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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通过文献资料暍对比分析等方法棳概括了美国户外运动的发展特点棳分析了我国户外运动的发展

现状及制约因素棳在借鉴经验的基础上棳提出了美国户外运动发展对我国的几点启示棳为我国制订户外

运动发展规划提供参考暎研究表明椇美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渐趋成熟棳具有政府立法与资助双管齐下暍
民众参与广泛而普及暍消费群体两极分化暍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暍人才培养多层次暍多渠道等特点暎我国户

外运动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棳概念界定不统一棳大众认识模糊椈参与群体高学历暍年轻化棳时尚诉求突出椈
活动区域受限棳暟短暍快暍疏暠时间特征显著椈管理主体虚设棳职能发挥不充分椈人才培养不规范棳专业建设

近乎空白棳并且受到政府管理型体育管理体制暍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暍传统体育文化背景暍休闲教育

发展水平及社会体育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暎美国户外运动发展对我国的启示是椇教育与宣传相结合棳
增强大众的参与意识椈制订完善政策和法规棳确保行业健康发展椈以教育机构为依托棳培养高素质的专业

人才椈整合区域优势棳规划户外运动资源开发椈以中小学为突破口棳促进青少年儿童广泛参与椈强化行政

管理职能棳加快各类组织发展暎
关键词椇户外运动椈美国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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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椇棽棸棸椆灢棻棸灢棽棽
作者简介椇梁海燕棬棻椆椃棿暘棭棳女棳广西博白人棳硕士棳讲师棳研究方向为体

育管理暍休闲体育椈陈华棬棻椆椃棻暘棭棳女棳山东济宁人棳博士棳副教

授棳研究方向为体育产业暎
作者单位椇广州体育学院休闲体育与管理系棳广东广州棳棻棸棸棸

斈斿旔斸旘旚旐斿旑旚旓旀斕斿旈旙旛旘斿斢旔旓旘旚斸旑斾 斖斸旑斸旂斿旐斿旑旚棳斍旛斸旑旂旡旇旓旛
斢旔旓旘旚斦旑旈旜斿旘旙旈旚旟棳斍旛斸旑旂旡旇旓旛 棻棸棸棸棳斆旇旈旑斸棶

暋暋户外运动的英文是暟旓旛旚斾旓旓旘旘斿斻旘斿斸旚旈旓旑暠棳美国户外运动资

源评估委员会在其棻椆椂棽年的报告中将户外运动定义为暟在户

外进行的游憩活动暠椲棻椵暎户外运动能够强身健体暍愉悦身心棳对

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暎我国户外运动起步晚棳规
模小棳管理不规范暎而美国的户外运动发展趋于成熟棳积累了

许多宝贵的经验棳这对于我国当前户外运动的发展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暎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暍对比分析等方法棳借鉴美国户外

