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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冰雪旅游消费数据报告 
 

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后，我国冰雪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冷资源”不断释放“热效应”，冰雪消费蓬勃发展。美团

依托消费数据，对我国 2023 年冰雪旅游消费情况进行分析

研究。当前我国冰雪旅游发展呈现出供给提质扩容、消费

潜力不断迸发、多业态融合发展产生综合带动效应等特点，

大众冰雪旅游热情高涨。从区域情况看，我国南北方各省

份均呈现出较好的冰雪旅游发展趋势，“专业运动+大众娱

乐”、“北上南进+主客共享”的冰雪旅游休闲消费态势正

在形成，以哈尔滨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引领今年冰雪旅游新

风尚。在消费客群方面，游客年轻化、家庭化趋势明显，冰

雪旅游更好地满足了亲子游的消费需求。基于当前发展现

状，建议各地不断扩大高质量产品供给，促进多场景多业

态融合发展，持续提升行业线上化和数字化发展程度，提

高目的地城市治理和旅游公共服务水平，以促进我国冰雪

旅游高质量发展，不断激发冰雪旅游消费潜能。 

 

随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圆满落幕，中国的冰雪旅游

行业迎来了“后冬奥”时代，呈现出多样化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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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一方面，冰雪旅游供给更加优质丰富，基础设施建

设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不仅冬奥会场馆转型为公众滑雪场

所，还有大量的冰雪运动设施建成开放，极大地丰富了旅

游产品和体验。其次，政策支持持续加码，从国家到地方各

级政府纷纷出台优惠政策，推动冰雪旅游产业链的完善。

另一方面，冰雪旅游消费需求更加旺盛，冰雪运动的普及

教育和市场营销活动增加了公众对冰雪旅游的认知和兴趣。

2023 年 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激发有

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

进的良性循环……积极培育文娱旅游、体育赛事等新的消

费增长点。”冰雪旅游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的重要抓手，更是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关键举措。本研究依托美团数据，深入分析了冰雪旅游

发展特征和消费趋势，为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策略建议

①
。 

一、全国冰雪旅游消费总体形势分析 

（一）供给提质扩容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极大激发了冰雪旅游相关产业

的投资和多种业态的消费热情，冰雪旅游已经从“有没有”

 
①
 本文按照通用分期方法，将每年 1月 1日-3月 31日和 11月 1日-12月 31日称为当年雪季。其

中 1 月 1 日-3 月 31 日称为上半年雪季，1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称为下半年雪季。全文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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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向“好不好”转变。这一变化首先体现为我国冰雪旅游

供给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质量体验的持续提高。根据《2023

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的数据，2019 年中国的滑雪场数量

达到 770 家。由于疫情的影响，随后两年滑雪场数量开始

下滑。然而，在 2022-2023 雪季，中国实际对外营业的滑

雪场总数为 697 家，相比上一年的 692 家有小幅增长
①
。截

至 2022 年底，中国的滑冰场地数量达到 1576 家，同比新

增 126 家，增速为 8.69%，占冰雪场地总数的 64.27%。根

据预测，到 2023 年底，预计中国滑冰场地数量将达到 1630

个
②
。在一些南方城市，冬季自然环境的差异并未阻挡大众

消费的热情，室内滑雪场在国内全面爆发。相关数据显示，

2013-2014 年雪季，国内仅有 5 家室内滑雪场，但到 2022-

2023 雪季，这一数值达到 50 家，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室

内滑雪强国
③
。综合来看，中国的滑雪场和滑冰场数量在

2019 年至 2023 年间经历了一定的波动，但整体上呈现出

增长趋势。从旅游投资来看，2018-2023 年六年间，我国冰

雪旅游重资产项目的总投资规模达到 12320 亿元，投资对

旅游消费的稳步增长提供了有效支撑。在地域分布方面，

 
①
 数据来源：《2023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https://new.qq.com/rain/a/20230829A09I7Q00，这一

统计数据中并不包括室内滑雪模拟器场地和戏雪乐园，因此与体育总局公布的数据存在出入。 
②
 数据来源：《2023中国冰雪产业发展报告》https://new.qq.com/rain/a/20230918A09E9O00 

