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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文献资料调研、专家访谈及实地调研等研究方法，以政策性法规为引导，在判

断我国冰雪产业市场现实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探究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逻辑思路、生产

要素配置要求及相应的制度保障。研究认为：目前我国冰雪产业市场中要素市场初步形成

但存在变形，基础性冰雪要素流动性弱，创新型冰雪要素发育不足；“十四五”时期，冰雪产

业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应聚焦冰雪产业市场主体、客体、对应的市场机制及相关制度与监

管；建设的落脚点是高质量市场环境与冰雪服务生产；需要冰雪场地要素高效配置，冰雪劳

动力要素有序流动，冰雪资本要素健康发展，冰雪创新要素协同补足；同时要求冰雪产权制

度、进入退出制度、公平竞争制度及监管机制等起到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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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expert interviews and field research,

guided by policy regulations, on the basis of judging the actu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ice and snow industry marke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logical thinking of the construc‐

tion of high standard market system, the allocation requirements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he

corresponding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ctor market in China’s ice

and snow industry market has initially formed, but there are distortions, weak liquidity of basic

ice and snow factors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ice and snow factor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standard market system of ice and snow

industry should focus on the subject, object, corresponding market mechanism, relevant systems

and supervision of ice and snow industry market; the foothold of construction is high-quality

market environment and ice and snow service production; it needs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ice and

snow field elements, orderly flow of ice and snow labor force elements,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ce and snow capital elements and the synergistic complement of ice and snow innovation ele‐

ments. At the same time, it requires that ice and snow property rights system, entry and exit sys‐

tem, fair competition system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can play a protective role.

Keywords: ice and snow industry;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high standard market sys‐

tem; factor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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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

案》，这是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又一重要行动方案。“十四五”时期，市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核心框架，是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性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建

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加快形成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

场体系。冰雪产业高标准市场体系是我国冰雪经济发展的根基，是创新经济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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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保障。伴随着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冰

雪产业应把握机遇，效率化完成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冰雪

产业发展的市场体系。但在冰雪产业高速发展过程中，

冰雪产业市场还面临一些挑战，如冰雪产业核心要素及

要素之间的融合拓展规律不清晰（何文义 等，2020），冰雪

旅游市场相关配套服务不足（郭金丰，2018），有效监测各

种突发事件和处理安全事故的能力尚待加强（蒋抒博，

2019）等。由此，聚焦冰雪产业市场的相关探索已成为近

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而市场体系的有待完善则是冰雪

产业发展需重点关注的内容，建设高标准冰雪产业市场

体系已成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

如何推进我国冰雪产业市场体系建设？虽然解决问

题的思路涉及冰雪产业市场判断、冰雪产业市场主体培

育以及冰雪产业市场规模壮大等不同角度（蔡峰 等，

2019；刘桢 等，2020），但聚焦系统性与完整性，特别是建

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才是提升冰雪产业发展质量的最终诉

求。国际上，冰雪产业发达国家在其市场建设过程中形成

了可借鉴的经验，如目标市场的判断与细分（Bausch et al.，

2020；Crompton et al.，2016），相关政策对区域发展的重要

作用（Tuppen，2000）及市场竞争中产权的重要性（Ezrachi

et al.，2012）等。聚焦国内，高标准冰雪产业市场亟待形

成。实际上，高标准市场体系就是现代市场体系，能够加

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使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

消费，同时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刘泉红，

2020）。加快健全现代体育市场体系，不仅是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是新时代实现我国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李刚 等，2020）。综上，

梳理文献发现，市场体系建设涉及要素市场（刘泉红，

2020；柳思维，2020）、要素间关系（宫汝凯，2020；李双金，

2020）及监管制度等（卢现祥 等，2020；沈宏亮，2018）。但

目前，鲜见相关研究以冰雪为主题关注其市场体系建设，

致使冰雪产业研究一直停留在产业发展表层，针对市场

的探索远滞后于发展实践。

基于此，“十四五”时期，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下，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新消费环境下，冰雪产业高标