运动发展的经验棳提出了对中国户外运动发展的几点启示暎
棻暋美国户外运动发展的特点

二战后棳美国的户外运动快速发展棳呈现出以下特点椇棻棭政
府立法与资助双管齐下暎棻椆椂 年棳美国国会通过了暥土地与水

源保护基金法案暦棳授权土地与水源保护基金会资助联邦政府暍



第棽棿卷第棻期 棷棽棸棻棽年棻月

斨旓旍灡棽棿斘旓灡棻棷斒斸旑旛斸旘旟棽棸棻棽

州政府暍地方政府购买土地暍水源及其他环境保护设施棳用于满

足人们休闲游憩的需要暎迄今为止棳土地与水源保护基金会资

助购买的土地共计棽椄棾万棽椆棸棸旇旐棽棳资助了棿万个户外运动建

设项目棳累计资助金额高达椆棸亿美元椲棽椵暎在土地与水源保护

基金会资助的推动下棳州政府暍地方政府暍慈善机构也在资金方

面大力支持户外休闲娱乐设施的建设暎棽棭民众参与广泛而普

及暎从人数看棳棽棸棸棿年棳美国棻椂岁以上居民参与户外运动的人

数约占人口总数的椂棿棩棬棻棶椆亿棭棳高达椄棾亿人次棳人均 棽次
椲棽椵暎仅美国国家公园系统从棻椆椃 至棽棸棸椃年间接待游客的总次

数基本稳定在椃亿人次以上 椲棾椵暎从频率看棳棽棸棸椂年美国棻椂岁

以上居民参与户外运动的总次数为棻棻 亿椄棸棸棸万人次棳人均

椄椃次棳其中 棽次以上的占棿棻棩棳棻棻暙 棻次的占棾棾棩棳棻暙棻棸次

的占棽椄棩椲棿椵暎从年龄段看棳椂暙棻棽岁暍棻棾暙棻椃岁暍棻椄暙棽棿岁暍棽
暙棾棿岁暍棾 暙棿棿岁暍棿 暙 棿岁暍 暙椂棿岁暍椂 岁以上的参与者

占各自年龄段人数的比例依次为椃椆棩暍椃棽棩暍椂棸棩暍棽棩暍 棩暍
棿椂棩暍棿棻棩和棾棿棩 椲棿椵暎从活动内容看棳棽棸棸棾年棳美国棻椄岁以上

的居民人均参与户外活动项目 棶棿项棳参与比例 高的前棻棸项

运动是健身步行棬棿椂棩棭暍驾车游玩棬棿棾棩棭暍游泳棬棿棻棩棭暍野餐

棬棾椄棩棭暍钓鱼棬棽椄棩棭暍自行车棬棽棽棩棭暍跑步棷慢跑棬棻椆棩棭暍野营

棬棻椄棩棭暍徒步旅行棬棻椄棩棭和户外摄影棬棻椃棩棭椲椵暎棾棭消费群体两

极分化暎美国户外运动消费群体可以大致分为婴儿潮群体

棬棻椆棿椂暘棻椆椂棿年棳约椃椄棸棸万人棭和千禧年群体棬棻椆椃椄暘棽棸棸棾年棳
约棻亿人棭棳呈两极分化趋势椲棽椵暎婴儿潮群体目前正处于退休

年龄段棳他们不再渴望成为冒险精英棳而是逐渐转向健身休闲

为主的健康运动暎千禧年群体崇尚暟一切运动皆疯狂暠棳他们注

重社交棳热衷于极限运动棳不喜欢团体赛项目暎棿棭产业发展势

头强劲暎棽棸棸棿年棳美国户外运动产业年销售总额为棾棾棾亿美

元棳用品销售额为棻棽椆亿美元棳其中棳服装占棿 棩棳体育器材及

耗材占棾 棩棳鞋袜类占棻棿棩棳船桨占椂棩椈服务销售额为棽棸棾亿

美元棳其中棳自行车暍钓鱼暍冲浪和溜冰的销售额 高棳分别为

亿美元暍棾亿美元暍棿椆亿美元棳合计棻椃亿美元棬占椃椃棶棾棩棭椲棽椵暎
在销售渠道上棳以专卖店棬棽棽棩棭和连锁店棬棾椆棩棭为主棳网购棷邮

购棬棽棻棩棭的增长势头非常强劲椲棽椵暎 棭人才培养多层次暍多渠

道暎美国的户外运动人才培养主要有棽种模式椇一是完全的职

业教育模式棳主要针对从业人员棳采用短期培训和专题讲座的

形式椈二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棳美国上百所大学设有暟体
育暍健康暍娱乐暠学院和体育系暍健康系和娱乐系棳大多开设体育

