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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开展户外运动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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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然保护地是开展户外运动的重要空间载体，自然保护地开展户外运动也是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创新举措。针对自然保护地开展户外运动存在的生态环境破坏、安

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两个关键性问题，基于人地关系协调视角，梳理与总结发达国家在自然保护地

开展户外运动的经验，并进一步结合国内发展实际，从完善政策法规、推进自然保护地营地教育、

创新户外运动产品与服务、加强环境效应评估、规范户外运动项目开发等方面提出中国路径。 
关  键  词：户外运动；自然保护地；人地关系协调 

中图分类号：G804.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3)02-0049-08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China’s path of developing outdoor sports in natural 

reser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n-land relationship coordination 
ZHOU Lijun，WANG Ya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College of Education，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China) 
 

Abstract: Natural reserves are important space carrier for outdoor sports, and developing outdoor sports in natural 

reserves would be also a significant measure to practice the idea tha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However, this process is accompanied with two key issue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and possible 

accidents. Focusing on these two realistic challenges, this paper summarize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coordination and explored China’s path of developing outdoor sports in natural 

reserves as follows: perfecting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design, promoting protected area outdoor camp education, 

innovating outdoor sports products and services, strengthening the evaluation of outdoor sports on environment, and 

then standardizing outdoor sports develop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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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球，利用自然保护地开发户外运动是一种

常态。据统计，国际上自然保护地年均接待户外运动

参与者和游客约 80 亿人次，广泛开展了徒步、登山、

露营、攀岩、自行车、滑雪、皮划艇、滑翔伞等户外

运动项目，并促进了户外装备器材、教育培训等业态

的发展，创造直接收入 6 000 亿美元[1]。相比之下，我

国自然保护地开展户外运动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

规模，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自然保护地开展了户外探

险服务和活动[2]。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

下，人民群众对体育运动的需求日益增长，我国自然

保护地徒步、冰雪运动、露营等户外运动成为新热点

新风尚[3]。 

2019 年以来，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

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的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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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出台，自然保护地开展户外运动成为我国体育领域

和生态环境领域共同关注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国家

体育总局、国家林草局就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开放议

题展开多次调研与研讨；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户外

运动行业协会等在自然保护地探索开展徒步、登山、

露营、自行车、素质拓展等体验类运动，举办武夷山

国际马拉松、环博格达峰超级越野精英赛、神农架大

众冰雪节等一系列深受群众喜爱的赛事与节庆活动。

然而，自然保护地开展户外运动仍受到较多限制，如

山地越野、翼装飞行类赛事因发生事故被陆续叫停，

格聂户外徒步 C 线和 V 线、泸沽湖露营及垂钓等体验

项目因涉及环境污染被相继禁止，户外运动未被作为

生态体验活动列入三江源等最新设立的第一批国家公

园总体发展规划等。 

人地关系是人类社会及其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

交互作用[4]，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空间载体，

人具有认识、利用和改造地理环境的主观能动性[5-6]。人

地关系协调论认为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形成

一种动态结构，随着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与利用、经

济利益获取等活动的发生，人地关系会发生失衡，因

此需要探求有效的调控方式改变要素的相互作用，达

到人地关系整体优化、综合平衡的状态[7]。自然保护地

开展户外运动，实际上是人类开展户外运动与自然保

护地形成相互依赖与制约的客观关系，也就是构成了

一种新型的人地关系。当前，自然保护地开展户外运

动受到限制可以认为是人地关系失衡的结果。一方面，

随着户外运动参与者人数增加，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

放增多，使得自然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8]；另一方

面，自然保护地环境具有复杂性，然而安全设施因环

保要求建设受限，使得户外运动尤其是极限项目的安

全事故时有发生[9]。 

基于此，本研究从人地关系协调视角，构建自然

保护地开展户外运动的分析框架，并基于国际经验提

出协调举措，最后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我国自然保

护地开展户外运动的发展路径。 

 

