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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三问重庆重庆““露营经济露营经济””

8月 6日，“2022四川首届露营季”之
“露营与当下旅游发展”研讨会在四川德阳
举行，相关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对露营产业
进行了探讨、分析。

四川旅游学会副会长，成都大学旅游
与文化产业学院院长、教授诸丹认为：露营
是精品化的发展方式，对应的是人们追求
精致化的生活方式。这种精品化，主要是
追求装备的水准，追求情调要高雅高尚。
第二个是社交化的发展方式。露营也是一
个社交平台，它有社交的功能，大家享受的
是露营的过程和中间的社交化，拍照、刷朋
友圈，刷存在感，这是它重要的功能。第三
个是绿色化的发展趋势，现在露营也讲究绿
色发展，如果露营要绿色化发展的话，它有
一个瓶颈，就是它的能源问题。能源问题是
我们未来露营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如
果把这个解决了，露营的空间更广阔。

江苏熊猫国际联合创始人、中国旅游
集团定制游总经理孙衍华认为：露营要紧
紧地去拥抱景区。像露营这种轻量化、门
槛很低的业态，完全可以在自然景区去给
自然景区带来它的流量，促进整个景区的
发展，同时景区又缺少这种配套，如何把露
营作为景区发展的补充，尤其是旺季的缺
口补充，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此外，
可以将露营发展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打
造新的消费场景，通过营地的私域流量，把
乡村振兴真正做到既有产业又有产品又有
消费场景，又有人流量。

四川乐途旅游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瑞表示：露营经济这两年迅速发展，形
式上已经多元化，“露营+”的魅力无法抵
挡的同时，也对它的配套和专业性提出更
高更强的要求，所以，出台露营行业规范非
常迫切。北京、浙江，包括广州、福建等等
发达地区露营标准已经出来了，但都是试
行标准，没有统一标准。所以，出台一个行
业规范非常迫切，它能给从业者一个标准
化指导意见，促进露营行业更好、更加规范
地发展。

根据艾媒咨询发布的研究报告，2021年
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达到747.5亿元，
同比增长 62.5%；带动市场规模 3812.3亿元，
同比增长率为58.5%。预计2025年中国露营
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将上升至 2483.2亿元，带
动市场规模将达到14402.8亿元。

“重庆露营经济表面的火爆，并非意味着
市场吸金能力就强。”廖成林指出，重庆现有

“露营地”相关企业1500多家，想在露营市场
分一杯羹，要持续拓展露营经济产业链，拉动
上、中、下游市场主体一起发展——

发挥制造优势，做强露营装备供应产
业。当前，露营装备已经由帐篷、睡袋发展到
天幕、便携桌椅到投影仪、咖啡机、氛围灯、户
外炊具等，预计到 2027年，中国露营设备市
场将达到159亿美元的规模。重庆应当发挥
制造业基础厚实的优势，在露营产业上游供
应链占据一席之地。比如，力帆科技就凭借
自己的技术优势和储备，率先抢滩户外电源
市场，逐步推出 5款户外电源和多款静音变
频发电机，未来还将联合开发户外电源相关
的延伸品，如汽车搭电线、充气泵、洗车器、灯
具等，市场前景看好。

发挥品牌效应，推动露营基地建设提档
升级。当前，重庆已打造出秀湖汽车露营公
园、武隆归元小镇凤鸣谷、长寿湖露营基地等
热门露营景点，但节假日市民仍面临“一篷难
求”的情况，露营基地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
升。本月初，国内品牌露营地“春野秋梦”落
地重庆，在中梁山打造田园风情的精致露营
地，开发家庭露营、拓展团建、亲子研学、主
题活动四大板块，为市民带来时尚新体验。
未来，重庆要引入更多知名品牌和社会资本
共建功能复合型的露营基地，充分用好自
然、文化资源，破解感情、文化、社交等露营
消费“密码”。

联动特色产业，共同做大露营市场蛋
糕。露营经济对产业的吸附力、包容性极强，
比如，服装、鲜花、咖啡酒水饮料、烧烤餐饮
等，都可以囊括其中。以餐饮为例，除了带动
烧烤、外卖的井喷，预制菜也因为其烹饪的简
单、便捷、美味而迎来重要商机。作为美食之
都的重庆，当前梁平、渝北等区县纷纷进军预
制菜赛道，前景值得期待。

