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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外 运 动 玩 出 新 风 尚户 外 运 动 玩 出 新 风 尚
本报记者 李万祥

户外运动时，你在想什么？“和大自然相

处比较简单、纯粹”“在山里不算是挑战自我，

而是纯纯地放飞自我”“永远心存敬畏，才能

达到强身健体、安全回家的初衷”⋯⋯很多玩

户外的朋友都会如此回答。

近年来，人们参与户外运动的热情高涨，

更愿意为户外运动买单，寄情山水，突破自

我 。《中 国 户 外 运 动 产 业 发 展 报 告（2022—

2023）》显示：2022 年至 2023 年，冰雪、路跑、

骑 行 、越 野 、露 营 等 户 外 运 动 呈 现 爆 发 式

增长。

户外产业成长势头迅猛

近年来，冲向户外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

去除“班味”的选择之一。

“我是 2015 年开始玩户外，那会儿在唐

山老家想买一双女士徒步鞋都很困难，最后

只能买个 41 码的男士徒步鞋。”在浙江省宁波

市工作的孟祥雪说，以前“徒步圈”里大叔大

妈多一点，现在越来越多的“90 后”“00 后”

年轻人加入进来。

1997 年出生的孟祥雪喜欢徒步，上大学

时就参加学校户外社团。现在的她，平常周

末都会在市区附近爬山打卡，节假日则选择

出门远行登雪山。

对不少人来说，户外运动是在工作和生

活之余的兴趣爱好，一种暂时的放飞自我。

但对有些人而言，户外不仅仅是一种兴趣，

更是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想象。广东省深

圳市的户外博主林夕溪，因为爱上户外，放

弃了以前在金融行业的工作，踏实地做个全

职博主。

社交平台是户外运动“扩圈”的重要推

手。从户外运动装备的检索、“种草”到消费，

大量用户习惯在平台上下单。据小红书公布

的数据，2023 年户外笔记发布数量达到 1.3

亿，同比增长 270%。

中山大学商学院教授庞隽表示，与物质

性消费不同，户外运动是体验性消费，具有很

强的社交传播属性，比如方便发微信朋友圈，

因此成为普通消费者的新宠。

在各类户外运动协会组织、户外运动俱

乐部等带动下，户外运动参与人数不断增

加。截至 2021 年底，全国户外运动参与人

数 已 超 过 4 亿 人 次 ，显 示 出 了 巨 大 的 市 场

潜力。

同 时 ，户 外 运 动 产 业 政 策 持 续 发 力 。

2023 年 10 月，《促进户外运动设施建设与服

务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 年）》提出，要

把户外运动打造成为全民健身的优势产业，

推动户外运动“后发优势”进一步显现，在全

民健身运动中地位更加突出。

上海体育大学教授张盛认为，户外产业

成长势头迅猛，“后发优势”明显。据统计，截

至 2023 年底，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

比例达 37.2%，这一庞大的人群造就了极为

可观的规模化市场。

追求品质化个性化

江西省遂川县的高轩仪今年 55 岁，是一

位资深户外运动爱好者，2016 年开始痴迷马

拉松运动。为提高成绩，他给自己买了一款

运动手表。“智能手表能随时监测心率、血氧

与运动强度等指标，过量运动时还会发出预

警，这让我的训练更科学。”高轩仪说，在装备

上投资就是为了保护好身体，身体保持健康

状态才能跑得更长久。

