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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要素尧需求状况尧相关产业尧战略与结构竞争尧政府行为与机遇等 5 个维度袁深入剖析

该区域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机理及要素间关系袁发现院实体性要素集聚尧旅游劳动力集约化

水平提高尧渗透性要素增加以及经营管理模式优化袁促进三位一体模式的形成曰政府的利好

政策进一步推动渗透性生产要素和组合性生产要素的集中曰在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和生产

要素形态改变的双重影响下袁3 种要素将在内外部环境优化中实现循环演进发展遥 最后袁为
未来环巢湖地区的体育旅游产业如何实现产业转型并得到循环发展提出对策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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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Diamond Model" put forward by Michael Porter, and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around Chaohu area,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develop-

ment mechanism of the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in that area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different elements

from the five dimensions of production factors, demand status, related industries, competition strategy & struc-

ture and government actions & opportunities.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aggregation of the substantive elements,

the improvement of tourism labor intensive level, the increase of permeable element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business management mode help the formation of a trinity model. The good policies of the government further

encourage the accumulation of the permeable productive elements and compositional productive factors. Under

the double effects of the consumers' diversified demands and the changes of productive factor forms, the three

factors will achieve a circulative evolution development amidst the optimiz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

cumstances.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futur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circul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around Chaohu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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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钻石模型”的环巢湖地区体育旅游产业

发展要素与机理研究
江厚红袁齐 超 *

2014 年 12 月国务院颁布了叶关于加快体育产业发展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曳渊简称 46 号文件冤袁充分肯定了

体育产业的发展及体育消费的促进将在新时期我国产业

结构调整与升级中发挥关键性作用遥体育旅游作为一种新

型的休闲娱乐方式袁正逐渐成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新的经

济增长点遥体育旅游产业将体育休闲产业与传统的旅游产

业相结合袁以娱乐身心的体育活动为手段袁充分考虑活动

的地域民俗性尧文化感染性和参与观赏性袁致力于为消费

者提供独特的新型旅游体验 [1]遥 伴随着一系列加快体育产

业发展的利好政策出台袁我国的体育旅游产业正进入快速

发展阶段遥 现有关于体育旅游产业的研究袁多集中在体育

旅游产业的定义尧分类尧特征尧发展对策尧区域发展尧产业

竞争力等影响因素尧现状以及政策路径分析方面 [2-6]袁较少

针对具体区域的体育旅游产业分析并提出操作性建议的

应用性研究文献遥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野钻石模型冶
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借鉴遥 目前袁野钻石模型冶已被国内外学

者普遍应用于各国不同领域的产业分析并指导实践院如应

用于创新管理领域袁Cooke 等渊1996冤基于全球化视野进行

区域创新竞争力分析袁Hallenga-Brink 等渊2005冤研究了国

外微小型企业可持续创新过程的方法曰应用于旅游业袁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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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dat 渊2009冤 进行了产业集群实力和行业增长潜力评估袁
Crouch 等渊1999冤建立了旅游目的地评价的研究模型袁张明

清尧刘超渊2000冤对国际旅游市场的比较竞争态势进行研究曰应
用于文化产业方面袁野钻石模型冶被 Frans 等渊1992冤用来分析

文化对欧洲国家的企业竞争力促进影响袁孟庆强尧温珂渊2009冤
建立和改进了文化产业的评价模型遥其中袁应用于旅游目的地

的旅游产业竞争力研究中的目的地评价方法业已成为日渐完

善的评价体系袁Meli佗n-Gonz佗lez 尧 Garcí a-Falc佼n渊2003冤建立

了旅游目的地基础资源价值评价的一系列标准化程序和步

骤袁国内学者皮佳倩尧杜靖川渊2007冤结合我国国情归纳和提出

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的改进措施遥可见袁野钻石模型冶应用于体

育旅游产业的研究袁将有助于实现我国特定区域环境背景下袁
针对体育旅游这一新兴交叉产业的系统性尧 可操作性发展战

略分析袁为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遥
本文研究的野环巢湖地区冶位于安徽省境内袁横跨合肥巢

湖两市袁含巢湖市区渊居巢区冤和庐江县袁包括周围 12 个乡镇

渊街道冤[7]遥 该区域自然环境优美袁湖泊山泉遍布袁既有五大淡

水湖之一的巢湖袁 也有两大名泉半泉和汤泉袁 龟山公园尧姥
山尧银屏山等景观分布错落有致遥人口相对密集袁在全国范围

内尚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遥研究该地区的体育旅游产业发展

将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文化进步袁制造新的区域经济

发展引擎袁对国内其他经济欠发达区域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遥本文将以迈克尔窑波特的野钻石模型冶理论为依据袁结合环

