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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民俗体育旅游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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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问卷调查法，对山东民俗体育旅游开发的优势条件、开放现状进行分析。

指出，山东各地依托丰富的民俗体育旅游自然和人文资源优势，推出民俗体育节庆游、民俗体育赛事

游、民俗体育演艺游、民俗体育休闲游等一系列主题鲜明的民俗体育旅游产品。但仍存在产品类型单

一、地域发展不平衡，认识不充分、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有待完善，发展要素不足、旅游配套体系与

产业链缺乏等问题。为此提出强化政府主导作用，完善相关扶持政策；打造特色旅游产品，加强旅游

品牌建设；创新营销推广，拓展市场空间；完善旅游要素配置，提升服务质量等对策和建议。为推动

山东民俗体育旅游开发实践及可持续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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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随着人民群众多样化体育运动和旅

游休闲需求的日益增长，民俗体育旅游业逐渐成

为一个新兴行业，其发展潜力巨大，市场前景广

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

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６］７７号）、《国家旅

游局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

意见》 （旅发 ［２０１６］１７２号）等相关政策的出

台，有力推动了民俗体育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民

俗体育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是丰富旅游产品体

系、拓展旅游消费空间、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

推动民俗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于培育经

济发展新动能、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具有重要意

义［１］。正因如此，各地民俗体育旅游开发备受

关注。

山东历史悠久，民俗体育自然和人文资源丰

富多彩、独具特色，不仅有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评定为自然、文化双遗产的 “五岳之首”的泰

山，也有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潍坊风

筝，更有被评为首批国家体育旅游精品赛事的泰

山国际登山比赛，具有打造区域民俗体育旅游竞

争力的资源丰度和品级优势。２０１４年，山东省

人民政府颁布 《关于贯彻落实国发 ［２０１４］３１

号文件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

“大力发展体育旅游，开发太极拳、健身气功、

螳螂拳、查拳等体育培训项目，丰富体育休闲产

品文化内涵［２］。２０１８年，《山东省精品旅游发展

专项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 （鲁政字 ［２０１８］

２５６号）提出 “利用传统节日组织开展花会、灯

会、山会等精品民俗旅游节庆活动。”［３］２０１９年，

国家发改委与体育总局联合印发 《进一步促进体

育消费的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 （体经字

［２０１９］１３号），明确指出，“鼓励各地充分发挥

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优势，培

育地方特色赛事活动。”［４］在此背景下，本文拟分

析山东民俗体育旅游开发现状与问题，并提出对

策，旨在为山东民俗体育旅游的持续健康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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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参考。

