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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首个“小长假”开启文旅新气象
来源：中国经济网综合 2022 年 1 月 06 日

2022 年首个小长假刚刚过去。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文

旅市场顺势而为，应时而变。一方面，各大城市纷纷推出多

元缤纷产品，丰富元旦文旅消费市场，景区则以特色活动带

动区域旅游。另一方面，强调品质、追求个性的年轻一代也

正在不断塑造文旅消费新面貌。

用心用情用力满足公众文娱消费需求

携程报告显示，广州、上海、南京、成都、杭州、深圳、

济南、郑州、长沙、合肥等成为 2022 年元旦全国十大周边

热门目的地。这些城市之所以有如此强劲的吸引力，除自身

积淀已久的文化历史底蕴之外，也与其当下文旅消费活力以

及政府在文旅市场的规划指引密不可分。

元旦假期期间，上海市文旅行业精心准备多元缤纷的产

品，从音乐会到话剧、从守日出到看烟花，丰实都市休闲内

涵。如东方明珠元旦登高健康跑、临港迎新跑和烟花秀等活

动，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旅地标知晓度。在郑州，河南博物院

的“金相玉式——沿黄九省区金玉特种工艺瑰宝展”，让观

众感受厚重文化；3800 平方米的“郑州眼”创意全媒体大屏

新年炫彩亮相，吸引众多市民举起手机拍照留念。

在杭州，为丰富元旦文旅市场活动，元旦节前杭州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就整合推出了 2022 年“四新”文旅惠民项目，

包括 47 项新节庆、17 项新产品、17 项新线路和 61 项新优



惠，包括线上举办的杭州非遗武林年货节等。

冰雪游持续升温

随着北京冬奥会临近，元旦假期，以冰雪为主题的本地

游、周边游持续升温。在多个平台发布的元旦假期旅游数据

中，冰雪主题游成绩亮眼。

据驴妈妈发布的《2022 元旦小长假出游总结报告》，元

旦小长假期间滑雪景区门票预订量相比2019年同期增长75%。

长三角地区的桐庐生仙里国际滑雪场、杭州大明山万松岭滑

雪场；北京万科石京龙滑雪场、天津蓟洲国际滑雪场；成都

周边的西岭雪山、瓦屋山、毕棚沟等景区都迎来了客流高峰。

大美中国，从北向南，冰雪游火热正当时。在东北，吉

林省内和邻省短途游目的地多以长白山、吉林市为主，且游

客多是为了滑雪、赏冰瀑及雾凇美景；在辽宁，独具特色的

“冰雪+温泉”休闲度假游，成为假日期间文旅消费市场的

热点。在北京，不少商场用冰雪主题的 IP 引流消费，如三

里屯太古里举办冰雪派对，运动挑战赛、冬奥知识赛、创意

装置互动，打造冰雪运动狂欢。在河南，云台山推出了第二

届冰雪狂欢节，开展冰雪奇缘、萌宠巡游等精彩的滑雪互动

体验与表演。

事实上，如今在不少南方城市，也逐步实现了“冰雪自

由”。假期首日，江西明月山景区就迎来了客流小高峰，除

明月山滑雪场外，江西七星岭滑雪场在假期首日也接待游客

5200 余人。



年轻人青睐“旅游+社交”

疫情改变了我们的消费习惯，相较以往，对于 90 后、

00 后 Z 世代而言，如今更加关注认同感、归属感和社交价值。

同程旅行大数据显示，今年元旦出游人群中，在年龄分布上，

90 后出游人群占比 33%，00 后出游人群达到 16%，二者共同

占据整个出游市场的半壁江山。随着这些新生代不断涌入旅

行消费市场，其消费习惯也深刻地影响着旅行消费方式的变

化。

剧本杀因“角色扮演”“强社交属性”和全景式“沉浸

式体验”等特点，一经问世，便获得了年轻人的追捧。元旦

期间，不少景区不约而同开发出相关产品，如在乐山大佛旅

投集团出品的互动式实景剧本杀《佛踪》中，游客可以穿着

古装一边做任务一边沉浸式游览乐山大佛景区；在横店影视

城也有清宫实景剧本杀。在携程平台上，“实景剧本杀”搜

索热度同比增长 50%。

此外，不少景区还相继推出汉服节、漫展等配套活动，

满足年轻一代“旅游+社交”新需求。

红色旅游让假期更有年味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如今，红色旅游成为年轻一

代打卡新目标。

在建党百年“春风”吹拂下，红色旅游更是迎来了发展

的“黄金时代”。近日，国家文物局印发的《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其中也专门提到，促进融合发