巢湖地区的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现状袁从生产要素条件尧需求

条件尧相关支持性产业尧战略与结构竞争尧政府与机遇等 5 个

维度分析该区域体育旅游产业的现状及核心竞争力袁厘清该

区域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机理及要素间关系袁针对性地提出

建议袁为环巢湖地区的体育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参考遥

野钻石模型冶理论由美国知名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窑波

特教授于 1990 年提出袁 用于对国家或地区的特定产业进

行竞争优势分析遥该理论提出 6 项影响因素院生产要素尧需
求状况尧相关产业尧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状态 4 个内生

因素袁政府行为和机遇 2 个外生辅助因素 [8]遥 这 6 个因素

之间互相联结尧相互作用袁构成形似钻石般的关联体系袁故
被称为野钻石模型冶渊图 1冤遥

目前袁野钻石模型冶 在体育旅游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院国内学者曹亚东尧李传庆尧马文新渊2011冤袁李鹏尧金龙

渊2009冤和陈炜尧张露露渊2014冤分别利用钻石模型对经济

欠发达地区进行了区域性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及产业

竞争力分析 曰高茂章 尧武笑玲 渊2011冤和董晓春尧郭玉良

渊2012冤基于钻石模型要素体系研究了体育旅游产业要素

分类与要素整合 曰杨明 尧王新平尧王龙飞 渊2009冤和陈毅

清尧张璐渊2013冤依据钻石模型产业支持体系进行了体育

旅游产业集群配套研究曰 周琥 渊2007冤 和张林玲尧 戴朝

渊2012冤则从政府层面进行了政策扶持体系构建研究遥 可

见袁现有利用钻石模型研究体育旅游产业的文献袁一方面

关注现状分析袁另一方面偏重探讨性政策要素分析袁针对

具体区域的体育旅游产业分析并提出操作性建议的应用

性研究较少遥

图 1 迈克尔窑波特的钻石模型结构

渊图片来源院迈克尔窑波特 .国际竞争优势 [M].北京院中信出

版社袁2007.冤
体育旅游产业属于交叉型产业袁 受到体育旅游资源尧

资本尧人才尧市场需求尧产业支持尧机遇尧政府政策等多重

因素的影响遥 目前袁我国的体育旅游产业仍处于初期发展

阶段袁尚未形成规模袁管理体制具有浓厚的行政指令色彩遥
人们体育健身意识的不断增强尧体育用品业和体育赛事的

蓬勃发展为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遥
但体育旅游产业本身定位不清晰袁管理职能不明确袁配套

的政策措施不足曰缺乏系统性尧规模性的发展规划袁旅游资

源开发层次较低袁以观光产品为主袁专业人才供给不力袁目
的城市接待能力不高等问题一直普遍存在遥借鉴钻石模型

理论袁 将环巢湖地区体育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细

分袁有助于进一步理清要素间关系袁准确定位袁客观地判断

该区域未来发展前景袁并提供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遥

生产要素包括人的要素尧物质要素及客观环境 [9]遥 在

体育旅游产业中袁人的要素是指既懂体育又熟悉旅游的专

业人才袁物质要素及客观环境是指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和

人文资源遥 此外袁生产要素的顺利运行还需要充足的资金

保障袁也属于物质要素范畴遥

对于体育旅游产业而言袁其资源条件涵盖了一切拥有体

育活动开发潜力或具备体育活动特色的自然和人文景观[10]遥
环巢湖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体育人文资源袁构成该区

域体育旅游发展的资源条件遥环巢湖地区最具有特色的自然

旅游资源包括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 渊面积 769.5 km2冤袁两
大名泉半泉和汤泉袁龟山公园环绕巢湖袁姥山尧紫薇洞尧银屏

山尧仙人洞坐落在巢湖四面遥 体育人文资源主要是环巢湖地

区现已拥有的两大赛事院 环巢湖全国自行车邀请赛和合肥

渊环巢湖冤国际马拉松赛遥 环巢湖全国自行车邀请赛自 2011

年开始举办袁 近年来影响力不断增大袁 参赛选手由最初的

机遇 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状态

生产要素
需求状况

政府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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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巢湖市 2011 年 8 月并入合肥袁故 2012 年的部分统计数