1  自然保护地开展户外运动的分析框架 
1991 年吴传钧先生提出人地关系协调思想，指出

“协调人地关系要谋求人和地两个系统各组成要素之

间在结构和功能联系上保持相对平衡”，并提出“研究

不同层次、不同尺度的各种类型地区的人地关系协调

模型”是中国人地关系研究的重点之一[4]。进一步，毛

汉英[10]提出人地关系协调的目标是：社会公平公正与

进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与资源

永续利用。这就意味着人地关系协调需要维持社会、

经济、环境、资源 4 个维度的平衡与发展。这 4 个维

度也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全域[5]、黄河流域[11]等不同地域

人地关系协调中。随着人地关系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旅游学界侧重于对人的旅游活动的研究，具体探讨人

的旅游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罗金华[12]、徐福英等[13]

立足海岛与森林等旅游地，认为旅游地人地关系协调

亦包括社会、经济、环境、资源 4 个维度，并立足于

这 4 个维度，具体提出政策制定、项目开发、产品策

划、环境伦理教育、环境监测、景观建设、生态化布

局等协调举措。户外运动与旅游都属于生态体验类型，

在资源、产品等方面存在共同点[14]，自然保护地开展

户外运动与旅游地开展旅游具有相似性，因此，社会、

经济、资源与环境这 4 个维度也恰为本研究分析自然

保护地开展户外运动的协调举措提供了研究视角。 

1.1  社会要素 

社会要素是人地关系的基石[7]。人的发展与社会进

步是人地关系协调的重要标志[4]。首先，一定地理环境

能容纳的人数是有限的[15]。与此同时，人具有认识、

利用和改造地理环境的主观能动性[5-6]。因此，一定数

量和质量的人口是利用资源与改善环境的基本动力。

这一结论在户外运动的相关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提

升参与者户外运动专业技能、生态价值观、安全知识

与技能等素质有利于提高户外运动安全、保护环境、

促进经济增长、形成可持续的社会体系[16]。维持社会

有序发展和动态平衡的秩序离不开社会规范，规范是

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民等各类主体需要共同遵守

的标准[17]。因此，规范也能引导自然保护地开展户外

运动从无序向有序进步，加强利益相关者在环境保护、

资源开发、利益分配等环节的效率。 

1.2  经济要素 

经济要素是驱动人地关系状态变化的主要原因[5]。

首先，在经济发展要求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需求持

续增加，然而不合理的开发与利用方式导致区域性污

染和土地退化，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加剧[5]。以经济

利益为导向的户外游憩活动，容易发生资源粗放开发与

盲目利用的问题，从而造成自然保护地土壤、植被、水

等自然资源受到污染，同时导致生态系统功能弱化[18]。

然而，户外运动经济活动为自然保护地实现了“造血”功

能。户外运动积累的经济资本既有利于提高户外运动产

品与服务的质量，深化自然保护地户外运动品牌建设[19]，

同时也为自然保护地医疗救护、环保、交通、科研等公

共服务提供了资金保障，为社会提供了就业机会[20]。 

1.3  环境要素 

环境要素在人地关系中制约着人的生存与生产[4]。

环境是直接或间接影响生物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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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环境、水文

环境、土壤环境和生态环境[6]。户外运动与环境紧密相

连，环境极大程度地影响户外运动的体验感[21]。因此，

自然保护地环境完整性、丰富性、特殊性为户外运动

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先决条件[22]。此外，我国在建立第

一个自然保护地时就提出生态环境保护这一首要目标。

因而，坚持生态化也是自然保护地开展户外运动的重

要原则之一，也就是在不损害公众户外游憩的权利下，

预防或控制户外运动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不良后果。 

1.4  资源要素 

资源是人地关系中被人类直接利用的部分[23]。依

托山地资源、水资源、冰雪资源、风资源，分别可开

发山地运动、水上运动、冰雪运动和航空运动。自然

保护地资源内容、资源分布位置、资源开放程度、资

源开发情况都可以影响资源要素利用的效果[24]。自然

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会引发资源退化、环境的破坏，阻

碍人类社会的发展[25]。相反，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

一方面可以促进安全、有特色的户外运动项目的开发，

另一方面可以减少生态环境破坏、降低开发成本、保

留地方历史遗迹等[25]。  

 