准市场体系建设已成为必然选择。本研究以探究我国冰

雪产业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为目标，通过“十四五”时期的

关键时间范围，在明确冰雪产业市场的现实情况基础上，

以高标准市场体系的生成过程为逻辑取向，以如何建设为

落脚点，力争厘清冰雪产业市场的要素组成，判断高标准

市场体系建设的关键点及如何以制度保障其有效运行。

1 冰雪产业高标准市场体系内涵与逻辑取向

1.1 冰雪产业高标准市场体系内涵

市场是产业发展的引领，是从需求方形成的产品生

产性导向。理论层面，市场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各类市场

的有机统一体，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然要求构建一个

体系完整、机制健全、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现代化市场

体系（连玉明 等，2020）。完整的市场体系包括市场主体、

市场客体、市场机制和制度规范，各层面相互支撑和关联

（刘泉红，2020）。由此，冰雪产业市场体系是涉及冰雪产

业市场主体和客体，同时涉及构建市场机制及相关制度

监管的有机统一体。在市场体系建设过程中，高标准是

现代市场体系的新特征，无论是已经体系化的市场还是

正在进行体系建设的市场都需要对高标准有准确的理解

与判断。现代化市场体系成熟的标志是市场体系的基本

要素在市场中的建立、成长、发展和壮大。综上，本研究

认为，冰雪产业高标准市场体系是突出现代化市场体系

新特征并为实现冰雪服务市场化供给而构建的，该市场

体系集冰雪特性、高标准的市场环境、要素配置及制度保

障于一体。应该明确，冰雪产业高标准市场体系的确立

是规范冰雪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即使我国冰雪产业市

场建设尚待完善，但从体系上给予冰雪产业市场建设的

方向性引导仍然非常关键。

1.2 冰雪产业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逻辑取向

1.2.1 冰雪产业高标准市场体系的组成

通过冰雪产业高标准市场体系的组成，发现高标准

市场体系建设目标，即冰雪生产要素的高质量配置和相

关制度的高效保障，而从目标方向到具体市场体系建设

的逻辑取向是该市场体系最终能否高标准的重要条件。

事实上，冰雪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既有产业发

展的本质性特征，又承担了对冰雪运动推广的重要责任。

梳理国外经验时发现：1）政府的规划与支持是必要

的。例如，欧洲冰雪旅游市场发展表明，当以社区为基础

的治理体系从公共政策主导转变为由私营公司甚至大型

联合体控制时，细分市场反而会变得更加困难（Bausch et

al.，2020）。2）在冰雪产业市场中，需要结合冰雪资源特

性并考虑到具体的市场环境，因为冬季体育市场本身受

到社会动机、运动动机和放松动机的影响（Phillips et al.，

2013）。3）冰雪产业在政府的引导下会对区域发展形成

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所要考虑的因

素，还会涉及维持与创造就业机会（Tuppen，2000）、公平使

用体育场地和设施等（Laine et al.，2017；Taks et al.，2000）。

由此，我国冰雪产业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时也需要关注

政府的重要作用，正视其内在的公共服务特征，并统筹冰

雪产业市场体系中的其他主体、客体、市场机制及相应制

度而综合思考。

因此，根据《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要求，冰

雪产业市场体系的高标准主要应体现在 4 个层面（图 1）。

首先，高标准的落脚点是市场环境与质量，核心体现是冰

雪产业市场中冰雪服务和产品的高质量，这也是建设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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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产业高标准市场体系的最终价值所在。其次，高标准

需求各种冰雪生产要素能够在市场上高效配置，特别是

实现冰雪场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同时各种要素在市场

上可以有序流动、健康发展，创新型要素不足时能够得到

及时补充。第三，高标准对市场体系的基础性制度形成

需求，重点是需要冰雪资源产权制度能够保障冰雪产业

市场中各主体的权益，可以畅通投资者在冰雪产业市场

中进入与退出并保障其竞争公平。第四，高标准还需要

冰雪产业市场具备完善的监管机制，既要实现高水平的

开放性冰雪产业市场，同时也需要有配套性规制进行保

障。实际上，高标准的设立既是对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引导，也是其不断解决问题快速发展的动力。

