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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户外知识普及，加大户外人才培
养力度。“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
高校上海校友户外联盟领队张力岩说，对
于参与者，需要学习相关技能和知识，携带
专业装备，不走危险路段，学习面对突发状
况科学应对。此外，走不熟悉的线路一定
要寻求专业领队的支持。

作为户外活动组织者，从业领队需要
具备专业资质。刘泽宇建议，提高户外指
导员证书取证的标准，延长受训过程，加
强实践考核；同时设置复核机制，在拿
证后一定年限内重新评估。户外旅游在
商业化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丰富经验，可
以将其中较为成熟的培训体系纳入官方

体系。
加快出台行业规范文件、推动部分景

区有序开放。“户外运动产业与农村、生态、
文化、体育等多领域相关，影响了行业规范
性文件出台的速度。”高敏建议，在国家专
业性文件出台之前，各地体育部门、行业协
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出台一些行业标准，
尽可能规范各环节要求。

此外，考虑到国内部分景区或自然保
护区“一刀切”关闭过去热门的穿越线路，
无法满足户外运动需求，可以参照欧美等
国做法，逐步探索国内部分自然保护区、景
区有序、可控地对户外运动团体开放。

据半月谈

虽然登山、徒步等户外运动在中
国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数
据显示，当前我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
已超4亿人次。在庞大的基数之下，
潜藏多类风险。

——“有脚就行”盛行，“小白”盲
目跟风缺乏底线认知。四川省登山户
外运动协会秘书长高敏说，户外运动
本身需要一定的基础知识，但近年来，
大量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小白”涌入，
再加上社交平台上“小白必徒”“有脚
就行”等帖子的影响，很容易将自己置
于危险境地。

今年5月，江西萍乡武功山上，一
名女子在夜爬武功山时因遭遇暴雨而
失温离世，去世时，该女子身着裙装。
除了装备不全带来的风险，有的户外
团行前宣称“有脚就行”，以此招揽团
员。实际上，山上小气候变化多端、难
以预测，户外团没有客观评估行程实
际难度，也未告知风险，造成户外新手
误判自身能力。

——户外团质量参差不齐，领队
无行业准入标准。热潮之下，国内户
外组织迅速增加，各类良莠不齐的户
外旅行团也带来风险。

“目前带团基本没有门槛，在网上
引流，再包个车就可以了。”户外团领
队小乐通过将公司挂靠在旅行社来规
避风险，“大部分户外组织没有旅行社
资质，尽管这样被监管部门查到要罚
款，但注册成本高达几十万元，大家一
般不太愿意花这个钱”。

户外领队资质如何确认？目前没
有统一规范，持导游证的导游并不具
备户外活动相关的技能和知识，最接
近户外领队要求的证件是由中国登山
协会组织培训和考试的“山地户外指导
员证”。而从业人员普遍认为户外指导
员证的效用有限。“户外指导员证能够
证明接受过相关的培训，但并不是资
格准入类的职业资格证书，仍需大量
实践经验积累，才能胜任领队岗位。”
常年从事户外指导员培训教学的三夫
户外旅行板块负责人刘泽宇认为。

——走野线、爬野山受追捧，行业
缺乏成熟监管和救援机制。打开社交
平台，一些户外组织前往自然保护区探
险的帖子热度不小。比如，河北小五台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年全域封山，但
仍有一些户外团会组织进入登山。

高敏介绍，在美国、日本等国的一
些特定景区，户外团队行前必须在景
区或当地政府进行报备，甚至是办理
登山许可证，报备内容包括具体的行
程、线路、天数，一旦超过天数没有消
息，景区就要启动救援机制，国内目前
尚未建立此类机制。

行至人迹罕至的郊野感受“绿水丰涟漪，青山多绣绮”，攀上巍峨的高山体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周
末报一个户外团徒步、登山、溯溪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休闲方式，户外组织数量快速增长，各类商业团涌现。然而，
不断发生的意外事故也令人揪心。如何进一步提升户外爱好者的风险意识？如何系统加强各类组织的专业性和
规范性？半月谈记者对此开展调查。