2  自然保护地开展户外运动的国际经验 
2.1  社会举措：通过政策法规与户外教育保障户外运

动规范开展 

1)制定政策法规，加强制度保障。 

国外自然保护地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来保障自

然保护地科学安全地开展户外运动。美国国会自 1916

年始先后颁布《国家公园管理局组织法》《荒野法》《原

生自然与风景河流法》和《国家风景与历史游路法》，

明确各类自然保护地由专门化的管理机构进行治理，

管理机构具有保护资源和为公众提供欣赏资源机会的

职责，并明确将徒步、原始性野营、非机动划船等户

外运动项目列入在允许开展的活动范围。同时，国家

公园作为最具有国家代表性的一类自然保护地，拥有

其独立的授权法。如《黄石公园法》，由国会通过总统

签署。此外，每一个自然保护地的管理机构还会根据

自然保护地自身情况制定相关政策文件。如优胜美地

国家公园管理局出台了《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安全条例》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令》等，明确自然保

护地开展户外运动的区域、路线、项目类型、场地设

施建设情况与限制行为等，由此有序开展了骑行、攀

岩等十余种户外运动[26]。Josef[27]分析了芬兰等 10 多个

国家自然保护地的政策出台及落实情况，结果表明，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主要通过确立户外运动等活动开

展的合法性、明确活动环境控制管理办法，为自然保

护地规划及管理活动提供了根本的支持与保障。 

2)开展户外教育，提升参与者环保意识与安全技能。 

国际上，自然保护地把环境教育与安全教育统称

为户外教育。户外教育通过徒步、登山、露营、素质

拓展等户外运动，让学习者在自然环境中学习无痕山

林的理念，产生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认同感，从而

形成更高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与更主动的生态环境保

护行为[28]。此外，户外教育还能帮助学习者掌握安全

知识、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和伤病救治能力、培养合作

精神等[29]。在美国，青少年是提升全民素质的重点对

象。因此，自然保护地户外教育与学校接轨，由学校

教师和公园管理员共同带领学生进行课堂学习和自然

保护地实地考察学习。美国国家公园基金会还专门设

立“为孩子开放户外”(Open OutDoors for Kids)项目，

支持孩子走进国家公园开展体验式学习[30]。根据美国

国家公园基金会 2021 年度报告显示，该项目一年就赞

助 18.4 万多名学生走进国家公园参与户外教育[31]。一

项关于加拿大户外教育作用的研究表明，户外教育能

让人从亲近自然、体验自然、感知自然到热爱自然，

同时有利于参与者掌握户外安全知识与技能，从而实现

了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参与者的安全保障[32]。 

2.2  经济举措：通过特色活动与特许经营模式提升自

然保护地“造血”能力 

1)打造赛事与节庆活动，延长产业链。 

国际上自然保护地通过开展户外运动赛事与节庆

活动，营造浓厚的户外运动文化氛围、拓展自然保护

地的增收渠道。美国新河峡谷国家公园把每年十月第

3 个星期六设为新河大桥日(Bridge Day)，在高约 267

米的新河大桥桥顶举行定点跳伞活动，每年吸引十余

万人观看此活动，并获得转播费、赞助费和参赛门票

等各类收入超过 300 万美金[33]。此外，新河峡谷国家

公园还举办了马拉松、越野跑、铁人三项等丰富多彩

的赛事。为确保赛事安全开展，新河峡谷国家公园通

过明确安全监管原则和责任主体，及时有效地发现、

规避和控制安全风险。高质量的赛事与节庆活动使得

新河峡谷国家公园获得“美国东部户外运动首选目的

地”“全国户外游憩者的天堂”等美誉[34]。此外，Cetin

等[35]研究还证明，高质量的户外运动赛事与节庆活动

直接带动了户外运动消费、门票、赞助和转播等收入

上升，同时进一步激发了周边社区旅游、户外运动装

备制造等业态的活力，为保护环境、修复环境、建设

安全设施提供了经济基础。与此同时，自然保护地管

理部门在打造户外运动品牌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了对

户外运动安全和绿色环境的重视。 

2)开展特许经营，释放生态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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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自然保护地

