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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访谈、实地调研等方法剖析广东冰雪运动的历史演进，以文化结构

三层次说审视其不同发展阶段呈现的文化特征及规律。研究认为：受气候、经济、科技等因素影

响，广东冰雪文化长时间处于空白；改革开放及“北冰南展”孕育了广东冰雪文化的生发；北京

冬奥会强力推动广东冰雪文化的快速发展。广东冰雪运动的发展重心沿着冰雪文化的外中内逐层

递进且一体共融；后冬奥期，应选择借鉴国内外经验、继续加强冰雪文化外中层建设、重视冰雪

文化内层的培育、发挥冰雪文化反向推动作用等路径，以实现广东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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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blank to reverse period: A cultural examination for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ice and snow sports in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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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interview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ice and snow sports in Guangdong, and examine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presented at different stages 

of its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levels of cultural structure. The study shows that Guangdong 

ice-snow culture, which has been affected by climate, econo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other factors, has been 

in blank for a long time .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strategy of Expanding Winter Sports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and West have spawned such sports in Guangdong.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have strongly 

catalyzed the rapid progress of ice-snow culture of Guangdong. The focus of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ice and 

snow sports is on progressing along the outer, middle and inner layers of culture and integrating with each other. In 

the post-Winter Olympic era, we should take the following paths, such as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continuing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uter and middle layers of ice and snow culture to further 

reinforce the cultivation of winter sports, and playing the reverse role of winter culture, so as to realiz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ce and snow sports in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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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

设，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1]。把 2022 年冬

奥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带动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等是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为切

实落实上述指示和承诺，自我国申办冬奥以来，国家

及相关省市出台了《关于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

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2]等一系列冰雪发展政策。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体育的文化价值，提出“深入挖掘

中国体育文化内涵；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巴黎 2024

年奥运会等重大国际赛事为契机，加强奥林匹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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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华体育精神教育；弘扬冰雪运动文化，营造浓厚

的冰雪运动文化氛围”[3]。在多措施推动下，北京冬奥

会取得了 9 金、4 银、2 铜的历史最好竞技成绩，实现

了带动 3.46 亿人参与到冰雪运动的跨越式发展，而北

京冬奥精神更成为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不竭精神动力。 

广东作为我国第一经济大省和体育强省，近年来

认真落实国家的冰雪政策，全力支持北京冬奥会，推

动冰雪运动快速发展，“彰显了经济强省、体育强省在

发展冰雪运动中敢于担当的精神”[4]。对南方冰雪及冰

雪文化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冬季运动项目发展[5]、

体育文化生态系统[6]、冰雪文化普及[7]与传播[8]、冰雪

政策[9]、从政策到文化对冰雪发展的影响[10]、冰雪运动

演进及趋势[11]等，但针对广东冰雪的研究极少。一切

问题都是从文化产生，也都该从文化问题来求解决[12]。

“要真正形成冰雪运动事业的良性发展，需要在实践

中实现由外部政策推动到内部文化驱动的转变。要实

现这一转变，冰雪文化的生成是中介和催化剂，更是

应该追求的目标”[10]。鉴于此，结合对广东省体育产

业协会负责人、国内专家学者、冰雪场馆经营者、冰

雪运动员、普通冰雪爱好者等群体的访谈，及对珠海

市世纪星滑冰俱乐部、广州融创雪世界的实地调研，

以文化结构三层次学为视角，剖析广东冰雪运动的历

史演进，审视其空白期、生发期与快速发展期呈现的

特征及规律，探究后冬奥期的新特征和发展路径，这

对广东乃至中国南方省市冰雪运动发展有积极的理论

与实践意义。 

 

1  文化结构三层次说阐释 
文化结构三层次说在国内最早由庞朴先生提出[13]。

“文化结构包含 3 个层面：外层是物的部分，即马克

思所说的‘第二自然’；中层是心物结合的部分，包括

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理论、社会组织制度等；核心层是

心的部分，即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

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民族性格等。文化的物质

层，是最活跃的因素；而理论、制度层，是最权威的

因素，它规定着文化整体的性质；心理的层面，则最

为保守，它是文化成为类型的灵魂”[14]。“继物质层面

变化之后必经一个制度层面的变化，在制度后面，还

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有待解决。那就是文化的心理层

面”[15]。“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的发展，依然

有条不紊地循着自己的逻辑，表现为文化三结构的依

次展开”[14]。文化的外中内三层呈现出逐层递进且一

体共融，并由内向外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制约作用，因

此“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或改革都必须以最内层文

化心态的变革为最终实现目标”[16]。结合本研究实际，

对冰雪文化外中内层作以下界定：外层以冰雪场馆为

主，中层以冰雪政策为主，内层以冰雪竞赛与群众性

冰雪活动开展中隐蕴的冰雪价值观念、冰雪思维方式、

冰雪审美情趣等冰雪精神为主。 

 

