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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与城市旅游融合发展探究

———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吴向宁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美育工作部,武汉 430074)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以黄石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为研究对象,利用共生理论视角,
从共生要素、必要以及充分条件等方面深入阐述了黄石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与城市旅游的共生关系。指

出,目前黄石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与城市旅游之间发展不平衡,形成了非对称性连续互惠共生;由于运

动休闲市场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等因素,限制了共生关系的良性运营与融合发展。提出,黄石国家登

山健身步道与城市旅游要主动加强融合,不断提升共生度;登山健身步道积极对接城市旅游发展,逐

渐形成一体化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落实国家与地方政策制度保障,改进共生界面;从供需两侧协同

发力,改良共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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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生理论的发展与应用

1998年,中国学者袁纯清将生物学中的共

生理论引入到社会学领域,试图从宏观与微观结

合的角度探索系统要素之间的共生规律。他认为

共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共生单元在共生环境中

按一定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其本质是 “协作”
与 “合作”[1]。共生理论在中国社会学领域正式

拉开序幕,是2000年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胡守钧

教授出版的 《走向共生》,提出 “社会共生论”
思想。他认为共生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要以共

生论来指导社会,走向和谐共生的新时期,极大

地推进了共生理论在社会学领域的应用。2006
年,胡守钧教授又出版了 《社会共生论》,进一

步完善了共生理论在社会学领域的分析框架,确

定了 “社会共生论”分析的36条定律,将社会

共生论的研究推向深入[2]。
由于共生理论揭示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

一般规律,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3],并且能提供

多元化的视角,因此被广泛应用到经济学、教育

学、历史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尤其是在

社会学领域,“发展”“合作”“互惠”“共赢”等

高频词汇已经成为共生理论的核心理念。体育学研

究领域,也涌现出了一批运用共生理论研究体育产

业的成果,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城市的发展越来越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城

市文化是围绕城市建设和发展而创造出的 “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4],国家登山健身步道

是城市的亮点与特色,更是展示、宣传城市文化

的重要载体。中国登山协会2018、2019年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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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的国家登山健身步道联赛,极大地提升了主

办城市在国内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国家登山健身

步道联赛是集运动竞技与全民健身为一体的大型

城市体育活动,能够与城市旅游产业产生较好的

融合效应。本文以黄石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为研究

对象,探讨如何建构两者优良的共生关系,促进

两者健康高质量发展。

2 黄石国家登山健身步道的现状

黄石是全国体育名城,依山傍水、内湖外

江、山水相间的优越自然地理环境为黄石开展登

山活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场地资源。2014年5
月,黄石开始正式申报创建国家级登山健身步

道,通过建设千里登山步道,连接黄石境内的铁

山、黄荆山、父子山、龙角山四大山脉,形成

“休闲健身户外运动旅游”多功能、景观型户外

运动健身圈。2015年3月17日,黄石四条国家

级登山步道通过专家评审,“中国最具人文气质的

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将成为黄石新名片 (图1)[5]。

2015年10月27日,黄石父子山、熊家境

两条国家登山健身步道被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

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授予 “国家登山健身步

道示范工程”称号,这成为湖北省最早荣获这一

殊荣的国家登山健身步道。截至2020年4月,
黄石共建成5条国家登山健身步道 (表1),目

前在建的有北山头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可以预见

黄石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建成后,将会进一步拓展

群众体育活动的方式与空间,丰富全民健身活动

的内涵,带动体育相关产业加速前进。

图1 黄石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分布情况

表1 黄石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基本情况

黄石国家登山健身步道 开放时间 基本情况

父子山国家登山健身步道 2015年10月

位于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是黄石建成的首个国家登山健身步道,横穿阳新县大王镇

和太子镇,父子山主峰海拔791米,包含了桂峰洞和楚江锁钥两处风景名胜,长度约

40公里。

熊家境国家登山健身步道 2015年11月

位于铁山区熊家境社区,环绕着熊家仙境度假区,由1条主线、6条支线和1条山地自

行车道组成,串联起黄石国家矿山公园、佛教名山东方山两大景区,南连鄂州汀祖,
北到高峰山,总长35公里。

龙角山国家登山健身步道 2016年12月
位于黄石市大冶市,有上冯、下石、殷祖镇、龙泉寺、白沙镇、梁合寺6个出入口,
主峰海拔786.9米,包含了鹿头夕照和龙角朝墩2处景观,主线长度约25公里。

