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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户外旅游是人民群众走向自然，追求健康的新生活方式，户外旅游产业呈现蓬勃发展

趋势。本研究通过深入分析户外旅游产业的价值链，探讨了户外旅游产业对四川民族

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带来的价值。本文通过文献资料分

析、实地调研等方法，研究发现四川民族地区发展户外旅游产业仍然面临产业基础不

牢固、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设施资源不足和自然资源保护与开放存在矛盾等现实困

境，总结了四川民族地区户外旅游产业发展的实践路径：坚持绿色发展导向；拓展户

外旅游产品供给；完善户外旅游消费环境；优化户外旅游景区管理；完善户外旅游基

础设施；加强资金支持与市场监管；提升服务质量；创新开发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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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Analysis, Realistic Dilemma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the Development of 
Outdoor Tourism Industry in Ethnic Areas of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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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tdoor tourism is 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people to move towards nature and pursue health, and the 

outdoor tourism industry is showing a booming trend of development. Delving into the value chain of outdoor tourism 

indust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value the industry brings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stability,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ethnic regions in Sichuan. This article uses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field research to fi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outdoor tourism industry in ethnic areas of Sichuan still 

face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weak industrial foundation, incomplete public service system, insufficient facilities 

and resources, a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natural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opening up. It summarizes the practical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utdoor tourism industry in ethnic areas of Sichuan: adhering to the green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expanding the supply of outdoor tourism products; improving the outdoor tourism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optimizing the management of outdoor tourist attractions; improving outdoor tourism infrastructure;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support and market supervision; improving service quality; innovating development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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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基于旅游产品供应的旅游价值链和基于空间移动范

围内旅游产品供应的旅游价值链。覃峭等（2009）认为

旅游产业链是指旅游消费者从获得旅游信息并决定进行

某次旅行、经过空间移动，到最终实现旅游体验这一系

列的活动过程中，因吃、住、行、游、娱、购等旅游消

费涉及的企业分属不同的产业类型而形成的一种产业链

接关系［2］。旅游产业是由生产旅游产品与服务的旅游

企业集合构成的，从旅游产品与服务的供应角度出发，

Kaukal Hopken 和 Werthner（2002）将旅游产业链定义为

包含了旅游供应商、旅游开发商、旅行社和游客四个部

分的单链［3］。

本文认为户外旅游价值链即包括了吃、住、行、游、

娱、购等旅游消费需求，同时又包括了旅游产品的生产

和服务要素集合。目前，国家层面还没有户外旅游产业

的统计数据，旅游产业统计口径基本采用基于旅游者需

求的旅游产业界定，但这一界定不能体现户外旅游产业

所包含的体育用品消费、健身休闲、体育竞赛表演等特

色业态。因此，本文主要从旅游产品供应的价值链界定

角度研究户外旅游产业的价值链，将户外旅游产业链界

定为户外旅游资源供应端、户外旅游服务供应商和户外

旅游消费者。户外旅游资源供应商包括户外用品、户外

运动、露营地、房车、餐饮、酒店、娱乐等；户外旅游

服务提供商为户外旅游俱乐部、旅行社和户外运动协会；

终端是户外旅游消费者。

户外旅游主要是指涉及户外运动及相关主题内容的旅

行活动，包含自助游、自驾游等形式参与的徒步、登山、

露营、滑雪、攀岩、滑翔、潜水等各类陆域、空域和水域

主题活动，是追求个性与时尚，注重体验和感触的旅行与

运动休闲的一系列活动集合。近年来，国务院先后出台重

要文件，推动户外运动与旅游产业的发展，从运动项目规

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和旅游空间拓展等

方面，为户外运动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国家层面上

的政策保障，为户外旅游产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自

2020年以来，户外运动在全球范围内迎来参与热潮，户外

旅游行业走向快速发展道路。截止2021年底，全国户外

运动参与人数超过4亿人次，2022—2023年，冰雪、路跑、

骑行、越野、露营等户外运动呈爆发式增长，2023年上半年，

61个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平均每个国家体育旅游示

范基地接待游客人次达50万［1］。

户外旅游产业以户外运动资源和旅游资源为平台，

以旅游设施为条件，从而实现休闲娱乐与运动健康的新

型融合。户外运动与旅游融合形成的产业链，不仅能推

动我国旅游经济转型升级，还能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

活，提升人们的幸福指数。

1  户外旅游产业链
通过查阅旅游产业链相关研究文献，学者对旅游产

业价值链的界定主要包括：基于旅游者需求的旅游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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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户外旅游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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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川民族地区户外旅游产业的价值解析
2.1  户外旅游产业的经济价值

