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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户外运动产业3万亿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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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户外运动“淘宝”平台

建立户外运动产业链、 为消费者提供全
方位的户外运动信息， 成为户外运动领域发
展的重点。 在提供信息服务方面，《规划》提
出，提升户外运动数字化、智慧化水平，发挥
“中国冰雪”“中国田径”“汽摩家”“去飞行”“全
国冲浪桨板查询服务平台” 等信息服务平台
的作用，汇集并发布户外运动设施、线路、赛
事活动及配套服务信息。

在吴丽云看来，对于某些企业来说，可能
原本有些资源不能参与， 但是通过公开流转
的方式，可以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其中，
有助于企业、 社会资本共同把户外运动做得
更好。

此外，《规划》还指出，推进户外运动装备
器材便利化运输。 研究探索在部分户外运动

目的地为骑行、 滑雪爱好者试点提供便利化
运载服务， 为户外运动参与者跨区域流动提
供条件。

鼓励发放体育消费券

《规划》提出，发挥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
市、示范城市作用，将户外运动消费作为促进
体育消费的重要内容。 鼓励发放体育消费券
的地区将户外运动消费纳入使用范围。 引导
和支持各地开展融合文体旅多业态的消费
季、消费月活动，营造户外运动消费氛围。鼓
励各类健身活动向户外运动倾斜， 激发群众
参与户外运动的积极性。

今年8月1日，第三届“8·8北京体育消费
节”线上活动开启，消费者可进入活动主会场
领取专属优惠券， 即可直接使用该优惠券购
买商品。不仅是北京，厦门、四川、浙江等地也

相继举办了与户外运动相关的活动。

引导高端消费回流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
消费观念也正在发生着变化。《规划》提出，推
动科技赋能户外运动场景，开发智能骑行、智
能划船、模拟飞行等线上产品和服务，打造户
外运动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消费新模式。鼓
励将户外运动装备门店打造成为沉浸体验中
心、创新科技展馆和品牌文化中心。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 滑雪等冰雪运动也
将被众多雪友提上日程。除滑雪外，其他户外
运动也有着显著的增长。 以国庆假期前段情
况为例，自行车、滑板、户外服饰鞋帽、飞盘、
露营厨具等产品热销，均有两位数增长。

吴丽云分析道，智能化、品牌化、时尚化
肯定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无论是虚拟现
实， 还是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都会为大众全
方位地去体验户外运动提供最便利的条件。
同时，因为消费理念的转变，户外运动也会逐
渐成为人们的一种时尚生活方式。另外，国内
户外运动设施设备品牌的国产化， 也是未来
的一个重要方向。

北京商报记者 吴其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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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中国智造”

随着户外运动逐渐成为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运动方式，户外运动产业正
快速发展。

此次《规划》明确，将加快户外运动
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 加强新材料、先
进技术与设备在户外运动用品制造领
域的应用，不断提高冰雪、水上、航空等
户外运动装备器材的研发制造水平，打
造中国智造品牌。

鼓励户外运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
所联合创建户外运动用品研发制造中
心，通过资源共享、创新要素优化组合、重
大科技任务牵引等手段，提高核心技术自
主研发能力。 鼓励户外运动用品制造企
业延长产业链条， 发展户外运动用品体
验、竞赛表演、旅游、康养度假等产品。

《规范》印发后，带动户外运动概念
股拉升，三夫户外、力盛体育涨停，牧高
笛、舒华体育、中体产业、探路者、莱英
体育、金陵体育等涨超5%。

推动与其他产业融合

针对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规划》
明确了优化户外运动产业结构的主要
任务并指出，推进户外运动服务业提质
增效，完善以户外竞赛表演和健身休闲
为核心，户外教育与培训、户外节庆与

会展、体育旅游等业态共同发展、量质
齐升的户外运动服务业发展体系。

加强户外运动基础性、公益性服务
供给，开发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生活性户
外运动服务， 深化户外运动赛事与体
验、教育与培训、节庆与旅游等服务创
新， 推动户外运动服务业向数字化、品
质化、低碳化发展。

