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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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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析影响体育旅游景区生存的相关因素,为我国体育旅游业健康发展提供参考意见,以有代表性的漂流

景区为例,综合采用层次分析法(AHP)、信息熵值法(EMB)、复合赋权法和ArcGIS分析法等,对相关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结果表明:①自然资源禀赋和周边社会发展水平是影响漂流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其中幸存漂流景

区的自然适宜性与社会适宜性明显高于被关停漂流景区;②目的地经济水平对漂流景区的影响较小,如果有便利

的交通和完善的食宿条件,也能够支持漂流景区健康发展;③部分综合适宜性较高的漂流景区被关停,主要缘于附

近存在更高水平的同质竞争对手,或社会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而部分综合适宜性较低的漂流景区得以幸存,主要缘

于承载社会发展责任(如解决三峡移民就业)或寄希望于东山再起.因此,开发漂流景区首先要选择具有较高品质的

自然资源(如河道、风景),同时应配套建设吃、住、行等基础条件,尤其是打通景区与重点客源地之间的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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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exploretherelevantfactorsaffectingthesurvivalofsportstourismscenicspots,pro-
videreferencesforthehealthydevelopmentofChina'ssportstourismindustry,takingthescenicspotasan
example,theanalytichierarchyprocess(AHP),informationentropymethod(EMB),compositeweigh-
tingmethodandArcGISanalysismethodwerecomprehensivelyusedtoanalyzetherelevantinfluencing
factors.Theresultsshowedthat:① Naturalresourcesendowmentandthelevelofsocialdevelopmen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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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s,thenaturalandsocialsuitabilityofthesurvivingdriftingscenicspotsissignificantlyhigherthan
thatofthecloseddriftscenicspot;②Theeconomiclevelofthedestinationhaslittleimpactonthedrifting
scenicspots,iftherewereconvenienttransportationandaccommodationconditions,itcanalsosupportthe

① 收稿日期:2022 05 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CTY010);湖北省体育局委托项目(HBZT-2020112-F11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资助项目

(CUGQYZX1733).
作者简介:吴子敬,硕士,主要从事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
通信作者:游茂林,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healthydevelopmentofthedriftingscenicspot;③ Someraftingscenicspotswithhighcomprehensive
suitabilitywereclosed,mainlyduetotheexistenceofhigherlevelofhomogeneouscompetitorsnearby,or
thelevelofsocialdevelopmentisrelativelybackward,andsomedriftingscenicspotswithlowcomprehen-
sivesuitabilityhavesurvivedtobeartheresponsibilityofsocialdevelopment(suchassolvingtheemploy-
mentoftheThreeGorgesimmigrants)orhopeforacomeback.Therefore,thedevelopmentofdrifting
scenicspotsshouldfirstchoosehigh-qualitynaturalresources(suchaswatercoursesandscenicspots),

whilesupportingtheconstructionofbasicconditionssuchasfood,housingandtransportation,especially
thetraffichubbetweenscenicspotsandkeytourist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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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以来,国家连续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77号)[1]、《关于

进一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的意见》(国办发〔2016〕85号)[2]、《关于大力发展

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旅发[2016]172号)[3]、《关于进一步促进体育消费的行动计划(2019—2020年)》(体
经字〔2019〕13号)[4]等政策文件,着力推动我国体育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据《中国体育旅游消费大数据报告

(2021)》[5]和《体育旅游绿皮书:中国体育旅游发展报告(2019—2020)》[6]公布的数据显示,疫情前我国参

加体育休闲旅游的人数每年增长率超过40%.体育旅游目的地是支持体育旅游业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受

社会、经济、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体育旅游目的地数量不断增多,但要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存活

下来,需具备一定的条件.为探究影响体育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本研究以较有代表性的漂流项目

为例,并以湖北省境内的漂流景区作为样本进行分析,拟揭示相关因素的影响作用,为我国体育旅游景区

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截至2020年12月30日,湖北省境内共建成101个漂流景区,在41个正常运营漂流景区中,有3个漂