③
 数据来源：《2023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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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冰雪旅游投资在西北、华东、东北的集中度进一步提

高
①
。 

除了供给规模的总体提升，近年来冰雪旅游行业的线

上化率也不断提升，游客的消费便利度和舒适度也有所提

高。有越来越多的冰雪旅游场馆、乐园等与在线平台在数

据、资源等层面共建共享，利用团购、直播、预售等方式开

展一系列创新性营销，使游客可以通过线上渠道轻松预订

冰雪旅游景区门票及住宿、餐饮、娱乐等项目，更好地满足

消费需求。如美团推出目的地旅游美食地图产品，联动餐

饮、酒店、景点等生活服务全场景，为用户提供“吃住行游

购娱”消费链条的全方位服务，打造一站式目的地体验入

口，让消费者乐游景点、乐享美食。美团数据显示，2023 年

雪季，美团平台收录并有过线上交易冰雪旅游项目的总供

给数量同比增长了 39.3%，其中的滑雪场和大众冰雪旅游休

闲项目
②
双双呈现增长态势，滑雪场上线数量相较于 2019年

增长了 8.6%，大众冰雪旅游休闲项目相较 2019 年增长了

150.3%（见图 1），体现出数字化的发展潜力，也显示出我

 
①
 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24）》。 

②
 滑雪场，根据国家旅游局《旅游滑雪场质量等级划分》，本报告中滑雪场主要指业态涵盖餐饮、

住宿、购物、休闲娱乐设施等的室外滑雪场、滑雪小镇、滑雪度假区，不包含室内滑雪场馆、城

市滑雪公园。大众冰雪旅游休闲项目，除了滑雪场之外的冰雪项目，包括室内滑雪场馆、滑冰场

馆、冰雪乐园、冰雪嘉年华、冰雪类运动培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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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冰雪产业逐渐进入了“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

环”。 

 

图 1  2019-2022 年全国冰雪旅游项目线上供给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美团研究院 

 

（二）消费热情似火激发冰雪旅游新篇章 

进入“后冬奥”时代的 2023 年，我国冰雪旅游消费延

续了之前的高增长态势。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2022-

2023 冰雪季我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次达到 3.12 亿，冰雪休

闲旅游收入为 3490 亿元，连续两个冰雪季实现了超过 3 亿

人次的市场规模，预计 2023-2024 冰雪季我国冰雪休闲旅

游人数将超过 4 亿人次，冰雪休闲旅游收入有望达到 5500

亿元（见图 2）。 



 

6 

 

 

图 2  2016-2023 年中国冰雪旅游人次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 

 

根据美团数据，2023 年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消费总

额同比 2022 年冰雪季增长 17.1%，相较于 2019 年同期增

长 132.5%；仅看 2023 年 11 月、12 月两月的冰雪旅游消费

涨势则更为强劲，相较 2022 年同期和 2019 年同期分别增

长 323.5%和 262.3%。从 2023 年消费趋势看，预计 2024 年

我国冰雪旅游消费将有更大的增长空间。分月数据显示，

每年的岁末年初是冰雪旅游消费高峰，其中 1 月、2 月、12

月三个月份的冰雪旅游消费订单量占到了全年总订单量的

近四分之三，其中这三个月滑雪场旅游的消费订单量更是

占到了全年的 9 成左右。比起对场地、气候和休闲时间都

要求更高的滑雪旅游，更偏向大众的雪世界、雪乐园、滑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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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等冰雪休闲娱乐项目在全年各个月份有更平均的分布，

在每年暑期和十一假期期间，也会有不少消费者进行室内

冰雪运动的休闲体验（见图 3）。近年来，这种“专业运动

+大众娱乐”的冰雪旅游发展趋势更加显著。 

 

图 3  2023 年中国冰雪旅游消费月度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美团研究院 

 

（三）多业态融合发展产生综合带动作用 

旅游业是具有较强综合带动作用的行业，冰雪旅游休

闲虽然以“冰雪风光、冰雪运动”等作为核心吸引物，但其

近年来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旅游目的地的餐饮、住宿、娱乐、

休闲、购物等多种消费业态的跨场景融合，大部分游客既

希望能获得不同于惯常环境的新奇性体验，又想要享受到

与自己日常生活习惯相适应的优质服务。体现在冰雪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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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平日难得一见的冰雪风光是出游的重要动力，但

