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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确立生态文明目标，贯彻生态文明理念，与生态文明协同发展，是新时代冰雪旅游有效应对

“生态环境负面影响”的必由之路。研究聚焦“冰雪旅游协同生态文明建设”议题，指明冰雪旅游高质量

发展和冰雪生态高水平保护协同推进新思路。研究认为，冰雪旅游协同生态文明建设体现在生产活动

规律性、价值追求同源性、环境条件依赖性、个体行为实践性，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良性

循环、提升冰雪资源禀赋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赋能冰雪旅游生产全环节的绿色低碳发展。以东北某

滑雪旅游度假小镇为考察样本发现，冰雪旅游面临着生态系统承载压力、资源利用效率不高、产品生态

价值弱化等问题，根本上由社会认知滞后、发展方式粗放、外部约束缺乏、内生动力不足等深层原因所

致。为此，从筑牢社会共识、转变发展方式、补齐外部约束、培育内生动力4个方面提出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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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后冬奥时代”，在政策红利、需求升级、服

务创新等因素激励下，冰雪旅游已经成为冬季旅游

和冰雪经济发展“核心引擎”，逐步形成浓厚社会氛

围、活跃消费市场，并在东北、新疆等地迎来“人气

热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2024中国冰雪旅游

发展报告》显示，冰雪旅游进入品质和创新驱动新

阶段，在2022—2023冰雪季，我国冰雪休闲旅游人

数为3.12亿人次，冰雪休闲旅游收入为3 490亿元，

连续两个冰雪季实现超过3亿人次的市场规模［1］。

从概念出发，本文将冰雪旅游界定为：以冰雪资源

和气候资源为依托，以冰雪景观及其产生所有人文

景观为旅游吸引物，以冰雪运动体验为主要形式，

兼具观赏性、参与性、刺激性等特点的休闲度假旅

游。应当意识到，冰雪旅游从属生态旅游范畴，对生

态环境资源依赖度较高，极易给区域生态系统带来

环境质量改变、生态劣化影响等问题，如何破解冰雪

旅游的环境资源约束亟须新突破。学界研究聚焦生

态环境影响［2］、生态化开发［3］、生态环境体验［4］等维

度，阐释冰雪旅游与生态环境关系问题，为本文提出

冰雪旅游协同生态文明建设构想奠定理论和实践基

础。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将“增

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正式写入党章，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已经

成为全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内容［5］，也给体育

领域发展带来新思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发

展体育事业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让体育

设施同自然景观和谐相融，确保人们既能尽享冰雪

运动的无穷魅力，又能尽览大自然的生态之美”［6］，

指明了发展冰雪旅游与保护生态环境相得益彰的发

展道路。为此，冰雪旅游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当

置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高度予以回应与解答。本

文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科学指引，深刻领会党

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规律认识，贯彻“必须

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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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求，重点聚焦我国东北地

区冰雪旅游发展实践，探索冰雪旅游协同生态文明

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期丰富新时代生态文明

建设体育领域实践原创成果，为冰雪旅游发展融入

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进程提供实践方案。

1　新时代冰雪旅游协同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理路

1.1　新时代冰雪旅游协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

依据

1.1.1　生产活动的规律性：自然与社会生产力的有

机统一

冰雪旅游本身作为一项人类追求身心享受的物

质生产活动，蕴含着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相统

一的内在规律，这是推进“冰雪旅游协同生态文明

建设”有据可依的理论来源。马克思在批判资本生

产过程中，揭示了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具有的

内在统一性，认为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物质

源泉，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需要建立在自然生产力的

基础上［7］。具体审视冰雪旅游活动中的生产力构成，

冰雪旅游生产活动与自然资源的生产资料有着天然

且密切的联系，其必须以自然界中土地、水域、森林、

冰雪等自然资源为生产要素，这些自然要素本身具

有的承载能力、供养能力、吸纳能力，都直接或间接

地影响着冰雪经济的生产劳动。与此同时，人类运

用机器生产、工程建设等技术手段改变冰雪自然资

源的形式，将冰雪自然资源与冰雪运动体验、冰雪观

光、冰雪休闲娱乐、冰雪节事活动等冰雪旅游消费结

合起来，实现冰雪旅游的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

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

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8］，深刻论

述了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生态化解放。基于

此认识，新时代推动冰雪旅游协同生态文明建设，就

是将冰雪资源禀赋区域的生态福祉与劳动力、资产

等社会生产要素统一起来，在冰雪旅游社会生产力

提升的过程中遵循生态环境的自然规律、保持自然

生产力的生态本性，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提供源源

不竭的自然资源，由此形成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

力的平衡发展。

1.1.2　价值追求的同源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

化基因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深刻体现了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价值观，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价

值导向。习近平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高度谋划发展”［9］，科学回答了统筹经济发展与

