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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研法、访谈法和数理统计法，以龙岩城市绿道为研究对象，探讨低

碳休闲理念应用于城市绿道体育产品开发的意义，结合当前龙岩城市绿道体育产品开发的现状，指出

城市体育绿道产品开发应该发挥环境优势，打造区域特色产品；重视用户需求，增强产品的针对性；

整合资源优势，科学合理搭配产品；注重产品开发，丰富产品类型及功能；完善管理制度，营造良好

的参与环境。旨在更好发挥城市绿道功能，营造良好休闲环境，提升城市公共体育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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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今人们对健康、休闲的关注与日俱增，用

绿色、环保、安全的休闲活动来充实自己的余暇

生活已逐渐成为人们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近

年来，龙岩市委、市政府在省级园林城市的基础

上，提出了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目标，并且始终

坚持 “山水园林生态宜居城市”的发展定位，加

大城市绿道网的规划布局建设，倾力打造 “城在

山中，山在城中，山水一体，绿地连片”这一特

色鲜明、风景宜人的现代园林城市格局。到目前

为止，龙岩已规划形成由３条区域绿道、１３条

城市绿道和４处交界面组成的绿道网，总长度

２６９公里，基本能够实现主城区范围内社区绿道

５分钟可达、城市和区域绿道１５分钟可达的建

设覆盖目标［１］。充分利用绿道资源，开发各种绿

道体育产品来满足市民的低碳休闲生活需求不仅

是一项民生工程，也是提升城市公共体育服务水

平的重要举措。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以龙岩市城市绿道２号线 （以苏溪—红坊溪

为纽带，连接城市核心区、中央苏区公园片区和

红坊片区）、绿道３号线 （以龙川河为纽带，连

接铁山片区、南城片区、中城片区、小洋人居板

块和闽西交易城片区）、绿道４号线 （以小溪河

为轴，连接南城片区、曹溪片区、莲东人居板块

和东山人居板块）和绿道５号线 （以东肖溪为

轴，串联莲花湖公园、会展中心、博物馆、艺术

馆、仙宫山公园和志高动漫主题公园等节点）为

研究对象，对这些绿道体育产品及活动状况进行

研究。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文献资料法

首先，通过龙岩市图书馆、龙岩学院图书

馆、中国知网、中国期刊网和超星电子图书网等

平台查阅了近年来有关城市绿道规划建设与开

发，特别是有关绿道体育资源和产品开发的学术

论文近１００篇，相关专著、书籍１０余部；其次，

查询龙岩市政府、龙岩市城乡规划局、龙岩市住

建局、龙岩市园林管理局和龙岩市体育局等政府

部门网站和龙岩市档案馆，了解龙岩市政府部门

出台的有关城市绿道规划建设和体育资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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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历史资料、政策、法规文件，为本研究提

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１．２．２　实地调研法

为获得充分的事实材料，２０１６年７—９月

课题组成员分别对依据不同区域功能和特色划

分的４—６个城市绿道活动站点 （包括驿站、节

点和主题公园广场，其中２、４号线各６个，３、

５号线各４个，共计２０个）进行实地调研，通

过实地访谈了解城市绿道开展的体育活动状况

及参与者对绿道体育活动的看法等。为避免个

人主观因素的影响，每个活动站点随机选取

２５—４０名不同年龄、性别和文化层次的参与者

（表１），共计６００名，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综合

分析。

表１　访谈人员分布情况 （狀＝６００）

地点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男 女 ２０及以下 ２１－４０ ４１－６０ ６０以上
小