吃地道的地方菜，逛本地人常逛的街区，光顾特色打卡地，

体验地方民俗文化，享受惬意娱乐休闲，购买旅行纪念品

等多种活动都成为旅游的“标配”。纵观近期冰雪旅游发展，

可以发现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无一不把多业态融合作为增加

城市吸引力、提升游客满意度的重要抓手，多地开展丰富

多样的主题线路、特色街区、节庆庙会、餐饮盛宴、体育赛

事、亲子娱乐等冰雪休闲旅游活动。在冰雪旅游过程中，生

活服务平台也综合了“食住行游购娱”等多种要素，给异地

游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便利化消费选项。“查点评、做决策”

以寻找必吃餐厅，“先预订、再消费”以提前确定滑雪+住

宿行程，“线上购买、线下体验”在游山玩水之余感受东

北洗浴文化，“人在宾馆、送货上门”足不出户购买雪具、

保暖用品等成为许多游客的新选择，也让冰雪旅游消费体

验不断提升。美团数据显示，2023 年下半年冰雪季，全国

异地游客在餐饮、酒店、民宿、休闲娱乐、即时零售等业态

上的消费规模分别同比增长了 76.4%、146.8% 、196.5%、

356.6%和 65.7%，而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河北、北

京等热门的冰雪旅游目的地以上几类业态消费规模的同比

增速基本均高于全国水平，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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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的平均增速超过 570%，黑龙江平均增速超过 420%（见

图 4），可见业态多样性和消费融合度对当地旅游发展的重

要性。 

 

图 4  2023 年下半年冰雪季全国及部分地区冰雪旅游消费者各业

态消费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美团研究院 

 

近年来，地方菜作为“城市名片”，对当地经济和文旅

发展的带动促进作用愈发显现，也获得各地政府的高度关

注。特色餐饮成为越来越多游客希望体验的“必选项”。以

东北地区为例，美团数据显示，2023 年下半年冰雪季，黑

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东北地方菜和东北烧烤两大类菜

系的消费规模均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同比增长。就具体城市

来看，哈尔滨市的东北菜同比增幅高达 73.1%，延边的朝鲜

族特色餐饮和延边风味烧烤也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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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幅分别达到 51.6%和 50.3%（见图 5）。除此之外，

新疆菜、河北菜、内蒙菜等地方特色餐饮也为新疆、河北、

内蒙三地的冰雪旅游消费贡献较大增长份额，“冰雪+餐饮”

正体现出业态融合之后的强大增长动力。 

 

图 5  2023 年下半年冰雪季东北地区部分省市餐饮消费情况 

数据来源：美团研究院 

 

二、重点区域冰雪旅游消费发展形势分析 

（一）北上南进：冰雪消费在全国多地繁荣发展 

对重点省份的冰雪旅游消费情况分析发现，2023 年冰

雪季，不仅东北、西北等传统的热门目的地展现出较强的

吸引力，中部地区和部分南方省份也形成明显的冰雪休闲

娱乐风潮。美团数据显示，按照订单量计算，2023 年全年，

黑龙江省冰雪旅游规模同比增长 40.9%，吉林省同比增长

20.4%，新疆自治区同比增长 21.3%，广东、浙江、江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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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的消费也有显著提升，主要冰雪旅游目的地省份的游

客规模和消费规模均呈现出同比增长态势，相较 2019 年同

期也有大幅增长。在岁末年初，“去东北”成为一股旅游

热潮，大量南方游客到冰天雪地的北方体验当地居民的似

火热情，感受东北城市的独特魅力。从 2023 年下半年冰雪

季的数据观察，黑龙江、北京、辽宁、吉林、广东、山东、

浙江、陕西、江苏、河北等省份的冰雪旅游消费规模位居前

列，其中黑龙江省更成为当之无愧的旅游热门（见图 6）。 

 

图 6  2023 下半年冰雪季冰雪旅游 TOP10 省份消费规模情况 

数据来源：美团研究院 

 