据呈现大幅显著增加遥 从近 4 年的统计数据来看袁国内游

客数量从 2011 年的 4 459 万人次增加到 2014 年的 6

534.84 万人次袁增幅达到 44.55%曰国际旅客从 2010 年的

35.5 万人次增加到 40.09 万人次袁增幅为 12.9%遥 旅游总

收入从 383.07 亿元 袁 增加到 791.24 亿元 袁 增幅达到

106%遥 从统计数据可见袁 环巢湖地区的旅游产业已形成

较稳定的规模袁 但国际游客较少且以周边亚洲国家居多

渊图 3冤袁可见目前环巢湖地区的旅游资源对境外游客的吸

引力较小遥

表 2 环巢湖地区国内外的旅客人数与收入统计

  国内   国外   总体  

年份 
人数 

/万人次 

增幅 

/% 

收入 

/亿元 

增幅 

/% 

入境 

/万人次 

增幅 

/% 

收入 

/亿美元 

增幅 

/% 

   人数 

/万人次 

增幅 

/% 

总体收入 

/亿元 

增幅 

/% 

2014 6 534.84 9.8 774.32 52.1 40.09 3 2.82 12.8 6 574.93 9 791.24 33.75 

2013 5 950 11 509 14.8 38.93 3.8 2.5 6.4 5 988.93 24.95 524.23 12.3 

2012 5 360 20.2 444.63 20 37.5 13 2.3 11.9 5 397.5 17 459.58 16.64 

2011 4 459 67 368.9 55.6 35.5 36.7 2.18 45.2 4 494.5 40 383.07 36 

 数据来源院合肥市统计年鉴

341 人增加到 2014 年的 1 500 多人遥合肥渊环巢湖冤国际马拉

松赛也吸引了来自 21 个不同国家近万名的参赛人员遥 此外

环巢湖地区体育资源众多袁 可开发的项目包括水上项目尧户
外运动等项目尧温泉健身与康复尧民俗项目尧观光农业园遥

环巢湖地区现有的体育设施以合肥奥体中心为主袁 集 4

区渊瑶海区尧蜀山区尧包河区尧庐阳区冤的体育场馆和各大高校

体育场馆为一体 渊包括 14 所普通高校的 224 个体育场馆袁其
中室内体育场馆 13 个袁室外体育场 198 块冤[11]以及环巢湖全

国自行车赛尧合肥渊环巢湖冤国际马拉松赛的赛道渊环巢湖旅游

大道冤和相应的基础设施遥目前环巢湖地区地方政府都已将加

快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尧推进体育产业发展列入政府规划项目袁
拟为未来环巢湖地区体育旅游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硬件支持遥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客观性袁下文将以环巢湖区域

的核心城市合肥为例袁 概括性分析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状

况遥 表 1 显示了 2010 年至 2014 年合肥市渊含巢湖居巢区

和庐江县冤的年生产总值增长状况袁其中第三产业占年生

产总值的比重较大袁 从 2010 年至 2014 年分别占比重的

41.0%尧39.21%尧39.18%尧39.42%尧39.32%袁 说明该区域第

三产业的发展态势良好袁增长率总体稳定袁生产总值逐年

增加渊图 2冤袁为区域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遥 但

第三产业产值占年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徘徊在 39%左右袁
甚至有占比下降的趋势袁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潜力还有待

于深入挖掘遥环巢湖地区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该区域

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遥
表 1 合肥市 2010-2014 年生产总值渊单位院亿元冤

数据来源院合肥市信息公开网渊包括巢湖居巢区与庐江县冤

图 2 合肥市 2010-2014 年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渊单位院亿元冤

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生产要素遥体育旅游

人才稀缺是制约环巢湖地区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因

素之一遥 截至野十一五冶末袁安徽省旅游业拥有大专及以上

学历人才 6.03 万人袁 环巢湖地区合肥经济圈旅游区拥有

的旅游人才占全省旅游人才比例为 27.96%袁 其中旅游管

理渊含酒店管理冤专业的毕业生占比 45.01%袁占旅游直接

就业人数比例只有 20%袁旅游人才总量仍然偏少遥 并且袁
旅游人才中本科及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仅占 7.5%袁 学历层