学

初

中

高中／

中专

本科／

专科

硕

士

博

士

５号线 ７８ ６２ ３１ ６４ ３３ １２ １８ ３５ ６２ ２４ １ ０

４号线 ６９ ８５ ２３ ３８ ７５ １８ ６ ３６ ４２ ６０ ７ ３

３号线 ７１ ７５ ２ ７３ ５８ １３ ９ ３１ ３５ ６６ ４ １

２号线 ８１ ７９ ８ ３０ ９２ ３０ ６ ３２ ３２ ７８ １０ ２

１．２．３　访谈法

２０１６年７—９月期间，通过走访、电话、电

子邮件和微信等形式，就绿道体育产品开发的有

关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访谈。访谈对象分为两

类：一类是龙岩市体育局、龙岩市城乡规划局、

龙岩市住建局和龙岩市园林管理局等与城市绿道

建设、开发有关的职能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学者；

另一类是城市绿道节点、驿站和主题公园广场的

管理者、经营者和活动参与者。

１．２．４　数理统计法

对本研究过程中收集到的资料和调查结果进

行整理归类，并利用ｓｐｓｓ１０．０软件进行频数和

描述性数理分析。

２　低碳休闲与绿道体育产品的概念

２．１　低碳休闲

休闲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

代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是人们在

相对自由的环境和条件下，以一种随意状态和心

境从事某种自己所愿意进行的活动［２］，自由时

间、活动方式、精神状态、经济能力和活动空间

等是其构成要素。在新时代倡导节约、减排、高

效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背景下，低碳休闲应运而

生。低碳休闲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

色休闲，即在休闲过程中尽量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因而具有鲜明的环保性、节约性、低耗性和

高效性等特征。

２．２　绿道体育产品

绿道指以绿化为特征，沿着河滨、海岸、溪

谷、山脊、风景道路等自然和人工廊道建立的线

型绿色开敞空间，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健身休闲娱

乐公共空间，为实现全民健身、休闲生活提供了

新的途径，也解决了城市绿化问题。依托和利用

绿道，开展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培养生活

情趣、提高生活品位、获取身心愉悦为主要目的

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绿道体育活动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青睐。绿道体育产品是体育经营者以绿

道为载体，整合和利用一定的绿道资源和设施，

通过满足消费者体育需求及利益的实物产品和体

育服务的总和。它分为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具

有鲜明的健身性、大众休闲性、交际性和体验参

与性等特征。

３　低碳休闲理念应用于城市绿道体育产品

开发的意义

３．１　整合各方资源，减少资源损耗

绿道体育产品依托和利用绿道资源开发，主

要以运动方式及以体育资源形式呈现。一方面，

将城市和乡村，自然景观、地区风貌和风景名胜

等景观有机地串联起来，对一些分散、闲置的土

地进行整合，有效地拓展了城市的体育活动空

间，节省了建设体育场地设施的土地资源。另一

方面，有效整合了绿道所属段区的社区体育资

源，利用绿道沿线社区现有的体育场地设施，依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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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社区人力资源和体育社团组织、开展具有区域

特色的绿道体育活动或竞赛，无形中减少了体育

组织、指导等人力资源的培训与建设，节约了人

力资源的投入成本。

３．２　促进低碳休闲运动理念的传播

低碳休闲理念付诸实践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真正实现新型低碳

化、生态化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３］。其中，最

重要的是使运动参与者自觉接受、认可和推广低

碳理念，即有效转变参与者传统的运动观念和运

动方式。

依托绿道开展的运动项目有很多，如可以利

用滨河、溪谷开展水上单车、划艇等水上运动项

目；利用山脊开展登山探险、攀岩等山地运动项

目；利用山丘、林地开展真人ＣＳ、定向越野等

时尚体验项目；利用文化广场、主题公园开展气

功、健身操、广场舞等；在选址方面，依托地形

地貌建造，建筑材料优先就地取材，比如就地选

用石子、竹木材和沙子等，使用环保型材料，高

效循环利用无害化处理的建筑垃圾；在照明系统

方面，使用低能耗的节能灯或太阳能等可再生能

源。这些无疑会对运动参与者起到潜移默化的作

用，引导参与者自觉践行低碳、绿色、环保、健

康的生活，促进低碳运动理念的传播，让低碳休

闲方式成为一种习惯。

３．３　提升产品的品质

产品品质是指产品为满足客户所具备的一种

或几种固有特性，产品品质的提升受多种因素的

影响。就绿道体育产品而言，其品质的提升与运

动项目的内涵密切相关。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与措施，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倡导

