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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中国与芬兰两国的冬季体育管理系统的构建与现

状进行梳理,对比分析两国在冬季体育政府管理系统和社会管理系统中机构设置、权限划分和运行机制

方面的差异,为我国冬季体育管理提供参考。通过研究发现：相比芬兰,我国冬季体育管理系统中的政府

要素更明显,机构设置的数量少,权限划分较为复杂、粗放,运行机制处于由举国体制向社会化、市场化

转变的过渡时期。在2022北京冬奥会背景下,我国需要利用中芬友好关系的有利背景,根据我国国情,学

习芬兰冬季体育管理体系的构建和运行形式,加紧我国冬季体育管理系统体制的完善,推进冬季体育有

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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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onstruction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winter sports management system 

in China and Finl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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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and Finland, China needs to learn from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Finnish winter sports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our national conditions, in order to improve Chinese winter 

sports management system and promote winter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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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领导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快推进体育

强国建设,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1]。2022年北京冬奥会

的成功举办将会是一个充分展示我国综合国力、树立良好国际

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机会[2]。在国家战略和2022年将

要举办北京冬奥会的大背景下,我国冬季体育领域无论是在体

育产业、竞技体育项目,还是在群体冰雪运动方面都开始呈现出

蓬勃发展的势头,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与挑战[3]。因此,尽

快向世界上其它冰雪运动项目发达的国家,学习先进的管理体

系构建,管理理念、策略和方法制定,弥补我国在冬季体育相关

领域的短板和不足,就成为我国冬季体育快速发展和冬奥战略

成功实施的重中之重,也是推进我国早日立足于世界冰雪强国

之林,实现体育强国之梦的必要过程。 

芬兰是传统的冬季体育强国,全国三分之一的国土位于北

极圈以内,不仅拥有丰富的冰雪资源和自然条件,也在冰雪文化

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冬季体育管理的先进经验。 

2017年4月,国家领导人在访问芬兰时强调,中芬两国将以

2022年冬奥会为契机,开展冬季运动项目和冬奥会筹办等方面

的合作交流,并将2019年作为“中芬冬季运动年”[4]。2019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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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应国家领导人邀请,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访华,双方发表

《关于推进芬中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工作计划

(2019-2023)》[5],《计划》强调双方要加强体育、特别是冬季

运动的深度合作。基于芬兰在冬季体育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

而我国尚处于冬季体育发展的初期,在中芬友好关系不断提升

的背景下,有必要通过对比分析中芬两国冬季体育管理体制的

现状,从体育管理角度探究出有益于我国冬季体育发展的路径,

为我国的冬季体育管理提供合理建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中、芬两国在政府和社会两个部分的冬季体育管理系统

的体制构建和现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对比分析。 

1.2研究方法 

本文作者于2018-2019年“中芬冬季运动年”期间在芬兰驻

中国大使馆工作两年,在此阶段运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

逻辑分析法以及专家访谈法对中、芬两国的冬季体育管理系统

和体制构建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研究。本文所有地域分布图和

组织架构图均通过Arcgis10.0地学分析软件和GraphPad Prism 

5.01软件制作。 

2 研究结果 

2.1中国冬季体育管理系统的构建与现状 

体育管理体制是体育管理的机构设置,权限划分,运行机制

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的总称[6,7],侧重于管理系统的结构和组成

方式,指整个有机系统如何通过合理的组织形式和手段、方法来

实现管理的任务和目的,其核心是管理机构的设置[8]。依据这一

范畴,我们将中国冬季体育管理系统的组织结构主要划分为冬

季体育的政府管理系统和社会管理系统两个部分,顾名思义,政

府管理系统是由国家或地方的政府部门直接管辖的部分,而社

会管理系统则指一些不受相关政府部门(例如教育部、各级体育

局等)直接管理的部分。但是在中国冬季体育管理系统中有个比

较特殊的组织——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简称中国残联),其体育

部下属的竞训三部设置了越野滑雪、冰橇冰球、冬季两项和高

山滑雪四个专门针对残疾人冬季运动项目的管理组织。中国残

联是国家法律确认、国务院批准的各类残疾人的统一组织,是全

国性残疾人事业团体。在国外,残联主要资金来源是慈善捐助,

属于社会组织；但在我国残联属于官办团体,非民间社团,资金

图 1 中国冬季体育管理系统组织架构图 

图 2 中国冬季体育的政府专门管理系统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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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拨款。因此中国残联下设的冬季体育管理系