鼓励当地社区和企业等营利性社会力量以特许经营的

方式，在指定区域或线路内提供户外运动产品与服务。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公法 105-391 第 418 条规定，通过

特许经营的方式开展徒步、骑行、滑雪和雪鞋健行、

非动力划船等多类型户外运动的商业导游服务，其中

骑行就开发了 8 条不同主题的路线[36]。特许经营服务

有效提高户外运动参与者的体验感，规避和减缓户外

运动安全风险等问题[37]。为保证特许经营项目的高质

量发展，自然保护地对经营者有严格的要求，如规定

教练员或导游需具有专业机构颁发的资格证、限制培

训班学员与教练的师生比等[38]。特许经营释放了自然

保护地的生态红利，实现了生态增收 。与此同时，特

许经营收益按照一定比例作为生态环境补偿，重新投

入到自然保护地的自然生态修复与保护、基础设施提

升改造等项目中[39]。 

2.3  环境举措：通过环境风险评估与监测促进环境可

持续发展 

1)开展环境风险评估，预防环境污染。 

环境风险评估是在于全面了解开展户外运动可能

造成的各类环境风险，并提出有效的风险控制方法。

国际上自然保护地通常采用空间影像的图解分析与仿

真模型等方法对环境风险作出识别，并列出重点监测

清单。如澳大利亚户外运动胜地科修斯科国家公园通

过风险识别，认为徒步有可能造成土壤侵蚀、真菌病

原体传播、外来物种种子散播、植被破坏等；滑雪有

可能造成植被破坏，野生动物受干扰，山体发生变化

等；滑翔伞有可能造成噪音、飞行动物受影响等[40] 。

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实施了一

系列的风险控制战略，如制定生态环境影响应急计划、

加强配套排水设施、改造土地的坡向和坡度、限制大

排量车辆装备的使用等[41]。通过环境风险评估，户外

运动开发者在前期就能考虑到自然保护地环境承载力

和户外运动项目对环境压力的关系，及时预防可能造

成的环境污染。 

2)全方位环境监测，确保生态环境可持续性。 

生态环境监测旨在测量户外运动设施建设、活动

开展等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实际影响。环境监测通常采

用常规监测和专项监测相结合的环境监测方式[40]。常

规环境监测利用 GIS、红外相机等多种监测技术，收

集和分析土壤、大气、水、动植物的生态情况以及污

染物的分布与迁移转化情况等。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

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对生态薄弱、出现稀缺物种的区

域进行封闭和修复。在全面环境监测基础上，国外自

然保护地还针对性地开展了户外运动专项生态环境监

测，美国大南叉国家河流和生态保留地管理部门根据

户外运动环境风险评估给出重点监测清单，利用跟踪

监控、场地巡护等方式，定期开展检测[41]。对于难以

达到环境要求的户外运动，自然保护地制定了一系列

干预措施，如暂时性停业、缩减和控制参与人数、引

导和约束参与者行为、改造户外运动场地、重新设计

户外运动路线等 [42] 。澳大利亚河流研究所研究员

Hadwen 等[43]指出，生态环境监测可以有效评估生态环

境的质量和稳定性、及时掌握环境的异常情况，是自

然保护地及时发现并干预生态环境问题的手段，为环

境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参考，保障了户外运动与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 

