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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已逐渐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引擎。各地纷纷挖掘独特的旅游

资源，通过创新和多元化的旅游产品来吸引全球游客。随着消费升级，游客的需求也越来越趋向个性化

和多元化，旅游业的竞争愈发激烈。在这一背景下，吉林省作为一个资源丰富的地区，凭借其得天独厚

的自然景观、独特的文化遗产和丰富的民族特色，拥有巨大的旅游发展潜力。然而，吉林省在长期的旅

游开发过程中，过于依赖冬季的冰雪资源，形成了对冬季旅游的过度依赖模式，吉林省的冬季冰雪旅游

无疑是一个亮点，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但在春、夏、秋的旅游资源方面，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

开发。这不仅导致了全季节旅游资源的浪费，也使得吉林省在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未能充分发挥其

全方位的优势。因此，吉林省亟需打破季节性单一化的局限，通过合理开发不同季节的旅游资源，形成

多季节旅游产品，提升其旅游业的整体竞争力吉林省旅游多季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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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a 
key engine for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Localities have been actively exploring unique tourism 
resources and attracting global tourists through innovative and diversified tourism products. With 
the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tourists’ demands are increasingly tending towards person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competition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has become more intense. Against 
this backdrop, Jilin Province, as a region rich in resources, with its unique natural landscapes, dis-
tinctive cultural heritages and abundant ethnic characteristics, has great potential for tourism de-
velopment. However, during the long-term proces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Jilin Province, there 
has been an excessive reliance on the ice and snow resources in winter, forming an over-reliance 
pattern on winter tourism. Undoubtedly, the winter ice and snow tourism in Jilin Province is a high-
light, attracting a large number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tourists. But the tourism resources in spring, 
summer and autumn have not received the due atten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not only leads to 
the waste of all-season tourism resources, but also prevents Jilin Province from giving full play to 
its comprehensive advantages in the fierce competition of the tourism market. Therefore, Jilin Prov-
ince urgently needs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seasonal monotony. By rationally develop-
ing tourism resources in different seasons, it should form multi-season tourism products and en-
hance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of its tourism industry for the multi-season development of tour-
ism i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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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林省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 

1.1. “一季旺”模式的形成原因 

吉林省位于“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粉雪、雾凇、温泉等自然景观构成独特的冰雪资源基底，使

其成为国内冰雪旅游的核心承载地吉林省地处北纬 41˚至 46˚之间，坐落在东北那片辽阔的平原上，其东

部紧邻长白山脉。这里的地势呈现出东部高、西部低的态势，从而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斜坡地貌。这种独

特的地理环境，为滑雪和滑冰场地的建设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自然条件，使得吉林省在地理环境方面具有

显著的优势[1]。与此同时，政策驱动与产业融合深化，政府通过《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 年)》《全

国冰雪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2 年)》《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吉林省冰雪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框架，强化冰雪消费券发放、冰雪直通车补贴等经济激励，并推动“冰雪+”
产业布局，促进冰雪运动、文旅、教育等领域的跨界融合。在政策支持和本地资源优势的双重驱动下，

吉林省冬季旅游业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2. 吉林省旅游业“一季旺”的发展现状 

目前吉林省冬季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冰雪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根据吉林省文旅发布长春市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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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联播》和新闻频道《共同关注》《午间新闻》《新闻直播间》《朝闻天下》《经济信息联播》《东方时

空》《天下财经》等栏目多次聚焦冰雪产品和文旅活动，报道吉林省长春市释放冰雪经济活力的做法与

成效。长春市 20 余次登上央视，先后播出的《吉林长春：特色冰雪游乐设施琳琅满目》《吉林长春：游

客打卡净月潭，感受冰雪运动魅力》《吉林长春：赏冰雪品民俗 欢欢喜喜过大年》《吉林长春：来冰雪

新天地尽享冰雪乐趣》等专题报道，吸引全国人民关注，让长春冰雪凭实力圈粉。同时吉林省吉林市充

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建设北大湖、松花湖两大滑雪度假区新增雪道 19 条、滑雪面积 79 公顷、

床位 2000 张，日接待能力提高到 3.9 万人次，打造松江中路、望云拾玖坊、世纪之舟等多处网红打卡点，

全方位满足游客多样化的冰雪体验需求[2]。长白山景区以其世界级的滑雪场和壮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大

量国内外游客，而查干湖则凭借其独特的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让游客体验到传统的冬捕文化魅力。此

外，各地还积极推出特色项目，如在敦化市，游客可以参与大石头亚光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冰雪漂移项目，

尽享速度与激情；在白山市，讷殷古城的“千人赏雾凇，万人滑粉雪”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雾

凇美景、体验优质粉雪带来的滑雪乐趣。同时，吉林省还注重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如推出冰雪直通车，

方便游客前往各个景区；建设高速公路和高铁线路，进一步提升了旅游的便捷性。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需

