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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赛事旅游主体功能区是体育旅游和旅游主体功能区研究的一个新领域。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

考察法,从城市地理学的视角研究体育赛事旅游功能区发展模式、环巢湖体育赛事旅游资源和功能区规划;在分析各

地已开展赛事和资源的基础上,将环巢湖体育赛事旅游功能区分为户外运动赛事、水上运动赛事、航空运动赛事、

体育竞赛表演等功能区。建议通过举办国际顶级赛事与开展体育赛事旅游带动功能区建设,区域内多政府协同发展,

加大体育赛事旅游功能区的政策投入,优化政府主导与企业运作的关系,协调主体功能区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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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获批的环巢湖国家旅游休闲区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旅游休闲区,其规划包括建设“中国康体养生”示范区和“国际

休闲运动旅游”示范区,给环巢湖体育赛事旅游发展带来了机遇。近年来,国际马拉松赛、国际自行车赛、世界铁人三项赛、全

国帆船帆板精英赛等诸多大型体育赛事纷纷落户环巢湖,形成环巢湖“四季赛事、水陆空”空间全覆盖的竞赛体系,大型体育赛

事的举办不但促进了城市旅游节点、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旅游空间结构的发展和完善,而且促进了体育赛事旅游主体功能区的形

成和发展。 

2011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主体功能区”概念后,旅游功能区应运而生,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中国旅游报》开设

专版介绍旅游功能区建设,包括旅游功能区的产生与发展[1]、价值与意义[2]、特征与类型[3]、概念到规划实践[4]、建设的核心任务
[5]、建设思路[6]、空间管理[7]等方面。对体育产业功能区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体育产业功能区的发展模式[8,9],二是某地体

育产业功能区建设的研究[10],三是体育旅游功能区的定位[11]、实现途径[12]、体育产业空间规划[13]等方面。旅游资源的质量、空间

分布特征、区位条件和城市经济、区位等是城市旅游功能区形成的条件[14],体育产业功能区一般由大型国际赛事拉动,需要良好

的地理区位和经济文化条件,区域内体育产业发展态势良好[9]。2004年,《安徽省环巢湖旅游开发规划》颁布,该文件明确提出环

巢湖旅游开发规划的主要任务和工作范围。王乃举最先提出建构环巢湖旅游区、建设的对策和战略措施[15]。就环巢湖体育赛事

研究而言,学者们重点围绕环巢湖体育旅游资源开发
[16,17]

、影响因素与对策
[18]

、产业发展要素与机理研究
[19]
、融入大合肥后环巢

湖体育休闲旅游主题设计[20]、资源规划与项目开发[21]、体育赛事品牌[22]等方面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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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主体功能区和体育旅游功能区相关问题的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处于理论探讨和现状描述层面,对

体育赛事旅游主体功能区规划涉足较少。环巢湖作为体育旅游资源突出、发展潜力大的区域,需要更深入地加以研究,但目前环

巢湖体育旅游还停留在对资源的分析上,没有对环巢湖体育赛事旅游空间和功能区构建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构想。在现实中,环

巢湖体育赛事发展和旅游空间布局科学性落后于一线发达城市。因此,通过合理规划体育赛事空间,对体育旅游功能科学合理分

区,可对创新城市空间结构体系、改善和优化城市功能、创新城市产业体系、带动城市转型升级、优化体育产业结构、促进体育

产业发展、打造环巢湖一流国际旅游胜地、发展环巢湖旅游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2 功能区概念界定 

主体功能区是经济地理学和空间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确定不同主体功能类型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23],旅游功能区就是在国家和省市层面的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基础上,划分适宜旅游开发的国土空间结构[4]。即在旅游资源禀赋高的

区域,对资源要素、经济发展水平、人文和社会环境相似的区域进行的功能划分,结合当地产业现状,调整国土资源旅游的空间结

构,促进产业转型发展和经济增长升级的一种方式。本文的体育赛事旅游主体功能区是指依托较富集的体育赛事资源和旅游资

源、适宜体育赛事和旅游发展的相关资源的空间聚集,为大众提供旅游服务的城市功能区。 

3 体育赛事旅游功能区发展模式 

体育赛事旅游主体功能区应是将资源要素、经济发展水平、人文和社会环境组合成一个最优化的系统,充分挖掘各要素对体

育赛事旅游的服务功能,发挥整体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内的各要素必然可形成各种各样的内部结构模式,会产生不同的功能

