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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计量统计和 GIS 工具对湖北省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格局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湖北省已开发体育旅游资源 1039 个，地均 55.80 个/万 km2、人均 16.85

个/100 万人，人文旅游资源远多于自然旅游资源。体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类型为集

聚型分布，其分布密度具有多中心分布的态势,总体表现为“两边多、中间少”的分布

格局；空间分布重心位于荆门京山县南部，各类型体育旅游资源重心位于武汉城市圈

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交界地带；空间分布具有明显自相关性,热点区位于武汉城市圈

内鄂城一汉川一孝昌构成的三角地带，冷点区位于巴东一竹山一茅箭一谷城形成的梯

形地带和咸宁地区。从战略制定、开发模式、资源整合三方面对湖北体育旅游资源空

间分布提出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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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4 年我国颁发了《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积极推动体育旅游，加强竞赛

表演、健身休闲与旅游活动的融合发展,支持和引导有条件的体育运动场所面向游客开展体育旅游服务。”

随后,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打造体育贸易展示平台，办好

体育用品、体育文化、体育旅游等博览会，并促进体育旅游、体育展会等相关业态的发展。在良好的政策

环境背景下，我国体育旅游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体育旅游是一种新型时尚且具有刺激等特性的专题

旅游活动，通过健身锻炼、参与观赏等形式体验感受体育活动与大自然情趣的一种休闲生活方式，因此备

受广大旅游者喜爱。随着大众旅游消费升级，旅游需求趋向于多元化、专业化和个性化发展,体育旅游符合

旅游者崇尚健康、回归自然和休闲娱乐的现代旅游理念，必将成为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新方向。体育旅游

资源是体育旅游开发的核心要素，是发展体育旅游业的基础。在体育旅游市场竞争的大环境背景下，体育

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与有效整合成为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体育旅游研究引起了国内体育学者与旅游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研究的热点话题。国外体育旅

游业产生较早且与近代旅游业同步发展。早在 1857 年，英国就诞生了登山俱乐部。20 世纪初期，以休闲

娱乐和体育健身为核心内容的体育旅游形成了一定规模，随后森林攀岩探险、滑雪登山、冲浪漂流等特殊



体育旅游类项目得到迅速发展，广受民众喜爱。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以奥运会、世界杯等大型国际体育

赛事为代表的观赏性体育旅游活动蓬勃发展，在给举办国带来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区域体育旅游业

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国内方面,对体育旅游资源的研究内容主要关注其内涵与分类、开发的优劣

势与模式、区域资源整合与开发、体育旅游产品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研究区域侧重于关注云南、贵州、湖

南、湖北等少数民族地区;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近年定量研究的趋势较明显，尤其是将地理模型和地

图应用于具体区域的研究。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对体育旅游和体育旅游资源的研究成果呈逐渐增长的态

势，关于湖北全省的研究成果也较多,但从地理学视角探讨湖北省体育旅游资源空间格局的相关文献较为鲜

见,有待深入拓展。

湖北俗称“千湖之省”体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且种类繁多，水体、山体、洞穴、民俗等类型体育旅游

资源在全国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体育旅游产业在全省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渐成为新的增长点。本文从湖北

省体育旅游资源入手，运用 GIS 空间分析软件并结合文献分析和实地调查，以期揭示湖北省体育旅游资源

的分布现状和特征，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湖北省体育旅游资源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依据，对今后的开发、调

整和资源优化利用将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最近邻指数：空间分布反映的是同类空间事物的群体定位信息,有集聚、随机、均匀分布 3种类型。研

究空间事物的分布类型可从宏观上把握一个地区的资源赋存情况和资源配置情况。采用最近邻分析法判断

湖北省体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类型，计算公式为: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的体育旅游资源数据主要源于中国旅游网（http://www.cntour.cn/)、湖北省旅游网（http://www.

hubeitour.gov.cn/)、中国各地民俗网等官方网站和《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汇编》,其他统计数据

来自于 2015 年《湖北统计年鉴》。体育旅游资源数据首先是确定研究对象,划定体育旅游资源类型，其次

分别录入每一类资源点数据。对研究对象的划分，主要参考邓凤莲等 2类型划分基础上进行筛选和细化，

根据旅游资源性质将湖北省体育旅游资源分为体育旅游自然资源和体育旅游人文资源两大类型（表 1)。地

图数据以湖北省地图院 2010 年编制的《湖北省地图》（1:90 万）为底图，采用北京 1954 坐标投影系统进

行校准矢量，并通过 GoogleEarth 确定各个体育旅游资源点的地理坐标进行空间分析。



3 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数量特征

3.1 体育旅游资源总量指标分析

根据体育和旅游的相关网站,结合统计数据对湖北省体育旅游资源进行统计归类。截止 2014 年，湖北

省已开发的体育旅游资源总量达 1039 个，按照体育旅游资源的特性，可将其分为自然和人文体育旅游资源

。其中，自然旅游资源点 219 个、人文旅游资源点 820 个，体育人文旅游资源远超过自然旅游资源，说明

体育人文旅游资源具有更高的开发性和利用性。根据湖北省发展战略规划，按“两圈”对全省体育旅游资

源进行分析，武汉城市圈国土面积不到全省的 1/3,集中了湖北省 1/2 的人口、六成以上的 GDP 总量，位于

该区的主要体育旅游资源总量达 577 个,其中自然旅游资源点 67 个、人文旅游资源点 510 个，表明武汉城

市圈主要以体育人文旅游资源为主；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主要体育旅游资源总量达 462 个，其中自然旅