生态文明建设之问，这是理解冰雪旅游发展中人与

自然关系的价值导向。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的

“天人合一”生态自然观和“敬畏自然”生态伦理观，

浸润于社会实践深层肌理中，奠定了冰雪运动文化

基因的诞生土壤。从历史与文化层面来看，中国冰

雪运动诞生和发展闪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

化基因，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内涵有着共

通性、同源性及传承性。中国冰雪运动形成于特定

自然与人文环境，逐渐产生了与雪共存、与冰共生、

乐享冰雪的生活方式与民俗文化，其中便蕴含着追

求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文化意境［10］，以及人类适应

自然的生活方式调适。新疆阿勒泰地区滑雪岩画

中，展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抵御恶劣天气的智慧

结晶，逐步适应和融入冰雪自然环境之中，形成一种

内嵌自然环境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中国传统冰雪运

动蕴含丰富的和谐精神，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更

注重人性自然表达。可以认为，冰雪运动源自独特

且宝贵的天然馈赠，经人们对美好冰雪自然世界衍

化出冰雪游戏，再通过技术提炼成为自然与人类文

明相融合的产物。在北京冬奥会的影响带动下，冰

嬉、滑雪、冰帆、冰爬犁、狗拉爬犁等特色冰雪旅游产

品广受青睐，也成为人们亲近自然、获得自然教育的

天然课堂，无形地影响着人们与美好冰雪自然的和

谐相处［11］。由是观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基

因，回答了冰雪旅游何以协同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

统一问题。

1.1.3　环境条件的依赖性：冰雪自然生态系统的载

体支撑

冰雪旅游属于生态旅游范畴，主要以冰雪气候

等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作为吸引源，通过冰雪运动体

验、冰雪自然观光、冰雪休闲娱乐等旅游形式，造就

了“冰天雪地”生态环境依赖属性［12］。冰雪旅游遵

循生态旅游基本准则，作为可持续性生态资源利用

方式，肩负保护自然资源、实现资源节约、加强可持

续发展的生态责任，能够维护冰雪资源价值和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生态利益相协调。

换言之，冰雪旅游具有的“生态底色”，普遍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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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气候适应性旅游、生态依附性旅游，以冰雪为特色

