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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山论”下我国西南地区生态体育旅游发展策略研究 
张起荣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生态体育旅游的实质是促进现代人回归自然，在自然环境中既可以放松身心享受自然风光，又可以运动健身的新型旅游
模式，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对我国西南片区生态体育旅游资源进行分析，认为我国西南地区具有独特的自然资
源风光以及引人入胜的民族文化内涵，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利用西南地区独特的地理优势，开发生态体育旅游资源，促进经济
发展。 

 
1.前言：“两山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2005 年 8 月 15 日，时

任浙江省委书记在安吉余村考察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倡导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理念追求。生态

体育旅游是集生态学、旅游学、体育学为一体的交叉学科，三者优

势互补，形成了当今独特且颇具吸引力的旅游方式，给传统的旅游

景区带来了新的生机，也给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1】。西南地

区旅游资源是我国旅游资源最丰富、最优越的地区之一，将体育与

旅游结合作为切入点，大力开发与研究，实现生态、体育、旅游的

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生态体育旅游已经成为全世界非常流行的旅游方式之

一，人们已不满足与散步等传统休闲方式，而是希望在大自然中享

受体育运动带来的独特乐趣，生态体育旅游可谓是“一举三得”在

欣赏了优美的自然景观，释放了平日快节奏生活的压力，同时还达

到了健身的目的。【2】生态体育旅游依托自然景观，融入了体育运动，

是既绿色又健康的旅游模式。 

2.我国西南地区发展生态体育旅游的重要性分析 
我国西南地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

治区）总面积 234 万平方千米，人口约 2.05 亿，汉族为主体民族，

人口所占比例较大。少数民族有藏族、彝族、纳西族、哈尼族、土

家族等众多少数民族。 

2.1 自然资源丰厚，优势得天独厚 

我国西南地区重庆市具有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景区、巫山小

三峡、、酉阳桃花源等 8 个 5A 级景区；四川省有世界遗产 6 处，列

居全国第二位。其中：世界自然遗产 3 处（九寨沟、黄龙、四川大

熊猫栖息地），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1 处（峨眉山一乐山大佛），

还有九寨、卧龙、黄龙、稻城亚丁等众多景区；贵州省有着黄果树

瀑布景区（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群），以及龙宫风景区（全世界电磁

辐射最小的地区）等多处 5A 级自然旅游景点；云南省昆明市石林

风景区、丽江玉龙雪上景区、丽江古城、崇圣寺三塔等被评为国家

5A 级风景区；西藏自治区名胜古迹众多，其中最出名的布达拉宫更

是每年吸引着无数旅游者欣然前往。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为生态体

育旅游资源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优厚的自然风光更是迫切的

催促着更加合理更加科学的生态体育资源开发策略的诞生。 

2.2 加强民族团结，维护民族文化 

体育的产生和发展无不紧紧联系着人类一步步追求更加美好

生活的需要，许多体育项目都是由传统的少数民族运动项目进一步

演化而来，从汉族的蹴鞠到如今的足球，从划龙舟的传统节日活动

到如今的划龙舟比赛，体育项目带有着浓厚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

感，西南地区有着近 30 个少数民族，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更是数不

胜数，跟少数民族都独具特点，生态民族体育也是向全国、全世界

的游客展示民族文化的窗口，也在不断发扬和继承着民族传统文

化。 

2.3 加速经济发展，促进西南地区协同发展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3】，生态体育旅游资源

的发展带动了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可以更好的反哺生态

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如此良性循环，人们生活的家园空

气更加清新，环境更加美好，人民群众身体素质不断提升，才能真

正实现“健康中国 2030”战略目标。西南地区各省市是互相依存不

可分割的，各地区的生态旅游资源各具特色，互有优势，发挥好各

地区的生态旅游优势，实现真正的区域协同发展。 

3 西南地区生态体育旅游资源发展策略 
3.1 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底线，制定生态体育旅游资源发展规划 

“两山论”的内涵实质就是保护生态自然资源，实现真正绿色

的可持续发展，保护好“绿水青山”是底线，是原则，绝不能以牺

牲自然资源来换取物质财富和经济发展，制定发展规划时应把保护

自然资源放在首位，科学制定、严格审核、认真执行、积极反思才

能更好的开发生态体育旅游资源。 

3.2 鼓励跨学科发展，引进专业人才 

生态体育旅游资源的发展，是多学科交融交汇的发展，人才的

标准也是多学科复合型发展，单单某一方面的专家无法解决其领域

外的问题，只有真正引进既懂旅游，又懂体育，心中装着可持续发

展理念的复合型人才，才能为西南地区生态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和

利用献言献策，专业人才的缺乏也是当前生态体育旅游的短板。 

3.3 拒绝形式主义，提倡深度融合 

当前众多景区已经有民族体育的表演和体验项目，如云南地区

的泼水赛龙舟表演等，但很多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挖掘还停留在

运动形式的体验和模仿，对其源流和历史的深度挖掘还不够，这与

生态体育旅游还有一定的差距，真正将自然风光，人文情怀和运动

项目的深度融合才是生态体育旅游发展的终极目标。 

3.4 完善生态体育旅游资源法律法规 

生态体育旅游资源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旅游、管理、经济、文

化、环保部门的通力合作，完善健全生态体育旅游资源法规，加强

从业人员的职前与职后教育，培养经营者、管理者、游客的生态保

护意识，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绝不姑息，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

究，倡导文明、健康旅游。 

4.结语 
生态体育旅游是新时代倡导和流行的旅游方式，让游客置身山

水，了解和接触民族文化和民族体育项目，在游山玩水的同时达到

健身效果，释放压力提升生活质量，但我国西南地区生态体育旅游

的发展并不成熟，需根据地区现实状况，政府主导，科学规划，深

挖文化价值，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增加创收，为西南地区良性发展

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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