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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寒冬，随着气温下降，我国各地已开始迎

来冰雪运动和冰雪旅游的消费高峰。亚洲数据研

究院方面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冰雪产业市场规模在

2021年达到5788亿元，2022年或增长至8000亿元，

并有望在2025年突破万亿元规模。随着疫情防控

政策的优化调整，入冬以来滑雪场的人流量逐渐回

暖，冰雪运动已经逐步成为冬季旅游的主要增长

点，未来有望发展成为一项大众化的运动项目。

雪季“开板”迎来高峰

从去年上月中旬开始，青岛的各大滑雪场陆续

“开板”。作为北京冬奥会结束后的首个滑雪季，消

费者们对冰雪运动的热情较往年有明显提升。“我

们是在2022年 12月中旬恢复营业，到现在日均人

流量基本能保持在700人左右。从往年的情况来

看，每年新年的时候来滑雪的人流会达到一年的顶

峰，差不多能有1200人，今年可能会更多一些。”青

岛某滑雪场的工作人员李先生表示。

作为一项“冬日限定“运动，在小红书上搜索

“滑雪”可以看到227万多篇笔记，实属冬季最热门

的户外运动之一。在滑雪场既可以看到滑雪水平

较高的年轻人在赛道上踏雪竞技，也可以看到父母

带着孩子在场内和教练一起练习。然而数据显示，

在截至2022年4月30日的一年内，国内参与滑雪的

人数同比增长116万人至1202万人，但人均滑雪场

次由1.91下降为1.71。体验型滑雪者和初级滑雪爱

好者仍占据市场主流，初学者占滑雪旅游者八成以

上。可以看出，要想让消费者对滑雪运动更为“长

情”，除了政策的支持以及冬奥会等大型赛事的影

响，滑雪场也要以更丰富多样的产品和服务开拓新

场景，不断给消费者带来新体验。

“冷”运动释放“热”效应

通过大众点评等平台可以看到，青岛大部分滑

雪场的单人票价在35元到160元左右，根据不同雪

场的规格定价不同。尽管“入场券”并不算昂贵，但

滑雪仍有很多“烧钱”的部分。“滑雪是一项很锻炼

身体的户外运动，并且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出好看高

难度动作，所以我会经常来雪场练习。除了这些因

素，在雪场里拍一些能记录自己的高光时刻的照片

也是我很喜欢滑雪的原因。虽然各类滑雪场的装

备都比较齐全，但我还是更喜欢自己购买，除了好

看的滑雪服，包括雪鞋、护目镜、手套和雪板都是我

自己添置的。”滑雪爱好者孙女士表示。

而除了滑雪装备以外，如果周边没有合适的滑

雪场，不仅要驱车甚至乘坐其他交通工具赶赴心仪

的场地，还涉及到订酒店和餐饮等一系列消费，且

很多专业的滑雪培训课程也要价不菲。因此，要想

成为一名技巧高超的资深滑雪者，或者是要建立滑

雪运动习惯的爱好者，都要做好有一定的金钱投入

的准备。但与此同时，这也表明各类“冷”运动在不

断地释放“热”效应，除了滑雪场本身的盈利外，其

他相关产业链条也在不断延伸，释放出高潜力发展

的信号。

冰雪产业的“速
度与激情”

近几年来，我国“冰雪经

济”迈入高速发展阶段，同

程旅行数据显示，入冬以来

众多北方城市吸引了大量

游客，国内“冰雪旅游”相关

搜索量环比上涨 179%。受

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大众对
冰雪运动的认知升级以及
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冰雪
旅游消费也开始升级，市场
逐渐形成规模。《中国冰雪
旅 游 发 展 报 告（2023）》显
示，随着消费结构持续调
整，我国冰雪旅游出现了以
观光休闲、滑雪度假为主
导，近程占优、远程复苏的新特征。越来越多的
冰雪旅游正从初期行业培育向产业生态体系构
建转变，引领我国冰雪产业向链条化、集群化、全
球化发展。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冰雪旅游课题组综合测
算，2021-2022冰雪季我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为3.44
亿人次，冰雪休闲旅游收入为 4740 亿元，是
2016-2017冰雪季1.7亿人次的2倍多，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冬奥会以来，我国积极巩固“带动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的成果，出台了或者正在出台系列政