次总体水平较低遥 智慧旅游人才尧小语种导游员以及文化

体育旅游人才等满足旅游新兴业态与高端旅游服务产品

需要的专业人才严重缺乏 [12]遥 完善体育旅游人才成长机

制袁推动本地的专业人才培养尧人才留住与人才引进袁将成

为影响环巢湖地区体育旅游发展的重要环节遥

体育旅游在环巢湖地区属于新兴产业袁目前尚缺乏针

对体育旅游的单独统计数据遥 下文将以环巢湖地区 2011

年至 2014 年旅游业相关统计数据为视角进行分析渊表 2冤袁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总产值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176.7 

208.2 

229.05 

247.21 

257.63 

1 542.1 

2 002.2 

2 303.91 

2 583.75 

2 872.01 

1 190.2 

1 426.2 

1 631.38 

1 841.9 

2 028.33 

2 907.1 

3 636.61 

4 164.32 

4 622.9 

5 15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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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环巢湖地区 2011-2013 年入境游客数量对比

体育旅游产业的关联产业众多袁与包括交通等基础设

施尧餐饮尧酒店尧娱乐尧通讯等行业袁相互促进袁共同发展遥
从表 3 可见袁近年来环巢湖地区渊以合肥市为例冤这些相关

产业的生产总值持续增加袁也为其体育旅游产业发展提供

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遥
表 3 合肥市 2011-2014 年部分产业的生产总值统计 渊单
位院亿元冤

