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

（暨 2020-2021 雪季财年报告）

伍 斌

2021-07-03



1

前言：变与不变

2020 年 9 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英文合集《中国滑雪产业核

心数据报告（2015-2019）》，对前五年陆续发布的《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

作了一个全面的整理，同时也是白皮书系列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正如 2019 年白

皮书报告中所述，由于疫情导致 2019-2020 雪季的提前终止，2020 年全年的

数据其实已经不难预测，因此本期报告在完成 2020 年年度报告的基础上，同时

整理了从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期间的核心数据，以期为大家

提供更有价值更有时效性的参考。实际上，按滑雪运动的季节性特征，业界部分

企业已经将每年 5 月 1 日到次年 4 月 30 日称之为“雪季财年”。

毋庸置疑，新冠疫情的发展态势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最主要变量，与人

口流动密切相关的滑雪行业首当其冲受到最直接的冲击。海外市场的风云变幻直

接导致全球众多知名滑雪胜地闭门谢客，而国内有序的疫情管控则为内循环提供

了可靠的保障。从劳伦特先生 4 月 13 日最新发布的《2021 全球滑雪市场发展

报告》中，我们也能看到，全球滑雪市场从本世纪最好的雪季（2018-2019）

变成了本世纪最糟糕的雪季（2019-2020），同时 2020-2021 雪季将是更为黑

暗的一个雪季。相对而言，中国滑雪市场 2020-2021 雪季的表现可谓一枝独秀，

基本恢复到了 2018-2019 雪季的水平。本报告引用了劳伦特全球报告中的部分

数据，以期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中国滑雪市场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

室内滑雪全面开花、雪季初期强劲反弹、单板滑雪加速引爆、新疆阿勒泰异

军突起等等，这些都成为国内市场令人振奋的热点。一方面，国际间人员流动受

限，使得之前长期出境滑雪的人群被迫选择了内循环，意外收获了国内滑雪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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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良好体验；另一方面，局部区域省际间人员流动受限，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旅

游滑雪市场造成了打击。尽管很难拿到充足的数据来解析这一现象，但从调研收

集到的信息以及最终的大数据统计来看，一次性体验滑雪的客群明显减少，而滑

雪爱好者的数量以及人均滑雪次数则明显增加。可以说，体验类客群的脆弱性初

现端倪，而滑雪爱好者超强的粘性再次得到证明。

本期白皮书最初希望记录一个完整的雪季，但我们知道崇礼万龙、阿勒泰可

可托海、加格达奇映山红三家雪场都持续经营到了 5 月 5 日，因此谨按 4 月 30

日作为本报告的数据统计截止日。此外，受疫情不确定影响，国内部分小雪场采

取了策略性停业措施，对本报告中滑雪场总数造成了较大影响。而报告期间各地

室内雪馆根据地方疫情管控政策，基本都未能做到全年营业，因此所录数据并不

能反映出市场的真实状况。

衷心感谢长期支持白皮书研究的业界同仁！感谢参与到本期白皮书研究的以

下团队：雪帮雪业、天猫滑雪、融创冰雪、魔法学院、中雪众源、雪族科技（iSNOW/

滑雪族）、迪卡侬 Wed'ze、Burton、冷山（GOSKI）、滑呗、灵动山水、乐冰

雪、《中国滑雪场大全》、金雪花、龙之讯、元合律师事务所等。

感谢 ISPO 团队以及瑞士 Laurent Vanat 先生，为白皮书提供了官方的发布

平台。感谢元合律师事务所陈宇萱教授律师为白皮书提供了专业的英文翻译。

http://www.ispo.com/ http://vanat.ch/publications.shtml

最后，期待即将到来的北京 2022 冬奥会！让我们共同见证并迎接中国滑雪

产业一个崭新的起点！

伍 斌

2021 年 7 月 3 日

http://www.ispo.com/
http://vanat.ch/publication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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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声 明

1、 本报告由伍斌先生主笔编撰，依照中国知识产权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其就

报告中所有的文字、图片、表格等要素及其各种组合均享有包括但不限于版

权在内的各项权利。本报告属于免费公开发布资料，欢迎业内人士及机构引

用、传播，但必须声明出处为《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

2、 本报告中采集于公开信息部分的文字和数据，著作权为原著者所有。本报告

中，部分数据是基于行业访谈、市场调查等获得的数据分析得出，受研究方

法和数据采集样本选择范围的限制，部分数据不能够完全反映市场的真实情

况，请斟酌使用。报告作者及作者所服务的工作单位对报告数据的准确性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3、 对违反上述声明者，报告作者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伍 斌

2021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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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滑雪场馆与滑雪人次

滑雪场馆与滑雪者是整个滑雪产业的两极，滑雪产业的全部业务和活动都围

绕着这两极展开。因此，滑雪场馆数量与滑雪人次构成了滑雪产业最核心的两项

指标。本报告将集中研究户外雪场及室内雪场。

一、滑雪场数量、滑雪人次以及滑雪者人数

2020 年，国内滑雪场新增 8 家，包括 5 家室内滑雪场，因疫情等因素影响

暂未对外营业的雪场数为 63 家，实际处于对外营业状态的雪场总数为 715 家。

截至 2020 年年底，新增 4 家有架空索道的雪场，全国有架空索道的雪场达到

159 家，相比 2019 年的 155 家增长 2.58%。2020 年自然年度，即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国内滑雪场的滑雪人次统计为 1288 万，相

