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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临近，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日益成为研究热点话题之一。我国在体育融合研究起步较晚，但

研究边界日益拓展，尤其与旅游的融合研究日益受到关注，但是总体来看相关研究较少。我国体育与旅游融合研究经历

了探索期、形成期以及高速增长期，无论在研究视角、研究主题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了极大的拓展。当前我国学术界的

体旅融合研究主要集中在休闲与体育融合研究、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对策研究、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径机制及模

式研究以及体旅融合的业态创新实践这四个领域。今后体育与旅游融合研究将会更加关注大众化需求、管理体制机制以

及体旅融合的多样化发展模式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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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pproaching of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tourism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academic topics. In China, although the research on sports integration started relatively late, the academic research 

boundary is expanding gradually. Especially, the more scholars pay attentions to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 and tourism, but there 

are few related research achievements.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has gone through the period of exploration, formation and ra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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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全民健身理念

的深入人心，休闲体育日益大众化并且逐渐融入日

常生活，并与旅游活动日渐融合，已经成为休闲旅

游的重要形式之一。我国体育旅游资源丰富，且类

型多、范围广，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旅游局在 2009

年联合发出的《促进中国体育旅游发展倡议书》指出：

创新体育旅游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以促进我国经济

结构的健康转型。为推动两个产业的进一步融合，

在随后的“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

规划”中都强调要深化产业的融合发展，发挥综合

效应与拉动效应，将其落于实地，通过发展新兴业

态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近几年，在一带一路、乡

村振兴战略等背景下，体育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成为

新的话题，尤其是冬奥会的成功申办和筹备，极大

促进了相关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的拓展。2021 年 1 月

18 日习近平亲赴北京，19 日亲赴张家口考察 2020

冬残奥会的筹备工作，并于 1 月 20 日主持召开汇报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此背景下，本文对体育与旅

游融合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了其

演进与主要内容，以加快体育和旅游两大产业融合

的可持续性发展。

1  体育与旅游融合研究的学术演进

1.1  体育融合的研究演进

20 世纪中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生活水

平有了显著提高，相应地人们也期待能从繁忙的工作

中解脱出来，因此体育、旅游、休闲和健身等需求日

益强烈。1995 年我国第一部体育法与《全民健身计划

纲要》的相继颁布，具有休闲娱乐性的体育活动更加

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青睐。休闲体育作为一种概念和

研究领域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提出的［1］，我

国学者石晓萍（2007）［2］、崔庆霞（2007）［3］、李

乃琼（2013）［4］、马娜（2016）［5］等也都对其概念

进行过界定，但迄今还未达成广泛共识。本文采用马

娜对休闲体育进行定义，即人们在休闲时间所进行的

身体锻炼活动，这种身体锻炼活动的目的是丰富人们

的生活，增进身心健康。自由性、文化性及非功利性

是该活动的主要特征［5］。

以“体育融合”为主题关键词，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国知网共检索到 2622 篇文献。根据已有文

献的研究，本文将体育产业融合的研究演进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从 2000 年到 2010 年，是我国对于体

育产业融合相关研究的探索期，还处于初始阶段，主

要集中于体育产业融合的定义、特征、可行性等研究。

第二阶段从 2011 年至今，共有相关文献 2361 篇。该

阶段是我国体育产业融合相关研究的迅速增长期。由

于体育产业的融合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研究呈

逐年增长的态势。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发

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的计划，2018 年

进一步明确了体育产业与“智能产业”“互联网 +”

的融合发展方向，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

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极大推进了我国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

展，这对于产业之间、区域之间的融合发展具有重要

growth. At present, has been greatly expanded in terms of research perspectives, research themes and research method. Currently,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tourism in China’s academic circles mainly focus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leisure and 

sports, the develop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ports tourism resources, the path mechanism and mode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tourism, and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sports tourism integration.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tourism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opular demand,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and the diversified 

modes of the integration.