统既具有政府性质、又具有社会组织的性质,我们在本文中将其

单独列出。中国冬季体育管理系统组织构架如图1所示。 

2.1.1我国冬季体育的政府管理系统 

我国现行的由政府部门进行的冬季体育管理系统又可根据

具体的性质划分为政府专门管理系统和政府非专门管理系统。

其中,冬季体育的政府专门管理系统,由国家体育总局及地方体

育局的相关冬季体育管理部门组成,是对冬季体育进行专门性

业务管理和指导的政府部门。本文将隶属于教育部属高校的冬

季体育相关运动员、管理人员的培养和管理系统归列为政府非

专门的冬季体育管理系统。 

在冬季体育的政府专门管理系统方面,通过对国家体育总

局和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体育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和训练基地

进行全面调查发现：除国家体育总局外,目前有黑龙江、吉林、

辽宁、北京、河北、内蒙古、陕西、新疆8个省级行政区域设置

了由政府专门管理的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见图2),而我国的香

港、澳门、台湾均将冬季运动管理机构设置到各大冬季体育协

会中,属于社会专门管理系统,因此不存在政府专门冬季体育管

理系统。由图3可以看出,在我国冬季体育的政府专门管理机构

的分布区域方面,最集中分布于东北地区,包含黑、吉、辽在内

的东三省总共有冬季运动项目的专业管理和训练中心12个,其

中黑龙江8个,黑龙江冰雪体育职业学院虽然具有一定的教育职

能,但由于其为黑龙江省体育局直属的事业单位,因此也将其划

分为政府专门管理系统内。除此之外,纬度相对较高的华北和西

北地区也设置了专门的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而纬度较低的华中、

华东、华南和西南地区均没有专门的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政府非专门冬季体育管理系统主要指教育部下设的各大体

育专业高等院校和综合类高等院校。如今,在2022年北京将要举

办冬奥会的大背景下,很多高等院校通过培养输送冬奥相关的

管理人才、优秀冬季运动项目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形式为北京冬

奥会的成功举办和我国冬季体育的发展添砖加瓦。个别高等院

校设置了具有针对性的冬季体育相关的运动学院或者开设了相

关的专业或课程。 

通过对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进行普查,截止目前为止,我

国共有9所高校构成了冬季体育的政府非专门管理体系,包括有

北京体育大学、首都体育学院、哈尔滨体育学院和吉林体育学

院这4所体育专业院校,和清华大学、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齐齐哈尔大学这6所综合类高等院校(见表1)。其中,

哈尔滨体育学院凭借自身的文化、环境优势,开设的冬季体育专

业课程最全,培养的相关人才最多,规模最大；于2005年批准成

立的黑龙江省滑雪学校也隶属于哈尔滨体育学院的冬奥学院,

为黑龙江省和国家输送了大量冬季运动专业运动员和产业人

才[9]。 

在综合类高等院校中,清华大学自2016年开始设置冬奥赛

事管理专业,旨在为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冬奥组委和河北省冬奥

办专门培养冬奥赛事管理人才,清华大学的这种培养形式在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也取得了理想的效果。除此之外,很多高等

院校的体育产业研究中心也将冬季体育产业作为冬季体育管理

的一部分进行针对性的研究。这些院校所构成的冬季体育管

理系统无论在冬季运动项目的竞技体育层面、冬季体育管理

层面,还是在推广群众(学生)冬季运动层面都起到了相当大的

促进作用。 

图 3 中国冬季体育的政府专门管理机构的地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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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冬季体育的社会专门管理系统组织架构图 

