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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淘金”，浙里热火朝天

▲浙江室外滑雪场 据视觉中国

▲卡德罗纳山滑雪场 据新西兰旅游局▲卡德罗纳山滑雪场 据新西兰旅游局

▲皇冠峰滑雪场 据新西兰旅游局

◎ 记者 周 丰

在雪道上滑向 2025，与光影变幻

的烟花一起组成仪式满满的跨年礼物

⋯⋯新年伊始，伴随持续走低的气温，

浙江各地的冰雪运动开始进入热潮。

近几年，冰雪旅游已经成为全国人

民冬季出游的新风尚，与之相关的冰雪

经济，更是在去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上被写入新一年提振消费

的重点任务中。“缺雪”的文旅大省浙

江，该如何用冰雪旅游带热冰雪经济？

小昀是一名有 3 年“雪龄”的滑雪

“狂热爱好者”。这个冬季，她专门请了

年假和朋友前往安吉云上草原过一把

滑雪瘾。

“滑雪可以让我在这个寒冷季节享

受到酣畅淋漓的运动乐趣，也能在工作

之余放松身心。在浙江，只有冬天才可

以在广阔的户外滑雪场上‘撒野’，激情

运动配绝美雪景也很出片，得好好把握

机会。”聊天之余，她还给记者科普了滑

雪技巧和装备使用方面的知识，从单板

和双板的区别玩法，到如何鉴别推坡

佬、换刃选手、刻滑佬等雪痕，再到浙江

各地滑雪场的出游攻略，记者惊讶于这

个看似文静的姑娘竟然对滑雪运动有

如此深度的认知和热爱。

“以前都是年轻人，现在小孩也很

多，最小的只有 3 岁。而且有约一成的

游客都是自己带滑板，以往大家都是现

场租借。”杭州大明山风景旅游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徐新能深刻感觉到

这几年冰雪游的热度。“来大明山万松

岭滑雪场学习滑雪的初学者多了，因为

使用护臀垫的人增加不少。”

为了更好地服务这些初学者，景区

推出了个性化服务，除了专业教练带

队，用小班化教学保证各种基础的游客

能快速入门，甚至还提供摄影跟拍服

务。据徐新观察，虽然双板滑雪更适合

初学者，但滑雪场里有约三分之一的新

手选择难度更高的单板，因为单板更容

易拍出有质感的运动照片。

浪漫夜滑、烟花秀、仙侠风情滑雪

体验、新年抽盲盒⋯⋯刚刚过去的新年

元旦，桐庐生仙里滑雪场用情绪值拉满

的冰雪新玩法获得了不少关注。“目前

冰雪运动仍然是华东地区冬季旅游的

稀缺产品，受众人群很大。”刘金海曾担

任这家滑雪场负责人，在他看来，虽然

现今的华东地区已经出现了大大小小

各类滑雪场，但离饱和还很远。

如今，刘金海已被公司派往丽水云

和梯田景区，负责另一个滑雪场的开

建。“2026 年冬天，我们新的雪场将正

式开放。我相信，随着国家对冰雪旅游

的支持加大，未来冰雪游成为华东地区

支柱性的冬季文旅产业。”