求的双重驱动下，吉林省冬季旅游业正朝着更加多元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1.3. 吉林省旅游业转型的必要性 

吉林省旅游业长期依赖冬季冰雪资源形成“单季驱动”发展模式，导致产业存在显著季节性失衡与

结构性矛盾。冬季旅游收入占全年总量的绝大部分，而春、夏、秋三季旅游资源开发度不足，暴露出资

源利用效率低下、产业链延伸不足等核心问题。制约生态资源全域整合与文化价值深度释放。在“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下，单一路径难以满足消费升级对全季候、全要素旅游产品的需求。因此，亟需通过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托长白山生态屏障、高纬度农耕文化及边境跨境资源等多元禀赋，构建“冰雪牵引、

四季协同”的全域旅游体系，以业态创新打破季节壁垒，以数字技术赋能资源活化，进而实现旅游产业

从“单极突破”向“多维共生”的范式转型，这是向四季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践行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

战略的关键切口。 

2. “四季红”旅游模式的构建 

2.1. 春季与夏季 

吉林省作为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其春季呈现季节性压缩特征且受纬度效应叠加冷涡残留

影响，气温回暖滞后于同纬度地区，形成独特的“低温型”春季旅游资源开发窗口。面对此生态条件，

全省依托 104 座博物馆构建的文化生态系统，创新“冷资源活化”路径：历史纪念类场馆通过“建筑与

花影”主题游实现文化叙事与物候景观的时空耦合，生态展示类场馆则借力长白山西坡高山杜鹃花海打

造“花境考古”复合场景，有效破解春季旅游同质化困境。在此过程中，“保护生态和发展旅游相得益

彰”，逐步构建起具有辨识度的吉林特色生态品牌充分体现出打造吉林特色的生态品牌是连通绿水青山

和金山银山之间转化通道的关键[3]。过渡至夏季，旅游开发策略转向“温湿协同”模式——依托 43.9%
森林覆盖率形成的冷凉气候基底吉林省积极构建山水清奇、森林清谧、田园清馨、文化清醇、生活清逸、

舌尖清香的“六清”产品体系，初步形成了以“清爽吉林·22℃的夏天”[4]。同时开发构建红色文化遗

产与避暑经济的共生界面，例如靖宇县创新“沉浸式森林课堂”，通过 AR 技术将抗联遗址与溯溪穿越

线路进行数字孪生，使游客在清凉环境中同步完成革命精神解码与生态认知强化；延边州则通过“边境

红色走廊”串联珲春大荒沟党史馆等节点，将朝鲜族非遗冷面制作等“舌尖清凉”要素嵌入红色旅游价

值链。这种从“低温文化活化”到“清凉精神赋能”的梯度开发体系，突破气候条件对旅游时序的刚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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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根据吉林省特有的文化条件、生态条件和气候条件的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旅游，不断挖掘自身旅游

业的吸引力，形成各具特色的优势产品，缩小区域旅游发展差距[5]。 

2.2. 冬季与秋季 

作为我国传统农业大省，拥有的耕地面积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 5.86%，林地、湿地、草地资源丰富，

生态环境优异，能够为乡村旅游开发提供良好的天然条件和资源优势。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扶持下，加快

乡村旅游产业之间的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能够促进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为

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打下坚实基础[6]。而秋季依托黑土地农业带与长白山生态区资源禀赋，通过

“农业景观 + 非遗活态化”双轨策略破解乡村旅游同质化困局：例如延边州和龙市以火山台地枫林为载

体，整合金达莱国际枫叶节与朝鲜族农乐舞展演，形成“生态美学–农事教育”复合产品矩阵；吉林市

乌拉街满族镇创新设计“雾凇岛秋捕文化周”，将松花江渔猎传统与稻田艺术装置结合，实现乡土文化

从生产场域向消费场景的价值跃迁。冬季则依托冰雪资源，发展冰雪旅游。吉林拥有滑雪爱好者梦寐以

求的粉雪资源，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数量排名第一，冰雪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有着厚重的基础，推动

吉林冰雪运动发展提速升级，逢其时、得其势[7]。以“冰雪经济产业化 + 数字化 IP”塑造寒地发展范

式，持续发展宝贵雪季。这种从“秋收经济”到“冬雪产业”的战略衔接，依托季节特性完成“农文旅”