图 5 中国冬季体育的社会专门管理机构的地域分布情况 

图 6 芬兰冬季体育管理系统的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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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冬季体育的政府非专门管理系统的机构设置 

 学校类型 学校名称 学院或部门 专业或课程 备注

体育专业

高等院校

北京体育大学 冰雪运动学院 冬季体育管理专业 2016 年成立

首都体育学院 休闲与社会学院 冰壶课程 2017 年开课

哈尔滨体育学

院

冬季奥林匹克学

院(包含黑龙江省

滑雪学校)

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球、

冰壶、单板滑雪、高山滑雪、

越野滑雪、雪橇、残疾人冬

奥运动项目等专业课程

规模最大、专业课

程最全、培养人数

最多

吉林体育学院 冰雪学院、冰雪研

究中心

冰雪运动课程

综合类

高等院校

清华大学 体育部 冬奥赛事管理专业 2016 年为培养冬

奥管理人才成立

东北大学 体育部 水冰项目课程

东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水冰项目课程

吉林大学 体育学院 冰雪运动项目

齐齐哈尔大学 体育学院 水冰项目课程
 

2.1.2我国冬季体育的社会管理系统 

我国冬季体育管理的社会管理系统,由社会专门管理系统

与社会非专门管理系统两个部分构成。其中,社会专门管理系统

由接受国家体育总局业务指导的各个协会组成,而社会非专门

管理系统是指那些不受国家体育总局直接领导,由企业、民间或

群众自发形成的社团组织。  

冬季体育的社会专门管理系统主要包含中华体育总会所管

辖的各个单项的冬季运动项目协会和其他四个相对独立的国家

级单项冬季运动协会,以及各省市级的冬季运动协会(见图4)。

冰球、滑冰和滑雪三大冬季项目协会挂靠于中华体育总会,而其

他4个冬季运动项目冰壶、雪橇、雪车、冬季两项协会直接接受

国家体育总局的业务指导。 

通过对全国各省市级行政区域的冬季运动协会进行调查发

现,截至2020年7月,北京、天津、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

广东、四川共8个省市分别设立了省级或地市级冬季运动协会

(见图4)。港澳台地区相对较为特别,香港的冬季运动管理主要

是挂靠在香港冰球协会有限公司和香港滑冰联盟有限公司,而

这两个公司又统一归属中国香港奥委会管理,因此我们将其归

列为社会专门管理系统；台湾的冬季运动管理以协会为主,包括

中华民国冰球协会、中华民国滑雪滑草协会、中华民国现代五

项暨冬季两项协会、中华民国滑冰协会、中华民国雪橇雪车协

会；澳门只有一个官方的澳门冰上运动协会。 

由图5可以看出,在我国冬季体育的社会专门管理系统中冬

季运动协会的区域分布情况,主要集中于东北区域。 

而对于民间自由组织、个人名义发起的单项冬季体育组织

以及以公司名义发起的冬季体育赛事组织等都属于社会非专门

冬季运动管理系统,这类管理系统在我国相对比较灵活、松散,

存在形式多样,种类参差不齐。 

2.2芬兰冬季体育管理系统的构建与现状 

芬兰国家的整个体育管理系统遵循一种国家行政协调与社

会自我协调相结合的体制,因此冬季体育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

遵循这样的体制。图6为芬兰冬季体育管理系统的组织架构图。 

2.2.1芬兰冬季体育的政府管理系统 

芬兰政府部门主要有总理办公室、国防部、交通运输部、

外交部、财政部、就业与经济部、司法部、教育与文化部、社

会事务与卫生部、内政部、农林部、环境部12个部门。芬兰在

国家层面没有设置专门的体育部,芬兰的体育主要由教育与文

化部的体育司负责行政管理,教育与文化部一共包括幼儿教育

与护理、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高等教育与研究、学

