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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冬奥”时代新疆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刘彦，张娟辉，张强，闫壮壮
( 新疆财经大学  体育部，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摘  要：“后冬奥”时代新疆冰雪产业发展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通过

内部驱动因素和外部驱动因素两个维度梳理出新疆发展冰雪产业的必要性，即提升

体育产业综合实力和推动体育产业发展转型。通过梳理新疆冰雪产业发展现状，发

现目前存在着包括冰雪产业规划缺乏系统性、冰雪产业专业化人才还未形成规模化

培养和冰雪产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不足等三大发展困境，运用产业链分析法和高质量

发展要求，提出新疆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即厘清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内涵、

加强统筹规划助力高质量发展、加强人才培养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紧抓数字化机遇推

动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后冬奥时代；新疆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

Research 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Xinjiang’s Ice and Snow Industry in the 
“Post Winter Olympics” Era

LIU Yan，ZHANG Juan-hui，ZHANG Qiang，YAN Zhuang-zhuang
(Sports Department,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Urumqi 830011,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Xinjiang’s ice and snow industry in the “post-Winter Olympics” era is facing both 

rare opportunities and huge challenges. Through the two dimensions of internal driving factors and external driving 

factors,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in Xinjiang is sorted out, that is,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sports industry. Strength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orts industry. By 

sorting out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in Xinjiang,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three major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including the lack of systematic planning of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the lack of large-

scal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and the insufficient degre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put forwar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of Xinjiang ice and snow industry, that is,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ce and snow 

industry, strengthen overall planning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rengthen personnel training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seize digital opportunitie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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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提出了“胸怀大

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的

北京冬奥精神，并且重点强调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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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场馆设施等物质遗产，也有文化和人才遗产，这

些都是宝贵财富，要充分运用好，让其成为推动发展

的新动能，实现冬奥遗产利用效益最大化。要继续推

动冰雪运动普及发展，强化战略规划布局，建设利用

好冰雪场地设施，发展冰雪产业，丰富群众冰雪赛事

活动，把群众冰雪运动热情保持下去。［1］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冰雪事业和

体育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在我国成功举办，在向全世界展现出我国综合国

力的同时也为我国冰雪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

挑战。一方面，从冰雪产业的需求端出发，更多人特

别是青少年群体开始参与冰雪运动，养成冰雪运动习

惯，“三亿人参与冰雪”的战略目标已经实现，目前

积累的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为“后冬奥”时代的冰雪

体育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冰雪产业也成为当前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抓手和热点领域；

另一方面，当前冰雪产业发展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

不足之处，如居民冰雪运动参与的频次和冰雪运动消

费还有待进一步扩容提质等问题，消费者还未形成普

遍意义上的长期性体育消费行为，综合来看，我国和

世界产业强国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还有巨大的提升

空间。

新疆作为我国冰雪自然资源大省，在推动我国冰雪

产业发展，培养冰雪竞技人才和 2022 年北京冬奥备战等

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在我国“三亿人上冰雪”战略

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展望未来，研究“后

冬奥”时代新疆发展冰雪产业现状、困境和未来优化的

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同时也能帮助我国尽

快实现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和健康中国 2030 目标，展示我

国冰雪产业综合实力。

1  “后冬奥”时代新疆发展冰雪产业的现
实意义
新疆发展冰雪产业首先要深刻领会和明确自身发

展冰雪产业的优势及现实意义，以及冰雪产业自身

发展的特殊性。同其他体育产业类型相比，冰雪产

业具有自身独有的特点，其产业链上下游延伸较长，

受到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约束较大，在全球范围内也

仅有一部分区域能够长期开展冰雪运动。本部分从内

部和外部驱动因素分析“后冬奥”时代新疆发展冰雪

运动的现实意义，认为新疆发展冰雪产业恰逢其时，

无论是从体育产业综合实力，还是从促进体育产业转

型发展，优化冰雪产业营商环境来说，都具有极大的

促进意义。

1.1  内部因素驱动——助推新疆冰雪产业转型发展

的需要

内部因素驱动主要是指围绕着新疆自身自然地理条

件和冰雪产业本身具备的一些独有特点等因素，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发展冰雪产业的内部驱动因素主要可以从冰