和宣扬低碳、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低碳理念

正逐渐被认识和接受［４］。绿道体育产品是以运动

方式和体育资源为主要内容，依托和利用绿道进

行开发的。产品开发时融入低碳理念，充分利用

绿道的线型绿色开敞性，将绿道不同区域的民俗

文化和生态文化有机融合，不仅能提升绿道体育

产品的文化内涵，让绿道体育休闲者在浓郁的文

化环境中产生良好的运动体验，领略到文化差异

与特色，还能防止产品雷同，满足人们对低碳、

环保、健康运动的诉求。

３．４　改变产品的开发模式

低碳休闲要求在休闲过程中尽量减少碳足迹

与二氧化碳的排放，对绿道体育产品开发而言，

就是要改变传统的以经济或政绩为中心的粗放型

开发模式，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秉承开发与保

护、节约和协同并重的原则，在体育场地设施方

面，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和发挥绿道的地形地貌

优势，设计和建造多功能的体育场地设施，并充

分发挥绿道沿线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作用；在运

动项目的引入方面，积极融入具有区域特色、对

体育场地设施要求不高且易开展、低排量的运动

项目，同时积极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措

施，加大对产品的创新研发力度，挖掘其内涵建

设，突出其新、奇、特等特点。

３．５　促进低碳技术水平的提升

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是实现低碳绿道体育

活动的核心保障。低碳技术就是在低碳经济理念

的引导下，研究、开发、创新有利于实现节能减

排的新技术［５］。当前，人们愈来愈热衷于选择绿

道作为主要的体育休闲方式，看中的是其能为人

们提供一个绿色、环保、安全的体育休闲环境。

为满足消费者的体育需求，同时提高消费者的体

验感、参与度和趣味性，体育经营者必然要求在

低碳的理念引导下，采用和创新低碳技术，以减

少碳排放，减轻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同时还需

采取科学有效的策略，整合绿道资源优势，把碳

补偿、碳交易等新兴方式与体育活动、游憩等有

机结合、巧妙设计，提升绿道体育产品供给的精

准性，这都促进了体育经营者在绿道体育产品开

发时要进行技术革新，重视科研创新，提升低碳

技术水平。

４　低碳休闲理念下龙岩城市绿道体育产品

的开发现状

４．１　绿道体育活动参与项目情况及分析

运动项目是绿道体育产品重要的表现形式，

也反映了其公共服务属性。表２显示，龙岩城市

居民参与绿道体育活动项目前三位的分别是健步

走、自 行 车 骑 行 和 慢 跑，分 别 占 ３０．３３％、

２５．５％和１９．６７％。这三项运动相对较易开展且

不受场地设施的限制，而健身舞操 （１３．８４％）、

球类 （２．１７％）和武术、气功类 （５％）等则受

场地、器材的限制较大，绿道配置设施未能达到

参与者的需求。还有一些参与人数更少的项目，

一方面是因为参与者缺乏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没

人给予他们专业的指导，不懂怎么玩；另一方

面，相关体育设施更是匮乏，以及因缺乏及时必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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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维护，存在老化、损坏、安全隐患等问题， 使得人们避而远之。

表２　绿道体育活动参与项目情况 （狀＝６００）

项目 人数 ％ 项目 人数 ％

慢跑 １１８ １９．６７ 攀爬探险类 ３ ０．５０

健步走 １８２ ３０．３３ 棋牌类 ７ １．１７

自行车 １５３ ２５．５０ 拓展运动 １ ０．１７

健身操 ４０ ６．６７ 水上活动类 ０ ０．００

体育舞蹈 ４３ ７．１７ 民俗活动类 ３ ０．５０

球类 １３ ２．１７ 其他 ７ １．１７

武术、气功类 ３０ ５．００

　　　　 注：按第一选项统计。

４．２　绿道体育活动参与时间分析

表３显示，龙岩城市居民参与绿道体育活动

的时间大都在清晨 （８：００之前）和晚间 （１７：００

之后），分 别 占 １６．１７％ 和 ６９．８３％，而 上 午

（８：００—１０：００）和下午 （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参与活动的人数所占比例不高，这与其活动习