展，“推出革命文物主题游径，建设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开

发红色文化创意产品，依托革命文物开辟公共文化空间、提

供公共文化服务，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元旦假期，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如广州市各大红色

景点推出系列红色主题活动，掀起红色旅游热潮。据统计，

元旦假期，广州市纳入统计的 9 家全国红色经典旅游景区接

待市民游客 7.35 万人次，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农讲所纪

念馆、广州起义纪念馆、辛亥革命纪念馆等红色景点接待人

数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大幅提升。在武汉，坐落在武汉市胜利

街的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同样引来众多市民游客前来

参观。

在湖南，郴州沙洲红色旅游景区、桂东沙田第一军规广

场等一批红色旅游景点游人如织；韶山旅游区、彭德怀纪念

馆元旦期间共接待游客 6.2 万人次，到主席故居看月壤、看

嫦娥五号返回舱成为红色旅游的新热点。

“不走远，周边玩”成主流

当前，受疫情影响，城市休闲、乡村度假成为国内长短

假期旅游消费的主流，“轻旅游”“微度假”成为旅游市场新

风尚。根据携程发布的 2022 年元旦假期出行数据报告，元

旦假期首日，周边游门票预订量已超过 2020 年假期首日的

264%。携程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沈佳旎表示，疫

情之下，“不走远，周边玩”的主动防疫意识令许多游客选

择在周边休闲度假。



为满足游客需要，成都市推出 15 条元旦精品旅游线路，

涵盖了山水人文、艺术文创、运动潮玩、乡村古镇、郊野度

假等多种文旅资源。在广州，三天假期乡村游接待市民游客

238.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82%，节前从化、增城乡村精

品民宿预订率达九成。在北京，乡村游累计接待游客 48.7

万人次，同比增长 4.9 倍，营业收入 8120.4 万元，同比增

长 5.5 倍。其中，接待量前三位的是延庆区、密云区和怀柔

区。（中国经济网综合中新网、中国网、红网、四川新闻网、

广州日报、杭州网等）



冬奥开路 可持续山地旅游时代到来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 2022 年 01 月 07 日 文静