市场和体育经济公共课程棳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可选修暎专业学

生在校期间不但要修完学位课程棳还要达到行业协会所规定的

各种要求棳包括理论课程棳实习与实践暎专业课教学资源由高

校与行业协会共同提供棳行业协会也会委派专家担任专题讲座

的主讲并对人才的培养质量全面把关暎
棽暋我国户外运动的发展现状及制约因素

棽棶棻暋我国户外运动的发展现状

我国户外运动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棾个阶段棳即探索阶段

棬棽棸世纪 棸暘椆棸年代棭棳活动内容以登山探险为主椈兴起阶段

棬棽棸世纪椆棸年代暘棽棸棸棾年棭棳部分高校的登山运动传到了社会棳
成为一项时尚的都市运动椈规范化发展阶段棬棽棸棸棿年以来棭棳户

外运动正式设立了项目棳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负

责管理暎近年来棳我国户外运动迅猛发展棳棽棸棸棸年产值只有

椂棸棸棸万元棳棽棸棸棽年达到棾亿元棳棽棸棸 年则增长到近棻棸亿元椲椂椵暎
从棻椆椄椆年第一个户外运动俱乐部成立开始棳经过棻棸年的发展棳
其数量每年都翻棻番棳棽棸棸椂年棳已经达到椂棸棸多家椲椃椵棳但总体来

看棳户外运动在我国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棳具体表现如下暎
棽棶棽棶棻暋概念界定不统一棳大众认识模糊

国家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将户外运动定义为暟一组以自然环

境为场地开展的带有探险性质或体验探险的体育项目群棳主要

包括陆地暍水上暍空中三大类暠椲椃椵暎这一概念主要强调暟自然场

地暠及运动的探险性或体验性暎而以马金刚为代表的学者则认

为户外运动是指暟回归自然的各种体育休闲方式暠椲椃椵棳这一概念

将户外运动与闲暇时间观和游憩活动的一些本质特征联系了

起来暎在现实生活中棳人们很容易将户外运动与极限运动暍探
险运动暍自助旅游等概念相混淆暎实际上棳虽然户外运动的概

念与以上几个概念有交叉的部分棳但其内涵并不局限于探险性

和挑战性的户外运动棳休闲暍游憩和体育活动都包含在内暎
棽棶棽棶棽暋参与群体高学历暍年轻化棳时尚诉求突出

当前我国参与户外运动的人群比例很小棳在北京暍广州暍深
圳暍成都暍上海等户外运动基础比较好的城市均不超过棻棩 椲椄椵暎
以北京地区为例棳几家大型的户外运动俱乐部每年实际参加活