《规范》 确定推动户外运动与其他
行业融合的发展方向。将加强户外运动
与教育融合，有序发展户外运动教育与
培训市场。推进户外运动与旅游深度融
合，以徒步、骑行、汽车自驾、航空运动等
项目串联景区景点、度假区。推动户外
运动与卫生、健康、养老等融合，开展户
外运动健康干预、康复疗养、健康养老
等多样化康体服务，发展户外运动康复
产业。

支持户外运动与文化产业融合，开
展户外运动电影、纪录片、摄影、动漫、
收藏品等创作及展示展览活动，发展户
外运动文化产业。引导和支持各地开展
融合文体旅多业态的消费季、消费月活
动，营造户外运动消费氛围。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
长魏鹏举谈到，长期以来，户外运动与
文旅产业便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产业融
合发展也是行业大势所趋，《规划》的出
台和实施， 将进一步利好相关行业，提
振业内信心，并激励户外运动相关资本
市场。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韩昕媛

疫情是促进器

《规划》 明确了产业规模的短期目标和想
象空间无限的中长期目标。

到2025年， 户外运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成
效显著，基本形成供给与需求有效对接、产业
与生态协调发展、产品与服务品牌彰显、业态
与模式持续创新的发展格局。户外运动产业总
规模超过3万亿元。

到2035年，户外运动产业规模更大、质量
更优、动力更强、活力更足、发展更安全，成为促
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推
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
力量。

在东巴户外主理人张钧看来， 如今山地野
营、骑行登山、陆冲滑板、飞盘桨板等昔日小众
运动早已在年轻人中普及开来。“户外运动两三
人可成行，独胆英雄也能玩，所以反而在过去几
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这些年国内自然环
境的整治也给户外运动提供了更多空间。”

自然资源开放

自然环境是决定户外运动发展的关
键，《规划》明确，将推动自然资源向户外运

动开放。
其中，围绕可利用的森林、草原、沙漠、湖

泊、 海滩海域等自然资源， 在符合自然保护
地、生态保护红线相关法律法规、管控要求和
项目准入制度的前提下， 在部分有条件的国
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
划定合理区域开展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开放
试点， 建立健全自然保护地开展户外运动的
监管制度。

此外，《规划》 强调优化重点项目空间布
局。例如，在河北崇礼、吉林长白山（非红线
区）、黑龙江亚布力、新疆阿勒泰等地建设冰雪
丝路带；南方地区为协同发展区域，形成东西
南北交相呼应、春夏秋冬各具特色、冰上雪上
协调并进的发展格局。山地户外运动形成“三
纵四横”（太行山及京杭大运河、 西安至成都、
青藏公路、丝绸之路、318国道、长江、黄河沿
线）空间布局。水上运动建设“五方三点”（以东
优、西扩、南强、北进、中兴为五方特点的空间
布局，以国民水上休闲运动中心为焦点、以绿
水青山系列赛事为支点、以江河湖库海为发力
点的三点式工作网络）产业集聚区。

产业布局因地制宜

自然资源向产业倾斜的同时，如何“因地

制宜”“事半功倍”获得双赢同样在《规划》里找
到了答案。

《规划》提出，在京津冀区域，加快建设京
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推动东北、华北、西北冰雪
运动发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北方冰雪运
动引领区；

支持长三角户外运动产业一体化发展，建
设若干户外运动用品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市
场服务等全产业链的创新高地， 发展露营、铁
人三项、滑翔伞、滑水、桨板、骑行等项目，辐射
带动华东地区，打造华东户外运动示范区；

推动中部地区山水陆空各类户外运动项
目发展，因地制宜开发山地自行车、垂钓、航空
运动等项目，打造中部户外运动体验区；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帆船、冲浪、海钓、
潜水等项目，辐射带动华南地区，打造华南户
外运动休闲区；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
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看来，“因地制宜”发
挥的是区域资源的集中调动作用，这样不但能
更好地做到竞争力资源的适配，同时也能更加
深入贯彻“两山”理念，增强生态环境保护与生
态价值转化意识。“不大兴土木、 不大拆大建，
在保护区域山水的同时，更好地去发展户外运
动产业。”吴丽云进一步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王寅浩

