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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地区冰雪运动的发展基点、困点与要点

曹红，代方梅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长江经济带冰雪运动的发展的基点进行梳理，得出长

江经济带冰雪运动发展存在以下困点：地理环境劣势，导致冰雪场地不足；文化普及

不全，限制冰雪运动参与；冰雪赛事匮乏，制约冰雪产业发展；区域协同不足，缺乏

优质产品服务。针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冰雪运动的发展困点，提出以下发展要点：利用

冰雪资源，建设冰雪场馆；打造冰雪品牌，普及冰雪文化；发展冰雪赛事，培育冰雪

产业；加强协同合作，建设一体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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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Base, Dilemma and Key Points of Ice and Snow Sport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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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literature method and logical analysis method, the basic poi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ice and snow 

sport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sorted out, an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are the following difficul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ce and snow sport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s inferior, 

resulting in insufficient ice and snow venues; the cultural popularization is incomplete, restric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ice and snow sports; the lack of ice and snow events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the lack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the lack of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of 

ice and snow sport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 points are proposed: the use of 

ice and snow resources to build ice and snow venues; build ice and snow brands and popularize ice and snow culture; 

develop ice and snow events and cultivate ice and snow industries;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build 

an integr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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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是北京冬奥会圆梦之年，同时也是长江经

济带重大战略实施的第六年。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的

经济枢纽，发展的要求更高，任务更重。在“北冰南

展西扩东进”的战略背景以及北京冬奥会的时代背景

下，重新审视长江经济带地区冰雪运动发展的基点，

梳理长江经济带地区冰雪运动发展的困点，提出长江

经济带地区冰雪运动发展的要点，对于推动长江经济

带经济发展与冰雪运动融合，实现“三亿人上冰雪”

的总目标，完善区域治理机制变革，重塑冰雪发展格

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有关于长江经济带的概述
长江经济带是由长江沿线 11 个省份和直辖市共同组

成，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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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国“半壁江山”，生态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

2014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

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1］。

如何利用好长江经济带的区域优势使其与冰雪运动

协同发展，对长江经济带地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

于其他地区，长江经济带发展冰雪运动优势主要体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工业资源优势。长江经济带自古以来就是我国

重要的工业枢纽，一大批高科技和现代化工业汇聚于此，

并且呈现出规模大，增速快，技术新等特点。较好的工

业基础以及科技创新能力对于解决冰雪装备制造难题，

创新冰雪装备制造技术，发展冰雪制造产业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

二是人力资源优势。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

篮之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传承滋养着长江沿线的

人民，造就了人才、科技、教育等事业全面发展。长江

经济带沿线高校众多，人才培养体系健全，教育发展领

先全国，科技创新日新月异。高质量的教育水平和科技

能力对于培养冰雪运动人才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是城市资源优势。凭借着长江经济带独特的地

区优势，许多沿线城市得到了快速发展。根据东京大

学发布的《2020 亚洲城市排行榜》显示，长江经济带

现有一线城市 1 个（上海），新一线城市 8 个（成都、

杭州、重庆、苏州、武汉、南京、长沙、合肥）。密

集的城市群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对居民的精神文明层

面、经济物质层面、人文社会层面产生深刻影响。同时，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变革，消费观念转变等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以及收入的

提升对于扩大冰雪参与，带动冰雪消费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

2  长江经济带与冰雪运动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

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两座金山银山”的提出创造性地将生态环境治理和冰

雪运动开展进行了巧妙地结合，为冰雪运动的发展提供

了创造性的思路。充分理解与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

江经济带和冰雪运动的论述，充分利用长江经济带的优

势资源，发展绿色经济，开展冰雪运动，把环境保护与

经济发展协调进行，对于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冰雪产

业的融合，完善长江经济带区域治理，冰雪运动的开展

与普及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为了缩小我国南北方之间开展冰雪运动的差距，促

进冰雪运动向南向东迁移，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

中心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前瞻性地提出了“北冰南展”

