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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中央政府战略性地将体育和旅游产业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指导意

见，希望二者紧密融合，快速成长为新的国民经济支柱。2016年《国家旅游局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发力发

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指出，大力发展体育旅游是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拓展旅游消费、促进旅游业转

型升级的必然要求，是盘活体育资源、实现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推动体育产业提质增效的必

然选择，对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6年6月15日国务院

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提出大力推广普及冰雪运动，利用筹备和举办北京2022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的契机，实施群众冬季运动推广普及计划。2019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支持各地结合自然环境、气候

条件、社会需求等因素，加强公共滑冰馆、室外滑冰场、滑雪场、综合性冰雪运动中心等场地场所建设。

自北京赢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以来，国内民众的冬季运动参与量大幅增加，北京奥组委正鼓励境内3
亿人参与冬季运动。国家体育总局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滑雪场数量为568家，2019年这个数字达

到了770家，预计2022年底将达到1000余家。冰雪产业快速发展理想中将为我国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等一系列战略举措做出积极贡献。但经济的发展往往带来环

境问题，滑雪产业的发展也不例外。空气污染、土壤侵蚀、过度用水、污水排放、植被退化、物种的消

失是长期以来被观察和记录到的由于建造滑雪场而带来的环境破坏现象。在保证滑雪产业增长势头的同

时解决好其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既有现实紧迫性又有长远战略意义。在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基

础上，加强环境和体育社会组织的联合监管职能，完善和创新生态补偿机制在湿地、草地、林地等体育

休闲场地的市场化探索，将为我国冰雪户外运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设立新的坐标、注入进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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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strategically placed the sports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n an unprecedented important position, and has successively issued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guidance, hoping that the two will be closely integrated and grow rapidly into a new pillar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Guiding Opinions of the Nation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 and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s on Developing Sports Tourism issued in 2016 pointed out that vigorously 
developing sports tourism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enriching the tourism product system, 
expanding tourism consumptio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ourism indus-
try. I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revitalize sports resources, realize the deep convergence of na-
tional fitness and national health, and promot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sports industr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ultivate new momentu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xpand new spac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June 15, 2016,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National Fitness Plan 
(2016-2020), which proposed to promote and popularize winter sports, and to capitalize on pre-
paring and hosting the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 Games & Winter Paralympic Games to im-
plement the mass winter sports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plan. On March 31, 2019, the gen-
eral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Opi-
nions on Vigorously Developing Winter Sports by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supporting all localitie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kating venues, 
outdoor skating rinks, ski resorts, winter sports complex centers and other venues in harmony 
with natural environment, climate conditions, social needs and other factors. Since Beijing won 
2022 Winter Olympic bid, the participation of domestic residents in winter sports has increased 
by 30%. BOCOG is encouraging 300 million people in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winter sports. Ac-
cording to the data published b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Sports, the number of ski resorts in 
China was 568 in 2015, 770 in 2019 and will be more than 1000 by the end of 2022. Ideall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winter sports industry will mak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a series of 
national strategic measures such as deepening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How-
ever, economic development usually bring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kiing industry is no exception. Air pollution, soil pollution, excessive water use, sewage discharge, 
vegetation degradation and species disappearance are the environmental damage caus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ski resort for a long time. Solv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skiing industry and the environment while ensuring the growth momentum of winter sports in-
dustry has both practical urgency and long-term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n the basis of conti-
nuously improving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strengthening the joint supervision func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improving and innovating the marketiza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 terms of outdoor sports venues such as wetlands, grass-
lands and woodlands will help set new coordinates and bring new energy in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winter sports industry and outdoor sport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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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意义上的滑雪场一般指山地滑雪场。我国对山地滑雪场的建设审批相对严格，不仅需要环保、

工商等部门事先审批，作为高危险性体育运动项目场所，在建成运营后，体育管理部门还会根据《经营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对其进行日常监管。湿地滑雪场是本研究根据我国滑雪产业的新动向

而做的新界定。在湿地公园内修建规模较小的滑雪场或嬉雪场，只需季节性地搭建一些临时的更衣室、

雪具大厅等，通常属于湿地公园的内部监管范畴，可避免上报环评和体育部门审查。有的嬉雪场则是利

用湿地旁的农业用地或承包土地，避免踩到湿地保护的红线。2021 年底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

护法》第三条指出，湿地保护应当坚持“保护优先”，同时也要“合理利用”。在保护方面，管理机构

重叠、职责分工不清等问题依旧存在。在利用方面，学界对“湿地合理利用”的界定及利用效果的研究

较少。当前，退耕还湿、湿地养殖、引导和帮助湿地周边农户开发新的种植品种依然是湿地保护和利用

的主要方向，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往往还局限于第一产业。随着冬奥会的日益临近，一些地区出现的湿地

