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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冰雪旅游发展的 SWOT分析及发展对策研究 
冯美佳  鲍彩莲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区域旅游研究中心  辽宁大连  116052） 

摘要：冰雪旅游源于百年前欧美地区的娱乐活动，随后演变成旅游模式。冰雪旅游业与所处城市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也是我
国冰雪旅游发展计划的重要内容。在 2022 中国冰雪旅游发展论坛上，沈阳市跻身“2022 年冰雪旅游十佳城市”，在冬奥会的影响
下，未来沈阳市冰雪旅游产业整体发展前景良好。本研究旨在对沈阳冰雪旅游所处的环境进行系统、准确的分析研究，从而根据结
果整理沈阳市冰雪产业现状及问题，探究沈阳市冰雪旅游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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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沈阳冰雪旅游发展的优势 
（一）政策优势 

2016 年 11 月 25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

国家旅游局联合印发了《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 年）》。从

国家层面上对冰雪旅游给予了有效指导，有利于大力普及冰雪运

动、提高冰雪运动竞技水平、促进冰雪产业发展、加大场地设施供

给、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中国冰雪运动繁荣健康发展。 

2020 年 3 月 26 日沈阳市推出了《关于加快沈阳市冰雪经济和

冰雪运动发展的意见（2020—2022 年）》从政府层面大力支持冰雪

旅游业的发展，为沈阳市冰雪旅游产业夯实了基础，做好了保障工

作。有利于深入挖掘沈阳市冰雪产业发展潜能和优势，用冰雪文化

来引领沈阳市冰雪旅游和产业的集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 

这些政策有利于沈阳市满足大众冰雪市场需求，引领冰雪文

化，带动冰雪旅游和冰雪赛事发展，加速冰雪产业聚集发展，努力

把沈阳市市建设成为独具冰雪文化魅力的旅游休闲目的地和冰雪

运动高地，拉动冰雪消费增长，为加快沈阳全面振兴提供有力的政

策支持和保障。 

（二）气候条件优势 

沈阳市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南部、地处辽宁省中部，是东北地

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贸易中心。沈阳全年有近 6 个月的冬寒

时间，为发展冰雪旅游产业提供了基础。气温条件当面，沈阳市在

冬季温度（-18～-5 摄氏度）、降雪来源（天然降雪为主、人工降雪

为辅）和雪期持续长度（约 40 天）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为挖掘冰雪旅游资源、推动冰雪产业发展、发展冰雪旅游经济