惯和作息时间有很大的关联性。人们多会选择在

清晨参与晨练，而在晚间参与体育锻炼，则主要

是为了缓解劳累、放松身心。

表３　参与绿道体育活动的时间分布情况 （狀＝６００）

时间 人数 ％

８：００以前 ９７ １６．１７

８：００－１０：００ ３２ ５．３３

１０：００－１４：００ １１ １．８３

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４１ ６．８３

１７：００以后 ４１９ ６９．８３

　　注：按第一选项统计。

表４　绿道体育活动参与时长情况 （狀＝６００）

时长 人数 ％

０．５ｈ以内 ２１１ ３５．１７

０．５－１ｈ ２３８ ３９．６７

１－２ｈ １１８ １９．６７

２ｈ以上 ３３ ５．５０

　　 注：按第一选项统计。

绿道活动逗留时间反映了绿道的使用效率，

它与绿道内部的建设 （活动场地设施、空间设置

等）和活动产品是否能够满足需求有很大的关

系。表４显示，体育活动参与者在绿道上逗留的

时间大部分集中在０．５ｈ以内和０．５—１ｈ之间，

分别占３９．６７％和３５．１７％；２ｈ及以上所占比例

不高，仅为５．５％。０．５ｈ以内的主要活动项目

是健身走和慢跑，受场地设施的影响，活动项目

单一，可选择性较少；０．５—１ｈ之间的主要活

动项目是自行车骑行或操舞等，特别是操舞、武

术、气功等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１—２ｈ

之间的主要活动是一些集体性项目或陪小孩来运

动，且大都集中在空间较大、设施齐全、功能丰

富的节点或文化广场，能满足参与者不同功能的

锻炼需求；逗留２ｈ以上的参与者主要是一部分

长期坚持运动或参与某项活动的人群。

４．３　绿道体育设施满意度情况及分析

场地设施是绿道体育活动得以开展的条件

和载体，是绿道体育产品开发的重要物质保

障。表５显示，活动参与者对体育场地设施持

比较认可态度的占７３．６７％；持不满意态度的

人群占２６．３３％。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有：体育

场地设施无法满足参与者的体育健身需求，主

要设置的自行车骑行和健步走活动项目，也与

青年和老年人主要参与群体的需求不匹配；参

与者活动的时间较集中，主要集中于清晨和晚

间，因而在这些时段出现了参与人数众多与场

地设施相对不足的矛盾，影响了市民的参与体

验；活动场地规划建设不科学，布局不合理，

设施建设及相关配套跟不上，场地设施维护与

保养不及时、不到位，影响参与者使用。

表５　绿道体育设施的满意度情况 （狀＝６００）

态度 人数 ％

很满意 ２５ ４．１７

满意 ７６ １２．６７

一般 ３４１ ５６．８３

不满意 １２５ ２０．８３

很不满意 ３３ ５．５０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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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绿道活动参与满意度情况及分析

