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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古称“三秦”，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大省，是举
世闻名的世界旅游城市。三秦大地不同的地域、人文历史景观,
众多的体育文化资源，尤其第十四届全运会在陕西的举办，必将
推动陕西体育+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于促进陕西省旅游产业
发展，传播华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陕西体育旅游资源概况分析

“十四届全运会”背景下陕西省体育旅游资源类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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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旅游作为体育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的一种全新业态，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居民人均收入的提升和闲暇时间的增加，
体育旅游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成为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新兴力量。“十四运会”作为全国性体育盛会，更是首次在陕西省举办，大型
体育赛事的举办对举办地城市宣传推广、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本论文通过对陕西省主要景点进行问卷
调查及游客访谈，通过对抽样景区进行实地走访与问卷辅助调查、游客随机访谈的方式，旨在明晰陕西省体育旅游资源类型，为陕
西省体育旅游产业发展提供路径支持和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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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类型的划分是基于旅游者需求的差异。根据实地走访与
现场访谈结果，结合陕西省体育旅游的实际发展、旅游资源禀赋
和民族文化特征，将陕西省体育旅游划分为以下类型：（见下表）

体育旅游类型 体育旅游内容

休闲体育旅游 登山、郊游、游泳、垂钓、滑雪、滑水等

古迹体育旅游 城墙马拉松赛、参观各类文物古迹等

民俗体育旅游 社火、腰鼓、秧歌、龙舟、骑马、射箭、摔跤等

探险体育旅游 探险、攀岩、漂流、潜水、野外生存、沙漠探险等

竞技体育旅游 探险、攀岩、漂流、潜水、野外生存、沙漠探险等

陕西地区自然环境的多样性与文化历史环境的独特性为陕西
省开展体育旅游项目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旅游者可以通过
观赏领略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古迹，亲身参与各种民俗活动与本地
区特色的体育运动，达到陶冶身心、增进健康的目的。从陕北的黄
土高坡到关中的千里平原，从秦巴山地汉水盆地，陕西地区多样的
地理环境造就了丰富独特的自然景观。目前陕西省共有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6座，中国旅游强县4个。各类等级（A级）旅游景区81处，
其中5A级景区3 处，4A级景区18处，3A级景区31处，2A级景
区23处，1A级景区6处。陕西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陕西地区
发展休闲体育旅游提供了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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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可开发为体育旅游的资源及待开发项目

注：该表所列的仅为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可开展体育旅游的旅游资源。

旅游资源 单位类型 行政位置 可开发的体育旅游项目

黄土国家地质公园 黄土地质体 洛川 越野、探险、赛车、攀岩、登山、民俗表演

毛乌素沙漠 沙漠 榆林 越野、探险、赛车、野外生存

壶口瀑布 国家地质公园 延安 漂流、探险、滑水

关山草原 高山草甸 宝鸡 骑马、射箭、滑草、滑雪、民族歌舞、滑索

西安城墙 古军事设施遗址 柏树林 马拉松赛、风筝

钟鼓楼广场 广场 北院门 风筝、太极、轮滑、广场舞

常宁宫休闲山庄 休闲度假地 王曲镇 骑马、垂钓、高尔夫、游泳、保龄球、射击

社火 民俗表演 未央宫乡 参与或观赏

朱雀森林公园 森林公园 崂峪口 骑马、探险、游泳、登山、 越野、垂钓

骊山 山地 骊山镇 登山、狩猎、攀岩、探险、 野营

华山 山地 华阴县 登山、攀岩、探险、野外生存

兴庆宫公园 园林公园 太乙路 划船、定向越野、滑水、大型表演

杨凌水上运动中心 体育场馆 杨凌 滑水、赛艇、龙舟、水上表演

城市运动公园 体育主题公园 未央路 太极、轮滑、篮球、乒乓球、轮滑、跑步

牛背梁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 栾镇 攀岩、登山、露营、骑马、 探险

丹江国家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丹凤县 漂流、龙舟、定向越野、垂钓、徒步

瀛湖 人工湖泊 安康 龙舟、滑水、垂钓、水上表演、漂流

汉江 长江支流 汉中、安康 龙舟、漂流、游泳、赛艇、水上表演、垂钓

黎平国家森林公园 森林公园 汉中 登山、徒步、攀岩、探险、垂钓、漂流

南湖 湖泊公园 汉中 登山、漂流、水上表演、探险、蹦极

表1      陕西省体育旅游类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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