的生态系统为冰雪旅游经济活动提供稳定的生态功

能，这是冰雪旅游协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基础。

具体而言，冰雪旅游发展潜力、承载力、脆弱性都建

立在冰雪生态系统功能基础上。特殊气候、森林植

被、水体水域等自然要素为冰雪旅游活动开展提供

运动、休闲、游憩自然空间和服务产品。目前，我国

东北地区现有森林 5.86×104 hm2，草甸和草甸草原

总面积 4×107 hm2［13］，已经形成“吉林雪乡魅力冰

雪体育旅游线路”“鸡西冰雪体育旅游线路”等多条

精品线路，多样化生态资源为冰雪旅游发展提供了

广阔坚实的资源环境基础。与此同时，也应关注到

由于冰雪旅游项目选址多数占用林地且会增加部分

碳排放，面临着严苛林地审批及环境影响评价。亟

须形成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生态化发展道路，

探索一条经济效益高、生态效益优、资源集约度高的

冰雪资源利用模式。

1.1.4　个体行为的实践性：沉浸冰雪生态场景的身

体体验

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

意识和生态智慧，需要涉身生态环境中体验和实践。

置于个体行为的微观层面来看，依托生态资源的冰

雪旅游活动，蕴含着与生俱来的生态体验属性，衍生

了生态认知、生态教育功能，为参与者感知冰雪自然

生态环境提供有利“实践场域”。依托自然生态风

光、独特文化背景所营造的冰雪旅游目的地，通过旅

游参与者“具身体验”，与冰雪生态场景进行互动，

决定了冰雪旅游活动自然性和参与性统一。具体审

视，冰雪旅游场景营造了多维度感觉体验，促进参与

者调动感官觉、本体觉和运动觉，在亲近、互动、交融

中共同感知“冰天雪地”情境，更深层次体会自然生

态系统各部分循环关系以及人类行为对生态环境影

响，以塑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观念。“冰

天雪地”不断刺激着参与者的视觉、听觉、触觉、味

觉和嗅觉体验，带来异于其他运动或旅游项目的多

维度感官觉体验。其中，以滑雪、滑冰等冰雪娱乐项

目为代表的冰雪旅游活动，所带来的本体觉和运动

觉更为凸显。冰雪运动中以肢体动觉代替传统旅游

视觉局限，形成了更加丰富的身体感知层次，促使参

与者获得最佳心流状态［14］。由此，具有天然生态体

验属性的冰雪旅游活动，成为开展公民生态教育、培

育公民生态认知的重要实践空间，这是冰雪旅游何

以协同生态文明建设的个体认同基础。

1.2　新时代冰雪旅游协同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

判断

1.2.1　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良性循环

面对发展和保护关系失衡难题，习近平强调，

“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重要支撑，生态优先、绿

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只有依靠高水平保护才能实

现。”［15］推动冰雪旅游协同生态文明建设，是将冰雪

旅游发展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限度

内，不断塑造冰雪旅游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促进冰

雪旅游低碳循环发展，推动冰雪旅游“质”有效提升

和“量”持续增长。如此这般，有机地将冰雪生态环

境优势与旅游生产力相结合，通过冰天雪地生态环

境改善来获得生产力水平提升，从而实现冰雪旅游

产品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协调兼益。一方面，生

态价值可转化为更加持续、更高质量经济价值。冰

雪生态产品作为一种有限的自然生态系统服务的结

晶，不仅体现自然属性，而且能够提供满足人类生

存、发展和享受所需要的物质性产品和舒适性服务，

具有可持续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经济价值能有

效反哺生态价值。发展冰雪旅游带来物质财富与技

术创新可以反哺生态环境，以经济效益补偿与回报

生态环境资源消耗，从而实现“生态赋予—产品开

发—效益增值—反哺生态”的良性循环。长白山景

区在冰雪旅游开发过程中，规范冰雪旅游项目场地

的水资源管控，严格控制污染源排放，确保长白山生

态功能不降低、生态系统不破坏、生态资源总量不减

少，兼顾冰雪旅游所需生态资源的水生态修复。

1.2.2　提升冰雪资源禀赋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赋予传统生态资源一定的资本意义，提升传统

生态资源的服务价值，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题

中应有之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理解生态资源

转化为服务价值的重要视窗。Costanza于1997年

系统阐述了自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将其定义为生

态系统与生态过程形成并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

然环境条件与效用，并可以为人类持续提供物质产

品、稳定的环境条件和文化服务［16］。以此而言，冰

雪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可以理解为：自然冰雪资源对

本区域人类福祉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的必要资源和

服务的总和。冰雪旅游协同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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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生态资源纳入冰雪经济生产力发展之中，不断扩

容冰雪经济生产力的内涵维度，从而超越了传统意

义上冰雪生态环境的保护意义，其意在最大限度发

挥冰雪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进而促进冰雪资源禀

赋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值。东北地区拥有极

为丰富冰雪生态资源，涵盖冰雪地文景观、冰雪水域

景观、冰雪生物景观、冰雪气候景观、冰雪建筑设施、

冰雪人文活动等资源，奠定了东北地区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的基础。有研究团队估算了东北地区冰雪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2019年东北地区冰雪服务总值为