生资助、文化、版权、图书馆、宗教事务、青年、体育司共

11个下属部门。就业与经济部则涵盖了冬季体育产业相关的

管理职能。 

芬兰冬季体育的政府管理系统中的组织结构,包含了政府

专门冬季体育管理组织和政府非专门冬季体育管理组织,承担

政府专门冬季体育管理的主要政府部门是国家教育与文化部、

地方省市的教育与文化部门以及芬兰各市的市政局公共体育服

务设施保障机构。国家教育与文化部中的体育司直接执行政府

专门的冬季体育管理内容,制定整个国家体育发展战略,例如

《芬兰2020年促进身体健康的国家体育锻炼战略》[10]就是在教

育与文化部的主导下,由体育司联合社会事务与卫生部共同制

定的促进全民健康的大战略,战略中讨论了冬季运动项目等体

育活动的经济影响以及对芬兰国民的身体健康促进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教育与文化部门之外,就业与经济部下

属的芬兰国家商务促进局负责贸易、投资和旅游促进,涵盖了冬

季体育产业和冬季体育旅游,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还为中芬冬

季运动年设立了中芬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旨在专门在中国境

内传播芬兰冰雪文化,展示芬兰冬季运动的最新成果以及发

布芬兰在冬季运动领域里面的创新成果和“黑科技”,以2022

年冬奥会为契机,在冬季运动领域多方面合作的中间平台和

商务对接桥梁。 

政府非专门冬季体育管理系统主要是指在芬兰教育与文化

部里不属于体育司专门指导和管理的其他与冬季运动项目有交

叉的部门,如幼儿教育与护理、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高

等教育与研究这4个部门下属的中小学、大学和职业教育学校中

设置的学生冬季运动项目组织,其中,大学和职业教育学院还设

置有专门的冬季运动相关的体育专业。大学层面,Jyväskylä大

学是唯一拥有体育与健康系的综合性大学,相关的体育管理、运

动与健康等专业均设博士学位,该大学与其他体育学院及训练

中心合作,在冬季体育领域有许多既前沿又接地气的科研成果。 

芬兰的全国冬季运动体育学院网络由全国11个国家级教育类体

育学院和相关训练中心组成,包括Eerikkilä运动户外度假村、

Kisakallio体育学院、Kisakeskus竞赛中心体育学院、Kuortane

奥林匹克训练中心、Pajulahti奥林匹克和残奥会训练中心、

Santasport-体育学院,Rovaniemi奥林匹克训练中心、Solvalla

体育学院、Tanhuvaara体育学院和体育度假区、Varala体育学

院、芬兰体育学院和Vierumäki度假村、Vuokatti奥林匹克训练

中心。芬兰全国体育学院网络是教育组织、精英运动员训练中

心、公共休闲中心、教育中心的综合体,既为专业运动员服务,也

为业余爱好者及学生服务,这部分是非盈利的。度假区的部分是盈

利的,这种模式可覆盖更广的人群,又解决一部分资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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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院网络中的所有院校及基地均开设与冬季体育相关

的教学职业资格课程,培养相关的教育人才和教练人才,提供冬

季体育的教学知识和技能；还为竞技冬季体育提供各种支持服

务,包括冬季运动项目的训练设施、运动员测试设备以及竞技运

动员所需的康复服务和支持。芬兰的各国家级体育学院不仅为

竞技体育服务,同时还在提供儿童青少年、成人以及老年人的冬

季体育项目相关的非正规教育和训练营,旨在通过冬季运动项

目的发展和推广促进芬兰国民的体质健康和幸福感。此外,奥林

匹克训练中心结合度假区,这种综合了专业训练与休闲度假的

模式,更像运营一个微型的体育小镇,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2.2.2芬兰冬季体育的社会管理系统 

