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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冰雪旅游的发展，既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能

对冰雪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带动作用。随着 2022 北京冬

奥会的成功举办，冰雪旅游已步入发展快车道。同时，冰雪旅游经济

经过多年高速发展，正步入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的新时期，迫切需要

转变增长方式、优化供给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提升产业效率，不断

增强产业竞争力。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

实现北京冬奥会“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

冰雪产业体系；加快传统冰雪文化和现代冰雪文化产业化，持续推进

冰雪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促进冰雪旅游相关政策完善；提升冰雪设

施公共服务效能；进一步释放大众冰雪旅游市场潜能，三一五信息中

心联合黑龙江、江苏、山西、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消协组织共同

开展本次冰雪旅游消费调查活动。

一、调查统计结果与分析

本次冰雪旅游消费调查活动采用线上问卷的方式，通过各地消协

微信公众号发布调查问卷，并以抽奖的方式吸引消费者参与到活动中。

本次冰雪旅游消费调查活动共采集 140700 份问卷，现对问卷调查数

据展开分析。

（一）消费者以年轻群体为主，超九成消费者表示了解冰雪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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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数据显示，参与本次冰雪旅游消费调查活动的消费者主

要集中在江苏省、北京市、青海省、山西省。

从消费者的男女比例来看，超六成（67.56%）被调查消费者为男

性，男性消费者比例略高于女性。

从年龄层面看，21-40 岁的消费者占比最多，为 72.35%，40-60

岁的消费者占比为 20.97%，61 岁以上的消费者基本不怎么关注冰雪

旅游消费相关内容，20岁以下的消费者也仅占比 5.79%，由此可见冰

雪旅游消费的主力军为青壮年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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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消费者对冰雪旅游的了解程度较高，仅有

6.11%的被调查消费者表示对冰雪旅游不了解，超九成的消费者则表

示对冰雪旅游有不同程度的了解情况，其中接近四成（36.92%）的消

费者表示自己非常了解冰雪旅游相关内容。

（二）冬奥会激发消费者冰雪旅游热情，乐园模式最受消费者期待

冬奥会的举办使得冰雪活动得到了较大的关注度，对消费者冰雪

旅游的消费也产生了刺激，超六成（64.32%）的消费者表示有很大的

影响，32.27%的消费者表示有一点影响，仅有 3.41%的消费者表示冬

奥会的举办并未激起自己对冰雪旅游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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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消费调查中，超九成（97.73%）的消费者表示，希望今后

在冰雪旅游中能加入冬奥会的体验项目与元素，其中 68.62%的消费

者这类期望非常强烈。

从本次冰雪旅游消费调查结果来看，消费者最期望体验到冰雪主

题乐园模式，该类选择占比接近五成（47.87%），其次较受欢迎的为

冰雪度假模式，该类选项占比 37.14%，此外还有 12.05%的消费者期

望体验到冰雪赛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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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部分消费者已有冰雪旅游经历，兴趣爱好为主要出行目的

接近七成（67.95%）的消费者有过冰雪旅游的经历，还有 32.05%

的消费者暂时还没有过冰雪旅游的经历。

消费者近一年在冰雪旅游上的开销大部分在 3000 元以下，其中

52.51%的消费者相关开销在 1501-3000 元，24.82%的消费者相关开销

在 1500 元以下，3000 元以上的开销比例较少，19.16%的消费者相关

开销达到 3001-4500 元，仅有 3.51%的消费者冰雪旅游相关费用超过

了 4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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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选择冰雪旅游的目的主要还是以个人喜好及休闲娱乐展

开，其中 22.29%的消费者因个人兴趣爱好所以偏好于冰雪旅游活动；

20.18%的消费者则是选择通过冰雪旅游来观光度假，达到休闲娱乐的

目的；还有 20.03%的消费者则是将冰雪旅游当作亲子旅游的方式，

更好地陪伴小朋友成长；16.27%的消费通过冰雪旅游加强个人滑雪、

滑冰的体育训练。

（四）安全问题为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问题，滑雪项目最吸引消费者

根据本次冰雪旅游消费调查活动数据显示，消费者在享受冰雪旅

游带来快乐的同时，最关心的还是行程中自身的安全问题，该类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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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42.46%；除此以外，旅游项目与时间也是消费者极其关注的因

