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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昌彝族体育旅游特色小镇 

开发 SWOT 分析及对策 

刘广
1
 

（中南民族大学 体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在“健康中国 2030”“全民健身”理念的引导下，体育旅游成为推动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体育特色小镇作为新兴的体育旅游项目，以其健康、绿色等发展优势受到广泛关注。四川西昌以其优良彝族传统体

育文化、旅游接待能力和水平、群众体育基础等先要条件，西昌开发体育旅游特色小镇有较大可行性。以四川西昌

彝族体育旅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西昌的实地考察，统计分析所得资料、数据对其开发特色小镇进行 SWOT 分析，

为西昌开发彝族体育旅游特色小镇提出合理的建议和策略，旨在为保护和发展彝族传统体育文化和促进旅游业进一

步开发提供理论依据，为国内体育特色旅游开发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西昌 体育旅游 特色小镇 SWOT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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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建立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机制的通知》中指出，特色小镇和特色

小城镇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重要结合点，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积极引导成为

特色小镇发展契机。西昌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府，在 2019年当选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西昌年温差小，日温差较大，

盛夏无酷暑，冬季无严寒，被誉为“一座春天栖息的城市”。西昌的民族有彝族、汉族、藏族等 28个民族，民族风情浓郁，文

化历史厚重。西昌自然旅游资源丰富，有四川的第二大淡水湖“邛海”、被誉为“川南胜境”的泸山等 4A级旅游景区。据统计

2017年，西昌市旅游产业继续平稳发展，全年接待游客 2187.4万人次，同比增长 3.44%；实现旅游总收入 205.2亿元，同比增

长 11.03%。凉山州旅游业发展势头迅猛，也是州府西昌的重点产业，开发体育特色小镇基础旅游较好。 

体育旅游作为旅游的一种特有方式受到热宠，促进了世界经济每年以 14%的速度增长，虽然中国体育旅游产品的开发与效益

仅占旅游市场的 5%左右，但发展势头迅猛。彝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丰富，体育活动项目多样，具有参与性、娱乐性、观赏性、

健身性、休闲性等特征。目前我国政府鼓励支持和引导特色小镇旅游发展，人民群众的休闲健康运动需求不断扩大，为创建彝

族传统体育旅游特色小镇的开发和后继运营打下基础。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热潮的兴起与我国现阶段国情、发展战略紧密相关，

其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与我国正进行的城镇化建设、精准脱贫攻坚战、供给侧改革、经济常态化发展、体育产业升级、“全民

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的目标要求高度契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破解现实发展中的诸多难题。

体育特色小镇的建设是美丽乡村、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大实践，也是推进体育惠民和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同时既

能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增加就业，又保护和发展彝族传统体育文化，西昌建设彝族体育旅游特色小镇具有较强直接现实性。 

1 开发优势分析 

                                                        
1作者简介：刘广（1998-），男，四川内江人，在读本科生。 



 

 2 

1.1彝族传统体育自身优势 

体育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特有的文化活动。彝族传统体育历史悠久，彝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社会

文化等活动中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在历代传承中形成了以“尚武、自强、健体”的体育文化内涵。纵观彝族

传统体育活动有如下几个特征：(1)项目的多样性，据相关学者考察彝族传统体育活动项目多达四十余种，常见的主要有彝族式

摔跤、赛马、斗牛、斗羊、射箭、达体舞等体育活动；(2)广泛的参与性，主要表现为部分项目活动对场地器材设施要求较低，

容易开展的活动，如“射箭”。部分项目动作简单容易上手，如“达体舞”；(3)娱乐和观赏性，参与体验体育彝族传统体育活

动，有新奇愉悦之感，进而达到身心华蜜、摆脱烦恼的效果。观赏性主要是在观看彝族体育的项目比赛，带来“力与美”的视

觉和听觉双重震撼，如“彝族式摔跤”；(4)健身和休闲性，彝族传统体育活动多数属于有氧运动，有促进机体健康、改善形体、

缓解压力、改善睡眠等功用。 

1.2具有开发彝族体育小镇的体育基础 

1.2.1体育文化氛围浓厚，西昌曾举办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如“中国西昌邛海国际帆船赛”“中国西昌邛海湿地国际马拉松

