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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体育旅游资源开发评价体系的构建
!

任婵娟，袁书琪

（福建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旅游研究所，福州 B*###C）

摘! 要：《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国家标准（DE F G%$HC"I"##B）对旅游资源的评价体系中在一级评价项目和二级

评价因子系统构成上对天然体育旅游资源的评价出现偏差，不能较好反映其主要价值及为开发提供导向。为此基

于其特殊性，本文提出天然体育旅游资源的评价，应以体育活动的自然空间和条件为主要评价对象，以人与自然的

体育关系为评价内容，按观摩与参与两大评价范围，突出环境价值及区分专业性与大众性的评价标准，并在此基础

上构建了天然体育旅游资源的评价体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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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国天然体育旅游兴起出于以下背景。首先，

体育由单纯竞技扩展到了大众生活领域，已经成为

一种现代生活基本方式［%］，城市室内体育资源已逐

渐成为稀缺资源，天然体育资源的可进入性往往需

要旅游方式的支持；其次，体育活动绿色化，天然体

育旅游资源由于具有生态旅游和体育旅游双重功能

而倍受青睐；再次，现代体育运动和旅游的享受化、

娱乐化和个性化，也使得赋存于广阔天地里的具有

选择多样性的天然体育旅游资源及其所在生态环境

的环境美和景观美，越来越富有吸引力［"］。综上所

述，天然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已成为当前体育界的

和旅游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商机。作为天然体育旅

游资源最丰富的国度之一，我国要在 "#%* 年如联合

国教科文世界旅游组织（;9M@4NG&）所预言，成为

全球头号旅游目的地，开发天然体育旅游必然是一

条重要途径。

% 问题的提出和分析

所谓天然体育旅游资源，目前尚未见严格的定

义。按照约定俗成的看法，体育旅游资源即用于参

与或观赏体育运动的旅游资源，由此延伸，天然体育

旅游资源，就是能够供给游客参与或观赏体育运动

的自然旅游资源。天然体育旅游资源是从旅游资源

开发的角度提出的资源类型，同时也是进行开发评

价的需要。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国家标准（DE F
G%$HC"I"##B）对旅游资源的评价体系是采用共有因

子综合评价体系赋分的，体育旅游资源与其他旅游

资源相比，特殊性强而共同性弱。依据国家标准进

行评价，只能实现与其它类型的旅游资源相比较，完

善区域旅游资源结构的目的，而难以起到确定天然

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开发方向和其内部比较开

发价值的作用。

%) % 一级评价项目系统构成

国家标准中旅游资源一级评价项目系统构成如

表 % 所示。

表 %! 国家标准中旅游资源一级评价项目系统的构成

评价项目 资源要素价值 资源影响力 附加值 总分

赋值 F 分 $* %* O "# P B $# P %#B

%）要素价值不太适用天然体育旅游资源［B］。

天然体育旅游资源是体育运动可以使用的自然空间

场所和自然条件，主要不是资源的要素。所以应当

针对天然体育旅游开发利用，改为体育活动适用价

值。

"）天然体育旅游资源的影响力不必单独列出。

一般旅游资源，自身的要素价值与影响力是交叉的

关系，有些资源要素价值很高，但“ 锁在深闺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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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而体育旅游资源主要看对体育活动的适用

性，只要适合体育活动开展的标准，就有足够的旅游

吸引力。一般旅游资源影响力对体育旅游资源而言

不太重要，不必单独列出，可以合并在体育活动适用

价值中。

!）赋分方式不符合天然体育旅游特性。国家

标准中只有附加值出现负值，资源本身价值与资源

的市场形象没有负值，总分可能超过 "## 分，统计、

比较起来不好操作。体育旅游资源的适用性应当有

负值，即某个方面不适合体育旅游开发。体育旅游

资源的影响力也可能出现负值，即对资源的破坏。

"$ % 二级评价因子系统构成

国家标准中旅游资源二级评价因子系统构成如

表 % 所示。该系统存在以下不足。

表 %& 国家标准中旅游资源二级评价因子系统的构成

评价因子 赋值 ’ 分 评价因子 赋值 ’ 分

观赏游憩使用价值 !# 完整性 (

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 %( 知名度和影响力 "#

珍稀奇特程度 "( 适游期或使用范围 (

规模丰度和几率 "# 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 )%# *!