动的人数却并不多暎同时棳户外运动的参与群体呈现出暟高学

历暍年轻化暠特征暎户外运动参与者中有 棻棶棿棩的人具有本科

学历棳棽椂棶棾棩的参与者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椈棽椂暙棾 岁的参

与者占 棾棶棽棩棳棻椂暙棽 岁的参与者占棽椃棶棽棩椲椃椵暎我国大规模

的民间户外运动 初是由一些比较前卫的大学组织的登山运

动开始的棳如北大山鹰社棳后逐渐传入社会棳成为一项时尚的都

市运动暎
棽棶棽棶棾暋活动区域受限棳暟短暍快暍疏暠时间特征显著

在我国棳户外运动的活动区域受限棳北京地区的调查表明椇
选择在城市近郊区及邻近地区进行户外运动的参与者分别占

椄 棶椂棩和棿棻棶椄棩椈户外运动的参与频率较低棳棿椆棶棩的户外运

动参与者每隔棻暙棽个月参加棻次棳也就是说棳大部分户外运动

参与者每年参加户外运动的次数是在 椂暙棻棽次椈从时间来看棳
椄 棶椆棩的人参加户外运动的时间平均都是棻暙棽斾棳主要选择在

周末棬椄棸棶棽棩棭和暟黄金周暠棬棸棶棩棭进行棳而从事的也主要是耗

时比较 短 的 活 动棳如 登 山 棬椆棻棶棾棩棭暍穿 越 棬椆棶棿棩棭和 滑 雪

棬棿棸棶椆棩棭是参与者选择 多的项目椲椃椵暎
棽棶棽棶棿暋管理主体虚设棳职能发挥不充分

国家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对户外运动项目没有真正的管理

实权棳其下属的组织机构是各省级登山协会棳管理范围难以落

实到户外运动俱乐部这一层面棳户外运动市场体系呈现无序状

椇一是表现在户外用品市场价格混乱棳例如棳国际国内品牌价

差过大棳假货和仿制品冲击正常价格椈二是表现在户外运动从

业机构资质审查不规范棳例如棳棽棸棸 年通过中国登山协会资质

认证及年审的俱乐部只有棾棾个棳许多户外运动俱乐部是在未

得到登山协会的认证情况下经营的椈三是表现在很多户外运动

俱乐部的从业者暍管理者都是由户外运动的爱好者转行而来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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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接受正规的专业培训棳专业素质相对较低棳暟无证上岗暠现
象较为普遍椲椃椵暎
棽棶棽棶暋人才培养不规范棳专业建设近乎空白

我国户外运动从业人员大多数由体育行政部门或俱乐部

以短期培训等超常规方式培养棳由于户外运动发展较快棳专业

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棬例如棳高山向导暍户外领队暍拓展培训师暍
攀岩保护员等棭缺口很大棳势必影响我国户外运动的长足发展暎
棽棸棸 年开始棳我国首次在高校本科教育中培养户外运动人才棳
中国地质大学棽棸棸椃年开始招收暟户外运动暠方向的硕士研究

生暎另外棳成都体育学院在体育旅游专业中开设了户外运动方

向棳但总体来看棳我国高校也仅只把户外运动作为一个研究方

向棳相应的专业建设还近乎空白暎
棽棶棾暋我国户外运动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棽棶棾棶棻暋政府管理型体育管理体制的制约

美国的大众体育管理体制是典型的社会管理型棳政府一般

不设立专门的大众体育管理机构棳管理权利分散于各种社会体

育组织之中棳棻椆椆椄年棳美国拥有棻棸棸多个单项体育组织暍 棸棸棸
多个体育俱乐部暍棾棻个休闲体育协会暍棽棻个全国性学术团体暍
棻万多个休闲俱乐部等暎我国现行的社会体育管理体制正在由

政府管理型体制向政府与社会结合型管理体制过渡棳但是这种

过渡型管理体制仍然带有极强的行政和政治色彩棳在一定程度

上抑制了社会体育多样性的发展和社会参与的积极性棳体育社

团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棳影响了社会体育的自我完善和发

展暎户外运动属于社会体育范畴棳其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

会体育管理体制的制约暎
棽棶棾棶棽暋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制约

户外运动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消费方式棳必将受到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制约暎美国户外运动兴起于棽棸世纪

椂棸暍椃棸年代棳从当时的经济发展来看棳人均斍斈斝在棽椄椄棻暙棿椆椆椆
美元之间椲椆椵棳棻椆椂椆暘棻椆椃椆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棾棾棽棻暙
椃椆棽美元之间椲棻棸椵暎目前棳我国主要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美

国棽棸世纪椂棸暘椃棸年代的水平相当棳例如椇棽棸棸椃年棳北京暍上海暍
广州棾城市的人均 斍斈斝分别为棾棽棻棸美元暍棿椄棽椄美元暍 椃棿棽
美元椲棻棻椵椈棾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棽棸椄 美元暍棽棽棽棿美元暍
棽棽棻美元椲棻棽椵暎可见棳户外运动在我国发达城市兴起及发展的

经济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棳但是棳我国城乡之间暍区域之间仍然存

在着严重的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暎棽棸棸椄 年棳西部地区人均

斍斈斝棻万 椄椃棶棻椄元棳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为棽万棻棸棸棸多元椈
棽棸棸椆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棾棶棾
倍椲棻棾椵暎因此棳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发展户外运动

