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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探险旅游的基础理论出发 , 针对目前我国探险旅游的安全现状 , 提出了构建我国探险旅游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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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basic theory of adventure tourism,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dventure tourism, and gave
some advices on howto construct the security assurance systemof adventure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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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旅游的个性化发展, 传统旅游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

需求, 在这一新形势下, 探险旅游应运而生。探险旅游作为

一种社会现象和特殊的旅游形式 , 是旅游市场需求结构发生

变化和以特殊旅游者参与为特色的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产物, 也是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探险旅游

起源于西方, 目前在一些发达地区已相当普及。由于中国经

济发展的局限, 探险旅游在中国只在小部分人中盛行, 但从

2004 年开始, 参加这项活动的人数增长较快。笔者就探险旅

游的内涵、特点、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进行探讨。

1  探险旅游的基本内涵

一般而言 , 探险( adventure) 多指在自然界进行的有极大

难度和生命危险的活动, 如登山、潜水、游太空、穿越原始森

林、考察南北极等。有关探险旅游的概念主要有:

加拿大旅游协会认为, 探险旅游是一种户外休闲活动 ,

这些活动通常发生在一些偏僻、遥远的荒野地区, 所使用的

交通设施是非传统的, 并且这些活动本身会带来一定的风

险; 董玉明认为 , 探险旅游是指前往一些在一般情况下能够

确保人身安全, 但又能使人产生不同程度兴奋或刺激的旅游

活动, 在活动过程中能够锻炼旅游者的意志和毅力, 增强旅

游者解决各种困难的应变能力[ 1] ; 王红姝等认为探险旅游是

以求新求异为主要目的的旅游形式, 指在受人类干扰较少的

原始自然环境中涉足, 通过在具有一定危险性的环境中磨练

获得个人价值的再创造和别人对自己的认可, 它所追求的是

探险者自身价值的实现, 注重的是一种精神享受[ 2] 。

笔者认为 , 探险旅游本身是一种高层次的旅游, 是传统

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是传统大众旅游的延续 ,

是人们寻求能够真正融入大自然的一种新的旅游模式。在

整个概念体系中“冒险”是探险旅游最鲜明的特征。

2  探险旅游的特点

探险旅游是在大众传统旅游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一种现代旅游形式。它之所以在世界各地发展迅速, 是因为

它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与一般的大众旅游相比, 探险旅

游具有自身所独有的特点:

2 .1 动机的独特性 在一些文献中 , 探险旅游又被称为“特

殊旅游”或“冒险旅游”, 之所以得名“探险”主要源于这种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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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旅游方式一般在其活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风险, 参与者

在未知的行程中主动追求冒险和刺激。这种动机的独特性

是探险旅游区别于大众传统旅游的一个体现。传统大众旅

游把保证行程的安全作为首要的考虑前提, 而探险旅游却把

追求风险作为体验的一部分。大体而言, 探险旅游存在九大

动机: 挑战、冒险、刺激、危险、逃避、发现、神奇、不确定性、利

益, 其中冒险是探险旅游爱好者心中最有诱惑力的动机。

2 .2  形式的多样性 探险旅游由于其载体的多样性导致其

形式的多样化。概括而言, 探险旅游分为三大类: ①陆地探

险。其中, 登山、蹦极、徒步穿越、背包旅行等是陆地探险最

普遍的形式; ②水域探险。主要包括漂流、潜水、海上冲浪

等; ③空中探险。主要包括跳伞运动、热气球等常见形式以

及人们所憧憬的太空旅游。具体探险旅游类型见图1。

图1 探险旅游类型

2 .3  组织的非正规性 组织程度低是我国探险旅游最明显

的特征。这也是造成探险旅游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由于

目前我国探险旅游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市场机制还不够完

善。目前在探险旅游市场中只有几家大型的旅行社和旅游

企业参与到这一新型的旅游市场中。市场需求旺盛, 但与之

相对应的却是供给严重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非正规的

探险旅游组织开始出现 , 这一方面扰乱了市场的正常秩序 ,

另一方面严重威胁着旅游者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组织探

险活动主要通过3 种途经: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Sci .2007 ,35(7) :2100 - 2102                     责任编辑 陈娟  责任校对 胡先祥



2 .3 .1 网络。互联网的普及, 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特

别是对探险旅游感兴趣的旅游者。一些网站针对网民的这

种旅游需求, 纷纷推出探险旅游专门网站。借助网络, 感兴

趣的旅游者自愿结团。但是调查发现, 这些网站绝大多数是

经营户外探险设备的店主或具有探险经验的旅游者个人主

办的网站, 网站总体水平低下, 且对旅游过程中可能存在的

风险认识不充分。为了逃避责任, 这些网站几乎都申明“由

于此次组团并不是盈利性质, 是旅游者自愿参加的, 所以在

探险旅游活动过程中如果出现意外伤亡事故, 概由旅游者自

行承担所有责任”。由此可见, 通过网络组团的探险旅游者

其生命财产安全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2 .3 .2 俱乐部。旅游者对探险旅游的狂热追求, 使得一些