１　山东民俗体育旅游开发的优势

１．１　资源丰富，特色鲜明

山东省旅游资源丰富且集聚度高，其中包括

５处国家５Ａ 级旅游景区、６２处国家级森林公

园、２处世界自然历史文化遗产、７座中国历史

文化名城及５１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山

东不仅旅游资源数量多，还拥有儒家文化、黄河

文化、水浒文化等构成的深厚文化底蕴以及独特

的民俗体育文化。据统计，山东民俗体育项目共

有１２０余项，包括武艺技巧 （武术、秋千等）、

歌舞观赏 （秧歌、乐舞、鼓舞等）、节庆活动

（潍坊国际风筝会、泰山国际登山节等）、赛事竞

技 （龙舟竞渡、黄河摆渡等）、斗赛游戏 （斗羊、

斗马等）和杂技游艺 （抬杠、梅花桩飞叉、棋艺

等）［５］六大类型。其中，潍坊国际风筝会、泰山

国际登山节等驰名中外，胶东武术、商河鼓子秧

歌、临淄蹴鞠名扬四海，传统的舞龙灯、踩高

跷、赶毛驴也各具独色。这些内容丰富、类型多

样的民俗体育文化资源，为进一步开发结构完

善、品种齐全的旅游产品提供了有利的资源

条件［６］。

１．２　区位优势明显，客源市场巨大

山东省地处祖国大陆的东端，位于沿黄河经

济带与环渤海经济区的交汇点。该省旅游设施完

善，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有着发展区域民

俗体育旅游的良好基础［７］。此外，该省民俗体育

旅游消费群体比较集中，华东地区、华北地区和

亚洲地区被称为山东三个最大最成熟的客源市

场。目前，国内游客的５０％和山东省入境游客

的７０％来自省内或日韩两地。今后随着环渤海

旅游圈区域旅游合作的纵深推进以及 “一带一

路”“京津冀一体化”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的深入推进实施，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必将进一

步深化，山东省民俗体育旅游的客源市场将会更

加巨大。

１．３　产业地位提升，发展潜力显现

近年来，随着区域产业融合力度的逐步增

强、文化旅游市场的优化拓展，民俗体育与旅游

的融合效应日益显现。民俗体育旅游在山东旅游

经济中的影响力显著提升，发展规模迅速扩大，

综合功能进一步发挥，产业地位逐渐凸显。特别

是潍坊、泰安民俗体育节庆旅游的成功举办，民

俗体育旅游产业发展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获得了巨大的市场认同，产业发展进入了全新

的历史发展新阶段。２０１７年，潍坊市共接待游

客６８０５．４９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总额７７５．８８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１１．２９％和１４．５６％
［８］；泰安

市２０１７年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６７００万人

次，旅游消费总额突破７４０亿元，同比增长８％和

１２％
［９］。两市全年共接待游客１．３５０５亿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１５１５．８８亿元，分别占全省旅游人数

和旅游消费总额的１７．３１％和１６．４８％，同比增

长５．６８％和５．２３％。实践证明：山东民俗体育

旅游产业地位日益提升，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

中，其作为非核心产业不可替代的产业价值和潜

力逐渐彰显。

２　山东民俗体育旅游开发的现状与问题

２．１　民俗体育旅游开发的现状

近些年，随着我国各地民俗体育旅游的迅猛

发展，山东民俗体育旅游也步入了快速发展时

期，民俗体育旅游取得了明显进展。民俗体育节

庆、民俗体育演艺等民俗体育观赏游和参与游，

登山、垂钓、赶海、旱船等民俗体育休闲体验游

基本构成了山东民俗体育旅游的内容体系。

民俗体育节庆旅游是山东民俗体育旅游开发

的核心内容。潍坊从１９８４年开始，依靠浮烟山

国际放飞场、白浪河广场等自然人文景观成功举

办潍坊国际风筝会，其间各类风筝竞赛和表演、

风筝文化交流和研究，以及风筝博览会、展销

会、风筝制作技艺等纷纷亮相，推动风筝文化资

源的旅游化传承与利用。泰安则以泰山为核心，

成功举办泰山国际登山节，策划开发泰山国际登

山比赛、登泰山万人徒步行等传统体育项目和

“健康中国”泰山极顶千人太极大型展演、穿越

泰山国际户外大徒步活动、“鲁商置业杯”中国

象棋泰山擂台赛等创新体育项目交相生辉的产品

体系，成效显著。海阳市举办国际武术节等活

动，致力打造以武术文化为主题的节庆旅游产

品。此外还有威海国际钓鱼节等，都初具规模。

民俗体育赛事游也是山东民俗体育旅游开发

的主打产品之一。泰安从１９８７年开始，依靠泰

山自然景点先后成功举办了穿越泰山国际户外挑

战赛、中国象棋泰山擂台赛、“泰山论剑”国际

武术邀请赛等民俗体育旅游品牌赛事；海阳则紧

紧抓住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机遇，实施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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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旅游、运动魅力旅游与地方民俗体育赛事文