随着品质化和个性化需求不断涌现，户

外运动产业形态的多元化、细分化也在加剧，

各类装备日益丰富。

“户外运动前，既要考虑所选择线路的安

全性，也要考虑自己带的装备能不能支撑完

成线路项目。”在户外运动装备的消费上，孟

祥雪没少花心思，比如虽然徒步鞋的选择因

人而异，但长距离、重装、高海拔的徒步登山，

高帮防水鞋更有安全保障。

在选择购买装备时，很多户外运动爱好

者更看重产品的功能性、实用性，其次是性价

比、颜值等。但也有人表示，现在有的户外产

品越来越贵，一件好的冲锋衣上万元，很多人

承受不起，在保证产品性能的情况下，还是会

选择比较有性价比的品牌。

目前我国基本形成了山水陆空全覆盖的

户外运动产品供给体系。登山、徒步、马拉松、

自行车、滑雪、皮划艇、滑翔伞等一大批户外运

动项目蓬勃发展，涌现出形式多样的线上线下

产品。企查查数据显示，国内现存户外运动相

关企业 6.2 万家。截至 8 月 27 日，今年已注册

1691家相关企业，其中第二季度新注册823家，

较第一季度环比增长58.88%。

与前几年露营装备火爆不同，目前市面

上比较热销的户外装备是背包、登山杖、登山

鞋、服装等。北京市大兴区的攀上户外生活

集合店主理人米伟杰告诉记者，为提升服务

质量，他们在提供线上线下销售的同时，还会

举办一些会员活动，增强用户黏性。

“与其他店不同，我们从一开始就带有互

联网基因。虽

然在北京已开

了 5 家 店 ，但 线

上的销售占 60%

至 70% ，远 超 线

下实体店。”V.N.

CAMPING 露营装

备 集 合 店 总 裁 刘

靖说。

从 盲 目 跟 风 的 新 手

“小白”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进阶队员，

再到追求专业化的人士，每个阶段对户外运

动装备的要求都不一样。刘靖坦言，除了“搬

家式”露营等之外，很多消费者首先都是看中

商品的便携性。刘靖和他的团队平常还会开

发一些“宝藏”户外露营地，组织会员开展亲

子、交友、探险的户外运动项目。

科学理性选购装备

研究发现，越来越多体育消费者的理念

正逐渐从简单的娱乐和休闲转向健康管理和

社会交往，更加注重科学运动，追求长期的健

康投资和效益。把握这种理念变化，是更好

满足市场需求，释放消费潜力的关键。专家

认为，从产业整体来看，户外运动行业还存在

专业人才较为缺乏、企业规模小、产品供给不

充分、品牌影响力有限等限制因素。

今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

《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

措施》提出，推进体育公园、全民健身中心等

健身场地建设，打造一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

的地，引导和扩大体育休闲消费。

值得关注的是，户外运动装备市场环境仍

需进一步优化，如有的平台上存在二手装备加

价卖、“网红装备”脱销、炒作装备理财等现象。

“二手装备在一些平台上加价卖，是前两

年的事情。因为需求量增加，加上物流各方

面受限制，都没货，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况发

生。”米伟杰说，所谓一些“网红装备”一度脱

销，其实没那么离谱。

“网红装备”都是大家需求量比较大的东

西，脱销也只是在商品刚刚上市的时候出现。

米伟杰表示：“因为商品还处于试水阶段，数量

比较少，才会脱销。时间如果长一点，就会把

库存量补上来，自然不会再出现这个情况。”