满意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使用者对产品或服

务的事前期望与实际使用产品或服务后所获得的

实际感受的相对关系。表６显示，参与者对活动

比较满意，持很满意态度和满意态度的人群分别

占７．８３％ 和 ３０．８３％，持一般态度的人群占

４０．１７％，还有２１．１７％不满意。通过访谈得知

（表７），造成不满意的因素中，绿道的硬件设施

约占 ７０％，主要表现为体育活动场所不足

（２７．８３％）、场 所 体 育 设 施 不 充 足 不 齐 全

（２４．８３％）和 设 施 质 量 及 维 护 不 令 人 满 意

（２０．３３％）。绿道周边和活动场地的环境分别占

８％和５．８３％，主要是卫生、照明、供电、绿

化、安全和活动场地环境及相关配套服务。部分

新奇的、对技能技术要求较高的活动因缺乏必要

的指引和帮助，降低了活动的参与性，也影响了

其满意度。

表６　绿道体育活动满意度 （狀＝６００）

态度 人数 ％

很满意 ４７ ７．８３

满意 １８５ ３０．８３

一般 ２４１ ４０．１７

不满意 １０５ １７．５０

很不满意 ２２ ３．６７

表７　影响绿道体育活动满意度的因素 （狀＝６００）

因素 人数 ％ 因素 人数 ％

线路设置不合理 ３２ ５．３３ 场所体育设施不充足不齐全 １４６ ２４．３３

周边环境不好 ４８ ８．００ 设施质量及维护不令人满意 １２２ ２０．３３

活动场地及设施指引不清晰 １３ ２．１７ 场所中各种环境不好 ３５ ５．８３

体育活动场所不足 １６７ ２７．８３ 其他 ８ １．３３

活动场所缺乏指导人员 ２９ ４．８３

　　　　注：按第一选项统计。

４．５　绿道体育消费情况及分析

表８　参与者每次消费金额情况 （狀＝６００）

金额 人数 ％

５０元以下 ４８０ ８０

５１—１００元 ４８ ８

１０１—１５０元 ４８ ８

１５１元以上 ２４ ４

体育消费已成为现代都市人生活消费的重要

组成部分。根据体育消费的特点，将体育消费划

分为实物型体育消费、参与型体育消费和观赏型

体育消费［６］。绿道体育消费主要包括交通 （包括

停车）、门票、食品、运动健身等，其中运动健

身消费主要是租赁运动装备，如租赁自行车等。

表８显示，参与者除了一次性消费的实物型产

品，如运动服装等外，８０％的消费在５０元以内，

主要消费于租赁自行车和场地设施租借 （如羽毛

球场）等。消费１００元以上的仅为１２％，主要

用于租赁场地设施和购买相关的体育技能培训

等。消费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绿

道体育经营产品数量、类型有限，主要是单一的

自行车租赁，且时常因经营者的不合理定价或服

务态度不友好，造成消费者放弃租赁另选其他活

动；另一方面，经营的许多产品普适性不强，如

真人ＣＳ和定向越野等项目，对参与者的吸引力

不足。

５　低碳休闲理念下城市绿道体育产品的

开发优化与提升策略

５．１　发挥环境优势，打造区域特色产品

绿道沿线的各区段地形地貌、人文环境等方

面均不尽相同，在绿道规划和建设时，各绿道的

功能应有所不同。一方面，在进行绿道体育产品

设计开发时，除了开展传统的绿道自行车骑行和

健步走跑活动项目外，应依据绿道的功能定位，

结合绿道区段社区体育特色，以社区公共体育场

地设施和配套服务为依托，把绿道体育活动与社

区体育活动融合起来，借此凸显社区人文环境和

地域特色；另一方面应重视对绿道地形地貌的利

用，充分发挥不同地形地貌的环境优势，完善相

关配套设施建设，结合绿道的功能定位，开发基

于山地地貌的山脊型体育产品，如攀爬探险类项

目；基于滨河地貌的滨水型体育产品，如水上自

行车等；依托主题公园和文化广场、驿站等场地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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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的主题型体育产品，如民俗传统类体育项目