2  广东冰雪运动历史演进的文化结构三层

次说审视 
2.1  先天不足导致冰雪文化长时间空白(1978年以前) 

广东冰雪运动及冰雪文化在 1978 年之前处于空

白。皆因地理位置与气候约束、地域经济长时间落后、

人造冰雪技术制约、岭南文化的反向阻碍等。 

1)地理位置与气候约束。 

广 东 省 全 境 位 于 北 纬 20°13′~25°31′ 和 东 经

109°39′～117°19′，属于东亚季风区，从北向南分别为

中亚热带、南亚热带和热带气候，是中国光、热最丰

富的地区之一。从北向南，年平均日照时数由不足 1 

500 小时增加到 2 300 小时以上，全省年平均日照时数

为 1 745.8 小时，年太阳总辐射量在 4 200～5 400 兆焦

耳/平方米之间，年平均气温 22.3 摄氏度。如此地理位

置与客观气候条件，导致仅冬季在粤北区域偶有零星

天然冰雪，其余地区均无法自然生成冰雪。 

2)地域经济长时间落后。 

在改革开放前几千年的发展史中，一方面表现为

社会经济水平整体落后，另一方面表现为以农垦文明

为典型特征的漫长历史时期，以肥沃平原为地貌特征

的中原经济体系一直占据领先与核心地位，而以海洋

与山岭为地貌特征的岭南经济相对落后，这使得岭南

经济整体实力在历史的横纵向对比中都长时间落后，

加之岭南与北方冰雪区物理距离遥远，这些因素都决

定了在交通不便利的时代，岭南地区无法实现冰雪运

动的普及，即使存在岭南人因各种机缘而迁移至北方

冰雪运动地区，并使他们得以体验冰雪运动，但受历

史条件下的经济、地理、交通等因素限制，这样的概

率也会极小，其综合影响力在岭南社会发展与岭南文

化中可忽略不计。 

3)人造冰雪技术制约。 

1842 年约翰•戈里开始利用压缩机技术制冰，1851

年被授予第一台制冰机的专利。1950 年韦恩•皮尔斯制

造了人类第一台造雪机，1972 年德国柯琳德公司实现

类似雪花的造雪设备，1980 年冬奥会第一次采用人工

造雪，2002 年上海弗格森公司实现了密闭式干状雪花

夏天造雪功能。随着人类制造冰雪能力的提升，逐渐

打破了气候和地域对开展冰雪运动的天然约束。人类

历史上制造冰雪技术长时间落后，这也是广东冰雪运

动在 1978 年之前处于空白的科技阻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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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岭南文化的反向阻碍。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物质的客观

存在决定了文化意识的后续生成，而文化意识一旦生

成，又具备强大的惯性传递效应，能长久且深刻地影

响所有受到该文化辐射的人。与广东冰雪运动实践长

时间空白相对应的是岭南文化体系中关于冰雪文化的

长时间空白，而岭南文化体系中冰雪文化空白又反过

来阻碍着岭南地域的人们对冰雪运动的科学认知。缺

乏对冰雪运动科学认知的人们又难以打破自身的认知

障碍，从而对冰雪运动参与形成内在的抑制作用，构

成了一个广东冰雪运动实践空白与冰雪文化空白的循

环，其深远影响绵延至今。 

2.2  改革开放与“北冰南展”孕育了冰雪文化的生发

(1979—2014 年) 

改革开放作为发展中的里程碑，从经济、思想等

方面促进了广东加速发展。广东省体育产业协会负责

人在访谈中表示“在广东经济持续增长、冰雪文化被

更多人接触、冰雪运动天然魅力独特等因素作用下，

使越来越多有钱、有闲、爱好冰雪的广东人积极参与

到国内外冰雪活动中，这些人成为践行冰雪运动的先

行者，并带动越来越多的广东人参与其中”。受访专家

坦言“改革开放后，广东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广东尤

其是珠三角地区成为我国冰雪产业的一个重要客源

地，并对广东冰雪运动的生发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0 年我国首次派团参加第 13 届冬奥会，但第