区发展模式。目前关于旅游和体育旅游空间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见表 1。 

表 1旅游和体育赛事旅游空间发展模式 

提出者 模式 说明 

李亚青、孙金龙、冯

学钢 

（2009年）[24］ 

单核外溢发展模式多核联

动成长模式核带面发展模

式 

能量分层发展模式网格链

态成长模式 

空间上呈现出以核心赛事旅游功能核为核心，品牌资本、货币资本、人力资

本外溢地理空间上形成多个不同能量级的功能核，相互产生带动效应 

以重大赛事为功能核带动其他产业发展 

以重大赛事为核心，其他配套服务产业围绕核心进行布局 

主体功能区与亚区之间相互交叉，形成多节点、多链条的网格链态模式 

张南良 

（2000年）［25］ 

单中心集中型双中心扩散

型多中心集聚型 

根据空间集聚的功能区分布情况，划分为单中心集中型、双中心扩散型和多

中心集聚型 3种类型 

张松奎、王满意

（2015年）[26］ 

增长极开发布局点一轴开

发布局网络结构开发布局 

发挥主体功能区的优势集聚和扩散功能，带动周边地区与周边产业发展核心

点与沿线路不同级别的中心地构成带状增长轴 

形成网络结构空间开发布局 

李寿邦 

（2017年）［27］ 

“扇区”布局 

“金三角”布局 

$双联动”布局 

发挥核心区位优势，以便捷交通网为纽带，形成扇形集群区三核心共同发展 

双核联动空间模式 

邢亮（2000年）［28］ 

“核心一圈层”模式增长极

模式 

“点一轴”开发模式 

以主体功能区为核心，周边次级城市为圈层发展模式 

“点一轴”开发模式同张松奎、王满意提出的模式 

高娜（2010年）［29］ 

内聚型布局模式 

外拓型布局模式内聚一外

拓混合型布局模式 

将赛区场馆和设施集中在市中心或者城市边缘的某种区域，使之处于集中态

势将少部分赛区场馆和设施布局在城市中心区，其他分布于城郊兼有内聚型

布局和外拓型布局模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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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婷（2012年）［14］ 
单核型模型双核或多核扩

展辐射模型众星捧月型 

以社会影响力较大的旅游资源为核心，使之发展成为区域旅游增长极指在发

展过程中，会在服务、设施等方面形成两个或者多个中心的一种模式 

某个特殊的旅游职能处于核心地位，同时在其周围进行相关边缘产业布局 

 

体育赛事旅游功能区发展模式一般是通过某项大型体育赛事活动为重要旅游节点,逐渐带动周边旅游空间发展,形成旅游服

务功能区。多核联动发展模式是体育赛事旅游功能区发展模式中较常见的一种,不同的体育赛事对产业的集聚效应不同,在地理

空间上形成不同层级的功能核,相互之间产生带动效应,进而产生多核联动发展的模式。环巢湖体育赛事旅游空间发展模式可概

括为“一心、一带、多核”联动发展模式。“一心”指巢湖水域各种体育竞赛旅游。“一带”指沿环巢湖旅游大道(围绕巢湖,

串联滨湖新区、肥东、巢湖市、庐江)各地开展的体育竞赛旅游。“多核”指环巢湖逐渐形成的大圩、环巢湖旅游大道户外运动

赛事功能区(合肥国际马拉松赛、世界铁人三项赛、自行车公开赛);白山、紫蓬山和中庙水上运动赛事功能区(中国摩托艇联赛、

中国青年帆船帆板精英赛、中国全民休闲皮划艇大赛、龙舟赛等体育项目);骆岗机场—团山航空运动赛事功能区(全国航空模型

公开赛等,安徽省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滑翔、运动飞机、航空飞行营地中国热气球挑战赛);紫蓬山汽车运动赛事功能区