户外旅游产业产生的经济效益不仅包含吃、住、行、

游、娱、购等涉及的旅游消费，还能带动户外用品制造、

体育竞赛服务、健身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与多个产业

具有关联效应。发展户外旅游业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推动配套产业的发展，带动周边产业联动发展，加强区

域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形成区域产业发展新格局。

户外旅游业的发展带来较强的人流聚集效应，提振

住宿、餐饮、交通等相关消费产业，提高地方收入，如：

2023 年四川甘孜山地文化旅游节、“大地欢歌”2023 年

四川省乡村文化活动年——天空之城·理塘“八·一”

赛马会等一批富有甘孜特色的户外旅游活动，吸引了全

国各地大量游客。据统计，2023 年上半年，四川省甘孜

州共接待游客 1614.72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74.23

亿元，同比 2022 年分别增长 53.63% 和 52.54%［4］，旅游

业带动经济发展的价值凸显。

2.2  户外旅游产业的社会发展价值

1）增加区域就业

户外旅游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的产业链扩

大了就业范围，能给当地居民带来大量就业岗位，为增

加就业弹性，解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户外旅游业的工作岗位可为具有丰富专业知识和

技术专长的多层次人才提供就业机会，这对知识人才短

缺的民族地区尤为重要。户外徒步旅游由于其项目特殊

性，需要大量的户外领队、高山向导等专业从业人员，

并且由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专门的培训体系，严格实施考

核认证和持证准入制，给当地居民带来大量培训就业岗

位。如：四姑娘山镇现有 34 家户外从业机构，可提供相

关就业岗位超过 900 个，户外运动游客接待人次按 10%

每年递增，户外产业每年可为当地带来 5000 余万元的经

济效益，带动当地群众脱贫致富［5］。

2）促进基础设施建设

户外旅游的发展带动各地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生

态旅游示范区、山地户外景区等，不断完善户外运动项

目配套设施，如四姑娘山景区在攀岩、攀冰、漂流、探秘、

露营等项目建设方面，完善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整个

山地户外项目覆盖 20 余个分项 100 余个子项［6］，构建

了完善的户外旅游产业项目。

3）促进乡村振兴

户外旅游助力乡村发展，户外旅游同新型城镇化建

设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加强乡村建设中户外旅游资源

开发利用，注重产业赋能激发乡村活力，以乡村旅游助

力乡村振兴，切实提升乡村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如：

露营经济融合乡村振兴共创增长新势能，露营结合乡村

特点，融入乡村元素和乡村场景，促进产业增长的同时

提升当地文明形象。

2.3  户外旅游产业的民族文化传承价值

在民族地区开发“户外运动 + 文旅”融合的户外旅

游形式，在户外运动赛事中融入民族文化表演，让赛事

参与者欣赏特色民族文化。如：2023 四川甘孜山地文化

旅游节包含一场开幕式、三场展会、七个特色活动、六

个群艺演出共 17 项内容，形成异彩纷呈的山地文化旅游

活动。在民族文化活动中嵌入户外休闲运动项目体验，

让游客既能体验户外运动带来的乐趣，又能欣赏特色民

族文化。如：甘孜州2023年炉霍县望果民俗文化活动、“康

巴红·新龙十三”民俗文化旅游季活动、道孚县第八届

安巴文化旅游季、“福地色达金马之邀”游牧文化旅游

季、白玉县“文化助力振兴舞动白玉乡村”文艺汇演活

动等一批富有甘孜特色的文化旅游活动，让游客在户外

旅游的同时，欣赏特色民族文化。在户外旅游景区开发

民族文化体验活动，如：康定木格措景区推出“沉浸式”

藏族非遗歌舞体验活动、甘孜县格萨尔王城景区篝火晚

会点燃“夜经济”、色达县举办独特非遗文化表演等，

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传播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4］。民族地区户外旅游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促进了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谐。

2.4  户外旅游产业的生态环境保护价值

户外旅游依托山地、森林、草原、荒漠等资源开展

的登山、徒步、露营、教育等活动，是绿色旅游不可缺

少的部分，是进行生态保护宣传教育，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有效路径。户外旅行参与者在规