提供了保障。 

（三）市场优势 

区位市场优势显著。辽宁地处东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两大区

域，覆盖了包括沈阳、大连在内的 14 个城市，辐射以北京、天津、

唐山、长春、哈尔滨在内的多个大型客源城市，客源市场涵盖了京、

津、冀、蒙、黑、吉在内的众多省份，具有得天独厚的市场优势。  

（四）资源优势 

沈阳作为辽宁省省会、是东北区域的中心城市、全国重工业基

地之一,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占据着显著优势，可以更好地满足旅游者

在食、住、行、游、购、娱方面的需求，吸引更多旅游者。人们对

于冰雪旅游市场需求较大。周边地区经济条件良好，冰雪旅游需求

大，喜好运动人口较多。据调查统计，到 2019 年末，沈阳市全域

范围内共建有室外群众娱乐冰雪场地 20 处，冬季冰雪活动场地 39

处。其中，棋盘山、东北亚、怪坡、白清寨滑雪场 4 家、滑冰场 4

个、冰雪嘉年华 13 处、室外人工冰场 11 处、室外天然冰场 7 处，

并继续新建室内滑雪场地和室外冰雪设施。 

沈阳有着丰富的冰雪旅游资源，会举办很多大型冰雪活动。包

含 86 项以滑雪场为主的运动类的冰雪旅游项目、以温泉为主的休

闲类的冰雪旅游项目、以灯会和少数民族美食为主的冰雪民俗旅游

项目、以针对学生的主题营和冬令营为主的等研学活动、以博物馆

和纪念馆为主的冰雪历史旅游项目，以生态廊道、动物园为主的冰

雪生态旅游项目，以大剧院、大舞台为主的冰雪欢乐旅游项目和以

公园小镇为主的冰雪游玩旅游项目 8 个大类别。活动项目的多样化

进而提高了冰雪旅游的吸引力。 

沈阳还拥有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例如沈阳故宫，沈阳世博园

等等，这些吸引力较大，级别较高的旅游资源会和冰雪旅游资源形

成资源互补，从而提高冰雪旅游的市场地位。 

二、沈阳发展冰雪旅游的劣势 
（一）冰雪文化内涵挖掘不足  

沈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也是拥有少数民族较多的城

市之一。目前拥有 37 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

化风情和民族记忆，而正是这些独特的文化吸引省内外游客。沈阳

发展冰雪旅游的同时，却忽视了少数民族文化与冰雪旅游相结合的

发展。没有将相关的民俗文化挖掘出来，展示出来。 

（二）冰雪产品种类少、品牌意识较差 

沈阳市冰雪产业发展时间较短，冰雪旅游项目精品少，产品之

间缺少组合，常年形式单一，没有丰富的变化，使游客产生审美疲

劳。在国内没有形成足够的市场份额。缺少如冰雪雕塑、冰雕展览

等旅游产品。而现有的冰雪产品中，大多数都是传统的，跟其他地

方相雷同的一些冰雪旅游产品，并没有适合沈阳本身的特色冰雪旅

游产品，没有树立沈阳冰雪旅游产品品牌。 

（三）冰雪旅游体验性低 

目前，沈阳所拥有的部分冰雪旅游产品对体验性的关注度不

够。在例如冰灯、冰雕展览、游园一类的项目中只是展示，简单地

让游客观赏，没有具体操作，没有让游客更好的参与到冰雪旅游中

去，不能满足年轻一代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四）冰雪旅游从业人员综合素质较低 

冰雪旅游从业人员专业知识储备较差，专业水平较低；服务意

识薄弱，服务主动性有所欠缺。冰雪旅游从业人员数量较少，在旅

游者有需要时，存在找不到服务人员、服务人员也不清楚需要询问

其他人等情况。企业对于从业人员的培训机会较少、人才培养力度

比较小等情况，冰雪旅游从业人员整体专业素质较低。 

（五）冰雪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 

沈阳冰雪旅游景区冰雪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服务区和加

油站数量少，缺少人性化服务，个别景区设施老化，停车场面积小，

车位数量少。卫生间数量少，位置不便利，没有针对特殊人群提供

人性化服务，卫生清扫不彻底。滑雪场地专业强度大，受限制性较

强。 

三、沈阳冰雪旅游发展机遇 
（一）奥运热潮引发全民热情 

今年冬天，雪场展现英姿的的谷爱凌、苏翊鸣和李文龙等奥运

健儿，不禁让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大家激情喝彩。也带动了许多年龄

群体对于冰雪运动的关注，并积极参与其中。冰雪教育课程也积极

覆盖市内所属中小学课堂，约有 210 万人次参与到了冰雪运动当中。

随着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庆新年、应冬奥讲国内冰雪热度推向了高

潮。 

（二）教育+冰雪将燃起学生激情 

自 2019 年沈阳推动“冰雪进校园”活动展开起，全市目前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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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冰雪运动特色学校 55 所，其中获批学校 27 所，奥林匹克教学示

范学校 7 所。课上讲授冰雪知识，课后展开冰雪竞赛、冰雪主题班

会，一方面推动了冰雪文化进入课堂，另一方便也宣扬奥林匹克精

神，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同样使人们对于冰雪旅游的需求提升。

将冰雪运动作为突破口，推动体育与教育融合，加速冰雪旅游产业

发展。沈阳市也将在这一模式中受益，后续定向培养冰雪产业人才，

建立人才培养基地，为沈阳市冰雪旅游输送优质人才。 

四、沈阳冰雪旅游发展威胁 
（一）冰雪运动同质化严重，市场竞争压力大 

随着冰雪运动的不断升温，国内多个城市都举行了“冰雪节”，

这些冰雪节日与沈阳冰雪节等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形成了激烈的

市场竞争，导致冰雪旅游客流分散，不断威胁着沈阳冰雪旅游的快

速发展。旅游市场竞争压力大，种类多，可选择性较强，同样威胁

着冰雪旅游产业的发展。 

（二）传统旅游的威胁 

东北三省是我国雪期最长的地区，但沈阳地区的雪期明显短于

黑龙江和吉林。另一方面，与其他传统旅游产品相比，冰雪旅游自

身就受到了严格的气温和降雪条件限制。沈阳市内的冰雪运动多为

天然滑雪、滑冰场，雪期过后自然无法使用。季节性消费特征明显。

为了延长冰雪运动的“雪期”，应继续投入室内滑雪和滑冰场地，

满足旅游者全年的冰雪运动需求。 

五、沈阳冰雪旅游的发展对策 
（一）深入挖掘冰雪旅游文化内涵  

冰雪运动最为重要的是游客们的整体的体验感和参与感，也要

提升整体的文化内涵，且对地方多种多样的特点进行突出，让冰雪

旅游项目可在文化底蕴的支撑下进行发展。在文化体现上必须要注

重本地文化，结合游客自身的需求和爱好，打造出符合沈阳市自身

冰雪旅游形象的品牌，在这个基础上添加特色，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冰雪民俗文化内涵方面，比如集中在沈阳地区的满族，有正