仍然不现实暎
棽棶棾棶棾暋传统体育文化背景的制约

中国传统体育以养生为核心棳讲究动静结合暍天人合一棳神
形兼备棳养神为先棳强调运动的节制性棳认为竞技比赛暟邀名射

利棳内伤骨髓棳外消筋骨暠暎锻炼内容以武术暍棋类等项目为核

心棳锻炼方法以模仿动物动作的功操为主棳主要是自我练习暎
美国是新兴的移民国家棳独立战争暍西部开发等艰苦历程造就

了美国人的冒险性格和抗争意识棳反映在体育文化上棳就是追

求人的极限发展棳展现完美和暟更快暍更高暍更强暠的价值理念棳
充分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暍张扬个性是其基本原则棳打猎暍钓鱼暍
帆船暍野营暍徒步旅行等运动逐渐流行起来棳户外运动让崇尚自

由的美国人找到了回归自然暍返朴归真的途径暎
棽棶棾棶棿暋休闲教育发展水平的制约

休闲意识的培养与教育密切相关棳休闲教育已成为美国学

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暎美国从棽棸世纪棽棸年代开始把休闲教

育作为公共教育的组成部分棳制定了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的学

校休闲教育暟八条目标暠暎棻椆椃棿年棳美国全国休闲教育委员会成

立棳其主要任务是编写并发行休闲教育教材暎目前棳美国的休

闲教育走在世界前列棳已经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暎我

国休闲教育尚处于萌芽阶段棳办学条件很不成熟暎教育部核定

的专业目录中还没有休闲专业棳因此不存在真正意义的休闲专

业文凭和学位椈高等院校很少有专设的休闲专业棳而往往与运

动休闲专业暍旅游休闲专业等边缘学科结合椈所开设的休闲课

程基本上没有正规教材椈专业教师通常从边缘学科抽调或从休

闲管理人员中聘任暎
棽棶棾棶暋社会体育发展状况的制约

衡量一个国家社会体育发展程度与水平的重要指标包括

体育人口比例暍场地设施暍活动内容暍经费投入暍组织机构等暎
棽棸棸棸年棳我国棻椂岁以上城乡居民有棾 棩的人参加过棻次或以

上体育活动椲棻棿椵棳而 棻椆椆椄年棳美国这一比例高达 椄椆棶椄椂棩椲棿椵暎
棻椆椆 年底棳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棸棶椂 旐棽棳这与美国比较

相差甚远棳棻椆椆椆年棳美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棻棿旐棽椲棻棿椵暎我国

社会体育活动内容比较单一棳以健身为主棳而美国大众体育活

动内容十分丰富棳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棳休闲娱乐特点较为突出暎
我国社会体育经费来源渠道单一棳主要依靠财政拨款棳远不能

满足实际需求暎而美国大众体育完全依靠产业化运作实现造

血功能棳棻椆椆 年棳美国体育产业创造了 棽棻亿美元的收入椲棻棿椵暎
我国目前单项体育协会暍行业体协暍人群体协及体育俱乐部等

社会体育组织发展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棳民间体育社团数量很

少棳都没有真正发挥功能暎而真正推动美国大众体育发展的是

名目繁多的社会体育组织棳基层活动均通过俱乐部开展暎
棾暋美国户外运动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户外运动在各国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共性棳借鉴美国户外运

动的发展经验棳有助于我国制订更加科学完善的户外运动发展

规划棳进而推动我国户外运动健康暍持续暍稳定暍快速发展棳美国

户外运动发展对我国具有以下启示暎
棾棶棻暋教育与宣传相结合棳增强大众的参与意识

与美国相比棳我国大众户外运动参与意识淡薄棳所以应该

从教育与宣传入手棳增强大众参与意识暎从教育来看棳应将休

闲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棳发挥家庭的桥梁作用棳学校的基础

作用棳社区的阵地作用棳以及成人教育的辅助作用暎从宣传来

看棳通过主流媒体的大力宣传使更多的人了解户外运动的内涵

及作用棳在全社会营造户外运动的舆论氛围棳培养公众理性参

与的习惯棳推动户外运动的广泛开展棳培养户外运动文化棳给户

外运动注入持久的活力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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斨旓旍灡棽棿斘旓灡棻棷斒斸旑旛斸旘旟棽棸棻棽