战略，该战略对我国冰雪运动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

义。2015 年 7 月 31 日，北京在成功获得冬奥会的举办资

格后，为了实现“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伟大目标，

国家又重提“南展西扩东进”的发展战略，倡导南部、

东部、西部城市加入冰雪运动的热潮中。

长江经济带地区深入贯彻落实“北冰南展西扩东进”

的发展战略，积极引导全民参与冰雪体育运动，大力营

造冰雪运动氛围，逐渐摸索出了一条以“科技创新为主，

生态旅游为辅”的发展道路。为了配合“北冰南展西扩

东进”战略的实施，长江经济带各个省市均出台了相应

政策来促进本地区冰雪运动的开展，特别是湖北省、上

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湖南省，更是专门针对冰雪运

动出台了政策文件，并提出了具体的发展目标和实施细

则，如（表 1）所示。

表 1  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关于冰雪运动政策汇总

时间 地区 名称

2022 年 1 月 湖北省 《关于加快建设冰雪运动南展示范区的实施意见》

2019 年 10 月 上海市 《冰雪运动奥全运项目发展规划（2019—2025 年）》

2020 年 7 月 四川省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2020 年 6 月 江苏省 《江苏省贯彻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实施方案》

2020 年 6 月 浙江省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2021 年 1 月 安徽省 《安徽省大力发展冰雪运动工作方案》

2020 年 1 月 湖南省 《关于加快发展湖南省冰雪运动的实施意见》

2021 年 2 月 重庆市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设体育强市的实施意见》

2020 年 8 月 云南省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建设体育强省的意见》

2019 年 10 月 贵州省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贵州省创建全国体育旅游示范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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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长江经济带地区冰雪运动发展的基点
3.1  冬奥会为长江经济带地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新

契机

2022 年 2 月 20 日，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北京完美闭幕。在新冠疫情的特殊背景下，北京又一

次成为全世界的焦点，中国人民克服各种困难挑战，创

造了一场载入史册的奥运盛会。七年艰辛，铸就辉煌，

根据最新发布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案

例报告集》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0 月，我国居民参

与过冰雪运动的人数为 3.46 亿［2］，其中以长江经济带为

主的中西部地区参与人数达到了 1.48 亿人，三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从愿景变成了现实。借助冬奥会的东风，长江

经济带地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3.2  “北冰南展”战略为长江经济带地区冰雪运动

发展提出新要求

“北冰南展”作为国家发展冰雪运动的重大战略，

其意义在于普及冰雪运动，调动我国南方人民的冰雪热

情。长江经济带地区作为我国南方和北方的地理分界

线，有着承南接北的作用。沿线省份高度重视冰雪运

动的普及与开展，以湖北省为例，2022 年 1 月下发了 

《关于加快建设冰雪运动南展示范区的实施意见》［3］， 

为贯彻中央精神，推动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

略推进和湖北省冰雪运动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道路。

近几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在冰雪运动基础设施建设、

人才培养、赛事活动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并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带动了体育旅游及相关产业发展。如何利

用“北冰南展西扩东进”的历史机遇，优化长江经济

带地区冰雪运动空间布局，打造特色冰雪产品，形成

世界著名体育旅游目的地，对长江经济带地区冰雪运

动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3.3  新冠疫情常态化为长江经济带地区冰雪运动发

展提出新挑战

当前，新冠病毒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国内外

的冰雪运动的开展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根据《中国滑雪

产业白皮书》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受疫情影响

全国未对外营业的滑雪场数为 63 家，正常营业的滑雪场

数量总数为 715 家，在滑雪人次方面，2020 年国内滑雪

人次为1288万，相比2019年下滑了38.37%［4］。毋庸置疑，

新冠疫情的发展态势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最主要的变

量，人口流动密切的冰雪场所首当其冲受到了直接的冲

击。如何在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创新运营模式，提升服

务质量，打造特色产品，重新吸引消费者参与冰雪运动，

这对长江经济带地区冰雪运动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4  长江经济带沿线区域冰雪运动发展的
困点

