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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传承我国传统冰雪运动历史文化，促进冰雪运动的推广与普及，兑现“三亿人上

冰雪”承诺，采用文献资料、比较研究等方法，从岩画、诗歌、绘画、游戏、表演及比赛等不同

表现形式对我国古代传统冰雪运动进行追溯，探究现代冰雪运动在旧中国的传入与发展，梳理新

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历程。同时，展望我国冰雪运动的发展趋向：冰雪运动政策法规日臻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稳步增强，群众性冰雪运动日渐普及，冰雪运动产业势头良好，冰雪运动竞技水平

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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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herit and develop Chinese traditional winter sports culture, promote the sports on ice and snow, and 

fulfill the promise of “get 300 million people participate in ice and snow sports”, the article adopt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study and comparative study to review the traditional incarnations of ice and snow sports in ancient China 

from the rock art, poetry, painting, games, performances and competitions. It discusses the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ice and snow sports in the Old China and mak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of ice and snow sport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At the same time, it prospect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ports on ice and snow in China: the formulation of ice and snow sports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improving day by day,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teadily strengthening, mass ice and snow sports 

gett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the sports industry of ice and snow sports developing with a good momentum, and a 

continuously improving with competitive level for ice and snow sports. 

Key words: sports culture；ice and snow sports；ice and snow culture；Beijing Winter Olympics 

 
  
收稿日期：2021-04-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TY052)。 
作者简介：陈祥慧(1979-)，男，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学与训练。E-mail：332633199@qq.com   

通信作者：杨小明 

2015 年我国新疆阿勒泰地区被国际公认为“人类

滑雪的起源地”，2022 年第 24 届冬奥会将在北京举办，

这是我国冰雪运动史上 早和 新的记载，也是世界

冰雪运动史上 重要的两个中国元素，连接着中国冰

雪运动的历史与未来。过去，我国是人类滑雪的起源

地；未来，冰雪运动将成为落实全民健身计划，实现

体育强国宏伟蓝图的坚实基石。从历史脉络上对我国

冰雪运动发展历程进行全面梳理、回顾与展望，有利

于国人认识冰雪运动历史、感受冰雪运动文化、参与

冰雪活动。 

 

1  传承与发展：古代中国传统冰雪运动的嬗变 
1.1  以岩画证史：世界滑雪的起源地——新疆阿勒泰 

阿勒泰地处新疆阿尔泰山南麓，是我国降雪 早、

DOI:10.16237/j.cnki.cn44-1404/g8.2021.04.004



 
第 4 期 陈祥慧，等：我国冰雪运动的历史演进及发展趋向 29  

 

雪期 长的地区，以雪量大、雪质优、雪期长而著称，

且山多林广，拥有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早在 1 万多

年前，居住在这里的游牧民就用白松木和马小腿皮制

做成的毛雪板进行生产生活[1]。2005 年在阿勒泰市汗

德尕特乡的墩德布拉克发现了人类脚踏滑雪板，手持

单杆进行滑雪狩猎活动的岩画。经考古专家认定，它

的制做年代可上溯到 1 万至 3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

期，这一时间比挪威发现的岩画及瑞典、芬兰发现的

古代滑雪板至少提早了几千年[2]。2015 年挪威、瑞典、

芬兰等 18 个国家的 30 余位专家对该岩画进行分析、

考证、鉴别，共同确定了中国阿勒泰地区是“人类滑

雪的起源地”，并于“中国阿勒泰国际古老滑雪文化交

流研讨会”联名发表《2015 阿勒泰宣言》[3]。从此，

阿勒泰地区是世界滑雪的起源地得到国际公认。 

1.2  以诗歌、绘画证史：蒙古族“古老滑雪长调”、

《冰嬉赋》与《冰嬉图》 

至今，在阿勒泰市汗德尕特蒙古民族乡仍保留有

千年历史的“古老滑雪长调”——“在那高高的阿尔

泰杭盖(蒙古语，意即高高的山的意思)山中，身上背

着柳木制作的弓箭，双手斜推着滑雪棒的，脚踩红松、

白松木制作的滑雪板，很快地滑着奔跑在松树林中的，

身后拖着山羊皮囊的，是那勇敢而又灵活、聪明的猎

人……”[4]以长调的形式生动地演唱阿勒泰地区猎人脚

踏马皮滑雪板在茫茫雪海狩猎的情景。“古老滑雪长调”