棾棶棽暋制订完善政策和法规棳确保行业健康发展

美国户外运动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美国政府强力政策法

规支持基础之上的暎我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应该建立和完善一

套包括财政投入暍税收暍信贷在内的完整暍系统的户外运动政策

体系棳为户外运动创造良好的发展平台暎目前棳我国户外运动

方面的法律法规尚处于理论论证阶段棳出台的仅是登山和攀岩

项目的管理办法棳例如暥国内登山管理办法暦暥攀岩攀冰运动管

理办法暦等棳但这些管理办法也存在范围较窄暍约束性和强制力

不强等问题暎因此棳一方面要完善现有的管理办法棳拓展其范

围棳将部分运作成熟的管理办法提升到法律层面椈另一方面棳要
通过监管加大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的执行力度暎
棾棶棾暋以教育机构为依托棳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美国的户外运动人才培养注重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相结

合棳方式灵活棳实践性强暎我国也要通过高等院校学科资源与

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来培养高素质的户外运动专业人才暎首

先棳教育部门可以考虑在大中专院校的旅游管理暍休闲体育等

相关专业中开设户外运动课程棳例如户外运动概论暍户外医学暍
自救求救等棳并尽快在有条件的院校开设户外运动专业暎其

次棳教育部门应组织专家对户外运动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方案

进行统一论证棳组织编写适合我国国情的户外运动专业教材暎
再次棳国家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加强自身建设棳尽快成立户外运

动行业协会棳通过与教育部门的合作棳加快户外运动职业教育

的建设步伐暎
棾棶棿暋整合区域优势棳规划户外运动资源开发

美国户外运动资源开发非常充分棳户外运动资源主要包括

自然资源和项目资源棽方面暎从自然资源来看棳我国各地应因

地制宜棳对户外运动资源开发的可行性进行前期评估棳为所开

发资源的规模和档次提供科学的依据棳并且根据自身的经济条

件状况选择适合的开发模式棳避免盲目开发暎从项目资源来

看棳各地一方面可以引进国外盛行又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户外

运动项目棳例如热气球暍滑翔伞暍探洞等棳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分

散的传统民族体育项目集合起来棳进行筛选暍改造暍包装暍重组棳
开发成群众喜爱的民族性户外运动项目棳例如骑射暍摔跤暍龙舟

赛暍舞狮舞龙暍竹竿舞等暎
棾棶暋以中小学为突破口棳促进青少年儿童广泛参与

青少年儿童是美国户外运动的生力军棳而我国青少年儿

童参与户外运动的比例极低暎青少年儿童是我国户外运动持

续发展的基础暎青少年儿童户外运动的开展应该与中小学体

育课相结合棳教学内容可分为理论课和实践课棽部分暎理论

课讲授户外运动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棳实践课则注重学生户

外运动技术暍技能的培养暎除了体育课之外棳中小学还可以

通过少先队暍共青团这棽个主流青少年组织棳结合团日暍队

日活动棳利用周末暍寒暑假等时间棳以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

营地为依托棳组织小型户外运动竞赛棳培养广大中小学生参

与户外运动的兴趣暎

棾棶椂暋强化行政管理职能棳加快各类组织发展

美国户外运动的管理主体是名目繁多的社会体育组织暎
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户外运动要由政府与社会共同进行管

理暎棻棭应该从行政上强化国家登山运动管理中心的监管权力棳
一是落实户外运动规章制度的具体实施棳二是严格执行俱乐部

及从业人员的资质认证及年审制度棳三是建立户外运动用品的

质量认证标准棳规范市场价格体系暎棽棭积极稳妥地推进户外运

动协会实体化改革棳使协会逐步成为自主决策暍自主管理暍自我

约束暍自负盈亏的社团法人暎棾棭体育行政部门应该在政策上鼓

励和支持社会兴办各种户外运动经营组织椈同时棳户外运动经

营组织应该拓宽服务面棳增强自我积累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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