1.2.2 冰雪产业高标准市场体系运行的内在逻辑

冰雪产业高标准市场体系运行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

（图 2）：首先，应从市场环境和质量视角明确冰雪服务供

给的内在需求，可以通过冰雪服务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

益诉求点来揭示冰雪产业市场环境与质量提升重点，相

关环境因素需要在高标准市场体系中被关注。其次，在

此基础上揭示冰雪产业市场中的各生产要素配置，从市

场化配置视角实现冰雪生产要素的最优化利用，这是运

行的另一必然要求。再次，还要抓住高标准市场体系建

设所需的基础性制度与监管机制，从制度层面形成保障。

概括而言，该体系运行时的内在逻辑是从市场质量提升

过程出发，然后判断如何实现冰雪产业要素的市场化配

置，再以制度环境为依托来保障该体系的最终建立。整

体上，冰雪产业高标准市场体系运行涉及多方参与主体，

需要各类型冰雪企业、生产要素供给者与地方各级政府

及相关部门协同配合。

图1 冰雪产业高标准市场体系组成

Figure 1. Composition of High Standard Market System of Ice and Snow Industry

图2 冰雪产业高标准市场体系运行的内在逻辑

Figure 2. Internal Logic of High Standard Market System Operation of Ice and Snow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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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冰雪产业市场发展的现实情况