策支持冰雪旅游、冰雪运动等可持续发展。

我国冰雪产业目前还处于成长期，仍需形成稳

定的冰雪消费需求。亚洲数据研究院方面相关数

据显示，中国冰雪产业市场规模在2021年达到5788

亿元，2022年将增长至8000亿元，并有望在2025年

突破万亿元规模。在政策引导和支持、供给服务提

升和市场不断优化等因素的推动下，我国冰雪产业

前景十分广阔，接下来应进一步深化冰雪产业布

局，持续激发产业发展新动能，让更多人体验冰雪

运动的乐趣。

冰雪运动“燃”情冬日“冷”经济持续升温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梁源

1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

绿色发展》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

白皮书的主要内容。

绿色信贷、债券余额居全球前列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说，白皮书显

示，我国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和含绿量显著提升。战

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21年高

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15.1%，比2012年提高5.7个百分点。

“绿色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正在

展现勃勃生机。”赵辰昕说，近年来，节能环保产业

产值年均增长10%以上。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

年位居全球第一。

他介绍，各部门通过财政、税收、价格等政策措

施，支持绿色产业发展。十年来累计安排中央预算

内投资1000多亿元支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十三

五”期间中央层面年度安排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近

2000亿元。实施50余项税费优惠政策，不断完善

资源环境价格机制。同时，强化绿色技术创新，推

动绿色技术产业化，形成了覆盖节能、节水、环保、

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绿色技术装备制造体系，新能

源、污染治理、环境监测等多个领域的技术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我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为绿色产业提供资金

支持。截至2021年底，本外币绿色信贷余额15.9万

亿元，绿色债券存量余额超过1.1万亿元，规模均居

全球前列。

持续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能源资

源的利用效率持续提升，绿色供给能力显著增强，

数字化、绿色化融合水平不断提高。

“十三五”以来，我国持续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

设。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培育了2783家绿色工厂、

296家绿色供应链企业、223家绿色工业园区，推广

近2万种绿色产品，逐步构建起从基础原材料到终

端消费品的全链条绿色产品供给体系。

他表示，下一步，要健全完善绿色制造和服务

体系、构建绿色低碳升级改造政策体系、强化绿色

低碳标准的引领、建立数字赋能绿色制造的引导机

制、深化绿色制造的国际交流合作机制。

此外，要大力推动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

构建绿色低碳技术体系、绿色制造支撑体系，推进

工业向产业结构高端化、能源消费低碳化、资源利

用循环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制造流程数字化、产品

供给绿色化方向转型发展。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白皮书指出，绿色空间格局基本形成。自然

资源部副部长刘国洪表示，促进形成绿色空间格

局，要坚持三个方面的统筹：

——统筹发展与安全，在守住资源安全底线的

前提下支撑高质量发展。立足粮食安全，优先划定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明确2021年至2035

年继续保持18.65亿亩耕地保护任务不变；立足守住

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立足遏制

城镇无序蔓延，对超大城市、人口净减少城市和人

均建设用地超过国家标准的城市，严格按照现状城

镇建设用地的1.1倍、其他城市按照1.3倍，控制城镇

开发边界。

——统筹保护与开发，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

局。贯彻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农产品主产区、重

点生态功能区、城市化地区战略布局，统筹水利、交

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空间布局，构建多中心、网络

化、开放式、集约型的国土空间开发新格局。

——统筹保护与修复，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土地利用规划方面，刘国洪强调，要严控增量、

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十四五”期间，全

国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将控制在2950万亩，比“十三

五”期间压减300万亩。

绿色发展体制机制逐步完善

白皮书强调，推进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是关

键。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说，我们坚持着力构

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经济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提

供了有力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保障。

他表示，过去十年是生态环境立法力度最大、

监管执法尺度最严、法律制度实施效果最显著的十

年。生态环保领域现行有效的法律达到30多部，生

态环保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形成。截至去年底，

现行国家生态环境标准达到2298项，有效推动行业

技术经济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在监管制度方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

成为推动落实生态环保责任的“利剑”。建立健全

了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一系列监管

制度，健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等一系列重要制度在内的责任体系。

在市场机制方面，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健

全绿色税收体系，发挥绿色金融作用，深化生态保

护补偿制度改革等。

“生态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对市场的

引导性、激励性、调节性作用持续增强，助力经济绿

色低碳转型。”赵英民说。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绿色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
——国新办发布会解读《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

从12月中旬开始，青岛的各大滑雪场陆续“开板”。 记者 梁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