冬季虽寒，冰雪经济释放出的热

活力却不容小觑。根据中国旅游研究

院发布的《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

告（2024）》，我国冰雪产业规模在 2024
年约达到 9700 亿元，2025 年将达 10053
亿元。

一度被视为季节性强、区域限制

多的冰雪旅游，为何却能成为促进消

费的主力军？“冰雪经济的价值，不仅

在于一项单纯的旅游活动或体育运

动，背后还涉及装备制造、文化创意、

教育培训、餐饮住宿等多个产业协同

发展。”浙江省文化旅游智库专家周玲

强表示，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改

变了人们对冰雪旅游的认知，除了较

专业的运动游，还有精彩的观光游、体

验游可尝试。

记者注意到，《中国冰雪旅游发展

报告（2024）》提及，2022 年至 2023 年中

国连续两个冰雪季实现超过 3 亿人次

市场规模，其中浙江是 2024 年滑雪游

热度增长最快的省份之一，滑雪旅游

热度同比上升 7 倍。2024 年 5 月，浙江

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出具的《浙

江省冰雪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及高质量

发展策略建议》（下称“报告”）印证了

这一趋势，2023 年冰雪季浙江省冰雪

旅游消费规模位居全国前 10 位，其中

杭州是全国十大冰雪旅游客源地城市

之一。

目前，浙江至少建有 23 家滑雪场

和8家滑冰场。2021年至2023年，全省

冰雪场馆年度总收入从 5.04 亿元增至

6.37 亿元，年度人均消费额在 160 元至

210元间。报告指出，在场所数量、品牌

活动、赛事以及参与运动人数和产值，

浙江均位居南方冰雪市场前列。

“冰雪旅游对浙江的交通、餐饮、民

宿、装备等消费业态的带动作用十分显

著。”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副

院长王相华表示，临安大明山万松岭、

桐庐生仙里、安吉云上草原和江南天

池、天台雪乐园、龙之梦冰雪世界等室

内外场馆，其周边村镇因冰雪项目入驻

逐渐发展为融合观光、运动、研学、避暑

等多功能旅游集聚区，形成完整的服务

生态体系。此外，冰雪旅游还带来装备

产业“大爆发”，仅台州市三门县就聚集

300 多家冲锋衣生产企业，年产值超 20
亿元。

相较北方地区，目前浙江冰雪旅游

产业规模依然偏小，许多滑雪场馆只有

1至两条初级道，且往往借助知名景区、

大型商业地产等以“+冰雪”的模式发

展，有八成以上的投运主体为民企。

“大规模发展冰雪旅游，浙江并不

占优势。”世界旅游联盟研究院首席研

究员王昆欣表示，受气候、地理影响，浙

江许多室外冰雪场馆还往往面临“一年

闲三季”的尴尬。

此外在产品开发上，浙江有半数室

外滑雪场单纯依靠滑雪运动吸引游客，

开发周边衍生业态的能力较弱。“要释

放非雪季旅游活力，我们还得用好地方

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以及山地湖泊的优

势，开发滑草、定向越野、水乐园、露营、

滑翔伞、热气球等其他项目。”王相华认

为，可以借鉴欧美国家经验培育集聚户

外运动、体育康养、休闲度假等功能于

一体的冰雪运动小镇，也可借鉴日本

“冰雪+温泉”、韩国“冰雪+影视文化”

等模式，让冰雪旅游与其他优势产业强

强联合。

每年冬季，国际知名冰雪目的地

——新西兰皇后镇依托卡德罗纳山滑

雪场、皇冠峰滑雪场等多个世界知名滑

雪场，用丰富的雪道选择、便捷的交通

出行、壮观的雪山景色，吸引了世界各

地滑雪爱好者。除了滑雪，当地还结合

高端度假村、精品民宿、餐饮美食等发

展“全季节、全体验”模式。

“结合了高山徒步、湖上游览、温泉

等旅游项目，开发冰雪主题的高端民

宿、温泉度假村，举办滑雪赛事、节庆活

动等，皇后镇用深度体验型产品实现了

淡旺季平衡发展，这种模式值得浙江参

考，通过自然与文化的融合来开发‘冰

雪+江南水乡’‘冰雪+宋韵文化’等主

题产品，可以吸引多元化客群，延长消

费周期。”周玲强说。

记者关注到，浙江许多滑雪场馆已

在探索“冰雪+”模式。例如，桐庐生仙

里国际滑雪场就与周边瑶琳仙境、通天

河等景点串联，推出“冰雪+观光”，与周

边百家民宿联合推出“冰雪+农家乐（民

宿）”，与临安湍口温泉联动，推出“冰

雪+温泉”。

▲桐庐生仙里滑雪场 据桐庐生仙里滑雪场微信号

▲小昀 受访者供图

爱上冰雪运动的人，更多更专业了

市场位居全国前列，带动更多消费了市场位居全国前列，带动更多消费了

▲浙江某地滑雪场 据视觉中国

打造国际化冰雪游目的地，方向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