从另一个侧面为人类滑雪起源地提供强有力的佐证。 

历代帝王将相、诗人对冰雪触景生情，诗兴大发，

用优美的诗句来描写大自然的冰雪美景和人们冰上运

动的情景，各朝画家也挥毫泼墨，用画作记录当时的

场景，让后人欣赏时如身临其境。1745 年清朝乾隆皇

帝亲自撰写了一篇 1 300 余字的《御制冰嬉赋》，认为

“冰嬉为国制所重”，其诗注称“国俗常有冰嬉之典”[5]。

在他的《新正瀛台小宴御前藩王大臣及漠咱帕尔》一

诗中写道“千群尚可冰嬉试”[6]，描述了当时“冰嬉庆

典”气势恢宏的盛大场面和千人竞相速滑的壮观景象。

晚清诗人爱新觉罗•宝廷[7]的《偶斋诗草》“朔风卷地河

水凝，新冰一片如砥平。何人冒寒作冰戏，炼铁贯韦

作膝行。铁若剑脊冰若镜，以履踏剑磨镜行……”生

动描绘了当时滑冰的情景。 

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正月初二，为庆祝紫光阁

修葺一新，皇帝携文武大臣一百零七人及番邦使臣十

一人，饮酒观冰嬉，宫廷画师姚文瀚绘制的《紫光阁

赐宴图》描绘的就是这件事[8]。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两幅

国宝名画——《冰嬉图》，都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乾隆皇

帝欣赏冰嬉的情景[9]。将当时花样滑冰的高超技艺，栩

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冰上健儿姿态各异，各显

绝技，鱼贯而行，组成一条巨龙，蜿蜒盘转，场面宏

大。该画使我们对清代宫中冰嬉活动有一个形象而直

观的了解。以上诗歌、绘画既描绘了滑雪、滑冰的情

景，又记录了我国古代冰雪运动的历史。 

1.3  以游戏、表演、比赛证史：“竹马”“冰床”游戏、

冰嬉活动与冰上运动会 

隋唐时期，一些有趣的冰雪游戏在民间广为流传。

东北地区就出现了“竹马”游戏，人踏在“竹马”上，

手执一根曲棍，在冰面上撑地滑行，不但省力，速度

也快，这也是中国冰上运动的起源。宋朝深受民间喜

爱的“冰床”游戏，是两三人坐一块木板上让一个人

在前面用绳子拉着嬉戏。宋人沈括在沧州亲眼看到冰

床在河上来去如梭的景象时，惊叹不已，并将这一场

景写进了他的《梦溪笔谈》一书中。清代皇帝及达官

贵人用的冰床，已有豪华的装饰。《榆巢杂识》一书载：

“冬日液池，上御拖床。其制似榻无足，似车无轮，

以人挽行冰雪中，至便。有施氈幄及饰以龙凤者。”[10]

