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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中央、国务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战略”目标的引导下，现阶段东北地区应充分利用其自身的地域、文化、历史资源，大

力发展以冰雪体育为主的冰雪产业，以此作为优化调整产业结构的切入点和经济的增长点，进而促进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 

1 对“新东北时代”的经济增长点——冰雪体育产业的探析 

  人流带动物流，物流化为财源。旅游专家介绍，旅游业挣1分钱，相关产业就能挣7～8元钱，冰雪体育产业将白雪化成了“白

金”。现阶段，东北老工业基地大力开展冰雪体育产业的主要战略意义在于：增加了国民收入，加大了创汇力度；扩大了经贸合作，

牵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扩大了内需，促进了消费；提升了城市品位和国际地位。如，哈尔滨市随着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和世界国

际冰雪节、滑雪节等国际活动的开展，促进了城市建设和环境改善，增加了城市与国际接轨的机遇，提高了市民素质，增强了城市的

亲和力，提高了国际地位的渲染力。 

2 东北地区冰雪体育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总体发展规划，造成资源泯灭浪费 

  在大力发展体育产业的过程中，把目光投入冰雪体育产业的开发和发展是极为正常和富有远见的，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由于

缺乏总体发展规划、忽视市场需求、盲目做大，导致重复开发，造成资源浪费。 

2.2 缺乏统一的滑雪产业等级评定标准，产生不正当竞争 

  中国有大小滑雪场近百家，其规模、功能参差不齐。由于国家缺乏统一的滑雪产业等级评定标准，造成各雪场的等级、功能、档

次杂乱不清。滑雪者不易根据自己的技术水平选择去处，初学者如果误入了适宜于高水平滑雪者的场地就会带来安全隐患；而高水平

的滑雪者误入初级场地玩得肯定不会尽兴，同时也会给初学者带来安全险患。上述现象极大地影响了游客的兴致。 

2.3 大部分冰雪体育场馆功能不完善，建设水平低 

  一些地方受经济利益趋动，急于上项目、抢市场，场馆开发缺乏必要的论证和设计，或是不具备深开发的地理条件、或是设施不

全、或是破坏景观环境、或是在功能上无法适应冰雪爱好者多层面的需求。有的冰雪器材供不应求；有的在旅游旺季接待能力不足；

有的涉外宾馆设施老化、陈旧，无法满足国外游客的需求；有的缺乏必要的医务救护能力…… 

2.4 业务水平不高，专业人才匮乏 

  在世界滑雪发达国家，滑雪教练要经过正规培训。加拿大拥有高山滑雪教练6030人（其中初级5340人，中级680人，高级10人）；

亚洲的日本、韩国也拥有正规的培训内容和正规教练队伍。相比之下，我国的滑雪场缺少经过正规、专业化培训的教练员队伍，有些

雪场所谓的教练，基本不懂滑雪知识，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即便能做出简单动作，但理论水平、文化素质偏低。有的滑雪场甚至根本

就没有配备教练，任凭滑雪者“放羊”，这样做既不安全，也不利于培养滑雪者的兴趣，从而无形中失去了市场，影响滑雪产业的健

康发展。 

2.5 缺乏环保观念，环保能力无法适应行业需求 

  冰雪体育旅游属于生态旅游范畴，但多数场地，疏于生态环境的管理和维护，环保能力无法适应旅游行业的需要。如滑雪场开发

中为满足雪道、公路、服务设施等建设要求，大量树木被砍伐，雪场区域水土流失严重；由于风大，雪道存雪量明显减少；建筑废弃

物、生活垃圾随意堆放；污水、粪便未经处理排放；能源供应仍以粉尘排放高的煤炭为主等等。从长远看，这些行为所引发的环境恶

化，会对滑雪旅游产业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 

2.6 管理水平、服务质量尚待提高 

  目前，我国冰雪体育产业的系统服务质量低、管理水平差、服务不配套、不规范，尚未与国际接轨。中国旅游业投诉率最高的就

是服务质量问题，中国冰雪体育旅游业是超常速发展的产业，其发展速度与服务质量未成正比。主要表现为：从业人员优质服务意识

淡薄、文化素质较低、培训缺乏持续性，尚未形成稳定、优质的服务队伍，缺乏管理的规范性。 

2.7 安全救护措施尚待加强 

  安全问题是每个滑雪者都十分关心和谨慎对待的问题。在安全措施方面国外的滑雪场地都很严格和专业，有即时的天气预报系

统、专业巡逻队伍、不同场地滑道的详细资料、适当的警示牌和伤者救护中心及重伤者简便运输工具（救护车或直升飞机）。安全措

施的周密与严谨，使滑雪者玩得开心、玩得安心。与之相比，我国滑雪产业的安全救护意识淡薄，应有的专业救护设备和救护人员多

数雪场尚未达到标准。雪道，特别是危险地段没有警告和防护设施。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既影响了企业形象，又不利于市

场的培育与发展。 

2.8 营销手段、市场刺激亟待强化 

  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消费需求也会日益增长。能否把这些消费需求转化为推动冰雪体育产业发展的实际行动，与个人

的体育素养及外部环境的有效刺激相关。目前，国际冰雪体育产业正朝着多样化、高水平的方向发展，全世界6000多个滑雪场已有

2000多家上了Internet网。相比而言，我国冰雪体育产业的宣传力度不够突出，营销意识薄弱。 

3 对“新东北时代”冰雪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探析 

  冰雪体育产业开发要以本地冰雪资源为基础，以国内、国际资源市场需求为依据，以提高国民收入和经济效益为中心，突出特

色，坚持国内、国际并重的方针，形成大冰雪体育产业格局，发挥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对相关行业的牵动作用，采取切实