2.4  资源协调举措：通过规划和资源整合实现资源永

续利用 

1)强化规划编制，科学开发新资源。 

国际上自然保护地的户外运动规划内容详尽。加

拿大首个国家公园——班夫国家公园的规划包含：可

开发资源的范围、数量和质量、资源类型和特点、户

外运动场地与线路、配套设施等。在规划的引领下，

班夫国家公园科学开发资源，形成了冰川徒步、激流

皮划艇、雪鞋健行、机动雪橇等一大批时尚新颖的户

外运动，成为了世界一流的户外运动目的地[44]。有研

究对 229 个世界自然遗产地的规划制定与发展情况进

行了比较，结果发现，规划有利于自然资源的科学开

发，一方面，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资源，能把自然与

文化资源优势直接转化为户外运动等游憩项目发展的

优势，有效减少了因资源开发不充分、不恰当造成的

安全事故；另一方面，规划可以推动自然生态资源保

护与社会、经济良性循环，最终达成自然生态资源永

续利用的目标[45]。 

2)整合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 

国外自然保护地通过资源整合，对已开发过的资

源进行改造升级，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新河峡谷

国家公园所在的西弗吉尼亚州煤矿资源丰富，早期开

发了大量煤炭运输通道。随着环境恶化，采矿被停止。

为帮助衰退中的老矿区找到再生之路，新河峡谷国家

公园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将煤炭运输通道改造成为自

行车道 ，对矿山、矿坑、矿洞等进行清理美化，并新

建一部分道路和平台，形成完整的户外运动和文化旅

游路线，为户外运动参与者探索煤矿小镇遗迹提供了

新的途径和空间[46]。整合资源保留了自然保护地原有

肌理和历史印记，遏制了新资源过度开发的不合理行

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资源，减少了资源开发造成

的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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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然保护地开展户外运动的中国路径 
3.1 完善政策法规，加强自然保护地治理 

2019 年我国提出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第一批国家公园于 2021 年 10 月正式设