即清帝所用冰床既装饰华美，又防寒保暖，堪称“冰

上游艇”。可见，清朝时期冰床不仅是一种冰上游戏，

还是参与游戏时的交通工具。 

隋唐时期出现的冰上运动历经几个朝代的发展，

到清朝时逐渐演变为每年举行一次的“冰嬉庆典”活

动。旧历腊月的冰嬉大典，初是检阅训练军队之礼仪，

并编有专门的滑冰兵种，叫“技勇冰鞋营”，还有相应

的管理制度和训练方法，后逐渐演变成宫中的娱乐活

动[11]。北京景山西侧的北海公园就是清代皇家阅兵的

地点之一，皇家每年冬季在民间挑选“善走冰”的能

手上千名入宫进行训练。于敏中[12]在《日下旧闻考》

中有“冬月则陈冰嬉，习劳行赏，以简武事而修国俗

云”的描述，记载了每年冬至至三九于太液池(现北京

的北海和中南海)为皇帝贵妃进行冰上表演的场景，表

演内容有编队速滑、速滑射球、花样滑、冰上蹴鞠等。

《燕京岁时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冰鞋以铁为之，中

有单条缚于鞋上，身起则行，不能暂止。技之巧者，

如蜻蜓点水，紫燕穿波，殊可观也。”[13]可见，当时冰嬉

活动开展广泛且冰鞋制作精良。 

明朝时期，冰雪活动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开

展。据《满洲老档秘录》(又名满文老档)记载，公元

1625 年正月(明熹宗天启五年)，东北建州女真族首领

努尔哈赤在太子河就举办过盛大的冰上运动会，比赛

项目有冰球、速滑、花样溜冰、冰上射箭以及冰上武

术等，奖励办法为冠军赏银 20 两，亚军赏银 10 两。

其中有一种“双飞舞”，两人在冰上舞蹈，表演出各种

姿势，舞姿优美轻盈，极为好看。冰上的武术花样繁

多，有叠罗汉、耍 等等。参加冰上比赛的不仅有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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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有素的兵士和随从侍卫，也有贝勒的夫人和众兵丁

的妻小[14]。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我国古代第一次冰上运

动会，也是“现代冰上运动项目的原型”[15]。 

综上所述，滑雪活动在我国历史悠久，自诞生之

日起，便以其移动的迅捷性、突出的运输能力，与人

们生产生活紧密相联，具有较强实用性及一定的娱乐

性，对当时的渔猎活动起重要作用，并成为民众冬天

钟爱的雪地活动之一。随着时代的变迁，朝代的更迭，

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对冰雪资源的认识日益深入，

冰雪活动的呈现形式也在不断丰富与变化，展现出强

大的生命力得以生生不息。滑冰活动的出现远晚于滑

雪，清代作为休闲娱乐与竞赛的冰上活动项目增多，

专业性更加突出，民间与皇家冰上活动繁多，标志着

我国冰上运动达到高潮，对后来我国冰雪运动的繁盛

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2  吸收与借鉴：现代冰雪运动在旧中国的初

步发展 
2.1  现代冰雪运动传入旧中国 

1)外国军人、侨民和传道士将冰雪运动传入中国。 

随着 1840 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及西方文化的传入，

现代体育作为“西方文明”的象征也开始传入中国。

伴随他们的军队、侨民和传道士一同进入中国的冬季

运动项目是滑冰。随着 19 世纪中叶《天津条约》与《北

京条约》的签订，英、法、美、意、德、日等国家相

继将天津城南一带划为其租界。1881 年北洋军师学堂

首先将已传入中国的滑冰纳入操法科(课)[16]。19 世纪

末，天津英租界“英租界运动场”和法租界“联合俱

乐部”的创立，使得溜冰会员逐渐增多。此后不久，

滑冰的队伍里开始出现了冰球，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

天津冰球俱乐部[17]。之后再传到北京，继而到达大连、

哈尔滨等地。随着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和冰球的传入，

越野滑雪和高山滑雪也随后传入我国。 

2)《跑冰术》《溜冰术》书籍介绍了冰上运动知识

和器材。 

《跑冰术》是 1927 年由王怀琪、吴洪兴编撰，经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 1 本介绍轮滑运动的书。该书配