13~15 届冬奥会奖牌为零的成绩也让国人意识到与冰

雪运动强国的差距。而支撑我国冰雪运动的东北地区

存在着地域相对小、地方经济支撑不足等困境。伴随

着人造冰雪技术的日趋成熟，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

国提出了引导南方省市积极开展冬季项目的“北冰南

展”战略，力求在冰雪项目上真正实现“举国体制”，

以达成“拓展大众参与、提升竞技水平”的愿景[17]。

在改革开放与“北冰南展”等因素作用下广东冰雪运

动及冰雪文化逐渐生发。 

1)文化外层——冰雪场馆建设生发起步。 

在改革开放及“北冰南展”驱动下，广东凭借其

快速发展的经济、强大的体育实力，克服地域、气候、

人才、文化等方面的约束，在冰雪运动场馆建设等方

面逐渐起步。被采访的冰雪场馆经营者透露，“1989

年冰河湾在广州诞生，2005 年在正佳广场开业，成为

广东第一家真冰滑冰场，也是全国第一间商业真冰场，

并带动广州、深圳冰场发展”。截至 2010 年，室内休

闲娱乐冰场广州有也酷、冰河湾 2 家，面积分别为 1 

800、700 平方米；深圳有世界之窗、冰纷万象、海岸

线(后更名“世纪星”)、全明星 4 家冰场，面积分别

为在 2 400、1 700、1 200、700 平方米[18]。在改革开放

与“北冰南展”推动、冰雪科技进步等因素促进下，

广东冰雪运动在文化外层(冰雪场馆设施)实现了从无

到有、从有到多的生发变化。 

2)文化中层——因专门性冰雪政策缺失而脆弱。 

在“北冰南展”战略推进过程中，为了鼓励南方

省市开展冰雪项目，国家体育主管部门制定了允许相

关项目运动员跨省市进行交流的政策。广东在积极落

实政策精神的实践过程中进行了积极探索。例如，在

合作的初始阶段，珠海与黑龙江签订合作协议，广东

负责训练经费，运动员的选拔和训练则在黑龙江完成，

运动员最终的比赛成果由双方共同分享[19]。后来，在

“南雁北飞”策略影响下，广东开始逐步选择适合南

方人群特点的技巧类项目，如花样滑冰、冰壶等进行

合作，并将有潜质的运动员输送到北方训练；在探索

发展中，冰雪运动在广州、深圳、中山、珠海，甚至

香港、澳门等地逐步打开突破口[5]。被访谈专家认为“积

极与东北等冰雪运动发展良好省市合作是推动广东冰

雪运动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但由于广东冰雪整体基

础过于薄弱，其影响力十分有限。这一时期，广东冰

雪协会组织还没成立，地方性冰雪发展政策并未出台，

在实践中多依据国家相关冰雪政策推动其发展，并逐

渐在冰雪人才培育制度等方面进行探索。可见，在此

时期，广东冰雪文化中层因地方性冰雪政策缺失而呈

现出明显的脆弱性特征。 

3)文化内层——冰雪精神逐渐萌发。 

1991 年第 7 届冬运会，中山成为第一个参加冬运

会的南方城市；第 9 届冬运会上广东在短道和花样滑

冰获得奖牌；珠海在第 10 届冬运会获得了冰球项目奖

牌，深圳也组团参赛[19]。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

经济发展，到北方感受冰雪带来的全新体验，越来越

受到广东人的青睐。被采访的冰雪场馆经营者表示“广

东成熟的市场体系，使得人们在冰雪场馆的冰雪消费

日趋升温，推动着以满足人们各类冰雪诉求为导向的

市场自发性发展”。 

在此时期，开展的冰雪竞赛、群众性冰雪活动，

客观上促使广东冰雪运动的管理者、冰雪场馆建设者、

冰雪竞技运动员、群众性冰雪活动的参与者、冰雪理

论研究者等参与主体在参与冰雪相关活动的过程中，

冰雪价值观念、冰雪思维方式、冰雪审美情趣等冰雪

文化内层的冰雪精神得以在广东省内由整体极度缺乏

向逐渐发展起步，也使得广东冰雪精神由原来的从省

外生发过渡到省内生发，并吸引更多人开始对冰雪精

神予以关注，这是广东冰雪精神形成规模性萌发及后

续良性发展的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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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北京冬奥会强力催化广东冰雪文化快速发展