"）天然体育旅游的主要价值不够突出。天然

体育旅游的主要价值包括观摩天然体育运动的审美

价值和参与天然体育运动的体验价值，而一般旅游

的主要价值是对景观和文化的审美价值，国家标准

的二级评价因子没有突出天然体育运动的价值。

%）旅游资源丰度与天然体育旅游资源关系不

大。天然体育旅游资源是体育旅游活动的空间和场

所，一般规模较大，国家标准中丰度一般用于衡量点

状旅游资源的分布密集程度［+］，与天然体育旅游资

源关系不大。

!）天然体育旅游资源不必评价完整性。天然

体育运动的场所和条件必须是完整的，即完整性是

天然体育旅游资源的起码条件，尤其是竞技性、观摩

性天然体育旅游资源必须完全达到体育运动标准的

要求，所以完整性不必作为天然体育旅游资源的评

价因子。

+）忽视环境对于天然体育旅游资源的正面影

响。环境条件，无论是环境质量还是环境安全，对天

然体育旅游资源都特别重要。国家标准主要考虑环

境条件对天然体育旅游的负面影响，而忽视了环境

条件对天然体育旅游的正面影响。

(）赋分的比例不够合理。国家标准中旅游资

源二级评价因子的赋值比例不尽合理，分值差距过

大，对一般旅游资源而言也不够合理。观赏游憩使

用价值与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分开，且存在差距，

缺乏合理的理由。适游期或使用范围对天然体育旅

游的重要性应超过知名度和影响力。珍稀奇特程度

对天然体育旅游资源而言赋分显得过多。

% 资源开发评价特点

天然体育旅游与一般旅游的区别较大，要科学

评价天然体育旅游资源，首先要分析、把握其评价特

点，而评价特点又基于资源特点。天然体育旅游资

源的评价特点如下。

"）以体育活动的自然空间和条件为主要评价

对象。由于天然体育旅游资源主要满足体育活动在

天然场合和天然条件下的开展，因此对天然体育旅

游资源的评价首先要评价天然场所开展体育运动的

适宜程度，包括地形、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

条件。无论是以参与还是以观摩体育活动为旅游目

的，对体育活动自然空间和条件的评价都是第一位

的，即保证体育运动在天然条件下进行的高水平、高

质量是天然体育旅游资源评价指标的首选。

%）以人与自然的体育关系为评价内容。天然

体育旅游的目的主要分为两大类，即观赏体育活动

和参加体育活动［(］。观赏体育活动主要不是观赏体

育旅游资源本身的美，而是观赏体育运动的美，也包

括运动员与体育旅游资源相互作用的和谐美，以人

为主，这是与一般旅游观光审美不同之处。参加体

育活动，则是体验自己在利用天然体育旅游资源中

感受到的快感美和成就美，也是以人为主的。所以，

评价天然体育旅游资源的角度是其为体育活动所用

的适宜程度，而不是对其本身的直接审美评价，这是

天然体育旅游资源评价的一大特点。

!）按观摩与参与分为两大评价范围。多数天

然体育旅游的游客可分为观摩性游客与参与性游

客，只有少数游客兼有这两种目的。而一般旅游活

动很难分为观光客与体验客。针对天然体育旅游的

这一特点，对天然体育旅游资源的评价也应分为这

两大评价范围。

+）观摩性评价针对观摩者的位置与角度。观

摩性天然体育旅游资源评价除了体育活动场所外，

针对的是观摩者所处的观摩位置与观摩角度。体育

活动是动态的人文景观，观摩者所处位置的舒适程

度固然重要，观摩者所处的观察角度的便利程度更

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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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评价居重要地位。对于天然体育旅游