分项目看，不同地区在滑雪场和大众冰雪旅游休闲项

目上各有侧重。在滑雪场旅游消费方面，北京、吉林、山东、

辽宁、陕西等地名列前茅（见图 7）。北京市的滑雪消费具

有较为明显的“本地化”特征，在 2023 年下半年冰雪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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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本地居民的消费占比超过了 88.6%，既体现出了普通

市民大众对滑雪休闲活动的高涨热情，也表明京郊滑雪场

因兼具专业性和便利性，可以让更多的市民在平时就能享

受到滑雪乐趣。在大众冰雪旅游休闲消费方面，黑龙江、广

东、北京、辽宁、江苏位列前几名（见图 8），其中黑龙江

省不仅消费规模位于榜首，其外地游客消费占比也高达

84.4%，突出体现了旅游业的带动作用；以广东省为代表的

南方地区的冰雪休闲消费潜力也不容小觑，越来越多的本

地市民选择在室内冰雪娱乐场馆中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

此外，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的冰雪消费也呈现快速增长

态势，冰雪旅游的热潮正逐步向全国铺开。 

 

图 7 2023 下半年冰雪季滑雪场项目 TOP10 省份消费总量及异地游

客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美团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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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23 下半年冰雪季大众冰雪旅游休闲项目 TOP10 省份消费总

量及异地游客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美团研究院 

 

2023 年下半年雪季，东北、京津冀、西北等区域的六

个省份，最热门的旅游项目如表 1 所示。值得关注的是，

黑龙江的冰雪大世界、冰雪嘉年华等具有较强休闲属性的

项目纷纷上榜，这体现出大众娱乐需求在当地的潜力和动

力，其它地区的热门冰雪旅游项目更集中在滑雪场，也彰

显出以滑雪为代表的冰雪运动的发展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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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3 年部分冰雪旅游目的地省份最热门冰雪旅游项目 TOP5 

 

数据来源：美团研究院 

 

（二）标杆引领：哈尔滨旅游火热形成带动效应 

从城市维度看，主要冰雪旅游目的地城市在 2023 年呈

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哈尔滨在 2023 年下半年冰雪

季“出圈”，逐渐成为现象级的冰雪旅游消费目的地。美

团数据显示，2023 年下半年雪季，主要城市的冰雪旅游消

费规模均有明显增长，哈尔滨、沈阳、长春、西安、杭州等

城市的冰雪旅游消费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位于东北地区的

哈尔滨、沈阳、长春等城市仍是受到广大游客欢迎的热门

冰雪旅游目的地（见图 9）。与 2022 年同期相比，多个目

的地城市的消费规模有大幅增长，其中哈尔滨的冰雪旅游

消费规模同比增长高达 207.0%，同样位于东北地区的沈阳、



 

15 

 

长春两城也分别同比增长 186.8%和 139.5%，充分显示出冰

雪旅游的复苏韧性和增长确定性。在热门目的地城市中，

嘉年华、雪世界和滑雪场等多种项目全面开花，进一步激

发冰雪消费活力（见表 2），以哈尔滨为例，其最热门的旅

游项目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在 2023 年 11 月和 12 月的总订单

量已经同比增长超过 859.2%，哈尔滨松花江冰雪嘉年华和

哈尔滨热雪奇迹两大旅游项目也分别增长 36.1%和 563.6%。 

这一方面得益于以哈尔滨为代表的众多热门旅游城市

近年来不断提升旅游产品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也在于各

大城市为了给远道而来的游客带来更好的旅游体验，多措

并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如哈尔滨制定长效整治措施的同

时，加强行业自律，实施“黑白名单”制度，推进“守信联

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加强导游队伍建设和导游服务专

项提升行动，建立导游行业“正负面清单”，持续净化旅游

市场环境。张家口市铁路部门为缓解北京和崇礼之间的交

通紧张状况，专门增开了滑雪游列车班次，张家口宁远机

场也增开了数趟往返此地与南方城市的滑雪游航班。吉林

省从消费券、直通车、航线、项目投资、贷款贴息等方面推

出 11 条优惠政策，为游客带来更具性价比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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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23 年下半年冰雪季冰雪旅游 TOP15 目的地城市消费情况 

数据来源：美团研究院 

 

表 2  2023 年热点冰雪旅游目的地城市最受欢迎冰雪旅游项目

TO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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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冰雪旅游消费客群特征分析 