4.1  地理环境劣势，导致冰雪场地不足

受困于气候、地形的差异，我国南方冰雪运动的开

展存在天然的劣势。因为满足在自然环境下开展冰雪运

动的季节比较短，而且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等有限的几

个北方省份，所以南方大部分地区呈现出冰雪场地数量

少、规模小的特点。根据《2020 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

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长江经济带对外营

业的滑雪场总数为 111 家［4］。如（表 2）所示，以湖北

省为例，现有冰雪场地 19 个，是长江经济带沿线区域中

最多的省份，但相比于东北地区（黑龙江 94 个）、华北

地区（河北 64 个）仍有较大差距。根据 2020 年 12 月发

布的《疫情影响下的全国冰雪运动参与和消费报告》数

据显示：2019—2020 年冬季，全国约有 1.5 亿人参加过

冰雪运动，人口占比约为 13.9%，在参与群体中“附近

缺乏冰雪设施”是限制运动参与的首要因素，场地不足

是制约长江经济带发展冰雪运动的根本原因。而建造人

工冰雪场地的投入要远高于大部分夏季运动项目场地建

设的投入，一个滑雪场的投入在 800 万～ 1200 万左右，

且回报周期较长，这对于冰雪运动在全国的推广是非常

困难的。而对于已建成的冰雪场馆设施，大多存在规模

相对较小，配套服务不够完善，场馆管理及运营也不够

专业，场馆资源利用也不充分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影

响冰雪场馆设施功能的充分发挥，不利于推动冰雪运动

的普及与开展［5］。

表 2  长江经济带沿线区域 2020 年滑雪场数量统计

排序 省份 2020 年冰雪场地数量（个）

1 湖北省 19

2 浙江省 19

3 江苏省 18

4 重庆市 14

5 四川省 13

6 贵州省 10

7 湖南省 9

8 云南省 4

9 安徽省 3

10 江西省 2

11 上海市 0

4.2  文化普及不全，限制冰雪运动参与

缺少冰雪文化的传承是限制长江经济带地区群众参

与冰雪运动的主要原因。作为勤劳的长江人，深植于思



60	 第 2 卷休闲运动与健康

想观念中的“渔文化”“稻作文化”“猫冬文化”与现

代的冰雪运动倡导的“休闲文化”“户外文化”有着本

质的的区别。根据《2020 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的数据

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 年国内滑雪人次为 1288 万，相

比于 2019 年的 2090 万，下滑了 38.37%。并且被调查群

众中大多数是以体验、旅游为主，长期稳定参与滑雪运

动的人数不足 100 万。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差异使得

长期以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群众对于冰雪运动缺乏基本的

文化认知，导致冰雪运动项目发展的人口优势并没有充

分发挥。大众对冰雪运动的价值深度和广度的认知普遍

不足，冰雪运动本身的功能开发不全，内容形式单一，

自身文化价值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致使冰雪运动的普

及缺乏内生动力［6］。特别是在长江经济带这样冰雪资源

相对匮乏的地区，与三大球等开展情况较好的运动项目

相比，冰雪运动的推广受到较大阻碍，文化基础较为薄弱，

历史底蕴无从积累。由此来看，普及冰雪文化是目前长

江经济带地区发展冰雪运动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4.3  冰雪赛事匮乏，阻碍冰雪产业发展