“山地旅游和乡村旅游因其具备更高的可持续性而表

现出较强的恢复力，因为游客普遍认为这些地方是疫情风险

比较小的旅游目的地。”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荣誉秘书长弗

朗西斯科.弗朗加利说。

河北崇礼开出租的赵师傅是张家口本地人。自从冬奥雪

上项目主赛地选定张家口后，他就奔赴在崇礼区太子城高铁

站和张家口机场，迎接一波又一波慕名来滑雪的发烧友。

“机场离滑雪场远，至少要四十分钟车程，到了太子城

这段特别堵车。坐冬奥专列来崇礼滑雪最方便。太子城高铁

站离最近的滑雪场密苑云顶乐园就 10 来分钟，有免费接驳

公交车。”11 月下旬，赵师傅对深夜从机场抵达云顶滑雪公

园的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张家口的几大滑雪场都在山上，离市区的距离远近不同。

这几年赵师傅目睹了一座没有传统滑雪爱好的小城如何搭

上奥运快车后翻天覆地的变化。“离北京近，降雪条件好，

因为滑雪运动和旅游的带动，现在崇礼区的经济是张家口市

最好的一个区。”他说，对滑雪爱好者来说，即使没有路，

翻山也会来崇礼滑。

他的手机通讯录里，存满了各地乘客的微信，都是回头客，

叫老赵来接送。Elite 就是其中的一位，做原装进口奢侈品

家居和高端地材，喜欢极限运动。一年下来，分别位于东北、



北京、陕西和新疆的国内 7 大滑雪场都留有他的足迹。“我

办的是雪季通滑卡，一年 3500-5000 元一张。如果你今年能

滑完，明年雪场会免费送一张给你。”Elite 对 21 世纪经济

报道记者说，但通常你滑完了，加交通成本最少也得花 2-3

万元。

崇礼密苑云顶乐园滑雪场 文静/摄

11 月后，从测试到冬奥备战，崇礼滑雪场到疫情管控越

来越严。不少滑雪爱好者开始寻觅新的去处。北方的河北保

定，南方的重庆金佛山滑雪场、南天湖滑雪场，云南的大海

草山国际滑雪场等都向游客发出了冰雪之约。



同样因为疫情，世界第一大山地旅游区阿尔卑斯山处于高

海拔的度假村，不得不关闭升降机，难以继续维持高山滑雪。

但同样在山地，中海拔地区的度假村依然可以通过提供各种

四季运动、文化和休闲活动来抵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

冬奥开路，让山地滑雪运动在国内炙手可热。“山地旅游

和乡村旅游因其具备更高的可持续性而表现出较强的恢复

力，因为游客普遍认为这些地方是疫情风险比较小的旅游目

的地。”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荣誉秘书长弗朗西斯科.弗朗

加利说，提供种类繁多的多样化旅游产品，大幅增加全年性

文化和体育赛事（节日、地方集市、比赛项目）等，有助于

山区旅游胜地减少其活动的过度季节性依赖，从而实现可持

续发展。

“从短中期来看，国内市场韧性较强的乡村和山区旅游是

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关键驱动力。”弗朗西斯科.弗朗加利

说，可持续山地旅游的时代已经到来。

全球旅游业深受重挫

旅游业在持续两年多的疫情危机中至今未恢复元气。

“与 2019 年相比，今年前 7 个月的国际游客人数下降了

80%，亚太地区国家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去年末，在贵

阳召开的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年会上，国际山地旅游联盟主席、

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说，不断变化的安全条例和

法规也带来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非常不利于国际旅行和旅

游目的地的重新开放。地区封闭至少在接下来几月还会看到。



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副主席邵琪伟引用了世界旅游组织 11

月 29 日的数据，2021 年，因新冠疫情国际旅游业产生的直

接和间接损失约为2.4万亿美元，过去两年的损失将达到4.4

万亿美元。

“复苏不仅对经济来说很重要，对人们的生活也非常重

要。”世界旅游及旅行业理事会（WTTC）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朱莉娅·辛普森给出了一组数据，疫情爆发前，旅游业创造

了全球四分之一的新增就业岗位。它占所有就业岗位的

10.6%，提供了超过 3.34 亿个工作岗位。旅游业占全球 GDP

的 10.4%（9.2 万亿美元），是非常重要的雇主。2019 年，

国际游客支出达到 1.7 万亿美元。

她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旅游市场之一。

疫情前，旅游行业对中国 GDP 的贡献为 11.5 万亿元人民币

（占经济总量的 11.6%）。2020 年，在疫情导致国际旅游停

摆的情况下，中国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下降了近 60%，

减少了 6.9 万亿元人民币。

好消息是，世界旅游业理事会的研究显示，根据目前的复

苏速度，旅游行业 2021 年对中国 GDP 的贡献可能同比增长

60.7%。这一增幅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 30.7%的两倍，年增长

近 2.8 万亿元人民币。

然而，国际旅游业是任何蓬勃发展的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也是恢复国际流动性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中国，国际



