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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户外运动俱乐部发展的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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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实地调查法对北

京户外运动俱乐部的发展现状进行研究，运用 SWOT 分析法分析北

京户外运动俱乐部在发展过程中的优势、劣势、机遇以及面临的

威胁，并为北京户外运动俱乐部行业的良性发展提出对策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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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人民收入水平不断增

加，消费水平不断升高，人们对休闲、娱乐的需求不断增大。户

外运动是兼具旅游、健康、文化、教育的一种融合性活动方式，

走进“绿水青山”参与户外运动成为了人们获得生活幸福感的一

种极佳选择。但目前我国户外运动领域仍处于发展不完善、不平衡、

不充分阶段，难以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需求。户外运动俱乐部作

为户外运动发展的重要载体与推动者，目前存在着许多问题影响

其自身乃至户外运动领域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对其发展现状

进行研究分析。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北京户外运动俱乐部的发展现状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和实地调查法对北京户外运动

俱乐部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

三、北京户外运动俱乐部发展的 SWOT 分析

（一）优势

1. 政策支持户外领域发展

2014 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

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把体育产业作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

重要力量，到 2025 年打造出 5 万亿规模的体育市场的目标。文件

当中明确指出要大力支持以“登山攀岩”为代表的户外运动的发

展。在“国务院 46 号文”颁布之后，国务院及国务院办公厅又相

继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健康中

国 2030”规划纲要》等重磅文件对户外产业也多有提及，政策的

支持为户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2. 北京丰富的资源优势

北京山地面积约占其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丰富的山地资源为

北京户外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其次，北京作为我

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文化底蕴浓厚，这种人文特性会赋予北京

的户外运动俱乐部特殊的业务产品开发资源。北京的经济与社会

发展水平较高，2018 年上半年，北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1079 元，

处于全国前列，所以北京的消费者拥有很大的消费潜力，这是北

京户外运动俱乐部发展的巨大优势。

（二）劣势

1. 外部层面

（1）行政管理归口不清晰，市场监管有缺陷

户外运动俱乐部是兼具旅行社特征与体育俱乐部特征的特殊

组织，这也就造成了其行政管理归口不清晰的问题。在业务管理

和行政执法方面的交叉盲区还是给了户外运动俱乐部一定的“空

子”可钻。经调查，北京户外运动俱乐部在“资质”方面问题较

为严重，许多非法俱乐部为了短期利益采取低价恶性竞争现象也

较为突出，这会严重损害具有正规合法资质的俱乐部的利益，导

致这个行业的整体服务水平被拉低，对整个行业造成消极影响。

（2）当地山地资源的开发管理不善

虽然北京山地资源丰富，但由于意识观念较为落后、资金贫乏、

利益驱动等原因，地方政府或经营者对于自身资源缺乏深入的认

识，开发、经营管理过于粗糙、不科学，导致对山地资源的开发

存在不足或过度现象。另外，北京多数山地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落后，这也极大地限制了户外爱好者的参与。

2. 俱乐部自身层面

（1）缺少专业领队

北京户外运动俱乐部组织的活动多为户外运动型路线，具有

一定的专业性与风险性，所以对于领队的专业素养、技术水平是

有很高要求的。但许多俱乐部为了减少其运行成本，招纳的多数

为没有专业资质认证的、纯依赖个人经验的“户外驴友”型领队，

这会对活动的安全造成很大影响。这一现状对户外运动俱乐部活

动的安全组织、风险的科学管理等方面造成了一定的限制，这也

是制约俱乐部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内部管理不规范

除少数在中国登山协会通过资质认证的俱乐部拥有内部制度

以外，其他俱乐部内部管理制度普遍不健全。其次，由于多数俱

乐部规模较小，工作人员往往需要充当多个角色，而且很多俱乐

部与领队是临时雇佣关系，这就容易导致分工难以明确，责任权

利不清晰，跨专业的工作难做好，使得俱乐部整体运行效率低下。

（3）俱乐部间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高端产品与服务

北京户外运动俱乐部的产品同质化较为严重，往往是一家俱

乐部推出了一个产品或新路线之后，其他俱乐部便马上推出相同

或相近的产品，相互抄袭的情况十分普遍。除此之外，北京市场

上大多数户外运动俱乐部经营的更多的都是属于营利性较弱的业

务，普遍缺乏利润空间更大的高端产品与服务。

（4）俱乐部风险防范能力相对欠缺

户外运动属于具有一定风险性的体育活动，由于参与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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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事故的发生频率也逐年增加。正规的户外运动俱乐部