造节、消费券、建平台
刺激户外运动消费一个不能少

消
费

搭建户外运动产业发展平台、完善户外运动消费政策以及创新户外运动消费新
场景、新模式、新业态无疑会从多维度促进户外运动消费的增长。各地推出的户外运
动节、消费节也为消费者营造了积极健康的户外运动氛围。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快
速发展，智能化设备也在孕育而生，不断为户外运动爱好者“充能”。

数字、品质与低碳
户外产业提速升级

产
业

三年后产业规模达到3万亿的目标明确后，相关产业升级的内容、市场
空间、企业机遇也浮出水面：产业端提速转型升级，装备端凸显中国智造，
服务端瞄准“数字、品质、低碳”等，相关概念股当日迎来一波上涨。随着《规
划》的进一步落地，将带动户外运动场地设施增加，参与人数不断增长，推
进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到2025

年
发
展
目
标

◇户外运动场地设
施持续增加

◇普及程度大幅提升

◇参与人数不断增长

◇产业总规模
超过3万亿元

截至2021年底
全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已超过

4亿人

滑雪场、山地户外营地、航空
飞行营地等户外活动场地

大幅增长

三年新建1万个营地
拟推公建民营

建
设

在户外运动场地设施建设方面，《规划》 不仅提出了未来三年户外运
动场地建设的目标，还在经营模式上提出通过推广公建民营模式，提高建
设运营效率。同时要求进一步完善营地配套，规范露营市场。

三年建万个营地

《规划》提出，到2025年，建设各类
户外运动营地10000个， 其中包括利用
风景道、步道、水道、雪道、跑道、骑行道
等线状道路，串联山地户外营地、航空
飞行营地、滨海度假营地、汽车自驾运
动营地、运动船艇码头、自行车驿站、滑
雪场等设施，形成全域覆盖、配套完善
的户外运动场地设施供给格局。

为此，将实施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
工程，因地制宜建设航空飞行、汽车自
驾、冰雪、山地、水上等户外运动营地，
加强户外运动营地与交通干线之间的
连接。此外，要求统筹用好多方资金渠
道，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积极性。

推广公建民营模式

在户外运动营地的运营管理模式
方面，《规划》也给出了明确指引，即推
广“政府建设、企业运营”“政府和企业
成立合资企业建设运营”等公建民营模
式，强化政府要素保障能力，保障企业
市场化运营灵活度，提高户外运动营地
及配套设施的建设运营效率。

吴丽云表示，“民营企业对市场的
把握较强，对于运营模式的把握也较为

灵活。通过公办民营的模式，可以在解
决基础设施问题的同时，赋予户外运动
场地较为灵活的运营机制，使其能够更
有效地运营”。

分类型制定建设标准

对于户外运动配套设施的完善也
被提上了日程，《规划》中也提到，应完
善停车、供水、供电、环卫、通信、标识、应
急救援等户外运动配套设施；制定不同
类型户外运动营地的建设标准和分级
评定标准，提高户外运动营地的服务水
平。并鼓励运营管理规范、服务质量优
良、综合效益显著的户外运动营地申报
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近几年， 随着露营产业的快速发
展，配套设施不足也成为影响游客体验
的主要问题之一。对于露营产品的配套
设施，《规划》提出支持在营地集聚区域
配套建设露营服务中心、加油（充电）站、
维修站、停车场、旅游厕所、观景平台等。

在吴丽云看来，此次发布的《规划》
明确了户外运动场所、营地等应该完善
的配套设施。“此次规划的出台给企业、
社会资本提供了方向，有助于吸引更多
资本投入户外运动产业，推动户外运动
的发展。”

北京商报记者 关子辰 张怡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