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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体育非遗）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是实施非遗系统性保护、助

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的关键路径。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

等方法系统阐述体育非遗与旅游业耦合发展的时代价值、现实困囿与纾困策略。研究认为二者的

有机耦合催生文化新动能、激发旅游发展新业态、激活文旅发展新活力。面临的现实困囿有发展

体制不全、耦合主体不适配、耦合资源建设不精准。提出的纾困策略有构建多元跨部门治理，形

成互补新格局、稳固治理制度新保障，推动体育非遗治理高效化、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基础设施

水平。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耦合发展研究聚焦二者协同机制的建构，既是实现文化遗产

活态传承与产业创新协同的重要路径，也是破解非遗存续危机、激活旅游经济新动能、满足民众

文化消费升级需求的关键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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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体育非遗）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在广

泛开展民间体育、民俗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等

项目过程中那些被群体或个人视为文化财富

重要组成部分的具有游戏、教育和竞技特点的

运动技艺与技能以及在实施这些技艺与技能

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器械、相关实物制造过

程和展演空间场所的总和。随着社会的现代化

和城市化进程，体育非遗的活态传承面临严峻

挑战：第一，社会对体育非遗的认知不足，许

多项目被边缘化，公众参与度低；第二，在市

场化浪潮中，部分体育非遗过度商业化，导致

其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内涵。如何在新时代背景

下实现体育非遗保护与传承，成为亟待解决的

重要课题。

旅游业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文化交流的

重要产业，也面临资源利用单一化、产品同质

化的问题。文化赋能旅游业成为一种新的发展

思路，通过将优秀文化资源融入旅游产业，不

仅可增强文化自信、传播核心价值观，还能优

化区域经济结构，推动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2024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释放旅游消费

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中明

确提出“鼓励体旅融合发展”，探索将体育旅

游纳入国家旅游标准，该政策为体育非遗与旅

游业的融合提供了指导方向，为体育非遗的活

态传承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耦

合发展的时代价值

（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耦合

催生文化新动能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耦合发展

在文化传承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第一，

丰富文化内涵，增强文化认同感。体育非遗是

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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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族精神，通过与旅游业的耦合发展，这些

文化遗产得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示和传播，

使更多人能够接触和了解其内涵，从而增强人

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第二，政策

引导下融合发展新方向。2023 年，文化和旅

游部发布了《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明确指出“通过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有机融入，可以丰富旅游景区、

度假区、休闲街区等旅游空间的文化内涵，提

升文化底蕴”，为非遗研学游、文体旅融合发

展指明了方向
[1]
。

（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耦合

激发旅游发展新业态

体育非遗作为文化瑰宝，其活态传承与旅

游产业的深度融合，正在催生出一系列创新性

旅游业态。第一，耦合发展能为旅游业提供良

好基础，非遗项目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独特

的表现形式以及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随着

我国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传统的大规

模景观建设和资源开发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新

的需求，而更加注重与地方社会的紧密联系，

并挖掘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度旅游，已成为新时

代旅游业的新趋势。第二，耦合发展能够带来

新质生产力。近些年，“非遗+”模式成为旅

游新时尚。如黑龙江省省级非遗项目冰雪雕技

艺吸引了八方来客，成为哈尔滨冰雪旅游的一

大亮点。这也验证了两者的深度耦合促进了生

产力发展的新业态
[2]
。

（三）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耦合

激活文旅发展新活力

在当今文旅融合的大趋势下，体育非遗与

旅游业的深度交融正成为文旅发展的重要突

破口。第一，耦合发展新活力。在当前旅游业

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游客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

