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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青海湖民族体育旅游业发展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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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旅游业发展方兴未艾的今天，体育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的一种重要的旅游类型。作为内陆资源大省的青

海，有着丰富的体育旅游资源。对青海体育旅游业发展的认识，将深刻影响旅游业在青海的总体发展，影响其支柱产业的

地位。本文试图从环青海湖丰富的体育旅游资源蕴藏量入手，结合青海近年来的社会经济和旅游业发展情况，探讨其发展

的利弊，并提出自己的发展意见。  

  [关键词]环青海湖 ；民族体育 ；体育旅游  

  一、前言  

  随着第29届奥运会在中国成功的举办，世界人民对中国有了一个新的了解，以参与赛事性的旅游将在未来成为一种时

尚。作为一个以体育赛事为引领而发展壮大旅游业的青海省也迎来的新的挑战。上个世纪末曾经困扰着现代人类的生活方

式：“以营养过剩、运动不足、精神压力过大、酗酒吸烟等不良生活方式为诱因产生的诸多疾病”,现如今已不再是大问

题了。人们的健康观念随着奥运圣火与奥运精神在世界传递，已今非昔比，积极预防代替了有病求医的传统观念，人们开

始把越来越多的花费投入到体育健身活动中，寻找一种更为健康的休闲方式，以参与和观看体育赛事的旅游方式风靡全中

国。环青海湖民族体育旅游圈就是以参加参与大型赛事、登山、滑雪、大江大河漂流、火山口探险、狩猎、民族民俗体育

等方式的体育旅游形式。  

  二、环青海湖民族体育旅游业的现状  

  由于受中国地域差异的限制，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发展目标，“环青海湖民族体育旅游圈”是以西宁“宁湖”为起点，

多巴国家高原训练基地为中心，以青海湖基地、金银滩射击俱乐部为两翼，延伸到尖扎县国家水上训练基地、格尔木玉珠

峰登山基地。同时纳入了互助土族轮子秋、玉树草原赛马大会、徒步穿越柴达木等活动，寓体育于旅游、休闲、娱乐中，

引导更多的旅游者开展体育旅游消费，以此扩大体育旅游在青海旅游收入中的贡献份额，成为体育事业的创新点，现在从

其形式上来观看似乎架子已经搭建起来，但寻其理论基础可以说是一种盲目的照搬；从其挖掘潜力和市场运作机制的角度

来看，更多的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长远的发展；从其体系上来看并没有建立好完善的体系，旅游衔接不够连续，路

线设计不够合理、项目设置特色不鲜明等等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着环青海湖民族体育旅游业圈的可持续发展。“环青海湖

民族体育旅游圈”的总体市场运作是经济行为，既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又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因此，正确运用经济理

论，遵循发展规律，民族体育、民俗文化、旅游三者之间的协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开发、如何打造、如何深层次的

挖掘和如何利用青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有的民族文化以及在“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不断升级的有利前提下，民

族体育、民族文化、特色旅游的相互融合产生效益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要充分应用经济规律寻找正确的市场运作方

针，来开发和挖掘本省特色的民族体育活动来充实“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气氛。一方面，借“环青海湖国际公

路自行车赛”的声势宣扬青海促进民族体育活动形式和旅游事业的相互融合，另一方面，加大力度推广“环青海湖民族体

育旅游圈”的全面商业化进程，要大打特色和民族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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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青海省的体育旅游资源  

  1、丰富而独具特色的自然旅游资源  

  青海位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全省东西长1200公里，南北宽800公里，面积72.12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四

位。在这片号称世界“第三极”的土地上，形成了许多独特的自然风光，具有开发体育旅游的丰富的自然资源条件，如辽

阔的绿色草原，神奇的青海湖、孟达天池，举世无双的三江源，有着“神山”美誉的昆仑山以及阿尼玛卿雪山、格拉丹东

冰峰，奇特的雅丹地貌等等，都是很好的进行体育旅游活动的场所，有些已经进行了开发，例如都兰巴隆－沟里国际猎场

是国内最为理想的猎场之一。这一以狩猎岩羊为主的猎场，亦是蒙古族、藏族的聚居区，游客在享受狩猎的乐趣时，还能

充分领略到纯朴的民族风情。柴达木盆地是我国亦是世界少有的高海拔的大型内陆盆地，干旱荒漠景观十分独特，有很好

的科研、探险观光价值。昆仑山作为构成柴达木盆地边缘部分的一大山脉，同时亦是华夏民族的一大圣山，主峰玉珠峰目

前已经成了许多业余登山者的首选地。   

  2 、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  

  青海的自然旅游资源，具有神奇而淳朴的特征，构成了与我国广大东部地区风情截然不同的民族地域文化特色。青海

是我国一个多民族聚居省份，全省除汉族外还居住着近30多个少数民族，其中世居青海并建立自治地方的有藏族、回族、

土族、撒拉族和蒙古族等5个少数民族，撒拉族又是我省独有民族，少数民族占全省总人口的  40％多。在长期的生产实

践和社会生活中，青海各民族依据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生产方式；依据各民族的信仰、心理等形成了个性鲜明、

风格各异、内容丰富的民俗风情。为适应高海拔的气候环境，生活在高原上的各族群众在同大自然的长期抗争中逐渐发明

创造了许多用以强身健体、丰富劳动业余生活的体育及游戏娱乐性活动。这些活动共同的特点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场面热烈而壮观，且民族性、地域性、竞技性、观赏性、参与性都很突出，非常适合现代旅游者的需求。较有代表性的此

类景观有，土族的轮子秋．藏族、蒙古族的赛马、赛牛、射箭、摔跤、拔河等。其中土族的传统娱乐项目“轮子秋”因其

新颖、独特、赏心悦目而享誉国内，曾多次参加全国农民运动会和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并引起轰动，被誉为东方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的一颗明珠。其他如藏族的赛马射箭也很有影响，尤其是赛马更是夏季青海草原上最盛大的节日活

动之一。青海赛马会以玉树州最为隆重和最为著名，届时，骑手云集，观众如潮，广袤的草原上点缀着无数顶白色帐篷，

从而变成了欢乐的草原城。如今的赛马会，既是骑马、射箭等传统体育项目比赛的盛会，又是物资交流、经贸洽谈的盛

会，随着它知名度的提高，正吸引着无数游客。  

  3 、具有一定旅游开发基础的体育场所和竞技类项目  

  青海具有全国知名的“多巴国家体育训练基地”、“南门全民健身中心”、“中国赛艇皮划艇协会尖扎国家高原水上

训练基地”等体育场所吸引大量热衷体育运动的旅游者，这将会对体育旅游业产生巨大的带动作用。日益壮大的三大赛事

更是令人神往，一是从2002年开始举办的“环青海湖国际自行车赛”在短短两年间级别从2.5级升至2.3级，目前已经成为

亚洲顶极赛事；二是中国青海国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因海拔高、水流急、水温低、氧气稀薄成为挑战者面对的四大难

题，正因为如此，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挑战者参赛；三是青海高原世界杯攀岩赛。三大品牌赛的成功打造，也将给环湖圈

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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