流景区于2020年建成投产,未经受过市场竞争的考验,不纳入分析,故纳入本研究的漂流景区为98个,其

中被关停组60个(N=60),幸存组38个(N=38).据百度地图数据显示,同期全国有847个漂流景区,湖

北省漂流景区数量约占全国的4.84%.
1.2 分析指标

漂流旅游是一种“体育+旅游”形式的旅游项目,本研究在构建影响漂流景区发展的因素时综合参考了

漂流景区[7]、滑雪场[8]、体育旅游景区[9]和旅游景区[10]的相关文献,最终确定影响漂流旅游的因素为3大

类: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表1).
1.2.1 自然因素

河流是形成漂流景区的首位因素[11],而较高的植被覆盖率能够使漂流景区更具吸引力[23];同时漂流

河道需要有一定的落差,且要保证水质卫生[24],所以影响漂流景区发展的自然因素主要包括河流、森林覆

盖率、坡度和水质.
1.2.2 社会因素

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关社会条件的支持,其中交通是支持漂流景区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19,25-26],直

接影响游客的通勤体验;同时漂流景区周边的住宿、餐饮、娱乐、购物等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能够影响景区

的生存能力[19,22],所以影响漂流景区发展的社会因素主要包括交通和基础设施两大因素.
1.2.3 经济因素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决定旅游景区的开发水平[27],而且经济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居民参加体育旅游

的次数越多[17-18,25],可见目的地经济发展水平事关漂流景区可持续发展,而影响漂流景区发展的经济因素

可以用生产总值(GDP)作为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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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影响漂流景区发展的因素

序号 作者名 类别 发表人时间 文献题名 纳入分析的影响因素

1 Fluker M
R,etal

2 旷雄杰

3 黄华等

4 游茂林等

漂流景区

2000年 Needs,Motivations,and Expectationsofa
CommercialWhitewaterRaftingExperience[7]

坡度

2011年
基于德尔菲法的中国漂流旅游发展影响因素
研究[11] 河流、交通

2012年 我国漂流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研究[12] 地势、降水

2018年
湖北省漂流旅游资源开发的投资模式及效益
分析[13] 政策、经济

5 MorachatC

6 刘红军等

7 冯庆等

8 金春雨等

9 Mayer M,
etal

10 吴清等

旅游景区

2003年
A Study Of Destination Attractiveness
Through Tourists’Perspectives:A Focus
OnChiangMai,Thailand[14]

自然资源、区域社会经济

2011年 安徽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15] 社会条件

2015年
中国品牌旅游景区驱动因素及形成系数方程
研究[16] 人口、GDP、交通

2016年
我国旅游业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
分析———来自 MESS模型的经验证据[17]

经济、人口、旅游接待
能力

2016年 EconomicEffectsofTourismandItsInfluen-
cingFactors[18]

经济

2017年
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分布格局及空间相关
性分析[19]

水系、交通、社会经济、
交通条件、人口分布

11 Tsuyuzaki
S

16 宋杰等

15 明君等

14 PallaviciniJ

12 DengJ,et
al

体育旅
游景区

1994年 EnvironmentalDeteriorationResultingfrom
Ski-ResortConstructioninJapan[20]

生态环境

2008年
基于 WSR分析框架的体育旅游系统影响因
素研究[9] 经济、坡度、交通、基础

2009年 对我国滑雪场合理布局的研究[21] 地势、植被、经济人口分
布、交通

2017年 Factors Influencing Tourism Destinations
AttractivenesstheCaseofMalaga[22]

基础设施

2019年
SuitabilityAnalysisofSkiAreasinChina:an
IntegratedStudyBasedonNaturalandSocio-
economicConditions[23]

自然 适 宜 性、社 会 适 宜
性、经济条件、与城市距
离、交通可达性

1.3 分析方法

1.3.1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AHP)是美国运筹学家ThomasL.Saaty教授[28]应用网络系统理论和多目标综合评价理

论,提出的一种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具体操作如下:
①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② 构造判断矩阵;
③ 由专家对同一层次内的各个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打分;
④ 构建判断矩阵A,用aij 表示第i个因素相对于第j个因素的比较结果,

A=(aij
)n×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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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 一致性检验.