冰雪赛事是群众了解冰雪运动的主要途径，是发展

冰雪产业的原生动力。从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全国冰雪

赛事赛历》来看，截至 2020 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共举

办过 2 次全国性冰雪赛事，分别为 2018 年 11 月上海举

办的全国青少年 U 系列滑冰赛和 2019 年 1 月苏州举办

的全国花样滑冰 U 系列少年赛。在大众冰雪赛事上，

长江经济带城市两次承办全国大众冰雪季活动，分别为

2018 年上海承办的第五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和 2021 年武

汉承办的第八届全国大众冰雪季。两次全国大众冰雪季

活动的举办，推进了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的

实施。从全国冰雪赛事的举办情况上看，2015—2019 年

之间，我国冰雪类赛事总体呈上升趋势（如图 1）但是

由于疫情的影响，2020 年以后冰雪赛事的开展受到了

较大的影响，几乎处于停赛状态。优质的冰雪赛事往往

能够带动冰雪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如冰雪装备制造产

业，冰雪旅游产业，冰雪培训产业，冰雪文化产业等。

但是从实际情况以及文献资料来看，长江经济带区域存

在冰雪装备制造产业创新力不足，冰雪旅游产业产品同

质化严重，冰雪培训产业市场管理失调，冰雪文化产业

宣传不足等现实困境。举办高水平的冰雪赛事，发展高

质量的冰雪产业是当前长江经济带发展冰雪运动的首要

任务。

数据来源：《北京 2020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2020）》

图 1  2015—2019 年中国国内冰雪赛事数量

4.4  区域协同不足，缺乏优质产品服务

由于长江经济带涉及省份较多、区域较广，且各省

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其体育产业的发展也呈现出较大的

差距，主要表现在长江中下游体育产业发展较好，上游

地区发展缓慢，整体协同性较弱。就冰雪产业而言，长

江经济带冰雪产业呈现出产业要素关联水平低，各部门

之间缺少合作，各发展要素在相互对接过程中失衡，缺

乏统一的官方部门对冰雪运动冰雪产业进行统筹管理，

虽然拥有广大的消费市场，但是缺少高质量的产品和服

务。另外各地区缺乏核心冰雪产品，没有形成特色冰雪

IP，以冰雪旅游为例，大多数滑雪场推出的冰雪产品同

质性强，竞争力不足，呈现出大而不全，多而不精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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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冰雪服务端没有抓住消费者的核心诉求，消费者黏性

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5  长江经济带区域冰雪运动发展的要点
5.1  利用冰雪资源，建设冰雪场馆

首先，要从实际出发，依托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

居民消费水平，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冰雪场馆设施的建

设。在自然环境允许的地方，政府主动牵头，联合有意愿、

有实力的企业共同建设政企合作的可持续发展的冰雪场

馆。其次，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冰雪场地，创新运营模式，

提升服务质量，加强监督管理。另外，支持社会力量投资，

将旧厂房、仓库等城市闲置空地改造为简易的冰雪运动

场地，在公园中增加冰上运动设施，为居民开辟冰上运

动场所，社区定期组织开展各种冰上活动，吸引广大市

民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最后，注重数字技术与冰雪运

动的融合，充分利用VR、AR技术在冰雪项目中的应用，

推进各种模拟冰雪运动器材的研发，以及仿真冰、仿真

雪运动项目的推广，构建冰雪运动线上体验平台，将单

季运动发展为四季运动，将北方参与发展为全国普及，

让群众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足不出户就能体验到冰雪

运动的魅力。

5.2  打造冰雪品牌，普及冰雪文化

普及冰雪文化，需要转换和创新思维。首先，要让

冰雪运动“接地气”，长江经济带各个省份可结合当地

传统，利用现代方式，开发出全新的冰雪项目品牌，使

冰雪运动重新焕发生机，成为社会大众新的休闲方式。

如冬天可以在户外举办“打雪仗”“拉雪橇”等具有民

俗特色，群众基础强、参与热情高的冰雪项目。其次，

要让冰雪扎根校园，注重青少年冰雪文化观念的培养，

通过开展校园冰雪运动课程，传播冰雪知识，培养冰雪

技能，达到普及冰雪文化的目的。虽然“冰雪运动进校园”