2.96万亿元，“冰绿指数”（冰天雪地价值与绿水青

山价值）为0.48［17］，为东北地区冰雪旅游开发奠定了

良好基础。

1.2.3　赋能冰雪旅游生产全环节的绿色低碳发展

推动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冰雪旅游资源开

发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

环节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畅通冰雪生态经济良性循

环，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

平绿色动态平衡。第一，在生产环节，有助于提升冰

雪旅游产品的生态效益。通过控制冰雪旅游产品开

发的资源投入，运用数字化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

术、环保新材料等技术，提升冰雪旅游产品的生态价

值，降低冰雪旅游产品开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第

二，在冰雪旅游的分配环节，有助于冰雪旅游经济补

偿生态。通过碳排放、排污权、水资源权等环境资源

交易市场，将冰雪旅游的经济效益有效反哺冰雪生

态资源的消耗，优化冰雪旅游区域各利益相关主体

的成本共担。第三，在流通环节，有助于冰雪旅游资

源流转效率。从冰雪生态旅游空间规划布局入手，

改善冰雪资源禀赋区域交通运输的能源结构，优化

交通运输的发展方式，更好发挥多种交通运输工具，

推进冰雪旅游流通的绿色清洁。第四，在消费环节，

有助于形成绿色、低碳、环保的消费意识与生活方

式。通过调控消费者参与冰雪旅游消费的价值倾

向，使绿色低碳循环的生活理念内化至冰雪旅游消

费中［18］。

2　新时代冰雪旅游协同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审视

将研究视角进一步聚焦具有代表性的东北地

区，以课题组前期调研的长春T滑雪旅游度假小镇

为个案样本，深入考察冰雪旅游发展实践中面临的

生态环境约束因素，并分析问题成因。长春T滑雪

旅游度假小镇作为城郊冰雪旅游热门目的地，围绕

滑雪场形成了多业态布局发展模式，但在建设运营

过程中也受到生态环境影响困扰，因此具有较典型

研究意义。

2.1　新时代冰雪旅游协同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

表征

2.1.1　冰雪旅游超出区域生态系统承载力

冰雪旅游作为一项依赖气候、地形等自然资源

的人类活动，多分布于生态系统脆弱的高山林区，对

区域生态系统的影响往往较大。我国东北地区，冰

雪旅游生态足迹（在指定人口单位内的消费负荷所

需要具备的生物生产力、土地和水域）消耗较高，特

别是在能源、草地、水域、餐饮、娱乐、交通等方面，

已经超出区域水文、土壤、气候、植被等生态系统承

载力负荷，易引发“生态赤字”问题。考察长春T滑

雪旅游度假小镇发现，项目占地面积29.364 1万m2，

建设雪道18条，雪道面积24万m2。该项目仅获林

地审批许可、环境影响评价未获正式审批情况下，通

过砍伐森林、局部爆破岩石达到降坡、平整地表的效

果，改变了原有地貌形态，特别是对当地较为脆弱和

不稳定的山地生态系统的影响较大，产生山地水土

流失的隐患。该项目建设工程主要由滑雪运动设施

的主体工程、滑雪公共服务辅助工程以及配套工程

设施的公用工程组成，项目施工难度较大，在施工过

程中带来空气、噪声、环境等多重负面影响。之后，

在项目运营中，也由于环保措施不到位，产生废水、

废气、废物等影响（图1）。

由于该滑雪旅游项目建在当地著名生态旅游度

假区内，属于山地和丘陵地带，需要移除地表树木，

部分地表需要修整，以控制雪道长宽和坡度。考察

发现，该项目建设占用林地17.254万m2，需采伐株

数21 201株，全部为一般商品林，其中5cm以下幼

树、幼苗8 938株，5cm以上林木12 263株。土地生

态资源的占用直接破坏了区域生态结构、生态功能

和生态动态，干扰当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直接影响了涵养水源功能、防止水土流失功能、林地

供氧功能、林地生物量供养功能（表1）。

2.1.2　冰雪旅游生态化资源利用水平较低

发展冰雪旅游是将冰雪自然资源作为宝贵生

态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推动冰天雪地“冷资源”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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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高附加价值的“热经济”，进而提升冰雪资源的

经济利用效率。但在实践过程中，冰雪旅游活动对

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低，出现冰雪经济发展与生

态环境保护不相适应的发展困境，也脱离生态文明

建设本质要求。受制于自然冰雪资源地域分布、季

节变化、环境政策等因素影响，冰雪旅游活动开展

多集中在冬季，非雪季项目开发和运营模式规划不

足，资源利用效率在整个旅游产业中偏低［19］。冰雪

旅游活动在影响区域生态系统同时，也会在工程建

设、交通运输、设施应用等环节消耗较大规模自然

资源。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的《2023年全球

气候状况》显示，近十年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十年。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东北地区冬季气候不

稳定，导致雪季天然降雪量不足，因此多数滑雪场

在雪季需要依赖人工造雪技术。但是，人工造雪技

术水电能源消耗巨大，进而产生碳排放问题。课题

组调研发现，长春T滑雪旅游度假小镇配备了35台

24.5 kW的大功率造雪机以及2台4.3 kW的造雪枪，

在雪季造雪机每天工作10 h左右，每天用电量超过

8 500 kW·h。同时，人工造雪技术对水资源消耗也

非常大，长春T滑雪旅游度假小镇35台造雪机每天

用水超过5 000 t，即便该景区建立了收集雨雪蓄水

池，力求形成循环用水系统，但也会消耗大量的地下

水资源，间接影响了山地土壤保水功能。

图1　长春T滑雪旅游度假小镇工程建设及其环境影响状况

Fig.1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ski tourism town T Project in Changchun

表1　长春T滑雪旅游度假小镇生态影响情况

Tab.1　Ecological impact of ski tourism town T in Changchun

影响维度 生态环境不利影响

影响涵养水源功能 按照每公顷林地可涵养水源300 m3标准，该项目每年减少涵养水源5 176.2 m3。

影响防止水土流失功能
建设工程永久占地、开挖和回填造成对原地貌、土地和植被扰动和损坏，本项目扰动面积为29.364 1万m2，

施工期新增水土流失量20.53 t。

影响林地供氧、净化空气功能 按照每公顷林地每年可吸收二氧化碳量16 t，释放氧气12 t，项目建成后每年减少氧气的释放量207 t。

影响占用林地生物量供养 项目建成后生物量每年损失约为269.77 t，项目建设短期内会对当地植被覆盖面积造成不利影响。

注：资料来源于《长春T滑雪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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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冰雪旅游产品和服务生态价值弱化