插图 17 幅，用以介绍各式花样动作的练习方法，还介

绍了跑冰运动的好处，有一章《跑冰球戏》提到冰球

的规则，这也是冰球运动第 1 次在中国提及[18]。《溜冰

术》是 1930 年由鸽影合作社编纂的，是第 1 本专门介

绍冰上运动的书，该书图文并茂，有序言、规则、用

具、基本图形练习、化妆溜冰等 7 部分。该书末尾还

刊登了购买各式滑冰装备的广告页 6 张，如制作冰鞋

到王府井的千祥鞋庄，磨冰 是北京摄影社 佳，滑

冰服装是王府井源泰西服庄 好，化妆面具以崇文门

的永兴洋纸行 全等[19]。这两本书是我国近代跑冰(轮

滑)和溜冰(滑冰)者的启蒙课本和装备指南。 

3)《我能比呀》一书将冬奥会带到中国。 

193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能比呀：世界运动

会丛录》一书，是中国第 1 部关于参加奥运会的历史

文献，填补了中国近代体育史的一页空白。该书作者

宋如海，是中国第一位正式派出参加奥运会的列席代

表，他把在荷兰考察第 9 届奥运会的见闻收录书中，

旨在向国人介绍奥林匹克运动，从而提高国人对奥林

匹克运动的认识。在该书前言部分，对 1928 年瑞士圣

莫里茨举办的第 2 届冬奥会进行了介绍，并配有 5 幅

此次冬奥会的比赛图片，即高山滑雪、钢架雪车、跳

台滑雪、越野滑雪和女子花样滑冰[20]。该书第一次向

中国介绍了冬奥会，证明中国人在冬奥会举办之初就

对此有一定了解。 

2.2  现代冰雪运动在旧中国的传播 

19 世纪末，欧洲的滑冰运动传入中国，速滑运动

便逐渐成为北方人民群众所喜爱的冬季运动项目。20

世纪初，华北的冰雪运动亦在民众中传播开来，主流

是在校学生。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通州

潞河中学、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南开中学等学校，

在冬天相继开辟冰场，供学生滑冰。北京的北海公园

是皇家冰嬉的场所，老百姓是禁止入内的，民国初期

有军政要员多次提出向民众开放的建议，直到民国五

年内务总长许世英的提议才得到通过。据《北平晨报》

报道，1926 年 1 月 31 日在北海公园的冰面上举行了

一场化妆溜冰竞赛大会，其观者数千人，参加者 130

余人[21]。类似北海公园这种形式的化妆溜冰大会在中

国北方并不罕见，沈阳小河沿、天津的北宁公园、北

京的中南海冰场、太原等地都曾举办过类似的活动。 

1935 年北京举行过一次滑冰比赛。同年，在第 19

届华北运动会“冰上表演大会”上，将速度滑冰、花

样滑冰和冰球列为表演项目。抗日战争爆发后，有些

冰雪活动也未停止，1938 年长春创办了第 1 个滑雪俱

乐部。1943 年 2 月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举行了冰上运动

会，比赛项目设有男女 100 m 速滑及各项表演赛。 

现代滑雪传入我国的时间相对较晚。1932 年 12

月哈尔滨铁路局在黑龙江阿城市玉泉镇北山修建了一

座滑雪场，建有越野和高山滑雪线路及一座小型跳台，

这是我国第 1 座滑雪场。1948 年黄埔军校新疆第 9 分

校举办了一次“西北五省部队滑雪训练班”，1 000 多

名连级以上军官接受 3 个月的训练，之后还进行重兵

器雪地牵引、滑雪射击及 10 km 越野竞赛，这是我国

近代史上举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滑雪比赛[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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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滑雪项目的传入过程中，现代雪橇运动也

于 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在东北地区。据载，1938 年冬，

哈尔滨铁路局为进一步推动冬季户外活动的开展，购

置了 4 台雪橇，有 2 人座，也有 4 人座，作为员工、

旅游者和滑雪爱好者的一项活动。遗憾的是，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人在溃逃时连同雪具焚毁一空[23]。 

现代冰雪运动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传入旧中国

的，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体现出一种特定历史

条件下的特殊文化现象。它通过休闲娱乐、军事需要

得以传播和普及，并与中国的传统冰雪运动一道走进

人们的生活。在此过程中我国既引进冰上、雪上竞技

竞赛项目、修建滑雪场、成立滑雪俱乐部，又举办雪

上及冰上运动会。这一时期的我国传统冰雪活动，虽

然受自然条件和特殊历史的制约，仍与国外现代冰雪

运动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形成互鉴共融的局面，为

新中国成立后冰雪运动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创新与突破：新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 
3.1  生根发芽：起步阶段(1949—1965 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要提

倡国民体育”。1949 年 10 月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筹委会”，做出关于“开展冬季体育运动”的决定。随

