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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进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要报要点】【要报要点】【要报要点】【要报要点】近年来，我国冰雪旅游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冰雪旅

游产业已进入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的新时期。本文建议通过加大政

策扶持、加强发展指引、壮大市场主体、实施创新引领、强化人才

培养等一系列举措，进一步推进冰雪旅游发展提质增效。

一、冰雪旅游迈入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的新时期

近年来，我国冰雪旅游经济不断发展壮大。2018 至 2019

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人数达到2.24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386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3.7%和 17.1%。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

至 2020 年，中国冰雪旅游投资总规模超过 9000 亿元，冰雪旅

游成为资本和市场关注的热点。

冰雪旅游的发展，既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也对冰雪旅游目的地经济发展起到积极带动作用。随着冬

奥会的临近，冰雪旅游已步入发展快车道。同时，冰雪旅游经

济经过多年高速发展，正步入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的新时期，

迫切需要转变增长方式、优化供给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提升

产业效率，不断增强产业竞争力。

二、影响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一是现有冰雪旅游产品供给体系不能适应不断升级的市

场消费需求。以滑雪、玩雪、赏雪为主的单一产品体系不能匹

配国民对休闲、度假等综合性冰雪旅游产品的诉求。目前，国

内只有约 3%的滑雪场具有滑雪旅游度假功能。各地冰雪旅游品

牌形象不突出，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

二是四季型冰雪旅游产品缺失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国

内以滑雪场为核心的冰雪旅游严重依赖冬季和气候条件，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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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春夏秋季歇，导致企业运营困难，多数滑雪场难以盈利。

据调查，绝大多数滑雪场的冬季雪季收入约占全年收入的

100%，极少数综合性冰雪旅游地开发适合四季运营的户外运

动、汽车营地、培训性项目等，冬季收入占比能下降到 80%左

右。与国外冰雪旅游发达地区冬季冰雪旅游收入占全年 50%相

比，尚有较大差距。国内现有适合四季使用的室内滑雪场仅占

4%，多出现在南方城市。

三是产业链不完善，冰雪旅游装备制造业发展滞后，企业

使用的冰雪旅游装备和用品以进口品牌为主。冰雪旅游场所使

用的造雪机、压雪车、雪板、雪鞋、雪服等核心装备和用品主

要为欧美国家品牌，或国内企业贴牌生产产品。

四是安全问题多发，抑制了部分潜在冰雪旅游需求。因滑

雪致伤害事故的案例近年来时有发生，不仅引发舆论高度关

注，也让很多潜在的消费者打消了念头。

五是冰雪旅游专业人才缺乏，对产业发展支撑力不足。尤

其是非重点冰雪城市，冰雪专业人员难求。

六是整合性规划缺失，冰雪旅游目的地外部道路、交通、

水暖等基础设施配套不足，制约行业发展。

三、推进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一）加大政策扶持

鼓励地方政府通过购买冰雪旅游服务、补贴旅行社人头费

等多种形式引导消费者积极参与冰雪旅游活动，培育冰雪旅游

消费习惯。加大旅游专项资金引导支持力度，将具有示范效应

的冰雪旅游休闲度假项目、四季经营项目、新业态项目纳入旅

游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内容，引导冰雪旅游向质量效益型方向发

展。加大全国优选文化和旅游投融资项目对冰雪旅游项目的扶

持。联合有关部门，进一步扩大专项债券支持范围，将能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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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性、四季型项目纳入其中。鼓

励各地设立冰雪旅游产业发展基金，引导资本投入冰雪旅游。

（二）加强发展指引

制定全国及各省冰雪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推动全国冰雪旅

游有序、错位发展；鼓励各地将冰雪旅游发展规划与土地利用

规划、城乡发展规划等相衔接，实现多规合一。并以规划为指

引，完善冰雪旅游地的外部基础设施和配套。优化产业结构，

鼓励综合性休闲度假新业态发展，在全国打造一批冰雪旅游度

假区、冰雪旅游特色小镇、冰雪旅游特色街区、冰雪旅游数字

体验馆等，引导冰雪旅游产品升级。

（三）壮大市场主体

鼓励冰雪旅游类骨干企业通过收购、兼并、重组、合作等

多种形式做大做强。推动国内冰雪装备生产企业通过收购、投

资、合资建设等多种形式，引入国外顶级冰雪装备品牌企业，

快速提升国内企业在设计、研发、生产等方面的技术水平，不

断提高旅游装备的国产化水平。设立冰雪旅游相关的装备制造

基地、重点品牌等示范项目，推动冰雪旅游装备制造业的集聚

化发展和冰雪旅游的品牌化发展，培育并壮大国有冰雪旅游品

牌。

（四）实施创新引领

加快推动科技与冰雪产业的融合，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冰雪体验产品，推动 VR 冰雪科技体验馆、数字冰雪节等数

字冰雪产品。加快提升国内冰雪装备的智能制造水平，推动物

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云计算等与冰

雪装备制造的融合发展。通过智能装备的使用和推广，降低冰

雪运动事故率。鼓励企业加快研发人造仿雪，通过技术创新不

断降低成本，逐步向市场推出适合四季滑雪的人造仿雪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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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实现冰雪旅游的全区域、全年发展。加强数字技术与冰雪

旅游产业的融合，推动冰雪旅游企业数字化运营和全媒体营

销，快速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

（五）强化人才培养

文化和旅游与体育行政部门应加强合作，有计划地开展冰

雪旅游各工种人员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素质。在体育类、旅游

类院校鼓励设立冰雪旅游类专业。鼓励企业与高校联合设立产

学研相结合的冰雪旅游人才培养基地。实施“冰雪旅游工匠”

培育计划，培育一批冰雪旅游高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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