2.1 冰雪产业市场整体情况

2.1.1 冰雪产业市场的生产主体结构

冰雪产业市场的生产主体主要以冰雪场地运营主体

为代表，同时涉及冰雪技术培训企业、互联网科技企业、

冰雪装备设备制造企业及其他服务生产主体（表 1）。其

中，冰上场地运营主体以滑冰俱乐部为主要组成，形成了

连锁型服务供给方式；滑雪场运营主体虽然多元化，但代

表性滑雪场投资主体中地产企业仍占有一定比例。

2.1.2 冰雪产业市场的消费主体结构

冰雪产业市场的消费主体可以是个体消费者，也可

以是团体消费者，其中个体消费者是该市场的主要购买

主体，对冰雪场地服务、冰雪技术培训服务、冰雪赛事服

务、冰雪旅游度假服务、冰雪装备产品及冰雪互联网技术

等形成重点需求。与此同时，各冰雪场地自身在作为生

产者的同时也成为了另一类消费主体，它们主要对冰雪

场地运营所需设备（制冰机、造雪机、压雪机、索道等）、相

关互联网技术、场地智能管理服务等形成购买需求。此

外，对于普通消费个体，由于收入、时间及运动技术在冰

雪消费中的限制，这些消费者在购买冰雪服务及产品时

需要具备一定的购买能力和强烈的购买意愿，即初次购

买冰雪服务及产品的难度较大。但是，当这些个体消费

者转化为冰雪运动人口后，冰雪消费就会相对稳定，对冰

雪服务及相关产品的偏好更易于维持。

2.1.3 冰雪产业市场的价格机制形成

冰雪服务最终定价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从市场整体

看，市场机制对冰雪资源进行了决定性配置，其中冰雪服

务各供给主体与相关消费者对冰雪服务的价格起到了关

键性作用，这种供需关系对冰雪产业市场价格的调整相

对稳定。实际上，冰雪产业市场价格机制的形成除了受

到供需双方的重要影响外，政府行为也间接影响了冰雪

服务的价格定价，只不过这种影响是通过价格调整机制

与消费者共同起作用。具体而言，冰雪产业市场价格机

制是由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供给机制共同组成（图 3）。

由于冰雪服务的供给难度较大，前期的场馆建设与运营

成本较高，冰雪服务价格整体也相对较高。另外，在冰雪

服务生产过程中还会对人力资本有特殊需求，如冰雪运

动技术培训、冰雪赛事服务及场地设备运行与维修等环

节都离不开专业性的人力资本投入，因此市场上的冰雪

服务价格自然相对较高。

2.2 冰雪产业市场建设呈现的要素特征

2.2.1 冰雪要素市场初步形成但存在变形

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随着生产力

的不断发展，新型要素逐渐显现并在生产过程中变得越

来越重要，例如知识、技术和数据要素等（宋宗宏，2020；

于施洋 等，2020）。冰雪产业本质上属于融合性产业，创

新需求突出，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投入多种生产要素共同

作用。从冰雪产业生产过程看，冰雪场地、冰雪劳动力、

资金、冰雪专项技术以及冰雪信息数据等都是重要的生

表1 冰雪产业市场代表性生产主体结构

Table 1 Main Supply Structure of Ice and Snow Industry Market

生产者类别

滑冰馆运营

滑雪场运营

滑冰技术培训

滑雪技术培训

冰雪景观观赏

冰雪互联网科技服务

冰雪装备设备制造

冰雪智能服务

运营方式

大型商场内，以俱乐部连锁运营为主

独立运营，地产商投资占一定比例

以俱乐部培训为主

以雪场所属滑雪学校为主，独立性质滑雪学

校为辅

依托自然环境独立运营

依托其他科技贸易公司，以冰雪互联网社

交、数据统计、资讯查找等科技性服务为主

独立生产

侧重为冰场、雪场提供智能管理系统

代表性企业

冠军冰场、世纪星滑冰俱乐部、全明星滑冰俱乐部、浩泰冰上运动中心、

欧悦冰雪、冰纷万象滑冰场、喜悦滑冰场、飞扬冰上运动中心等

万达长白山国际度假区、万科松花湖滑雪场、桥山北大湖滑雪场、万龙

滑雪场、太舞滑雪小镇、富龙滑雪场、密苑云顶乐园、亚布力阳光滑雪

场、融创雪世界等

各冰场所属俱乐部及培训性质冰上俱乐部（飞凡冰上·文化中心、哈尔

滨新秀滑冰俱乐部等）

各雪场所属滑雪学校及独立性质滑雪学校（魔法滑雪学院、雪乐山、

SNOW51 城市滑雪一站式空间、天之翼冰雪运动培训学校、肉熊猫滑

雪学校、圣祥滑雪、高峰滑雪学校、健飞BASI青少年滑雪训练营）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文化旅游集团）、长春净月雪世界（长春净月

潭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伏尔加庄园（哈尔滨伏尔加庄园文

化旅游有限公司）、雪乡（黑龙江大海林林业局）等

滑呗、GOSKI、滑雪族、雪托帮、冰上星球、花滑姐妹、冰球老爹、冰壶派等

铭星冰雪、黑龙冰刀、欧悦冰雪、卡宾滑雪、河钢集团、约顿气膜、冰雪精

灵、诺泰克等

金飞鹰、易无止境、北京粉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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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要素。实际上，正是这些多元生产要素共同作用才能

