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cus Topics

壹、 前言

人類早期登山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狩獵、發掘

礦物，甚至是因為宗教信仰或是軍事的關係才進行

的活動。古代中國的登高山或登高樓的登高習俗，

主要是源自對自然神的崇拜與祭祀。因為遠古先民

對自然現象的敬畏，將大自然神化並加以膜拜，這

種對自然山川萬物祭祀的方式，形成了不同於對慎

終追遠的祭祖，而是另一種崇拜天地的傳統。這樣

的祭祀行為被稱為「望」祭，需要在高遠開闊的地

方舉行，自此中國大陸的登山活動逐漸形成（袁

宏，2013）。不過到了近代，登山的目的出現轉

變，人們開始希望透過科學研究來瞭解山岳，或是

享受登山活動中征服山岳的榮耀與樂趣（林玫君，

2008）。兩岸分治後的中國大陸，最早的登山活動

是1955年中國隊員與蘇聯登山隊合作登上帕米爾高

原海拔6,673公尺的團結峰和海拔6,780公尺的十月

峰，此活動被視為是中國現代登山活動的起點（中

國登山協會，2013）。值得注意的是，後續登山

活動的內涵隨著政治、經濟的演變而產生不同的變

化。1970年代末期中國大陸政府開始推動「改革開

放」政策，登山活動在此時也成為政策的一環。中

國國務院在1979年正式批准開放攀登中國境內的高

山。從1980年起，陸續對外開放包括聖母峰在內的

8座高山，並開始接待外國人自費到中國登山，以

及開放外國人到中國的登山觀光旅遊行程，且引進

國外最新裝備與技術（中國登山協會，2013）。另

外，2008年的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奧運）也是

中國登山史上重要的一頁，北京奧運聖火在全世界

的傳遞過程中，不斷出現西藏、新疆與法輪功相關

議題的示威抗議（戴瑜慧，2013）；使得中國大

陸欲透過奧運進行國際形象宣傳的目的，面臨重大

的挑戰。因此，中國政府為了使聖火登上聖母峰的

活動得以順利進行，遂下令封山，禁止其他登山者

入山，中國登山隊才得以將奧運聖火傳遞至世界最

高的聖母峰上。此一登山活動除了透過官方媒體全

程轉播之外，最後還由當時準備接班國家領導人的

習近平針對聖火登上聖母峰一事，發表正式的談話

（新華網，2008；蘋果日報，2008）。

從這些案例來看，登山活動對中國大陸而言，

不僅僅是運動員征服山岳，更蘊含著許多政治的

意涵。不過，隨著經濟快速成長，中國大陸人民

收入提高，閒暇時間增加，並受惠於「五一」及

「十一」的假期政策，中國大陸的「體育旅遊」模

式蔚為風潮（譚白英、鄒容，2002）。其中透過登

山來達到休閒健身目的的活動，是越來越熱門，特

別是搭上中國政府近年力推「運動休閒特色小鎮」

的熱潮，中國大陸登山活動更出現新型態的發展模

式。鑑此，本文選擇目前中國大陸登山運動較具代

表性的兩大發展方向，登山健身活動及登山運動休

閒特色小鎮兩個部分來介紹。

文／陳昱文、湯添進

中國大陸登山活動的發展概況—
以健身運動與休閒特色小鎮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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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邁向體育強國的登山健身活動