划行程时，充分考虑“无痕山野”国际通用户外环保法则，

选择环保、可持续的户外出行方式，在可耐受的地面进

行人为活动，妥善处理垃圾，野外安全用火，保持自然

原貌，遵守旅行目的地环境保护规定，是践行生态文明

理念负责任的旅行。

户外旅行与研学旅行、户外教育、自然教育和营地

教育等多种社会教育形式相结合，以改善人与自然的关

系为教育目的，在走进自然、亲近自然的同时汲取自然

智慧，提升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价值转化意识，使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成为全社会的行动自觉。

3  四川民族地区户外旅游产业发展的现实
困境

3.1  产业基础不稳固

从户外旅游的项目分布上来看，户外运动虽然包含

山地、水上、高空等项目群，每个项目群下面涵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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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但各项目发展不均衡。户外运动中徒步、露营、

登山项目发展最为成熟，参与群体最大，产业规模最大。

登山、水上、航空运动参与群体较小。在北京冬奥会的

影响下冰雪运动发展迅速，但以体验为目的的参与者居

多，长期坚持滑雪运动的人群较少。骑行、钓鱼、越野

自驾等项目群众基础广泛，但专业化程度不高，难以形

成产业规模。汽摩、探险文化尚未产生影响力，产业发

展限制因素较多。

从户外旅游资源分布看，户外运动资源按类别集中

分布，西部地区山地资源丰富，登山、徒步、露营等项

目分布较为广泛，北方冰雪运动资源丰富，滑雪、滑冰

项目开展较为普遍，东部沿海城市水域资源丰富，适宜

开展水域户外活动。而我国经济发展存在不均衡现象，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西部地区高，消费能力较强的

户外旅游者多聚集于东部地区，资源、资金和市场匹配

相对错位。

从户外旅游消费群体看，户外运动因具有新颖性、

挑战性，吸引了大量年轻群体参加，在户外运动参与群

体中，90 后成为最大消费群体，占比达到 36.1%；其次

为 80 后群体，占比 32.5%，这两个群体占到全部户外运

动人群的 68.6%，成为户外运动参与主力［7］。经常性参

加户外运动的人群主要集中在露营、健步走、登山健身

等对运动技能要求不高和运动设施依赖程度较低的项目，

而这类项目往往需要的器材装备和人员服务较少，尽管

能够带动户外服装等实物型消费，但服务型消费比例仍

然不高。

从户外产品供给层次看，国内户外装备产业发展迅

速，特别是露营装备、水上运动装备众多品牌提供大量

产品，但产品门类还不够齐全，登山装备、滑雪装备等

高端户外运动装备提供不足，优质服务提供尚不成熟，

供需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3.2  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人才供给不足、安全保

障体系不健全）

户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大量专业人才，目前

户外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还不成熟，缺乏统一培养体

系。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缺乏户外运动相关技能培训，休

闲体育专业人才培育过程中，注重户外运动专项技能训

练，理论知识教学环节薄弱，培养的人才在户外旅游产

品设计与市场营销、户外运动风险预防等理论知识和实

践能力方面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专业人才支撑户外旅游

高质量发展困境凸显。

户外旅游安全风险防御体系不健全，未建成高效、

完善的户外应急救援保障体系，专业户外救援队伍不

多［8］。户外旅游目的地大多处于高山、高原、荒漠等相

对较原始的地理位置，建立系统地安全预警装置和应急

救援报警定位辅助装置较为困难，安全警示标识配建不

足。户外旅游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缺乏有效的户外风险知

识教育，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在参与户外运动时容易存

在侥幸心理，为安全事故埋下伏笔。

3.3  户外旅游设施资源不足

近年来，国家组织实施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工程，推

进户外运动场地设施建设，但相对于人民群众的户外运

动健身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户外旅游设施资源有待

丰富，户外运动场地设施的空间布局不均衡，资金支持

不足。登山步道、滑雪场、体育公园等人民群众需求的

休闲健身场地不足。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等自然生态

资源向户外运动开放力度不够，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户

外运动场地设施不够丰富，为游客提供运动咨询、医疗

救护和休息的公共服务中心数量不足，生态厕所、垃圾

处理、野外供水、应急救援等配套设施较为缺乏。

3.4  自然资源保护与开放矛盾关系协调机制有待

加强

面向户外旅游开放的自然资源在合理使用、有偿交

易、审批流程等方面限制较多，自然资源开放力度较弱，

自然资源利用存在困难，特别不同地方的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对资源开放的把握力度不一致，导致供需矛盾。国