徒步火了！不断发生的意外事故也令人揪心

小心户外团野蛮生长藏隐患

在徒步团的报名页面，往
往都有“免责声明”，声称如发
生意外伤害事故，组织不承担
任何责任。这些组织是否真的
能够“免责”？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岳屾山律师表示，群
众性活动组织者对于参加者应
当履行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免责条款”属于对组织者该法
定义务的排除，损害了参加者
的合法权益，有违公平原则，应
认定为无效的格式条款；同时，

《民法典》第五百零六条明确规
定，合同中约定“造成对方人身
损害的”免责条款本身也应属
无效。“因此，如果活动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参
加者受到人身伤害的，其无法
免责。”

徒步活动中，领队一般是
活动组织者的代表甚至是活
动组织者本人，活动组织者的
安全保障义务通常包括以下
方面：了解活动参与者的身体
健康状况，基于本次活动的
特殊情况告知潜在危险和禁
忌事项，提醒患有特殊疾病、
可能不适宜参与本次活动的
参与者谨慎出行或要求其他
成年家属陪同，配备的领队应
符合组织规模的需要并应具
备相应户外资质，路线规划应
合理合规，对潜在危险应制定
应急预案，出现参与者受伤等
情况应及时采取有效救治措
施等。

队员出现意外，领队是否
需要承担责任？岳屾山表示，
需要区分领队具体为活动组织
者的代表还是活动组织者本
人：如果领队为活动组织者的
代表，因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
为活动组织者，因此领队原则
上无需对出现意外的队员直接
承担责任，但如果领队对队员
出现的意外存在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活动组织者可以在对外
承担责任后向有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的领队追偿；如果领队即
为活动组织者，则其是否需要
承担责任要看其是否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

据《北京晚报》

户外组织
野蛮生长藏隐患

今年端午假期，来自上海的徒步爱好
者小雨在国内知名徒步线路“南太行”经历
了“惊魂一日”。“没想到跟的团没有领队收
尾，队长也只顾自己冲在前面。”小雨说，作
为一名徒步新手，她此前徒步最长距离只
有10公里，而此次头天就要徒步35公里，
累计爬升1千米，她感觉很快体能就跟不
上了，最后10公里自己一个人被甩在后
面，走悬崖路时已经接近晚上7点。

总结此次教训时，小雨说，一方面是自
己入团不够慎重，高估了自己的体能，另一
方面，加入的户外团中途更改路线，且没有
收尾领队，对落后队员安全没有保障。

今年6月，北京一户外徒步组织共组
织50名女性团员徒步北京市郊鳌鱼沟。
事后，团员在社交媒体发帖称，由于领队未
事先踩线，过程中数次迷路，最终导致原定
下午4点结束的行程被拖到晚上9点。夜
里天气转雨，河里开始涨水，危险系数提

高，而团员补给消耗殆尽，多名团员感到体
力不支。

近年来，随着人们亲近大自然的需求
越来越强烈，徒步、登山等户外运动受到年
轻人喜爱，但是各类风险事故也有所发
生。今年6月，在浙江台州，户外爱好者组
团来到废弃的石人峡景区内，2名徒步爱
好者在横渡溪流时，不幸被急流冲走遇难；
在河北蔚县，当地早上发布雷电黄色预警，
当日仍有户外团在空旷的高山草甸徒步，
两名驴友被雷击遇难。

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
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据不完全统计，
2023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25起，涉
及人员1350人，其中山地事故216起，占
事 故 总 数 的 50.8% ，较 2022 年 增 长
14.2%。在户外运动细分项目中，登山和
徒步相关事故数量位居前二，分别为156
起和83起。

欢乐可能变“悲剧”，户外出行频酿事故

多措并举推动户外出行更规范、更健康

徒步遭遇意外
该由谁来担责

户外徒步团在自然保护区。 AI绘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