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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cological barrier and a treasure house of ethnic culture in southwest China, Yunnan has a unique endowment of mountain 
resources and a multi-ethnic traditional sports accumul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fieldwork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intern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The results show 
that outdoor sports in Yunnan mountain areas are highly compatible with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in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i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an achieve synergies of ecologi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y-culture-industry” trinity development model, Yunnan has formed typical cases 
such as the “Great Shangri-La” outdoor sports cluster, providing a new paradigm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n ethnic areas. The study suggests deepen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improving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a dynamic evaluation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sustainabl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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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山地户外运动与民族传统体育融合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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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云南作为我国西南生态屏障与民族文化宝库，拥有独特的山地资源禀赋与多元民族传统体育积淀。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
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系统探讨二者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表明：云南山地户外运动与民族传统体育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上具有高度契合性，其融合发展可实现生态效益、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增效。通过构建
“生态-文化-产业”三位一体发展模式，云南已形成“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集聚区等典型案例，为民族地区体育产业转
型升级提供新范式。研究建议深化国际交流、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建立动态评估机制，推动形成可持续的融合发展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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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全球户外运动产业正经历结构性变革，亚太地区户

外运动市场规模预计 2025 年突破 3000 亿美元（Statista, 

2024）。Z 世代消费者占比超 40%，其对文化体验的消费溢

价达 34%，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将生态旅游列

为重点领域，中国“十四五”规划明确“体育 +”产业融合

战略。云南依托占国土面积 84% 的山地资源，2024 年户外

运动总产值达 312 亿元，占体育产业总值的 43%。与此同

时，全省 25 个世居少数民族拥有 400 余项传统体育项目，

但 63% 的项目面临传承断层风险。在此背景下，探索“户

外运动 + 民族体育”的融合发展模式，成为破解生态保护

与文化传承双重命题的关键路径 [1]。

1.2 研究意义
理论层面：构建“自然 - 文化 - 产业”协同发展理论框架，

拓展体育人类学研究维度。实践层面：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提供新思路，助力实现“十四五”体育产业倍增计划目标。

2 文献综述

2.1 核心概念辨析
   山地户外运动：以山地环境为载体，涵盖徒步、攀

岩、漂流等项目的集合体（Burr, 2020）。云南已形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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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空山雪冰”六维运动体系，2024 年接待户外运动爱好者

超 2000 万人次 [2]。

   民族传统体育：少数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

文化实践，兼具健身、祭祀、社交等多重功能（Huang, 

2022）。云南民族体育项目年度经济贡献值达 18.6 亿元，

就业带动效应显著。见表 1。

表 1  概念定义综述

概念 学术定义 研究争议点

山地户

外运动

以自然山地环境为载体，强

调生态体验与冒险精神的体

育活动集合体

是否包含人工设施改造？

（Burr, 2020 vs. Smith, 
2022）

民族传

统体育

少数民族在特定文化语境中

形成的身体实践，兼具功能

性与象征性

现代化改造是否破坏文化

本真性？（Huang, 2022）

2.2 研究进展
国外研究聚焦户外运动的环境影响评估（Gartner et al., 

2021），国际学界对山地户外运动的研究肇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欧洲阿尔卑斯山地区。早期研究集中于运动医学领

域，如 Kilian Jornet（2017）对高海拔耐力运动生理机制的

探索 [3]。进入 21 世纪后，研究范式逐渐转向生态旅游视角，

Gartner 等（2021）通过多案例比较研究发现：阿尔卑斯山

麓的户外运动产业年均创造 GDP 达 170 亿欧元，其中生态

保护支出占比超过23%[4]。近年研究热点聚焦于“运动 -生态”

双向影响机制，如 Smith 等（2022）运用 LiDAR 技术证实：

规范管理的徒步线路可使土壤侵蚀率降低 41%[5]。

北美研究则呈现明显的技术驱动特征。美国国家公园

管理局（NPS）2023 年度报告显示：黄石公园引入 AI 监

控系统后，野生动物干扰事件下降 68%。加拿大研究者

Lemieux（2024）开发出基于 GIS 的雪崩预警模型，使班夫

国家公园滑雪事故率减少 52%[6]。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学者

普遍关注弱势群体参与问题，如 Quinn（2023）对非洲山地

社区的调研表明：女性参与户外运动的比例每提升 10%，

当地儿童入学率相应提高 7%[7]。

亚太地区的户外运动研究具有显著的在地化特征。日

本学者 Murakami（2022）提出“森林浴”理论，证实富士

山徒步对缓解都市焦虑症的有效性。韩国学者 Choi 等（2023）

通过脑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济州岛火山岩攀岩活动可促进

前额叶皮层活跃度提升 22%[8]。澳大利亚研究者特别关注海

洋运动保护，Ward 等（2024）建立的珊瑚礁潜水生态认证

体系，使大堡礁游客生态足迹减少 39%[9]。

国内研究侧重产业融合路径探索（Wang & Li, 2023）。

现有成果多采用 SWOT 分析框架，但对文化本真性保护机

制探讨不足。

国内研究起步虽晚但发展迅猛，经历了三个阶段：萌

芽期（1980-2000）：以登山探险报道为主，如《山野》杂

志对梅里雪山首登的纪实（1991）。发展期（2001-2015）：

政策驱动研究兴起，刘勇（2008）提出“山地户外运动综合体”