而言，环境质量和安全比景观美更为重要。所以，天

然体育旅游资源评价要重视对环境的评价［"］。游客

参加天然体育旅游，目的之一就是在天然优质环境

中从事和观赏体育运动［#］。环境评价应当以正面评

分为主，最高正值要提升。

"）区分专业性与大众性评价。天然体育运动

已分为专业竞技性与大众娱乐性两大类［$］，目的不

同，评价标准也不同。专业性评价重视的是标准性，

如登山、汽车拉力、险河漂流等体育运动，难度大促

成好成绩，竞争激烈提升观赏性。而大众性评价重

视的是娱乐性，难度适中促成成就感，适度的非标准

化多因素干扰促成娱乐性。所以不能将二者混为一

谈，这是天然体育旅游资源评价的明显特点。

% 资源开发评价体系构建

%& ’ 评价体系的模式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与长期实践经验总结，细化

的专门天然体育旅游资源评价模式如图 ’ 所示。该

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图 ’( 天然体育旅游资源开发评价体系模式

’）对于资源禀赋和开发条件同等重视。既然

是对天然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评价，就必须对其资

源禀赋和开发条件同等重视，在评价体系模式中，增

补开发条件评价角度，与资源禀赋评价角度并列。

)）对于竞技观摩与大众参与的资源禀赋同等

重视。在当前天然环境的体育旅游中，竞技观摩与

大众参与的客源市场发展都很快，所以对适用于竞

技观摩与大众参与的天然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评价

应当并列为两个评价角度。

%）竞技观摩与大众参与的资源评价设置不同

的因子。竞技观摩的天然体育旅游资源评价设置观

摩位置、观摩角度两个评价因子，大众（ 包括专业运

动员）参与的天然体育旅游资源评价设置自然条

件、环境条件、自然空间三个评价因子，分别进行评

价。

*）兼顾其他体育价值和旅游价值。天然体育

旅游既然是旅游，能兼顾其他体育价值鉴赏以及其

他旅游价值鉴赏当然更好。所以，无论是竞技观摩

还是大众参与，都要对天然体育旅游资源的其他体

育价值和旅游价值作出评价。其他体育价值包括现

代体育的文化、科技、艺术价值，正如人文奥运、科技

奥运、艺术奥运一样。其他旅游价值则包括观光及

深度体验的生态、文化旅游价值。

!）开发条件兼顾区位、市场、工程等全方位。

本模式的创新不但增加了开发条件评价，而且在开

发条件中除了区位，还增加了市场、工程两方面的开

发条件，体现了市场导向和工程难度。

%& ) 天然体育旅游资源开发评价量表

按照上述评价体系模式，制定天然体育旅游资

源开发评价量表（表 %）。该量表具有以下特点。

’）同等看待资源禀赋与开发条件的价值。国

家标准只评价资源本身的禀赋，很少考虑资源开发

条件。而在实际应用中，资源开发条件十分重要，当

前急需的是天然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评价，所以本

评价量表对资源禀赋与开发条件的赋分值相同，各

占半壁江山。

)）同等看待天然体育活动与观赏的价值。针

对参与性体育旅游与观赏性体育旅游，分别评价天

然体育旅游资源的体育活动价值与体育观赏价值，

二者赋分值等同。专门的参与性体育旅游价值或观

赏性体育旅游价值的分值，都不会使评价总分超过

’++ 分。但若兼有参与性体育与观赏性体育的功

能，则允许评价部分超过 ’++ 分。

%）资源禀赋评价中着重体育活动本身价值。

无论是参与性还是观赏性，资源禀赋的评价都着重

资源对体育活动的功能本身，占资源禀赋评价分值

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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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天然体育旅游资源开发评价量表

评价角度 评价项目 评价因子 因子释义 赋值

资源禀赋评价（#$ 分）

体育活动价值（!$ 分） 自然空间 场地的规模、空间结构 %$

自然条件 气候、水文、植被、土壤等状况及其时间变化 %$

环境条件 环境质量、安全性 %$

体育观赏价值（!$ 分） 观摩位置 游客所处位置的舒适程度 %&

观摩角度 游客观摩的距离、方向、角度等 %#

社会体育价值（%$ 分） 体育文化 体育体现的文化价值 ’

体育艺术 体育体现的艺术价值 !

体育科技 体育体现的科技价值 !

一般旅游价值（%$ 分） 观光价值 景观审美价值 !

生态价值 生态质量价值 ’

文化价值 一般文化价值 !

开发条件评价（($ 分）

市场条件评价（&$ 分） 客源市场 细分的客源地市场、客源市场需求 %’

综合市场 市场的综合性、普适性 )

