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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特征、问题与路径

余明荣，潘雪婷，翟亮，李琳琳
（四川农业大学  体育学院，四川  雅安  625000）

摘  要：为促进民族传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采用文献资料法等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视角

探究民族传统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困境与出路。研究认为：民族传统体育高质量

发展应具备经济效益联动性强、文化教育功能性强和生态环境维护性强的特征；民族

传统体育产业存在联动不足、育人效果不强和破坏自然环境的问题；打造民族传统体

育与区域产业融通平台、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双创”发展和依靠科技创新与先

进管理降低环境污染是民族传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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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Industry

YU Ming-rong，PAN Xue-ting，ZHAI Liang，LI Lin-li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a’an 6250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sports industry in the nation, the use 

of the literature and data law, etc.,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dilemma and way out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ople’s good life needs.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should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 linkage of economic 

benefits, strong functional culture and education, and strong maintenanc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linkage between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industries, weak educational effects and damage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Building a platform for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and regional industries, 

promoting the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and relying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dvanced management to reduc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re feasible 

path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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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论断之后，经济领域高

质量发展便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学者纷纷探讨制造业、

旅游业、金融业、服务业等经济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特征和举措。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中提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又引领了文化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热潮。随着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持

续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已经从经济领域向教育、文

艺和人力资源等非经济领域扩展，这标志着高质量发展

已经成为各行各业追求的目标。作为民族传统体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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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笔者一直在思索如何利用高质量发展理念破解民族

传统体育发展存在的难题，例如，发展目标不明确、产

业化水平不高、文化主体脱离、文化认同降低等。民族

传统体育产业具有经济和文化双属性，因此需要从经济

效益和文化效益对民族传统体育产业进行高质量发展进

行探究。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们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社会主要矛盾全面引领党和国家工作［1］。因此，以

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为视角解读民族传统体育高质量

发展的内涵更全面和准确。科学地界定高质量发展特征，

能够映射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从而精确

地为民族传统体育高质量发展开好良方。

1  民族传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特征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并强调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

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1］。十九大关于

高质量发展目的的描述具有显著的民生导向性，高质量

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民族传统体育产业是各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其高质量

发展亦应服务于民生，本文依据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特点、

产业现状及其社会功能，从经济层面、文化层面和生态

层面探讨民族传统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特征。

1.1  经济效益联动性强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

变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经济建设仍是党

和国家工作的中心［2］。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中

国的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人民的收入水平大幅提高，

但还存在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许多民族地区农

村刚打完扶贫攻坚战，农民仅是跨入温饱线，他们对经

济收入增长的需求仍然迫切。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开

发的主战场在广大农村地区，从经济层面观之，民族传

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除产业主体的高效益外，还应惠

及农民增收。例如，为农民提供就业岗位；吸纳农民或

者村集体以土地或者民族传统体育技术入股；为乡村农

产品销售提供平台等，通过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开发丰富

乡村产业类型，带动乡村农业发展，提升民族传统体育

产业经济效益的联动性。

1.2  文化教育功能性强

文化是民族传统体育的根本属性，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的经济属性源于其文化属性，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产业化开发不能忽略其文化效益。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

效益来源于其文化教育功能，例如武术蕴含的不畏列强

和精忠报国的精神、贵州斗牛蕴含斗牛人奋起拼搏与勇

气、彝族火把节蕴含不畏强权和自力更生的精神等。在

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开发中忽略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教

育功能，不利于其产业高质量发展。现阶段，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产业出现“重外轻内”的现象。例如新疆、云

南和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商业化发展均存在过

度开发的现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髓被遗弃，过

度娱乐化及商业化致使文化本真价值丢失。造成民族传

统体育产业“重外轻内”的原因是在快速的市场化过程

中忽略了对民族传统体育优秀文化内涵的同步开发与弘

扬。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的开发过程在，应当

加强对民族传统体育优秀文化内涵的解读和宣传，使消

费者产生情感共鸣，从而发挥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效益。

1.3  生态环境维护性强

美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人们迫切的需求之一。民

族传统体育具有原生性特征，其发展对自然界有很强的

依赖性。例如独竹漂、弓弩、摩尔秋等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器材来源于大自然，随着民族传统体育产业的快速发