之，我国北方地区冰雪运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51

年 1 月在吉林省举办的第 1 届全国性滑雪表演大会，

设置跳台滑雪和高山滑雪等项目。1953 年 2 月首届全

国冰上运动会在哈尔滨举行，共有 219 名运动员参加

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和冰球的比赛。1956 年成立全国

冬季运动协会，并加入国际滑冰联盟及国际冰球联合

会。1957 年 2 月在吉林通化市举办第 1 届滑雪运动会，

设高山滑雪、越野滑雪两大项，同年派出男女速滑队

参加世界锦标赛。1958 年新中国 早的滑雪队通化市

滑雪队、吉林市滑雪队组建成功。1959 年 1 月在世界

男子速滑锦标赛中，杨菊成以平第 1 名的成绩为中国

获得 1 枚银牌。1959 年 2 月第 1 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

哈尔滨和吉林两地举行，其中冰上项目速度滑冰、花

样滑冰和冰球在哈尔滨举行，雪上项目越野滑雪、高

山滑雪在吉林举行。同年，中国速度滑冰第一人王金

玉在阿拉木图举办的六国邀请赛中，获 5 000 m 速滑

冠军。1963 年在日本长野举行的第 57 届男子速滑锦

标赛中，罗致焕以创赛会记录的成绩在 1 500 m 比赛

中摘得桂冠，成为我国首位冬季项目世界冠军。在这

十几年的时间里，冰雪运动开始在东北、华北和西北

等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各地纷纷举办冰雪运动赛事和

群众活动，甚至成为部分北方地区冬季娱乐健身的主

要方式。新中国冰雪运动迈出了发展的坚实一步。 

3.2  遭逢寒霜：曲折发展阶段(1966—1976 年)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级体育组织受到

冲击，众多运动队遭到解散，《新体育》《体育报》停

刊，中国体育的国际交往和竞赛减少或终止，各类运

动项目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68 年中国第 1 座

人工制冷冰场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建成，一些冰雪运动

项目的训练和比赛才逐渐复苏。国家冰球队于 1972

年首次参加国际比赛，至此，国家和地方逐步恢复冬

季运动项目的场馆设施建设和少数运动队建设。1975

年在挪威奥斯陆世界速度滑冰锦标赛中，赵伟昌获得

500 m 第 2 名。1976 年第 3 届冬运会在哈尔滨举行，

其中少年运动员 223 人，占总人数的 71%，成为我国

冬运会历史上少年运动员参赛 多的一届。此一阶段，

冰雪运动虽受政治环境影响，众多冰雪项目运动队也

不复存在，但在冰雪健儿和众多冰雪爱好者的共同坚

持和努力下，冰雪运动项目仍在我国得以延续。 

3.3  蓓蕾初绽：复苏提高阶段(1977—2001 年)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新中国改革

开放的篇章，中国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也于 1979 年得到

恢复。从此，中国体育运动步入崭新的历史阶段，冰

雪运动也开始纷纷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舞台。国家冬

季运动管理局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了冰雪运动“北

冰南展”战略，在南方一些省市迅速组建队伍、兴建

场馆，调动了南方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积极性。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国的冰上运动发展达到

了一个高峰期，尤其是东北地区的一些大城市，如哈

尔滨、齐齐哈尔、长春，几乎所有中小学、事业单位

都在冬季浇筑冰场，不少工厂和机关都有自己的冰球

队。1978 年短道速滑传入中国，随后列入全国冬运会

比赛项目，还参加了在东京举办的世界锦标赛。1979

年第 4 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北京、新疆和黑龙江举行。

1980 年 2 月中国奥委会首次派出 28 名运动员参加在

美国普莱西德湖举办的第 13 届冬奥会。1984 年 2 月

中国奥委会第 2 次派队参加在前南斯拉夫萨拉热窝举

行的第 14 届冬奥会。与此同时，中国运动员还参加各

种世界和洲际性冰雪运动赛事，如 1986 年中国冰雪运

动员参加在日本举行的第 1 届亚洲冬季运动会。1988

年 2 月中国运动员参加在加拿大卡尔加里举行的第 15

届冬季奥运会，除了参加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和越野

滑雪比赛外，还派运动员参加短道速滑表演赛。中国

选手李琰获得短道速滑表演赛 1 000 m 金牌和 500、

1 500 m 铜牌，五星红旗首次在冬奥会赛场上升起。

1992 年 2 月第 16 届冬奥会在法国阿尔贝维尔举行，

叶乔波获得女子 500、1 000 m 速度滑冰两枚银牌，李

琰获得女子 500 m 短道速滑银牌，实现中国冬奥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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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零”的突破。1994 年和 1998 年中国参加第 17 届

