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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22 年冬奥会，看京津冀“冰雪经济”新机遇 

2022年，北京将承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承办冬奥会，有助于国家开展国际交流、提升国际形

象，兼具体育、文化、经济、环保各方面的国民意义。而以国际性体育赛事为契机，京津冀将迎来

“冰雪经济”新机遇。目前来看，机遇主要集中在三个圈层：一是冰雪运动，二是冰雪旅游，三是

节能环保、农业、科技。 

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逐渐形成 

冬奥会有助于国家开展国际交流、提升国际形象，兼具体育、文化、经济、环保各方面的国民

意义。“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时，中国向国际社会做出

的郑重承诺。“三亿人”目标包括直接参与冰雪运动的群体，以及冰雪赛事活动间接影响到的群体。

冬奥产业生态以冰雪运动为核心，延伸至文化、旅游，并与环保、农业、科技融合发展，基建先行，

近期可能以消费的促进效应为主，中期带动产业投资，间接解决就业问题，远期效益在于可持续发

展，包括环境治理、城市建设、区域协同。 

对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以及冬季运动普及教育是“冰雪经济”蓬勃发展的原动力，“京张文

化旅游带”沿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形成布局。其中，北京赛区主要是

冰上运动竞技，包括冰壶、冰球、滑冰的多个分项赛事；延庆和张家口赛区以雪上运动为主，延庆

赛区是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比赛项目举办地，张家口赛区是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越野滑雪、跳

台滑雪等项目的举办地。对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在建设之前就引起高度关注，推广冰雪运动自然是

重中之重，衍生“冰雪+文旅”服务生态。虽说消费频次不及夏季运动，但渗透率提升空间很大、

客单价高，冰雪运动是名副其实的小众高端市场。市场规模虽然有限，随着冰雪体育产业基础不断

夯实，人气不断聚集，对冬奥场馆设施的利用率也会不断提升。 

需指出的是，理性来看，“京张文化旅游带”从规划层面落实到市场层面，很大程度上还得看

疫情控制对线下体验的影响，以及消费水平的变化。 

二、“冰雪经济”极具绿色转型的长久意义 

行业层面来看，冰雪运动与文旅具有天然的融合性，主要还是旅游，延伸至环保、农业、科技

领域，近期可能以消费的促进效应为主，中期带动产业投资，部分缓解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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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冰雪产业链包括雪场建设、装备制造、雪具销售、冰雪运动。“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沿着冬奥三大赛区逐渐形成布局。体育搭桥，京张两地的生态资源、人文历史正在转化为新的经济

增长点。从体育出发，冰雪旅游是最被市场看好的部分。冰雪旅游以周边游、中短游为主，住宿的

支出较大，其次是交通，随后才是游览、餐饮、娱乐。后奥运时代，场馆可承办其他体育赛事活动，

北京的场馆可承办大型商业活动。以冬奥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为依托，京津冀新能源节

能环保产业值得期待。 

从经济层面来看，冰雪文化似乎不能独立成为一门生意，更多还是宣传冬奥精神、普及冰雪运

动，提高民众参与率，为旅游产业铺路。突发的疫情打断了冰雪投资和冰雪旅游，但随着线下旅游

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冬奥的预热和举办，预计2021-2022年是冰雪产业恢复增长的黄金期。中国

旅游研究院近期发布的《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21》测算表明，2019-2020年冰雪季我国冰雪旅

游休闲旅游人次同比减少约1.3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同比损失约2400亿元。预计2020-2021年的冰

雪季，我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次将达到2.3亿，冰雪休闲旅游收入超过3900亿元。 

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经过2020年的探索，随着线下旅游组织方式和管理经验的提升，加上

冰雪运动在小众高端人群中的不断渗透，我们有理由相信冰雪旅游会有所改善。周边化、亲子家庭

化、智能化、定制化、品质化、散客化和无接触需求成为消费主流，但应理性看待冰雪旅游市场，

谨防过度投资。 

“冰雪经济”内涵不仅限于消费，也包括新能源节能环保产业投资，甚至将科技创新囊括进来。

环境保护、生态修复不仅是冬奥会的重点工程，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永恒议题，是京津冀社会转

型、发展绿色产业的基础。以生态优势为基本点，以冬奥引人、以人带产、以产优城，推进产城人

一体化的正向循环。以冬奥为契机，张家口确立冰雪经济、新型能源、数字经济、高端制造、文化

旅游、健康养生、特色农牧七位一体的产业体系。为成功举办冬奥会，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环境治理先行，先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水平、综合服务能力，瞄准环北京机遇的产业投资都辐射到张

家口。张家口是全国首个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全面推进“发储输用”一体化绿色能源体系建

设，冬奥会是张家口全面展示城市形象和产业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借张家口的各种政策优势推进绿

色产业发展。 

冬奥会对北京、张家口各自意义有所不同，前者重在资源盘活和社会转型，冬奥对张家口的意

义更全面。从区域协同发展的角度来看，京冀公共治理能力增强，环境协同治理加快了京津冀产业

转型，对于改善能源结构，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长远积极意义。张家口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产

业发展与京津差距大，“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冬奥极大提升了张家口的知名度，为将张家口打造

成奥运水准的文明城市，首先是提升基础设施、冰雪运动设施水平，同时构建低碳产业体系、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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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生活方式，推进文明城市建设，提升软实力。对北京延庆区来说，本身并不缺冰雪资源，但是

资源盘活利用并不容易，冬奥是延庆产业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北京延庆分区国土空间规划明确提出

了“国际文化体育旅游休闲名区”的功能定位，推动大众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转型。石景山区

也借势引进了一批国内外冰雪龙头企业，积极培育冰雪产业，助力社会转型和消费升级。 

三、京津冀“冰雪经济”机遇集中在三个圈层 

总的来说，京津冀“冰雪经济”的机遇主要集中在三个圈层：一是冰雪运动，二是冰雪旅游，

三是节能环保、农业、科技。随着线下旅游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冬奥的预热和举办，预计2021-2022

年是冰雪产业恢复增长的黄金期。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冰雪运动在我国基础比较薄弱，还是小众

高端运动，加之国情不一样，这就决定了冰雪运动市场增长是有天花板的，市场规模不可能无限扩

大。冰雪运动前期投资增长较快，随着冬奥临近，基础设施的长久高效利用是这个行业中期难题。

至于冰雪旅游，由于本地化、近域化特征，京津冀冰雪旅游整体开发前景可期，但辐射范围有限、

消费频次不高，应谨防市场投资过热。以冬奥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为依托，京津冀新能

源及节能环保产业值得期待，重点包括太阳能光伏电池材料和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脱硫

脱销、环境监测。生态农业也是张家口七大产业之一，在粮食安全重要性升级的当下，备受市场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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