(2015—2022 年) 

由筹办、举办北京冬奥会引发的政策、市场、文

化等效应，促使广东冰雪运动实践及其冰雪文化的内

中外 3 个层次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在这一时期取得的

发展成就“彰显了经济强省、体育强省在发展冰雪运

动中敢于担当的精神”[4]。 

1)文化外层——冰雪场馆建设加快。 

随着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最新的冰雪科技成果，

被行政管理者及市场经营者所重视，及时转化并应用

到广东冰雪场馆建设工作中，加快推进了冰雪场馆建

设工作。被访谈的冰雪场馆经营者、冰雪运动员及冰

雪爱好者均表示“广东实现了最新冰雪科技与冰雪场

馆建设的较好融合，在仿真雪(旱雪)、滑雪模拟机、

VR、冰雪气膜馆建设及应用方面发展迅速”。2017 年

佛山高明建成旱雪体验基地。截至 2018 年 2 月，广东

有冰球俱乐部 11 个，滑冰俱乐部 10 个，真冰冰场 15

家[4]。在广州融创雪世界的实地调研中了解到“2019

年开始运营，是华南最大的室内滑雪场，拥有世界最

大的室内娱雪区”。2020 年广东开建首个气膜冰雪馆。

2020 年“全民冰雪公开课”举办场地选拔中，共 49

家获准，广东有融创雪世界等 3 家入选。截至 2021

年 12 月，广东共有室内冰场 19 家，室内雪场 3 家，

场馆总面积达到 10 万平方米[20]。冰雪爱好者表示“家

门口的冰雪场馆使他们更方便参与冰雪运动，生活的

幸福感更强了”。广东相关冰雪企业数超过 1 000 家，

在十大最受欢迎的冰刀鞋中，广东有动感、米高等 8

家公司上榜。研究表明，在此时期快速而多样的冰雪

场馆设施建设、迅速发展且实力强大的广东冰雪制造

企业，提供了冰雪运动开展的场馆设施保障，彰显着

广东冰雪文化外层冰雪场馆设施的快速发展。 

2)文化中层——冰雪政策快速强化。 

(1)广东冰雪政策在国家冰雪政策强力助推下孕

育。成功申办冬奥会前后，国家相继出台了《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4﹞46 号)[21]、《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

2025 年)》(体经字[2016]645 号)[22]、《全国冰雪场地设

施建设规划(2016—2022 年)》[23]、《“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实施纲要(2018—2022 年)》[24]、《关于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2]、

《“十四五”体育事业发展规划》[3]等政策。对缺乏地

方专门性冰雪政策支撑的广东冰雪运动而言，国家相

关政策的颁布，强力助推了其发展，并在发展实践中

逐步孕育了广东冰雪政策。 

(2)广东冰雪政策在实践探索中渐次深化。2016 年

广东将发展冰雪运动纳入了“十三五”规划，提出“鼓

励加快发展广东冰雪运动”[25]。2020 年 8 月发布《广

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实施纲要

的通知》(粤府[2020]45 号)指出全力落实国家冰雪运动

战略。因地制宜开展群众性冰雪赛事活动。优化全省

冰雪项目布局提升冰雪项目竞技水平。吸引青少年积极

参与冰雪运动。引导体育产业与冰雪运动融合发展[26]。

2021 年 12 月发布的《广东省体育局关于印发广东省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的通知》(粤府[2021]16 号)，