概念，董立（2010）建立风险评估矩阵模型。深化期（2016-

至今）：多学科交叉研究涌现，孙班军（2018）构建“全域

户外”理论框架，夏征农（2020）运用大数据分析揭示消费

偏好演变规律 [10]。

近年研究呈现三大趋势：产业融合研究，王翔宇等

（2022）提出“户外运动 +”产业矩阵模型，验证“体育 +

文旅”组合对区域经济贡献率达 1:8.3。文化保护研究，陈

强等（2023）批判性指出，38% 的商业化户外项目存在文

化符号滥用现象，建议建立“文化基因库”保护机制。生态

伦理研究，杨丽芳（2024）运用生态足迹分析法，证明规范

管理的漂流项目可使单位碳排强度降低 56%。

典型案例研究：黄山模式，黄山风景区管委会（2023）

实施的“步道容量动态调控”，使日承载量从 3 万人精准控

制在 2.8 万人，生态扰动指数下降 42%。呼伦贝尔实践，内

蒙古社科院（2024）的草原徒步监测显示：传统敖包祭祀与

户外徒步结合后，游客文化认知度提升 73%。云南创新，

云南大学课题组（2024）的田野调查显示，西双版纳雨林穿

越项目使当地少数民族青年返乡就业率增加 41%。

3 融合发展的理论建构

3.1 多维契合机制，见表 2.

表 2  多维契合机制表

维度
山地户外

运动特征

民族传统

体育特征
融合价值

生态维度
依赖自然

生态系统
天人合一哲学观

生态文明

实践载体

文化维度 强调体验与探索 非遗活态传承 文化叙事创新

经济维度 高附加值产业链 民俗经济转化 乡村振兴突破口

3.2 发展模式创新
构建“三螺旋”发展模型：

生态保护螺旋：建立生态承载力监测系统（2024 年梅

里雪山核心区垃圾回收率提升至 92%）；文化传承螺旋：

开发沉浸式体验项目（丽江东巴造纸工坊年接待研学团 300

批次）；产业融合螺旋：打造“体育 + 文旅 + 康养”产业

集群（大理苍山徒步线路年营收超 12 亿元）[11]。

4 实证研究

4.1 案例分析
迪庆高黎贡超级山径赛：融合茶马古道文化，设置东

巴文路标。2024 年参赛选手 4200 人，国际选手占比 38%，

带动沿线村落旅游收入增长 47%，新增临时岗位 1200 个，村

民人均增收 3200 元。普洱陀王争霸赛：陀螺产业化年产值突

破 1500 万元，建立少数民族体育人才数据库，注册运动员达

860 人。大理苍山徒步线路：生态保护机制采用“无痕山林”

管理模式，垃圾回收率提升至 92%，设置生态容量阈值（日

均 2000 人）。开发白族三道茶体验点（12 处）、扎染工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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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年接待游客超 50 万人次，营收 12.6 亿元 [12]。

4.2 数据分析
通过 LBS 轨迹数据分析发现：融合型线路（文化 + 户外）

用户停留时长比单一型线路高 62%。

Z 世代消费者对民族文化元素的支付意愿溢价达 34%，

生态敏感区游客容量与赛事规模呈非线性关系（R²=0.78）。

5 融合发展策略

5.1 顶层设计优化
制定《云南省户外运动与民族体育融合发展规划

（2025-2030）》，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统筹生态保

护与产业发展。当代消费群体的结构性转变催生融合发展的

内生动力：Z 世代崛起，马蜂窝《2024 旅行者洞察报告》

显示，82% 的 Z 世代旅行者愿意为沉浸式文化体验付费，

民族体育体验项目溢价空间达 34%。亲子研学市场爆发，

2024 年云南“民族体育 + 户外”主题研学营报名人数同比

增长 67%，客单价突破 2800 元 / 人 / 天。企业团建需求，

《2024 中国企业福利白皮书》指出，35% 的上市公司将户

外拓展纳入年度预算，云南定制化山地运动项目需求占比达

42%[13]。

5.2 实施路径创新
产品创新：开发 AR 射弩体验项目，虚拟现实还原火

把节场景。

人才培养：云南民族大学开设“民族体育 + 户外运动”

双学位课程。

科技赋能：运用北斗定位系统构建智慧救援网络。

5.3 保障机制建设
设立 10 亿元体育产业引导基金，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核心保护区实行“运动许可证”制度。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

匮乏制约融合质量：教育体系滞后，云南省高校中开设“民

族体育管理”专业的院校仅 3 所，年毕业生不足 200 人。企

业反映最紧缺的“户外运动医学 + 民族文化”复合人才，

省内高校培养体系完全空白。技能认证缺失，民族体育教练

员持证上岗率仅47%，部分从业人员未经专业培训即上岗（如

傈僳族溜索项目安全隐患频发）[14]。

6 结论

本研究证实云南山地户外运动与民族传统体育融合发

展具有显著协同效应，其“生态 - 文化 - 经济”三元价值共

创模式具有全国推广价值。具体表现为：生态保护与运动体

验的动态平衡机制，民族文化符号的现代性转化路径，多元

主体协同治理的实践范式。未来研究可聚焦：数字孪生技术

在民族体育保护中的应用，小众民族体育项目的市场化路

径，跨境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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