滑雪场俨然成为特定时代背景下丰富群众冰雪体验、扩充滑雪产业规模、完善湿地利用的一种中间途径，

也象征着湿地利用向“体育 + 旅游”为代表的服务业延伸。湿地滑雪场对生态的影响程度、如何通过完

善监管进一步提升它的合理性，国内在这方面的探讨和研究还基本是空白。 

2. 当前国内滑雪产业与湿地的密切联系 

雪场按所处地理环境可归为三类：山地滑雪场、湿地滑雪场和室内滑雪场。山地滑雪场是指依托高

山地势、山林景致和天然降雪并辅以人工造雪而建造的，拥有一定固定建筑和固定装备的滑雪场，或者

称为滑雪度假地。垂直落差大、难度高、类型丰富、雪道长是它们的特点。湿地滑雪场，指建设在湿地

公园内或者湿地周边，利用湿地内水源或湿地上下游水源，依托相对开阔、平坦的地形加以人工造坡、

人工造雪等形成的滑雪场，雪道较山地滑雪场短、坡度小、难度低。室内滑雪场是在封闭的室内通过人

工造坡、人工造雪、人工制冷模拟打造的滑雪环境。 
据 2017 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我国境内垂直落差超过 300 米的山地滑雪场总共有 22 家，数量占总

滑雪场数量的 2.99%；垂直落差在 100 米到 300 米之间的山地滑雪场 138 家，占比 19.63%；垂直落差小

于 100 米的滑雪场 544 家，占比 77.38% [1]。基于绝对的数量优势和相对更广的地理分布，垂直落差在

300 米以下尤其 100 米以下的雪场为我国居民体验冰雪运动、丰富冬季户外休闲娱乐[2]起到巨大帮助，

是目前我国滑雪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们通常是建造在湿地公园、湿地自然保护区、湖泊等周边的

湿地滑雪场。我国广大中南部平原地区，因气温和地貌的限制，几乎只能发展湿地滑雪场。据不完全统

计，从 2018 年底起又有近 10 多个依托于湿地公园的雪场陆续开工建设，分别是宁夏阅海湿地公园滑雪

场、天津七里海湿地公园滑雪场、呼兰河口湿地公园滑雪场、郑州龙泉湿地公园滑雪场、银川鸣翠湖湿

地公园滑雪场、聊城南湖湿地公园滑雪场、齐齐哈尔龙安桥国家湿地公园滑雪场、新疆桦树园子湿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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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滑雪场、呼和浩特南湖湿地滑雪场、衡水湖闾里湿地滑雪场、桂林天湖冰雪世界、西宁市北川河湿地

公园滑雪场、巴彦淖尔市多兰湖滑雪场(河套湿地公园)、阿尔泰山野雪公园(阿勒泰乌奇里克国家湿地公

园)等。种种迹象表明，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国丰富的湿地资源已经不知不觉中与滑雪业建立起密切的联

系。 

3. 滑雪场对环境及湿地的影响 

滑雪度假地对其周边环境的影响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起就被西方生态学学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高度

关注。他们普遍认为湿地中的生物多样性系统极其脆弱。然而，滑雪场开发商，尤其是较小的滑雪场开

发商对国家环境政策的重视程度较低。许多动植物的繁衍栖息地在滑雪场的开发建设过程中退化甚至消

失，野生动物被迫迁徙、改变活动方式。滑雪场的生态环境影响可分为滑雪场建设前期及经营中后期两

个阶段，如表 1。 
 

Table 1. Example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ski resort 
表 1. 滑雪度假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示例 

滑雪场建造前期 建造滑雪场、建造酒店和餐饮等配套设施导致的砍伐植被、土壤污染、动物迁徙、 
地貌改变、噪音、建筑垃圾、能源消耗等问题 

滑雪场经营中后期 人工造雪用水；酒店和餐饮业运营、大量人口聚集带来的垃圾处理、噪音、生活废水、 
照明、能源消耗、动物迁徙等问题 

 
这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水资源、地貌和土壤，以及动植物多样性。人工造雪需要大量的水，通常

使用的是来自河流和湖泊的天然水。用造雪机造出覆盖 3800 平方米厚达 3 厘米的雪需要大约 300 吨的水

[3]。全球大型滑雪胜地造雪用水每年多达 1500 万吨[4]。这对河流和湖泊生态系统造成了压力，尤其是

在水资源有限的冬季。这迫使水生植物和野生动物改变它们的栖息地。 
土壤侵蚀是最重要的环境问题之一，也是土壤退化的主要原因。滑雪场在建设初期清理土地增加了

土壤侵蚀和流失的可能，也会破坏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道路和停车场等的修建带来的地表径流会增加泥