雪产业规模、冰雪产业链、冰雪消费带动等几大内部驱

动因素进行分析，经由内部因素驱动，新疆的体育产业

可以实现更快、更高质量的转型式发展。

1）产业规模大，产业基础建立

从我国冰雪产业规模来看，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冰雪

产业消费规模调查中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我国冰雪产

业规模已经接近 4000 亿元人民币，尽管受到 2020 年新

冠疫情的影响，但并未严重影响我国冰雪产业规模稳步

增长的步伐，相关数据报告显示，从2015年到 2020年，

我国冰雪产业整体规模从 2700 亿元突破 5000 亿元达到

了 6000 亿元，《2016—2025 年冰雪运动发展规划》中提

出了到 2025 年我国冰雪产业整体规模和参与人数等具体

目标，其中冰雪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万亿大关［2］。综合

来看，从申办北京冬奥会成功开始到现在，我国的冰雪

产业已经具备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冰场和雪场数量也有

了较为显著的数量提升，新疆发展冰雪产业恰逢其时，

可以说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内。

2）冰雪产业价值链延伸较长，产业附加值较高

从冰雪产业的产业链结构来看，其结构的本质就是

产业内部在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中的利润和利益分配形

式，冰雪产业主要由冰雪赛事、冰雪旅游、冰雪健身培训、

冰雪装备制造等子产业构成。从产业分工的视角，我国

冰雪产业各子产业内部已形成了清晰的上游（研发与设

计）、中游（生产与制造）、下游（营销与服务）分工

结构［3］。冰雪产业链的特殊结构决定了其涉及到体育产

业发展中的诸多业务单元，目前我国和新疆在冰雪产业

链所占据的地位和产业链所包含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的

提升和加强，具体来说，新疆目前主要还是作为冰雪自

然资源的提供方，并不具备全流程的产业链把控能力。

从产业链的“横”“纵”两个方面出发讨论，横向上看，

去除掉自然禀赋条件，从市场运营和商品制造两个角度

出发，新疆可以有更多利润攫取的空间，从纵向上观察，

新疆部分雪场主要面向的客户人群中本地人和外来游客

的比例可以进行更加科学的调整，使得既能够带动当地

的产业发展，同时本土消费者人群数量的扩大可以进一

步推动当地冰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冰雪产业消费带动效应明显

从冰雪消费带动角度进行讨论，冰雪产业消费带

动效应十分明显。有相关的问卷数据调查研究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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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更多的青少年开始关注并且参与到冰雪运动消费

当中，开始关注冰雪类的博主、偶像等特殊群体并形

成购买行为的落实，青年消费者在线上和线下实体店

当中呈现出了不同的消费动机［4］。冰雪旅游的切身

体验感对消费者形成消费习惯至关重要［5］，体验性

消费人群主要是学生等群体，旅游消费人群主要是家

庭等［6］。新疆地区发展冰雪产业恰逢 “Z 世代”青年

消费行为转化期和女性消费者消费潜力提升的重要阶

段，长期来看，这部分人群将是体育消费和冰雪产业

消费的主力军。

综上所述，从冰雪产业规模、产业链结构塑造和青

少年消费行为建立等三个方面出发，新疆发展冰雪产业

可以从人流、资金流等多个方面进行有效突破，推动新

疆体育产业的转型式发展。

1.2  外部因素驱动——提升新疆体育产业综合实力

的需要

外部因素驱动主要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

在内的一些宏观性质外部环境因素推动新疆发展冰雪产

业来实现提升体育产业综合实力的需要。

1）政治因素利好新疆冰雪产业发展

从政治因素来说，国家对冰雪产业非常重视和支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继出台

了相关政策，冰雪产业不断迎来发展机遇（表 1），这

些政策涉及到冰雪产业发展的各个层面，包括冰雪运动

装备、冰雪运动与全民健身事业的有机结合和冰雪体育

旅游等事项。

表 1  我国近期出台的冰雪产业政策

时间 政策名称 政策主要指向

2019 年 3 月
《关于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
冰雪运动的意见》

全力推进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备战工作；大力普及群众性冰雪运动；
广泛开展青少年冰雪运动

2016 年 11 月 《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 年）》
到 2025 年，形成冰雪运动基础更加坚实，普及程度大幅度提升，竞
技实力极大提高，产业体系较为完备的冰雪运动发展格局

2021 年 2 月 《冰雪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到 2023 年，推动冰雪旅游形成较为合理的空间布局和较为均衡的产业
结构，助力 2022 北京冬奥会和实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