“无论从产能、工艺还是原材料上看，户

外装备产品都不会是稀缺品，因此一手市场

上的供不应求，二手市场上的涨价出售其实

都是营销的结果。”庞隽分析，现在生产商或

者经销商都会同时在多个社交媒体、直播间

进行宣传，找知名博主、网红带货，容易给消

费者造成产品突然爆火的错觉。

有的营销号为吸引眼球，配图中显示的是

模特穿着冲锋衣在夏季雨天做户外运动。“其

实这是一种误导，冲锋衣只有在高海拔、高寒

雪地使用。”孟祥雪提醒，应加强户外运动装备

的科普教育，让消费者学会如何正确使用。

“登珠峰是户外，爬香山也是户外，本

质上都是接近大自然、让身心得以放

松的体验，形式不重要，自己喜欢的

就是最好的。”庞隽表示，对普通消

费者而言，想要避免“智商税”，要

理性看待户外运动装备的

价值，了解户外装备的产

品属性决定了它的非稀缺

性，不具有任何保值增值

空间，供不应求是饥饿营

销的结果，难以持续。

专家建议，消费者

应理性看待市场的供需

变化，不盲目追求大牌和

进口品牌，寻找高性价比

的产品，根据自己的需求而不

是市场炒作的结果，作

出理性的购买决策。

近年来近年来，，人们参与户外运动人们参与户外运动

的热情高涨的热情高涨，，更愿意为户外运动更愿意为户外运动

买单买单。。随着品质化和个性化需随着品质化和个性化需

求不断涌现求不断涌现，，户外运动产业形态户外运动产业形态

进一步多元化进一步多元化、、细分化细分化，，各类装各类装

备 日 益 丰 富备 日 益 丰 富 ，，有 效 激 发 消 费 新有 效 激 发 消 费 新

动能动能。。

独特小渔村吃上文旅饭
本报记者 王 伟

“赶海好去处，风情北港岛。”前

来海南北港村赶海的北京游客衡巍

在朋友圈连发四个好——好看、好

玩、好吃、好文明，表达自己的亲身

感受。

衡巍夸赞的北港村，位于海口市

美兰区演丰镇，距海口市中心 18 公

里，是一个坐落于北港岛上的传统小

渔村。这里四面环海，地理环境得天

独厚，生物多样性丰富，连片的红树

林和宽阔的港湾滩涂水域，让它赢得

了“海口市最大的绿肺天然公园”的

赞誉。2021 年，海文大桥北港岛互

通工程通车后，北港村依托独特的自

然景观和渔村文化，大力发展休闲渔

业，吸引了大量游客。

北港村驻村第一书记凌云介绍，

村子通过举办“魅力赶海节”等活动，

吸引了大批游客，今年“五一”期间，

上岛游客 5000 余人次。同时，该村

通过完善旅游化改造建成遗珠广场

等休闲场所，围绕“港人护鲸”故事，

在全省首创和美乡村 IP 形象“鲸北

北”；盘活村集体闲置资源，建设游客

服务中心，打造“吃、住、娱”一体综合

平台，带动村民开设民宿、餐饮店、超

市、摊位，村集体经济收入显著增长，

旅游旺季民宿入住率达 90%以上，当

地 农 户 小 摊 一 天 的 收 入 额 近

3000 元。

布线、穿封、打结⋯⋯在渔文化

室，年近七旬的渔网手艺人陈美兰正

在 指 导 几 位 广 东 游 客 手 工 编 织 网

兜。她从 7 岁开始学习织网，已从事

渔业 60 余年，不仅会编织千秋网、张

网，还会捕鱼赶海。今年 4 月 5 日，渔

文化室开展体验活动，海南智渔可持

续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入驻，邀请 3 位

织网阿姨和 1 位木工师傅展示手工

作品并尝试为游客提供手工体验活

动，受到游客欢迎。

正是看中了北港村的原生态渔

岛风情，从山西前来旅游的裴文投资

建起了顺苍民宿。顺苍民宿依海而

建，建筑面积 500 平方米，有客房 11

间。记者看到，在民宿一楼过道，整

齐摆放着鱼竿、炊具等设施，为游客

提供垂钓、烧烤等休闲服务。“平时房

价 200 多元一间，旺季会略有浮动。”