素，分别占比 21.52%、20.79%。

对消费者而言，冰雪旅游中的滑雪项目是最吸引消费者的一大因

素，该类选项占比 25.03%；景区的服务质量也关系着消费者是否对

冰雪旅游满意，该类选项占比 19.89%；VR 体验能让消费者更身临其

境地感受冰雪项目的魅力，该类选项占比 18.77%；此外，景区的活

动演出消费者也较为关注，该类选项占比 16.58%。

在消费者计划开展冰雪旅游时，首先会考虑交通的便捷程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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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18.60%；外出旅行住宿与餐饮服务质量也是消费者考虑较多的因

素，占比 18.40%；除此以外，旅行开销的内容也在消费者关注的内

容中，例如门票价格与交通和酒店折扣，占比 17.67%。

除了环境因素，消费者在计划冰雪旅游时，也会考虑各方面的个

人因素。根据调查结果来看，疫情是影响消费者冰雪旅游的首要因素，

占比为 30.70%，考虑疫情安全是消费者最为关注的个人因素；其次

是个人资金是否充足，该类占比 26.23%；时间是否充裕也在消费者

的考虑范围内，该类占比 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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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演艺类（冰雪文艺演出、冰上舞蹈、冰上体

操、冰上模特秀等）项目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最大，占比达 26.67%；

其次是游乐类（冰上、雪上娱乐体验活动）项目较受欢迎，占比为

22.07%；体育休闲类（滑冰、滑雪、冰球、冰钓等）项目热度也较高，

有 20.45%的消费者偏向于这类项目。

（五）网络平台为信息获取的重要途径，景区服务质量有待加强

从调查数据来看，消费者最愿意以亲子旅游的方式参与到冰雪旅

游中，该类占比 21.21%；其次有 20.43%的消费者选择通过观光度假、

休闲娱乐的方式参与到冰雪旅游中，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有 19.09%

的消费者选择通过冰雪旅游增强自身的体育锻炼，例如滑雪、滑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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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包括微博、同程、抖音、小红书等是消费者较为广泛

的获得冰雪旅游信息的渠道，该类占比 29.39%；除此之外，亲朋好

友的推荐也是获得冰雪旅游信息的重要渠道，该类占比 19.84%；还

有 15.35%的消费者通过传统媒体渠道例如电视广告、报告、杂志去

获得相关信息。

在消费者的认知中，冰雪旅游场所的旅游产品开发欠力度，文化

内涵不够突出，旅游产品单一，在这一块需要进一步的加强与提高，

该类诉求占比达 29.80%；此外，消费者认为景区管理不善，行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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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诚信度不高，服务态度差，服务质量有待提高，该类诉求占比26.01%；

对外宣传力度也需加强，需要建立特色鲜明的旅游景点，这类诉求占

比 21.27%。

打造高质量的冰雪旅游，场地的自然条件是不可忽视的主要因素，

该类占比 22.77%；景区的服务也是决定消费者是否满意该趟冰雪旅

游的重要因素，占比 22.76%；景区环境与景区知名度也关系着消费

者是否愿意前来度假，分别占比 16.32%与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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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冰雪旅游发展建议