挪威利勒哈默尔和第 18 届日本长野冬奥会，运动员参

加项目逐届增加，获奖牌数也稳步提升[24]。1996 年哈

尔滨承办第 3 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中国队以 15 金 7

银 15 铜的成绩列奖牌榜首，这为我国承办更高级别的

国际赛事积累了经验。随着冰雪运动的复苏，首次大

专院校滑雪比赛也于 1999 年在黑龙江亚布力滑雪场举

行。2001 年徐囡囡和于淑梅分别获得世界杯总决赛自由

式滑雪空中技巧和冬季两项(12.5 km 集体出发)冠军。这

一时期，冰雪运动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修建了黑

龙江亚布力滑雪场，中国第 1 个国家训练基地亦落户

于吉林长白山国家冰雪训练基地。 

冬奥会、世锦赛、亚冬会等国际性赛事的参与和

承办，积极推动了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中国现代冰

雪运动开始逐步与世界接轨。竞技成绩不断取得突破，

参赛人数由少到多，参赛项目由寡至众，基础设施由

薄到厚，冰雪受众由小及大。 

3.4  群芳吐艳：屡创佳绩阶段(2002—2014 年) 

2002 年第 19 届美国盐湖城冬奥会是中国冰雪运

动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短道速滑运动员杨扬在 500、

1 000 m 比赛中获得两枚金牌，实现中国冬奥会金牌

“零”的突破，中国队以 2 金 2 银 4 铜位列第 13 位，

刷新了中国在冬奥会上的 好成绩。2006 年在第 20

届意大利都灵冬奥会上，韩晓鹏夺得男子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的金牌，这是中国第 1 枚雪上项目冬奥会金

牌，王濛获得短道速滑 500 m 冠军，中国队的奖牌数

再创新高。2007 年长春第 6 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中国

军团以 19 金 19 银 23 铜的总成绩，位居金牌和奖牌榜

首。2009 年哈尔滨第 24 届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中国

代表团收获 18 金 18 银 12 铜的好成绩，位居金牌榜首

位。2010 年第 21 届加拿大温哥华冬奥会，中国代表

团获得 5 金 2 银 4 铜的佳绩，名列奖牌榜第 7 位，创

造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冬奥会以来的 好成绩，跻身

于第二集团。申雪和赵宏博获得花样滑冰双人滑金

牌，王濛获得短道速滑 500、1 000、3 000 m 接力 3 枚

金牌，周洋获得短道速滑 1 500 m 金牌。2014 年在第 22

届俄罗斯索契冬奥会上，中国军团以 3 金 4 银 2 铜的

成绩，名列奖牌榜第 12 位。这 10 多年来，我国通过

冬奥会、亚冬会和大冬会参赛和承办，培养了一批优

秀冰雪人才，争创出一系列优异成绩，总结积累了大

赛经验，为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创造了良好条件。 

3.5  遍地开花：全面发展阶段(2015 年至今) 

2015 年 7 月 31 日在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

128 次会议上，北京赢得 2022 年第 24 届冬奥会的举

办权。这既是中华大地首次举办冬奥会，也使北京成

为全球唯一举办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从

那一刻起举国上下都以举办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

和普及冰雪运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带动三亿人上

冰雪”的目标，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中央多个部门制订

颁布了冰雪运动发展规划、场地建设规划、群众冬季

项目推广计划，这些纲领性文件为举办北京冬奥会提

供有力的政策支撑，成为推动冰雪运动快速发展的强

力推手，确立了我国冰雪运动发展以京津冀为引领，

以东北三省提升发展为基础，发挥新疆、内蒙古等地

后发优势，带动南方地区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全国群众冬季运动的推广和普及激活了全民冰雪