沙淤积，影响溪流、湖泊和当地的水质。压雪车及雪道平整设备在平整雪道时产生的震动和滑动会影响

表层土壤结构，剥离大量的植被，从而影响水土保持能力。人工雪比自然雪密度大，需要更长的时间才

能融化，这导致了高土壤饱和度和径流滞后，可能会影响自然植被循环[5]。人工降雪增加了山坡内水和

离子的输入，引起侵蚀、水文参数(如导流性和洪水重现期)的变化，对当地植物群落和生物多样性构成风

险[6]。 
滑雪场及周边化石燃料产生的气体排放对空气质量产生负面影响。有报告指出，在瑞士，滑雪拉动

的交通占休闲交通的 14% [7]。此外，有学者指出，大多数雪场使用的发电机、压雪机、拖拽牵引车辆以

及其它机器使用的是柴油发动机，这些机器的排放导致了烟雾、酸雨和空气质量下降。压雪车等燃油雪

上车辆和机械装备不仅排放有害气体、污染空气，每个滑雪度假村还年均发生 5 次液压油管断裂的故障。

泄露的液压油渗入地下水中造成污染，清理难度和成本极高。造雪消耗的能源(包括电能和化石燃油)据估

计可以达到滑雪度假村能源总消耗的 67% [8]。 
除室内滑雪场与湿地生态环境无直接关系外，山地和湿地滑雪场皆因改变地貌以及取水、排水等需

求，均对湿地生态环境造成直接影响。湿地滑雪场的装备和规模通常达不到滑雪度假地的量级，因此不

论在建造前期和中后期，其环境影响可能要比传统意义上的山地滑雪场要小的多。然而不难推断，只要

涉及到最基本的修建雪道、造雪、压雪等工程，那么土壤污染、动物迁徙、噪音、大量水消耗、径流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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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废气排放等就难以避免。其究竟对湿地生态的影响程度有多大，有待学者们做进一步的实证性研究。 

4. 滑雪场环境保护体系的构建 

不论是山地滑雪场还是湿地滑雪场，其环境管理体系的构建都需要从法律、教育、社会组织、产业

和市场机制等多方入手，努力形成一个能够自我学习、相互补充、有益经济的系统性整体。这其中，法

律、法规和行业标准层面的不断健全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提升是最根本的保障。美国在 50 年前围绕滑雪

产业逐步建立起的监管体系，至今依然发挥出强有力的作用，对我国处于探索和上升期的滑雪产业和湿

地保护利用事业具有借鉴意义。 

4.1. 立法、监管与教育 

美国在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进入经济黄金发展期，其境内滑雪场数量在随后的 20 年内呈现井喷式增

长，从 78 个增长至近 600 个。但随着 70 年代联邦政府连续出台《国家环境政策法》《国家森林法案》

等环境保护法案，滑雪场行业门槛大幅提高，滑雪运动陷入环保舆论风波，滑雪参与人数大幅下降、部

分滑雪场倒闭，剩余的滑雪场不得不在舆论和法案的双重约束下进行整改。行业门槛提升后，美国滑雪

行业规模、行业结构和滑雪参与人数逐渐趋于稳定，滑雪场的总数量降至 400 多家并基本保持稳定。可

见，立法对于设立环保底线、实现环境资源与经济利益的平衡至关重要，对于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滑雪场行业监管方面，美国逐步形成了环保组织与滑雪协会双重监管的结构。

许多联邦机构、贸易协会和非营利组织分别创建了多种环境项目，以尽量减少滑雪胜地造成的环境影响。

事实上，许多这样的环保项目已经成为滑雪产业所遵循的环保法规。在美国，最受认可的两个组织是国

家滑雪地区协会和滑雪地区公民联盟。国家滑雪地区协会(NSAA) [9]是一个滑雪场拥有者和经营者的行

业协会。它代表 325 个高山滑雪场和 472 个高山滑雪场供应商，为全国 90%以上的滑雪者提供服务。NSAA
提供最新的国家法规、行业标准和相关信息，并举办贸易展览，以指导滑雪场开发商处理环境问题。NSAA
提供了几个项目，如可持续雪道项目(为雪场环境管理提供框架)、气候变化项目(帮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的自愿项目)、绿色房间项目(提供滑雪场采用的最新环境措施)。NSAA 还定期颁发奖项，表彰一些雪场

在节水、节能、鱼类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环境教育、环保团体关系等方面的杰出表现。NSAA 这样

