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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山地户外运动大省建设的 

现状与发展路径研究 

张立强
1
 

(成都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贵州具有建设山地户外运动的资源、文化、市场、产品等突出优势,其山地户外运动大省建设已进

入新时期。采用文献资料调研、实地考察、逻辑分析方法,对贵州山地户外运动大省的建设现状、现实冲突、发展

路径进行了分析。贵州可开展的山地户外运动众多、民族特色体育文化丰富、赛事活动多且分布广泛,然而,这些赛

事却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其主要原因在于山地户外运动的发展与现实存在诸多冲突,包括深化户外思想与经济系统

的冲突、建设户外设施与生态环境的冲突、打造户外产业与制度建设的冲突、加大科技创新与人才紧缺的冲突。因

此,贵州若想实现山地户外运动的高速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政策驱动,完善制度保障;合理配置资源,统筹开发规划;

关注大众需求,产业融合发展;打造精品赛事,树立品牌形象;加快人才培养,创新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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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贵州山地户外运动大省建设的概况 

1.1自然资源丰富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全省 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山脉众多,岩溶地貌典型,喀斯特地貌突出,无疑为建设山地户外运动大

省提供了地形条件。长江和珠江的上游都流经贵州,境内河流密布,湖泊和瀑布众多,丰富的水系资源为开展各类水上运动提供了

必要条件。贵州省舒适的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森林和草地资源。全省 21个国家级森林公园,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开展林

草项目提供了保障。山地户外运动大省建设必须依附丰富的自然资源,根据地形贵州省可开展的山地户外运动有山地系列、峡谷

系列、丛林系列、航空系列和冰雪系列。 

1.2民族文化多彩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有 17 个世居少数民族、49 个民族,多民族聚居形成具有“一山不同族,五里不同俗,十里不

同风”的民族文化奇观,丰富多彩的民族体育文化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原始生态民族博物馆”。民族民俗民间体育活动类型多

样、内容丰富、形态活泼,极具观赏性和参与性,丰富多彩的民族体育资源是山地户外运动大省建设的宝贵资源。同时,民族民间

体育资源与山地户外运动融合,能够丰富山地户外运动的文化内涵,助力山地户外运动大省的建设,是促进贵州体育事业发展与

有效实现贵州山地户外民族特色体育强省目标的重要动力。 

                                                        
1作者简介：张立强(1991-),男,汉族,安徽颍上人,助教,研究方向:休闲体育、户外运动。 



 

 2 

1.3赛事活动众多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体育消费需求的高涨,山地户外运动产业的不断升温,正经历着从“小众市场”向“大众市场”迈进,

参与山地户外运动赛事的人权也在逐年上升。丰富的赛事活动,能够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消费需求。贵州非同质性的自然资

源,使其赛事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便捷的交通条件,使其参与者的可入性强;完善的赛事服务运营体系,使其极具市场竞争力,贵州

山地户外运动赛事的发展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比较具有影响力的有: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联动赛事、中国山地户外

运动系列赛(贵州·瓮安)、中国贵州遵义·娄山关海龙屯国际山地户外运动挑战赛等。 

1.4产品布局广泛 

2016 年,贵州省《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十三五”时期在贵州修建 100 个生态体育公园,遍布贵州省的 9 个市州。各区

域资源的差异化,有利于开发产品的排他性,2017 年初 15 个生态体育公园开放,2017 年建成 21 个,2018 年建成 25 个,2019 年建

设 11个,可开展的山地户外运动项目包括:竞技体育垂钓场、皮划艇训练场、滑翔伞基地、滑雪场、山地越野汽车赛道、定向越

野赛场、帐篷露营基地、山地自行车赛道、滑草场等。 

2 贵州山地户外运动大省建设的现实诉求 

2.1深化户外思想与经济系统的冲突 

由于贵州人长期生活在山地自然环境中,对参与户外运动的意识比较欠缺,对山地户外运动的认知不够深入。研究发现:造成

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贵州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人们的收入差距较大,贫富分化严重,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人们经济收入

掣肘时,势必会制约着人们参与山地户外运动的动机。因此,户外思想受经济收入水平的制约,经济水平有反作用户外思想。 

2.2建设户外设施与生态环境的冲突 

贵州的绿水青山,优越的生态环境,是人们回归自然、走进自然、融入自然,追求高质量的生活品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好去

处。然而,在建设山地户外运动大省时,山地户外运动的发展与生态环境存在诸多冲突。首先,不正当的开发是生态环境破坏的诱

因;其次,落后的思想观念是生态环境破坏的内源;最后,法律制度的缺失是生态环境破坏的外延。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兴建基础设

施,势必会占用公共生态资源,改变原有的生态环境。如在黔西南州安龙县修建安龙国家山地户外运动示范公园时,就涉及到当地

居民的搬迁;如紫云格凸河国际攀岩基地建设项目占地就达 100余亩,难免不会造成区域生态环境的破坏。 

2.3打造户外产业与制度建设的冲突 

在我国户外运动产业正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山地户外运动产业将成为中国今后社会发展的最显著的产业之一,对于激发产业

潜力、释放消费的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贵州山地户外运动大省的建设中又存在入行门槛低,从业人