的口号已经提出了很多年，但根据《2020 年冰雪运动大

众参与状况调查》数据显示：仅有 3.9% 的孩子在学校接

受冰雪运动教育课程［7］，参与数量与质量都有较大提升

空间。所以，要继续坚持“冰雪运动进校园”的方针不变，

加大冰雪运动进校园的实施力度，给予学校更多的经费

和政策扶持，以学生为点，带动家庭参与，形成社区辐

射，进而推动冰雪文化的传播及冰雪运动的开展。最后，

要利用创新传播方式，做好宣传工作。利用政府官方平

台制作长江经济带冰雪旅游宣传片，对冰雪运动参与者、

志愿者、社会体育指导员等先进典型进行专题报道，编

制校园版冰雪运动知识手册、冰雪运动伤病防护手册，

开展长江经济带冰雪运动摄影及文学作品征集活动，将

冰雪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将冰雪文化深植群众记忆，引

导群众转变传统观念，投身冰雪运动。

5.3  发展冰雪赛事，培育冰雪产业

体育赛事是体育产业的核心，是宣传体育运动的根

本途径。打造特色冰雪品牌赛事对于推广冰雪运动至关

重要。首先，长江经济带地区各省份应根据该地区的人

群特点，有针对性地组织不同类型的冰雪赛事活动，广

泛开展各种民俗冰雪赛事活动。其次，积极推动建立“长

江经济带冰雪嘉年华”“长江经济带冰雪马拉松”“社

区冰雪节”“校园冬季运动会”“冰雪公开课”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特色冰雪赛事体系。对于自然环境条件较差

的地区，积极组织开展室内冰上活动，如轮滑、花样滑

冰、冰球、陆地冰壶等与冰雪运动技能相关的赛事活动。

引导和培育冰雪运动商业表演项目，打造冰雪赛事旅游

目的地，以高水平冰雪赛事和群众性冰雪赛事活动带动，

扩大冰雪赛事，冰雪旅游参与人口［8］。优质的赛事是发

展冰雪产业的前提条件。在长江经济带的中游，湖北省

凭借神农架林区地理环境优势，大力发展冰雪旅游产业，

目前已经将神农架国际滑雪场打造成为“中国十大最受

欢迎滑雪场”，形成了较好的冰雪旅游产业消费市场；

而在长江经济带的下游，江苏无锡等地依托政策和人力

资源等优势形成了冰雪器材等质量上乘的体育用品的产

业生产集群。这些成功案例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冰雪运动

提供了宝贵发展思路。所以长江经济带地区要发挥好经

济基础强、旅游资源好、人才储备足的优势，大胆举办

承接冰雪赛事，扶持冰雪装备制造产业，鼓励冰雪旅游

产业，规范冰雪培训产业，创新冰雪文化产业，构建一

条长江经济带特色冰雪产业链，推动长江经济带冰雪运

动的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5.4  加强协同合作，建设一体化机制

协同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寻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

路。长江经济带的协同合作要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

是组织协同，通过建立长江经济带冰雪运动发展联盟，

由长江经济带各个省份主管冰雪运动的领导班子成员

组成，对长江经济带冰雪运动的发展与建设实行统筹

管理，制定明确的组织管理章程，创建统一的协同治

理制度。其次是资源协同，一方面要破除传统冰雪产

业发展的思维定式，创新冰雪项目的产品和服务，打

通冰雪产业链上下游的内在商业模式，打造冰雪产业

增长极，深挖各个省份自身资源，打造具有绝对优势

的中心城市和冰雪产品及项目。另一方面要积极整合

区域冰雪资源，以点带面，对周边形成扩散效应，形

成区域冰雪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新形势，形成“内容 +

平台 + 服务”的全产业新模式。最后是机制协同，建

立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机制，推动长江经济带协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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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构建统筹联动一体化；建立长江经济带表达机制，

畅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交流渠道，构建信息共享

一体化；建立长江经济带保障机制，约束长江经济带

冰雪运动发展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构建规范管理

一体化；建立长江经济带激励机制，打通冰雪人才培

养的绿色通道，构建人才培养一体化。

组
织
协
同

统
筹
管
理

协
同
治
理

打
破
思
维
定
式

建
立
合
作
机
制

建
立
表
达
机
制

建
立
保
障
机
制

整
合
区
域
资
源

资
源
协
同

机
制
协
同

图 2  长江经济带地区冰雪运动协同发展示意图

6  小结
体育运动的繁荣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冰雪运动

的发展也是经济繁荣的重要体现。审视长江经济带地区

冰雪运动发展的基点，梳理长江经济带地区冰雪运动发

展的困点，提出长江经济带地区冰雪运动发展的要点，

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理念与“北冰南展西扩东进”战

略融合，对助力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冰雪运动

普及有现实意义。虽然现阶段长江经济带地区冰雪运动

的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但从长远来看，机遇与挑战并存，

未来长江经济带地区冰雪运动的发展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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