立，其他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也正处在迭代升级的重

要阶段。然而在面对环境保护不当与资源利用不合理、

游憩机会受到限制等关键问题，自然保护地相关法律

法规仍然存在立法层级低、法规之间协调性差[47]，自

然保护地保护与户外运动发展缺乏相应的政策法规指

导与保障。为进一步统筹自然保护地与户外运动发展，

借鉴国际经验，我国需要对自然保护地开展户外运动

的政策法规进行完善。首先，在构建我国自然保护地

法律法规体系层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已研究确立构

建自然保护地“两法+两条例+N 办法”立法体系，即

以《自然保护地法》为基本法，《国家公园法》《自然

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支撑，

地方性法规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法律法规体系[48]，藉

此避免立法缺失、法规之间相互矛盾的问题。当前，

我国在国家层面已出台了《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 年修

订)》《风景名胜区条例(2016 年修订)》两部行政法规，

明确鼓励开展旅游活动和娱乐活动。在此基础上，在

“两法、N 办法”制定和“两条例”修订中，还需进

一步明确政府与管理机构等主体在保护与开发方面权

利、责任和义务、保障公众游憩休闲权利、建立资源

有偿使用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等内容，为自然保护地

开展户外运动的定位以及运行方式提供指导。其次，

在政策层面，需要针对自然保护地开展户外运动提供

更为具体详细的纾困措施，包括明确户外运动环保和

安全的管理主体和办法，出台户外运动事故处理办法，

出台资金、人才、土地激励政策等，从而为自然保护

地户外运动项目的落地实施提供指导，引导政府和市

场关注并重视自然保护地开展户外运动。 

3.2  推进自然保护地户外营地教育，提升户外运动人

口素质 

近年来，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

国登山协会等联合评选了国家级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

营地等奖项、召开了全国青少年户外营地大会等重要

会议。因此，在我国“户外营地教育”被认为是户外

教育的重要形式。李群绩、赵智聪等学者认为，户外

营地教育符合自然保护地提供教育这一服务社会的功

能定位，有助于提高户外营地教育质量、增强安全与

环保教育效果[25，47]。目前，我国的户外营地教育整体

尚处于初期阶段，仍存在偏离教育主线向旅游发展、

教师缺乏能力与资质、行业自律性低下等问题[49]。 

因此，为推进我国自然保护地户外营地教育，一

是研发户外营地教育课程内容。以培养生态意识、传

授户外运动安全知识与技能、提高个人综合能力为目

标，针对性地建立起与参与者心智发育、户外运动技

能相匹配的知识结构体系和课程体系。二是创新多元

的教学方法。充分利用自然保护地的自然景观和户外

运动项目，以知识讲授、户外运动体验、安全救援模

拟演练、案例研讨等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参与者理论

联系实际，在具身体验中，通过身体运动和听觉、触

觉、视觉等感觉，进一步认识到环保与安全的重要性，

形成保护环境与注重安全的意识、行为。三是建立专

业的人才队伍。通过开展业务培训、海外交流等学习

活动，提升户外营地教育教师的综合素质；鼓励自然

保护地与高等院校建立科研、实践和培训基地，培养

专业的户外营地教育人才，从而以专业的人才队伍保

障户外运动人口素质教育的水平和效果。四是建立健

全户外营地教育的评价体系。把学生满意度、师资配

备、基础设施建设等作为评价的重要内容，全面考察

户外营地的教育效果和发展潜力。由国家、行业协会

或其他组织评选优秀户外营地的标杆，推广优秀经验，

以此营造良好的户外营地教育环境，为户外运动人口

素质的提升提供优质土壤。 

3.3  创新户外运动产品与服务，驱动绿色经济增长 

“两山”理念下，我国自然保护地户外运动发展

的双重思路是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以绿色可持

续的户外运动推动经济与社会、环境、资源之间的循

环。然而，我国自然保护地供给的户外运动项目则较

为单一。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自然保护地开展户

外运动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在 1 818 个自然保护地

中，开展最多的运动项目是徒步(49.34%)，其他依次

为登山(46.04%)、露营(28.38%)、自行车运动(23.27%)、

素质拓展(18.04%)等。与此同时，基于户外运动体验

的差异性特点，户外运动参与者受到场地条件、自身

运动技能水平等因素影响，会获得不同的时空体验、

感官体验、身心体验和互动体验[50]，然而现有的户外

运动项目在路线选择和难度选择上较为单一，难以满

足户外运动参与者多样化的体验需求。其次，我国自

然保护地尤其是国家公园，户外运动的建设与发展都

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存在供给效率较低的问题[51]。因

此，我国在 2015—2017 年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工作

中，对特许经营进行了实践。试点结果发现，我国特许

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旅游等业态的发展，但仍存在

政府参与过度以致监督职能难以得到发挥、项目开发不

可持续的问题[52]，特许经营模式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为此，我国在自然保护地开展户外运动需要创新

户外运动产品与服务。首先，要丰富户外运动产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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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类型。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设计多样化