与此同时，国家相关的政策也为新疆冰雪产业未来

的发展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体育事业十四五规划》

中两处明确提及了新疆发展冰雪产业的要求，首先是在

冰雪运动跃升工程中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 3 ～ 5 个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省级和地市级示范区，

其中就包括新疆阿勒泰地区，此外还提到鼓励新疆和西

藏共同建设中国（长白山—阿尔泰山）冰雪经济高质量

发展试验区，从侧面反映出目前我国十分重视新疆地区

的冰雪产业发展，综合来看，政策给予了新疆冰雪产业

非常明确的目标和较大的提升空间。

2）经济因素体现出冰雪产业需求端已经较为成熟

从经济环境来看，当前中国人均 GDP 呈现稳定增

长的趋势，从冰雪产业的供给端来说，已经相对比较成

熟。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发展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即

超过 6500 美元）后，对体育消费较大规模的有效需求

开始形成，进入高收入阶段后体育产业将成为支柱型产

业，此期间是体育产业快速增长的时期，目前我国正处

在其中［7］。此外，我国的体育消费目前呈现出一些性

别与年龄上结构性的转变，这些转变也不断创造出新的

机遇，例如目前在消费市场上 90 后渐成消费主力军。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会将重心放

在自身的健康管理上，参与体育活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观念改变，

越来越愿意把钱花在参与冰雪运动当中来。

3）社会文化因素促进冰雪消费习惯养成

从社会与文化环境来看，伴随着我国居民体育消费

崛起到国内各大体育赛事的举办，越来越多的文化环境

场域因素正不断推动我国冰雪消费规模的壮大和居民冰

雪消费习惯的养成。居民的体育锻炼意识逐渐增强，消

费水平逐渐上升，文娱需求逐渐丰富。在父母与孩子的

教育中，体育运动占据关键的位置，其既有锻炼身心的

作用，又能增进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感情。

4）技术因素给予产业创新机会

从技术环境角度考虑，互联网体育用户规模不断扩

大，对冰雪赛事的营销与推广有重要作用，科技的不断

创新为冰雪赛事的顺利举办与参赛者的出行提供保障，

如高铁的修建在客观上降低了滑雪爱好者的时间成本，

会提升冰雪运动的参与频次。此外，伴随着移动互联网

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不同维度之间的壁垒，人类与机器

之间的交互创造出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互联网体育用户

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平台随时观看自己喜

爱的冰雪赛事并进行实时的互动，例如在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期间，在咪咕体育等平台上通过 5G 等技术可以

实现随时切换观看比赛项目、赛场观看视角和解说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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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技术上的应用创新都增加了冰雪项目的魅力，吸引

