动健身'竞技比赛'休
闲娱乐'康体养生'探险刺激'素质拓展'学习交流等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寓体育于娱乐'寓旅游于健康之
中#引导更多人群进行体育旅游消费&

体育

产业

旅游

产业

综合型

休闲运

动旅游

区

湖泊型

体育训

练基地

合作与融合

发展目标

功能定位

产品设计

经营管理

图
)E

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旅游化
开发模式基本框架图

赛龙舟 、舞太
极等民族 、民
俗体育旅游

冒险体育旅游

竞技体育旅游

体育赛事旅游

体育观战旅游

健身体育旅游

休闲体育旅游

民族性体育旅游

刺激性体育旅游

专业性体育旅游

大众性体育旅游

体

育

旅

游

图
!E

体育旅游市场基本类型和细分结构、

)

$

!!

!E

产品设计
根据基地的旅游化发展目标及功能定位#一方面可以其训练设施'场所和服务内容为基础#将其水上体

育训练及比赛项目包装成观赏!赛"类体育旅游产品#吸引体育爱好者及相关游客群体$另一方面#借助基地
所在湖泊地带的景观!湖泊水体'湖岸沙滩'森林'草场'地方民居'节会活动等"及空间!水面'湖岸'陆地'空
中'水下等"等资源#与邻近的休闲度假区相互配衬#构筑以健身'休闲'娱乐'竞技'冒险'生态'文化等为主
题#体现不同类型和层次旅游者需求特征的多样化'多层次'配套化旅游产品系列#打造湖泊休闲体育旅游品
牌&主要产品系列包括,体育观摩观光游'体育竞技游'康体健身游'运动休闲娱乐游'体育素质拓展游'地方
!民族"体育风情游'体育项目培训游'体育商务游等!表

#

"&

表
#E

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旅游化产品系列
旅游产品主题 产品系列 产品作用 目标市场

体育观摩观光 训练基地观光'训练活动观赏'体育赛事观摩'

冠军故里游等 增长见识'感受体育精神 普通体育爱好者

体育竞技 滑水'帆板'帆船'皮划艇'赛艇'沙滩排!足"

球'自行车'滑翔伞等
弘扬体育竞技精神'体验
激情 竞技运动爱好者

康体健身 游泳'徒步'跑步'登山'水!沙"疗'网球'健美
等 强身健体'增强素质 都市居民

运动休闲娱乐
高尔夫'自驾车'钓鱼'骑马'跳舞'沙滩摩托
车'放风筝'水上自行车'水上飞机'游艇!船"'

岛屿观光'森林野营'滑草'农家乐等
放松身心'体验快乐 都市居民

体育素质拓展 潜水'漂流'湖底探险'蹦极'攀岩'高空跳伞'

定向越野'荒岛生存等 超越自我'挑战极限 青少年
地方!民族"体
育风情

赛龙舟'太极拳表演'武术表演'渔民节'地方
运动会等

展示地方和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 国外游客'城市居民

体育项目培训 相关水上项目技能培训班'水上运动夏令营等学习和交流'提高专项技
能 体育爱好者'青少年

体育商务 水上体育用品博览会'水上体育器材展览会'

水上旅游项目发展研讨会等 产品展示'商务洽谈 体育商务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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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按以上产品主题开发外#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的旅游化产品设计还应注意按空间'时间和档次结构
来组合安排&空间组合方面#可利用湖泊地带空间资源合理搭配设置旅游活动#按不同空间层次分别开发水
上'水中!下"'湖岸'陆上!山上"和空中活动项目#形成协调互动的产品空间结构$时间结构方面#可根据季节
变化组合开发产品#如春季湖岸踏青休闲之旅'夏季水上激情运动之旅'秋季湖泊康体娱乐之旅'冬季强体健
身之旅等$另外要协调好基地的训练和赛事活动与其它旅游项目的时间关系#通过举办相关体育赛事或节庆
活动#调节旅游淡旺季变化对景区效益的影响$此外#还应注意产品档次结构组合#对某些类型旅游产品!如
游船'潜水等"#可按豪华'标准'经济等不同档次开发#以满足各消费层次旅游者的需求#提高市场占有率&