赛”“凉山州民族运动会”等大型体育赛事，体育场馆设施有“凉山民族体育场”“民族体育馆”等大型场馆。 

1.2.2群众体育意识较强，表现在积极参与国际国内的各项体育竞赛、自治州举办的各类民族体育活动、闲暇时间的大众、

农村体育锻炼。 

1.2.3有体育旅游资源基础，西昌主要是依托“火把节”开展彝族传统体育活动，利用民族节日庆典的影响力开展民族传统

体育活动，提升“火把节”的游客参与度和娱乐休闲体验度，活动开展的效果较好，据统计“火把节”前 6 天吸引游客 146.32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96亿元，业已成为独特的“旅游名片”。 

1.3体育小镇的旅游业依托 

凉山州旅游业发展如火如荼，据统计，2017年，凉山彝族自治州接待游客 4419.77万人次，入境游客 0.55万人次，国内游

客 4419.22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361.08 亿元，同比增长 19.71%，占全州 GDP 的 24.38%凉山彝族自治州是通往西南边陲的

重要通道，是“古南方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也是中国攀西阳光度假旅游核心区。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分布有代表性景区（点）

160个。有国家 A级景区 27个，其中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9个。西昌市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有泸山、螺髻山、泸沽湖、灵山等

国家 4A 级景区和国家 3A 级景区卫星发射基地、知青博物馆、黄联土林等。西昌市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大，有“一座春天栖息

的城市”的美称。 

2 开发劣势分析 

2.1存在个别文化“自守”现象 

彝族为我国第六大少数民族，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创造了自成一体、独具一格的彝族传统文化。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

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地，在历史上由于地理等多种原因与外在世界来往不多，具有较强独立性。时至今日虽然在党和政府带领下

已大有改观，但尚存一些消极的“自守”现象，例如笔者在调研期间与一些彝族同胞交流谈及“火把节”时，其人直言“这是

我们民族的节日，他们来凑什么热闹”。虽然旅游业的发展拉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就业，提高了收入，但在文化认同上

仍然需要加强宣传引导。 

2.2彝族体育旅游基础薄弱，缺乏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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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现有的彝族传统体育旅游表现为节庆体育旅游，在举办彝族传统节日“火把节”时加入彝族传统体育作为附加项目，

依靠该活动为“火把节”造势，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发展了彝族传统体育但也限制了其独立自主发展的可行性，彝族传统体育

旅游资源匮乏，表现形式较为单一，开发彝族体育特色小镇的体育旅游现实基础薄弱，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言“治国经邦，人才为急”。西昌市位于川西，因山地丘陵地形地貌少有平原地带、自然条件优

越、旅游业发达等因素，致当地物价、房价较高，据称“西昌的房价可能是四川排第二位的高房价地区”，再加上当地教育水

平有限，不能满足全面、系统的人才培育需要，人才外流中西部经济发达地区，当地人才需求缺口较大，现有开发彝族体育特

色小镇的专业人才、专家学者远不能满足现实所需。 

3 发展机遇分析 

3.1政府鼓励支持和引导 

2017 年 8 月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公布第一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项目名单的通知》(下称《通知》）中指出，充分认识

做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项目建设的重大意义，协调中央有关部门完善有关支持政策。《通知》的颁布为体育特色小镇做了制

度规范和发展纲要，为各地旅游业发展提供新路径。2018 年 8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建立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高质

量发展机制的通知》在制度上规范特色小镇的发展路径。2019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中指出，鼓励体旅融合发展，探索将体育旅游纳入旅游度假区等国家和行业标准。《意见》

的颁布又促进了体育旅游的良好健康发展。 

3.2运动休闲旅游市场潜力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增强，再加上我国生活压力加大，身体素质水

平下降，肥胖率和“三高”人群增多。人民群众憧憬运动休闲的健康生活，积极主动参加体育锻炼，体育人口不断增多，运动

休闲旅游应运而生，且市场潜力巨大。西昌以其优越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旅游资源，具有开发体育运动休闲旅游较大可行

性，基于此，创建彝族体育旅游特色小镇受众群体大，市场潜力强，发展势头好。预计 2020年底，国内基于体育产业建设的特

色小镇将达到 210个，投资规模将近 7000亿元。 

4 威胁挑战分析 

体育旅游也可以细分为彝族传统体育旅游和现代奥运体育旅游，彝族传统体育活动和现代奥运体育同属于体育学领域，二

者在有限的条件下，可能产生“顾此失彼”发展现象出现。 

4.1就影响力而言 

现代世界奥运会对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较大的影响，现代奥运体育项目也在各个国家或地区受到高度重视，而且现代奥运

体育具有较长时间的历史，所以现代奥运体育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较高。相对于现代奥运体育项目，彝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影响力、