“我们有理由相信，露营经济并不是新形
势下‘诗和远方’的代替品，而是新生活方式
的刚需，是户外休闲的常态。”廖成林认为，未
来露营经济将进入更成熟的发展模式，形成
更完整的产业链，成为带动文旅消费市场的
重要增长点。 据两江观察

“露营从来都只是亲近自然的手段，而不是旅途
的目的。”廖成林提出，要让露营真正具有持久的吸
引力和生命力，丰富的产品矩阵才是硬核支撑。

特别是当前，受制于客流量不均、前期投入成本
大、复购率低等因素，一些露营基地若仅靠卖“帐篷
位”，大多难逃“赔本赚吆喝”的窘境，不仅客流量非
常有限，收益更无法保证。

为了提高人气、拓展价值链，“露营+”的概念顺
势而起，新产品、新场景不断涌现。

比如，石柱推出“2022重庆石柱千野草场七夕不
落单计划”，主打“露营+爱情”，草场布局多个拍照打
卡点，情侣可选择场景与所爱的“Ta”录制短视频，并
参与一系列趣味游戏，让仪式感拉满。

彭水则发布“2022武陵山国际森林音乐季”，打造
“露营+音乐”的露营主题，通过户外音乐会的形式，将
交响乐、流行文化与民俗歌舞传唱融于一体，为游客
献上一场沉浸式、体验式的视听盛宴，氛围感爆棚。

梁平则在海拔 1221米的高山草场启动了“明月
之夏·露营蟠龙”首届美丽乡村露营节，“露营+乡村”
成为避暑游的招牌。依托溪流稻田、崖泉瀑布、蟠龙
洞景区、时令蔬菜瓜果等特色资源，让田园风光成为
市民触手可及的“诗和远方”。

廖成林分析，当前露营正着力摆脱同质化的“颜值”
审美，五花八门的“露营+”场景更强调沉浸和体验。而
重庆想要做好露营的产品供给，要盯住三大主要群
体，依托当地优势文旅资源在关键环节寻求突破——

盯紧家庭客群，深度开发亲子游产品。数据显
示，露营大军中超过一半以家庭为单位，“亲子游”占
据半边天，现代人对于“亲子时光”的需求正呈现井
喷。由此，适合父母与孩子共同参与的农耕体验、瓜
果采摘、生物研学课程、儿童益智游戏乐园、星空观
测、萤火虫捕捉等项目深受游客欢迎。可以说，既能
让大人们有围坐野餐、喝酒聊天的机会，又可以让孩
子们在附近奔跑玩耍的露营地没有人会拒绝。

盯紧年轻客群，创新打造体验场景。重庆人爱
玩儿、会玩儿，是引领时尚潮流的弄潮儿，特别是“90
后”“00后”作为露营主力军，户外文化的边界就是

“没有边界”。比如，如果露营只有垂钓、烧烤和露天
卡拉 ok，那在他们看来和几十年前的农家乐没啥区
别。当前，年轻人的露营已经玩出攀岩、骑行、飞盘、
剧本杀、音乐会、酒会、夜市、篝火晚会等各种形式，
追求新奇刺激、回归自然、释放自我始终是其中的关
键逻辑，这对露营基地的项目开发提出了更高要求。

盯紧外地客群，打造露营网红打卡地。当前，重
庆正加快打造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收获亚洲旅游

“红珊瑚”奖十大最受欢迎文旅目的地、中国城市旅
游品牌第二名等荣誉，对外地游客吸引力持续在
线。未来，重庆要充分展现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独
特魅力，创造性开发“都市露营”等新场景，打造具有
现象级传播和吸引力的露营打卡点，让露营成为“重
庆游”的必选项。

一直以来，很多人对露营经济有一个误解：
这是夏季专属。

事实上，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露营经济虽
然在我国风行的时间不长，但也并非一种“新经
济”——