化活动相结合的开发战略，相继成功举办海阳螳

螂拳国际邀请赛、海阳秧歌大奖赛等。梁山县举

办的梁山国际武术功夫争霸赛、武行天下———梁

山擂台赛等致力打造习武旅游产品，成效显著。

山东各地民俗体育赛事与地方旅游的联动不仅吸

引了大批游客，塑造和传播了山东各地旅游形

象，同时改善了客源结构，提升了城市民俗体育

赛事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民俗体育演艺游也是山东民俗体育旅游开发

的重要内容。山东民俗文化资源丰富，民俗节

庆、宗教祭祀、歌舞艺术等具有浓郁的地方特

色。济南、曲阜、菏泽分别以千佛山庙会、林门

会、牡丹花会等著名景点为载体，开发了秧歌、

龙舞、高跷、打擂、耍刀、花船等具有地域特色

的民俗体育表演艺术，满足游客体验民俗体育文

化的需求。烟台塔山依托国内首家大型专业化竞

技场馆，培育开发民俗体育旅游演艺资源，推出

斗羊、斗鸡、跑旱船、威风锣鼓等民俗体育游戏

竞技演出活动，拉动了旅游消费；水泊梁山风景

区推出大型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梁山武术》首

届展演活动，为梁山特色武术旅游演艺点亮了发

展之路［１０］。此外，山东各地武校依托武术表演

队和自然资源优势开发出不同形式的剧场民俗体

育旅游演艺产品和实景民俗体育旅游演艺产品。

如 《天地人和》《鼓舞雄风》和 《神话武林》等。

民俗体育休闲游也是近几年兴起的一种旅游

形式。山东各地依托自身优势初步开发出形式多

样的民俗体育休闲旅游产品，分布于各自然景区

（景点）之中。如泰山、蒙山、黄河、大明湖等，

适合开展登山、徒步、荡舟、竞渡等运动项目。

鲁西北地区为黄河冲积平原，古老的农耕文化和

民风民俗，孕育出独特的鲁西北文化，其中的斗

赛体育活动最为典型，如斗羊、斗鸡、斗蟋蟀、

斗草等［１１］。

２．２　山东民俗体育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２．２．１　产品类型单一，地域发展不平衡