展，体育器材的大量生产，会导致山林竹林遭到破坏；

各种民俗体育活动的开展往往依赖地方自然美景开展，

例如龙舟赛依赖江河湖海，赛马依赖大草原等，伴随赛

事规模的扩大和频率的增多，大量的游客会对河流和草

地等造成破坏与污染。在打压环境破坏与污染的高压态

势下，不解决环保问题将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受到人民

的非议和律法的限制，例如广西宾阳炮龙节限制规模、

四川西昌火把节禁止燃放火把等。因此，在民族传统体

育产业化发展中维护生态环境的平衡是其高质量发展不

可忽视的问题。

2  民族传统体育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产业联动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产业主要朝竞技、

表演、旅游和器材制作 3 个方向发展，打造了中华龙舟

大赛、东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演和西昌彝族火把节等

一批极具代表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绣球、珍珠球、

陀螺、独竹漂等传统体育器材也得到不断改进。但整体

而言，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具有开

发程度不深的共性。首先，产品结构单一。民族传统体

育在景区与民俗旅游中，更多是作为活跃气氛的手段（文

艺演出），民族传统体育的服装、器械和体验产品少有

开发，经济效益不高。例如广西东盟博览会的少数民族

文化展演、四川凉山彝族火把节文化演出等。其次，产

业联动不足。民族传统体育开发处于自发、无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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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对产业发展的总体布局与把握，造成与地方农业、

手工业的关联不大，联动发展效应不足［3］。

2.2  文化沁润不足 

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开发过程中，存在重

表演轻教育的问题，使其文化效益不不高。首先，民族

传统体育优秀文化内涵开发遭忽略。民族传统体育工作

者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外在表达形式进行创新，将其推向

竞技舞台、表演舞台、校园体育和全民健身等，但是，

在这些活动过程中，缺少了对民族传统体育优秀文化内

涵的解读与弘扬，造成文化教育功能的缺失。笔者在贵

州榕江调查七十二寨斗牛时，发现牛迷热衷于斗牛惊险

刺激的场面，但是对斗牛蕴含的图腾寓意却不知晓。其次，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解读方式落后。在部分景区，民族传

统体育表演时，会有主持人或者民族传统体育组织“头人”

口头宣讲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受语言、地域、年龄等

因素的影响，使民族传统体育蕴含的优秀精神文化难以

被人们深悟。

2.3  破坏自然环境

民族传统体育的器材源于大自然，承办场地依赖大

自然，因此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很强

的关联性。在极强的自然依赖关系下，民族传统体育发

展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对自然资源需求增加，过度的需求

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带来的环境

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民族传统体育引发的环境问题主

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消耗“青山”。例如西藏

响箭制作需要砍伐藏族梨藤竹和青冈木、贵州赤水地区

的独竹漂和独龙舟需要砍伐当地的楠竹和柳杉、西南地

区流行的竹竿舞需要砍伐竹子等，大量制作器材意味着

对青山的破坏。第二、污染“蓝天”。在众多宗教仪式

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人们需要燃放鞭炮与火把，

由此引发空气污染的问题，不利于打赢“蓝天保卫战”。

例如，西南地区彝族、白族、纳西族和拉祜族的火把节

需要燃烧数量庞大火把，随着火把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由此带来的碳排放有增无减；广西宾阳炮龙节当天几

十万民众从晚上 7 点至次日凌晨放鞭炮炸炮龙，造成了

严重粉尘和有害气体污染。在生态建设上升为基本国策

的背景下，从 2017 年起西南地方政府（弥勒、西昌）颁

布法令严禁火把节期间砍伐松木燃放火把，南宁市出台

规定限制炮龙节的地点与规模，这给民族传统体育环保

不足的问题敲响了警钟。

3  民族传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3.1  打造民族传统体育与地方产业融通平台