大众山国家登山健身步道 2016年12月
位于黄石港区,最高峰鹰子岩海拔197米,磁湖、青港湖、青山湖点缀其间,设置青

山湾、王昌茂、楠竹林和枫树坳4个出入口,全长30.5公里。

黄荆山国家登山健身步道 2018年7月

位于西塞山区和下陆区黄荆山北麓,北临沿湖路、西临发展大道、东临李家坊隧道、
南临黄金山开发区,最高峰廖家岩海拔448米,包含了高山草原和西塞山附近的古庙、
石榴园、战争遗址等景点,总长约18公里。

  近年来凭借得天独厚的条件,黄石举办、开

展了一系列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登山健步活动。
如,2015年国家登山健身步道联赛 (黄石市站)
在黄石父子山国家健身步道举行、2016年国家

登山健身步道联赛的首站比赛在黄石熊家境国家

健身步道举办,赛事形式丰富,以竞赛、体育游

戏、游览观光为主,每年都能吸引来自全国各地

的运动员及体育爱好者参加[6]。

3 黄石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与城市旅游的

共生关系

  依据共生理论,研究黄石国家登山健身步道

与城市旅游的融合发展,不仅要深入研究两者所

具有的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而且需

要重点分析两者的必要条件 (质参量兼容、共生

界面、关联度)和充分条件 (利益与信息交换、
产生共生利益、大于临界信息丰度)[7],从而探

寻协同联动、利益均衡、融合促进 “三位一体”
的共生发展机制,最终使黄石国家登山健身步道

与城市旅游达成理念共识、提升共生度、优化共

生界面、改善共生环境,构筑和形成共同进化、
共同发展、共同适应的互惠互利、共赢共识关

系,营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优良的共生关系

环境,共同助力黄石生态立市、体育兴市、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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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市的宏伟蓝图 (图2)。
从共生三要素来看: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与城

市旅游均可为对方提供资源支持,两者互动紧

密,具备成为共生单元的条件[8]。国家登山健身

步道可以吸引游客和民众,刺激消费,拓展户外

运动,开发休闲市场,推动城市旅游的升级;而

城市旅游又能带动国家登山健身步道的体育产业

提升。但目前城市旅游明显占据主导地位,从中

的获益也显著优于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两者呈现

出非对称性互惠连续共生模式。黄石正处于城市

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多年以来高度重视体育事

业发展,先后举办过多次国际和全国有影响力的

体育赛事,极大地促进了城市旅游的蓬勃发展,
两者存在正向共生环境。

从共生理论的必要三条件来看,国家登山健

身步道对于振兴乡村旅游、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促进体育休闲市场形成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可

