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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株潭湘江风光带休闲体育资源的开发可弥补三市体育场地的不足，丰富市民的室外休闲体育

活动。其休闲体育资源开发具有政策、经济、区位、资源等优势，应在保护、开发、利用与建设一体化的

“绿色开发”理念指导下，坚持因地制宜、同中求异、保护性开发等原则，采取建立开发机制、加强政府宏

观管理，与媒体平台合作、加大宣传力度，以河流为基础、开发休闲体育自然资源，整合与投入相结合、开

发休闲体育社会资源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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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ment of Leisure Sports Resources in
Chang-Zhu-Tan Xiangjiang River Scen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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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sports resources in Xiangjiang River scenic belt can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sports venues in three cities and enrich residents outdoor leisure sports activities. The leisure sports resources develop-
ment has the advantages of policy, economy, location and resources, etc. Under the guidance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acting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 seeking common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and conservation-oriented developing, applies specific measurements of setting up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enforcing government macro-management, cooperating with the media platform, strengthening publicity, developing lei-
sure sports natural resources based on Xiangjiang River, as well as integration and investment comb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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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长沙、株洲和湘潭（以下简称长株潭）湘江风

光带为湘江下游贯流株洲、湘潭、长沙的这一段沿

江风光带，其主体工程位于湘江东岸，分布于长沙、

湘潭和株洲三市辖境内，为长株潭经济一体化（长

株潭城市群）之湘江生态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称为“长株潭防洪景观道路工程”。长株潭湘江风

光带以湘江为纽带，集防洪、生态绿化、旅游为一

体。现今，长株潭湘江风光带已正式对外开放。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

高，空暇时间增多，作为主要休闲方式之一的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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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已成为人们休闲生活的时尚选择。国民经济的快

速发展及全民健身运动的兴起促进了休闲体育的发

展，而休闲体育的发展需要以一定的休闲体育资源作

为基础。目前，长株潭的体育资源大多不能满足市民

的日常体育锻炼需要，湘江风光带的体育资源较好地

弥补了这一缺陷。长株潭湘江风光带的主要景观区都

设置了大量的体育设施，且绿色植物较丰富，空气清

新，在此进行体育锻炼的人群日益增多。

本文分析了长株潭湘江风光带休闲体育资源开

发的意义和优势，在此基础上，探索开发的措施，以

期为长株潭湘江风光带的后期建设及市民参加休闲

体育项目提供参考。

1 意义

1.1 弥补三市体育场地的不足

第 5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表明：长沙市人均体育
用地面积为 0.7 769 m2，株洲市为0.705 m2，湘潭市为

0.568 m2[1]。有关资料显示，日本人均体育用地面积为

19 m2，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人均体育用地面积更大。在

我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要求人均体育用地面积应

大于 1.08 m2，湖南省委、省政府要求全省城市人均体

育用地面积应大于 0.8 m2。目前，长株潭三市的人均

体育用地面积距离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尚有差距，与

国家有关要求更是相差甚远[1]。三市体育基础设施较

为缺乏，远远不能满足广大群众进行健身锻炼与休

闲体育活动的需要。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较复杂，最

好的解决办法是增加体育场地。增加专门的体育场

地困难较大，如将体育场地和休闲观光场地相结合，

不但可丰富市民的休闲生活，而且也可给市民提供

体育锻炼的场所，湘江风光带的设计正体现了此双

重目标。按照湖南省政府的规划，长株潭湘江风光

带建好后全长 133 km，将成为中国最长的临江风光
带之一，可同时容纳上百万名市民在此健身、观光

和休闲，有效地改善了三市体育场地不足的问题。

1.2 丰富人们的室外休闲体育活动

受场地影响，人们的日常休闲体育活动项目不

多。以长沙市为例，目前，在年轻人群中流行的休

闲健身方式有：大众健身操、搏击健美操、拉丁健

美操、有氧舞蹈、瑜伽、普拉提、健身球、高尔夫、

户外远足、跆拳道、滑板、网球、羽毛球等[2]，老年

人群则较多地选择散步、慢跑、太极、广场舞等健

身方式。这些健身项目大多设在室内，室外健身项

目较少，形式较单一。湘江风光带以沿江自然风光

为主，形象定位为生态、休闲、时尚，环境优美，适

合游人观光，也是市民进行休闲体育锻炼的好去处。

在这里，人们不仅能享受休闲体育带来的乐趣，而

且还能观赏优美的自然风光。因此，可在湘江风光

带开发更多的休闲体育资源，如沙滩排球、沙滩足

球、游泳、日光浴、钓鱼、跑酷、滑板、极限单车、

轮滑、自行车郊游等活动场地。

2 开发优势

2.1 政策优势

长株潭湘江风光带建设是首批入选世界银行在

华实施的城市发展战略研究计划项目，国家“十五”