的热情。据《2019 年度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研究显

示，国内滑雪场滑雪人次由 2018 年全年的 1 970 万，

上升到 2019 年的 2 090 万，同比增幅为 6.09%，滑雪

场馆达 770 座，西南、中南地区等地崛起一批优质雪

场[25]。可见，我国冰雪运动的发展不再局限于北方，

而是面向全国大力普及。 

冰雪竞技水平不断攀升。在 2017 年亚冬会短道速

滑比赛上，武大靖获得 500、5 000 m 接力冠军，同年

在短道速滑世界杯上海站男子 500、1 000 m 比赛中摘

得桂冠。2018 韩国平昌冬奥会上，武大靖获得短道速

滑 500 m 金牌，李靳宇获短道速滑女子 1 500 m 银牌，

贾宗洋获得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银牌，隋文静和

韩聪获双人滑银牌，由武大靖、韩天宇、许宏志、陈

德全组成的中国队获得男子 5 000 m 接力银牌，高亭宇

获得速度滑冰男子 500 m 铜牌，这是中国男选手首次登

上冬奥会速滑领奖台。2019 年“中芬冬季运动年”顺

利举办，这是中国首次与其他国家举办以体育为主题

的“国家年”，将体育交流提高到国家高度。2021 年

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就对冬奥会筹办工作进行考

察，并强调“要通过举办冬奥会、冬残奥会把我国冰

雪运动搞上去，推动建设体育强国”[26]。 

 

4  继承与超越：我国冰雪运动的发展趋向 
4.1  冰雪运动政策法规日臻完善 

从 2014 年国家下发 46 号文《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首提“鼓励冰雪运动的

发展”开始，至今已颁布中央与国务院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达 16 个之多。在北京冬奥会筹备过程中，中共中

央、国务院于 2016 年颁布《“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指出要积极培育冰雪项目等具有消费引领特征的

时尚休闲运动项目；于 2019 年印发《关于以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为贯彻

落实《意见》精神，福建、河南等省体育局印发了《关

于促进冰雪运动发展的实施意见》，各省、市、区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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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了一系列发展冰雪运动的地方性政策法规。国家