（一）加大政策扶持

鼓励地方政府通过购买冰雪旅游服务、补贴旅行社人头费等多种

形式引导消费者积极参与冰雪旅游活动，培育冰雪旅游消费习惯。加

大旅游专项资金引导支持力度，将具有示范效应的冰雪旅游休闲度假

项目、四季经营项目、新业态项目纳入旅游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内容，

引导冰雪旅游向质量效益型方向发展。加大全国优选文化和旅游投融

资项目对冰雪旅游项目的扶持。联合有关部门，进一步扩大专项债券

支持范围，将能增强冰雪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性、四季型项目

纳入其中。鼓励各地设立冰雪旅游产业发展基金，引导资本投入冰雪

旅游。

（二）加强发展指引

制定全国及各省冰雪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推动全国冰雪旅游有序、

错位发展；鼓励各地将冰雪旅游发展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城乡发展

规划等相衔接，实现多规合一。并以规划为指引，完善冰雪旅游地的

外部基础设施和配套。优化产业结构，鼓励综合性休闲度假新业态发

展，在全国打造一批冰雪旅游度假区、冰雪旅游特色小镇、冰雪旅游

特色街区、冰雪旅游数字体验馆等，引导冰雪旅游产品升级。

（三）壮大市场主体

鼓励冰雪旅游类骨干企业通过收购、兼并、重组、合作等多种形

式做大做强。推动国内冰雪装备生产企业通过收购、投资、合资建设

等多种形式，引入国外顶级冰雪装备品牌企业，快速提升国内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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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研发、生产等方面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旅游装备的国产化水

平。设立冰雪旅游相关的装备制造基地、重点品牌等示范项目，推动

冰雪旅游装备制造业的集聚化发展和冰雪旅游的品牌化发展，培育并

壮大国有冰雪旅游品牌。

（四）实施创新引领

加快推动科技与冰雪产业的融合，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冰雪

体验产品，推动 VR冰雪科技体验馆、数字冰雪节等数字冰雪产品。

加快提升国内冰雪装备的智能制造水平，推动物联网、互联网、人工

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云计算等与冰雪装备制造的融合发展。通

过智能装备的使用和推广，降低冰雪运动事故率。鼓励企业加快研发

人造仿雪，通过技术创新不断降低成本，逐步向市场推出适合四季滑

雪的人造仿雪滑雪场，实现冰雪旅游的全区域、全年发展。加强数字

技术与冰雪，旅游产业的融合，推动冰雪旅游企业数字化运营和全媒

体营销，快速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

（五）强化人才培养

文化和旅游与体育行政部门应加强合作，有计划地开展冰雪旅游

各工种人员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素质。在体育类、旅游类院校鼓励设

立冰雪旅游类专业。鼓励企业与高校联合设立产学研相结合的冰雪旅

游人才培养基地。实施“冰雪旅游工匠”培育计划，培育一批冰雪旅

游高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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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冰雪旅游消费提示

假期出游，冰雪旅游一定是不少消费者的选择，在享受冰雪旅游

带来快乐的同时，也要注意：

一要事先了解滑雪场的经营时间和收费项目。由于滑雪场的营业

时间各不相同，消费者在前往游玩时要注意提前了解滑雪场营业时间

段，避免长时间等待或者白跑一趟。此外，在购买门票时，应提前了

解门票所包含的游玩项目和服务内容，网络购票时可以致电销售方了

解详情，做到明明白白消费。

二要防范风险，保障安全。由于到滑雪场游玩的游客较多，一些

滑雪项目又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老人和儿童要慎重选择此项运动。有

些滑雪场对游客年龄也做了明确规定，建议消费者事前了解清楚。同

时了解门票中是否包含意外险，若门票没有包含意外险，建议消费者

自行购买，作为防范风险的保障。要做好保暖、防滑工作，避免感冒、

滑倒。滑雪时，提前熟悉雪场示意图、警示标识安全提示，注意收听

雪场广播，服从工作人员指导，记住雪场紧急求救电话，随身携带好

手机。

三要检查商家提供的滑雪用具。滑雪娱乐项目繁多，不少项目都

需要租赁用具来完成，消费者要仔细检查租赁的雪具是否有损坏以及

大小是否适用，如发现问题及时与商家沟通调换。

四要注意保留好消费凭证。滑雪场游玩时会产生门票、滑雪用具

租赁押金等费用，消费者付费后要保存相关凭证。并注意好租赁时间，

避免被收取超时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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