和健身操舞等；以森林为主要环境的林地型体育

产品，如定向越野和真人ＣＳ等户外活动，以此

打造特色体育产品。

５．２　重视用户需求，增强产品的针对性

城市绿道网的设计和建设应以 “畅通、绿

色、舒适、安全、节能、生态”为原则，围绕

“城市生活”这一核心，与城市 “慢道”相结合，

串联成环。为提高产品的使用舒适性和便捷性，

要以居民的体育需求为导向，统筹考虑居民的出

行便利和绿道的特色与功能等因素。根据绿道的

区域分布，将其分为市中心、环城和近郊三种类

型，一方面加强绿道相关节点、文化广场及驿站

等多功能体育场地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如集中了

多种功能的健身路径就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健身群

体的需要；同时，加大项目研发力度，在充分体

现绿道的区域地形地貌和人文环境特点的基础

上，在同一区域绿道有针对性地设置不同类型的

体育活动项目。另一方面，依据绿道的特色与功

能定位，结合不同年龄段、身体状况的人群的出

行和健身行为特征，合理布局体育场地设施。在

市中心区的体育绿道增设些适合老年人运动的门

球、乒乓球和羽毛球等场地设施；在城郊和环城

的体育绿道增设些适合中青年的户外运动项目，

如攀爬探险类和拓展类项目。同时，重视对绿道

沿线的再开发，依据其特点和环境，开发成绿道

副节点，以方便人们中途休息和开展其他绿道体

育活动；重视绿道体育服务水平的提升，完善相

关管理及培训制度，与沿线社区体育服务人才队

伍建设协同发展。

５．３　整合资源优势，科学合理搭配产品

绿道体育产品要想真正为人所接受和更好

实现服务全民健身的功能，就必须重视其产品

———体育项目的丰富性和对参与者的吸引力，

因此要重视绿道体育资源整合，将产品开发当

做一个系统工程来对待。首先，应依据各区位

的自然条件和文化资源，在不同的绿道精品路

段、驿站、节点和文化广场等处打造精品活

动，整合其他绿道资源和体育活动，协同发展；

其次，合理规划和布局绿道体育活动线路，使之

能够便捷有效地串联各站点和活动，形成参与者

体验不同功能和特点体育产品的绿道网络；第

三，重视绿道产品的科学组合，依据产品的性

质、类型和功能对体育产品进行分类，形成主题

产品集群，最大限度地满足相关人群对该类产品

的体育需求。

５．４　注重产品开发，丰富产品类型及功能

判断产品是否有生命力的依据是其能否有效

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绿道产品也是如此，它并

非一成不变，而是应该依据社会文化和消费者需

求的变化而不断创新，以充分适应和积极占领市

场［７］。当前绿道体育活动项目主要是自行车骑

行、健身走和慢跑，产品的设计层次低且内容单

一，缺乏对更广大群体的有效吸引力。为此，应

大力完善和优化传统绿道体育产品，丰富产品类

型，注重新产品开发，推出具有绿道地域特色和

主题的产品，如体育冒险类、康体养生类和体育

休闲娱乐类等产品。有机地融入 “现代性”的时

尚元素，如增设水上单车、划船、轮滑、拓展

等；运用新的科技手段，实现休闲游憩、科普教

育、观光度假和休闲健身等多功能整合。

５．５　完善管理制度，营造良好的参与环境

绿道体育产品开发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完善

的绿道体育运行管理机制是其健康可持续发展的

有效保障。首先，政府部门应明确发展思路，科

学规划、设计节点驿站及其设施配置，通过出台

或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加强对绿道体育的宏观管

理。其次，加强资源整合与利用，协调好绿道区

域间政府部门的关系，并加强对各利益主体的引

导和调控，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管

理运营模式。第三，加强对绿道运营的监管，对

绿道体育场地设施及各类服务评估体系的建设，

分工明确、责任到人，确保相关监督管理措施落

实到位。第四，重视绿道体育服务人才队伍建

设，以体育社团组织为依托，支持其发展，通过

各种激励机制和优惠政策激发其积极参与绿道体

育服务。另外，充分利用各种媒介渠道，宣传绿

道体育文化、绿道体育健身知识、绿道体育产品

使用方法等，不定期举办各种绿道体育讲座、论

坛、项目培训与展示活动，举办与承办各种绿道

体育赛事，营造良好的绿道体育参与和体育消费

环境。

６　结语

建设生态宜居城市、营造和谐幸福家园是新

一轮城市发展的一致追求。为促进城市绿道体育

持续、健康发展，提升人们对绿道体育产品的认

可度和满意度，在对绿道体育产品进行开发时，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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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应发挥区域环境优势、整合各种资源，以

消费者体育需求为导向，加大绿道体育产品开发

和创新力度；另一方面，完善绿道体育的运营管

理机制，营造良好的绿道体育参与环境，切实提

升城市体育公共服务水平，让城市绿道在全民健

身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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