体育总局制定的《竞技体育“十三五”规划》和《体

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以筹办 2022 年北

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推动冰雪运动开展，发展冰雪

运动产业。同时，联合中央多个部门，共同发布《冰

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全国冰雪场地设施建

设规划(2016—2022)》《群众冬季运动推广普及计划

(2016—2020)》等政策文件。从投入机制、落实政策、

用地需求、标准及统计、人才培养、文化宣传和组织

实施等方面为冰雪运动的发展提供保障，这将有力推

动我国冰雪运动的广泛普及与全面发展，为 2022 年北

京冬奥会举办保驾护航。未来几年中，中央和国家体

育总局还将出台一系列有关冰雪运动的政策法规，为

我国未来冰雪运动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有力政策

支持。 

4.2  冰雪运动基础设施建设稳步增强 

基础设施建设是冰雪运动得以顺利开展的基础。

习近平[27]强调：“北京奥运会所有建设工程都要按照绿

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和廉洁办奥的要求。坚

持百年大计、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按规划和计划推

进，保质保量，确保成为优质、生态、人文、廉洁的精

品工程……”到 2022 年全国滑冰馆数量不少于 650

座，其中新建不少于 500 座；滑雪场数量达到 800 座、

雪道面积达到 1 亿 m2、雪道长度达到 3 500 km，其中新

建滑雪场不少于 240 座、雪道面积不少于 7 000 万 m2、

雪道长度不少于 2 500 km。全国冰雪场地设施有效供

给极大提升，经济社会效益明显提高，初步形成布局

合理、类型多样、基本满足需求的冰雪场地设施网络[28]。

以筹办 2022 年冬奥会为契机，京津冀地区将建设一批

能承办高水平、综合性国际冰雪赛事的场馆。同时，

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鼓励社会资本营运滑雪场、滑

雪度假村、室内滑雪馆、冰雪乐园、旱雪场、旱冰场

及可拆装冰场地，还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如金针

菇旱雪技术、浇冰技术、荷兰冷凝板技术等。从项目

普及出发，各省市将因地制宜，新建、改建和扩建冰

雪运动场地，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健身、学校开设冰

雪运动课程、运动员训练与比赛需求。 

4.3  群众性冰雪运动逐渐普及 

“带动三亿人上冰雪”，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指

示，也是向国际奥委会的承诺，还是我国冰雪运动的

发展目标。随着冰雪运动“北冰南展西扩东进”战略

的推进，开展冰雪活动的地域不断扩展，冰雪活动类

型日益丰富，参与人数迅速增加，覆盖人群范围逐渐

扩大，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不断高涨。据中国人

民大学“全国冰雪运动参与现状调查”结果显示，2018

年 11 月我国累计参与冰雪运动的人口已达 2.7 亿，约

占总人口的 24％。到 2022 年，群众性冰雪运动广泛

开展，群众性冰雪赛事活动丰富多彩，群众性冰雪运

动服务标准完善，群众性冰雪运动场地设施基本满足

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冰雪运动更加贴近、

融入百姓生活，人民群众对冰雪运动发展成果的获得

感进一步增强，对冰雪运动的关注度、喜爱度、支持

度、参与度达到更高水平。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会更

加自信、阳光、健康、勇敢，冰雪运动正日益成为青

少年和大众健身、休闲的一种新方式，对提高国民素

质和生活质量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到 2020 年教育部计

划遴选出 2 000 所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到 2025 年计划

遴选出 5 000 所特色学校和 700 余所示范学校，有力

促进青少年冰雪运动的普及发展[29]。 

4.4  冰雪运动产业势头良好 

冰雪产业是朝阳产业，经过近几年的积累和发展，

2017 年我国冰雪产业规模已达到 3 976 亿元，近几年

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伴随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

日益临近，中国将迎来冰雪运动发展的黄金时期。国

务院第 46 号文《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

见》指出：“重点打造冰雪运动等特色的体育产业集聚

区和产业带，以冰雪等运动为重点，引导具有消费引

领性的健身休闲项目，促进冰雪运动产业发展，形成

新的体育消费热点。”[30]抓住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契机，

利用京津冀地区高水平、综合性国际冰雪赛事的场馆，

依托该地区旺盛的消费需求，积极普及冰雪运动项目，

大力发展冰雪健身休闲业、高水平竞赛表演业和冰雪

旅游业，以带动全国冰雪运动的整体快速发展。我国

冰雪运动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以健身休闲为主，竞赛表

演、场馆服务、运动培训和体育旅游等业态协同发展

的产业格局，逐步向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目

标迈进。2020 年 7 月 10 日“助力冬奥•燃情冰雪——

2020 年粤港澳冰雪论坛”在广州举行，这是华南地区

举办的首个冰雪论坛，必将推动冰雪运动在华南地区

的发展[31]。同年 9 月 19 日在广州花都融创文旅城还举

办了首届“粤港澳滑雪精英挑战赛”。由此足见，未来

几年，全国冰雪运动参与和培训需求旺盛，竞赛表演

活动日益丰富，冰雪旅游业发展迅猛，冰雪场地建设

运营市场化程度提高，冰雪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增长

空间大，冰雪运动用品、赛事转播、生态旅游将会带

动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到 2025 年，直接参加冰雪

运动的人次将达 5 000 万，并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冰雪产业规模将达 1 万亿元[32]。 

4.5  冰雪运动竞技水平不断提升 

截至 2018 年平昌冬奥会，我国共获得 62 枚冬季



 
34 体育学刊 第 28 卷 

 

奥运会奖牌。从近 4 届冬奥会来看，我国冰雪运动竞

技水平基本处于 7~16 名之间， 好排名是温哥华冬

奥会第 7 名，与世界冰雪运动强国有较大差距。北京

和张家口市联合承办的第 24 届冬奥会，将在 2022 年

2 月举办，我国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是夏季奥运会，

特别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我国取得的辉煌成绩对冰

雪运动员的激励；二是具有体育举国体制的有力支撑；

三是具有东道主的客观优势(自然环境适应、场地设施

熟悉、观众倾向激励等因素)。加上，近几年我国冰雪

竞技运动稳步发展，尤其是冰上项目发展迅速，先后

在世锦赛和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有理由相信，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上，我国冰雪运动竞技成绩将实现

冰上项目迈上新台阶、雪上项目争创新突破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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