（一）跨省异地游快速复苏 

2023 年，跨市、跨省的异地旅游消费快速复苏，美团

平台数据显示，2023 年下半年冰雪季，全国范围内异地游

客消费占比达到 49.1%，同比 2022 年上升 15.2 个百分点。

从全国冰雪旅游客源地城市分布情况看，北京、上海、深圳、

广州、杭州等城市成为 2023 年十大冰雪旅游客源地城市，

南方游客在冬季北上，感受北方的冰雪风光逐渐成为潮流。 

（二）年轻人群消费潜力凸显 

根据美团数据，从冰雪旅游消费者年龄结构看，2023

年冰雪季，年轻人群成为消费主力，其中 20 岁以下用户占

比已经接近 3%，20-25 岁用户占比 22%，35 岁以下用户整

体占比近八成，冰雪旅游愈发成为受到年轻人喜爱的消费

活动。 

（三）冰雪旅游“合家欢”氛围渐浓 

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拉动了各类消费群体“喜冰

乐雪”的热情，许多滑冰场、滑雪场和雪世界、雪乐园等项

目也受到更多家长的青睐。美团平台数据显示，从 2023 年

全国冰雪旅游消费者的整体特征看，亲子用户占比达 10.6%，

相较于 2022 年提升 3.6 个百分点，冰雪旅游日益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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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家欢”的趋势。从性别比例上看，女性游客消费占比

为 53.5%，略高于男性消费者。 

四、促进我国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冰雪旅游消费

需求，促进我国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建议重视下述方面

的工作： 

一是不断扩大高质量产品供给，发挥多业态融合带动

作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无止境的，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对高质量冰雪消费产品和高水平旅游休闲服务的

潜在需求将持续扩大。一方面，各地应以需求为导向，加大

冰雪上下游产业的投资力度，不断提高冰雪运动场馆、冰

雪休闲项目的建设水平和利用水平，争取形成“消费和投

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应积极构建多场景融

合的旅游休闲设施，除了发力建设冰雪场馆、旅游景区、基

础设施、旅游线路等，还要围绕游客“食住行游购娱”一系

列需求，丰富目的地生活服务消费业态，通过“冰雪+餐饮”、

“冰雪+运动”、“冰雪+娱乐”、“冰雪+文化”等方式，

更好挖掘冰雪旅游消费潜力，形成热门目的地冰雪旅游对

当地发展的综合带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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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持续提升行业线上化和数字化发展程度，提升冰

雪消费便利度。数字经济已经向各行业纵深发展，为文化

和旅游融合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线上消费也

成为消费者的日常习惯。建议借助平台经济模式和数字技

术在触达客户、精准营销、数据分析、精细管理等方面的优

势，扩大冰雪旅游项目的宣传范围，降低消费者决策成本，

增强旅游消费便利度；通过管理数字化赋能传统冰雪旅游

企业，创新商业模式，提高经营效率，持续提升其服务质量

和经营管理能力，提高旅游休闲行业的有效供给。充分发

挥平台经济的长尾效应，为冰雪旅游休闲及各类相关业态

的中小商户提供线上交易场所，不断丰富和完善本地生活

服务及旅游产品，形成主客共享的冰雪旅游发展氛围。 

三是不断提高目的地城市治理和旅游公共服务水平，

形成良好品牌效应。旅游景区或城市对游客的吸引力，除

了精彩丰富的文旅活动和园区、场馆建设，更离不开良好

的公共服务。2023 年底冰雪季，大量江浙沪地区的南方游

客前往东北体验冰雪趣味，以哈尔滨为代表的各省市，各

部门密切协作，坚持以游客为中心，提升市场化服务、标准

化建设、规范化运营和智慧化赋能水平，共同打造最佳旅

游环境，通过公安消防、交通应急、发改市场、宣传网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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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加大市场监管和护游力度，不断完善监管守护“一堵

墙”，处置问题“不隔夜”机制，为广大游客营造了放心

舒心安心的旅游环境，也很好地维护了城市形象，塑造了

城市品牌，同时为未来的旅游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

各地应不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旅游公共服务水平，为广

大游客持续带来良好的消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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