BE

经营管理
经营管理方面#应根据综合型休闲运动旅游区的产业发展需要#以打造专业化体育旅游区为目标#按照

*部门合作'市场运营'社会参与+的机制来运行&

首先#体育'旅游等行政部门要加强联系与合作&在我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下#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按
级别分别由不同层级体育行政部门管辖#而基地所在湖泊地带的旅游资源则按性质分别由土地'水利'林业'

旅游等部门主管&为避免以往旅游开发管理中部门权责交叉'各自为政等体制不顺现象的重演#可借鉴一些
旅游发达国家的经验#由地方政府牵头#体育'旅游等相关部门派员参加#成立专门机构!如湖泊体育旅游开
发管理委员会"#负责对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旅游化开发事务的全面管理#在各部门间架起沟通'协调与合作
的桥梁#通过制定和完善利于基地旅游化开发和产业合作的政策'法规#加强服务和监管#为旅游区发展营造
良好的政策'法律和竞争环境#推动区内体育'旅游'娱乐'文化等产业的协调发展&

其次#基地旅游化项目开发应引进市场机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在开发管理委员会的引导'监督下#通
过公开招标'公平竞争等方式#吸引有运营经验的国内外企业参与项目开发建设#发挥其运营机制和管理手
段等方面的优势#切实提高开发区项目经营管理的市场化'专业化水平&

最后#应鼓励社会团体'社会公众!如地方体育协会'水上项目俱乐部'体育界知名人士'体育爱好者等"

和社区居民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基地旅游开发建设和管理#发挥其在人力资源'技术经验'活动组织'宣传推
广'社会监督等方面的优势和作用#为旅游区产业开发和持续发展提供稳固的社会基础&

三
!

结语
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的旅游化开发#是体育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在剖析*湖泊+'*体

育训练基地+'*旅游化开发+三个概念范畴之间关系及考察相关实践现状的基础上#着重从推动该类型基地
旅游化的基础性'主导性和支持性因素方面研究其旅游化机理#并从产业融合的视角#以打造综合型休闲运
动旅游区为方向#从发展目标'功能定位'产品设计'经营管理等方面探讨其旅游化开发的模式&

针对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旅游化开发的研究#是一次新的尝试&由于研究资料等因素的限制#本文对湖
泊型体育训练基地'运动休闲基地'休闲旅游湖泊这三类相关对象的整体发展格局尚缺乏分析把握$对湖泊
型体育训练基地的旅游化开发机理及模式的研究#也缺乏足够的理论与实证依据&这些不足将随今后相关
研究的深入而逐步解决&

参考文献!

(

#

)柳伯力
'

体育与旅游结合的机理分析(

+

)

'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

#

)"

!

!

",

)@D)?'

(

)

)杨培玉
'

中国体育旅游开发研究(

H

)

'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

!

)吴必虎
'

区域旅游规划原理(

G

)

'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

(

B

)孙根年
'

西部入境旅游市场竞争态势与资源区位的关系(

+

)

'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

!

B

",

B@CDB>B'

(

@

)夏必琴
'

千岛湖旅游地演化进程及其机制研究(

H

)

'

合肥,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

>

)

G2==&8:%.

#

$'N'L'/.=I/[V2.9\'+;'()&*)<5#(.;%&'2

,

32)%W#(&*

>:

#%'

:

#,(&0#

(

G

)

'K,::8-[%-:4DI82.85/..

#

#CC"'

(

?

)钟天朗
'

上海体育健身娱乐市场的现状及发展对策(

+

)

'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CCC

#

)!

!

!

",

#)D#>'

(

"

)韩卢敏
'

福建省滨海旅游开发模式与实证研究%%%以厦门市为例(

H

)

'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

C

)!英"

G2V8M88=

#等
'

体育旅游(

G

)

'

戴光全等译
'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

B"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

)

K'L4-29:2.8P-88.

#

Z/,-8.38L4/&2

S

'1

S

%-:N%,-295 A9:48L8&8Y-/:2%.%09,Y3,&:,-8

(

+

)

'3**)5'.

=

!.;%&%29#'#)%,"

#

#CC"

#

)

!

)@

",

)?@D)C#'

(

##

)

P-/::%.L'

#

H%Y9%.('

#

142Y&21'N48<3%.%523R5

S

/3:9%0G/

_

%-1

S

%-:9<78.:9

,

A L/98D1:,=

;

%012]<78.:9

(

+

)

'

-)*)

>

&*

>

G#&';%#

#

)***

#

@

!