Key words: Sport tourism;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tourism; Litera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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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作用。入境体育产业融合发展已然成为学者们讨

论的研究话题，这也是促成近几年相关研究不断增

长的原因。

通过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主题词的分类处理，

在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方面，该研究所涉及

到旅游、文化资源、互联网、教育、医疗、养老、

休闲农业、户外运动等领域，具有比较广泛的融

合发展实践。整体来看，该领域研究主要聚集在

四个领域，即体育与旅游、养老医疗、教育和互

联网领域，其中体育与旅游的融合最为显著。可见，

对于两大产业的融合发展研究仍为学术界的热点

问题。

1.2  体育与旅游融合的研究演进

以“体育”“旅游”“融合”为篇名关键词进

行检索，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国知网共获得

360 篇相关文献（见图 1），根据我国学术界对体

育和旅游两个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情况，本文将其

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在 2006 年以前，为探索期。

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旅游的概念、可行

性研究和资源的开发利用。第二阶段在 2007 年到

2012 年，为形成期。该阶段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体育

旅游资源的优劣势分析、市场营销。尤其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进一步提升了学者们对于体旅

融合的认识。第三阶段是从 2012 年至今，为增长期。

从 2012 年《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旅游业

的实施意见》、2014 年《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

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到 2015 年北京冬奥会的

成功申办，再到 2016 年 12 月，国家旅游局和国家

体育局联合出台《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

见》，在国家层面体旅融合日益得到重视，同时体

育与旅游深度融合也催生了众多的新兴产业形态，

一时间使得体育与旅游两大产业的融合发展成为学

术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热门话题。该阶段不管是从路

径机制、发展模式，还是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上

都有了极大的突破和创新。从图 1 中可以看出，在

2019 年和 2020 年，体旅融合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了

波动递减趋势，但是总体发文量还保持在一个较高

的水平。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体育与

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在 2018 年达到顶峰，对于理

论与实践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很难找到新的突破

口。另一方面，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尤其对旅游

业和体育业产生了较大冲击，相关研究工作无法开

展，从而导致发文量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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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内学术界关于体旅融合的相关研究情况

Figure 1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 and 

tourism in domestic academia

2  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的研究内容
通过梳理国内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的相关文献，

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休闲与体育融合研究、体

育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对策研究、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

的路径机制及模式研究以及体旅融合的业态创新实践。

2.1  休闲与体育融合研究

休闲与旅游密切相关，是未离开常住地的日常性

的休憩和旅行活动，休闲体育是指在民间广泛流行的，

且具备娱乐性和休闲性的体育活动。我国拥有丰富的

休闲体育资源，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融合在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是珍贵的“活态人文遗产”。我国休闲体育

活动历时悠久，比如唐朝的“石锁运动”［6］82-85，

宋朝的“马球运动”和“相扑活动”［7］，上海松江的“花

篮马灯舞”“草龙滚灯”［8］，徽州的“千秋架”和武

术技击［9］，客家文化的登山、跳房子［10］等。我国还

有大量休闲体育活动与传统节日民俗融合，如齐鲁地

域重阳节的“登高”“郊游”［11］，元宵节的“观灯”“踏

歌”，端午节的“竞渡”等都是休闲体育的优秀项目

代表，是当地政治、经济和生活方式的集中反映。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

了改变，休闲体育活动也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挑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学者们从政治、经济、教育等各

个方面探索对策。在经济发展方面，石晓萍（2007）

构建了新农村民间休闲体育俱乐部的理念，以创建适

合中国新农村特色的体育体系［2］；张俊（2010）提出

了将徽州传统休闲体育活动与旅游结合起来的开发思

路［9］；兰春明（2014）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对上海松江

的民间休闲体育活动进行了整理保护、推广传播和改

造创新［8］。在教育方面，傅雪祥（2015）将休闲体

育项目带入课堂，积极响应国家提出的阳光体育的号

召，保证中小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的要求［12］；韦丽春

（2012）、马娜（2016）将民间休闲体育融入到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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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体系，并探讨了具体路径，以促进民间传统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5，13］；严冬妮（2018）以南京体育学院

为例，对休闲体育专业开设的民间体育课程进行了开

发研究，为今后高校休闲体育课程的开发提供了参

考［1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休闲体育的组织形

式正在经历着变革，陈炜晟（2014）、商海伟（2017）

打破了传统的以社区为主的组织形式，提出了网络化

的民间体育组织形式，并阐明了其特征以及可持续发

展的路径，以满足人们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15，16］。

总的来说，关于休闲体育的研究主要围绕民间休

闲体育展开，研究主要集中在定义、活动形式、传承

和发展等方面，整体看目前鲜有对休闲体育的更深层

次的研究，只有王思思（2018）对休闲体育的运行机

制进行了研究，提出应加强组织的管理机制［17］。因此，

在 2022 年冬奥会背景下，应加大对休闲与体育活动的

研究，使其进一步与旅游结合，加快两大产业融合发展。

2.2  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对策研究

体育旅游资源是指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和相对稳定

的地理环境，可以有效的开展体育活动，并对旅游者产

生吸引力的各种资源［18］。我国学者经常把体育旅游资

源划分为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这些丰富且历史悠久的

资源是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目前我国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主要针对民族和民俗体育

