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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饭桶山露营基地。 （章曙辉 摄）

▶象山墙头海山屿精致露营基地。 （李红芳 摄）

火出圈的露营
如何撑起如何撑起都都市人的市人的““诗和远方诗和远方””
业内人士认为业内人士认为，，精品化精品化、、分分级化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级化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6月17日至19日，一场以露营为主打，融合瑜伽、滑步车、飞盘、

皮划艇、手作等元素的伴野露营节将在象山石浦半边山旅游度假区拉开

帷幕，旨在给游客打造一种独特的沉浸式山海旅居体验。

要说现如今最出圈最潮流的度假方式，非露营莫属。海边瑜伽、骑

马踏浪、篝火烧烤，一张天幕，几把桌椅，再邀三五好友，煮酒论英

雄，岂不美哉。

露营也早就过了那个搭帐篷、观星象、喂蚊虫的“野外生存”时

期。配备烤架、音响、咖啡机，像搬家一样的“精致露营”渐渐成为主

流。露营，正从一个小众项目，变成越来越多人的度假选择。

记者 董惊鸿 通讯员 肖芸芸

“3、2、1，茄子。”90 后杨金
秋带着两位朋友驱车一个小时到位
于江北区慈城古县城的“撒野露
营”营地，对着手机镜头开心地记
录着自己的露营生活。

“露营最近太出圈了，一打开
朋友圈，有不少小伙伴在分享自己
的露营经历，看他们玩得那么疯，
很难不心动。”对杨金秋来说，露
营是自己之前从未体验过的度假
新方式，在社交媒体上反复刷到
记录露营的帖子后，追求新奇事物
的 DNA 一 下 子 就 动 了 ， 火 速 被

“种草”。
该营地主理人卢勇平告诉记

者，一到周末，只要不下雨，营地
往往一早就被预订一空。“我们这
个营地于去年年底才发展起来，平
日里的营业额就有两三千元，周末
甚至有七八千元，还有效带动了景

区的夜经济。”
作为业内人士，卢勇平敏锐地

观察到露营行业“反客为主”的新
变化。“以前，露营基地往往只是
旅游的配套产品，而现在，露营基
地不但成为很多旅游活动的主体，甚
至还带动了周边其他业态的发展。”

与卢勇平有相同感受的业内人
士不在少数。在露营度假方式火
爆出圈的同时，新的商机也在不
断酝酿。“露营+景区”“露营+音
乐”“露营+研学”等模式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越来越多的项目搭上
露营的顺风车，相互捆绑，以增强
声量级。

在“露营+”跨界游的玩法探
索 方 面 ， 象 山 是 其 中 的 佼 佼 者 。

“我们这次跨界举办伴野露营节，
就是为了培养大众露营的消费习
惯，创造新的消费场景。”象山石

宁波各营地火爆出圈

宁波本地露营爱好者“爱露营
的小野兽”是一名探访过宁波几十
家露营基地的露营博主，她的感受
非常直观，在她看来，露营这种旅
游 方 式 从 去 年 开 始 就 明 显 升 温 。

“不少营地开始出现高峰期预订难
的情况。”她说。

露营这阵风，为何吹得如此
猛？对于这个问题，露营爱好者、
露营基地经营者和户外装备经销商
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疫情的影响。

“疫情虽然阻碍了远途旅行，
但居民的休闲需求一直存在。‘撒
野露营’营地在满足新消费需求的
同 时 ， 也 见 证 了 行 业 的 飞 速 发
展。”卢勇平跟记者透了底，“去年
底，宁波市的商业露营营地只有 9
家，而到今年 5 月，已发展到近 50
家，客源也从传统的户外爱好者拓
展到公司团建、家庭聚会、生日派
对等新兴客群。”

的确，在疫情影响仍未消散的
当下，露营基地满足了一些人沉浸
式吹海风、听鸟鸣，拥抱回归自然
的内心需求。有的营地还提前准备
好了帐篷、桌椅等，游客无须携带
繁重的装备即可感受家门口的幸
福，进一步降低了露营的门槛。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旅游与酒店
管理学系副教授林珊珊分析认为：

“露营作为一种新兴活动，自带短
途、轻奢、社交、娱乐等属性，满
足了当下人们想体验多元新鲜的休
闲方式的需求，受到追捧自然在情
理之中。”林教授还提到，近几年
自驾游的普及，以及城乡道路等基
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也为露营热的
兴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除了受疫情影响，户外用品不
断出新更是为露营的火爆添了把柴。

北仑挪客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是
一家主营户外和露营装备的企业。

“2022 年一季度我们的销售额同比
增长 160%。”该企业销售总监洪
晨介绍，他们公司预计 2022 年销
售额将突破 10 亿元。“我们现在
对市场持相对乐观态度，拿前段
时间上新的一款升级家庭充气床
举 例 ， 因 为 自 带 可 充 电充气泵，
省去了烦琐的准备步骤，虽然售价
不便宜，但上架第一天就卖断了
货。”