区域资源优势是经济发展的内核因素，破解民族传

统体育经济效益联动不强的关键是要立足区域资源优势，

构建民族传统体育与区域产业的融通平台。民族传统体

育“单打独斗”难免会陷入资源、动力不足的状况，难

以形成品牌效应，产业效益也难以得到保障。在效益得

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将成为空谈，农

民经济效益的增长更是“无米之炊”。因此，需要把当

地的优势资源引入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之中，实现民族

传统体育和与区域产业的有效融通，促成民族传统体育

产业链的形成与联动。例如，贵州乐里七十二寨斗牛城

依据当地侗族种草养畜、农业观光和民俗文化等资源优

势，打造以斗牛观赏为主，集吃、住、行、游、购、娱

于一体旅游服务。2018 年斗牛城收入超 2000 万元，长期

或短期雇佣地方农民 300 余人，长工年收入超 3.6 万元，

短工年收入增加超 0.7 万元。此外，斗牛城带动地方金

银花的销售、农家乐的开发。接下来，斗牛城计划成立

交易中心，进行斗牛、肉牛交易买卖，依托斗牛产业发

展旅游商业，连线强推旅游线路带动当地餐饮、住宿、

购物的发展，实现全民参与，户户收益，带动全民致富。

由此可见，立足区域资源优势、构建民族传统体育与区

域产业的融通平台是解决产业开发程度不深，实现经济

效益联动的有效路径。

3.2  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双创”发展

民族传统体育优秀文化具有隐匿性和小众性特征，

缺少文化内涵的开发与弘扬，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难以

形成全面的认识与认同，影响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例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高脚竞速”“独

竹漂”“抢花炮”等竞赛项目由于人们对其知之甚少，

加之在技术体系改造过程中仪式功能被抽离、活动过程

与器械构造形式脱离了本民族原有的母体文化而看台冷

清［3］。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的开发尤为重要。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开发要符合时代主流，“双创”发展，

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关键。创造性转化要以现

代科技对古籍中或者田野中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开

发与宣传，使之成为具有现代表达形式的文化产品，更

容易被人们接受。例如《少林寺》从文言文到现代白话

文的转变，形式从古籍到图书再到电影，将少林功夫推

向市场，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创新性发展，是要按照时

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内涵加以补充、

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例如系列电影《叶

问》采用现代电影技术把佛山咏春拳搬上银幕、将咏春

拳“念头正终身正、朝面追形、守中用中”的拳法哲理

融入爱国、平等、和谐、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使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共鸣，咏春文化得到高度认可。

《叶问》也成为民族传统体育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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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之作。

3.3  依靠科技创新与先进管理减轻生态破坏

改革开放以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

的经济发展方式，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为

补齐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党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引

导各行各业探索和践行绿色发展观。民族传统体育亦不

例外，根据民族传统体育对取损耗青山和污染空气的生

态短板，可以依靠科技创新和先进的管理来降低对环境

的破坏与污染。例如，彝族火把节主会场燃烧的火把使

用的木材可以利用当地板材厂加工的边角料代替原生松

木，人们手持的火把可以利用电子火把代替；陀螺可以

采取高密度木屑压合技术制作，或开发塑钢材质的陀螺；

宗教仪式性使用燃放的鞭炮可以使用符合国家环保标准

的环保鞭炮等，依靠科技实现器材创新，减少民族传统

体育发展对青山的消耗和蓝天的污染。此外，对于难以

替换的民族传统体育器材需要采用先进的管理来延长使

用寿命，最大限度地减小对自然资源的攫取。例如独木

龙舟、摩尔秋、独竹漂等对树木、竹子规格质量要求较

高的器材，要进行涂水涂层、上漆和防虫处理，降低器

材老化速度和受虫害的概率，还要放置于温度相对恒定

的室内，防止器材变形或开裂，延长使用周期，减轻生

态压力。我国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制造与养护技术能

够满足民族传统器材创新与保养的需求，依靠科技创新

和先进的管理降低对自然的依赖性，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可行之措。

4  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乡村产业振兴

具有重要意义。归根结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其目

的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当前民族传统体育出现

文化主体脱离、文化过度异化和文化认同骤降的问题，

主要原因在于从事民族传统体育工作不能满足人们对经

济收入增长的需要和参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情感共鸣不

强等。因此，因此民族传统体育高质量一方面要追求产

业主体的经济效益，保证从业人员的待遇和建立民族传

统体育产业与地方农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利益联动机制，

另一方面需要在民族传统体育产品的开发中融入更多的

文化教育元素，发挥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效益。此外，

利用科技创新，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绿色之路才能规避

民族传统体育过度依赖自然的弊端，减少民族传统体育

发展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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