旅游资源、农村旅游体育资源和红色旅游体育资源。传

统体育包括民族体育和民俗体育［19］，这些是民族传统

文化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西部地区民族体育旅游

资源［20］、广西少数民族节庆体育旅游资源［21］、湘西

特色村寨传统体育旅游资源［22］、怀化侗族高脚马体育

旅游资源［23］、辽宁乡村农家乐旅游资源［24］、江西红

色景区徒步游资源［25］等都是我国优秀的项目代表，具

有鲜明的原真性、传承性和教育性的特点。

虽然拥有丰富的体育旅游资源，但只有合理合规的

开发才能为其注入活力，以避免开发的盲目性。肖秀显

（2015）立足于大众视角表明开发体育旅游资源的核心

要素是经济条件、场馆设施和信息来源［26］。张强（2016）

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世界遗产地体育健身旅

游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机制和价值评价体系，为我国体

育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环境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27］。张

佳彬（2021）以泰山体育旅游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

构建了体育旅游资源开发适宜度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全

面评估体育旅游资源开发潜力［28］。因此，为了实现体

育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应该从三方面创新融合发展路

径。首先，企业与政府部门应该展开合作，整合资源，

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使体育旅游资源本身具有强大竞

争力；其次，以互联网为依托加强信息化建设，拓宽产

业融合发展渠道，以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再次，打造特

色体育旅游品牌，积极构建双向互动的旅游发展机制［23］，

实现关联产业的综合发展。

2.3  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径机制及模式研究

虽然我国体育旅游资源丰富，学界也有很多有关

开发措施及对策的研究，但体育与旅游两大产业的融

合发展还是处在不成熟的阶段。一方面，是由于我国

地域资源与经济存在很大的偏差，企业对资源的管理

混乱，配套设施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另

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消费方式日益

改变，旅游方式逐渐多样化，随之对我国两大产业的

融合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后两大产业的融合发展

必须以多角度、多样化、深层次的角度重新考虑，进

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创新体制机制。

董嫚认为，体育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就是将这两个

产业通过技术改革与创新打破产业壁垒，使两个产业

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面实现连接，从而促使产业合作

发展，形成一条全新的产业链带动经济发展［24］。关于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是以产业融

合理论为基础，对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机制和融合模

式进行了研究［29］，并以省市或片区为切入点进行分析。

汤凯以陕西为例将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路

径划分为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和市场融合三个阶段［30］，

其中技术融合为前提，通过标准融合和规划融合两种

手段实现；业务融合为过程，需要人才融合和组织融合；

市场融合为最终阶段，需要以需求融合和产品融合获

得竞争优势［31］。在产业融合路径机制研究的基础上，

学术界总结了渗透融合、延伸融合和重组融合三种融

合模式。渗透融合模式是指借助于管理创新或技术创

新，将两大产业价值链的某些环节渗透到彼此产业中，

促使它们相互交融。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市场占有率，

但这种融合程度较浅，只能改变原有的产业结构，形

不成新的产业形态［32］。延伸融合模式是指通过产业间

经济活动互补和自然延伸以及交叉渗透过程中形成的

新的产业体系。如澳门博彩业、特色体育旅游产品的

开发等都是延伸融合的表现。重组融合模式是指通过

重组两大产业中的核心价值点和要素，打破原有的产

业模式从而产生新的产品，形成新业态的模式。如体

育园区游、体育特色小镇等。叶晨曦（2017）、霍永

洲（2019）分别探索了河南省与海南省的两大产业的

融合模式，都指出目前渗透交叉模式采用的较多，延

伸式和重组式的融合模式运用的较少，并不能推动业

态裂变，因此迫切需要机制的改革创新［36，37］。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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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者也在模式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夏兰（2016）

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中心

模式、嵌入模式、园区模式三种模式并进行了深刻的

剖析［33］；张满林（2013）、王攀（2020）也都对乡村

旅游和体育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34，35］；

李国锋（2018）结合甘肃省的地域旅游资源的特点，

提出了目前甘肃省共有一体化、渗透、重组、延伸、

互补、联动、中心、嵌入、景区带动和产业园区等十

种融合模式［38］。以上学者都是定性研究，随着研究的

深入，许金富（2020）从定量角度出发，运用耦合协

调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构建了体育产

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丰富了

我国体育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33］。

2.4  体旅融合的业态创新实践研究

大众旅游背景下，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形式已然不

能满足大规模旅游者的需求，只有将体育活动与旅游

体验相结合，才能形成产业联动效应，成为新的经济

增长点。之前学者们已经对体育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的路径机制、模式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理论性研究且达