形成独特的冰雪服务，才决定了冰雪服务的特有体验性。

目前，我国冰雪要素市场已经形成，各种要素可以通过价

格机制在市场上流动，但冰雪要素市场整体却存在变形，

要素的市场化滞后于冰雪服务的市场化，造成低端冰雪

服务供给过剩，优质冰雪服务不足。冰雪要素市场变形

主要表现在冰雪生产中的各种要素以低效率方式配置，

特别是滑雪场地要素的产权不明晰已成为较突出的限

制。例如，我国很多滑雪场因对山形地貌的特殊需求，建

设时会对环境产生重要影响，在以土地要素投入生产时

需要得到地方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林业用地审批，再

加上滑雪场建设的高成本限制以及雪场发展与区域经济

的密切关系，导致很多滑雪场的土地要素投入多以地方

政府为主。因此，未通过市场有效配置的土地要素，在投

入冰雪产业生产后造成了运营产权单一的限制，从而导

致滑雪场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经营权难以分离，滑雪场地

资源价格背离其机会成本。

2.2.2 基础性冰雪要素比例大但市场流动性弱

冰雪要素中，土地、资本与劳动力都是基础性要素，

决定了冰雪产业能够生产的主要服务类型和质量等级。

虽然这些基础性要素非常关键，在产业要素中所占比例

较大，但要素市场的整体流动性较弱。例如，目前我国尚

未搭建冰雪场地资源的产权交易平台，各区域对适合进

行滑雪场建设的土地资源多为临时计划，缺少在区域发

展中科学规划或全面营销，因此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要

素在冰雪产业中难以通过市场有效配置，其资源使用权

或经营权的流动性也相应受限。对于资本要素，因冰雪

场地运营的高投入性提升了资本所有者的进入门槛，多

数区域地方政府采取了政府投资的方式。虽然政府性质

的资本投入是对冰雪产业发展的扶持，但易限制后期冰

雪场地的规模拓展，并带来运营资本无法补足的隐患。

劳动力要素中，因冰雪产业是典型的服务业，劳动力投入

比例相应也较大，但目前我国冰雪产业的人力资本供给

能力与流动性显然都不足，例如，预计截至 2022 年，滑雪

产业技术技能岗位人才需求可达 10 万人，滑冰产业技术

技能岗位人才需求近 1 万人（杨永生 等，2020），但已有供

给主体对人才培养的数量远远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可

见，一方面冰雪专业性人才缺失，特别是高级人力资本不

足制约了冰雪产业对高质量冰雪服务的供给；另一方面

普通剩余劳动力难以流向冰雪产业，具体进入途径、专业

技能提升平台及地域性分割等限制都非常突出。

2.2.3 创新型冰雪要素价值高但市场发育不足

冰雪产业本身是新经济业态的重要组成，创新能力

需求突出，生产中对创新型生产要素的投入也存在必然

要求。目前，知识、技术及数据等要素在冰雪服务供给中

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应用及

新型技术设备等都在冰雪产业中被迫切需要，例如，手机

APP 的应用，室内冰雪场地对 VR 技术、冰雪技术模拟器

的配置，以及冰雪运动损伤后的专业性恢复等。概括而

言，创新型生产要素可以提升冰雪产业竞争力，快速拓宽

冰雪产业市场，推动冰雪服务高质量供给。但同时，实际

的市场供给能力却严重不足，例如，滑雪场地服务供给

中，中小型滑雪场占主体，但目前这些雪场所拥有的硬件

设备多数已经陈旧，尤其是通过索道、缆车、吊椅及魔毯

进行常规性滑雪服务供给时，存在舒适度缺失及安全隐

患等显著问题。可见，新技术的应用不足正制约着冰雪

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冰雪数据要素严重缺失，对冰雪

服务的创新性支撑与引导无法满足现实需求，用数据赋

能冰雪产业创新发展愈发迫切。

图3 冰雪产业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Figure 3. Pric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Ice and Snow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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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冰雪产业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要素配置