户外探险俱乐部应运而生。这些户外探险俱乐部绝大多数

由私人承办, 缺乏正规的具有探险资格的领队。同时由于我

国对探险这一旅游市场的认识不足, 目前还没有专项法规或

机构专门领导管理这些户外探险俱乐部。因为没有严格的

探险旅游审批机制 , 目前国内的户外探险俱乐部对探险旅游

的风险意识认识不足, 往往看不到潜在的危险 , 更谈不上对

风险的全面把握。一些俱乐部只是在组织活动之前请一些

曾经去过该旅游地的人进行简单讲解或举行几堂野外生存

讲座, 完全没有对旅游者进行正规的户外专业培训和阶段体

能测试。有的俱乐部甚至没有任何培训, 只要达到一定数额

的消费者即开始组织探险旅游活动。

2 .3 .3 个人。通过个人途径参与到探险旅游活动中最常见

的形式就是一些大学的学生鼓动自己的朋友一起参加探险。

这些年轻的“背包族”往往对目的地所存在的风险缺乏科学

的评估和安全感知。在旅游过程中他们凭借的更多是热情、

勇敢和冒险精神。

2 .4  探险旅游行程的不确定性  在探险旅游行程中任何一

种因素的变化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因此探险旅游必

然比一般的大众旅游存在更多的风险。如 : 天气的突然变

化、旅游者的身体状况、自然环境、野生动植物等都会给旅游

者带来一定的生命危险。这种对未来行程不确定性形成的

矛盾心理正是探险旅游爱好者共同的心理状态。

3  我国探险旅游安全现状

由于我国旅游业发展的特殊国情 , 探险旅游这一特殊旅

游形式至今仍然只在一小部分旅游者中盛行。正由于起步

较晚, 与此相关的各种规章制度不够健全, 各种应急保障措

施不够完善 , 人们对探险旅游缺乏安全感知, 对旅游过程中

存在的风险认识不足, 导致探险旅游事故频频发生。例如 :

1999 年, 北大学生周慧霞在攀登四川境内一雪山时遇难 ;