游资源点 152 个、人文旅游资源点 310 个，也以体育人文旅游资源为主，说明全省的体育自然旅游资源主

要分布在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体育人文旅游资源主要分布在武汉城市圈。从全省各地市的资源分布特征来

看，体育自然资源最多的地市为鄂西地区的十堰市,最少的是武汉城市圈范围内的天门、仙桃、潜江等地市;

体育人文旅游资源最多的是省会城市武汉，最少的是鄂西地区的神农架林区和武汉城市圈的潜江市。

3.2 体育旅游资源地均指标分析

为进一步反映全省体育旅游资源的地理分布，用地均指标(单位面积占有的资源数量）进行分析。据统

计,湖北省体育旅游资源地均水平为 55.80 个/万 km2,其中自然旅游资源地均水平 11.76 个/万 km2、人文旅

游资源地均水平 44.04 个/万 km2。就武汉城市圈而言，主要体育旅游资源地均水平为 99.89 个/万 km2,其

中自然旅游资源地均水平 11.60 个/万 km2、人文旅游资源地均水平 88.29 个/万 km2;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

的主要体育旅游资源地均水平为 35.97 个/万 km2,低于全省的地均水平，其中自然旅游资源地均水平 11.84

个/万 km2、人文旅游资源地均水平 24.14 个/万 km2。在资源总量上,武汉城市圈是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

1.25 倍，在地均水平上却是 2.78 倍，说明武汉城市圈相较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而言地狹“物”丰。从全

省来看，武汉市体育旅游资源地均水平最高，随州市最低;咸宁市体育自然旅游资源地均水平最高，天门、

仙桃、潜江最低；武汉市体育人文旅游资源地均水平最高，随州市最低。



3.3 体育旅游资源人均指标分析

人均指标（单位人口拥有的资源数量）可反映全省体育旅游资源的社会分布,也可了解一个地区体育旅

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情况和潜在市场。据统计，湖北省体育旅游资源人均水平为 16.85 个/100 万人,其中自

然旅游资源人均水平 3.6 个/100 万人、人文旅游资源人均水平 13.30 个/100 万人。从全省两圈层来看,武

汉城市圈主要体育旅游资源人均水平为 18.08 个/100 万人,其中自然旅游资源人均水平 2.10 个/100 万人、

人文旅游资源人均水平15.98个/100万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主要体育旅游资源人均水平为15.53个/100

万人，其中自然旅游资源人均水平 5.11 个/100 万人、人文旅游资源人均水平 10.42 个/100 万人，说明武

汉城市圈体育人文旅游资源的社会分配程度要比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高，而体育自然旅游资源的社会分配

却恰恰相反。通过分析全省各地市可知，神农架林区体育旅游资源人均水平最高，其次是武汉市，武汉市

相比神农架而言人稠“物”穰，潜江市人均水平最低；神农架林区体育自然旅游资源人均水平最高,天门、

仙桃、潜江最低;神农架林区体育人文旅游资源人均水平最高，随州分布最低。

4 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集聚特征

4.1 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类型

结合式（1)和式(2),选取湖北省开发条件较好且当前开发较为成熟的体育旅游资源进行分析，计算得

出其最近邻指数 R为 0.65,置信度为 85%,表明湖北省体育旅游资源属于集聚型，尚未达到区域体育旅游资

源的最优化配置。湖北省体育人文旅游资源不仅在总量上远远超过体育自然旅游资源，且在分布上比体育

自然旅游资源更集中、更密集，综上原因形成了湖北省体育旅游资源趋于集聚型分布的现状。

4.2 体育旅游资源的密度分析

运用 ArcGIS10.1 软件中的核密度工具对湖北省开发较为成熟的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密度进行测定，

生成体育旅游资源的密度图（图 1)。从图 1 可见,湖北省体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密度具有多中心分布态

势，在不同区域体育旅游资源分布差异明显，总体表现为“两边多，中间少”的空间分布格局。从地市差

异来看,体育旅游资源的高密度区主要集中在宜昌、十堰、咸宁三地市，分布密度均在 37 个/万 km2 以上，

神农架、恩施、孝感和武汉等地区为次密度分布区，密度也均在 21个/万 km2 以上；区域中部如随州、襄

阳、潜江和荆门等地区分布相对较少。从地带尺度分布差异来看,鄂西地区体育旅游资源以宜昌和十堰为主

呈现多中心集群分布，主要是因为该地区为我国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分界线，高山峡谷分布较多，且具

有特色十分明显的民族体育旅游资源；鄂东地区以省会武汉为中心,体育旅游资源呈“半包围型”分布，主

要是因该地区社会经济较为发达,体育场馆以及具有区域特色的水体湖泊类运动资源开发较为完善。总体上

,湖北省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格局主要是受区域资源特色及资源开发力度等因素影响。资源重心进行分析

