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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巢湖市是国家级旅游风景名胜

区，拥有十分丰富的观光、休闲度假、历

史文化、温泉和体育旅游资源。但由于

存在着旅游管理体制存在不顺、旅游服

务设施不够配套、旅游产品结构比较单

一、历史文化挖掘不够深入等问题，这

些问题阻碍着体育旅游产业的正常有

序发展。本文以巢湖市龙舟旅游产业

为研究对象，体育旅游等相关理论，在

对巢湖市龙舟旅游产业发展状况进行

调查的基础上，对巢湖市龙舟旅游产业

发展进 行 了 SWOT 分 析，提 出 具 体 的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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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体育旅游作为一个新兴事物，正日

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体育产业和旅游

产业的融合不仅为体育产业的发展开

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也为旅游产业的

发展提供了可以持续利用的资源，注入

了更为强劲的发展动力。2014 年 10 月

国务院下发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

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

特别强调: 鼓励地方根据当地自然、人

文资源发展特色体育产业，大力推广武

术、龙舟、舞龙舞狮等传统体育项目，扶

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鼓励开

发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休闲运动项目。
巢湖市旅游资源优势丰富交通便

利，巢湖市政府将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

业来培育，努力将巢湖打造成合肥的后

花园。但是长期以来巢湖市旅游产品

结构单一，缺少支柱性景点拉动，旅游

吸附能力较弱，亟须从观光型旅游向参

与式旅游、体验式旅游、文化体育旅游

转变。
2 巢 湖 市 龙 舟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SWOT
分析

基于以上对巢湖市龙舟旅游产业

资源开发的内外部因素的调查研究，以

下对巢湖市龙舟旅游产业开发的内部

优势和劣势，外部机遇和挑战予以归纳

和总结; 并 采 用 SWOT 定 位 分 析 的 方

法，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发展战略。
2． 1 内部优势( Strength)

2． 1． 1 体 育 旅 游 群 总 量 丰 富，种 类 多

样化

巢湖市旅游资源丰富，全市现有 A
级景区 12 处( 其中 4A 景区 2 处，3A 级

景区 4 处) ，省级旅游优秀乡镇 3 个，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处，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7 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2 个

( 巢湖民歌、传统加工纸制作技艺) ，国

家安全教育基地 1 处，省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5 处，省十大红色旅游景点 1 处，中

国传统村落 1 处。
2． 1． 2 龙舟旅游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

巢湖流域河网密布，水系发达，出

入河流 33 条，其中主要入湖河流为北部

的南淝河、十五里河、派河、柘皋河，西

部的丰乐河、杭埠河、白石天河，南部的

兆河，8 条河流呈向心辐射状汇入巢湖，

东经裕溪河流入长江。巢湖水域水面

宽广、水质良好、风力适中，符合开展龙

舟赛事的场地要求，是开展龙舟运动的

理想之地。
2． 1． 3 地理区位优越，交通便捷

巢湖市位于安徽省中部，北面与合

肥相连，东面与芜湖和马鞍山相连，东

北和西面分别与铜陵和安庆相连，处于

省会和沿江工业走廊的中间，地理位置

优越。合福高铁、S105 道路、S316 道路

以及环巢湖道路全线建成通车，合巢芜

高速扩建工程、北沿江高速和商合杭高

铁启动建设，商合杭高铁柘皋设站、合

宁高速 栏 杆 开 口、巢 芜 马 城 际 铁 路 获

批，进一步提升了巢湖市融入合肥都市

圈、长三角地区合作开发的水平。
2． 2 内部劣势( Weakness)
2． 2． 1 旅游服务设施配套不够

旅游服务设施不够配套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方面: ( 1) 旅游信息服务设施。
游客中心较为分散、质量不高，无法形

成中心效应; 标识导向牌位置不当、标

牌不一、存在破损; 旅游网站数量不多、
内容单一; 数量较少; 旅游宣传手册数

量不多，形式单一; WiFi 覆盖的旅游区

域小; 智慧旅游关注度不够，建设主体

不多。( 2) 旅游交通设施。道路交通设

施有待继续完善、绿道及服务系统有待

优化、交通集散服务设施建设欠缺、交

通配套服务设施亟待加强、水上交通设

施亟待完善、交通运营机制有待完善。
2． 2． 2 龙舟旅游开发的专业人才相对缺

乏，经营管理水平相对滞后

巢湖市龙舟赛的运动员、裁判员、
教练员大多数为业余从事龙舟运动，直

接影响 了 龙 舟 赛 的 竞 技 性 和 观 赏 性。
同时也缺乏对龙舟运动、龙舟文化进行

深入研究的专门人才，导致龙舟运动水

平不高，文化内涵未充分挖掘。
2． 3 外部机遇( Opportunity)