#

",

#?D)"'

(

#)

)

I8/:48-+'P2Y9%.

#

L

;

.:42/M2&&52.

W

#

A.=-8[I%&=./V'15/&&D93/&8<78.:1

S

%-:N%,-295

,

/̂.9A9N%,-29:9

(

+

)

'!.;%&'2

-)*)

>

#2#*(

#

)**!

#

)B

,

#"#D#C*'

(

#!

)

K-/5[8&&

#

K'A1

S

%-:G8

W

/D878.:A9/1,9:/2./Y&8N%,-295 H878&%

S

58.:1:-/:8

W;

(

+

)

'!.;%&'2 9#,%#)(&.*9#'#)%,"

#

#CC?

#

))

!

)

",

#!D#C'

(

#B

)!德"里奥4艾瑞克4亚历山大
'

体育与城市营销,欧洲经验(

G

)

'

沈体雁等译
'

北京,东方出版社#

)**>'

(

#@

)

K-8.:M'\2:3Y28/.=H/-

;

&A=/2-'+

:

.%(!.;%&'2

,

8*(#%%#5)(&.*'"&

:

'

#

82

:

),(')*78'';#'

(

G

)

'L&878=%.

,

L4/..8&$28[

Q,Y&23/:2%.9

#

)**B'

(

#>

)陈峰
'

体育旅游产业的开发模式及其可持续发展的探讨(

+

)

'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

)**#

#!

)

",

">D"C'

(

#?

)姚洁
'

河南省体育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创新研究(

+

)

'

体育文化导刊#

)**@

#!

#)

",

#>D#?'

(

#"

)钟学思
'

桂林体育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H

)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4)6/$-'.<.$-&4,&)*.,=G,%2'.<

C)D)*,

0

<)-+,=?$F)#3$.)&"

0

,2+.G2$'-'-

@

B$.).

LI<(I/2D

;

2.

W

/

#

TA(P M82D-%.

W

Y

!

/'A

S

&28

S

=1328.38/.=N834.%&%

W;

%0I/2./.6.278-92:

;

#

I/2V%,

#

I/2./.@?##*#

$

Y'1/.

;

/3%&&8

W

8%0I/2./.6.278-92:

;

#

1/.

;

/

#

I/2./.@?)*))

#

L42./

"

13.+2$6+

,

N%,-295=878&%

S

58.:%0&/V8DY/98=9

S

%-:9:-/2.2.

W

38.:8-929Y%:4:48-8

`

,89:%0

8]:8.=2.

W

:489

S

%-:92.=,9:-

;

34/2.9/.=:482.872:/Y&8:-8.=%0:482.:8

W

-/:2%.%09

S

%-:92.=,9:-

;

/.=:%,-295'K/98=%.:48-8&87/.:

S

-/3:2389/.=/./&

;

989%.:4-883%.38

S

:,/&3/:8

W

%-289/.=:482-

5,:,/&-8&/:2%.942

S

#

:429

S

/

S

8-:-289:%=%/-898/-34%.:%,-295=878&%

S

58.:%0&/V8DY/98=9

S

%-:9

:-/2.2.

W

Y/989

#

/./&

;

U2.

W

:48-8&87/.:=-272.

W

0/3:%-9/Y%,::%,-295=878&%

S

58.:%09,34:

;S

8%0

Y/989

#

/.=:48.988V2.

W

2:9:%,-2955834/.295'O.:429Y/929

#

:485%=8&%0:%,-295=878&%

S

58.:

%0&/V8DY/98=9

S

%-:9:-/2.2.

W

Y/98929Y88.

S

,:0%-[/-=0-%5:48728[%0=878&%

S

58.:%Y

_

83:2789

#

0,.3:2%./&%-28.:/:2%.9

#

S

-%=,3:9=892

W

.

#

%

S

8-/:2%./.=5/./

W

858.:'

7)

8

9,2&.

,

&/V8DY/98=9

S

%-:9:-/2.2.

W

Y/989

$

:%,-295=878&%

S

58.:

$

5834/.295

$

=878&%

S

58.:

5%=8&9

"责任编辑#刘萍萍$

@"

陈海鹰
!

杨伟容
!

湖泊型体育训练基地旅游化开发机理及模式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