的组织也举办相关的培训和教育活动，主要为雪场新入职员工进行入职培训以及对雪场游客进行环保教

育。培训通常由雪场管理人员和冰雪、环境专家主导进行。培训内容主要是环境与雪场之间的交互关系，

比如降雪量的变化对于雪场的影响，或者人工造雪对于环境的影响。滑雪区公民联盟(SACC) [10]是一个

非营利组织，通过给滑雪区环境打分来评估滑雪胜地的环境情况，如栖息地保护、流域保护、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以及环保措施和政策，以促进美国西部的环境管理工作。 

4.2. 湿地生态补偿机制与滑雪产业的结合 

我国的环保组织以及滑雪业经营团体组织等并不像西方那么发达，相关的工作主要还是政府层面主

持开展，其中生态补偿机制是我国的首创。它的基本构想和运营机制是：一方面，直接获益于生态保护

现状和成果的个人或单位应视获益程度缴纳一定的生态补偿金；另一方面，为生态保护作出实质贡献的

单位或个人应得到与所做贡献或成果相对应的生态补偿金的补偿。补偿金额是基于生态保护行为包含的

物质资料成本、劳动成本、湿地闲置的机会成本以及生态保护的外部经济效益的综合。截至目前，湿地

生态补偿资金主要依靠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例如，2011 年中央政府拨款 700 万元用于甘肃省湿地保护，

其中 400 万元用于国家级敦煌自然保护区，300 万元用于国家级张掖湿地公园。 
生态补偿被誉为减缓中国土壤、草原和森林退化和流失的最重要的支持措施之一，其中有针对湿地

的专门政策。我国发展生态补偿的理念和实践已有十多年，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省、市、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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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府积极开展各类生态补偿方案，探索生态补偿市场化的创新试点。生态补偿市场化的本质是将生态

保护和生态修复作为一种生态服务进行自觉交易，它的运营关键在于建立生态保护受益方与生态保护贡

献方之间的合作和交易机制，包括价格机制、数量机制、渠道机制、信用与金融机制、监管机制等。生

态补偿机制的规范和市场化并非易事，这需要国家经济进一步转向集约型的发展模式，并在全国范围内

强化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社会意识。 
按照生态补偿的基本构想和运营机制，湿地滑雪场作为潜在受益方或贡献方也可以加入到生态补偿

机制当中。滑雪场的生态补偿基本上有三种情形。其一，如某湿地滑雪场在经营过程中没有造成了其雪

场内及周边生态指标的明显下降，且直接获益于邻近区域湿地生态保护的良好成果(例如获得更高的客流

量和更好的滑雪环境)，则该雪场应定期缴纳一定的生态补偿金；其二，如该滑雪场提升管理水平、加大

环保投入，不但降低甚至消除了自身对环境的不良影响，还使得周边的水土保持、动植物多样性等综合

指标水平逐年向好，则该雪场应该获得相应的生态补偿金。其三，如该雪场非但没有维持好其周边生态，

反而使得周边的生态指标下降，则应视情况提高生态补偿资金的缴纳系数。如果其环境影响超越了有关

部门设定的红线，则应另外依法依归予以罚款或停业整顿。相关媒体报道显示，截至 2020 年底，我国中

北部个别省份的雪场总面积和总数量还在快速扩张。这反映出其所在地区滑雪场行业门槛较低，行业标

准和行业监管可能存在大量缺位。相关管理部门在加强管理和引导的同时，不妨考虑在部分地区将滑雪

业纳入生态补偿系统中，作为生态补偿市场化推广的一种新的尝试。一来，对现有滑雪场的经营管理提

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迫使其改善资产负债状况、提升现金流、增加环保投入；二来，对滑雪产业形成

了潜在的新的环境监管机制；第三，对盲目规划建设的小雪场的新增势头形成一定的遏制，有利于滑雪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5. 结语 

滑雪产业在我国是个朝阳产业，其快速发展得益于滑雪运动的独特魅力、扎实全面的产业基础、人

口红利以及政府的大力倡导[11]。然而，近年来滑雪产业体量的增长主要依托的是湿地滑雪场、嬉雪乐园

的粗犷式增长，这与发展体育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初衷[12]并不相符。本研究从湿地滑雪场概念入手，在国

外学界和业界对滑雪场环境影响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湿地滑雪场所涉及的生态影响可能比传统滑雪场更

少，影响程度有待进一步的实验和研究。湿地滑雪场这一新的经济形态能否成为公认的湿地合理化利用

方式，一方面要填补相关概念或解释的空白，更重要的在于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细致的行业

标准，加强建立环保机构、社会组织、公众的联合监管职能，积极推进生态补偿机制的市场化运作。它

们将为我国冰雪及户外运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设立新的坐标、注入进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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