数据来源院合肥市信息公开网

体育旅游作为新兴产业尚未实现充分的市场化运作遥
目前环巢湖地区的体育赛事旅游由旅游局下发文件实行监

督袁其他的体育旅游项目通常由旅行社负责推动遥据合肥旅

游局统计袁合肥市拥有 151 家旅行社袁其中市政府推荐的有

41 家袁开展的旅游路线较多袁承接的活动规模较大尧接待人

群数量较多袁 包括合肥市政府指定的环巢湖精品体育旅游

路线遥但从总体上看袁这些旅游企业在资金实力尧管理水平尧
服务质量等方面仍有待提高袁市场竞争优势不明显遥

酒店餐饮等服务业的发展程度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是

一个城市旅游接待能力的重要体现遥 据合肥统计年鉴显

示袁截止 2013 年 12 月数据袁环巢湖地区拥有饭店渊宾馆冤
法人单位的旅游饭店 168 家袁一般旅馆 298 家袁其他住宿

业 42 家袁其中合肥市拥有星级酒店 75 家袁包括五星级酒

店 9 家袁四星级酒店 20 家袁三星级酒店 32 家袁两星级酒店

14 家袁 客房入住率平均值为 68.62%遥 星级酒店的数量有

限尧入住率偏低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目前环巢湖地区体

育旅游产业的竞争力偏弱遥

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与该地交通运输业的发达程度

具有显著相关性[13]遥 环巢湖地区介于合肥尧芜湖尧南京 3个

城市之间袁与铜陵尧马鞍山隔江相望袁与周边城市如上海尧
武汉等城市交通距离较短遥环巢湖地区拥有发达的交通网

络袁2 个飞机场渊合肥骆岗机场和合肥新桥机场冤袁合宁铁

路尧合武铁路渊动车冤尧北京 - 上海渊安徽段冤尧商丘 - 杭州

渊经合肥冤尧合福高铁等连接南北城市的路线以及众多高速

公路尧国道都经过环巢湖地区袁四通八达的交通为该区域

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遥

目前环巢湖地区的体育旅游项目多以水上运动尧民俗

活动尧户外运动等为主袁属于旅游行业中的小众项目袁消费

者数量有限袁产业规模小尧带动性不强袁仍依靠餐饮尧商品

售卖及景区观光为主要旅游收入来源遥 此外袁体育旅游缺

少独立的行业标准和发展规划袁管理体制不健全尧制度配

套和监督不到位袁 也造成行业内部无法形成集聚效应袁缺
乏规模化尧系统化发展的问题 [14]遥

目前我国的体育旅游业并未独立运作袁主要由体育和

旅游行业共同开发袁对政府依赖程度较高 [15]遥 国务院颁布

的 46 号文件也为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遥 政府

积极制定相关的配套政策以进一步加快体育旅游产业的

发展遥 2012 年底 叶安徽省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 渊2012 至

2020冤曳发布袁明确将打造环巢湖温泉与都市文化旅游功能

区遥 合肥市野十二五冶规划中指出打造野一县一品冶野一区一

品冶袁促进体育活动品牌的发展曰规划建设可承办全国城市

运动会等竞技体育项目综合性运动会的体育场馆设施袁建
成市业余体校全民健身训练馆渊规划在瑶海区建设冤遥

图 4 显示了环巢湖地区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要素循

环及要素间关系遥图中最小的三角形是环巢湖地区的体育

旅游产业要要要传统的观光旅游产业 渊Δ A1尧B1尧C1冤袁A 表

示实体要素袁包括体育旅游资源渊体育自然资源和体育人

文资源冤尧 资本曰B 表示专业的体育旅游人才曰C 表示体育

产业经营管理模式遥
首先袁随着传统的体育旅游产业发展不断转型袁实体

要素的开发模式不断优化袁 生产要素向体育旅游产业集

聚袁由原先的 A1 增加到 C1袁体育旅游产业不再以依附旅

游产业的形式发展曰体育旅游专业人才不断增加以及质量

的不断提升袁旅游劳动力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袁渗透性要

素由 B1 增加到 B3袁体育旅游专业人才将起到重要支撑作

用曰体育旅游的经营管理模式开始优化袁组合性要素从 C1

增加到 C3袁最终形成实体性要素尧渗透性要素尧组合性要

素三位一体的组合体渊Δ A3尧B3尧C3冤袁三者处于同等地位

并且达到最佳水平袁同时市场需求和管理运营也达到最佳

水平使生产要素产生更大的收益袁从而提高环巢湖地区体

育旅游产业发展的竞争力遥

  

交通运

输仓储

邮政 

批发 

零售业 

住宿 

餐饮业 
金融业 

房地产

业 

营利性 

服务业 

非营利

性服务

业 

2011 年 107.2 228.9 36.7 151.1 139.7 201.5 247.2 

2012 年 165.06 320.62 55.38 214.56 223.72 214.69 387.35 

2013 年 183.52 355.47 61.05 252.48 269.88 294.4 425.15 

2014 年 200.27 389.37 67.37 258.55 282.55 336.68 46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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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环巢湖地区体育旅游产业发展机理分析

其次袁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利好政策有助于提升体育旅

游产业在地区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袁为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

带来机遇遥 加快体育旅游产业独立于旅游业袁并实现专业

化发展遥 具体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袁主要是渗透性生产要

素和组合性生产要素集中袁 实现其要素的最优化发展袁实
现体育旅游产业转型袁提高体育旅游产业的竞争力遥

第三袁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袁对体育健身的认识加深袁
拓展了体育旅游产业的市场需求遥一方面消费者对体育旅

游方式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曰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的

形态也将改变袁最终 3 种要素在内外部环境的优化中实现

循环演进发展遥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袁环巢湖地区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

依赖于实体性要素尧 渗透新要素和组合性要素不断优化袁
以及政府政策尧市场需求和相关产业的支持遥 未来环巢湖

地区的体育旅游产业若要实现产业转型并得到循环发展袁
还需以下几方面的政策配套支持遥

以市场为导向袁 着力发展体育与传统观光旅游相结

合袁突出体育旅游在传统旅游项目中的地位遥 传统旅游项

目转型困难的问题袁可以专设体育旅游袁或体育旅游和传

统观光旅游结合路线袁 增加环巢湖地区新的旅游消费热

点遥 充分发挥两大赛事的野吸引力冶的作用袁利用环巢湖地

区的体育旅游资源的优势袁开展以户外运动为主的体育旅

游项目袁结合巢湖水上运动开发项目袁丰富旅游项目内容遥

将环巢湖地区全国自行车邀请赛和合肥 渊环巢湖冤国
际马拉松赛相结合与旅游业相结合袁在野体育赛事 + 旅游

业冶的发展模式下加强体验式消费袁加强行业内外合作袁大
力推进农业观光旅游与体育项目结合等联合发展模式曰创
新开发民族民俗体育项目袁突出特色袁提高体育旅游在省

内外的竞争力遥

人才作为行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袁是创新发展的关

键因素遥 面对环巢湖地区的体育旅游专业人才的缺乏袁环
巢湖地区的高校旅游人才培养应独立开设体育旅游专业袁
或者将传统旅游项目培养与体育旅游项目结合袁大力引进

外来专业人才袁开发新型教育培训手段袁完善人才培养体

系结构遥

政府应发挥政策的主导推动作用袁既强调体育旅游产

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袁又要促使体育旅游行业规范发

展遥 产业发展初期袁 政府的政策推动和市场作用相结合袁
野市场失灵冶出现时袁政府要在此时主导体育旅游产业的发

展袁促进体育旅游产业健康稳定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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