就本质而言，冰雪旅游既有对区域自然资源的

保护，维护完整的冰雪生态环境，也承担着促进冰雪

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任务。但在实践中，冰雪旅游项

目开发与运营往往忽视了生态价值，丰富冰雪旅游

资源未能有效转化高品质、体验式、精品化的生态类

旅游产品。这集中体现为，冰雪旅游产品和服务供

给结构单一，生态化资源整合未成体系，生态特色元

素突显不足。在长春T滑雪旅游度假小镇考察发现，

提供的冰雪旅游产品和服务仍停留在冰雕、冰灯、嬉

雪等简单观光型活动阶段，缺乏有深度生态体验属

性的高质量产品，使得冰雪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生态

融合流于表面形式。特别是在冰雪旅游产品开发设

计中，对当地4A级旅游景区独特的森林、温泉、湿地

等生态资源挖掘不足，缺乏冰雪生态的灵动性、天然

性和亲近性。同质化、低层次产品供给削弱了消费

者的参与性和体验性，与成熟的生态旅游示范区要

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国外有研究指出，“生态环境

影响”“没有充沛降雪”等生态类因素成为制约消费

者参与冰雪旅游的重要因素［20］。冰雪旅游产品和

服务生态附加值的不足直接影响了游客体验感知，

难以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的生态化体验需要。

2.2　新时代冰雪旅游协同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

成因

2.2.1　社会各方对冰雪旅游生态价值的认知滞后

生态文明的社会认知方式和程度决定了自然资

源开发利用的价值取向、发展战略与发展方式［21］。

“冰雪旅游协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冰雪自然资源

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相统一，要求利益相关者具

有整体性生态意识并付诸实践。但实际来看，冰雪

旅游项目经营者、监管者及消费者对冰雪旅游生态

价值内涵处于摸索阶段，对于冰雪旅游衍生出来的

生态服务产品、生态文化产品认知普遍不足。具体

来看，第一，冰雪旅游项目经营者在冰雪自然资源开

发中，往往遵循“经济利益至上”原则。课题组在长

春T滑雪旅游度假小镇考察发现，项目开发者和经

营者认知仅局限于“保护环境”“优美环境”之浅层

次，仅为追求通过项目建设前的林地审批和环境影

响评估，而对冰雪旅游生态资源开发如何适应生态

文明建设要求及其可持续发展问题，并未有清晰认

知。第二，冰雪旅游项目监管者存在生态文明理念

滞后问题。考察发现，负责冰雪旅游景区监管的职

能部门集中于冰雪运动设施建设的环境影响行政审

批层面，对冰雪旅游生态资源利用开发方面的生态

环境理念认识不深，对景区资源配置管理过程中的

专业性环保知识较为欠缺，由此导致冰雪旅游环保

监管低效。第三，冰雪旅游消费者环保意识不足，对

冰雪运动相关环境问题缺乏了解。消费者不文明行

为给冰雪旅游目的地带来了更加沉重的生态责任，

增加了冰雪旅游目的地弥补环境损耗成本。课题组

在长春T滑雪旅游度假小镇调研发现，消费者乱扔

垃圾、资源浪费、破坏生态等不文明现象长期困扰经

营者，而山地垃圾收集与处理的难度较大，给滑雪场

及其周边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2.2.2　冰雪旅游粗放发展方式偏离生态文明要求

环境经济学理论认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

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冰雪旅游发展实践中生态赤

字与资源低效问题，实际上源于粗放式冰雪旅游发

展方式。具体来看，第一，冰雪旅游产品价值衡量失

准化。冰雪旅游价值评估专业理论和技术方法尚不

成熟，并未形成公认规范的评估框架。由于冰雪旅

游生态产品具有一定特殊性，各地区生态产品价值

核算数据来源渠道、评估指标、核算方法模型多样、

层次不一，同时市场交易管理办法、流转规则等配套

制度也不完善，决定了冰雪旅游产品价值难以科学、

准确量化。课题组访谈吉林省多位滑雪场经营者发

现，多数滑雪场对旅游产品价值开发不足，开发形式

仅停留在观光和娱乐层面，靠主观判断评估滑雪旅

游产品的生态价值，无法将产品生态价值体现在市

场定价中。第二，冰雪旅游资源统计监测无序化。

当前，冰雪旅游生态资源调查、统计和监测制度缺

乏针对性，为了保障2022年北京冬奥会相关设施建

设，曾在冬奥场馆周边开展冰雪旅游生态资源统计

调查，但尚未形成规范化、统一化、常态化的统计监

测制度。第三，冰雪旅游景区运行管理粗放化。课

题组调研长春T滑雪旅游度假小镇发现，在滑雪场

设计、维护和运营中的环境责任不足，景区管理模式

与区域生态环境不相适应，景区管理中过多侧重于

技术培训、安全秩序等内容，过于追求消费者人数增

加，没有设置明确的景区游憩承载标准限制，在水土

资源保护、垃圾分类处理、噪音污染控制、电力系统

运行等方面管理措施也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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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冰雪旅游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缺乏有效约束

