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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 2月，由世界旅游组织和国际奥委会联合主办的“世界体育与旅游大会”在西

班牙召开[1]。随之体育旅游便成为体育界关注的焦点。我国为了加快体育旅游的发展，国

家旅游局也专门策划组织了“2001 年中国体育健身游”主题年活动，并出台了构建体育旅

游圈的一系列措施[2]。面对体育旅游热的发展机遇，如何科学、合理地发展民俗体育旅游，

这成为体育界必须回答的热点问题。基于此，探讨民俗体育旅游不仅对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

具有现实意义，也对人们认识民俗体育的旅游价值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限于篇幅，我们仅

对民俗体育旅游的现状与发展对策给予剖析和展望。  

  一、民俗体育旅游的内涵   

  民俗体育旅游是体育旅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民俗体育资源为条件、以旅游为形

式，为旅游者在游玩过程中提供娱乐服务并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一种经营活动。民俗体育旅

游既然是一种经营活动，就需要提供各种服务和体育设施，需要投资并产生效益。同时，民

俗体育旅游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旅游者通过参与各种民俗体育活动，不但可以了解各具特色

的民俗体育，还可以了解民族风情和传统的体育文化。这对于丰富游人情趣、开拓游人视野

具有积极的作用。  

  我们知道：北人善马、南人善舟。这是对我国民俗体育活动的形象概括，也表明了不同

的地域具有不同的民俗风情和民俗体育活动。总的来讲，民俗体育具有丰富多样、形式各异、

喜闻乐见、广为参与、地域风情明显的特性。而民俗体育作为旅游产品来讲，则具有以下几

个特点：（1）民俗性：民俗体育旅游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情和民俗风格。不同地域的民俗体

育旅游，表现形式各异。（2）观赏性：通过民俗体育表演，使旅游者了解到不同地方各具

特色的民俗体育，欣赏到丰富多彩的民俗体育文化。（3）参与性：民俗体育具有喜闻乐见、

参与性强的特性。通过旅游者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使旅游者在其游玩过程中得到身的体验、

心的愉悦。    

  二、民俗体育旅游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民俗体育旅游的发展现状是开发的滞后性、项目的不平衡性以及职能部门的模糊

性。部分地区虽然开展了一些项目，但并没有形成规模，还处于低层次的水平，有的地区甚

至还处于空白状态。究其原因，这和民俗体育旅游资源的挖掘不够、观念滞后、职能部门模

糊不无关联。  

  1、开发结构不合理、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从投资结构上看，民俗体育旅游的投资主体主要由民委、体育局和当地政府进行事业性

投入，社会经营性投入少，投资渠道单一，多元化的社会投资格局尚未形成，这与快速发展

的体育旅游业相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另外，从时间上看，多数民俗体育旅游仅在民运会

和民族重大节日内进行，延续性不够、后续效应不足。   

  2、民俗体育旅游具有典型的不平衡性  

  从地域分布来看，民俗体育旅游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3]，民俗体育旅游主要集中在少

数民族聚集区内展开，且主要围绕旅游活动开展，还没有从旅游活动中分离出来，仅作为增

加旅游气氛、吸引游客的一个特色而存在。从内容上看，民俗体育旅游多围绕赛龙舟、舞龙

舞狮等项目展开，产品结构单一，各项目之间发展具有严重的不平衡性。然而众多形式各异、



丰富多彩的民俗体育活动未能有效的和旅游产品结合，还有待深入开发和挖掘。  

  3、职能部门的模糊性  

  事实上，民俗体育旅游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目前，各地民委、体育局、旅游局都有

管理职责，却又陷入了都没有统一管理、整体布局和开发的窘境。基本上是各自为政的局面。

这种管理部门的模糊性直接导致了民俗体育旅游开发不足、后续效应持续不够的局面。   

  三、民俗体育旅游发展对策的探讨   

  民俗体育旅游的开发对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具有的意义不言

而喻。但由于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目前开发还存在着诸多困难。只有

突破当前的窘境，民俗体育旅游才会良性、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民俗体育旅游发

展的对策有以下几个方面：  

  1、突出民俗体育特色、坚持市场导向  

  民俗体育旅游的开发要以民俗体育特色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坚持民俗体育项目的特

色不动摇，积极对民俗体育旅游产品进行新的开发和定位，这是民俗体育旅游发展的根本。

而坚持市场导向是民俗体育旅游发展的动力和经济基础。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2、统一规划、协调开发，精品与普通兼顾  

  目前，针对民俗体育旅游缺乏统一部署、协调开发的现状，在组建新部门统一管理困难

的情况下，民委、体育、旅游等各部门可以相互协调、步调一致的推出民俗体育旅游的相关

措施和政策。结合本地民俗风情、地理状况、人文因素，积极实施各具特色的精品战略。同

时，也要开发相关民俗体育项目。做到精品重点发展，普通项目兼顾发展的原则。为游客提

供丰富多彩的民俗体育旅游大餐，满足不同年龄和不同阶层消费群体的需求，使之尽快成为

知名度高、竞争力强的民俗体育旅游带。  

  3、挖掘整理、坚持创新  

  目前，民俗体育项目作为旅游产品的开发度低、开发层次不高、创新度低。我们知道：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4]。民俗体育与旅游产品的结

合，就是要在保持民俗风格的基础上，逐步向现代人的文化娱乐、审美特征和价值取向等方

向转化，这样民俗体育旅游才会有新的活力。而创新的关键就是通过细分市场，开发出游人

喜闻乐见、参与性高的民俗体育旅游产品，以满足不同旅游者的需求。创新的目的就是适应

旅游者的新、奇、异的需求，进而区别于普通的观光游。例如，组织游客参与民俗体育竞赛、

分组对抗、设立奖品等形式，以吸引游客的兴趣点和参与热情。这样游客不但了解了当地民

俗体育的特色，也丰富了游人的情趣。  

  民俗的复兴是本土文化觉醒的标志[5]。而民俗体育旅游的兴起，不仅是民俗体育文化

的觉醒，也是社会进步、时代发展的体现，更是弘扬和传承民俗体育文化的需要。二十一世

纪是休闲与人文并重的时代。民俗体育与旅游的结合，不仅为民俗体育的勃兴提供了经济基

础，也为其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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