月十六“轱辘冰”的习俗，在正月十六这一天的傍晚，满族人民结

伴来到冰面上，在冰上左右翻滚，并通过念诵“轱辘冰轱辘冰，腰

不疼，腿不疼”，“轱辘轱辘冰，身上轻一轻”等话语来祈愿新的一

年身体康健。 

沈阳相关冰雪旅游企业和单位可以重点突出沈阳的满族冰雪

文化风俗，通过与各个平台和景区合作，在公共投放平台和位于景

区入口处、人行道旁的宣传板上做一些相关文字图片展示；并与沈

阳各大旅行社取得合作，联系经验丰富的导游人员提供相应的讲解

服务，介绍其发展的相关历史和信息；也可以聘请一些演员来进行

满族冰雪文化的表演及展示，录制视频，在展示平台循环播放，生

动的向游客介绍沈阳冰雪民俗文化；向游客进行多维度展示，增加

民俗文化吸引力，使游客深入了解沈阳冰雪旅游民俗文化的内涵。 

（二）积极开发冰雪旅游项目，树立品牌意识 

沈阳市在进行冰雪旅游资源开发期间，必须要因地制宜且有主

题的开展，充分利用自身具有的自然、人文等资源，进行冰雪运动

旅游的建设。在市场中利用具有特色的资源进行发展，有效提升自

身的竞争能力。 

比如，可以开发故宫赏雪项目，也可以进行浑河滑冰比赛，还

可以结合自身优势，开展温泉冰雪旅游，在游客们结束一天紧张而

刺激的滑雪项目后，可以泡温泉进行放松，将众多冰雪项目和温泉

进行有效融合，开启沈阳市冰雪旅游行业的新格局。也可以由冰雪

旅游企业联系专业医师为游客推出推拿、针灸、按摩等中医康养治

疗和理疗的免费服务，吸引游客进行体验，将冰雪温泉游打造成为

沈阳特色冰雪旅游产品。同时，通过这些活动建立沈阳市具有自身

特色的冰雪旅游品牌，也可将自身具有优势的国际冰雪节作为基

础，进而打造相关明星产品，会为沈阳市冰雪旅游的发展带来无限

生机和可能，也可让沈阳市冰雪旅游得到长远的发展，使之成为整

个辽宁省冰雪旅游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让国际冰雪节的知名度不断

提升。 

（三）提高冰雪旅游体验性 

提高对冰雪旅游产品的体验性的关注度，可以加入一些参与性

较强的活动，比如，猜灯谜，冰灯展览活动，提升游客的游览兴趣。 

还可以进行 DIY 冰雕活动，在冰雕展览场地附近，请当地的冰

雕手艺人进行展示，吸引游客付费参与 DIY 冰雕活动，自己动手参

与，雕刻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作品，增加游客游览兴趣的同时提

升体验性。 

还有雪地足球、雪地赛跑、雪上摩托一类的活动，在景区附近

规划出专业场地给游客进行活动，在保障游客安全的同时提高冰雪

旅游体验性，游客可以更好的参与到冰雪旅游中去。 

（四）提升冰雪旅游从业人员综合素质水平 

沈阳冰雪旅游相关部门应在全社会范围内招聘滑雪专业相关

人才和冰雪旅游从业人员，同时也要聘请具有管理滑雪场经验的人

才，防止冰雪旅游人才流失，有效提高冰雪旅游行业从业人员素质。 

相关从业人员可以在行业内部进行统一培训，也可以进行外派

培训，加强从业人员的月度培训和季度考核，提升从业人员的综合

素质水平。 

企业应加强从业人员激励奖励，提高从业人员服务主动性，也

要落实好各个岗位职责，责任到人，防止脱岗。 

相关管理部门和企业可以委托沈阳周边高校进行冰雪旅游专

业人才的培训和委托培养，加强校企合作，为冰雪旅游行业输送高

素质专业人才，提升整体从业人员素质。 

冰雪旅游相关企业应该积极学习国外冰雪旅游的经验并加强

合作，提升现代冰雪旅游文化理论知识、业务技能和管理水平。 

（五）完善冰雪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应该适当扩大停车场面积，增加停车位的数量，为自驾

游的旅游者提供更多停车位，尤其是缓解旅游旺季停车难的问题。 

其次，合理设置公共卫生间数量，游客密集的地方可以适当增

加卫生间数量；设立针对特殊人群的卫生间，同时，应合理增加清

扫人员数量，进行排班轮班制，责任到人。 

最后，加强安全设施设备。冰雪运动多面临着速度快、技术要

求高、风险高的项目活动，同时还会受到天气、设备等诸多因素影

响，企业应确保雪地缆车、传送带、滑雪板等设备和器材的安全性，

定期进行自检自查。同时景区也应该不断完善细节，比如在入口处

进行安全检查、设立醒目的《滑雪者须知》告示、在有需要的地段

设置安全网等。 

总而言之，对拥有地理位置优势的沈阳市来说，利用好现有的

政策环境和自然环境因素，进一步加快冰雪产业发展速度。同时，

完善冰雪旅游相关产业链发展、提升旅游产品服务和安全保障、促

进文化等与旅游相融合发展。随着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为沈阳的冰

雪旅游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特别是冰雪进校园活动前

景良好。沈阳冰雪旅游应该突出地区特色，将本地文化融入到冰雪

旅游发展中，在满足游客多样需求的同时，促进沈阳冰雪旅游的经

济发展，进而带动沈阳旅游经济的发展。 

本论文为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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