之前带家人体验过露营生活，
已拥有帐篷、天幕的宁波市民沈先
生近期又网购了折叠桌、烧烤炉、
烤盘、咖啡机等更加专业的装备。

“只有帐篷的露营已经满足不了我
了，我现在追求的是更有气氛、更
有质感的露营体验。”沈先生告诉
记者。

作为露营生活品牌大热荒野的
创始人，朱显比一般人更早嗅到

“ 精 致 露 营 ” 的 商 机 。 在 朱 显 看
来，露营能火出圈，除了消费升
级的带动，内容传播的力量也不
可小觑。“以抖音、小红书为代表
的 内 容 平 台 在 近 几 年 迅 速崛起，
流量巨大，户外露营场景营销一旦
铺 展 开 来 ， 很 容 易 掀 起 露 营 风
潮。”朱显说。

各平台数据也证实此言非虚。
近两年，露营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
持续发酵，今年更一跃成为“顶
流”。数据显示，“小红书”近三年

“五一”假期露营相关搜索量呈爆
发式增长，今年“五一”期间露营
相关搜索量更是同比增长 746%；
携程发布的报告指出，今年“五
一”假期首日，露营在平台的访问
热度达历史峰值，搜索热度环比此
前一周增长 90%；同程旅行大数据
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露营市
场持续升温，“露营”相关旅游搜
索热度环比上涨 117%⋯⋯

短途游激活“露营热”

随着露营的火爆，对于行业
能否可持续性发展的担忧也在逐
渐显现。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功
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露营行业的
问题主要集中在露营经济火爆致使
短期内大量新人入局，但商家资
质、配套卫生设施、餐饮品质和服
务质量参差不齐；露营产品单一，
参与性、互动性不强，容易让露营
者产生审美疲劳；露营造成的环境
污染问题日渐凸显等。

记者在露营体验过程中发现，
露营游存在“买家秀”与“卖家
秀”差异大的问题。部分露营基地
经营者在小红书等平台上，发布添
加滤镜的照片吸引游客前来，实际
情况却大相径庭，未能达到游客的
心理预期，只得扫兴而归。

记者通过观察进而发现，露营
的“自身缺陷”也为行业发展带来
不确定性。一方面，露营天然受困
于季节和天气；另一方面，过惯了都
市生活的游客，由于缺乏野外生存经
验，很容易因新奇而高估自己对户外
过夜环境的忍耐力，以至于不愿意再
体验第二次，较低的复购率也会影响
商家的利润空间和发展前景。

但对于未来发展前景，业内普
遍表示乐观。“从中短期看，在疫
情防控趋于平稳、跨省游放开后，
露营作为一种在疫情下催生的休闲
旅行方式，必然会受到其他较为成
熟的旅行方式的冲击，行业风口可
能会降温。但同时，露营作为一种
新的生活方式，已经走到了大众面
前，培养了一批忠实消费群体，长
期向好的发展趋势会继续保持下

去。”史静波在谈到未来发展方向
时这样表示。当然，他也坦言目前
露营营地的环境保护、安全监管等
相关标准仍不健全，经营资质管理
也不规范；专业的行业管理人才培
养 也 迫 在 眉 睫 ； 此 外 ，“ 无 痕 山
野”的理念还需要继续普及，以提
升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只有多方
合力，才能共促行业健康发展。

朱显也对露营行业的未来持积
极态度，他认为大众想要回归自
然、释放自我的需求是始终存在
的。露营日后可以跟咖啡、集市等
业态相结合。预计国内露营市场在
经历短暂爆发期后会进入平稳发展
期，成为非常普遍的户外活动方式。

为了让一路狂奔的露营经济不
再“裸奔”，朱显认为，可以针对
初级、中级、高级玩家的不同诉
求，提供差异化的特色服务。

在这一点上，程超功也提出了
类似的见解，他认为，看似门槛不
高的露营行业，其实需要很强的产
品迭代能力。在他看来，目前给露
营行业的未来下判断还为时尚早，
但可以肯定的是，精品化、分级化
会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露营经
济要健康长远发展，最终还是要练
好“内功”。露营地管理流程要规
范化、标准化，不断提高露营设施
的智能化便利化水平，以建立正规
的露营基地。“希望未来露营基地
管理者能根据自身条件找准品牌定
位，出现公园型、森林型、海岛型
等多种露营风格，为不同露营需求
的人群提供更精细、更高质量的产
品。”程超功向记者描述了未来的
露营场景。

露营行业需练好“内功”

浦半边山旅游度假区“伴野露营”
主理人史静波表示，以前宅在家
里，受空间限制能做的无非就是看
看书、喝喝咖啡，如今露营将家的
概念延伸到户外，场景变了，能玩
的自然就多了。

离半边山不远的晓塘乡海之湾
户外大本营近期也开启了星空露营

季，游客不仅可以享受“轻奢侈、
新时尚”的露营体验之旅，还可体
验热气球、滑草场、小火车、萌宠
乐园等 20 余项休闲运动项目。“很
多露营小白来了之后不知道玩什
么，我们就将乐园、徒步、演艺等
场景打包在一起供他们选择。”史
静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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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慈城镇一处露营地江北区慈城镇一处露营地。。（（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