以作为与城市旅游形成共生关系的共生引力。城

市旅游具有不断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和提高城市美

誉度的重要功能,特别是近年来体育旅游蓬勃兴

起,能够吸引体育与之共生发展。国家登山健身

步道与城市旅游两者共生单元的质参量兼容,在

增进城市活力与推动繁荣发展中存在着较高的关

联度。而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和城市旅游可以通过

体育产业 (体育特色小镇、户外休闲开发)、体

育旅游 (体育保健、运动娱乐)、体育市场 (体
育服务、运动消费)等作为媒介,进行接触,实

现共赢,完成共生利益的转移及信息的传递,因

此为人们提供户外健身是两者的共生界面。从共

生理论的充分三条件来看,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与

城市旅游在运动休闲、健身娱乐、户外郊游等界

面可以顺畅地进行利益和信息的交换,能够提升

为人们户外健身服务的能力,产生共生利益。国

家登山健身步道、城市旅游均具有较高的信息丰

度,这一特质促使两者可以形成稳定的共生关

系,具备形成共生关系的充分条件。依据共生理

论,两者完全可以建立共生关系。目前,黄石国

家登山健身步道的硬件设施还需要不断建设与完

善,特别是与城市旅游相关的产业市场还处于萌

芽状态,缺乏明确详细的规划与构想,虽然前景

光明,但依然任重道远。

共生单元：黄石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和城市旅游

共生模式：非对称性互惠连续共生模式

共生环境：正向共生环境

质参量兼容

共生界面：至少有一个共生界面

关联度：具有关联度

能够进行利益和信息交换

产生共生利益

信息丰度达到临界丰度以上

充分三条件

必要三条件

融
合
发
展

共生三要素
国家登山健身步道

城市旅游

融
合
发
展

图2 黄石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与城市旅游融合发展的共生关系

4 黄石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与城市旅游的

融合路径

4.1 主动加强融合,不断提升共生度

经过多年的发展,城市旅游已经成为提升城

市核心竞争力和增强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路径。
体育旅游是体育业与旅游业交叉渗透而发展起来

的,以体育元素为核心,旅游资源为载体,以现

场观赛、参与体验和参观游览为主要形式的新的

旅游业态[9]。2016年12月22日,国家旅游局、
国家体育总局共同印发 《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

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体育是发展旅游产业

的重要资源,旅 游 是 推 进 体 育 产 业 的 重 要 动

力。”[10] 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作为一种重要的体育

旅游产业资源,很好地展示出城市的自然特征、
社会特征和人文特征,对于促进城市旅游的深入

拓展和深度优化都将会显现出巨大的推进作用,
并带来可观的商业价值。近年来,黄石旅游业各

项重要指标持续增长,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已经成长为黄石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但由

于国家登山健身步道普遍建成开放时间较晚,对

民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还比较小,特别是当地的

体育特色小镇建设、体育旅游资源开发、运动休

闲设施配套、户外锻炼资源整合等还有待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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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同时在国家登山健身步道的宣传报道、赛

事组织、日常管理、旅游导引等层面还明显缺乏

常态化的聚集效应,与城市旅游的共生度明显不

够。因此,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与城市旅游要主动

加强融合,营造良性发展的共生环境。

4.2 积极对接城市旅游发展,形成一体化对称

性互惠共生模式

连续共生、互惠共生是最理想的共生模式,
换言之,促进黄石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与城市旅游

的融合发展,需要逐渐形成一体化对称性互惠共

生模式。目前黄石的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与城市旅

游之间呈现出一种非对称性互惠连续共生模式,
城市旅游明显占据主导地位,而国家登山健身步

道仅仅是在依托城市旅游来进行体育营销,处于

被动和从属的位置,并没有主动去对接城市旅

游。当前,城市旅游已经在全国各地普遍兴起,
且日益朝着规模化、产业化与集群化方向发展。
但是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作为一种新兴的体育旅游