3.1 冰雪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高质量要求

3.1.1 冰雪服务质量的高标准引导

“十四五”时期，高标准是冰雪产业最终高质量发展

的基础，没有标准的生产将难以提升冰雪服务的内在质

量，最终影响冰雪服务体验感，降低冰雪产业发展效率。

冰雪服务质量的高标准引导主要体现在技术、场地和安

全 3 个方面。1）冰雪服务中，冰雪运动技术培训、冰雪旅

游度假和冰雪赛事表演是关键性服务，所涉及的技术标

准至关重要，应形成我国专有的冰雪产业技术标准（王露

露 等，2019）。2）各种冰雪服务供给都离不开场地与设

施，冰雪场地与设施的标准对冰雪服务最终质量也会产

生关键性影响。实际上，无论是冰场还是雪场都对所处

环境的条件要求严格，对相应设施的配备也有专业需要，

例如，雪场的等级划定应该有明确的条件，包括对海拔、

垂直落差、雪道坡度与长度的标准等，需要统一界定并严

格划分。3）冰雪服务安全标准也是冰雪服务质量的重要

影响因素，涉及到冰场周边的防护设施、雪场配备的安全

网和救护设施，以及对相关场地设备进行的安全检查等。

概括而言，先有标准再有质量判断才能真正保障冰雪服

务质量，才能为冰雪产业高质量市场体系建设打好基础。

3.1.2 冰雪消费者权益的高效能保护

冰雪产业所供给的服务不但融合性强而且专业性突

出，会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消费挑战。例如，冰雪景观消

费投诉中常出现不合理低价游、强迫消费和欺客宰客等

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央广网，2018）；冰雪运动

消费投诉中主要指向运动者摔伤后的赔偿、付款后被告

知无法消费、拖延租赁押金退还等问题（中国新闻网，

2019）。实际上，冰雪消费者的权益包括对冰雪服务相关

信息获取、消费不满投诉以及自身权益维护等。其中冰

雪服务消费的信息获取非常关键，信息获取渠道的广泛

性、规范性更是前提。例如，冰雪消费信息应该容易查

找，信息标准较统一，信息真实并且不存在欺诈。而对冰

雪服务消费后的投诉需要有公开的渠道，维权处理难度

不高，不会形成障碍；维权成本不宜过大，能够被消费者

普遍接受。整体上，冰雪消费者权益的关注是从市场层

面对参与主体的利益保障，只有以消费者为最终服务目

标才能及时提供更准确、更高质量、更容易满足消费者需

求的冰雪服务。此外，在冰雪消费者权益保护时还需要

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作为保障，并准确结合冰雪运动的特

殊性及时给予完善和修订。

3.1.3 冰雪产业市场基础设施的高配套升级

“十四五”时期，冰雪产业发展离不开基础性设施的

支撑，无论是冰雪场地建设还是冰雪景观设计都需要有

基础性设施进行保障。例如，2020 年哈尔滨市为准备冰

雪大世界景观建设，需要对冬季场地电缆进行全面铺设

（新华网，2020）。基础设施一方面对市场所提供的服务

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保障高标准市场体系建成

的必要条件。在冰雪产业市场建设中，交通基础设施的

影响最为显著，以滑雪服务供给为例，多数雪场都远离市

区，因此交通的便捷性决定了消费者的时间成本，特别是

高铁、机场的配备往往更容易吸引滑雪消费者，也成为消

费者进行滑雪消费决策的重要选择依据。另外，冰雪场

地对供水、供电以及环保设施的配套也有相关要求，这些

基础设施是冰雪服务生产成本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冰

雪产业市场的创新发展，互联网设施的高标准配套愈发

重要，例如高山雪场中，互联网配置需要达到一定标准以

保障消费者在缆车中能够实现互联网畅联，特别是互联

网支付功能实现后，这种支付条件已成为雪场运营的必

备要求。然而如何实现冰雪产业市场的基础设施升级则

较为困难，有效做法可以依托区域政府的公共服务配套

建设来完成所需基础设施的升级，即应该主动把冰雪产

业市场建设与区域发展有机结合，提前布局，从区域发展

角度争取获得更多支持。需要明确的是，区域性支持是

对冰雪产业市场基础设施升级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区

域冰雪经济发展的有效保障。

3.2 冰雪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高效性要求

3.2.1 冰雪场地要素的高效配置

为实现冰雪场地要素的高效配置，可以针对冰雪场

地的特有属性进行判断。冰雪场地要素的高效配置前提

是需要形成充足的场地资源，其中冰上场地相对容易建

设，可以广泛利用废旧厂房进行改造，同时也需要对相应

场地给予建设补贴或减税支持，以推动这种土地要素的

市场化配置进程。具体配置中，虽然市场是主体，但由于

土地资源的特殊性，政府的作用非常关键。例如，2019年

河北省就从财政投入、融资途径及税费政策上给予了河

北省冰雪场地建设以重要支持（河北日报，2020）。从区

域角度与政府联合扩大冰雪场地的市场信息发布广度与

深度，可以吸引更适合的投资者进入冰雪产业市场。但

应注意的是，在市场化配置冰雪场地要素中，政府职能应

有明确的作用边界，即政府作用是辅助性的，主要体现在

规范冰雪用地审批、保护区域环境、提供政策扶持及进行

监督监管。另外，在“有为政府”的职能行使过程中，涉及

地方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与多元主体联合开发冰雪场地

时，政府职能的正确定位对冰雪场地要素高效配置就更

为关键。

3.2.2 冰雪劳动力要素的有序流动

劳动力的注入充实了冰雪与相关产业的融合与高效

运转，反之这种融合又吸引了大量劳动力的汇聚（庄艳

华，2018）。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需要劳动力要素有序流

动，应该充分发挥市场在冰雪产业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毕菲，2019）。首先，冰雪劳动力形成的基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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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是具备一定专业性技能，目前我国冰雪劳动力不足的

关键性原因是缺少灵活的培训途径与技术认证。市场中

能够流动的冰雪劳动力主要依靠其自主学习，而其他闲

置型劳动力无论在市场进入途径还是在流动方式上都无

法满足现实需要。概括而言，冰雪劳动力要素有序流动

的根本性壁垒是专业技术培训缺失，因此，推动冰雪专业

技术培训认证及职业教育非常关键。其次，在冰雪劳动

力组成中，高端冰雪人才严重不足，但高端冰雪人才的优

势是提升冰雪服务质量的重要保证。高素质劳动力对于

旅游产业资源的开发与推广具有重要价值（王洋，2020），

但高素质冰雪人才的培养难度更大，单纯依靠市场难以

在短期内完成。因此，可以联合高校、社会组织及冰雪企

业共同进行，以订单培养方式为主，按照市场需求有序提

升高端冰雪劳动力的注入能力。

3.2.3 冰雪资本要素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资本要素在冰雪产业市场中的配置效率逐