山东民俗体育旅游资源种类多、品位高，旅

游开发潜力大，但由于资源内涵开发利用不足，

产品特色定位不准，导致旅游方式单一，活动内

容单调，产品雷同叠加，造成资源浪费。目前全

省民俗体育旅游产品结构较单一，主要集中在民

俗体育旅游节庆、赛事、演艺等形态上，产品类

型较少。民俗体育旅游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优势

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缺乏深度挖掘、有效融合和

综合利用，缺乏整体旅游氛围营造，导致大部分

民俗体育旅游产品层次较低，以陈列式、观赏性

产品为主，文化体验、文化娱乐产品较少，个性

化与特色化不明显，具有品牌影响力的精品少。

如齐国武术文化资源丰富且知名度高，但开发力

度不足，以静态性展示为主，尚未转化成市场认

同度高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武术文化旅游产品。民

俗体育旅游区域发展不平衡，旅游开发空间过于

集中。从目前山东民俗体育旅游开发情况看，鲁

中南与鲁西北依然还存在很大差距，不利于全省

民俗体育旅游开发的统一规划与进一步有效

开发。

２．２．２　认识不充分，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有待

完善

民俗体育旅游是旅游产业和民俗体育产业交

叉融合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产业形态。正因为

如此，部分民众对民俗体育旅游的认识不够全

面，旅游消费需求不够旺盛。山东民俗体育旅游

在山东整个旅游业发展中的定位不高，政府或相

关部门对其价值、功能及服务于城市和谐建设方

面的作用缺乏全面、充分的认识和评估。到目前

为止，山东省还没有正式出台针对民俗体育旅游

发展的政策和规划。除了潍坊国际风筝会、泰山

国际登山节外，大部分地区对民俗体育旅游缺少

宣传和推广，市场培育不够，综合功能还不完

善，建立 “大旅游、大产业、大市场”的观念尚

未普及。民俗体育旅游发展还普遍存在体制不

顺、权责不清、利益冲突等矛盾，政出多门、管

理滞后、组织化程度低、发展瓶颈多、服务质量

不高等问题较为严重。区域、部门协作不足，合

作意识不强，主体旅游景点、带动线路、热线模

糊，缺少统筹协调、联动配合、利益共享的管理

功能与意识，这些均影响和制约了山东民俗体育

旅游的快速发展。

２．２．３　发展要素不足，旅游配套体系与产业链

缺乏

目前，山东民俗体育旅游发展模式和增长方

式还主要为传统的 “食宿和交通”，旅游发展要

素明显不足，旅游附加值低。２０１８年山东民俗

体育旅游消费者总体消费水平不高，消费额度

５００元以下的占５３．７％。民俗体育旅游消费结构

较为单一，用于食宿和交通的消费支出项目所占

比重较大，分别为６４．３％和６３．２％，用于支付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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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器材、旅游商品和活动费的消费项目所占比

重较小，仅分别为２３．７％、２０％和１０．７％，可

见民俗体育旅游中基础消费比重过大，旅游购买

力不足，娱乐休闲、装备制造、旅游商品等关联

产业发展还不够完善。民俗体育旅游服务配套设

施不完善，服务质量及服务水平较低，目前难以

充分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问卷调查显示：

４４．４％的离退休人员、４３．３％的政府公务人员和

３９．３％的自由职业者认为山东民俗体育旅游性价

比低，５０％的国外游客对山东民俗体育旅游表示

不满意。

３　山东民俗体育旅游开发对策

３．１　强化政府主导作用，完善相关扶持政策

民俗体育旅游是一项综合新型产业，涉及开

发政策、战略、任务、举措等一系列的政策扶持

和保障。应依据 《国家旅游局国家体育总局关于

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山东省旅游局

山东省旅游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等文件，制

订山东民俗体育旅游发展规划及产业政策，在用

地用林、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等方面争取更多的

政策支持。做好民俗体育旅游开发的空间布局和

功能区定位，构建 “多中心、多流向、多圈层”