消费在2021年和2022年将仅增长7.2%。当中国边境开放后，

预计国际消费将大幅增长 94.3%。

“世界旅游组织专家做了一个统计，43%的人认为旅游业

要恢复到 2019 年水平可能要到 2023 年”，世界旅游组织亚

太部原主任、国际旅游专家徐京说。

如今，世界各地疫苗接种率不均衡，新毒株出现的不确定

因素给刚复苏的旅游业蒙上新的阴影。“疫情一波又一波，

意味着这次疫情会长期持续，我们进入疫情常态化，换言之

就是长疫情时代。”旅游专家魏小安说，山地度假有可能成

为常疫情时代的突破口。中国的冬奥会开幕在即，山地冰雪

运动则会成为第一只报春的燕子，开拓新的山地旅游局面。

弗朗西斯科.弗朗加利对此解释，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新

型时代背景下，乡村旅游和山地旅游享有竞争优势，因为游

客们普遍认为这些地方是（疫情）风险较小的旅游目的地。

除了少数诸如珠穆朗玛峰和勃朗峰之类的高海拔山区以及

安第斯马丘比丘古城之类的旅游胜地客流量较高，大多数山

地旅游地区的游客流量集中度通常很低。一般来说，山地旅

游处于过度旅游的对立面。

他说，户外运动似乎成为最安全的活动，因为致命病毒在

户外开阔空间中难以存活。在此情况下，新鲜空气本身就具

有了吸引力。出行限制和远程办公的发展对商务旅游市场不

利，却为乡村旅游和山地旅游提供了发展机遇。



“在边界关闭的常态下最安全的旅游方式是当地旅游，这

方面山区旅游应该凭借其更多的资产进行调整，就像山地公

园省贵州。”德维尔潘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文化、

活动和运动，以及健康和福祉。山地旅游可以为普通民众、

家庭、老人提供这些。

山地旅游转型

重庆金佛山是世界自然遗产，每年冬季开启的滑雪运动，

标志着这座名山的真正旺季已经到来。但今年除了加大滑雪

场雪道长度，增加了造雪设备，重庆金佛山景区还打造了药

池坝滑雪场，为游客提供免费戏雪、拍照和打卡场地。

滑完雪泡温泉，吃烤羊肉或涮锅，然后到天星小镇购购物，

听一场音乐会，成为不少游客的度假方式。

江西丫山旅游去年因疫情受到严重影响，但今年并不急于

打开市场，而是培育了 37 个娱乐项目，增加了越野车，改

造了亲子房，结果 2021 年的旅游收入超越了 2019 年的水平。

魏小安说，这和游客的需求变化分不开。在过去两年中，

防疫常态化产生的重要变化是观光旅游受限，休闲度假大行

其道。认识世界需要观光，认识自我需要度假。其一，城市

休闲和乡村度假的火爆已成为现象级的消费。其二，升级消

费是远程度假，只有一次性长途交通，多日停留，全面消费，

这给若干地区带来红利。其三，房车私密安全，营地基本都

在大自然之中，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其四，科技的力量

越来越大，便利化是永远的追求。



他说，2022 年通过疫情常态化，旅游将完成根本转型，

从而引发各类旅游企业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换。山地旅

游的背景是工业化的发展，从欧洲起步，扩展到北美，进而

推演到世界。

因此，在旅游转型中，山地旅游要重新解读：山居，在山

中居住，以禅为伴，山居会形成商业模式；山游，山地观光，

云起云飞；山玩，丰富感受，体验自然；山动，增加大把的

运动项目，形成丰富多彩的吸引力；山吸，清新空气，畅快

呼吸；山野，城市居住的人，到这儿可以撒野；山赛，在山

里形成竞赛，形成追逐。旅游者有一种成就感；山索，索道

开路，拉动发展；山文，文化积累，深度享受；山享，全面

体验，享受生活。

“山地旅游是复合型产品，综合性的体验。除了山游需要

淡化，其他都可以强化，也意味着山地旅游的转型从观光为

主体转向以度假为主体，以文化为主题。”魏小安说，从根

本上来说是新型生活，也是常疫情背景之下大家最向往的生

活。

在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年会上，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陈铁军表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刚刚获批中国

首批国家公园，总面积 4400 平方公里，国家公园高山、峡

谷秀美、民族文化丰富，是独具特色的山地旅游资源汇聚区。

作为海南旅游产业龙头企业，该公司将积极参与和发展山地

户外运动旅游和生态旅游健康旅游。



乘上冬奥快车，
冰雪旅游“冷”资源打造热产业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 2022 年 1 月 15 日 高江虹 谢雨竹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各地冰雪活动

开展得如火如荼。去哪儿发布的冰雪游经济报告显示，进入

1 月以来，各大雪场迎来这个雪季的最“旺”时间段。截至

1 月 13 日，北京京郊滑雪场 1 月以来的门票销售量已比 12

月下半月翻番，此外，不少雪场还采取了限流措施。

“推动中国冰雪运动发展是我们申办筹办包括举办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一个重要目标之一。”北京冬奥组委总体

策划部部长李森在 1 月 13 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而

从目前的收效反馈，北京冬奥正带来有史以来最旺冰雪运动

和冰雪旅游热潮。

“发展冰雪旅游，是实现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

的重要途径。”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一级巡视员宋奇慧

1 月 5 日在 2022 中国冰雪旅游发展论坛上表示。而促进冰雪

运动以及冰雪旅游的发展，将冷资源打造成热产业，传承与

创新是必经之路。

冬奥来了，冰雪热了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滑雪，因为冬奥来了，想应个景。

而且现在滑雪很方便，感觉周边到处都是雪场。”冰雪运动

体验者韩东在 1月 10日接受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

示。韩东的首次冰雪体验在恩施绿葱坡滑雪场，他认为“滑



雪非常好玩”。与韩东一样，选择在今年走上雪道、体验冰

雪运动的旅客不在少数。

“元旦假期刚刚去过军都山滑雪场，结果现场大排队，

工作人员举着提示牌逐一提醒司机场内人数已达上限。”酷

爱滑雪的小赛说。据了解，为应对大幅增加的客流，现在北

京渔阳国际滑雪场、军都山滑雪场、南山滑雪场等京郊滑雪

场都开始实行预约制，限流入场。

去哪儿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13 日，万科石京龙等部分

京郊雪场票量比 2020 年同期增长两倍多。在刚刚过去的元

旦小长假，滑雪景区门票预订量相比 2019 年同期增长了七

成以上。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冬奥会越来

越近，冰雪游温度还会持续升高，预计春节长假的雪场门票

销售额将比疫情前有较大增幅。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对中国老百姓体验冰雪旅游起到积