发现，地貌类资源重心、水体类资源重心均位于荆门东宝区西部;体育人文旅游资源重心位于天门市区北咅

部民俗风情类资源重心位于荆门掇刀区，体育场地类资源重心位于天门市区北部。从区位来看，全省体育

旅游各类资源重心位于武汉城市圈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两大圈层的交界地带,这与武汉城市圈经济水平

高、腹地面积小、人文资源赋存多有关,这一区位特征可充分发挥两大主体功能区之间的界面效应，使资源



更加合理的优化配置。

4.4 体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热点

结合式(4)和式（5),运用 ArcGIS10.1 软件空间分析模块中的热点区分析工具，计算并生成湖北省体育

旅游资源热点区图（图 3)。从图 3 可见，湖北省体育旅游资源发展活跃,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其中

，热点区主要位于武汉城市圈内鄂城一汉川一孝昌构成的三角地带，而冷点区主要位于巴东一竹山一茅箭

一谷城形成的梯形地带及咸宁地区。从区位上看，热点区分布在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高度聚集的

省会城市腹地,资源具有极强的极化效应;冷点区分布在经济相对落后、交通相对不便的山区和政区边缘地

带，以上冷热区分布特征也反映出全省体育旅游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空间分布格局的不健全性，因此需

进_步统筹规划和优化配置。

5 结论与优化

应用计量统计方法和 GIS 空间分析软件对湖北省体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

论:①空间分布的数量特征。截至 2014 年，湖北省已开发的体育旅游资源总量达 1039 个，其中体育人文类



旅游资源数量远大于自然类旅游资源，表明前者具有更高的开发性和利用性；湖北省体育旅游资源地均水

平 55.80 个/万 km2,其中武汉的地均水平和人文类旅游资源最高，随州最低;咸宁的体育自然旅游资源地均

水平最高，天门、仙桃、潜江最低。湖北省体育旅游资源人均水平为 16.85 个/100 万人，其中神衣架林区

的人均水平最高，其次为武汉，潜江最低；自然和人文类旅游资源方面，神衣架人均水平双高，天门、仙

桃、潜江和随州均较低。②空间分布的格局特征。湖北省开发较为成熟的体育旅游资源最近邻指数 R为 0.65,

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属于集聚型，尚未达到区域体育旅游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其分布密度具有多中心分布的

态势，总体表现为“两边多、中间少”的空间分布格局；其空间分布重心位于荆门京山县南部,各类型体育

旅游资源重心位于武汉城市圈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两大圈层的交界地带，可以充分发挥两大主体功能区

之间的界面效应，使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其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区位于武汉城市圈内

鄂城一汉川一孝昌构成的三角地带，冷点区位于巴东一竹山一茅箭一谷城形成的梯形地带和咸宁地区。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湖北省体育旅游资源具有数量多、类型全和品味高等突出特点，但也存在区域发

展不平衡、资源开发同质化现象明显、体育旅游产品结构单_以及市场化运作水平较低等诸多问题。因此在

今后的开发过程中，应从以下三点对湖北省体育旅游资源开发进行优化调控：一是制定统筹发展战略，确

定体育旅游功能区划。建议湖北省体育局牵头主导，制定全省体育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明确体育旅游资源

发展总体目标及区域划分，结合地理条件与资源稟赋，可将湖北省体育旅游资源划分为大武汉都市圈、鄂

中三国文化、鄂西北宗教生态、鄂西南民族文化等四大功能区划，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各分区体育旅游资源

的优先项目、行动计划及实施方略，实现全省体育旅游一体化发展。二是优化资源开发模式，强化“旅游+

”融合发展方式。湖北省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可归结为“旅游+体育”和“体育+旅游”两种模式，前

者有如神衣架的户外探险、咸宁的温泉体验、恩施的民族节庆活动等组合型资源开发模式,让游客在体育参

与过程中享受旅游的快乐，该模式是当前湖北体育旅游资源发展的主要方向；后者可以借助各种赛事如在

武汉举办 WTA 武汉网球公开赛、国际足联女足世界杯、亚洲篮球锦标赛等专项型资源开发模式，以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为载体，开发以体育资源为依托的旅游产品，这也是今后体育旅游发展的重要方向。

三是整合体育旅游资源，打造区域精品线路。湖北省体育旅游资源类多质优，应挖掘地方特色的体育旅游

资源，打造具有湖北特色的多元化体育旅游产品，同时有效整合和深度开发现有体育旅游资源，提升湖北

体育旅游的市场竞争力；在此基础上，湖北省应以武汉为中心，以神衣架、宜昌三峡、十堰武当山等为主

要体育旅游目的地，利用体育旅游资源在区位、交通和功能上的优势和联系，形成广受海内外游客满意的

精品旅游线路,如恩施地区可开发恩施大峡谷探险一清江闯滩漂流一民族传统体育等集新奇刺激、休闲保健

和区域特色于一体的精品体育旅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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