可行的措施，实现冰雪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实现上述目标，应采取如下战略举措： 

3.1 制定和把握总体发展规划，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对东北地区的冰雪文化开发，应打破省际区域限制，从东北地区的整体大格局出发，统盘规划，以各自的特色和优势为开发重

点，形成东北冰雪文化的立体网络。 

  各省市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并在各自总体发展规划的指导下，对增设项目进行严格的可行性调研，避免只

顾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盲目性重复建设，避免植被、地貌、土地的破坏和浪费。制定滑雪基地等级评价体系，对可以继续按滑雪场

功能运营但目前尚有缺陷的雪场限期整改，届时另行验收，直至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营；对不符合任何等级标准，资源消耗大、收

益率低、设施不全的雪场应及早责令关闭。 

3.2 加强冰雪体育旅游人才的培养 

  根据我国经济学家预测，21世纪初我国的第三产业将占全部产业的1/3，作为第三产业的冰雪体育产业，其专业人才匮乏，将不适

宜其产业发展的需要。现阶段可以利用体育院校及旅游学校，培养具备从事冰雪体育旅游工作所需要的具有优秀综合素质和行业管

理、市场营销、运动技术指导等实践能力的高级冰雪体育旅游专门人才。另外，也可以通过举办各种冰雪体育旅游培训班，进行各项

管理和岗位技能的培训。 

3.3 强化营销手段，拓宽客源市场 

  在市场定位上，国内市场以省内为基础，以福建、广东、大连等沿海地区为重点，扩展到华东、京津、江浙、西南等地；国外市

场以开发港澳台地区，东南亚、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为重点，加强与日本、韩国的交流，辐射欧美，形成多方位、多层

次的市场格局。 

  在市场培育策略上，强化市场刺激，重点开发省内大中城市和国内发达地区；开发全民冰雪活动意识，造就休闲文化和全民参与

的氛围；增强竞争能力，提高国际市场份额。 

  在宣传手段上，实行新闻媒体、社会宣传和行业营销相结合，采取精品化、个性化、多样化和网络化的手段，多形式、多角度、

多层面地宣传和营销。 

3.4 以“六大要素”为内容，提高服务质量，带动相关产业的同步发展 

  冰雪体育产业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食、住、行、游、购、娱”是系统工程中的六大要素，也是决定冰雪体育产业开发质量的六

个中心环节。要创造和扩大冰雪体育产业的名牌效应，一靠质量、二靠宣传，重点是自身质量。在提高产业质量的同时，做大与发展

相关产业，发挥体育产业对旅游、建筑、装饰、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的牵动作用。 

3.5 大力普及冰雪运动，营造冰雪体育活动全民参与的氛围 

  “百万青少年上冰雪活动”已经进行多年，但因中小学校场地条件、经济条件所限，“百万青少年上冰雪活动”没有发挥实效。

开展冰雪体育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体育场地设施、冰雪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群体，健全体育制度和法规，专门设置训练和培训组织机

构，加强社区群众体育工作，培养人们对冬季体育旅游的爱好和兴趣，提高人们对冬季体育旅游品位的需求，进而大力开展冬季体育

旅游，使其在广泛普及的基础上，进一步营造全民参与的氛围。 

3.6 扩展冰雪文化的创意，实行“大冰雪”战略格局 

  要实行“大冰雪”战略和冰雪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使冰雪体育活动项目和内容有新的创意、新的举措。为此，首先，应明确

主题，不断创新。每届冰雪节、滑雪节、冰雪大世界、雪雕艺术博览会、冰灯游园会、冰雪风情游园会，应设立有新的创意、新的内

涵；其次，应增设亮点，不断扩展冰雪体育文化氛围。 

3.7 以冰雪体育为契机，造就旅游商贸国际大都市 

  冰雪体育的发展，离不开孕育它成长发展的土壤，冰雪体育的发展与城市的文明进步相辅相成。“冰雪搭台，发展唱戏”，利用

冰雪体育优势，提升城市形象，争办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加大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力度。哈尔滨市1996年亚冬会的举办，为哈尔

滨的城市建设、市容、市貌带来了一次飞跃性的进步，尤其是亚冬会过后掀起的“冰雪热”，直接带动了哈尔滨市，乃至黑龙江省的

冰雪体育旅游发展。毋庸置疑，2009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举办的历史契机，将为全面推动哈尔滨市的经济、环境、交

通、电视传播、体育设施、旅游业的发展带来勃勃生机。 

3.8 加强政策引导，推进产业开发 

  政策扶持，加大开发力度，实行冰雪体育旅游强省战略。出台扶持冰雪体育旅游产业的优惠政策，在贷款、土地、税收、交通、

通讯、水利使用等方面给予政策上的倾斜，鼓励国内外各种经济实体加大向旅游产业的投入，对国外投资者按ＷＴＯ规则给予国民待

遇，加大招商引资和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开发力度。发挥旅游对相关产业的牵动作用，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扩大影响。 

4 结论 

  “变冷为宝、点冰成玉、化雪成金”——东北地区依靠自身的地域文化、地理资源，大力发展冰雪体育产业，实施产业结构调

整，造就冰雪产业的大格局，发挥其牵动作用，促进相关行业的发展，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促进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的重要举措。 

  作者：闫育东（哈尔滨体育学院） 

     赵晶、朱志强、王家宏、贾春佳、董新光、李颖川、 

     田雨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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