λmax=
1
n∑

n

i=1

(AW)i
wi

 计算最大特征根,计算一致性指标.若一致性检验指标CI满足

CI=
λmax-n
n-1

 则一致性检验准则为

CR=
CI
RI

 式中:λmax 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RI可通过查一致性检验表得到.当CI<0.1时,则结果可以接

受;反之不能接受,需对判断举证修正,直到其值满足一致性检验.
本研究邀请7名专家(2名漂流景区总经理、2名户外运动专家、2名旅游学专家和1名漂流旅游研究

专家),对相关指标的影响权重进行评判(表2):
表2 AHP评判专家基本信息

编号 相关贡献

PJ01 鄂西某漂流景区总经理,拥有9年从业经验

PJ02 鄂东某漂流景区总经理,拥有13年从业经验

PH01 教授,院长,湖北省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常务副主席

PH02 湖北省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副主席

PL01 博士,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青年专家,主持完成多项旅游景区开发规划

PL02 博士,教授,湖北省旅游学会副会长,主持完成C漂流景区开发规划

PY01 博士,教授,取得多项漂流旅游研究成果,相关建言被湖北省政府采纳

1.3.2 信息熵权法

信息熵权法(EMB)由C.E.Shannon[29]在1949年提出,他参考热力学中“熵”的概念,提出“信息熵”,
以判断一个事件的离散程度,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从而根据变异程度计算出各

个指标的权重.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① 在第i个指标下,计算第j个评价方案的特征比重gü

gü =
dü

∑
n

j=1dü

,i=1,2,…,m

 式中:dü 为第j待评方案的第i个指标的打分值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n 为待评方案数量.
② 在第i个评价指标下,计算熵值ei

ei=-
1
lnn∑

n

j=1güln(gü),i=1,2,…,m

 ③ 设指标熵权集a={a1,a2,…,am},则第i个指标的熵值权重为:

ai=
1-ei

m-∑
m

i=1ei

,i=1,2,…,m

 式中:m 为评价指标的指数.
1.3.3 组合赋权法

为了保证评估结果的可靠性,学界普遍采用组合赋权法[30],综合利用AHP法和EMB法的优势,使评

估结果更为准确,具体操作步骤如下:① 用距离函数确定两种权重之间的差异:

d(αj
,βj
)= ∑

n

j=1

(αj -βj
)2[ ]

1
2

 其中:αj 为AHP法确定的权重;βj
为信息熵权法确定的权重.

② 设修正后的组合权重值为wj
,以线性加权法表示修正后的实际权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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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 =μaj +vβj

式中μ 和v 分别为2种权重偏好系数,且满足以下约束条件

d(αj
,βj
)2=(μ-v)2

μ+v=1
1.3.4 评价单元的确定

本研究使用的卫星影像数据分辨率为3km×3km,按照统一评价单元中属性的一致性,且不同评价单元

之间既有差异性,又有可比性的总体原则,综合采用叠制法和栅格法划分评价单元.采用ArcGIS10.2地理信

息分析系统的渔网分析法,将湖北省行政地图(审图号:GS(2019)3333号)划分为3km×3km的网格.
1.3.5 地理信息分析法

将影响漂流景区发展的因素(表3)导入上述网格化的湖北省行政地图,根据每个网格中是否存在此资源

和存在的数量,对网格进行赋值.采用组合赋权法得出指标权重,计算每种因素在每个方格中的得分,把所有

因素的得分进行归一化处理,并采用自然断裂法将所有网格的分数划分为5个等级范围,再进行删格重分类,
得到5个等级:SSS级、SS级、S级、A级和B级.相关分析结果用ArcGIS10.2软件进行可视化呈现.

表3 地理信息分析数据来源

序号 数据 数据来源 获取时间

1 湖北省漂流景区坐标 http://api.map.baidu.com/lbsapi/getpoint/ 2021.6

2 湖北省水质观测点坐标及水质情况 http://106.37.208.243:8068/GJZ/Business/Publish/Main.html 2021.6

3 湖北省50mDEM数据 http://www.gscloud.cn/sources/accessdata/310? pid=302 2021.6

4 湖北省水系网络坐标 http://www.gscloud.cn/sources/accessdata/51756266ea8c41c088a
4da0e6713d274? pid=eafee2c80c844412b9d5bee58a3fc9ab