年提升，但距离冰雪资本要素的健康发展仍然有较大差

距。实际上，我国冰雪资本要素市场一直都有待完善，例

如，冰雪融资渠道的不畅通致使冰雪类专项融资比例较

小，除了一些科技性质的冰雪企业容易获得风险投资公

司支持外，真正的冰雪场地性融资非常困难。因此，推进

冰雪资本要素的健康发展，一方面要完善冰雪产业市场

的投融资环境，吸引更多资本进入；另一方面要通过冰雪

概念吸引更多企业关注，积极投资进入冰雪产业市场。

由此，冰雪资本要素的健康发展应该采取多元途径拓宽

资本要素的市场进入渠道，既需要培养重要的冰雪企业，

也需要通过资本市场让更多资本要素顺畅地进入到冰雪

产业市场中。

3.2.4 冰雪创新要素的协同补足

“十四五”时期，冰雪创新型要素的不足不但会影响

冰雪产业的创新能力，还会对高标准冰雪产业市场体系

建设形成关键性制约。如何补足创新型生产要素，关键

是根据冰雪服务类型有效投入各种新型生产要素。1）知

识型生产要素需积极补足。知识型生产要素补足可以通

过冰雪知识产权确立、转让及应用来完成，如积极创建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冰雪 IP（蒋中伟 等，2020），以知识、产

权与新运营思路的有机结合推动冰雪产业创新。目前，

无论在冰雪场地、设备还是相关服务中，创新型知识的作

用都在不断提升，通过知识产权的确立可以推进这一新

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程度。2）技术要素特别是高科

技要素的应用至关重要。冰雪产业市场中需要积极投入

高科技生产要素，如在 4D 冰雪体验、冰雪运动技术提升

及智能冰雪装备制造中，高科技生产要素的应用都非常

重要。只有兼顾新技术的冰雪服务才能更有效提升冰雪

产业的创新能力。3）数据型要素价值凸显。随着大数据

的广泛应用，数据要素在冰雪产业中的作用越发突显。

与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要素具有非排他性、规模经济

性、可再生性和强渗透性的新特征（戴双兴，2020），更有

利于与其他生产要素协同创新，实现要素整体的市场化

配置。数据要素补足时，一方面需要政府在冰雪产业发

展中提供连续性的相关统计数据；另一方面需要冰雪企

业、社会组织及社会团体共同努力，创新数据要素的应用

方向。这一过程中应加强冰雪数据要素的流动性与共享

性，拓宽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内在联系，以数据要

素为纽带发挥冰雪产业市场中各要素的合力作用。

4 冰雪产业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制度保障

4.1 基础性制度保障

基础性动力保障：产权制度。产权制度能够为冰雪

产业市场提供基本性动力保障与活力保障，只有明确冰

雪产业市场中各生产要素的产权才能真正做到有效配置

冰雪资源，才能激励各资源运营主体的积极性，如改革冰

雪旅游资源产权制度可以实现冰雪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

（陈思宇，2018）。冰雪产业市场中的产权制度主要涉及

对各种冰雪生产要素的权利确定与保护，其中冰雪场地

产权制度是核心。由于冰雪服务的最终生产与场地要素

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冰雪场地使用权和经营权决定

了其收益权与其他权益，因此在高标准市场体系中，冰雪

场地产权制度必须要清晰。另外，冰雪赛事产权也是一

项重要的产权制度，主要会涉及冰雪赛事转播权及相关

无形资产的权益保护，这是冰雪产业市场能否实现多元

化配置赛事资源、拓宽冰雪产业收益的关键。整体上，针

对冰雪生产要素的各自性质，从产权多元化角度明确其

所属权力的组成及可交易性是重点，只有冰雪产业市场

中的各要素产权能够自由交易，相应的冰雪服务生产过

程才会更顺畅并更具活力。

规模性优势保障：进入退出制度。目前我国冰雪产

业市场进入与退出机制不畅通，冰雪项目审批门槛低、地

区冰雪运动产业资源规模较小且分散（郎君，2017），特别

是尚未形成具体制度引导投资主体如何退出冰雪产业市

场。但现实中，因冰雪企业受到投入成本巨大和回收周

期长的影响，对冰雪资源开发会产生一定风险，如果进入

与退出冰雪产业市场的制度不完善，就会进一步增大冰

雪资源的开发风险。因此，在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中，健

全冰雪产业市场的进入与退出制度尤为重要。对于冰雪

产业市场进入制度，需要有清晰的审批流程与规定，特别

是涉及到投资主体能力要求、冰雪场地建设标准、环境影

响评价时应该有明确的规定、科学的评估，同时保障进入

市场信息公开化。对于冰雪产业市场退出制度，需要抓

紧落实冰雪企业的破产规定，如是否需要在破产后恢复

地貌环境，能否享受破产后的政府补贴等都需要合理设

计并规范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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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性运行保障：公平竞争制度。公平竞争制度是