芬兰冬季体育的社会管理系统不受政府的直接指导,而隶

属于一个完全社会性质的芬兰体育联盟网络,因此没有社会专

门管理系统和社会非专门管理系统之分,包括：冬季运动项目的

各单项体育分会(或单项体育俱乐部),以及各区域体育组织、芬

兰奥委会、残疾人及特殊人群体育组织、工人体育协会、民间

冬季运动协会健身组织和瑞典语体育联合会组织中的冬季体育

管理部门等。 

芬兰体育联盟是芬兰目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非政府体育团

体组织的总称,有130余个分会组织。其中单项体育分会组织大

约有70个、各区域体育组织大约有15个、芬兰奥委会、特殊人

群体育组织以及学生体育组织、工人体育协会、体育健身组织、

瑞典语体育联合会组织和很多与健康相关的组织数十个。其中

各单项体育分会组织占据绝大多数,因此芬兰冬季体育的社会

管理系统是分散于各个冬季运动项目的单项体育分会中,具有

相对独立的决策权,同时又隶属于整个芬兰体育联盟网络。据芬

兰滑雪协会调查数据显示,有120万~220万的芬兰人加入跨区域

的滑雪户外分会组织,参加各种户外滑雪活动,而有1万~2万的

芬兰人会定期参加冬季定向越野活动。滑雪分会和定向越野分

会现注册的会员分别达到150万人和5万人。而芬兰全国的人口

是550万,冬季体育的确是芬兰人生活的一部分,芬兰几乎全民

参与冬季体育,尤其是滑雪项目。 

2.3中芬冬季体育管理系统的体制构建对比 

2.3.1中芬冬季体育的政府管理体制对比 

在冬季体育政府管理系统的机构设置方面,我国的冬季体

育工作在国家层面主要在国家体育总局的总体部署和统一规划

及管理下开展工作,国家体育总局的行政级别为部级,与我国其

他政府部门如商务部、外交部、工信部等属于平级单位。而芬

兰的冬季体育工作在国家层面主要是由教育与文化部下设的体

育司统一开展工作,行政级别为司级。在地方层面的冬季体育管

理的机构设置上,我国主要是分布在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主

要原因是我国这三个地区冰雪自然资源相对丰富,有较好的冬

季运动基础。而芬兰将体育与健康作为政府致力推进的工作之

一,每个政府组成中都有相关官员,因此其地方层面的冬季体育

管理的机构设置在地域分布上较为均匀。在机构设置的起始时

间上,我国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成立于2014年,随着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北京于2016年成立了冬季运动

管理中心,成立时间相对较晚。而芬兰冬季运动已有上百年的历

史,其在1917年12月6日宣布独立后所参加的第一届冬奥会

(1924年法国夏蒙尼冬奥会)上就取得了金牌数排名第二的好成

绩。在那之后,芬兰在冬季体育项目中的优势逐渐显现并确立,

相应的管理机构也逐渐成立,冬季体育的管理系统也趋于完善

和成熟。 

在权限划分方面,我国在国家层面针对冬季体育管理的职

责和功能都是围绕体育工作开展,与体育相关的政府部门的设

置更具针对性,重点强调体育的竞技功能,属于举国体制的体育

发展模式。而芬兰体育部门挂靠于教育与文化部门中,部门设置

更加综合,侧重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强调体育的教育功能

和健康服务功能。另外从政府职能权限的角度来看,我国冬季体

育的政府管理系统主要以国家体育总局及相关政府部门制定政

策为主,行政干预较多,侧重于宏观调控这只“有形的手”。而芬

兰冬季体育的政府管理更加强调各政府部门对非政府性质的社

会组织自主权的协调和服务功能,行政手段干预较少,强调社会

自我调控的这只“无形的手”。 

在运行机制方面,我国的政府型体育管理模式更加垂直化,

层级比较分明,强调上下级关系,是一种“上面传达、下面执行”

的运行模式。而芬兰的管理模式更加扁平化,机构设置层级较少,

更强调各部门的相互协作。 

表2 中芬冬季体育的政府管理系统体制对比 

中国 芬兰

机构设置 国家层面有单独的部级政府部

门(国家体育总局)

地方层面区域分布不均

冬季体育管理机构成立时间短

国家层为司级体育部门(挂靠于

教育与文化部)