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司副司长彭福伟在 2023 中国户外运动

产业大会的主旨演讲中提到：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标

准体系和户外运动项目准入标准还没形成，自然资源开

发利用负面清单和评价制度尚未建全，可利用自然区域

内开展户外运动活动目录有待制定，通过生态保护和修

复发展户外运动的合理回报机制，需要进一步推动出台
［9］。少数地方以“生态”的名义开展户外旅游活动，却

在自然保护区内大兴土木，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很

多地方仅提供户外旅游产品体验，生态保护教育的功能

还未完善。国家需要针对自然保护地的开放程度、社会

资本进入机制等关键问题进行综合施策，制定科学、严

格的法规标准，充分照顾各方面利益需求，以制度保障

自然保护地合理开发［10］。

4  四川民族地区户外旅游产业发展的实践
路径

4.1  坚持绿色发展导向

户外旅游将户外运动有机嵌入绿色生态环境，是绿

色旅游的重要体现。在户外旅游产品和线路开发时坚持

保护优先原则，引导更多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开放，打

造绿色便捷多样的户外运动载体，严格控制人为因素对

景观与生态的干扰，维护自然资源的原真性，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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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承载力、自然修复力，推进户外旅游可持续发展，

让游客在参与户外运动时感悟自然，自觉增强生态保护

意识，形成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

依托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

地发展户外旅游，遵守自然保护地相关法律法规及管控

要求，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在限定区域内开展活动［11］，

以严格保护为前提，探索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新模式。

引导从业者发展以科普、健康、体验、文化、运动等为

主题的新产品，在运动休闲、自然体验、森林康养、自

然教育等新业态上多下功夫，提供深层次、体验式、有

特色的生态旅游产品，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

多层次的需求。

4.2  拓展户外旅游产品供给

推动文化、体育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引导民俗节庆、

民族艺术节、文旅展会等业态融入户外运动元素，以文

化旅游带动户外旅游发展，培育主题性、特色类文化活

动+户外旅游新业态。培育户外赛事+旅游业态，以“跟

着赛事去旅行”为主题，结合户外精品赛事和民族特色

体育赛事，设计特色户外旅游线路，如四姑娘山熊猫山

径越野赛，琼海湿地马拉松，古蜀驿道定向越野系列赛等。

培育户外活动 + 旅游业态，根据地域特征和户外运动项

群特征策划主题性户外活动，如“千面格聂”徒步大会、

环贡嘎徒步大会、四姑娘山山地户外旅游大会、四姑娘

山攀冰节和登山大会等主题型户外活动。培育户外研学

+ 旅游业态，发掘户外运动的教育功能，结合研学旅行

设计户外旅游线路，如重走“洛克之路”，大熊猫森林

探秘之旅、探寻茶马古道等人文、历史、自然主题研学

线路。培育红色文化 + 旅游业态，结合红色文化和红色

历史遗迹开发红色旅游，将户外运动有机融入红色旅游，

让红色教育更有情境和带入感，如“翻越夹金山，重走

长征路”“翻雪山过草地”等红色文化体验活动。开发

以自然风光、休闲度假、运动休闲、康体养生、生态探险、

科普教育等为主导的体育旅游产品，丰富体育旅游产品

供给，满足人们多层次户外旅游需求。

4.3  完善户外旅游消费环境、优化户外旅游景区

管理

为了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户外旅游消费需求，

必须不断改善消费环境，丰富旅游消费场景，围绕滨海、

森林、草原、沙漠、亲子、研学等户外旅游消费热点，

丰富个性化定制产品，推出系列消费活动，满足多样化

消费需求。打造智慧旅游，提供更多户外旅游新场景、

新产品、新玩法，促进户外旅游消费提质升级和产业转

型增效。实施户外旅游消费行动金融支持计划，政府和

金融机构联合推出优惠购票、消费补贴、商户优惠等惠

民行动，支持户外旅游消费。创新户外旅游宣传方式，

引导地方居民推介家乡资源，如丁真网络直播带火理塘

旅游等。

户外旅游景区要不断优化预约措施，在旅游旺季科

学研判旅行需求变化，合理实施预约、限流、错峰机制，

结合自身承载能力，实施弹性供给措施。积极采用新技术、

新手段简化预约程序，提高预约操作便捷性，不断提升

管理水平。

4.4  完善户外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户外旅游基础设施是解决户外出行选择的根本