在冰雪旅游发展中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必须明

确边界、完善制度和严格监管，做到取用有节、行止

有度，这就需要强有力的外部约束。但在具体实践

中，冰雪旅游生态资源开发利用总体处于探索阶段，

有关部门监管手段运用、违法处罚规则、环境损害评

估等方面的经验积累有限，约束手段的规制效果不

佳［22］。第一，冰雪旅游资源开发的准入标准尚不健

全，对利用冰雪生态资源开展的体育活动规制力度

不够，特别是在区域生态承载能力（活动范围、人数、

时间等）、冰雪生态产品质量评级、冰雪旅游区域安

全标准等方面还不足。第二，冰雪旅游资源开发的

政府监管不力。以滑雪场建设为例，滑雪场从选址

到建设，面临着严苛的林地审批及环境影响评价，分

属国土、林草、生态环境等多个行政部门，同时又受

体育行政部门的高危体育项目审批检查。调研长

春T滑雪旅游度假小镇发现，景区环保方面的检查

侧重于前期准入行政审批，对景区后期运营过程中

的环保检查措施还不到位，缺乏过程性、动态化监

管。第三，冰雪旅游生态资源开发的社会监督积极

性不高。掣肘于我国公民环保意识不足和基层民间

环保组织发展弱势，冰雪旅游景区开发的生态环境

负面影响并未受到民间环保组织过多关注。长春T

滑雪旅游度假小镇在开发之初征用3个行政村所属

8.61 hm2玉米农田，景区排污及垃圾问题对周边村

民生活环境产生一定影响，但调研发现周边村民的

零散反对并未起到实质效果。

2.2.4　冰雪旅游生态资源价值保护内生动力不足

冰雪旅游生态环境保护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不

仅与体制机制不健全有关，还与冰雪旅游利益相关

者开发与保护生态资源价值的内生动力未能有效激

发相关。具体而言，第一，冰雪旅游生态资源价值保

护的主体单一问题。冰雪旅游景区环境治理主体局

限于行政管理部门，缺乏开发企业、消费者、本地居

民、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调研长春T

滑雪旅游度假小镇发现，并未公开生态环境影响信

息，且没有畅通的居民参与决策渠道，滑雪场周边农

民处于弱势地位。第二，冰雪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

的利益分配失衡。冰雪旅游项目开发中，冰雪生态

效益的受益者（开发者、旅游者等）与受损者（生态环

境、当地居民等）之间必然产生利益失衡问题。这需

要借助补偿机制，通过生态服务功能受益者对生态

服务功能受损者付费，以平衡双方利益。但实地考

察发现，针对冰雪旅游生态补偿缺乏统一规划，生态

补偿范围、对象、标准、监督无章可循。长春T滑雪

旅游度假小镇开发的生态补偿仅靠政府财政转移支

付，而景区开发者作为受益主体承担生态补偿责任

不足，旅游者也未能纳入补偿者范围。由此一来，本

地居民生态保护行为和经济利益牺牲行为未得到补

偿，削弱了其积极性，也激化了本地居民和项目开发

者之间利益冲突。第三，冰雪旅游生态资源价值保

护的市场机制问题。当前，冰雪山地、丛林、草原等

自然生态空间并未实施“确权登记”，冰雪旅游生态

资源的市场价值被弱化，导致冰雪旅游生态资源要

素无法纳入市场化配置改革框架之中，难以通过市

场机制交易冰雪旅游碳排放、用水权、排污权等成

本，阻碍了冰雪生态资源更大范围优化配置。

3　新时代冰雪旅游协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策略

以“筑牢社会共识”为先导，促进社会各方观念

认识转变，在冰雪旅游领域积极传递生态文明主流

价值观；以“转变发展方式”为着力点，缓解冰雪旅

游面临生态环境根源性压力，实现冰雪生态与冰雪

经济良性循环发展；以“补齐外部约束”为保障，厘

清冰雪旅游生态资源开发边界，保持冰雪旅游发展

常态化外部压力；以“培育内生动力”为补充，积极

发挥市场化手段利益调节作用，促进冰雪旅游发展

利益多方共享。由此，形成推进冰雪旅游协同生态

文明建设的合力。

3.1　筑牢社会共识：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共治

的冰雪旅游生态治理体系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在全社会共同呵护冰雪生

态环境行动形成之前，需要在冰雪旅游相关利益主

体间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多措并举激发社会各

方认知。政府部门、开发企业、消费者等应当转变对

待冰雪生态资源开发的功利性和实用性态度，树立

辩证综合的思维方式，批判地处理冰雪生态资源开

发和经济效益之间关系。健全政府主导、全社会共

同参与的冰雪旅游生态治理体系，明确责任划分和

良性激励机制。

第一，强化政府在冰雪旅游生态资源开发和保

护中的规范引领作用。在冰雪生态资源禀赋地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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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严格冰雪生态经济活动监管，落实地方政府在冰

雪生态保护、水土保持、污染防治等方面目标责任，

将冰雪生态环境保护列入地方体育、生态环境、自然

资源等部门考核评价体系中。围绕冰雪生态环境保

护设定严格的考核指标，制定计划执行和阶段性时

间表。并且，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规定，各地结

合区域特征，通过实地环境评价［23］，将冰雪生态资

源禀赋地区纳入生态环境优先保护单元或生态环境

重点管控单元进行分类管理，因地制宜实施“一单

元一策略”的精细化管理，兼顾生态系统保护和功

能维护以及环境风险防控。

第二，更新冰雪旅游景区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

理念。冰雪旅游项目开发企业应当转变过去仅注

重旅游人数、消费规模、建设成本等思维，严格履行

生态环保的社会责任，把环保达标作为实现绿色高

质量发展的底线要求，实施能源、水源和土地专项行

动。在冰雪旅游景区建立环境管理及排污信息披露

制度，通过排污口公示、环保数据监测、动植物保护、

公众体验教育等形式，自觉接受社会各方监督问询。

第三，推动冰雪旅游纳入国家生态文明宣传教

育体系。依托国家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加强冰雪旅

游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力度。制定《冰雪旅游生态文

明消费导则》，运用消费补贴、降税优惠等政策手段，

倡导消费者和居民树立绿色消费观和节约型消费方

式。依托示范性冰雪旅游目的地和线路，建设一批

冰雪旅游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开发一批冰雪生态环

境保护好的旅游产品，创作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冰

雪旅游生态文化作品。充分利用冰雪旅游景区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通过“文化+科技”方式在冰雪旅游