2． 3． 1 宏观政策环境良好

2014 年 12 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关

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提

出了重点发展环巢湖休闲度假区精品

旅游线路，创建环巢湖国家级休闲度假

区，明确环巢湖在安徽旅游发展中的突

出地位，同时对品牌旅游线路、休闲度

假旅 游、乡 村 旅 游、文 化 旅 游、研 学 旅

游、康体养生旅游、旅游商品品牌等方

面进行了详细说明。相关政策的出台，

为“十三五”时期巢湖市旅游发展提供

了有力的外部宏观条件。
2． 3． 2 环巢湖自行车赛等体育赛事成功

举办，提高了区域知名度

环巢湖全国自行车公开赛由中国

自行车运动协会、安徽省体育局、合肥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合肥市体育局、
合肥市旅游局、巢湖市人民政府、合肥

报业传媒集团共同承办，本赛事已成功

举办 5 届，被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列为

年度赛历。央视先后七次来巢湖实地

拍摄 并 宣 传 巢 湖，央 视 一 套《新 闻 联

播》、央视二套《经济半小时》、央视七套

《农广天地》、央视四套《远方的家》、央

视十三套聚焦生态治理、巢湖美食、重

大体育赛事、旅游景点景区等进行拍摄

宣传，极大提升了巢湖市在国内、国际

知名度和影响力。
2． 4 外部挑战( Threats)

行政区划影响了体育旅游资源开

发整体规划。
环巢湖周边区域包括合肥包河区、

肥西县、肥东县、庐江县及巢湖市等多

个行政区域，这种多元的行政区域不利

于环巢湖区域体育旅游资源的整体统

筹开发。此外，由于各县市经济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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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不平衡，也对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以合肥市和巢湖

市为例，两市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体

育旅游资源的“倒挂”现象，即巢湖市具

备资源优势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合肥市则反之，这制约环巢湖区域体育

旅游资源开发整体发展规划。
3 建 议

3． 1 巢湖市旅游要融入大合肥，要做到

资源整合、产品互补、市场共享

资源整合要求巢湖市旅游资源开

发尽量避免重复性建设; 产品互补要求

将巢湖市旅游产品纳入合肥产品体系，

合理配置休闲度假旅游、体育旅游、红

色旅游、观光旅游、温泉旅游资源; 市场

共享要求巢湖市在旅游市场营销时，借

助合肥市省会城市宣传营销优势，近期

以合肥市场为主，强化自身特色，积极

吸引来合肥的长三角及周边游客。同

时大力发展巢湖市体育旅游产业，形成

休闲度假、体育、历史文化、观光、温泉

+ 旅游相互融合发展的新业态。
3． 2 加强政府主导，媒介宣传，社会共同

参与力度

加大各种媒体宣传力度，积极运用

旅游广告、媒体宣传、形象促销、网络营

销、展览促销、旅游节庆等多种立体化

的宣传促销手段，提高巢湖龙舟旅游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
3． 3 进一步挖掘龙舟文化

收集、整理和研究巢湖流域的龙船

歌、龙船联、龙船谜和龙舟传说等，继承

和发扬环巢湖区域古老的龙文化、龙舟

文化和民风民俗，做大做强文化体育旅

游品牌; 开发以凌家滩玉龙为因素的龙

舟工艺品，如百子龙舟罐、凌家滩玉龙

式样龙舟、五彩荷塘龙舟图盘、图螭龙

耳扁壶、龙舟刀剑架、黄釉人物龙舟摆

件等，充分展示巢湖龙舟特有的丰富文

化内涵。
3． 4 加大体育旅游产业集群开发力度

巢湖市 旅 游 发 展 必 须“做 好 水 文

章，用好水资源”，建议重点开发一些水

上体育娱乐项目。一方面以龙舟为载

体，大力开发水上旅游产业，另一方面

打造山体运动、低空飞行、环巢湖自行

车赛、环 巢 湖 马 拉 松 赛 等 体 育 旅 游 产

业，形成巢湖市体育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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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和城市用地结构、总体规划之类相互

结合，详细核定、系统摸排城市规模和

用地面积，以整理、置换之类办法优化

城市土地布局。这样才能确保“区域专

业化”的农业生产，同时要根据不同地

区的农田规模、农业生产实际，巧用资

金扶持、信息资源、高科技等方式，从多

角度出发，逐渐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都

知名的畜产品、商品棉、商品粮基地，实

现我国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及集

约化，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将土地资源的

利用结构进行完善。
3． 4 加强土地整治的力度

土地整治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

更不是一项短期的工作，土地整治时间

较长、项目较多，最关键的是涉及的范

围、领域较广，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对

于改善我国的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及生

态环境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

在实际的土地整治中，将原来土地整治

中的四个荒，即荒沙、荒滩、荒坡、荒山，

改变为促进社会发展的耕地、草地、建

设用地。同时，必须要重视防止土地污

染的出现，可以采取多元化的措施避免

土地污染的再次出现，这样土壤的成分

达标之后，才可以真正实现改善生态环

境，使土地资源与生态环境两者实现共

同发展的目的。
4 结 语

综上所述，土地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问题，是 我 国 当 前 发 展 面 临 的 重 要 难

题。政府部门要正确看待土地资源的

利用，要明白土地资源利用和保护的重

要意义，从中找出阻碍土地资源保护中

存在的 问 题，从 强 化 对 建 设 用 地 的 控

制，重视土壤肥力的提升，完善土地资

源的利用结构，加强土地整治的力度等

方面着手，促进土地资源与生态环境的

共同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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