的旅游开发格局。政府体育部门、旅游管理部门

及其他相关部门应建立起相互支持、互动发展的

工作机制，协调和制订推进民俗体育旅游产业结

构优化和资源配置的相关政策。另外，地方政府

应结合实际，加大力度培育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

和市场竞争力的民俗体育旅游企业与知名品牌。

健全民俗体育旅游投融资引导机制，鼓励引导社

会资本以投资、参股、并购等方式参与民俗体育

旅游产品、项目和场馆建设，不断充实民俗体育

旅游产业发展基金，推动政府逐步由微观管理向

宏观调控转变。

３．２　打造特色旅游产品，加强旅游品牌建设

特色是旅游产品的生命，是旅游吸引力的主

要源泉和市场竞争的核心［１２］。山东省应根据自

身资源优势塑造民俗体育旅游产品的独特性，打

造民俗体育旅游品牌，提高山东民俗体育旅游竞

争力。针对产品单一的状况，应着力打造经典民

俗体育文化旅游产品、黄河口水上民俗体育旅游

产品、传统体育赛事旅游产品、民俗体育旅游演

艺产品、特色乡村民俗体育旅游产品和民俗体育

文化创意旅游产品等多元旅游产品体系。力争在

产品设计开发、服务能力、市场营销上不断创

新，实现由单一的观光向综合性功能转变［１３］，

打造区域民俗体育旅游品牌，增强核心竞争力。

如以依托黄河入海口自然景观和原生态民俗文化

开发黄河摆渡、漂流、跑旱船、河上逮鱼等民俗

体育探险游；整合安丘石家庄、朱家峪等乡村民

间民俗文化、田园野趣，开发参与型、体验型、

休闲娱乐型的乡村民俗体育旅游产品。围绕各类

特色旅游主题打造民俗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如：

将淄博齐风武术文化观光游、安丘石家庄民俗体

育文化体验游、圣经山道教圣地研学游线路串联

起来，打造精品线路，提升品牌形象［１４］，带动

山东民俗体育旅游快速发展。

３．３　创新营销推广，拓展市场空间

针对山东民俗体育旅游消费市场规模偏小、

旅游市场认知度和影响力低等问题，应创新营销

推广。一是发挥山东旅游外文网的营销作用，与

各地门户网站链接，及时更新发布各地和相关企

业的重点民俗体育旅游资讯；积极推进韩国、港

澳台、美国、俄罗斯等重点客源地海外民俗体育

旅游营销中心建设，构建多元化的游客格局。二

是重视本省主体市场作用，重点做好对省外散客

市场的营销和服务工作，从 “形象营销” “吸引

物营销”“基础设施营销”等维度进行广泛宣传；

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开展 “专门化” “面

对面”营销宣传［１５］。三是加强以网络营销为主

的立体化营销渠道建设，广泛应用移动互联网、

网络视频、旅游攻略等新兴网络营销渠道和平

台，加强与携程网、同程网的营销合作，推广和

宣传山东民俗体育旅游。四是借助孔子文化节、

潍坊国际风筝会、山东国际旅游交易会、菏泽牡

丹花会及日本山东文化旅游产品展、“美丽中国

—高铁之旅”高铁联盟印度推广活动等重大活动

的影响力，开展民俗体育旅游宣传和营销。

３．４　完善旅游要素配置，提升服务质量

民俗体育旅游属于体验经济，具有涉及面

广、关联度高、综合性强的特点。因此，在山东

民俗体育旅游开发中，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

作：一是根据区域民俗体育旅游市场消费需求，

合理配置旅游六要素，促进民俗体育旅游产业结

构升级。挖掘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古代蹴鞠、鼓

舞、武术研学旅游等健身项目，满足旅游者娱乐

消费需求；开发和设计 “好客山东、山东好礼”

系列民俗体育旅游商品，建设一批民俗体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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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研发基地、购物商店和休闲购物街区，逐步

提高购物消费在旅游收入中的比例；着力开发市

场需求大、适应性强的民俗体育旅游、健身休闲

器材装备，培育和打造民俗体育旅游产业集聚

区。二是加强区域民俗体育旅游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接待能力和服

务水平。加快民俗体育旅游景区的特色健身休闲

设施、游客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相关产业

政策、法规及行业标准建设，不断完善民俗体育

旅游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水平；推进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满足游客一站式信息服务需求。三是建

立和完善区域民俗体育旅游管理制度和服务规

范，优化旅游服务环境。四是建立健全各层次民

俗体育旅游产业人才培养机制，加快培育民俗体

育旅游专业技术人才和服务人才，不断提高专业

技能、服务水平和职业素养，塑造山东民俗体育

旅游的良好形象。

４　结语

山东民俗体育旅游资源丰富、底蕴深厚、特

色鲜明、开发潜力巨大，并初步开发了具有地域

文化特色、民俗文化特色的民俗体育节庆游、民

俗体育赛事游、民俗体育演艺游和民俗体育休闲

游等民俗体育旅游产品。但由于资源挖掘和开发

利用程度低，还存在产品类型单一、地域发展不

平衡、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不完善、旅游配套体

系与产业链缺乏等问题。由此，地方政府应以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为指导，以改革创新、整合升级、价值效益、

协同发展为主线，以推动民俗体育产业发展为动

力，深入挖掘地域特色民俗体育文化资源，推进

民俗体育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政府职

能，制定发展规划，培育和壮大民俗体育旅游企

业集群，开发具有地域特色和产业特点的民俗体

育旅游产品和项目，加强民俗体育旅游宣传推广

和市场开发，打造独具特色的山东民俗体育旅游

品牌，实现山东民俗体育旅游持续健康快速发

展，为建设经济文化强省发挥突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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