不再仅仅满足于传统的观光游览，而是更加追

求文化体验。体育非遗与旅游业的耦合发展，

能够推动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满足游客对文

化体验的需求。第二，耦合发展新路径。体育

非遗不仅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它通过展示传统

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吸引着大量游客的关注。

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耦

合发展的现实困囿

（一）发展体制不全:缺乏政策支持相匹

配的制度模式

在体育非遗融入全域旅游的治理中，国家

政策起 到宏观指导、积极推动的作用。但是，

在推动体育非遗 融入旅游市场、实施治理的

相关制度方面还不够完善，由此导致各地政府

在实施治理的过程过度依赖于以往经验，缺乏

明确的治理权限和严格的治理程序。近年来，

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强调

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推动体育非遗与旅游的

融合发展。例如，《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非物

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高质量发展，支

持利用非遗资源发展乡村旅游等业态
[3]
。

（二）耦合主体不适配：融合路径模式单

一化

目前，体育非遗与旅游的融合多停留在表

面，主要集中在文化展示与体验、主题旅游项

目开发以及文创产品设计等方面。然而，这些

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缺乏深度和创新性，难

以充分挖掘体育非遗的文化内涵和市场潜力。

第二，主题旅游项目的开发也存在类似问题。

许多地方开发的体育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和节

庆活动形式较为单一，缺乏创新性，难以满足

游客日益多样化的需求。此外，文创产品设计

虽然能够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附加值，但目前

市场上相关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创意和文化

深度
[4-7]

。

（三）耦合资源建设不精准：缺乏协同推

进的合作机制。

体育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过程中，

资源配置和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成为制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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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又一现实困境。尽管众多地区拥有丰富

的传统体育资源，但在实际开发与利用中，由

于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以及基础设施的不完善，

使得这些资源的发展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

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对传统体育与旅游融合发

展产生了显著的阻碍作用。在推动传统体育活

动的过程中，许多地区未能实现资源的有效整

合与优化配置。

三、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耦

合发展的纾困策略

（一）构建多元跨部门治理，形成互补新

格局

体育非遗作为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的重

要载体，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价值、文化意义及

独特的运动形式，其保护和传承至关重要。然

而，在旅游业的商业化开发中，过度商业化可

能导致文化内涵的流失，甚至损害体育非遗的

本质特征。因此，必须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来实

现文化保护与商业开发的平衡，确保二者的可

持续发展。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是平衡文化保护

与商业开发的重点。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明确体育非遗的定义、分类和保护标准，

能够为文化保护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
[8-10]

。

（二）稳固治理制度新保障，推动体育非

遗治理高效化

政策支持的细化与落实是推动体育非遗

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基础。当前，虽然国家和地

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但在实际执行

中仍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实施细则不明确等

问题。例如，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关于推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

明确提出支持将体育非遗与乡村旅游、体育旅

游等结合，举办各类非遗主题活动。然而，部

分地区在执行过程中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

监督机制，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因此，需

要进一步细化政策内容，明确责任主体和执行

标准，确保政策能够落地生根。

（三）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基础设施水平

优化资源配置是推动体育非遗与旅游业

耦合发展的关键。目前，部分地区在推动体育

非遗项目时，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一些有潜

力的项目缺乏必要的资金和关注。因此，需要

建立科学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明确资源分配

的优先顺序和重点方向。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

将资源向体育非遗与旅游融合项目倾斜，确保

这些项目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同时，鼓

励社会资本参与体育非遗项目的开发和保护，

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多元投入的格局.优化

资源配置的核心在于建立科学合理的资源配

置机制。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明确资源分配

的优先顺序和重点方向，确保体育非遗与旅游

融合项目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

总结

体育非遗与旅游业的耦合发展，不仅是推

动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创新路径，更是实现

文化与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实

践中，体育非遗与旅游业的耦合发展面临着诸

多现实困囿，如文化保护与商业开发的矛盾，

政策支持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限制

了体育非遗的传播和传承，也影响了旅游业的

可持续发展。因此，本研究提出构建多元协同

的耦合发展模式、完善支持政策与法律体系等

纾困策略。旨在为体育非遗与旅游业的深度融

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路径。通过这些策

略的实施，可以有效解决体育非遗与旅游业耦

合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推动二者的深度融合与

互促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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