在“因地制宜开展冰雪运动”部分总结并充分肯定广

东冰雪发展成果，在“发展战略任务”的第六条“全

力落实国家重大体育发展战略”中专门列出“推动冰

雪运动发展”篇幅，对其未来发展进行分析，并在整个

发展规划各环节都体现着“发展冰雪运动”的思想[20]。

虽然至今广东尚未出台冰雪发展专门性政策，但已实

现了冰雪政策从无到有(高度浓缩为一句话)，从有到

简单的展开(扩展到一段话)，再到进一步深化(渗透到

政策的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理论上研究

广东冰雪开始萌发，冰雪竞技人才培养与竞赛、群众

性冰雪活动开展等方面的制度开始出台并逐步完善，

冰雪协会与冰雪俱乐部等冰雪组织开始建立等。可知，

在此时期，广东冰雪文化中层虽然在冰雪政策等方面

仍有不足，但相较生发期而言，明显呈现出整体快速

发展态势。 

3)文化内层——冰雪精神加速形成。 

(1)冰雪竞赛活动成为冰雪精神发展的重要推手。

2018 年深圳队首次参加全国男子冰球锦标赛，获亚

军，次年夺冠。广东运动员在第 14 届冬运会实现了金

牌零的突破。2020 年 3 月深圳昆仑鸿星万科阳光队赢

得了 WHL 冠军奖杯，是中国冰球历史上首座顶级职

业联赛总冠军。近年来广东为国家队累计输送优秀冰

雪后备人才约 180 名，广东籍运动员在国内外重要冰

雪赛事中累计获得 21 金、7 银、14 铜的成绩，并在钢

架雪车、雪橇、雪车项目中表现优异。2022 年北京冬

奥会，广东累计有 17 名本土运动员、19 名技术官员、

与黑龙江共同培养 8 名滑雪运动员，参与比赛、执裁、

服务和保障等工作，实现广东冰雪竞技“十四冬见金，

冬奥会见人”的目标。调研中，广东省体育产业协会

负责人认为“广东省近年来积极通过跨省合作、协会

培养、与俱乐部共建、跨界跨项选材等方式探索适合

省情的冰雪竞技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9 年广东举办了青少年冰球和花样滑冰锦标赛、亚

太冰壶锦标赛、亚洲花样滑冰公开赛；2020 年举办

2020 亚洲青少年女子冰球邀请赛等。自 2015 年以来，

广东共筹办冰雪赛事活动 40 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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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冰雪竞技水平快速提升，冰雪赛事快速活跃，