组织活动，需要有专业户外领队、专业的装备、保险等多重安全

保障，但是众多非正规注册登记的俱乐部或是一些驴友比较缺乏

安全防范意识，其组织的户外活动往往缺乏全面的安全保障。

（三）机遇

即将到来的 2022 年冬奥会，为北京户外运动俱乐部的发展带

来了新的机遇。在国家的大力号召下，北京的体育运动氛围愈发

浓厚，人民群众对体育活动的参与度愈发高涨，这都给北京户外

运动俱乐部带来了好机会。2017—2018 冰雪季，中国冰雪旅游人

数达到 1.97 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约合 3300 亿元，预计到 2021-

2022 冰雪季，中国冰雪旅游人数将达到 3.4 亿人次，冰雪旅游收

入将达到 6800 亿元。近些年来北京户外运动俱乐部开展的冬季冰

雪路线基本上已经成了其冬季的主打业务，俱乐部完全可以在继

续深挖冬奥之风带来的宝贵财富，努力开发新业务、新产品，让

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

（四）威胁

户外运动俱乐部行业属于体育休闲行业，所以任何与体育休

闲相关的行业都可能是其潜在的竞争对手。旅游行业与户外运动

俱乐部行业有着很大的交集，相比于户外运动俱乐部而言，旅行

社在整个旅游业务方面比较成熟，吃、住、行、娱乐等服务体系

较为完善，收费标准又不高，拥有较大优势，这对于户外运动俱

乐部行业而言是不小的威胁。

四、北京户外运动俱乐部发展对策设想

（一）外部层面

1. 强化市场监管，严格规范市场

严格的市场监管能够对北京户外运动俱乐部起到约束与保障

作用，对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是不可或缺的。明确行

政管理部门，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保证监管的广度，增加监管的

深度，建立市场准入制度与行业标准，确保北京市场上的俱乐部

均经过资质认证、经过登记注册、合乎行业标准，坚决打击不合

规的俱乐部，为俱乐部的发展与消费者的安全提供有效的保障，

努力营造一个健康、规范、有序的市场。

2. 合理开发北京户外资源，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应合理开发并利用好当地的山地户外资源，为户外产业

的发展提供支持。对于山地资源的开发要合理充分，也要避免过

度开发。政府应给予资金支持，让专业的人员对山地资源的开发

进行科学的设计与规划，努力打造自身特色，杜绝为了短期利益

对山地资源进行盲目的开发，并在开发后进行科学的管理。另外，

政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如当地的交通、接

待能力，山地里安全指示牌、厕所、信号塔、户外运动场地等基

础设施的完善，这必定会为户外运动的发展提供巨大的帮助。

3. 加大对专业人才培养

对于目前处于发展初期的户外领域来说，加强户外专业人力

资源的培养是户外行业长远发展的关键保障。首先，高校是培养

高素质专业人才的摇篮，国家应鼓励更多有条件的高校开展更多

的户外运动相关专业，尤其是那些体育院校与拥有优越户外资源

地区的院校，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养专业人才；其次，中国登山

协会以及地方性行业协会应持续重视培训工作，对于户外相关理

论与实践进行不断的更新，对户外运动项目可更加细分，合理的

降低培训门槛，让社会上更多喜欢户外的人能够得到专业培训。

（二）俱乐部层面

1. 规范俱乐部内部组织管理

首先，俱乐部内部要建立一系列完备、全面的标准制度，可

以将中国登山协会相关规定的要求作为参考，建立《会员管理制度》

《活动组织规范》《安全管理制度》《环保制度》《技术操作规范》

等标准制度。第二，俱乐部需要引进或培养各环节的专业人员，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工作质量才能有保证。另外，俱乐部内

部要有明确的分工，做到责权明晰，提升内部运行效率。

2. 根据市场需求不断优化服务水平

俱乐部只有不断优化其服务水平才能够满足消费者不断提升

的需求，才可能在不断变动的市场上分得一杯羹。北京户外运动

俱乐部方面应根据消费者的偏好，格外注重其产品与服务的“质”

的提升；结合北京丰富的资源优势，打造独具北京特色的产品业务；

积极整合资源，加强与旅行社或其他机构的合作，扩大经营范围；

与其他领域合作打造“户外 +”服务，比如“户外 + 研学”“户

外 + 培训”“户外 + 疗养”等。俱乐部要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创

新产品，提高服务水平，提高营利能力，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3. 强化风险防范能力

第一，俱乐部必须注册为合法机构方可经营；第二，俱乐部

必须增强自身法律意识，应加强对《旅游法》等相关法律的学习；

第三，在保险购买方面，“意外险”和“责任险”俱乐部均要给

参与者购买，并且要格外关注意外险当中的“免责条件”。另外，

俱乐部在组织活动中应该配备合格的户外领队、使用合规的载客

车辆、做好活动风险预案、配备急救装备等，充分做好风险防范

准备与措施，有效的管理风险，对活动参与者以及俱乐部自身尽

到安全保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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