年轻人的目光，利于冰雪赛事的宣传和推广。

综上所述，从外部驱动因素分析，新疆发展冰雪产业

是顺势而为、借势而发的必然要求。顺势而为，推动新疆

冰雪产业发展，可以有效提升其体育产业的综合实力。

2  新疆冰雪产业发展现状及困境
2.1  新疆冰雪产业发展现状

本部分从多个维度对新疆冰雪产业进行分析，结论

认为目前呈现出较好的上升态势，处于冰雪产业发展的

上升期。

新疆地区一直以来都拥有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自然

冰雪资源丰富。2006年经过各国专家认证，阿勒泰地区被

认定为是人类最早的滑雪胜地，可以说新疆地区在前期积

累了较好的滑雪历史文化成果。自然资源上看，新疆地区

的冰雪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的高山冰川积累区，其年存雪

期达到了4个月以上的时间，可可托海地区到春季4月份

时仍可以保持一定量的存雪，非常有利于冰雪产业的发展。

根据《中国各滑雪大区发展分析报告》中的数据统计，目

前新疆有60座以上的雪场，在全国范围内名列前茅。

从冰雪旅游带动产业发展来看，新疆也体现出了较

好的带动效益，特别是从 2015 年中国成功申报 2022 年

冬奥会以来，阿勒泰地区的接待游客人次和整体的收入

规模稳步增长（表 2），通过冰雪特别是滑雪运动的发

展，新疆也有效带动了自身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规模的

扩大，经过十多年的积累，新疆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

大冰雪旅游大省。2020—2021 雪季，新疆阿勒泰地区

接待游客超过了千万人次，较上一年度人次相比增长超

过了 100%，旅游收入接近达到了 70 亿人民币大关，实

现近 60% 的增长。滑雪群体人均消费超过 3000 元［8］。

从冰雪旅游产业发展角度观察，新疆冰雪体育旅游资源

开发日益增大，特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充分利用了自

身传统优势的冰雪项目，开展了诸多有趣的传统冬季运

动项目。此外，新疆也有效结合了西北地区的一些优良

风俗习惯，创造出冰雪旅游发展新模式，如新疆阿勒泰

市推出了“西部冰雪旅游节”，包括滑雪、冬捕、冰雕

雪雕、马拉爬犁等一系列有趣的冰雪体验，为发展新疆

冬季旅游产业增添了新的动力。

表 2  2010—2017 年新疆阿勒泰地区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收

入（人民币）

年份 接待游客（人次） 旅游收入（万元人民币）

2010 3010000 235000

2011 3973300 298200

2012 4750000 358500

2013 5301200 416000

2014 4690000 344400

2015 7000000 530000

2016 8621000 700000

数据来源：《中国各滑雪大区发展分析报告》。

从大型赛事举办和带动效益角度观察，2016 年，第

十三届全国冬运会在新疆成功举办，作为在申奥成功之

后举办的第一届冬运会，它的成功举办帮助新疆冰雪产

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和较大的提升。此外，冬运会的举办

还扩大了新疆地区冰雪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新疆地区

还属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核心位置，旅游景点多，

使冬季运动项目与西北地区旅游地相结合，可以形成独

具特色的丝绸之路体育旅游项目，大力发展西北地区体

育旅游业，带动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西北地区冬

季运动项目发展，从而形成一种冰雪和旅游产业相互补

充的可持续发展模式［9］。  

从人才培养方面观察，从 2018 年起，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主动“出击”，新疆先后建设了 100 所冰上运动特

色学校和 100 所雪上特色运动学校，并且全面开展青少

年普及运动为目标［10］，为我国的冰雪后备人才培养作

出了卓越的贡献。自 2020 年以来，阿勒泰地区各职业院

校开设了包括冰雪运动与管理、冰雪设施运维与管理、

休闲体育（冰雪方向）等在内的15个冰雪专业，“冰雪+”

相关专业招生 1366 人［11］，这些举措均为奥运会后冰雪

产业的可持续发力做出了重要的积累和贡献。

从产业政策观察，新疆自身也出台了系统性的政策

来支持冰雪产业的发展。从 2015 年到 2022 年，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推动体育产业特别

是冰雪产业发展，乌鲁木齐市进入 40 个国家体育消费试

点城市等都标志着系统性的政策开始在现实实践层面显

示出其有效性。

表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涉及冰雪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涉及区域 政策名称 颁发时间 政策涉及冰雪产业的主要内容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
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

2015 年 9 月
扩展冰雪运动产业。改善雪运动场地条件设施，广泛开展群众性
冰雪体育活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民健身
实施计划（2016—2020）》

2017 年 1 月
大力推广普及冰雪运动，利用成功举办第十三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的契机，发挥好冬运会后效应，实施群众冬季运动推广普及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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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区域 政策名称 颁发时间 政策涉及冰雪产业的主要内容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民健身
实施计划（2021—2025 年）》

2022 年 1 月
全面开发冰雪旅游、沙漠旅游资源，通过开展冰雪赛事、沙漠体
育等广泛宣传推介兵团冰雪、沙漠旅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发展
“十四五”规划》

2021 年 12 月
扶持冰雪场地建设，力争到 2025 年基本满足我区群众参与冰雪运
动的需求。大力开展雪地足球、雪地拔河、滑雪橇、滑爬犁、雪
地摩托、冬泳、冰钓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民俗冰雪娱乐活动