最早在欧美出现的“户外野营”，可以说
偏于“苦行式露营”，不分寒暑，也没有复杂装
备，带着帐篷和睡袋就出发了，体现的是一种
探险精神；后来，日本风行“搬家式露营”，装
备升级到帐篷、天幕、桌椅、充气床垫等，同样
可用于一年四季，更加强调舒适性；眼下，国内
流行的可称为“精致露营”，即以露营地为基
础，大多可“拎包入住”，休闲和社交的属性明显
增强。

廖成林认为，正是因为露营门槛的降低、灵
活度增高，对时间的要求限制得以削弱，不管是
短暂的周末还是国庆、五一等长假，不管是艳阳
高照的白天还是星空灿烂的夜晚，人们随时可
以“说走就走”。

廖成林提出，延长露营经济时间线，是深度
挖掘露营经济价值和效益的有效途径。重庆可
以在三方面持续发力——

加强服务设施建设。露营是带有一定风险
性的项目，比如烹饪食物易引发火灾，夏季容易
遇到暴雨或山洪泥石流等灾害、荒山野地面临
防蚊防蛇等问题，这也是过去多年露营一直局
限在“专业玩家”圈子里的原因。而当下，随着
露营基地建设的升级，烹饪、水源、厕所等设施
更加到位，应对恶劣天气的能力进一步提升，规
范管理使得露营安全性能大为提高，露营没有
了安全的后顾之忧，普通玩家一年四季也可以
轻松入局。

强化特色资源开发。重庆属于亚热带季
风性湿润气候，一年四季气候特征明显，自然
景观丰富多变，春可赏花、夏能避暑、秋观红
叶、冬玩白雪。此外，重庆山水资源众多，山上
有滑雪、滑草、骑马等项目，水上有摩托艇、独
木舟、皮划艇等耍事。重庆打造露营经济，要
充分把一年四季的山水资源用足用好，让游客
看不够、玩不完，让春夏秋冬都拥有露营“黄金
时段”。

升级露营装备性能。可以说，露营装备性
能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人们出发的自由度和底
气。比如，防风、防雨、防潮性能好的帐篷，就帮
助人们减少对于天气的依赖；可移动式电源，不
仅解决夜晚的照明问题，还解决现代人对电子
设备充电的焦虑；而便携式冰箱，就更好帮助人
们储存食物，改变露营只能“短线作战”的现状，
对拉长时间跨度立竿见影。

露营经济，能不能成为撬动可持续消费的一
个支点？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廖成林开
门见山说，仅靠一顶“帐篷”撑起的“诗和远

方”注定走不远，如何延长时间线、丰富
产品矩阵、拓展产业链是关键。

2020年以来，露营经济热度持续攀升，今
年更是呈现加速爆发态势：大众点评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露营搜索量同比增长447%，“分享”“评价”露营

的线下商户数量同比增长240%；在飞猪等平台上，重
庆稳居露营热门客源地城市全国TOP10；在京东上，

以露营经济的直接关联产品——帐篷/野炊用具等为
例，重庆市场的成交额同比增幅居全国第二。

6月底，重庆启动“2022重庆露营文化节暨休闲
旅游展”，石柱、万州、梁平、彭水、南川等区县持续发
力，露营经济进入高潮。

当前，露营经济虽然火爆出圈，但重庆并非就
能“躺赢稳赚”，如何避免“冷热不均”“大热之

后，一地鸡毛”的局面，还需要冷思考。廖成
林认为，把握露营经济新风口，实际上

就是持续、深挖长期价值和可持
续发展的问题。

2021年露营消费者
客源城市水平分布

如何延长时间线？？ 如何丰富产品矩阵？？ 如何拓展产业链？？
露营发展
看看他们怎么说

66月月1818日日，，江北区江北嘴江北区江北嘴，，市民市民
正在公园里露营正在公园里露营，，享受周末休闲时光享受周末休闲时光。。

重庆日报记者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龙帆 摄摄

66月月55日日，，铜梁区奇彩梦园景区铜梁区奇彩梦园景区，，市民带着孩子前来露营游玩市民带着孩子前来露营游玩。。重庆日报记者重庆日报记者 齐岚森齐岚森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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