成了共识，但两大产业的落地问题仍然是学者们研究

的焦点。2019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指出特色小镇要

逐年开展监测评估，淘汰错用概念的行政建制镇、滥

用概念的虚假小镇和缺失投资主体的虚拟小镇，以健

全小镇特色有序发展的体制机制。2020 年，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又出台了《关于促进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

的意见》，指出要准确把握特色小镇发展内涵，发挥

要素成本低、生态环境好、体制机制活等优势，打造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平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空间、

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支点、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新载体。

该意见为我国以旅游特色小镇为主的新旅游业态形式

指明了发展方向，并随着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等推动

力的注入，对我国体旅融合的稳步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体育特色小镇作为我国新时代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

最具有代表性的新业态形式，为我国的产业融合提供了

新的思路和方法。因此，许多学者也对相关问题开展了

大量研究，主要围绕特征、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40］

以及建设路径方面开展。张潇潇将体育特色小镇定义为

“具有独特体育文化内涵、良好体育产业基础，集运动

休闲、体育技能培养、健康旅游等多重功能为一体的，

新型现代化、特色化、科技化、互联网化的全民健康与

体育产业重要发展平台”［41］。体育特色小镇发展的本

质就是以主体、政策、项目、资金等元素为支持条件［24］，

融合保健、旅游、文化、科技、养老等产业，形成完整

的体育产业生态链，辐射和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由此实

现区域经济从单一向多元，由粗放低效向精细高效旅游

方式的转变［41］，其中六盘水郎岱特色小镇［42］、贵州

中国第一骑游小镇［43］、绍兴柯桥酷玩小镇［44］、焦作

体育特色小镇［41］等都是较为成功的典范。但体育旅游

特色小镇在其运作过程中，还要加强对现有资源、生态

保护以及人才的管理，才能实现创新发展。

除了体育特色旅游小镇，学界还关注了体旅融合

的其他的新业态。整体来看，体育与旅游产业发展的

新业态可以总结为五种类型：①体育赛事旅游，通过

参加体育比赛或者观看体育比赛产生的旅游活动，包

括体育赛事、体育赛事设施、体育赛事文化和体育赛

事配套活动等［34］。比如通过海南省国家帆船赛事［45］、

世界锦标赛、竞速挑战赛［24］等，这些体育赛事来吸引

游客，带动当地的旅游发展。康林善在研究金昌市的

体育旅游资源时提出可以通过举办途经花园、矿山公

园等多处景区的国际马拉松赛来促进旅游产业的发

展［46］。②运动休闲型旅游：是指具有休闲性、娱乐性的、

运动性，能够贴近自然放松身心的旅游活动。比如：

集运动、山水游乐、观光一体的水上公园，集冰雪娱乐、

房车住宿、及户外拓展等功能的冰雪运动圣地［46］，沙

滩运动、户外运动等，以满足消费者休闲放松的要求。

③体育节庆旅游，就是以民族、民俗传统文化为主题

举办的具有地域性的节日庆典，以感受当地人民特有

的感染力。比如：端午节龙舟赛活动、蒙古族那达慕

体育活动、西藏拉萨雪顿节举行的纳木错徒步活动、

北京丰台科技体育旅游节［47］等。④体育产业园区旅游，

比如：各地区的特色体育小镇、北京龙谭湖体育旅游

主题公园、体育主题酒店等用其特点的鲜明性带动产

业集群的发展［26］。⑤体育文化创意旅游，通过文化创

意产业的介入产生新的附加值的旅游活动，如开封清

明上河园的《大宋·东京梦华》、登封少林寺的《禅

宗少林·音乐大典》都融合了科技手段，通过实景演

绎将其具有的体育文化震撼性的传达给观众［48］。

3  研究特征
随着工作与身心健康矛盾的日益增加，人们开始关

注休闲体育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学术界主要集中

在定义、表现形式、特征、传承发展等比较浅层次的问

题上，而在自身价值、运行机制以及深度推广等问题上

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休闲体育具有休闲性、娱乐性、健

康性和广泛性的特点，且在继承发展过程中尤其注重了

教育的作用，但在与旅游结合方面则鲜有研究。在体育

与旅游融合发展方面，学术界从最初体育与旅游关系的

探讨，到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两大产业的融合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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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及创新实践上等研究热点的演进，目前形成了多个研

