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撬动万亿市场 赋能城市冰雪产业

北京冬奥会为中国冰雪产业的

繁荣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冰雪旅

游 业 进 入 了 快 速 增 长 期 ，

2020-2021雪季冰雪旅游人数2.3

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3900亿元。

随着冬奥场馆赛后运动场地、

设备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冰雪

产业市场的经济效能也在继续不断

释放。在利好政策引导下，大量投资

涌入这一新兴产业领域。根据《冰雪

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年）》，今

年底我国将建成滑冰馆650余座、滑

雪场800座，截至2025年冰雪产业

总规模有望达到万亿级。

北京冬奥会期间实施的科技冬

奥行动，推动了场馆建设、气象预

测、运动技能优化等相关领域技术

创新和突破，不仅保障了冬奥会的

高水平筹办，也为赛后相关领域高

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此

外，北京冬奥会的市场开发工作为

各合作伙伴，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

展提供了机遇。比如，滑雪场跳脱出

“冬天专属”场馆定位，开始四季运营

模式，不仅盘活了长期闲置的场地资

源，也帮助当地从事冰雪产业的群众

将“雪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张家口市

的雪场建设、雪具销售、冰雪培训及

餐饮、住宿、休闲旅游等相关产业蓬

勃发展，为当地群众创造更多就业岗

位。目前，仅崇礼区就有超3万人从事

冰雪相关产业工作，平均每4人中就

有1人端上“雪饭碗”。

不仅如此，北京冬奥会也在一

定程度上激发了雪具市场的活力。

在冬奥热度的带动下，冰雪旅游在

春节假期后持续受到消费者欢迎。

飞猪数据显示，节后错峰游热度不

减，2月7日-13日，滑雪场周边酒店

订单量环比春节期间（1月31日-2

月6日）涨超40%，滑雪场门票订单

量涨36%。毋庸置疑，“冰雪”概念已

经逐步深入人心，冰雪旅游消费市

场在不断扩大。

文旅相结合的冰雪体育运动

深受群众喜爱。据《北京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经济遗产报告》，

动物冰雪大世界、雪地温泉、冰雪

旅游节、雪地徒步等文旅结合项目

带动了群众冰雪运动的热情。此

外，“冰墩墩”一墩难求的情况，也

体现了冬奥期间文创产品的发展

也极为迅速。

在青少年中推动冰雪运动推

广普及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

司长涂晓东在2022北京新闻中心

举办的北京冬奥会带动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今后，国家体育总局将不断完

善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的政策保

障和赛事活动体系，持续推进冰雪

运动进校园、进社区，发挥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在冰雪项目普及中的

作用，帮助更多青少年参与冰雪运

动，在冰雪运动中享受乐趣、强健

体魄、锤炼意志。

协同区域发展 打造文旅样本

在大力发展冰雪产业，带动

更多市民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同

时，如何扎实做好后冬奥文章，充

分用好物质、文化和人才遗产，实

现冬奥遗产利用效益最大化，也

成为各区域思考的新课题。

8月8日，北京朝阳区和河北

张家口市携手发布奥林匹克中

心区综合提升行动计划，两地将

合作共建奥运体育文化旅游带。

据了解，在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上密集分布着25个奥运场馆、

21个大众滑雪场、6项世界文化

遗产、136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6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56个高等级旅游