景区营造文明健康消费空间。

3.2　转变发展方式：构建资源集约、管理精细的冰

雪旅游可持续性开发模式

鉴于冰雪旅游发展实践中产生的生态环境破坏

和资源使用低效问题，亟待转变以往冰雪旅游资源

开发和景区管理中的粗放式思维，通过技术应用、制

度建设、管理创新等手段，推动构建资源集约、管理

精细的冰雪旅游可持续开发模式，以提升冰雪旅游

资源利用效率、丰富产品业态构成、破解生态环境

制约。

第一，建立针对冰雪旅游活动的生态产品价值

评价机制。在冰雪旅游经济活动过程中，要准确掌

握冰雪旅游产品的生态影响程度，确定冰雪旅游生

态产品保护补偿、权益交易、损害赔偿、开发融资的

依据，需要科学评价其生态产品价值。依托国家《生

态产品价值（GEP）核算规范》，在考虑冰雪旅游地区

降雪、水文、森林、草地等生态系统功能属性基础上，

由体育部门会同文旅、自然资源等部门，共同研制反

映保护和开发成本的“冰雪旅游生态产品价值”核

算方法和技术规范［24］。明确冰雪旅游生态产品价

值核算指标体系、具体算法、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

等，推进冰雪旅游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化。

第二，完善冰雪旅游资源统计监测制度。为摸

清冰雪旅游资源底数、提升冰雪旅游资源保护利用

水平，运用“网格化”“星地一体化”“三维化”等技

术手段，重点在我国东北地区、华北地区、新疆地区

等冰雪旅游资源禀赋地区，建立区域性冰雪旅游生

态资源数据库。广泛收集冰雪旅游生态资源的类型

分布、数量等级、权益归属等信息，对各类冰雪旅游

资源进行客观评价、归类分级，并与冰雪旅游生态产

品价值形成有效关联，为市场交易提供科学依据。

第三，提升冰雪旅游景区精细化管理水平。设

置涵盖环境行政部门、项目开发商、缆车公司、从业

者、当地村民、社会组织的环保委员会制度，共同参

与冰雪旅游景区的承载规模、项目规划、环境评估、

动物保护等相关事务决策，定期发布滑雪场可持续

发展报告。同时，利用数字技术精准管理冰雪旅游

景区能源消耗问题，实时采集、监测、传输和分析滑

雪场各类能源利用数据，以提升碳排放效率。例如，

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通过节能减排改造，运用物联

网技术远程监控水、电、气能耗信息，并智能分析生

成下阶段能源管控策略，实现能源消耗分析及过载

预警［25］。

3.3　补齐外部约束：形成配套完善、协调有序的冰

雪旅游资源开发约束机制

通过厘清冰雪旅游生态资源开发的制度底线和

行为边界，推动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有效适应高水

平保护要求。从标准化建设、政府监管优化、社会监

督补强三个方面出发，全过程、多维度约束冰雪旅游

资源开发行动，切实用制度规范保障冰雪旅游生态

环境效益最大化。

第一，完善冰雪旅游景区标准化管理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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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冰雪运动、旅游相关行业协会牵头、联合多家企业

制定适应我国冰雪旅游场所设施的“环境管理体系

（EMS）”，对造雪设备、缆车管理、压雪管理、废物回

收、能源消耗等进行严格的生态认证和管理。同时，

参考全球可持续旅游委员会标准（Global Sustainable 

Tourism Council）、世界旅行旅游理事会“绿色环球

21可持续旅游标准体系”（Green Globe 21），结合国

内冰雪旅游发展实际，围绕冰雪旅游景区的游憩承

载能力、游憩机会图谱、质量评级体系等方面［26］，建

立冰雪旅游景区生态保护标准化管理工具箱（表2），

以此为国内冰雪旅游景区生态保护标准化管理提供

参考。

表2　冰雪旅游景区生态保护标准化管理工具箱

Tab.2　Standardization Management Toolbox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Ice and Snow Tourism Scenic Spots

标准化管理手段 主要内容

冰雪旅游景区游憩承载标准
以生态学、管理学、社会学及心理学方面为衡量尺度，科学确定冰雪旅游景区环境所能承受的游客数量极限

与游客对环境冲击极限。

冰雪旅游景区游憩机会图谱 在规划、场地设计、经营管理方面，构建冰雪旅游所能包含的所有设施与活动，建立多样化的游憩活动目录。

冰雪旅游景区质量评级体系
以生态环境保护、游客体验、管理制度等为依据，建立冰雪旅游景区质量评价标准，通过等级认证促进生态

发展。

第二，提升冰雪旅游生态资源开发的政府监管

效率。依托现有的生态环境监管大数据平台，推动

体育、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数据

资源共享，形成跨部门、跨区域、跨层次的冰雪生态

环境协同监管机制，避免监管权力交叉，提升监管效

率［27］。加强冰雪旅游区域各类生态环境质量监测、

污染物排放监测、生态状况监测网络建设，对冰雪旅

游项目的准入、建设、验收、运营实施全过程监管，实

现冰雪生态环境的形势综合研判、污染追因溯源、风

险预测预警、修复效果评估。

第三，加强冰雪旅游生态资源开发的社会监督。

重点扶持民间环保公益组织、动物保护公益组织、

体育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冰雪旅游生态环境

监督行动。拓宽社会公众和当地居民对冰雪旅游生

态环境保护的质询、建议、举报等反映渠道，加强各

类公益组织对社会诉求的代表性。另外，由体育行

政部门指导，代表性滑雪场开发企业牵头，尽快成

立中国滑雪场协会（联合会），对冰雪旅游生态环境

保护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例如，美国滑雪场协会

（NSAA）推出“可持续雪道计划”，定期对环保措施

得当的滑雪场进行资助。

3.4　培育内生动力：建立利益共享、市场驱动的冰

雪旅游生态保护激励机制

习近平指出，“激发起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

境的内生动力，是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有效途径。”［28］无论是冰雪旅游项目开发中