(安徽省汽车场地赛、拉力赛、集结赛等具全国汽车短道拉力大奖赛、SUV越野赛、自驾车房车营地综合体)、中庙—黄麓康体健

身旅游功能区(依托巢湖半岛国际健康城);极限、拓展功能区(旗鼓山、银屏山、紫薇洞、巢湖唐咀水下遗址等山、洞、水下古

城开展的攀登、探险等);温泉保健康复旅游功能区(汤池温泉、半汤温泉开展的温泉保健体闲、养生健身、体育旅游产品)。 

4 环巢湖体育赛事旅游主体功能区规划 

4.1区位 

主要是:(1)地理区位。区域范围包括合肥市市域、巢湖市、肥东县、肥西县和庐江县,北抵定远县,南到无为县,东到含山县,

西至舒城县。区域内湖泊交错、水质优良、山体类型多样、温泉资源丰富,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人文景观和体育赛事资源禀赋

较好。(2)交通区位。环巢湖体育赛事旅游主体功能区交通便捷。拥有京—沪、京—福、沪—汉—蓉高速铁路,在建商—合—杭、

合—马城际等高速铁路,建有合肥南站、合肥站、庐江火车站、巢湖东站、巢湖站等火车站;合—宁、合—芜等“四纵八横”高

速公路;开通了国内航线 51条和国际航线 13条的合肥新桥国际机场。 

4.2规划目标 

以区域经济发展为目标,合理的地理空间布局,优化功能区体育产业结构为重点,构建体育赛事旅游主体功能区为核心的空

间体系;形成特色鲜明的以户外运动、水上运动赛事为主,涵盖航空运动赛事、汽车运动赛事、体育竞赛表演等多业态的主体功

能区,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以体育赛事旅游为主的体育产业功能区。 

4.3旅游资源与主体功能区规划 

旅游主体功能区是旅游区域规划与开发的内容,体育赛事旅游功能区规划通过分析各区域的体育赛事开展情况和资源分布

状况[24],在资源优化配置和区位优势论的指导下,结合《安徽省健身休闲产业发展规划(2017—2025 年)》和《环巢湖国家旅游休

闲区总体规划》(2017年)要求,确定各区域的功能定位,在功能定位基础上划分环巢湖各主体功能区,每个主体功能区都集中体现

了本区域体育赛事的开展情况和特色(表 2)。 

表 2环巢湖体育赛事旅游资源 

序号 核心体育赛事资源 核心产业资源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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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1 户外运动赛事 大圩、环巢湖旅游大道沿线 

环巢湖旅游大道、徒步道、骑行道、马拉松文化、休闲

旅游、露营地、人力资源（安徽省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

院） 

2 水上运动赛事 白山、紫蓬山和中庙 
巢湖水域、江河支流、湖泊水库、各类码头、传统水文

化、龙舟文化 

3 航空运动赛事 骆岗机场、团山 骆岗机场、地貌丰富、岗地与平原兼备、多风 

4 汽车运动赛事 紫蓬山 
汽车运动的赛场赛道、汽车营地、户外运动场地、乡村

旅游资源 

5 体育竞赛表演 合肥主城区、巢湖城区 合肥奥体中心、合肥市体育馆、安徽省体育馆等各场馆 

6 体育产业研学 紫蓬山 紫蓬山水上运动资源、汽车运动资源等 

7 康体健身旅游 黄麓镇 黄麓镇，依托“中国康体养生”示范区建设 

8 极限、拓展 
旗山、鼓山、银屏山体、洞穴、水下古城、 

登山道、寺庙、各风景山、紫薇洞、唐咀区 

9 
温泉保健康复、 

健身旅游 
场池、半场 温泉、各项目场馆、众多旅游度假区 

10 冰雪运动旅游 蜀山区合肥华润 “冰纷万象”真冰滑冰场、专业教练团队 

 

根据环巢湖体育赛事旅游空间结构变化、资源分布特征、各赛事区域开发现状,可划分 10 个体育赛事旅游功能区(图 1),这

几个功能区在空间上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与互动的。 

 