2021.6

5 湖北省森林覆盖率栅格数据 http://www.gscloud.cn/sources/accessdata/283? pid=265 2021.6

6 湖北省高速公路坐标 http://www.gscloud.cn/sources/accessdata/51756266ea8c41c088a
4da0e6713d274? pid=eafee2c80c844412b9d5bee58a3fc9ab

2021.6

7 湖北省国道坐标 http://www.gscloud.cn/sources/accessdata/51756266ea8c41c088a
4da0e6713d274? pid=eafee2c80c844412b9d5bee58a3fc9ab

2021.6

8 湖北省基础设施坐标 http://api.map.baidu.com/lbsapi/getpoint/ 2021.6

9 湖北省火车站坐标 http://api.map.baidu.com/lbsapi/getpoint/ 2021.6

10 湖北省机场坐标 http://api.map.baidu.com/lbsapi/getpoint/ 2021.6

11 湖北省2020年各市生产总值 http://tjj.hubei.gov.cn/? cat_id=10055 2021.6

12 湖北省2020年各市人口 http://tjj.hubei.gov.cn/? cat_id=10055 2021.6

13 湖北省各市行政地图 http://www.gscloud.cn/sources/accessdata/51756266ea8c41c088a
4da0e6713d274? pid=eafee2c80c844412b9d5bee58a3fc9ab

2021.6

1.3.6 数理统计法

运用SPSS25.0统计分析软件,对漂流景区的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独立样本T 检验,考察相关因素对

漂流景区生存状态的影响,以及幸存漂流景区和被关停漂流景区受影响的差异,揭示影响漂流景区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因素.

2 结果与分析

2.1 相关指标影响漂流景区发展的权重

AHP分析结果显示,河流密度的权重最高,植被覆盖率的权重最低,这表明专家们普遍认为充沛的水

资源是影响漂流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EMB法计算结果显示,交通设施的权重最高,植被覆盖率的

权重最低,这提示通勤条件会对漂流景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复合赋权法分析结果显示,交通设施和河流

密度的权重同样高,其次为河道坡度、水质(表4).由此可见,良好的漂流河道和交通条件是保障漂流景区

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河道坡度和水质事关漂流游客的体验感,是影响漂流景区发展的重要因

素,所以漂流景区选址首先要重视河道和交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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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组合赋权法的计算结果

指标 AHP
权重(aj)

EMB
权重(bj)

权重
距离值

权重偏好系数

AHP(u) EWB(v)
复合权重

交通设施 0.05 0.48
河流密度 0.19 0.11
河道坡度 0.16 0.08
水质 0.15 0.06
基础设施密度 0.10 0.09
当地生产总值 0.11 0.06
道路密度 0.09 0.06
植被覆盖率 0.05 0.02

0.45 0.72 0.28

0.17
0.17
0.14
0.13
0.10
0.10
0.08
0.04

2.2 湖北省适宜开发漂流景区的地域

基于上述分析构建的指标权重,本研究以湖北省为例,采用多级加权求和的方法建立发展适宜性评价

模型,将标准化处理后的每个专题空间数据进行加权叠加,再利用ArcGIS10.2中的属性表计算器求得每

个评价单元格的适宜性得分,结果如下.
2.2.1 自然资源适宜区域

①鄂西北地区的武当山脉、鄂东北地区的大别山脉和鄂西南地区的大巴山、巫山和幕阜山脉等地得分

较高,这些区域主要位于长江、汉江及其支流附近,拥有较好的水源条件;②湖北省中部地区得分较低,主

要原因是地形条件差(地势平坦);③湖北省北部和南部地区得分较低,主要原因是水资源不足.可见,水资

源丰富、地势坡度适宜、水质良好和植被覆盖率高的鄂西北山区、大洪山、大别山和幕阜山,较适宜开发漂

流景区(图1).
2.2.2 社会条件适宜区域

①得分较高的地区通常靠近重要城市(武汉、宜昌、襄阳)和交通枢纽;②鄂西地区的社会支持适宜性

明显落后于鄂东地区.可见,在湖北省东部地区,以及武汉、宜昌和襄阳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周

围,开发漂流景区将获得更好的社会支持条件(图2).