的户外运动场地与设施，打造丰富的户外运动产品体

系。如开展马拉松、越野跑、铁人三项等户外运动赛

事与节庆活动，提供装备器材销售与租赁、向导与背

夫等各类服务，从而满足户外运动消费者多元化、高

端化的消费需求。其次，建立自然保护地开展户外运

动的特许经营机制。鼓励社会各界，尤其是自然保护

地当地居民参与自然保护地户外运动项目的经营，在

制定区域或线路内提供优质的户外运动产品与服务，

顺应户外运动个性化、专业化的趋势。与此同时，明

确户外运动的经营活动需要遵守保护生态系统的首要

目标，并对特许经营的选拔要求、收费标准、监管制

度、赔偿机制等环节作出明确的规定。同时，加强技

术要素的驱动作用。以大数据、虚拟现实、物联网等

技术为依托，对接供需两端，打造全方位、多元化的

沉浸式体验感，科学指导户外运动安全开展，进而提

升户外运动参与者的满意度，加强户外运动安全管理。 

3.4  加强环境效应评估，确保自然保护地环境可持续发展 

我国户外运动环境效应评估在 3 个核心问题上仍

有待突破：第一，对户外运动环境影响的认识还不充

分。Zhong 等[53]认为，西方学者研究户外运动对生态环

境影响主要关注越野车、全地形车、骑马等对自然环

境和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影响，由于中西方户外运动项

目偏好，这些项目在中国并不流行，因此鲜有国内研

究关注户外运动对生态环境完整性和原真性影响。然

而随着露营、自行车等户外运动在我国的逐渐流行，

我国需提前预测不同户外运动项目以及项目交通、卫

生等配套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及时减轻户外运动对自

然保护地环境的负担。第二，生态环境监测水平还不

够高，具体表现在监测装备有待更新升级、监测信息

有待进一步整合[54]。第三，对于造成环境破坏和不良

影响的项目，仍缺乏有效的治理手段和方法。 

结合国际经验，为加强我国自然保护地环境效应

评估，首先，组建自然资源、户外运动等相关领域的

专家团队，从碳足迹、景观资源完整性、生物资源安

全性、生态服务功能可持续性等方面入手，科学分析

不同类型户外运动项目对自然保护地水、空气、土壤、

岩体、动植物等生态环境的影响内容与程度，继而制

定户外运动环境重点监测清单，提前提出预防或减轻

不良后果的对策。其次，提高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加

强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在环境监测中

的应用，建立自然保护地“天空地一体化”的生态环

境监测网络体系，监测户外运动设施建设、项目体验

及赛事开展对环境的实际影响，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进一步以监测结果为依据，干预户外运动开展。一旦

户外运动项目触发生态环境预警机制，立即停止相关

项目，并有针对性地调整项目的场地设施、管理参与

者行为。及时清退难以达到生态环境要求的户外运动

项目。按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落实

“谁污染谁买单，谁破坏谁治理”，对造成生态系统和

资源环境损害的相关单位和人员追究责任。 

3.5  规范户外运动项目开发，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 

合理开发自然保护地优质资源，能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进一步，自然与文化资源优势可直接转化

为户外运动项目发展的优势。当前，我国在利用自然

资源开发户外运动存在两个难点，第一，囿于自然保

护地资源的稀缺性，资源向户外运动开放程度有限。

第二，我国自然保护地户外运动资源开发缺乏对资源

的深入认识和科学利用，使得环境问题与安全事故时

有发生。 

为规范我国户外运动项目开发，打造可持续开发

资源的范式，我国自然保护地科学开发户外运动资源

应包含以下 3 个步骤。一是制订行业标准。鼓励户外

运动协会、科研院所等共同制定《自然保护地户外运

动管理办法》《国家公园步道建设规范》等行业标准，

明确自然保护地开展户外运动的场地设施、安全管理、

配套服务等方面的标准，保证自然保护地科学、合理

地开展户外运动。二是推动自然保护地层面制定个性

化的资源利用规划。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应结合资源

禀赋、区域历史文化及户外运动标准，设计一批具有

地方特色及有“故事”的户外运动项目。针对这些项

目，划分场地与线路、明确户外运动参与者应有的专

业技能、规定配套设施建设要求、制定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等。在规划时，还需注意多规合一，与其他土地

利用、生态环境保护、文化与旅游发展等各类规划相

衔接协调。在规划草案形成后，通过问卷调研、访谈、

座谈会和听证会等形式收集户外运动协会、户外运动

参与者、自然保护地居民、专家学者等关于自然保护

地开展户外运动的意见和建议。在规划修改完善后，

提交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进行备案和审批。通过一系

列程序制定出台的规划是开发特色化、高质量户外运

动的重要依据，对促进资源科学利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是及时评估户外运动资源利用情况。定期对户外运

动资源的原真性、完整性和协调性等进行综合性评价，

并提出下一阶段资源开发的方向与建议，为实现资源

永续利用的目标提供保障。 

 

本研究从分析自然保护地开展户外运动的协调要

素入手，剖析国外的相关经验，在结合我国实际的情

况下，提出完善政策法规、推进自然保护地户外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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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创新户外运动产品与服务、加强环境效应评估、

规范户外运动项目开发等举措。未来将以不同类型的

自然保护地为个案，以人地关系协调理论的要素为理

论依据，结合田野调查，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中国

自然保护地开展户外运动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助推

我国体育强国与生态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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