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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运动的风险管理》

前言

　　近年来，我国的登山等户外运动发展很快。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登山、攀岩、攀冰、徒步、漂流、
探洞、山地自行车、划船等多项独具魅力的运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
业余体育活动和文化活动，成为全民健身中日益引人注目的、受欢迎的体育项目。但在登山等户外运
动发生的山难和遇难人数也逐年明显增加，虽然这个增加与参加登山等户外运动总人数的显著增加及
统计方法有关，我们仍必须对其给予高度重视，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最大限
度地规避、防范、减少山难的发生。为避免和减少山难发生和造成的伤害和损失，这就需要逐步建立
、完善登山等户外运动的风险管理体系，全面开展预防为主、积极应对、有效救援等各项工作。　　
登山等户外运动的核心价值和独特魅力在于体验探险，寻求挑战，从而使参与者得到终生难忘的人生
经历，激发潜能，提高团队合作精神，促进人全面素质的发展。然而探险和挑战也带来了异于常态生
活的相对更多的危险。登山等户外运动属于高危的体育运动项目，只有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才能使
其健康、和谐发展。　　中国登山协会多年来始终把保证安全作为事业发展的生命线。国家体育总局
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李致新主任在一次研讨会上指出：“以活动推动事业发展，以安全保证活动成功。
”这是我们在工作实践中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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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运动的风险管理》

内容概要

《户外运动的风险管理》主要内容是关于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在登山等户外运动中表现得非常直观和典
型，但并非只是登山等户外运动需要风险管理，各行各业都需要建立风险管理系统。如金融风险、生
产风险、大型活动中的风险、医疗风险乃至政治风险，感情危机等风险都需要进行风险管理。各行各
业都需要重视风险管理问题，虽然会有不同的重点、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但风险管理的基本原
理和原则是相同的。目前国内关于风险管理的著述还很少，关于体育活动和户外运动风险管理的专著
尚未见到。希望《户外运动的风险管理》的出版能取得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大家对风险管理的重视
和深入研究，这是科学与和谐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囿于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对风险的认识，是先
做后学，20世纪50年代末，就提出了山难预防的初步概念，是非常感性的，是残酷的现实给我们上了
第一课。
《户外运动的风险管理》力求兼顾专业和普及，主要面向登山等户外运动的管理者、从业者和爱好者
，为他们提供现代化的理念和便于操作的风险管理策略和方法，也可作为其他行业风险管理的参考读
本。我们的目标是编写一本可读、可学、可用的风险管理读本。但由于能力不足，要达到这个目标，
还尚待广大专家、同行和读者给予评判和指正，不断进行修改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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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运动的风险管理》

章节摘录

　　一、登山户外运动中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登山探险和户外运动是在复杂和潜藏各种危险因素的
自然环境中进行的，在这种条件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对人体的伤害，发生不同种类和不同程度的伤
亡事件。客观存在的山间危险是这类伤害发生的基础因素，登山人主观上的准备和处置不当则往往是
伤害发生的直接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伤害的发生是由于客观危险和主观失误同时存在而引起的。
为了更好地开展登山户外运动，加强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则显得非常重要。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在
本书中把这种登山与登山户外运动中发生的重大灾难性事件和事故统一简称为山难。其中最严重和典
型的则是造成人员死亡。本书从死亡事件人手，对山难发生的情况、规律和风险管理的方法进行探讨
，为规避、减少和防止山难的发生提出科学的建议。　　（一）中国山难史的第一阶段　　1955年我
国现代登山运动开始起步，1957年国家登山队在攀登贡嘎山时发生了我国首次山难，6名队员登顶成功
，下撤途中3名队员滑坠遇难，另1人遇雪崩死亡，共4人遇难。自此一直到2000年，我国的山难基本上
限于发生在高山探险中，在这期间内我国的户外运动尚开展很少。这是中国山难史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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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运动的风险管理》

编辑推荐

　　《户外运动的风险管理》总结了中国登山50年山难史的惨痛教训，户外运动典型事故的案例分析
，户外运动风险管理的先进模式，户外运动风险管理的实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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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运动的风险管理》

精彩短评

1、对于那些喜欢户外运动的驴友而言，风险管理是最急需补课的内容之一。近年来国内驴友频频出
事，无不与此有关。今年7月11日，重庆驴友死亡19人，是最为惨重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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