从反垄断层面对高标准冰雪产业市场体系建设的保障。

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是有效竞争，冰雪产业市场也不例

外。由于冰雪资源的地域性限制，冰雪产业市场的区域

性特征非常突出。因此，在高标准冰雪产业市场体系建

设中，这种公平性竞争制度首先体现在对垄断冰雪资源

的控制上。总之，冰雪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需要排除垄断，

需要明确地方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有效职能，同时也

需要保障市场中其他运营主体的权益。另外，公平竞争

制度还应有健全的执法规定，特别是针对冰雪产业市场

的法律法规缺失时，能够及时制定和补充。

4.2 监管性制度保障

综合协同与重点监管相配合。冰雪产业市场是综合

性市场，需要协同各生产要素统一监督管理。其中针对

冰雪行业的专有性监管和针对全市场的综合性监管应有

机结合。例如，积极联合市场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等部

门加强对冰雪旅游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李璟圆，

2020）。监管过程中，既需要地方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与

冰雪行业协会协同配合共同完善监管机制，同时也需要

针对冰雪服务中常出现的问题，如冰雪旅游项目欺诈、价

格不稳定、设施存在安全隐患以及消费投诉渠道不畅通

等形成重点监管。概括而言，协同性监管是保障冰雪产

业市场整体有效运转的必备条件，重点性服务监管是解

决冰雪产业市场中关键性监管缺失的有效方式。

诚信自律与社会监督相配合。以监管性制度保障冰

雪产业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并不是单纯聚焦到地方各

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从行业本身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角

度也需要冰雪行业自身的诚信、自律以及更广泛的社会

关注和参与。具体监管中，冰雪行业协会应起到重要的

引领作用，推动冰雪企业健康成长。实际上，行业协会是

行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杨育敏 等，2009），完善的市场

离不开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而高标准的市场体系更需

要行业协会的主动监管。社会监督是冰雪产业市场真正

高标准形成的重要表现，产业发展越成熟、市场的标准越

高，也意味着更多的社会主体愿意参与其中并对冰雪产

业市场形成积极有效的监督。

监管优化与维护市场相配合。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

既需要市场具有开放性、自由性和灵活性，还需要对市场

的监管自觉、有效和不断优化。有效监管的前提是设立

科学性监管标准，即对冰雪产业市场进行监管必须遵循

严格的标准和规制。具体而言，一方面，冰雪产业市场的

监管机构本身应该是公正、廉洁、依法的，同时能够提供

完备的科学监管体系，这是确保冰雪产业市场监管有效

性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冰雪产业市场的监管过程还需

要不断调整并日益优化，应该根据冰雪产业市场中存在

的问题及各种需求及时调整。实际上，冰雪产业市场作

为开放性市场，交叉融合的多元化冰雪服务生产特征需

要在对其进行监管时能够有效防控冰雪产业市场中存在

的交易漏洞、投资风险及相关恶意行为的发生。

综上，制度保障对冰雪产业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非

常关键，实际上，冰雪产业市场繁荣对区域发展尤为重要，

特别是通过冰雪产业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现实效果更

具示范作用。因此，地方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通过

制度保障来积极引导冰雪产业市场建设，特别是要同相

关政策紧密配合，及时配套建立区域性财政支持政策、税

收优惠政策、土地使用审批政策及公共服务政策等。

5 结语

“十四五”时期，高标准市场体系是我国冰雪产业发

展的重要组成，是确保冰雪产业高质量供给冰雪服务的

核心。建设冰雪产业高标准市场体系，首先需要明确市

场中各类冰雪生产要素的组成，其次以冰雪产业市场环

境与服务质量提升作为重要任务，以如何实现各冰雪生

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为突破点，同时提供完备的制度与

监管机制保障。应该明确，“十四五”时期的冰雪产业高

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势在必行，并需要长期重视和不断完

善，以确保“无形的手”对冰雪资源配置起到关键性作用。

这一任务的明确不仅可以拉动区域冰雪经济繁荣，推动

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冰雪资源丰富地区的快速发展，还可

以有效应对后冬奥时代冰雪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考

验。只有凭借国家新发展格局的大形势，从冰雪资源的

特殊性出发，做好专业性准备与规划，才能有效满足冰雪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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