审图号:GS(2019)333号

底图来源于湖北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图1 自然条件适宜地区

审图号:GS(2019)333号

底图来源于湖北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图2 社会条件适宜地区

2.2.3 经济条件适宜区域

武汉、襄阳、宜昌、黄冈和孝感的经济条件适宜性得分较高,这意味着上述城市具有较好的漂流旅游

消费潜力,可以为周边漂流景区提供客源保证(图3).
2.2.4 综合条件适宜的区域

全省高适宜性地区(SSS级)约为24.01%,中度适宜性地区(SS级、S级)约为48.07%、低适宜性地区

(A级、B级)约为27.93%,具体表现为武汉、襄阳、宜昌、随州和黄冈等位于巫山、桐柏山、大别山的地

区具有较好的漂流旅游发展潜力(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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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图号:GS(2019)333号

底图来源于湖北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图3 经济条件适宜地区

审图号:GS(2019)333号

底图来源于湖北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图4 综合条件适宜地区

2.3 分析结果可靠性检验

为了检验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在ArcGIS10.2中将幸存的漂流景区与自然、社会、经济综合适宜性得

分进行空间链接,结果显示83%的幸存漂流景区(35个)自然适宜性不低于S级别(1.05分)(图5),2%的

幸存漂流景区(1个)的社会适宜性不低于S级别(0.795分)(图6),80%的幸存漂流景区(34个)的经济适

宜性不低于S级别(0.314分)(图7),70%的幸存漂流景区(29个)的综合适宜性不低于S级别(1.986分)
(图8).可见,自然适宜性、经济适宜性、综合适宜性与漂流景区的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由于漂

流景区一般建于山林之中,社会支持条件普遍较差,所有漂流景区(包括被关停的漂流景区)中仅有2个漂

流景区的社会适宜性达到S级,这意味着漂流景区普遍存在社会支持条件较弱的问题,因此漂流景区选址

时不应过度强调社会适宜性.验证性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采用的指标较为合理,权重计算模型较为可靠.
进一步分析发现,河流密度、交通设施、河道坡度、水质等4个要素是影响漂流景区能否生存的关键

条件,复合权重均大于0.1,且缺一不可.其他要素的权重低于0.1,这些要素不是影响漂流景区生存的关

键条件,但是影响漂流景区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这些要素之间存在一定的补偿关系,例如漂

流景区的基础设施密度较低和配套设施不足时,便捷的交通条件能扩大游客的活动范围,可以弥补当地基

础设施不足的缺陷,反之亦然;漂流景区在选址的过程中至少要保证周边城市人口数量较大或者周边城市

经济条件较好,人口数量大能带来更多的客流量,经济条件好能带来更高的消费,两者都能保障漂流景区

的经济收入.研究显示,漂流景区选址时要依据上述各指标权重,考虑各要素之间的补偿关系,在某些条件

难以达到的时候,发展其他有利因素同样可以支持漂流景区可持续发展.

审图号:GS(2019)333号

底图来源于湖北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图5 漂流景区与自然适宜性的叠加图

审图号:GS(2019)333号

底图来源于湖北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图6 漂流景区与社会适宜性的叠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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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图号:GS(2019)333号

底图来源于湖北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图7 漂流景区与经济适宜性的叠加图

审图号:GS(2019)333号

底图来源于湖北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图8 漂流景区与综合适宜性的叠加图

2.4 影响漂流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除河道坡度和植被覆盖率以外,其他要素与漂流景区的综合适宜性均显著相关

(表5),这可能缘于漂流景区选址通常在山林间,河道坡度与植被覆盖率几乎是漂流景区的必备条件.
表5 各要素与漂流景区综合适宜性之间的相关性

指标 PCCs p

河流密度 0.473 0.000
河道坡度 -0.066 0.520
植被覆盖率 -0.092 0.370
水质 0.992 0.000
基础设施密度 0.619 0.000
交通设施 0.620 0.000
道路密度 0.627 0.000
当地生产总值 0.211 0.037

  比较幸存漂流景区与被关停漂流景区的适宜性得分发现(表6):①幸存漂流景区的自然适宜性得分明

显高于被关停漂流景区(p<0.05);②幸存漂流景区的社会适宜性明显高于被关停漂流景区(p<0.05);③
经济适宜性得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而且幸存漂流景区的经济适宜性得分略低于被关停漂流景区;