先需要从政策引领层面出发，对于冰雪特色文化定准

调，事实上从北欧等冰雪产业较为发达的国家来观察，

冰雪产业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文化层面，能否有

效传递出差异性的文化就会影响到自身冰雪产业品牌

护城河的建立。第三是存在规划缺乏科学性的问题，

系统性问题和特色性问题结合在一起就容易缺乏科学

性的现象，基层的滑雪场缺乏合理的规划，短期内为

了寻求利润，在战术层面实行价格战，这会对有限的

冰雪资源造成极大程度上的浪费，短期内演变成为在

战术层面吸引游客的问题，也并不利于培育高水平的

赛事和孕育成熟的冰雪文化。

2）冰雪产业专业化人才还未形成规模化培养

和华北（河北、北京及天津）地区和东北地区（黑

龙江、吉林、辽宁）相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人才

培养方面还存在非常大的提升空间。与新疆较为火爆

的冰雪运动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正是专业的教练员、

冰雪场地运营管理者数量缺乏，专业化人才的培养还

未形成规模化的培养路径。一是是横向比较来看，新

疆地区并没有像北京体育大学、河北体育学院、沈阳

体育学院、哈尔滨体育学院等专业体育院校作为人才

培养的支撑，这就为其培养专业的冰雪产业人才提出

了更高的挑战，本土化的培养路径在短期内来存在一

定的难度，从长期来看，如果不能够形成人才培养本

土化的链条，那么冰雪运动市场一直都会作为人才培

养的“输入地”存在，其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相应的

影响。二是目前新疆的冰雪培训市场呈现出数量多而

规模小，专业化、标准化程度低的现状，体育培训市

场是整个冰雪产业市场中处于非常核心的地位，本地

的消费者、本地的青少年需要接受高质量的体育培训

体系才可以拥有更强的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三是大

量新增滑雪场馆的管理需求与专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

人员严重稀缺之间的矛盾，新疆为了成功举办第十三

届全国冬运会和备战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需要，在冰

雪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成本，后备

人才是冰雪项目充分发展的重要基石，政策是培养冰

雪项目后备人才的重要保障［13］，新疆冰雪人才培养仍

然需要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来支持。

续表

综上所述，新疆地区在北京申奥成功之后加快了发

展冰雪产业的步伐，在政策引领、冰雪旅游带动等方面

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此外，新疆充分利用了自身在冰

雪传统文化上积累的优势，开展和推广带有地方文化特

色的冬季冰雪运动项目。

2.2  新疆冰雪产业发展困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冰雪产业在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

时也面临着一些发展上困境，“后冬奥”的新疆冰雪不

仅要面临着国内其他滑雪市场巨大地区的挑战，同时展

望未来，在疫情防控逐步常态化的时代，国内外的冰雪

市场也将逐步开放，接受国内外游客的主观选择。所以

在这一阶段，对于新疆冰雪产业的发展来说，可以说既

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又会遭遇到巨大的挑战，如果不能

够在这一转换期间内形成冰雪品牌的建立和消费者口碑

与消费习惯的养成，那么在“冰雪热”逐步退场之后，

就可能会面临着市场不能够形成良性发展循环的结果，

本部分主要从冰雪产业规划，冰雪产业人才储备和冰雪

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等方面对新疆冰雪产业目前存在的

困境进行探讨。

1）冰雪产业规划缺乏系统性

近些年国家在大力发展冰雪产业，推广冰雪运动，

客观上也促进了各个省市自治区对冰雪事业的投入和

关注，包括北京、东北三省、天津、河北等省市地区

都在出台相关的政策和规划发展冰雪产业，所以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在制定自身冰雪产业规划的过程中要注

意系统性、特色性和科学性的问题。第一是存在规划

缺乏系统性问题，冰雪产业的整体的投资回收周期较

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需要处理好大的区域内部内各

个区域之间竞争格局和协同发展之间的关系，公共政

策的具体执行单位是要靠基层的雪场或者冰场来执行

完成的，有针对日本滑雪场发展经验的相关研究也证

实了不同地域之间滑雪场的密切配合可以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12］，目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制定冰雪产业

规划的过程中缺乏对这一点的关注；第二是存在规划

缺乏特色性的问题，目前的产业规划呈现出同质性比

较严重，和国内河北省、北京市紧抓“京津冀”的主

题相比，新疆还未形成特色型的冰雪产业文化，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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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冰雪产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不足

新疆冰雪产业数字化转型是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的现实需求，也是深入推动新疆冰雪产业整体性转变、

全方位赋能和革命性重塑、引领新疆冰雪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大势所趋。新疆冰雪产业数字化转型本质是新疆冰