员良莠不齐,救援机制不健全,行业管理不规范,监管机构不健全等问题。目前国内司法机关在户外运动事故纠纷上,又无单行的

法律条文作为依据。因此,我国发展山地户外运动的产业成为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完善法律法规,使贵州在山地户外

运动大省建设过程中遇到纠纷有法可依,有规可用。 

2.4加大科技创新与人才紧缺的冲突 

现阶段贵州山地户外运动大省的建设科技含量不足。目前,黔西南州义龙新区的山地旅游博览馆,集旅游介绍展示、景区宣

传推广、运动项目体验等,将贵州省丰富的山地旅游资源、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容纳在 3000m
2
主题馆和体验馆之中,注入了科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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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科技智能设备的投入,带给人们新鲜感和刺激感,满足人们对新、奇的事物的追求。山地户外运动大省的建设仅仅依靠这一

个综合馆是远远不够的,究其原因是贵州发展山地户外运动大省缺乏高、精、尖的专业人才,而人才又是创新的原动力,影响着贵

州山地户外运动大省注入科技元素。 

3 贵州山地户外运动大省建设的展望 

3.1加强政策驱动,完善制度保障 

2015年贵州省工作计划中指出:要紧紧围绕《中国贵州山地户外运动大省专项建设规划》,开展特色山地户外赛事,提升贵州

省建设全国著名山地户外基地和旅游休闲度假胜地的知名度,并将山地户外运动大省的建设被列入“十三五”贵州省体育事业

规划之中。在山地户外运动大省建设中继续加强政策的指导作用,完善制度保障。一方面,完善山地户外运动管理部门的职能与

责任,加强对山地户外运动大省指导、协调、管理与监督;另一方面,落实国家现行的相关政策,完善政策体系,创新体制机制,来

保障山地户外运动的发展。 

3.2合理配置资源,统筹开发规划 

山地户外运动大省的建设必须遵循资源合理配置、统筹开发规划的原则,扩大资源的利用率,推动山地户外运动的可持续发

展。合理配置资源,既要立足发展现状,也要符合发展规律;统筹开发规划,既要整合空间资源,也要满足发展需求。通过利用自然

资源,融入户外设施;加强对资源进行预定、创造、系统、重组,对规划进行系统运作、联合互通、创新开发、审时度势,建设与

保护相结合,最终形成全域联动、全省互动的协同开发模式。 

3.3关注大众需求,产业融合发展 

关注大众需求,就是以需求为导向。随着人们经济的宽裕、时间的富足以及休闲意愿的增强,人们迫切希望通过参与山地户

外运动,放下工作、放松压力,放空自己。山地户外运动涵盖旅游学、休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学

科知识,与山地户外运动之间存在耦合效益,进行山地户外运动产业与旅游产业、体育产业等产业的融合,对于发展山地户外旅游

产业、山地户外运动健康产业等有着积极作用,符合时代潮流,切合大众审美,迎合大众需求,能够提高山地户外运动的普及度、

扩大山地户外运动的受众面,形成“大旅游、大户外、大健康”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3.4打造精品赛事,树立品牌形象 

山地户外运动赛事能够为参与者带来深度体验和产生深刻印象,对山地户外运动大省的建设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贵州建设

山地户外运动大省应发挥赛事的引领作用,通过完善赛事体系,打造品牌赛事来促进山地户外运动大省的建设。近年来,贵州省举

办大量高层次、高水平的山地户外运动知名赛事,如紫云格凸国际攀岩节、遵义娄山关海龙囤国际山地户外运动挑战赛、环梵净

山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贵州在山地户外运动大省的建设过程中应以原有赛事为基础,打造精品、树立品牌,发挥赛事的后发优

势。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借鉴优秀的发展经验。 

3.5加快人才培养,创新科技发展 

人力资源是山地户外运动大省建设的必要保障。建设山地户外运动大省需要专业性强的人才来具体实施、管理能力好的人

才来管理运营、高新技术人才来创新发展。加快人才培养,以便能够全方位的规划、设计、管理,做到细致入微,合理有效地进行

山地户外运动大省的建设。首先,发挥高校作用的自主培养;其次,深化校企合作的共同培养;最后,倡导人才发展的自我培养。另

外,还应做好山地户外运动专业人才的引进和扶持,加强交流与合作。从而形成“内部培养,外部引进”的人才发展目标。创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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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动力因素,科技是事物发展的支撑要素。新时期山地户外运动大省的建设必不可少需要投入先进的科技力量和技术水平,

在开发和建设中,一方面,需要加大科技含量,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动产品创新,融入新技术、新方法、新手段,提升产品的核心竞

争力。另一方面,加强科技创新,加快研发核心产品,以最终促进贵州山地户外运动大省的建设极具科技感。 

4 结论 

纵观贵州山地户外运动大省的发展历程,建设山地户外运动大省是当前贵州体育事业发展的需求表现,符合我国山地户外运

动产业发展的方向,是山地户外运动综合开发的重要举措。贵州根据自身实际规划、建设山地户外运动大省已经呈现出规模逐渐

扩大、产业日益完善、结构日趋合理,本研究立足贵州山地户外运动大省建设的现状,构想贵州山地户外运动大省建设的策略,助

力贵州早日建成全国首个山地户外运动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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