景区。

对于京张地区发展体育文

化旅游，资深旅游专家王兴斌谈

道，“坐拥冬奥遗产专业赛场等

设施，依托京津冀庞大客源市

场，这一地区大有潜力可为，甚

至可以打造成为周末冰雪休闲

度假地”。

据马蜂窝发布《京张体育文

化旅游带发展报告》，近年来，京

张地区体育旅游在冬奥的带动

下热度空前高涨，报告数据显

示，2021年马蜂窝站内北京地区

与体育相关的旅游内容同比增

长145%，张家口地区与体育相

关的旅游内容同比上涨600%。

体验冰雪项目和参观奥运场馆，

是京张地区体育旅行的两大主

要方向。

不仅仅是京张地区，在如

今的首钢园，谷爱凌、苏翊鸣先

后夺冠的首钢滑雪大跳台今年

夏天已经正式对外开放，并成

为北京市民喜爱的“网红打卡

地”。此外，位于首钢滑雪大跳

台下的北京首钢园香格里拉酒

店也在赛后成为一处新的休闲

消费场所。该酒店在保留原有

工业文化风貌的基础上，结合

钢制中国红旋转楼梯、飞鸟装

置、电厂酒廊，如今这些都已成

为市民拍照打卡地。

谈到如何借助冬奥遗产转

化资源，石景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副局长黄杰介绍，首钢游、科幻

游等线路将首钢三高炉、香格里

拉酒店、大跳台出发区等核心点

位相串联。下一步，石景山区将

结合城市更新和转型发展，开展

“体育+科技”“体育+文化”“体

育+旅游”等主题活动，擦亮冬

奥及首钢工业文化名片，提升新

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的文

旅魅力。

王兴斌表示，纵观以往冬

奥会，也有利用冬奥遗产来打

造文旅产业的样本。相信冬奥

遗产经过改造和利用可以更好

地服务于大众，从而带来更多

的经济效益。

Q：北京冬奥会之后，赛后场

馆利用一直被提及，在这方面都有

哪些计划？

A：北京冬奥会从场馆规划设

计之初就充分考虑每一个场馆赛

后利用问题，将赛时需求与赛后用

途很好结合起来，统筹规划，同步

设计到位，有效降低成本。比如，在

北京冬奥会期间就充分利用北京

2008年奥运会的场馆遗产，北京

赛区主要场馆中有6个使用2008

年奥运会场馆进行改造升级，打造

了一批双奥场馆。

早在赛前四年，我们就超前谋

划场馆赛后利用，制订多版《场馆

遗产计划》。在国际奥委会指导下，

所有竞赛和主要非竞赛从2018年

起，就开始谋划场馆赛后利用，陆

续制订多版“一馆一策”的《场馆遗

产计划》（又称《场馆赛后利用计

划》），统筹考虑赛时需求与赛后用

途，全面系统谋划赛后利用，从体

育赛事、大众健身、训练培训、公益

计划、商业运营等多方面系统规划

场馆赛后利用，并根据实际运行不

断深化完善。

期间，北京冬奥组委会同国际

奥委会共同开发《场馆遗产计划通

用模板》，是积极谋划奥运场馆赛

后利用、打造国际通用规范标准的

积极探索，通用模板被国际奥委会

推广推介至巴黎2024和东京2020

奥运会组委会。

Q：冬奥会场馆未来还将注重

哪些方面的利用开发？

A：首先是积极申办举办高水

平赛事，北京冬奥会的竞赛场馆都

是世界一流场馆，在冬奥筹办和举

办过程中，体育部门、场馆业主单

位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就有了

很多深入的沟通，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关系，赛后将继续申办、举办高

水平国际赛事和各项国内赛事。真

正通过一些高水平赛事，带动大众

赛事、全民健身和地方发展。

其次是全面向公众开放。除了

竞技赛事外，冬奥场馆更重要的是

为大众体育休闲健身提供服务，所

有竞赛场馆要全部面向公众开放。

所有新建场馆在规划设计之初就

充分考虑了赛后如何向大众开放。

比如，国家速滑馆采用了1.2万平方

米的全冰面设计，速度滑冰400米

赛道中间的场芯部分，是南北两块

标准冰场，在进行速滑比赛同时，

场芯部分可以进行短道速滑、花样

滑冰或者冰球比赛。赛后可容纳

2000名公众同时开展冰上运动。

此外，冬奥会场馆还进行四季

运营。冰上场馆都是室内场馆，可

以四季向公众开放和举办大型赛

事、文化休闲活动。延庆和张家口

的雪上项目场馆受气候限制，只能

在冬季开展雪上项目体验和比赛。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山地赛区规

划建设中，从赛区整体发展出发，

充分考虑春夏秋三季的运营，利用

赛区的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优势，

建立户外拓展训练中心，发展健身

跑、越野跑、山地自行车、登山攀

岩、徒步、滑草等户外运动，并加快

发展区域特色旅游休闲、山地度

假、户外运动等产业，实现冬奥场

馆的四季持续运营。

其实，场馆与地区是联动发展

的。场馆的赛后利用不是孤立地考虑

某一个场馆的运营，而是融入到地区

发展，从整体去谋划，去推动，比如延

庆赛区依托场馆及配套设施，推动延

庆区“冬奥、世园、长城”三张金名片

联动发展，以全域旅游为主导，大力

发展特色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张家口

赛区将依托竞赛场馆和配套设施，推

动张家口市打造全民、全季、全时、全

域的全亚洲冰雪旅游度假目的地和

“体育之城”。同时，积极推动北京、

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的冰雪场馆

资源联动发展，与京张沿线大众冰

雪设施、体育设施、自然文化旅游

资源相融合，借助京张高铁、京礼

高速等快速交通线路，打造京张体

育文化旅游带，带动周边区域高质

量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而

实现冬奥会新建场馆的“反复利

用、综合利用、持久利用”。

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遗产管理处处长刘兴华：

场馆规划建设阶段同步考虑赛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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