计划重点扶持的七大城镇密集区建设项目之一，《长

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和《湘江长沙株洲湘潭段生

态经济带开发建设总体规划》要求的重点建设项目，

湖南省重点推进的 13个重大项目和重点调度的 50个
重大项目之一，长株潭“七纵七横”交通网络的重

要组成部分[3]。作为“两型社会”建设的标志性工程

及三市一体化的重要项目之一，长株潭湘江风光带

建设具有突出的政策优势。《2012年长株潭试验区工
委工作要点》中提出了实施风光带建设 3 年行动计
划，加强长株潭三市湘江风光带建设规划和方案的

对接，建立省市联席会议与定期督查评价制度。体

育设施建设是湘江风光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重要

组成部分，长株潭湘江风光带的建设必将极大促进

休闲体育资源的建设与开发。

2.2 经济优势

经过多年的发展，长株潭已成为湖南经济的核

心增长极。据报道，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

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 3 年多
以来，三市GDP位居中部城市第一，跻身全国十强，
占全省 42.6%，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55%。三市
雄厚的经济实力保障了湘江风光带的建设[4]。同时，

为了确保长株潭湘江风光带的建设，湖南省政府与

国家开发银行进行了战略性部署，并申请到世界银

行和国外有关政府的贷款，另外还有来自各市政府

和县政府的自筹资金。长沙段开发建设较早，截至

2005年底共投入建设资金19.9亿元，株洲段截至2011
年 5月共投资约 6.9亿元，湘潭段截至 2012年 5月共
投资约 11亿元[4-6]；后期建设资金还在继续投入中。

2.3 区位优势

长株潭湘江风光带北起长沙望城区香炉洲，南

达湘潭昭山，横贯长沙、株洲、湘潭 3个城市。秉承
湘江风光带总体规划方案中 “步行优先、人车分流、
可达性强”的绿色交通思想，整个风光带建立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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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水路交通网络，加强了城市界面与风光带及