裴文说。

“黑领椋鸟，又叫花八哥，这种

冬 候 鸟 被 纳 入 了 海 南 省 级 保 护 物

种。”在观鸟道上，一名抱着“长枪短

炮”前来拍摄海鸟的游客，向记者分

享了刚刚拍摄的作品。毗邻东寨港

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北港岛，拥有茂

盛的海岸植被和稀有的红树林景观

资 源 ，成 为 鸟 类 的 栖 息 地 与 觅 食

地。2023 年秋冬起，海南智渔可持

续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海口畓榃

湿地研究所、北港村党支部志愿服

务队及村青年服务队，在北港岛开

展 多 次 鸟 类 资 源 调 查 ，截 至 今 年

4 月，共记录鸟类 60 种。丰富的鸟类

资源和热带风光，吸引了大批摄影

爱好者和研学团队。

每逢赶海节，来自五湖四海的游

客，在此观祭海仪式、品特色美食、玩

滩涂游戏⋯⋯来自河南濮阳的游客

赵普欣说，他带着孩子在北港已经住

了两天，早上看日出，晚上赶海，体验

了不一样的假期。

把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

展优势，聚焦重点、突出特色，因地

制宜谋划推出特色旅游项目，把北

港村打造成休闲渔业示范村。海口

市美兰区正在积极引导村民“往深

海 走 、往 岸 上 走 、往 休 闲 渔 业 走 ”。

“下一步，我们计划投资 5 亿元，在

北港岛建设赶海文化区、红树林生

态科普旅游区、游客接待区、海岛风

情区和渔人码头等旅游设施，在海

上重点建设海钓、海上观光等休闲

旅游区。”海南省休闲渔业协会副秘

书长徐伟彬说。

一座小岛续写出一代又一代闯

海人的传奇。自从吃上了“文旅饭”，

这里不仅成为网红打卡地，还相继入

选“海南百个特色旅游村”，获评海南

省四椰级乡村旅游点、第五届海口市

文明村镇，列入环岛旅游公路 10 个

和美乡村旅游点之一。

人形机器人，科幻作品中常

见的角色，在刚刚落幕的 2024 世

界机器人大会上大放异彩。会跳

舞、能作诗，会端上咖啡、叠好衣

服⋯⋯机器人大会上，27 款人形

机器人同台竞技，令人大饱眼福，

也让不少参观者充满期待。

事实上，如今吸睛无数的人

形机器人并非新鲜事物。早在

1973 年，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相关

团队就研发出世界上第一台人形

智能机器人——ABOT-1。这个

真人大小的家伙，和人类一样拥

有两只手、两条腿，它可以用双脚

走路，用手抓住并移动物体，还可

以简单对话。不过，半个世纪过

去了，人形机器人至今还未实现

大规模商用。

展望未来，人形机器人走进

千家万户，还需闯过几道关？

一个是功能关。从“能走路”

到“好帮手”，消费者需要的是成

熟、稳定的人形机器人产品。这

就要求人形机器人不仅要“长得

像人”、行动类人，还要“神式”类

人，即在理解、表达、思考等方面

向人类看齐。

现如今，人形机器人“类人”

水平如何？

有业内人士指出，一些人形

机器人的灵敏度和完成率只有人

工能力的 20%左右。从技术进展

看，当下人形机器人正处于从实

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的关键阶

段，目前虽然已在部分关键技术

领域取得长足进步，但仍有一系

列技术难题亟待攻克。比如能耗

问题，一般的人形机器人处于待

机状态可以维持 5 小时至 8 小时，

如果直立行走仅能维持 2 小时至

3 小时，无法长时间使用。再如

运动能力，尽管有些人形机器人

已经可以成功实现上下坡，甚至

可以小跑，但其动作仍然缓慢、僵

硬，无法像人类一样自然畅快。

而这些，都是尚处于成长阶段的

人形机器人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

难题，也是决定消费者最终会不

会为其买单的重要因素。

另一个是价格关。不管人形

机器人外形有多酷，对广大消费者来说，便宜好用、能干活

才是真理。宇树科技 H1 人形机器人售价约 65 万元，“夸

父”人形机器人售价 60 万元至 80 万元，Walker 系列平均售

价约 598.8 万元⋯⋯受制于高端零部件、原材料、研发以及

生产规模等多种因素，目前人形机器人生产成本居高不

下，售价普遍在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高昂的价格

叠加相对有限的使用场景，人形机器人对于消费者显然

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未来，谁能率先实现规模化量产并

将成本降至大众可接受的合理范围，谁就掌握了人形机

器人的消费密码。

眼下，人形机器人商用整体处于起步阶段。不过，需要

看到的是，我国丰富的产业生态和消费场景、广阔的市场空

间以及大模型等技术的赋能，为人形机器人加速奔跑提供

了强大支撑。我们相信，随着技术瓶颈的逐步克服、产业链

日趋完善以及政策等方面的不断利好，人形机器人走进大

众生活将不再遥远。

期待人形机器人成为好帮手

沈

慧

上图上图 在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在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一群运动爱好者在乡村公路一群运动爱好者在乡村公路

上骑行上骑行，，畅享周末好时光畅享周末好时光。。 蔡小平蔡小平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右图右图 在重庆市北碚区正码头滨江公园在重庆市北碚区正码头滨江公园，“，“北碚跑团北碚跑团””的运的运

动爱好者在江边晨练动爱好者在江边晨练。。 秦廷富秦廷富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北港村依托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渔村文化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北港村依托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渔村文化

发展休闲渔业发展休闲渔业，，成为网红打卡地成为网红打卡地。。 杨杨 鹤鹤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