对广东冰雪精神发展而言，首先体现着有更多的广东

冰雪发展管理者、冰雪竞技运动员、冰雪文化研究者、

媒体宣传者等人员参与到筹办、举办冰雪赛事活动中；

其次，这些活动促使参与者在冰雪价值理念、冰雪思

维方式、冰雪审美情趣等冰雪精神层面逐步形成了更

加深入的认知转变；最后，这些冰雪竞赛又深刻影响

着冰雪文化的创造与宣传，与奥运争光计划、体育强

国建设等相互交织，综合作用。北京冬奥会主题曲《一

起向未来》的作曲者、吉祥物“冰墩墩”与冬奥会纪

念邮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冰上运动》的设计者都

来自广东，广东籍运动员苏炳添在冬奥会开幕式传递火

炬等，说明这一时期通过冰雪竞赛活动，冰雪精神对广

东社会的整体影响虽有限，但呈现加速发展变化的特

征，并取得一定成就，成为冰雪精神发展的重要推手。 

(2)群众性冰雪活动成为冰雪精神发展的本质体

现。为更好推动冰雪运动发展，2017 年至今，广东、

广州、深圳、东莞等省市级冰雪协会相继成立。广东

有“滑雪社会俱乐部 25 家”[20]，滑雪爱好者约 40 万

人。多次举办省冰雪运动产业论坛、粤港澳冰雪论坛。

每年举办群众性冰雪运动嘉年华活动。广东省目前有

业余教练 100 余名、专业教练 8 名、裁判员约 70 名、

指导员约 50 名，这为广东冰雪运动长远发展提供了组

织、智力、人才保障。2019“超级冰球月”这一在深

圳举办的世界顶级冰球赛事，在决赛的两天内，日均

迎客超万，屡创观赛人数纪录，产生了积极的国际影

响。2016 年以来，广东各项冰雪赛事累计吸引 130 多

万人次参与。调研得知广州融创雪世界运营后，日均

可容纳 3 000 名游客进行各类冰雪娱乐活动，至今已

累计接待客流总量超 200 万人次。访谈对象均认为“广

东地区人们对冰雪运动需求强烈且消费旺盛，广东冰

雪产业潜力巨大”。在中国最爱冰雪的城市中，深圳、

广州排名靠前，广东在滑雪运动消费增速和冰雪旅游

方面均位于国内第一。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体育传统

特色学校 26 所[20]。 

丰富多样的群众性冰雪活动，对塑造与推动“最

为保守”的广东冰雪精神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彰显

着这一时期广东冰雪精神的加速发展。首先，越来越

深刻改变着冰雪运动管理者、冰雪爱好者乃至广东社

会大众，使他们的冰雪价值观念、冰雪思维方式和冰

雪审美情趣等冰雪精神在既有认知基础上更进一步深

化；其次，能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实现对冰雪精神的

接触、转化、完成，愈来愈深地改变着岭南文化中冰

雪文化匮乏的不足；最后，冰雪精神生成后，又自内

而外推动着广东冰雪政策、冰雪场馆的进一步发展与

完善。体现着这一时期通过群众性冰雪活动，广东冰

雪精神实现了加速发展。 

2.4  不同时期发展重心演进的文化审视 

1)空白期积聚的抑制与爆发效应。 

由于受地理位置与气候、地域经济长期落后、人

造雪技术发展较晚、文化反向制约等因素影响，广东

冰雪运动在实践及文化层面长时间处于空白。在这一

漫长的发展空白期，不但广东冰雪运动发展重心在文

化各个层面无从谈起，而且这一时期的“双空白”非

良性循环逐渐积聚了不利于冰雪发展的抑制效应。然

而，事物发展遵从物极必反之道，因此这种长期积聚

的抑制效应也必然生发出在适宜条件下人们强烈渴求

参与冰雪运动、体验冰雪乐趣的反向爆发效应，这种

爆发效应又有利于推动广东冰雪运动发展。 

2)生发期重在冰雪场馆建设。 

受改革开放政策、冰雪运动国际竞赛成绩、国内

发展困境、人造雪技术提升等因素的影响，国家实施

“北冰南展”战略，雄厚的经济基础、强大的体育实

力等因素共同孕育了广东冰雪运动生发起步。在此阶

段，充分利用人造冰雪技术，加强冰雪文化外层的冰

雪场馆建设是广东冰雪运动开展各项工作的重心。此

时，由于缺乏广东地方性冰雪政策与制度支撑，且管

理者及群众对各类冰雪内在诉求极弱，其冰雪文化中

内层整体脆弱，为实现在发展中稳定升温，在广东冰

雪发展实践中采取了市场自发性调整与行政适度引导

策略，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3)快速发展期重在冰雪政策出台。 

北京冬奥筹办这一重大事件，促使国家层面出台

一系列冰雪政策。在此强力推动下，广东冰雪政策与

制度建设逐渐得以在“十三五规划”“广东省体育强省

建设实施纲要”中生发并发展，但与冰雪发展实践需

要仍有差距。因势加强地方政策支持，推动广东冰雪

发展专门性政策尽快出台，通过政策的强烈导向作用，

继续建设冰雪场馆，进一步奠定冰雪发展的物质基础；

以冰雪政策推动冰雪竞赛和群众性冰雪活动更好发

展，实现冰雪文化内层的培育。因此，尽快出台冰雪

政策，充分利用冰雪政策对冰雪运动发展具有的积极导

向作用，是这一时期广东冰雪运动开展的重心与关键。 

4)后冬奥期重在冰雪精神培育与反推。 

后冬奥期，应以体育强国建设、全民健身和健康

中国为导向，以北京冬奥精神为引领，发挥广东冰雪

场馆、冰雪政策、冰雪赛事、群众性冰雪活动等作用，

推动冰雪价值观念、冰雪思维方式等冰雪精神在现有

基础上的进一步培育、更好的反向推动，并以此作为

后冬奥期的发展重心。首先，从近期看，应当特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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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冰雪文化在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中的独特价

值，让在岭南文化体系中长久匮乏的冰雪文化出现在

民众生活中，实现更多人对此有更广泛接触、更多转

化、更好生成的培育工作；其次，从中长期看，随着

冰雪精神培育的深度增强、影响加深等，应重视并发

挥冰雪精神自内向外具有的强烈反向推动作用，科学

引导民众合理参与冰雪运动。 

 

3  后冬奥期的发展路径展望 
北京冬奥会后，广东冰雪发展在文化结构上将呈

现出新的特征。首先，冰雪场馆方面，行政层面的驱

动力将弱化，而市场层面的驱动力则取决于冰雪政策

及冰雪精神的培育情况。其次，政策方面，《“带动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实施纲要(2018—2022 年)》等政