问题，国务院出台《促进户外运动设施建设与服务提升

行动方案（2023—2025 年）》提出加强户外运动场地设

施建设，推动体育公园、国家健身步道体系、露营场地、

自驾营地和航空飞行运动营地建设，增加冰雪运动、山

地户外运动、水上运动设施供给，支持户外旅游基础设

施和项目建设，不断强化用地保障，完善户外旅游基础

设施［12］。

户外旅游目的地接近性一直是困扰户外出行的重要

因素，交通对户外旅游发展起到基础性促进作用，加强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户外旅游目的地的通达性和便

捷性。优化户外旅游出行服务，健全交通集散体系，提

升交通服务质量。户外徒步旅行常常会用到马帮、牦牛、

甚至拖拉机等运输工具，而这些交通运输方式一般由村

民自发组织，缺乏统一有效管理，随意涨价甚至半途甩

客的时期时有发生。

4.5  加强资金支持与市场监管

户外旅游业涉及多个关联性领域，需要多元化、多

渠道资金投入。首先是政府应统筹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加大对符合要求的户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持力度。

其次是鼓励金融机构和社会资金参与户外旅游项目投资、

建设、运营，为户外旅游项目提供金融支持。政府还应

建立户外旅游发展基金，帮助户外旅游业解除困难，为

户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

户外旅游路线和产品主要依靠网络进行线上宣传宣

传，而执行团队多由第三方地接团队和当地向导完成，

因此擅自改变行程、旅行合同不到位、服务质量不高、

市场秩序混乱、安全保障不健全等情况屡有发生，因此

应加强市场执法监督，开展户外旅游市场专项整治，对

户外旅游企业进行暗访评估，加强跨部门协作执法，对

投诉处理进行跟踪等户外旅游监管体系建设。

4.6  提升服务质量，适应户外旅游新形势

户外旅游市场新业态不断涌现，消费需求呈现高品

质、多样化的新趋势，消费者对服务质量提出更高要求。

为适应户外旅游新形势，提升户外旅游服务水平，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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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联合户外旅游企业，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

主要责任方，社会主体参与的户外旅游质量保障协同机

制。完善游客为中心的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改善户外旅

游消费体验，发挥服务对户外旅游质量提升的带动作用，

建立专业度高，安全性强的户外旅游服务质量标准，推

动户外旅游服务质量提升。

加强户外旅游安全服务保障，户外旅行安全涉及交

通、公安、消防、体育、应急管理等多个部门，规范户

外旅行报备审批制度，检查户外旅行团的安全保障措施

和救援设备，如是否携带氧气供应设备预防高原反应、

禁止携带火种预防森林火灾、是否携带安全绳索，是否

规划紧急撤离路线等。专业应急救援力量，社会应急力

量和基层应急救援力量协同机制，联合制定事故灾害防

范应对措施，提高迷路、失温、摔伤、落水等旅游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做好安全防范预警工作，如汛期在

易发生山洪位置树立安全警示牌、天气变化可能导致安

全事故时进行劝返等。

4.7  创新户外旅游开发新路径

发挥户外旅游可持续开发优势，创新自然资源利用

和土地供给方式，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合理安排户外旅游

项目用地，完善长期租赁、租让结合、弹性年期出让等

新方式供应户外旅游用地［12］，鼓励利用集体建设用地

和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土地等发展户外运动产业［13］，

对符合划拨用地规划目录的土地使用划拨方式供应。实

施政府规划建设，企业运营维护的新模式，鼓励民营企

业参与，激活户外旅游基础设施运营。

挖掘乡村优质山地、水域资源，将户外赛事与乡村

优质旅游资源串联，通过户外赛事活动与乡村旅游相结

合，拓展乡村旅游客源，宣传推广特色农产品，带动体

育与旅游、农业产业深度融合，推动户外旅游赋能乡村

振兴。“寻找美丽中华”全国乡村定向系列赛事、“骑

边四川”自行车赛等赛事活动带火了乡村旅游和特色农

产品，乡村骑游道、徒步道的建设促进最美乡村建设，

未来户外旅游将在更广泛的层面带动村集体和农户增收

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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