极作用。调查显示，尽管有散发疫情影响，71.7%的游客会

在冬奥会的激励下不改变或增加冰雪旅游的消费，有 68.4%

的游客十分确定会受冬奥会的影响增加冰雪旅游的次数。因

此，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冬奥来了，冰雪热了。”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22）》

（以下简称《报告》）指出，尽管有疫情影响，但是在北京

冬奥会、冰雪出境旅游回流、旅游消费升级以及冰雪设施全

国布局等供需两方面刺激下，全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从

2016-2017 冰雪季的 1.7 亿人次增加到 2020-2021 冰雪季的



2.54 亿人次，预计 2021-2022 冰雪季，我国冰雪休闲旅游人

数将达到3.05亿人次，我国冰雪休闲旅游收入有望达到3233

亿元。

《报告》提出，我国冰雪旅游形成了“三足鼎立、两带

崛起、全面开花”的空间新格局。“三足鼎立”即东北地区、

京津冀、新疆三个区域，“两带崛起”是指以西藏、青海为

代表的青藏高原冰雪观光旅游带和以川贵鄂为代表的中西

部冰雪休闲旅游带，而“全面开花”则是对当今我国冰雪旅

游资源的形象描述。“不管是四季分明的北方还是温暖的南

方，还是更加遥远的西部，都以不同程度开展冰雪旅游活动。”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研究所韩元军博士感叹道。

冰雪旅游产业链呈现链条式发展，市场扩容带动产业兴

旺，从中国逐渐走向全球。近 30 年，我国冰雪旅游及其相

关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国内到国际发展，从

1991 年不足 50 家到 2021 年 7266 家这样一个庞大的产业网

络。

冰雪热了，但其中最火爆的还属滑雪运动，热门滑雪场

更是屡次出现游客爆满的情况。滑雪爱好者 Amy 在采访中表

示：“我们去的是北京南山滑雪场，下午人很多，尤其是初

级道，就很容易撞到人或者被撞到的。”

去哪儿数据显示，2021 年平台雪场票量是 2017 年的 3

倍以上。据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已有 654 块标准冰场和 803 块室内外各类滑雪场，



目前国内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已经达到了 3.46 亿。“‘带

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宏伟目标已经成为了现实。”李

森说。

大量人口端上“雪饭碗”

“冬奥会确实为赛区周边地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起到了很大的拉动作用，推动了延庆加快建设最美冬奥城。”

北京市延庆区区长于波 1 月 13 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

从成效来看，延庆地区基础设施提量，京礼高速、京张高铁

延庆支线建成通车，延庆有了三条高速，一条高铁，对外交

通瓶颈全面打破，电力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历史性接入了

管道天然气，能源结构在延庆地区发生了深刻变化。

硬件上的变化带动了延庆产业发展提速，建成国际一流

的奥运场馆群，冰雪资源加速集聚，多家国际品牌酒店齐聚

延庆，星级以上酒店达到了 18 家，床位近 1.2 万张。延庆

还打造了“延庆人家”品牌民宿体系，五百多个民宿院落一

千余家星级民宿户有序经营，“冰雪+旅游”产业正在如火

如荼地发展。

更值得一提的是，当地开展了 10 万人次的大培训，带

动了七千多人实现家门口高质量就业，组建了赛区周边张山

营村民为主的海陀农民滑雪队，目前已拥有近百名农民滑雪

队队员，其中三十多人取得了专业机构认定的资格证书，当

上了滑雪教练员、裁判员、运动员，当地农民真正吃上了“冰

雪饭”。



河北省张家口市副市长、冬奥办副主任刘海峰也表示，

崇礼目前更是每五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从事和冰雪相关的

工作，超过 3 万人直接或间接进入了冰雪产业和旅游行业，

端上了“雪饭碗”，生活质量得到了大幅提升。

冰雪饭何以能让当地农民过上好生活？其实一次冰雪

游，会带动交通、住宿、餐饮、本地其他目的地综合消费。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发现，冰雪游收入每增加 1 元，可带动