究路径与分支，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总的来说，体

育与旅游的融合发展研究呈现出以下特征：

3.1  体旅融合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时代性

从我国体旅融合发展的阶段性进程来看，在研究

议题和研究焦点上都反映着中国时代的变迁以及国家

政策的调整，并在演变过程中注重本土化的发展。比如，

体旅融合新业态的持续涌现就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

程度需要深化改革的体现，而且在变革过程中注重生

态环境以及乡村发展的作用，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点。

3.2  体旅融合研究的学理性逐渐增强

时代的发展促进了体旅融合发展的多角度研究，

构建两大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已是大势所趋。一方面基

于体育与旅游的关系，使得外延出来的相关特征越来

越清晰、逻辑越来越科学。另一方面学术界对于为什

么要融合发展、如何融合发展以及发展后的影响的都

开展了一定探讨，研究层次逐渐深化。但是因为体育

旅游融合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有关体育

旅游核心范式的探讨是今后学者们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3.3  体旅融合发展的研究视角由一元到多元

目前研究中大多基于产业视角，探讨二者融合与耦

合协调关系。一方面，从产业融合理论来分析体育与旅

游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动力机制、融合路径以及融合

模式等，研究结果较为全面且层次较深。另一方面，现

有研究多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测度和评价某片区的体育

与旅游的耦合度或协调度［49-51］，而基于全国层面的研

究文献还是较少的［52］。近几年，对两大产业融合发展

研究的研究视角逐渐拓展到多个领域，如消费者视角、

体验经济视角、企业成长视角、全域旅游视角、精准扶

贫视角等，同时研究更深化和更具有针对性，这为两大

产业融合发展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奠定了基础。

3.4  研究议题与研究方法更加丰富

相关研究议涉及领域越来越广泛，呈现出了三种

转变，既由有形资源向无形资源转变、由城市旅游向

乡村旅游转变、由普通的地域体育旅游资源向互联网

化、移动化、文化创意转变，进而推动了体育与旅游、

健身、养老、医疗等行业的跨界融合。另外，目前关

于两大产业的融合发展以定性研究为主，但定量研究

也在逐渐增加，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元化。从最初观

察法和访谈法为主，到后来的实地考察法、计量分析法、

地理空间分析法等，研究越来越科学和规范。

4  展望
体旅融合的发展方兴未艾，现在、未来也都会成

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领域。再加上国家层面和各省级

体育与旅游部门的协调合作，终将会推动两大产业的

深度融合发展，相应地推进相关研究更加多维度、多

视角、多学科的拓展，逐渐形成完整的研究框架，研

究内容进一步的拓展和丰富。具体看，未来该领域研

究将有三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4.1  在研究体旅融合的发展机制时，要注重大

众化的需求

尽管我国学者重点对休闲体育与旅游的融合发

展［53，54］做了研究，但还是未注意到“民间”的重要性。

对于民间休闲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应该是面对最广泛

的旅游主体，而不是面向有相对较高收入的部分旅游

者。因此，需要大力培育市场主体，推动体育与旅游

产业的改革，让普通群众也能参与到休闲健身与旅游

活动中来，积极响应我国“全民健身”的号召。一方面，

应充分利用数字互联技术，实现技术转型融合，将优

秀的体育资源呈现在广大群众面前，激发出新的消费

潜力［55］。另一方面，可以借鉴社区体育模式［56］，以

自然环境和体育设施为物质基础进行小范围的旅游资

源开发，从而形成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融合趋势。

4.2  管理体制机制将会成为研究焦点之一

从实践角度来说，两大产业融合发展的业态过于

单一，同质化现象严重，以体育旅游特色小镇居多，

缺乏个性化发展，这和相关部门的管理机制不健全有

重要关系。因此，今后体育与旅游体制机制改革、政

策调整、资源的整合以及管理规范的对接都需要持续

建设和优化。同时要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资源共

享为基础，以关联互补为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作为技

术支撑的发展理念，以全面提升服务质量，促进其市

场竞争力的提升。

4.3  体旅融合多样化模式将会日益关注

通过产业之间的内生作用来实现区域联动协同，

从而打破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构建公共服务体系。

目前，我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相应地生态康养产

业迅速发展，由此催生出了“医、体、康、养、旅”

五位一体的康养旅游的新发展理念［57］，即打造以医疗

为根本，以运动干预为手段，通过健康管理，形成休

闲体育、康养旅游相关的聚集区。新时期的体旅融合

发展并不是简单的产业叠加，而是需要产业之间的协

调融合，只有实现良性的循环发展，才能全面推动体

旅融合的可持续发展并构建科学的融合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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