资源,大众认知程度还不高,还远未显现出应有

的潜力与价值。另一方面,从目前举办的各项国

家登山健身步道的赛事来看,偏利性共生倾向较

为严重,较多地追逐经济效益和商业利益,在赛

事的筹备、策划、组织、宣传、运营、服务、保

障等重要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短板或问题,急需

引起体育相关部门的重视。显然,国家登山健身

步道的良性高效运行与可持续性发展必将成为城

市旅游的又一亮点和特色,城市旅游也会因国家

登山健身步道而增色添彩,但前提是两者加速对

接与主动融合,从共生单元、共生环境等方面持

续创新,形成一体化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

4.3 落实国家与地方政策制度保障,改进共生

界面

法律法规是体育市场健康、稳健、规范发展

的政策制度保障,要依法依规严厉打击体育消费

中的各类经济侵权问题,妥善处理商业纠纷,保

障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保护市场各参与主体的

合法权益。正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国家登山健身

步道,尚存在治理机制不健全、营销手段不丰

富、消费市场不成熟、前景规划不明晰等种种问

题,尤其需要政府在政策制度层面提供全面保

障,建立起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与城市旅游高效无

缝连接的战略,稳步推进和持久优化两者的共生

界面。同时,要大力推动国家登山健身步道的民

间协会、社会团体、健身组织的建设工作,为它

们的发展与壮大提供物质保证与经济支撑,有效

提高它们的管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特别是在手续

审批、行政报备、活动审核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政

策便利与支持。通过城市旅游逐步建立并且稳步

提升国家登山健身步道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使之

融入城市旅游的目标定位与远景规划,将国家登

山健身步道打造成为当地城市旅游的品牌与旗

帜,不仅要立足于市内,也要放眼全国乃至国

外,不断整合与发掘其旅游资源,为当地旅游业

的繁荣与升级 做 出 贡 献,建 立 起 优 良 的 共 生

界面。

4.4 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改良共生环境

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思想内容丰富,包括改

革的着眼点、核心、关键、实现路径、实现保

证、基础、重点以及根本目的等[11]。黄石目前

的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在功能、目标、规划等顶层

设计上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尤其在体育旅游产

业资源要素与全民户外健身多级要求的供需上明

显存在结构性失衡、市场配置失调、利益分配失

信等弊端与缺陷。建议政府出台科学高效的管理

措施,运用严密的法规制度来保障二者共生关系

基础的稳定,从供给侧杜绝管理疏漏和避免政策

盲区,打造优越的体育旅游环境和户外健身场

所,为城市旅游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黄

石国家登山健身步道要充分挖掘与凸显当地的旅

游资源优势与特点,拓展与之相关的体育旅游资

源、体育消费市场、户外休闲场所、全民健身服

务设施,打通产业链,形成规模效应。另一方

面,也要从需求侧深入调研人们对于登山健身步

道的认识与发展建议,注意规避风险,取长补

短,积极弥补登山健身步道远景规划和长远建设

的短板,不断满足人们在国家登山健身步道游

玩、活动、竞技中对城市旅游的期盼,进一步优

化、加强黄石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与城市旅游之间

的共生关系。

5 结语

依据共生理论,发展与互惠是共生关系的核

心与基础,共生关系必须建立在共生主体之间,
这是共生主体能够相互存续与不断融合的基石,
共生主体之间看似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却存在隐

性的相互作用,需要通过不断完善以实现共生主

体的合作与融合。“互惠”是 “合作”的前提与

保障,最终是为了实现 “共赢”。基于此,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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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与城市旅游要主动加强融

合,进而不断提升共生度;登山健身步道应积极

对接城市旅游发展,逐渐形成一体化对称性互惠

共生模式;落实国家与地方政策制度保障,改进

共生界面;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改良共生环

境,如此必将建构起优良的共生关系,从而更加

精准地推进黄石旅游业与体育事业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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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Huangshi
 

National
 

Mountaineering
 

Fitness
 

Trail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
 

theory,
 

the
 

paper
 

expounds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uangshi
 

Na-
tional

 

Mountaineering
 

Fitness
 

Trail
 

and
 

urban
 

tourism
 

from
 

the
 

aspects
 

of
 

symbiotic
 

elements
 

by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Huangshi
 

National
 

Mountaineering
 

Fitness
 

Trail
 

and
 

urban
 

tourism
 

is
 

not
 

balanced
 

forming
 

an
 

asymmetric
 

con-
tinuous

 

mutualism;due
 

to
 

the
 

imperfect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sports
 

and
 

leisure
 

market,
 

the
 

be-
nign

 

operation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ymbiosis
 

are
 

restricted.It
 

is
 

proposed
 

that
 

the
 

integra-
tion

 

of
 

Huangshi
 

National
 

Mountaineering
 

Fitness
 

Trail
 

and
 

urban
 

tourism
 

should
 

be
 

actively
 

strengthened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
 

symbiosis
 

degree.Mountaineering
 

fitness
 

trails
 

should
 

be
 

ac-
tively

 

connec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tourism,
 

and
 

gradually
 

form
 

an
 

integrated
 

symmetry
 

and
 

mutualism
 

mode.We
 

should
 

implement
 

national
 

and
 

local
 

policies
 

and
 

systems,
 

improve
 

the
 

symbiotic
 

interface,
 

and
 

work
 

together
 

from
 

both
 

sides
 

of
 

supply
 

and
 

demand
 

to
 

improve
 

the
 

symbiot-
ic

 

environment.
Key

 

words:Huangshi
 

National
 

Mountaineering
 

Fitness
 

Trail;
 

urban
 

tourism;
 

symbiosis;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olicy
 

system

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