交通、住宿、餐饮等相关行业增收超过 4 元。

以北大湖雪场为例，雪场票价为 400 元左右，而平台数

据显示，购买了北大湖雪票的客户，在平台上的综合平均消

费达到 1600 元，放大效应超过 4 倍。其中，住宿及雪票开

销各约 25%，机票火车票等交通开销占比约为 50%。

滑雪目的地在冰雪季的交通收入增幅明显。比如将军山

雪场所在的新疆阿勒泰，在 2021-2022 雪季的机票票量是非

雪季的 2 倍；靠近新疆可可托海滑雪场的富蕴机场票量，在

雪季是非雪季的 3 倍。去年 12 月底，长白山风景区接入全

国高铁网,长春至长白山最快 2 小时 18 分钟可达，带动去哪

儿平台上长白山滑雪场票量在今年 1 月环比去年 12 月上升

三成左右。

疫情前，雪季来临对于国际滑雪目的地的机票拉动效应

更大。如 2017-2019 雪季，以日本北海道为目的地的机票票

量较雪季前均上涨了三成以上，票价上浮两成左右。如今大



量冰雪爱好者打卡国内滑雪场，也间接拉动国内几大冰雪胜

地的客流量和消费。

冰雪游对周边酒店的带动作用也十分明显。去哪儿数据

显示，2021 年滑雪季开板后，12 月滑雪场周边酒店预订量

环比 11 月增长一倍以上。这个雪季，长春天定山滑雪场周

边酒店预订间夜量是上个雪季的 4 倍；新疆乌鲁木齐丝绸之

路滑雪场周边酒店预订间夜量，则比 5 年前足足增长了 10

倍；北大湖、松花湖和长白山滑雪度假区酒店预订量均已超

过 2019 年同期。

雪季酒店的入住价格也比非雪季高。据平台数据，

2021-2022 雪季国内滑雪场周边酒店的平均入住价格达到

400 元，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四成以上滑雪游客住宿时间

超 2 晚。部分可步行到达雪场的酒店虽然价格更高，依然受

到雪友欢迎。如北大湖雪场周边的酒店，春节期间，含早餐

和雪票的房间每间价格已超过 3000 元。

传承+创新的冰雪发展路

尽管各地冰雪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我国冰雪旅游市场

尚处蓝海，但这不一定是个好的投资标的。有不愿具名的国

内排名靠前的滑雪场投资商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反馈，经营

滑雪场十余年，还只能勉强做到盈亏平衡，而滑雪场投资巨

大，后续设备更新又是个无底洞，目前国内大多数雪场都是

亏损的。



更重要的是，我国冰雪运动和冰雪旅游发展尚浅，造成

滑雪场同质化比率甚高。“我去过四五个雪场，但印象深刻

的倒还真没有，感觉都差不多。”冰雪运动发烧友郝先生向

记者说道。

疫情大背景下，单一化、同质化雪场使其大概率只能辐

射周边地区，对远距离的游客吸引力较小，这也是目前其他

冰雪活动共同面临的问题，“今年 42.3%的游客倾向于选择

近距离的冰雪目的地，以前更多游客选择远处的冰雪目的

地。”韩元军分析道。

如今北京冬奥会为冰雪旅游带来强劲的风口，各旅游目

的地既要乘风也应造风。如何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同质化

冰雪活动中找到差异化发展路径？如何深耕自然禀赋寻求

资源的最大化有效利用成为业界共同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是

为冰雪旅游的未来发展叩询。

韩元军认为，冰雪文化和冰雪旅游融合发展深入推进，

将会有越来越多既有传承又面向未来的冰雪旅游产品走向

全国，比如查干湖因为冬季冰雪渔猎文化，不仅让鱼价上涨，

也带来了旅游。“深度开发充满地域特征和民俗民风的传统

文化体育活动，注入现代元素，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

伊春市委常委、副市长杨彬认为我国多样性的地质地貌，

为发展差异化的冰雪旅游创造了条件和可能，但各地要精准

塑造和培育各自的 IP 符号，形成市场和消费的聚焦。他指



出文化创意、动漫、时尚、乡村、科技、康养、体育为现代

冰雪赋能，出现很多受游客欢迎的项目。

挖掘中国冰雪故事，聚焦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利用自然

资源，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或许就是冰雪旅游走出同质化的答

案。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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