图 1环巢湖体育赛事旅游功能区分布 

主要功能区为:(1)户外运动赛事功能区。主要指大圩、环巢湖旅游大道沿线等区域。目前已开展合肥国际马拉松赛、世界

铁人三项赛、环巢湖全国自行车公开赛、大圩国际马拉松赛、环巢湖国际骑游大会、环巢湖毅力大会等赛事活动。区域内主要

资源有环巢湖旅游大道、徒步道、骑行道、马拉松文化、休闲旅游、露营地、人力资源(安徽省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可开

展马拉松赛事和特色活动、自行车、户外骑行、铁人三项、健身走、露营、赛马,此功能区赛事活动层次高、频率高、类型丰富,

发展较成熟。(2)水上运动赛事功能区。主要指白山、紫蓬山和中庙等区域。辖区内有巢湖水域、江河支流、湖泊水库、各类码

头、传统水文化、龙舟文化等资源,已开展中国摩托艇联赛、中国青年帆船帆板精英赛、中国全民休闲皮划艇大赛、龙舟赛等赛

事;开展摩托艇、皮划艇、赛艇、帆船、帆板、水上滑翔、水下潜艇、游泳、漂流、滑水、沙滩浴场、龙舟等活动条件较完备。

(3)航空运动赛事功能区。主要指骆岗机场和团山区域。骆岗机场、地貌丰富、岗地与平原兼备、多风,已开展全国航空模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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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赛、安徽省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中国热气球挑战赛、安徽省滑翔伞定点邀请赛等赛事。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扩大规

模,开发航模、滑翔伞、动力伞、运动飞机、热气球、轻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空模型、飞行表演、飞行体验、航空私人驾照

培训、无人机培训、航空飞行营地等。(4)汽车运动赛事功能区。主要指紫蓬山区域,有大量的汽车运动赛场赛道、汽车营地、

户外运动场地、乡村旅游资源,已开展安徽汽车场地赛、拉力赛、集结赛等全国汽车短道拉力大奖赛、SUV越野赛等赛事,可发展

摩托车、汽车各类运动、家庭露营、青少年营地、主题自驾、高尔夫球、巢湖—皖江汽车旅游。(5)体育竞赛表演功能区。主要

指合肥主城区和巢湖城区。区域内有合肥奥体中心、合肥市体育馆、安徽省体育馆等众多场馆,已开展中日韩三国围棋名人混双

赛、国际标准舞全国公开赛、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等赛事,在篮球、足球、排球、围棋、乒乓球、体育舞蹈等项目赛事方

面发展潜力巨大。(6)体育产业研学功能区。主要指紫蓬山区域,有丰富的水上运动资源、汽车运动资源等,已开展全国青少年户

外营地夏令营等活动,可重点发展汽车运动、各类水上运动、卡丁车等体育产业研 

学活动。(7)康体健身旅游功能区。主要指黄麓镇区域,依托“中国康体养生”示范区建设,重点发展体育保健、身体康复等

方面产业。(8)极限、拓展功能区。主要指旗山、鼓山、银屏山、紫薇洞、唐咀区域,有丰富的山体、洞穴、水下古城、登山道、

寺庙、各类风景区等资源,可开展露营、登山竞速、徒步穿越、攀岩速降、拓展、水下探险等体育休闲活动。(9)温泉保健康复、

健身旅游功能区。汤池、半汤等区域有众多温泉、运动项目场馆和各类型旅游度假区,可发展温泉保健体闲、养生健身、室内高

尔夫、网球、保龄球、网球、射箭等项目。○10 冰雪运动旅游功能区。蜀山区合肥华润区域可利用“冰纷万象”真冰滑冰场和

专业教练团队开展花样滑冰、速度滑冰、冰球、冰壶和其他冰雪活动。 

体育赛事旅游发展所需的自然或人文资源在地理空间上会形成不同的形态,资源在空间上集聚是普遍现象,会形成发展新的

增长级,同时功能区的形成更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户外运动赛事功能区和体育竞赛表演功能区作为环巢湖体育赛事旅游功能