臺灣自2003年開始，根據九九重陽節的傳統，

透過登高來祈求年長者高壽，行政院訂定每年農曆

九月九日的前一個週六為「全國登山日」，辦理全

國登山健行活動，推廣全民運動（教育部體育署，

2018）。與臺灣同文同種的中國大陸，雖然也有

九九重陽登高的傳統，卻沒有像臺灣一樣特別據此

訂定全國登山日（邢金善，2017）。中國大陸大

型的登山健身活動，應以中國登山協會主辦的「全

國群眾登山健身大會」較具代表性，在他們特殊的

「一套人馬、兩塊牌子」模式下，等同於登山協會

的體育總局登山運動管理中心，這個負責管理全國

登山活動的中央政府單位，僅扮演活動準則制定者

與審核者的角色，實際執行還是由省市政府自行申

請分站的地方賽事（中國登山協會，2018）。由

此可知，「全國群眾登山健身大會」並非真正的全

國性活動，不過這不代表中國大陸不熱衷相關的登

山健身活動。從其他資料可以發現，登山其實是中

國大陸民眾主要的運動觀光活動之一；根據統計，

在中國大陸曾參加過與運動相關的觀光或旅遊的民

眾，幾乎有將近一半的人，約44.6%都選擇登山相

關的旅遊（于素梅，2007）。值得注意的是，全國

群眾登山健身大會在2018年的活動主題是「貫徹

十九大、實現體育強國夢」，這也符應北京奧運會

之後，前國家領導人胡錦濤以及現任國家主席習近

平都喊出中國要「從體育大國邁向體育強國」的目

標（馬劍，2014）。這也是北京奧運之後的中國大

陸運動發展最高指導方針，增加全民運動發展的資

源投入。實際上，中國大陸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同樣

也以登山做為健身運動。據福建登山協會的創始會

長朱韶明表示，1999∼2000年間時任福建省長的

習近平，每2∼3週就會進行1次登山健行，後來更

罕見地答應福建登山協會名譽會長的職務邀請（林

孔仕，2017；章微、童正忠，2014）。因此，可

以發現中國大陸政府近幾年圍繞著「體育大國邁向

體育強國」的概念，把健身運動的發展提高至「國

家戰略」層級，尤其是由最高行政單位的國務院，

來主導與推動一系列的全民健身運動相關政策，從

《全民健身計劃（2016-2020）》開始，到《關於

加快發展健身休閒產業的指導意見》，以及《山

地戶外運動產業發展規劃》（余志紅、吳莉莉，

2018）。其中與登山最為相關的《山地戶外運動產

業發展規劃》，這個政策涉及多個中央部會，有國

家體育總局、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工業和信息

化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住房與城鄉建設部、

交通運輸部、國家旅遊局，總共有8個政府部門參

與其中，透過跨部會的合作來推動登山運動相關產

業（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2016）。此政策最值

得注意的是，規劃透過PPP的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來發展運動產業，特別是聚焦在全民

健身相關的登山、健行 、攀岩、高山探險⋯⋯等項

目，來吸引民眾的投入與消費。中國大陸政府更預

計在2020年，山地戶外運動產業的產值要達到4000

億人民幣以上（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2016）。

據此而言，登山活動在中國大陸，因為其親近大自

然的特性，得以受到一般民眾或是政治人物的喜

愛，除了做為健身的運動，甚至還被政府寄予厚

望，視為推動國內經濟發展的重要工具之一。

參、打造以登山為主的運動休閒特色小鎮

2017年5月11日，中國大陸的國家體育總局發

布《體育總局辦公廳關於推動運動休閒特色小鎮建

設工作的通知》之後（國家體育總局，2017），負

責中國登山運動發展的國家體育總局登山運動管理

中心，也著手與幾個地方政府合作建立相關的特色

小鎮。截至目前為止，已有五個登山相關的特色小

鎮，分別是：廣西馬山古零攀岩特色體育小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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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高碑店京南體育小鎮、貴州安龍特色體育小鎮、

青海門源崗什卡滑雪登山小鎮、山東泰安特色體育

小鎮（搜狐體育，2017）。

其中較具代表性的小鎮，應屬廣西馬山古零攀

岩特色體育小鎮，以及山東泰安特色體育小鎮。前

者以「體育+旅遊+扶貧」做為發展模式，希望透過

攀岩運動讓這個窮困的壯族自治區 ，可以創造出

新的發展契機。除了把當地的馬山古零中學打造成

了全國青少年攀岩訓練基地，建立符合國際賽事標

準的場地之外，2018 年5月更舉辦結合就業媒合、

招商、慈善募款等活動的國際攀岩大師賽（國家體

育總局登山運動管理中心，2018）。中國大陸官

方有意塑造這樣的模式，認為可以解決偏鄉的貧窮

問題，並稱此為「體育扶貧的馬山模式」。後者，

受惠於大家耳熟能詳的「登泰山而小天下」，山東

省泰安市挾著五嶽之首的先天地理優勢，甚至在中

國中央政府還沒開始推動運動休閒特色小鎮的政策

前，地方政府從1987年就已開始年年舉辦泰山國際

登山節（和立新，2000；搜狐旅遊，2017）。此

外，泰山在2018年更被選為中國大陸「十大國 自

助遊目的地」，其「登泰山、觀日出」的運動觀光

行程，就成功吸引眾多國內外民眾的參與，並帶動

了當地相關的旅遊消費（胡相洋，2018；陳曉梅，

2010；泰安市旅遊發展委員會，2018）。如同當

地推展登山的口號，「以山為題、借題發揮、體育

搭臺、經貿唱戲」（和立新，2000），泰安市政府

與體育局於2018年年初開始打造「泰山健身」的品

牌，除了要建立其國際知名體育休閒城市的形象之

外，更透過體育結合旅遊、交通、餐飲、食宿等周

邊產業，要創造出15億人民幣的年收益（張明振，

2018）。從上述的案例來看，隨著運動休閒特色小

鎮政策的推動，登山活動現在還肩負起地方經濟與

產業發展的重責大任。

肆、結語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發現登山活動在中國大

陸發展的緣由，其實與臺灣相當類似，都是從宗教

信仰開始，也都跟九九重陽登高的歷史文化有關。

然而，隨著政治、社會、經濟的變遷，中國大陸的

登山活動從征服山岳，變成為國家政策的一環，還

結合奧運聖火塑造政治形象，更成為民眾喜愛的休

閒健身運動項目，最後甚至搖身一變，變成促進國

家、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工具之一。這一連串的演

進，不難看出登山活動在中國大陸的政策性角色越

來越吃重。雖然兩岸政治體制不同，然他山之石可

以攻錯，有些地方仍值得臺灣參考與借鏡，尤其是

中國大陸政府對於登山運動產業發展的做法與企圖

心，集結多個部會一起投入登山運動產業的發展，

跨部會同時處理建設、財政、交通、旅遊等面向。

雖然目前臺灣尚未出現行政院層級的登山健身相關

政策，不過因為登山運動的特殊性，仍值得我們期

待這個兼具競技、休閒、旅遊、健身性質及政治意

義，同時還可以促進消費的運動，未來在臺灣也能

有更多元化的發展。  

作者湯添進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

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陳昱文為中國醫藥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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