的绿色环保，还是冰雪旅游生态环境监管能力的提

升，抑或社会资本参与冰雪旅游生态环境保护，都离

不开全社会的内在认同和主动融入。

第一，为本地区居民参与冰雪旅游生态保护创

造渠道条件。开展冰雪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的同时，

疏通本地区居民参与冰雪旅游生态保护渠道，激发

其维护冰雪旅游生态文明的内生动力。开发企业在

经营冰雪旅游景区中，应当明确冰雪生态环境是本

地区普惠性民生福祉，逐步认识到乡村居民与景区

生态环境保护的深刻利益关系。为此，应当完善生

态环保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与当地乡村、社区居民建

立信息发布、意见反馈、共同决策等互动渠道，吸纳

本地区居民深度参与景区生态治理事务。

第二，健全冰雪旅游景区建设运营的生态补偿

机制。考虑到冰雪旅游区域森林、水文、耕地、湿地

生态功能定位及经济发展状况等，因地制宜建立冰

雪旅游生态补偿专项制度。依据“谁开发谁保护，

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原

则，一方面，针对景区当地居民，以区域游憩功能价

值和发展机会成本为补偿标准，建立以经济补偿为

主，技术、实物、提供就业岗位等补偿为辅的补偿手

段体系，调节冰雪旅游项目受益者与受损者之间利

益失衡状况；另一方面，针对景区生态环境，以景区

生态保护成本为补偿标准，冰雪旅游景区开发者承

担生态景观管理、保护和恢复责任，实施春夏季节植

被恢复、防水土流失工程、动物保护工程等生态补偿

措施。

第三，探索培育冰雪旅游生态产品市场。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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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在政府管控之外，需要发

挥市场配置资源独特优势，形成冰雪旅游生态产品

的产权交易市场，激发市场力量参与积极性。一方

面，打通冰雪旅游生态资源配置的市场渠道。借鉴

美国“湿地银行”、福建省“湿地占补平衡”等创新政

策，使冰雪旅游生态产品供给与用地指标增减“挂

钩”［29］，引导项目开发者在占用冰雪生态资源前进

行异地补偿，或对生态资源权益进行付费，逐步培育

冰雪旅游生态产品市场，促进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生

态保护。另一方面，探索冰雪旅游生态资源市场交

易机制。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中对生

态资源权益交易的有关要求［30］，将部分市场紧缺的

冰雪旅游生态资源纳入碳排放权、排污权市场交易

机制，提升冰雪旅游生态资源市场价值，激发冰雪旅

游开发者生态保护积极性。

4　结语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引领下，我国政府成功开

展了“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伟大实践，以冰雪

运动为核心体验形式的冰雪旅游正在成长为“冰天

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示范产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

消费活力和潜力。但在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任务叠加

形势下，冰雪旅游发展与保护长期矛盾和短期问题

交织，冰雪旅游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性、体制性压力

依然不减，冰雪旅游生态福祉与民众对优美生态环

境的新期待仍存差距。由此，立足生态文明建设高

度科学谋划冰雪旅游可持续发展新路向，一方面，进

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体育生态文明的理论成果；另一

方面，推动生态文明理念全方位融入冰雪旅游发展

实践，不断塑造冰雪旅游发展的新动能和新优势，降

低冰雪旅游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增强冰雪旅游可

持续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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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v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Ice and Snow Tourism in 

the New Era：Logic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ZHANG Ruilin

（College of P.E and Sport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The only way for ice and snow tourism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new era is to establish the goa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nd promo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ith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topic of “Collaborativ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Ice and Snow Tourism”，pointing out new ideas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ce and snow 
tourism and high-level protection of ice and snow ecology.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aborativ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ice and snow tourism is reflected in the regularity of production activities，the homology of value 
pursuit，the dependence on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and the individual behavior practicality. It help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protection in a virtuous cycle，enhance the value of ice and snow resource endowment in regional 
ecosystem services，and empower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process of ice and snow tourism. 
Taking a skiing tourism resort town in Northeast China as a sample，it was found that ice and snow tourism faces problems 
such as ecosystem carrying pressure，low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and weakened product ecological value. These are 
fundamentally caused by deep reasons such as lagging social cognition，extensive development methods，lack of external 
constraints，and insufficient internal vitality. Accordingly，coping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from four aspects：building social 
consensus，transforming development models，supplementing external constraints，and cultivating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Key words：ice and snow sports industry； ice and snow tourism；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ortheast reg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