区位条件评价（%( 分） 交通区位 可接近性 *

相关区位 与中心城镇、其他行业的相对位置关系 #

工程条件评价（%( 分） 工程难度 开发工程的困难程度 *

性价比 开发投入与开发成功后的性能比较 #

" " ’）社会体育价值与一般旅游价值占一定的比

分。社会体育是体育学科与体育运动发展的新领

域，强调从体育中体验文化、艺术和科技。但与体育

运动本身相比，社会体育价值是次要的，与一般旅游

价值各占资源禀赋评价分值的 % + (。一般旅游价值

是指在体育旅游中同时兼有的旅游价值，包括观光、

生态与文化价值［,］。

(）开发条件以市场为导向。将市场条件作为

开发条件的主导因素，是本量表创新之处。市场需

求决定着天然体育旅游的开发，市场条件评价占开

发条件分值的 & + (。

)）区位条件与工程条件并重。区位条件保证

各方支持天然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包括交通、经

济、聚落等相关区位。工程条件包括工程难度与性

价比，后者也是本量表的创新点，即考虑投入 - 产出

关系，不能让开发工程得不偿失。这两个条件各占

! + %$ 比分。

’ 结语

笔者从参与构建旅游资源评价国家标准，到实

际研究天然体育旅游资源等不同种类旅游资源的开

发，与同行一样，深感不同种类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要

制定进一步细分的旅游资源评价体系。本体系在实

践中得到很好的应用，基本上满足新兴的天然体育

旅游开发的需要。

天然体育旅游资源由于其特殊性，在开发评价

时还可以进一步构建细分的专门评价体系，评价体

系的构建可以有不同的数学模型和指标体系，只要

能客观反映天然体育旅游资源的价值差异，都可以

先试用再整合、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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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快讯

一个 ;P 杂化开放结构包含穿插的（Q，Q）

拓扑和双带螺旋子
!

黄坤林，彭大权，陈O 新

（重庆师范大学 化学学院，重庆 Q===Q>）

关键词：镉；配位聚合物；穿插；荧光

中图分类号：RSIQD JI 文献标识码：NO O O 文章编号：IS>LA SSK;（L==J）=QA =I==A =L

O O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三维（;P）杂化开放结构得

到了极高的关注，不仅因为其令人着迷的各种拓扑

特征（如类沸石拓扑、螺旋结构、金刚石网络等），还

因为其热稳定性好，在气体存储、催化、分离等方面

表现出许多优良的性能。从对称的羧酸出发，如对

苯二酸、Q，QTA联苯二甲酸、I，;，<A苯三甲酸等，已经

制备了很多结构新颖的配合物，同时，还衍生了许多

新型光学固体材料。相对而言，作为荧光剂原料的

芪二酸（Q，QA二羧基二苯基乙烯），虽然也是对称型

羧酸，由于其溶解性等因素，在制备高维杂化开放结

构方面，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笔者一直致力于

有机A金属固体发光材料合成和性能的研究，这里，

<U"2(/)# "& !+"/%E,/% 4"(5)# 6/,7$(0,89（4)82()# .-,$/-$）O O O O O O O O O V"#D L< 4"D Q

! 收稿日期：L==>A =KA =I

资助项目：重庆市科委自然科学基金计划资助项目（4"D .!?!L==>GG<LLJ）

作者简介：黄坤林（IKSSA），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有机合成化学和功能配合物化学。



报道一个水热合成的 !" 芪二酸镉，并研究其光致

发光性能。

标题化合物，由芪二酸与四水合硝酸镉 #$ # 在

%&!’ 存在下，于 #() * 水热条件下获得，化合物稳

定到 !!) *左右。

源于生物系统 "’+ 的结构和重要功能，螺旋结

构一直是材料化学家们十分感兴趣的研究热点。大

量的研究表明，螺旋子（ 原子数有限的螺旋结构类

型之一）主要存在于分子水平的结构中，而在无限

结构（,-./012）里不常出现。而在本文这个配位聚

合物中，每个镉离子结合来自不同配体的 3 个氧原

子，再结合一个水分子，形成 4567 扭曲六面体。围

绕着两个镉离子的一些原子，通过共价键和氢键相

互作用，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有趣双带螺旋子，即

左旋 8 型和右旋的 , 型，像两个向相反方向旋转的

舞蹈演员（图 #）。

每个羧酸配体通过 3 个氧原子与不同的镉离子

配位，45 通过配体桥连成 !" 网络结构。

图 #9 中心金属镉离子的配位模式和双螺旋子结构

9 9 由于羧酸配体长度达到约 #: 7 ;0，原希望得到

纳米级的孔穴，然而，在水热条件下，希望的纳米结

构通过相互穿插，得到了一个致密的 !" 双重穿插

的结构，可能是因为穿插结构在水热条件下更稳定

的缘故。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结构具有（3，3）穿插

拓扑结构，而（3，3）拓扑是天然沸石网络结构中比

较典型的类型之一（图 <）。

图 <9 标题化合物的（3，3）双重穿插拓扑结构

同时，虽然有机配体是大共轭体系，然而在配合

物结构中，只有两个相邻烯基之间存在相对弱的 !
⋯! 相互作用。从结构分析可知，配体之间的电子

传递并不会因为形成稳定的金属配合物而加强。固

体荧光实验数据表明，室温下，固体标题化合物在

!=< ;0 光波下激发，在 3() ;0 处有强的荧光发射，

最大发射波长与固体有机羧酸最大发射波长很相

近。由此可以看出，该配合物结构对其光致发光性

能可能有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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