④幸存漂流景区的综合适宜性得分明显高于被关停漂流景区(p>0.05);⑤湖北省有15家被关停漂流景区

的综合适宜性较高(S级),主要表现为自然适宜性和经济适宜性得分较高,但其中73%的景区社会适宜性

为B级,而幸存漂流景区中该项比率只占7%.由此可见:①优质漂流景区应有良好的河道、水质、自然环

境、旅游支持条件、交通系统等,这些因素之间通过良性互动生成较好的综合性竞争优势;②优质漂流景区所

在地的经济适宜性缺乏优势,这既表明优质漂流资源通常位于经济较为落后的山区,同时意味着漂流旅游主

要服务域外游客;③虽然漂流景区所在地的社会支持条件普遍较差,但良好的社会支持条件依然是漂流景区

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漂流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需着力配套建造交通、住宿、饮食等设施;④部分

具有较好自然资源禀赋的被关停漂流景区,可以通过提高社会适宜性、综合适宜性的办法予以盘活.
表6 幸存漂流景区与被关停漂流景区的适宜性比较

分析指标
T 检验

t df p
自然适宜性 -2.13 97 0.000
社会适宜性 -4.67 97 0.019
经济适宜性 0.10 97 0.367
综合适宜性 -3.64 97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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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漂流是夏季旅游市场的明星产品,也是被开发利用最多的体育旅游资源.全国现有漂流景区的数量超

过了滑雪场,逐渐加剧的市场竞争导致漂流景区退市现象增多,如何确保漂流景区可持续发展以及漂流资

源合理利用,成为当前维护我国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夏季旅游市场健康发展需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已有

研究发现,①自然资源是任何旅游产业开发的基础[24],例如较高的植被覆盖率能够使漂流景区更具吸引

力[23];②社会发展对旅游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交通、餐饮、住宿等社会支持条件直接影响旅游景

区的空间分布和旅游系统发展水平[31],其中交通是联系客源地和目的地的桥梁,是构成完整旅游功能的必

要组成部分[9,24],所以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极大地提高体育旅游的开发效益[32],因为体育旅游的游客们通

常希望获得舒适、愉快的旅程[33];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保障旅游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能够为景区提

供充足的客源[34].本研究发现自然资源条件(如河道、植物覆盖率)是支持漂流景区可持续发展的首位条

件,社会发展水平(如交通、基础设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不大,可能缘

于漂流景区主要接待外地游客.由此可见,漂流景区要选择河道惊险刺激、水质好、植被覆盖率较高的优质

自然条件,同时选择或建立良好的交通条件,支持各地游客便利往来,并在景区周边地域为游客提供良好

的休息、游憩、住宿、餐饮等服务,部分经营不景气或被关停的漂流景区可以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争取更好

的发展机会.

4 小结

1)自然资源是支持漂流景区可持续发展的首位要素,对于漂流游客而言,其出游的主要目的是追求高

质量的参与体验.具有较高品质的自然资源条件,既确保漂流项目的核心竞争力,又能减轻景区运营的经

费压力(例如漂流景区所需的水、滑雪场所需的雪),所以综合评级低于S级的漂流资源不应进行商业化

开发;

2)应重视漂流景区的社会适宜性和综合竞争力,不仅要确保游客“有得玩”,还要支持他们来去便利、
生活无忧,所以要着力改善漂流景区的交通和食宿条件;

3)一些综合适宜性较高的被关停漂流景区,要么附近存在竞争力更强的同质对手,要么社会支持条件

较为落后,而一些综合适宜性较低的幸存景区,有的承载着社会发展责任(如解决三峡移民就业),有的寄

希望于东山再起.
基于漂流景区的分析结果对其他体育旅游项目开发工作也有积极的参考价值:体育旅游景区选址,首

先要重视自然资源禀赋,如果自然资源禀赋不足,建议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其次加强支

撑体育旅游景区发展的社会条件建设,尤其是完善吃、住、行等设施;另外地方政府应加强体育旅游景区

管控,保留那些自然资源禀赋较好、社会支持条件较高、临近经济较发达城市的项目,推进低品质项目退

市,从而避免同区同质之间的恶性竞争,确保体育旅游业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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