知名度历史溯源等特征与之相形见绌。 

4.2就项目本身而言 

现代奥运体育活动项目多样、类型多元，经过长时间竞赛组织、运动训练，各运动项目呈现高度专业化和框架化，规则裁

判等配套机制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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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就群众基础而言 

现代奥运体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在我国也广为人习，在过去举国体制下各省市都有发展，群众体育主选体育活动大

都为现代奥运体育活动。受困于此，即便彝族传统体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等特点也只会孤掌难鸣。基于此，现

代奥运体育旅游的发展难度要小于彝族传统体育旅游发展的难度，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奥运体育旅游对发展彝族传统体育旅游有

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5 对策建议 

5.1规范、标准化彝族传统体育活动 

开发彝族体育旅游特色小镇需要赋予彝族传统体育新的时代意义，使其适应时代的进步不断发展，激发新时代的生命力。 

5.1.1改良彝族传统体育。由体育局牵头，组织体育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各地市体育局等同志专项研究，对彝族传统体育

活动进行尺度化、标准化改良、彝族传统体育活动规则修缮、挖掘彝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 

5.1.2多种方式继承和发展彝族传统体育。通过加大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选拔彝族传统体育继承人、

在校园广泛开展彝族传统体育活动等方式，更好的继承和发展彝族传统体育。 

5.1.3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彝族传统体育适应时代创新，迎合市场需求，大力发掘和发展彝族传统体育活动中更具有娱乐

性、参与性、易开展的活动。 

5.2扩宽融资渠道，引进民间资本 

西昌创建彝族体育旅游特色小镇需要体育场馆设施、场地器材等硬性条件，建设前期投入资金、技术、管理等资源需求较

大，且需要专业企业管理运营和维护。这就要求当地需要扩宽项目的融资渠道，积极引进民间资本，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在运

动休闲特色小镇的建设与运营中引进 PPP 模式，可以形成“企业主体，政府服务”的体育特色小镇的创新运行模式，形成以政

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群众参与为对象的发展模式。 

5.3设置西昌彝族体育旅游特色小镇管理委员会 

在西昌规划区域集中建设彝族体育旅游特色小镇，设置对特色小镇负责具有组织、领导、统筹、管理、规范等职权的机构，

西昌彝族体育旅游特色小镇管理委员会主要有以下职权：(1)领导和管理，贯彻执行中央、省、自治州关于建设体育旅游业路线、

方针、政策，研究和拟定发展规划、措施，并组织实行。坚持科学化、制度化、法制化，保障特色小镇稳定、健康、和谐、绿

色发展；(2)组织企业高质量建设特色小镇的场地设施、配套服务，完善专业人才培养、专家学者引进体系，提高小镇的旅游建

设标准和旅游接待能力；(3)统筹协调各个机关部门工作，在区域内着重突出建设特色小镇，集中多方力量，通过行政融合、资

本融合、产业融合等方式，会同有关部门对特色小镇建设的质量、安全、环保等工作进行检查和指导，推动体育特色小镇的建

设，做到“从无到有，从有到强”。 

5.4明确定位，打造品牌 

明确西昌彝族体育旅游特色小镇定位为具有彝族体育特色的旅游小镇，依托彝族传统体育，结合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

休闲方式，根植彝族传统文化，面向国内外游客，发展多元休闲健康主题的体育旅游小镇。据研究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分为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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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培训型、健康型、赛事型、智能制造型和文化民俗型 6 种类型。具体到西昌现实基础，可以着力发展以娱乐型、健康型、

文化民俗型为导向的体育特色小镇，打造西南地区独树一帜的特色旅游项目。 

5.4.1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利用网络、新媒体等多元方法，以彝族传统体育为特色，以运动休闲为基石，面向国际国内提高

知名度、扩大影响力，同时在当地积极宣传引导彝族体育旅游特色小镇使民族文化得以发扬和传承，宣传“海纳百川，有容乃

大”的精神。 

5.4.2西昌彝族体育旅游特色小镇可借助大型赛事带来的“红利”积极宣传和推广特色小镇，西昌市现有“中国西昌邛海国

际帆船赛”“中国西昌邛海湿地国际马拉松赛”等大型赛事举办经验和“凉山民族体育场”“民族体育馆”等体育场馆，利用

现有管理、组织、场地、服务等资源，西昌可以积极承办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和主办少数民族运动会。 

5.4.3积极打造旅游品牌，特色旅游是旅游业发展的新引擎，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区别于其他单一旅游体验的多元

综合性旅游。西昌彝族体育旅游小镇的建设需要树立品牌意识，打造品牌价值，形成品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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