区的中心地位已确立,水上运动赛事功能区、汽车运动赛事功能区、航空运动赛事功能区、体育产业研学功能区、冰雪运动旅游

功能区正处在发展过程中,水上运动赛事功能区和航空运动赛事功能区已成为新的增长极,康体健身旅游功能区、极限、拓展功

能区、温泉保健康复功能区、健身旅游功能区处于培育状态。随着环巢湖“国际休闲运动旅游”示范区和“中国康体养生”示

范区的建设,会进一步优化环巢湖赛事旅游主体功能区。 

5 对策建议 

开展体育赛事旅游带动功能区建设:体育赛事旅游主体功能区建设需要依靠国际、国内顶级赛事支撑,才能带动城市旅游节

点和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带来大量旅游客流,从而提高城市旅游影响力等。户外运动赛事功能区主要依托合肥国际马拉松赛、

世界铁人三项赛、环巢湖全国自行车公开赛等,但部分功能区还没有顶级赛事的支撑,如极限、拓展功能区、冰雪运动旅游功能

区等,这些功能区需要引进国际、国内顶级赛事,培育本土赛事;加强体育旅游项目的开发,如拓展类运动项目、康复保健类项目、

冰雪项目开发,让赛事参观者转变为赛事参与者,实现产业增值。此外,要开发赛事服务平台,推出赛事交易平台、服务平台和线

下培训平台等,多维度扩展环巢湖体育赛事旅游项目。 

区域内多政府协同发展:体育赛事旅游功能区是按照资源分布特征、各区域赛事开展情况划分不同的功能区,打破了固有的

行政区划范围,会出现功能区与行政区在地理空间上的交叉,一个功能区会分布在几个行政区,如环巢湖旅游大道沿线的户外赛

事功能区跨越合肥市和巢湖市,每次举办马拉松赛就需要协调两地的交通、安全、保障等赛事支持系统,行政区与功能区范围的

不一致会带来管理上的困难,容易出现“多龙头”放水和“公地悲剧”现象。此外,体育赛事活动由体育局审批,环巢湖国家旅游

休闲区建设由旅游局负责,存在管理部门权力重叠。因此,需要打破行政区界,统一规划,区域内多政府协同发展是功能区建设的

核心,成立高级别的专项建设管理体系,统筹、协调区域内各行政区与部门的工作,实现共同发展。 

加大体育赛事旅游功能区的政策投入:优化税收、土地、赛事审批等政策,加大体育赛事旅游功能区的政策投入,以减免税收

为手段,对功能区内的体育赛事旅游相关企业在培育期给予一定的税收政策,从而使功能区有更大的竞争力;通过政府主导、投资

建设具有示范效应的龙头企业,逐渐形成产业集群,集聚相关企业落户功能区;根据不同功能区的特点,优化土地政策,加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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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的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供给。受传统体育赛事审批制度的影响,各级政府和体育部门掌握体育赛事的审批权,2014年起 A类、B

类、C类国际体育赛事仍然需要国务院、国家体育总局或地方政府审批。因此,在鼓励市场化运作体育赛事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

体育赛事的审批权。 

优化政府主导与企业运作的关系:旅游功能区的规划与开发是当地政府的主要职责,地方政府应根据产业政策、区域定位和

资源等情况进行科学的区域职能规划,开展招商引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规范、督导企业合法经营,并由政府承担主导作用;企业

作为经营者,应按照市场的需求设计不同的产品,规范管理,承担管理者的角色。如位于 4A 级紫蓬山风景区内的紫蓬山生态房车

露营基地是依托亿力赛车场和爱丽丝风情庄园建设房车露营基地为主题的生态休闲地,是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开发和运营的合肥

市首个房车露营旅游基地。 

协调主体功能区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不同类型体育赛事旅游主体功能区承载着不同的经济内容和产业发展方向,需要在规划

确定的经济内容和产业发展方向框架内开展经济活动,从而实现差异化的区域产业发展方向。由于产业政策、赛事、旅游坏境、

客源基础等重叠,体育赛事旅游主体功能区之间会产生竞争。因此,需要协调主体功能区之间的竞争与合作,通过优化主体功能区

之间在经济空间上的分工协作、引导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与转移,最终实现相互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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