与“冰雪+”的梯度开发，为破解寒地省份旅游季节性失衡提供了转型路径。 

3. 四季红模式实施存在的问题 

首先，自媒体流量缺乏有效管理，吉林省通过“悠游吉林”培育农民网红及多元主体开展直播带货，

虽农旅销售成效显著但文化传播不足。民间旅游短视频存在娱乐化倾向，而文旅政务号开通率低、运营

乏力，未能发挥官方传播优势，导致信息传播效率低下[8]。此外，乡村旅游资源未能充分挖掘，许多乡

村景点缺乏个性化特色，游客吸引力不足，难以形成竞争优势。同时，吉林资源开发过于单一，主要依

赖冰雪旅游等传统项目，缺乏创新和多元化，导致旅游产品的同质化问题突出。冰雪旅游虽然具有一定

的吸引力，但随着市场的饱和和游客需求的变化，单一的冰雪项目已难以持续吸引大规模游客，亟待开

发更具创新性和多样性的旅游资源。 

4. 吉林省多季节旅游业发展的路径 

4.1. 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旅游业的快速增长，生态环境承载能力面临严峻考验，尤其是在春夏秋冬各个季节的旅游活动中，

如何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平衡，成为关键。过度开发可能导致自然景区的生态破坏、水土流失等

问题，影响生物多样性和当地居民的生计。为此，吉林省需要在旅游规划和资源开发上采取科学、合理

的措施，确保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同时，应注重推动绿色旅游理念，推广低碳环

保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减少旅游业对环境的碳排放和资源消耗。加强生态旅游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鼓

励游客参与环保活动，提高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推动生态旅游发展，达到可持续利用的目标。通过合

理规划和严格管理，吉林省有望在推动四季旅游发展的同时，确保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实现经济、

社会与生态的和谐共生。 

4.2. 利用自媒体流量，提升传播效率 

政府主导的传播体系具有统筹分散的文旅资源形成跨部门协同机制、能依托行政权威提升传播公信

力、有利于建立长效化传播评估体系的优势。文旅主管部门应重点打造官方账号重点依托主流媒体平台，

构建“省级统筹–市县联动–景区响应”的垂直化传播矩阵，通过数据中台实现内容生产、分发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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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通过提炼打造专属文化 IP。运用创新的表达方式，通过 UGC 内容聚合、互动话题

设置等方式激发受众对地域文化的情感认同，强化旅游文化与体验的独特性，以此来确保提升信息传播

的精准性与高效性。 

4.3.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吉林省乡村旅游的优势包括：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交通发达、旅游产品开发积极性高[9]，有效利用

其优势开发本地乡村景观。从乡村的功能、结构、格局等多方面出发分析乡村旅游景观的功能层次，探

讨乡村旅游景观的模式和发展。不模仿、不造作，针对每个乡村进行量体裁衣，深度挖掘文化、内涵，整

合优化乡村可利用资源[10]。从而吸引城市游客体验乡村的纯朴与宁静，同时促进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与此同时乡村地区可以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底蕴，结合研学旅游需求，策划包装一批优质研学

旅游基地、旅游线路和旅游精品课程，打造“研学吉林·感知精彩”研学旅游品牌[11]。着重增强学生的

实践体验。开展以自然探索、历史文化传承、红色教育为主题的研学活动，为乡村地区的文化和教育产

业注入新的活力。在这一发展中政府应担任主导角色，根据其独特的乡村发展阶段来调整其乡村旅游发

展目标，促进乡村旅游振兴的逐步进展[12]。通过建立农村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旅游

服务提升和文化项目的开发，提升其知名度和吸引力，推动经济、社会、文化乡村的全面进步。 

4.4. 突破冰雪旅游产品同质化，提升差异化竞争力 

吉林省旅游产品目前同质化严重主要包含两个因素。第一，产品的创新能力不强。第二，冰雪旅游

产品在外感、性能、营销手段上都存在模仿跟风的现象[13]。 
要突破同质化，吉林省首先应深入挖掘地方特色，结合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丰富的文化资源创造具有

地方标识性的冰雪旅游产品，提升其文化体验和情感认同。 
基于用户画像显示的核心特征针对南方游客宣传独特的冰雪“初体验”，对于北方的受众群体展示

一些吉林省独有的冰雪项目；同时针对老年群体开创一些适合他们的项目[14]。为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多

样化需求以优化游客的全程体验，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增强游客的舒适度与满意度，从而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5. 结论 

吉林省旅游业要实现从“一季旺”向“四季红”的跨越式发展，需立足资源破解季节失衡困境。通

过整合长白山生态屏障、高纬度农耕文化及冰雪资源，构建“冰雪牵引、四季协同”的全域旅游体系：

春季以串联博物馆与花影景观，夏季依托避暑生态与红色文旅打造避暑经济，秋季融合农业景观与非遗

文化激活乡村旅游，冬季深化“冰雪+”并开发差异化体验项目。在构建的同时需强化生态保护底线思维，

以数字技术赋能资源活化，构建垂直化传播矩阵破解同质化瓶颈，并推动乡村旅游差异化发展。唯有实

现资源开发时序互补、业态创新与精准营销联动，方能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最终形成全季

候、全要素、全龄层的旅游产业生态，为寒地省份旅游业转型升级提供“吉林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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