策红利将逐渐减弱，进一步出台冰雪政策的驱动力也

将减弱。最后，冰雪精神方面，冰雪精神培育将呈现

出持续升温，且发展重心逐渐从冰雪政策向冰雪精神

迁移，同时冰雪精神的反向推动作用将逐步增强。 

3.1  借鉴国内外冰雪文化经验 

广东冰雪运动虽然发展迅速，但由于受气候、文

化、场地等因素制约，在发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不足。

以文化结构三层次说审视，借鉴国内外冰雪运动发展

良好国家与地区的经验，对广东冰雪运动发展有重要

意义。在国际上借鉴冰雪文化底蕴深厚的德国、挪威、

俄罗斯、瑞士等冰雪强国；在国内借鉴北方冰雪发展

区，尤其是北京、张家口在冰雪场馆建设与利用、群

众性冰雪活动开展、冰雪竞技赛事举办及竞技人才培

养、冰雪文化宣传与创造、冰雪运动管理与推广等方

面的经验；同时关注我国成都、重庆、江苏等冰雪运

动发展快速的南方省市情况。对冰雪文化外中内层进

行科学审视，并结合广东省各地市社会及冰雪运动发

展实际，灵活施策，推动广东冰雪高质量发展。 

3.2  进一步加强冰雪场馆建设与政策出台 

扎实落实国家关于“南方经济发达城市建造滑冰

馆和室内滑雪场；鼓励城区常住人口超过 50 万的城市

根据自身情况建设公共冰雪馆[25]”的政策，紧跟最新

人造冰雪技术发展步伐，继续强化最新科技成果在冰

雪场馆建设等方面的应用，增加广东冰雪场馆的社会

供应总量。同时，发挥冰雪场馆设施对人的影响与吸

引作用，让更多人到冰雪场馆参与冰雪活动，体验冰

雪乐趣，实现冰雪场馆的综合价值。在落实国家和进

一步完善与落实广东相关冰雪政策的同时，高度重视

并积极推动广东冰雪发展专门性政策尽快出台，继续

完善现有的冰雪赛事制度，发挥冰雪文化创造与宣传

部门、冰雪协会、冰雪俱乐部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实

现冰雪文化中层与广东冰雪运动良性互动发展。 

3.3  高度重视冰雪精神培育 

在深刻认识冰雪文化发展规律基础上，在此时期

将冰雪精神培育作为冬奥之后短期内广东冰雪工作的

重心。科学使用行政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两手

联动，有效激活各级市场主体的冰雪参与积极性，推

动广东冰雪精神培育。通过广东冰雪竞技赛事、群众

性冰雪活动、冰雪旅游、冰雪文化创造等的进一步发展，

将贯彻北京冬奥精神、健康中国、文化强国等各项工作

与冰雪精神培育有机融合，推动和实现广东冰雪运动的

决策者等各类参与主体的冰雪价值观念、冰雪思维方

式、冰雪审美情趣等冰雪精神方面的更深入培育。 

3.4  发挥冰雪精神的反推作用 

深刻认知冰雪文化具有自内而外强烈的反向推动

作用，北京冬奥会后的中长期内，伴随着广东经济的

持续发展与广东冰雪精神的进一步培育，其反向推动

作用将逐渐增强。首先，在思想层面，决策者等参与

主体应重视冰雪价值观念、冰雪思维方式、冰雪审美

情趣等已生成的广东冰雪精神自内而外反向推动冰雪

运动发展的作用。其次，在实践层面，以全民健身和

健康中国为导向，以北京冬奥精神为引领，结合广东

冰雪发展实际，将“最为保守”的冰雪精神科学引延

至冰雪场馆建设、冰雪政策完善、冰雪竞技赛事和群

众性冰雪活动等各项实践工作中，形成冰雪文化外中

内各层正反向效应的良性循环，推动广东冰雪运动高

质量发展。 

 

广东冰雪的历史演进呈现出受气候等制约因素

多、起步时间短、发展速度快、对南方省市示范效应

强等特点。结合广东冰雪运动的历史演进，以文化结

构三层次说审视其在不同时期呈现的文化特征及发展

重心的演进轨迹，剖析广东冰雪发展的文化规律，提

出后冬奥期应借鉴国内外经验、强化冰雪文化外中层

建设、加强冰雪文化内层的培育、发挥冰雪文化内层

的反向推动作用等，以有助于广东及至我国南方省市

冰雪运动发展，有助于“北冰南展西扩东进”战略的

扎实推进，有利于北京冬奥精神的深入贯彻，使广东冰

雪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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