雪产业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以促进自身产业发展发生实质

性优化与改变的过程。目前，我国新疆冰雪产业数字化

转型面临着转型理念不科学和转型实践能力不足等问题。

具体来说，数字化转型的理念并不是简单地在雪场或者

冰场内寻找技术应用场往其中增添内容就可以，而是需

要一整套技术手段的加持，从产业链的角度出发，如在

冰雪体育用品制造等并非是新疆自身具备优势的环节如

何可以通过技术的应用把更多的供应商放置到自身的价

值链条之中；转型实践能力不足与自身产业战略制定问

题有关，如果战略定位不够长远，新疆冰雪产业数字化

转型是一种系统性工程，应从明确新疆冰雪产业数字化

转型的方向和目标，构建新疆冰雪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平

台支撑，健全新疆冰雪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体制机制，推

动新疆冰雪产业顺利发展。

3  “后冬奥”时代新疆冰雪产业高质量发
展路径

3.1  厘清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内涵

冰雪产业与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转型紧密相关，

从十九大报告到十九届六中全会的报告，均显示出我国

已经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我国社

会经济发展等提出了更高更丰富的要求，当然包括体育

产业发展这一领域和新疆冰雪产业发展这一问题。推动

新疆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基本前提是科学把握高质量

发展的核心内涵。高质量发展问题近期也已经成为学术

界讨论的热点话题，金碚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看似

简单却不易把握的概念，其本质性特征具有多维性和丰

富性［14］。王一鸣认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主

要特征是包括四个方向上的转变［15］。因此，高质量发

展的内涵体现在多个维度，不是简单指经济总量和物质

财富数量层面的增长，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等方面的全面提升，需要着重解决经济社会环

境发展中突出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16］。新疆冰雪产

业高质量发展指的就是从粗放式的发展路线中解放出来，

关注于冰雪产业的品牌打造问题，打通产业链和价值链

的相互联动，使用最小的成本实现效率最高的冰雪市场

运营。

3.2  加强统筹规划助力高质量发展

制定冰雪产业规划时要运用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去优

化冰雪产业规划问题。具体来说，冰雪产业从横纵两个

维度去分析，横向上包括产业链上游的各类供应商和产

业链终端的各个消费者，从纵向层面上分析又可以包含

着投资方、建设方、运营方、体育系统和当地政府在内

的多个利益相关方。有的雪场还会受到大型母公司的影

响，因此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会出现各方利益掣肘的情

况，不能更加独立地对区域内的冰雪市场主体进行市场

化的开发和运营，并不利于冰雪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因此，建议新疆在制定冰雪产业规划时一定要明晰各方

职责，权责分明。各利益相关方可以在前期共同参与冰

雪产业未来的长远规划，新疆也可以参考国际上目前成

熟的冰雪市场运营经验，做到兼听则明。同时，新疆还

需要将自身的规划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中，

从更长远看，更有利于我国冰雪市场的“走出去”和“引

进来”。

3.3  加强人才培养推动高质量发展

人才储备是新疆冰雪产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第一是要明确改善目前作为人才“输入”目

的地的现状，制定出具体的冰雪产业人才培养计划，甚

至是开发投资建设冰雪运动学院的计划，培养更多本地

的经营管理人才；第二是还要积极引进经营管理领域的

专业人才，用先进人才的带动和示范效应，不断更新冰

雪市场上的经营管理理念，弥补现有管理人员在管理经

验方面的欠缺，提高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经营能力，获

取更高的经济效益。

3.4  紧抓数字化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

对于新疆冰雪产业数字化转换刚起步的第一阶段，

数据、政策、人才和应用场景等都十分关键。这需要政

府和体育部门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和平台支持，为新疆

冰雪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充足的资金和政策保障。第一，

政策支持。政府应出台措施进一步引导和支持 5G、人工

智能等前沿科技融入新疆冰雪产业数字化转型；第二，

政府应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包括智能体育技术进入雪

场的税收优化政策，支持和保障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融

入新疆冰雪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第三，加强新疆冰雪产

业数字化转型的平台建设，将各类优质的数字技术资源

引入到新疆冰雪产业体系内，孵化出更多新疆本土的冰

雪科技企业和人才，这对于新疆冰雪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至关重要，推动新疆努力成为全国冰雪产业数字化转型

标杆。

4  结语
本文从高质量发展角度出发，分析了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发展冰雪产业的必要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目前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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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产业发展的现状及困境，以及在高质量发展视阈下为

其高质量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提供建议。新疆冰雪产业发

展正处于上升势头，希望新疆可以抓住机遇，迎难而上，

为我国实现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和健康中国 2030 目标做出

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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