2000 年“五一”期间, 攀登青海境内玉珠峰的2 支业余登山队

遇险, 造成2 人死亡、3 人失踪、1 人冻伤;2002 年8 月7 日, 北

京大学山鹰社登山队5 名队员在攀登希夏邦马西峰顶峰的

过程中, 遭遇雪崩 ,2 人遇难 ,3 人失踪 ;2004 年, 福州一年轻

女子在参加一个网站组织的漂流时 , 不慎落水遇难;2005 年

11 月10 日,3 名山友在攀登四川康定田海子山时, 遭遇雪崩

不幸全部遇难;2006 年5 月3 日,3 批北京游客42 人在库布

其沙漠遇险,1 名27 岁的女性游客遇难;2006 年“五一”黄金

周, 新疆、内蒙古等地先后发生4 起探险旅游者被困事件, 导

致3 人死亡。

据统计,1999～2004 年, 全国登山和户外运动死亡人数共

有43 人, 其中登山15 人, 户外运动28 人。而且死亡人数呈逐

年上升趋势。有关人士指出, 盲目探险乃事故频发之源。加上

2005 和2006 年, 初步估计因探险死亡人数约有70 人。由于探

险旅游死亡人数的逐年增加, 探险旅游安全问题开始引起学术

界、业界的重视, 解决探险旅游安全问题迫在眉睫。

4  构建我国探险旅游安全保障体系的基本对策

4 .1  加强对探险旅游危险因素的安全感知 由于探险旅游

的独特性, 很多旅游者对在探险旅游过程中有可能遇到的危

险认识不足 , 这导致他们在探险活动前非常轻率和盲目, 最

后导致事故发生。因此 , 有必要在参与活动之前对影响探险

旅游安全的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的认识, 防患于未然, 这能从

一定程度上减少面对危险时的盲目性。影响探险旅游安全

的因素大致有4 个方面: 旅游者因素、设备因素、环境因素以

及组织管理因素。4 种因素单一或相互作用都有可能导致旅

游事故的发生。图2 列出了影响探险旅游安全的四大因素

及其各分支下的一些具体影响因子。参与者只有对探险旅

游危险因素有一个正确全面的安全感知, 才能避免一些无畏

的冒险。

4 .2  对探险旅游资源进行风险等级评定  旅游业在我国是

一个政府主导型的产业。探险旅游能否健康可持续发展需

要政府的引导和保护。由于目前户外自助探险没有管辖权 ,

使得目前的户外运动安全管理处于一个真空状态。各地政

府对当地适合探险的旅游资源情况了解不明确, 导致往往只

有在发生旅游事故后或接到求救电话后, 才知道具体情况 ,

这时再紧急构建应急预案已为时已晚, 错过了最佳的救援时

期。因此, 为避免管理混乱, 政府必须发挥它的主导作用。

可从3 个方面来着手: ①派遣探险专家组分赴各地调查探险

旅游资源的具体情况, 进行一定的类别划分; ②根据一定的

评价指标体系对探险旅游资源进行风险评估, 由此划分出各

自的风险等级, 对外公布 , 让探险旅游爱好者有所参考, 在选

择相关活动时, 可以视自身条件而定, 减少一定的轻率性和

盲目性; ③建立科学的法制体系 , 出台探险旅游资源开发、利

用的法规; 评定探险旅游资源的标准和开发探险旅游资源的

审批制度; 严格控制探险旅游产品的内容和规模, 使探险旅

游处于一个稳定有序的发展状态。

4 .3  建立探险旅游安全救援系统 探险旅游安全事故的特

殊性、紧迫性及其影响的重大性, 使得探险旅游安全救援成

为保障探险旅游活动正常进行和维护旅游业健康发展的重

要方面。回顾探险旅游18 年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 如果有

一个及时、有效的探险旅游救援系统, 有很多伤亡事故完全

是可以避免的。可见, 建立探险旅游安全救援系统势在必

行。探险旅游应急救援系统是为在探险旅游活动过程中发

生旅游安全事故的相关当事人( 包括旅游者、旅游从业人员

等) 所提供的紧急救护和援助而构建的体系[ 3] 。在这个体系

中主要由2 个部分组成: ①直接救援机构。指那些直接参与

到现场救援中的部门, 如旅游管理部门、旅游景区、居民( 事

故发生地) 、旅游组织单位、医疗部门、政府职能部门( 公安机

关、武警部队、消防部门等等) ; ②间接救援机构。指那些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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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参与到救援事故中的部门, 如保险公司、新闻媒体、通讯部

门、旅游地。保险公司、新闻媒体、通讯部门和旅游地在安全

救援中的作用分别为事后理赔, 舆论监督、信息传递和及时

援助, 这4 个部门相互作用, 能够减轻事故所带来的灾难性

后果。由此可见, 构建一个完善的探险旅游安全救援体系不

仅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探险旅游者的安全, 更能够保证旅游

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 这是一项关系整个国家安全生产的伟

大工程 , 需要更多的学者关注。

图2 探险旅游危险因素影响模型

5  结语

美国《国家地理冒险》杂志执行主编马克·雅诺曾说, 探险

旅行是一种具有远大发展前景的产业。作为旅游业发展必不

可少的新模式, 探险旅游的安全研究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 要

想得到真正健康、有序的发展, 需要国家、政府、企业界、学术界

多方面的参与, 进行多层次的思考以及多角度的研究。只有这

样, 才能使探险旅游朝科学化、专业化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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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负所得税支付制度

税越多 , 个人最终可支配收入也越高; 反之 , 个人实际收入

越低, 得到的负所得税越少 , 个人最终可支配的收入也越

低。若按照国家绝对贫困线627 元计算, 每月最低保障额

为53 元 , 负所得税税率10 % , 若个人实际收入为100 元, 加

上负所得税43 元, 则个人可支配收入为143 元 , 刚好为2005

年甘肃省规定的城市每月最低生活标准线。依此类推,

2004 年麻安村23 户绝对贫困农户人均年收入478 .26 元 , 则

可以得到负所得税123 .072 5 元 , 加上当年的人均收入, 高

于国家绝对贫困线( 627 元) 的标准, 这样不仅保证了绝对贫

困人口正常生产、生活的需要, 还缩小了绝对贫困人口与相

对贫困人口的收入差距 , 有利于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

济发展。同时 , 农民中的低收入者, 不仅会因为收入低享受

免缴此税 , 倘若此税设立免征额或减少缴税的优惠, 而且当

他们的基本生活遇到困难时 , 还可以享受国家征收此税所

给与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 , 真正让农村中的贫困人口也享

受社会经济进步所创造的成果。

4  结语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救济的重要创新 , 是国家社

会保障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类似麻安村情况的绝对贫困

户在甘肃还仍占相当比重 , 若在甘肃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

度, 并将这些绝对贫困人口纳入社会保障制度 , 这样不仅保

证了最贫困人口正常生产、生活的需要, 更有利于缩小城乡

差距 , 体现了公平与效益原则 , 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为甘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基础[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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