湘江的联系。另外，三市作为湖南的“金三角”，交

通便利，京广铁路、京株高速公路、107国道等贯穿
南北，湘黔铁路、320国道、上瑞高速公路等横亘东
西。更重要的是，贯流三市的湘江河道为千吨级航

道，通航保证率为 98%，能航行 150个卧位或 300个
客位的旅游船[7]。这种同一流域、交通便利的有利条

件，为长株潭湘江风光带休闲体育资源的开发提供

了极大的方便。

2.4 资源优势

休闲体育资源包括休闲体育自然资源和休闲体

育社会资源。长株潭湘江风光带拥有较丰富的休闲

体育资源：其休闲体育自然资源有丰富的水域资源

及数量较多的洲滩，如桔洲、月亮岛，腾飞岛、兴

马洲、槠洲等；休闲体育社会资源有诸多独具特色

的设施，如游艇码头、亲水大台阶、新天水韵广场、

户外表演舞台、炫舞风情区、沙滩广场、航模广场、

极限运动广场、休闲自行车道等。

3 开发的指导思想及原则

3.1 指导思想

长株潭湘江风光带休闲体育资源的开发应坚持

保护、开发、利用与建设一体化的基本理念，将湘

江风光带的建设与周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生态

环境的保护相结合，并充分参照、借鉴国内外的成

功经验，结合三市的实际情况，统筹规划，实行“绿

色开发”，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3.2 开发原则

1）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长株潭湘江风光带休闲体育资源的开发必须与

实际的地理环境、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居民进行体育

锻炼的特点等相协调和适应。开发的滞后或超前无

助于城市的发展和居民休闲体育活动的开展，同时

还会造成资源浪费，带来不良效果。

2）同中求异原则
在坚持一体化基本理念的前提下，长株潭湘江

风光带休闲体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还应根据各个城

市的政治经济特点、历史文化背景，开发能体现出

各自地域特点的休闲体育项目，以彰显 3个城市休闲
体育运动的个性和特色。

3）保护性开发原则
资源开发的目的在于利用资源，但从某种意义

上而言，开发的过程又意味着一定程度的“破坏”[7]。

因此，不能随意进行资源开发，更不能进行破坏性、

掠夺性的开发，而应该坚持保护性开发的原则。保

护性的开发原则并不是将保护绝对化，开发依然是

目的，但保护是前提，如果不善保护，最终将丧失

开发和经营赖以存在的基础[ 8 ]。只有坚持保护性的

资源开发，才能保证资源的可持续性。

4 开发的措施

4.1 建立开发机制，加强政府宏观管理

长株潭湘江风光带是政府建设的公共工程，其

休闲体育资源开发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因

此，在开发过程中，政府必须将大众休闲体育纳入

风光带的综合建设计划中去，结合市民的休闲体育

需求和体育场地及设施短缺的现状，加大对风光带

休闲体育公益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开发，建立“政

府管理为主，大众需求为要”的开发机制。这个机

制必须由政府来主导，对所面临的问题和风险进行

协调和控制，在优先项目设计、开发资金筹措、环

境保护与发展及对具有重大指导作用的超前性项目

的过程控制等方面，加强宏观管理[9]。

4.2 与媒体平台合作，加大宣传力度

在知识经济时代，传媒已成为影响人们生活最

快捷、最直接的工具，传媒平台与体育信息的关系

将越来越密切。通过媒体，各种体育竞技活动进入

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使

更多的普通人开始关注体育，体育逐渐成为现代人

生活的内容之一[10 ]。大众媒体对体育信息的报道激

发了人们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人们变得更需要体育，

热爱体育，乐于参加各种体育运动。因此，长株潭

湘江风光带休闲体育资源的开发要充分利用各种媒

体平台，加大宣传力度，激发市民对休闲体育运动

的兴趣，并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在对体育信息进行

报道、宣传的同时，还应加强资源利用与保护、环

境保护及安全事项等的宣传。

4.3  以河流为基础，开发休闲体育自然资源
长株潭湘江风光带建好后全长将超过100 km，河

岸线长，还有数量较多、沙质较好的沙滩。以湘江

风光带特有的河流资源为基础，并根据各休闲体育

项目的要求，合理、科学、综合地开发其休闲体育

自然资源。湘江风光带景色优美，环境舒适，空气

清新，沙滩沙质细腻柔软，适合开展游泳、划船、垂

钓等水上休闲体育项目，同时还可以开展排球、足

球等沙滩休闲体育项目。其次，还可根据季节、气

候和传统节日，开展野营、放风筝、放孔明灯、冬

泳、龙舟比赛等休闲体育项目。再次，利用湘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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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带自身的水体资源、洲滩资源及周边的山地资源

等，可开展定向越野、拓展运动等自然体育项目。

4.4 整合与投入相结合，开发休闲体育社会资源

对湘江风光带现有的休闲体育社会资源进行整

合、重新调配，以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深度和利用

效益，做到各场地、设施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

的休闲体育需求。如航模广场、户外表演舞台等场

地，可分时间段作为交谊舞、太极拳、广场舞等休

闲体育项目场地；清晨时段，休闲自行车道可做晨

跑场地。另外，风光带有些场地设施缺乏，因此后

期规划中还应不断投入资金进行建设。如篮球场地

数量较少，而想要参加该体育项目的人数又较多， 导
致篮球场地人员爆满，因此，可适当增加篮球场地的

建设数量；又如近几年来才在我国兴起的全民健身

路径，即户外健身器材，这是一项占地较少、简单

易建、实用性强、老少皆宜且具有科学性、健身性

的群众公共体育设施，可在风光带人口密集活动区

投入建设；另外，残疾群体和正常人一样享有休闲

体育的权利，在湘江风光带休闲体育资源开发建设

中，应充分考虑该群体的健身要求，增加相应的体

育资源建设。

5 结语

休闲体育是人们休闲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长株潭湘江风光带作为一个主要的公共休闲、娱乐

空间，拥有较丰富的休闲体育资源。应充分利用休

闲体育自然资源和休闲体育社会资源的互补性和共

享性，并结合其他资源，合理、科学地进行体育资

源的开发建设。在开发建设过程中，还应注意加强

公众的生态意识，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易损耗

资源的维护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补充，这样，才能

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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