地方层面各区域分布较为均匀

冬季体育管理机构成立时间长

权限划分 国家层面职责更专一

重点强调冬季体育的竞技功能

以制定政策为主

国家层面职责更加综合

重点强调冬季体育的教育和健

康服务功能

以提供服务为主

运行机制 运行管理模型更加垂直化

自上而下

运行管理模型更加扁平化

相互协作
 

2.3.2中芬冬季体育的社会管理体制对比 

在我国冬季体育的社会管理系统的机构设置方面,分为受

国家体育总局指导的社会专门冬季体育管理机构(即各冬季项

目的体育协会),和较为分散的各企业或民间自发的冬季项目协

会构成的社会非专门管理系统。其中,受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华体

育总会指导的各协会虽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是依旧需要接受

国家政府部门的指导,而社会非专门管理系统的各个协会又没

有统一的冬季体育联盟网络进行约束和管理。在机构设置的数

量上来看国家级的冬季体育协会数量有7个,省级有7个,地市级

有6个,民间自由组织若干个。而芬兰冬季体育的社会管理系统

是具有非政府的完全社会性质的管理系统,较为成熟、有序,所

有协会均受芬兰体育联盟约束。在机构设置的数量上,芬兰冬季

体育相关的单项体育协会数量远多于我国。可见我国的机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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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比较粗放,还在发展初期,而芬兰已经比较成熟,单项组织分

会的分工更加精细化。 

在权限划分方面,我国冬季体育社会管理系统权限分工较

为复杂,冰壶、雪橇、雪车和冬季两项协会受国家体育总局业务

指导,冰球、滑冰和滑雪协会接受中华体育总会的管理,而现有

冬季运动协会设置的8个省份和6个城市的冬季运动协会又接受

地方各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直接领导。而对于我国台湾省、香

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冬季体育社会管理系统不受国家体育总

局等相关政府部门的指导,各自独立管理,这与我国的我国“一

国两制”的基本国策有很大关系。至于企业和民间自发的组织

又存在着权限划分不明确、较为混乱的情况。而芬兰的所有冬

季体育协会均隶属于芬兰体育联盟统一管理,各单项协会具有

自主决策权和执行部门,是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组织。 

在运行机制方面,我国体育的运行机制逐渐由行政主管部

门集中统一决策向行政主管部门与民间体育组织共同决策转变,

逐步走向社会化和市场化,采取混和型决策机制,处于一个过渡

时期。但是,我国冬季体育体制在宏观管理制度上仍然要受到政

府行政部门的强有力制约。而芬兰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程度更高。

在运营资金来源上也有显著区别,我国主要依赖于国家财政补

贴,而芬兰是小部分财政补贴和大部分企业赞助的混合资金管

理形式。在整体运行机制的流程来看,依然是我国垂直化特征明

显,芬兰扁平化特征显著。 

表3 中芬冬季体育的社会管理系统体制对比 

中国 芬兰

机构设置 社会专门和社会非专门管理

系统并行

机构数量较少

机构设置较为粗放

全部为完全社会性质的团体组

织构成

机构数量众多

机构设置更加精细化

权限划分 权限划分较为复杂

绝大部分为非营利性组织,

但受政府指导

权限划分统一明确

绝大部分为非营利性组织,各

自独立管理

运行机制 向市场化、社会化过渡

资金来源主要为国家财政拨

款垂直化

市场化、社会化程度高

资金来源为财政补贴和企业赞

助结合扁平化
 

3 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中国冬季体育管理系统中的政府要素比芬兰冬季体育管理

系统明显,无论是政府管理系统,还是社会管理系统,在冬季体

育管理相关的机构设置上尚处于起步阶段,具有更大的发展空

间,在权限划分上较为复杂、粗放,在运行机制上处于由举国体

制向社会化、市场化转变的过渡时期。 

3.2建议 

2022年北京冬奥会逐渐临近,我国应在中芬友好关系的有

利国际背景下,结合我国本土国情,学习芬兰冬季体育管理体系

的构建和运行形式,加紧我国冬季体育管理系统体制的完善,推

进冰雪运动项目有序发展的进程。这不仅是在2022年北京冬奥

会的冬季运动项目上向世界完美亮相的必要途径,更是向国民

群众普及和推广冰雪运动项目和促进后冬奥时代冰雪产业发展

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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