比 2019 年的 2090 万，同比下滑 38.37%。按自然年度，滑雪场数量及滑雪人

次的走势如图 1-1 所示。

注：本图中“滑雪场数量”及“滑雪人次”包括户外滑雪场、室内雪场，不含旱雪、模拟滑雪器等。

图 1-1：中国滑雪场数量及滑雪人次统计（按自然年度 1.1-12.31）



6

如果我们按“雪季财年”，即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来统

计滑雪人次，同时将以往年度滑雪人次还原为“雪季财年”的统计口径，则如图

1-2 所 示 。 2020/2021 雪 季 财 年 的 滑 雪 人 次 统 计 为 2076 万 人 次 ， 相 比

2019/2020 年度的 1045 万，同比增长 98.66%；相比 2018/2019 年度的 2060

万，增长 0.78%。

统计过程中，有两点必须指出：

1、近两年来，室内滑雪场投入运营带来的增量对滑雪人次的增长构成了较

大的影响，尤其是南方城市大中型室内滑雪场。

2、一批小型户外雪场，特别是偏戏雪类的场馆，选择策略性暂停营业，导

致滑雪场总数大幅度减少，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未来的数据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注：本图中“滑雪场数量”及“滑雪人次”包括户外滑雪场、室内雪场，不含旱雪、模拟滑雪器等。

图 1-2：中国滑雪场数量及滑雪人次统计（按雪季财年 5.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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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际间人员流动完全受限，之前常年出境滑雪的客群在本报告期间基本

加入内循环行列，选择在国内优秀的滑雪度假区消费，但很遗憾，我们并未能获

得这一部分的详细数据。另外，国内部分区域省际之间人员流动受限，直接影响

到整个冬季旅游滑雪的客群。调查显示，旅行社组织的滑雪活动明显减少，导致

一次性体验客群大幅度下滑。根据白皮书滑雪人数的模型测算，2020/2021 雪

季财年期间，参与滑雪的人数为 1086 万人，相比 2019 年的 1310 万人，减少

17.10%。其中，一次性体验滑雪者占比由 2019 年的 72.04%下降至 57.64%，

滑雪爱好者比例明显上升。2020-2021 年度，滑雪者在国内滑雪场的人均滑雪

次数由 2019 年的 1.60 次上升为 1.91 次。

对比全球市场，根据劳伦特先生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最新发布的《2021

年全球滑雪市场报告》，全球雪场累计为 5716 家，其中上行设施大于 4 部的雪

场统计为 2084 家。2019/2020 雪季，全球滑雪人次从 2018/2019 雪季的 3.5

亿多下降为 3 亿左右。鉴于疫情导致不少重要的滑雪目的地暂停营业，可以预见，

2020/2021 雪季全球滑雪人次将进一步大幅度下滑。

按五年平均数，全球滑雪人次排名前三位的国家是美国、奥地利及法国，分

别为 5425 万、5170 万以及 5101 万。中国以五年平均数 1704 万人次，排在

第 8 位。排在 4-7 位的分别是日本、意大利、瑞士及加拿大。比较而言，近五

年来，中国是全球滑雪市场中唯一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

二、滑雪场及滑雪人次的分布

在综合统计因各种原因暂停营业的雪场之后，2020 年正常营业的滑雪场总

数统计为 715 家，按省份分布的详细信息见表 1-1。黑龙江省的滑雪场总数调

整为 94 家，仍然排在全国首位；新疆自治区、河北省以 65 家滑雪场并列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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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两个区域也是近几年新建滑雪场的热点区域。

表 1-1: 中国滑雪场数量分布（按省份）

排序 省份 2020 数量(家) 2019 数量(家)
2020 暂不开放及

错漏调整（家）
2020 新建(家)

1 黑龙江 94 124 -30

2 新疆 65 65 -1 1

3 河北* 65 61 2 2

4 山东 63 67 -4

5 山西 49 49 0

6 河南 43 44 -1

7 吉林 40 45 -5

8 内蒙古 39 42 -3

9 辽宁 37 38 -1

10 陕西 29 35 -6

11 甘肃 22 22 0

12 北京 20 25 -5

13 浙江 19 20 -2 1

14 湖北 19 16 3

15 江苏 18 18 0

16 重庆 14 16 -3 1

17 宁夏 13 14 -1

18 四川 13 12 0 1

19 天津 11 13 -2

20 贵州 10 10 0

21 湖南 9 10 -2 1

22 青海 8 8 0

23 云南 4 5 -1

24 安徽 3 3 0

25 广西 3 2 0 1

26 广东 2 3 -1

27 江西 2 2 0

28 福建 1 1 0

合计 715 770 -63 8

* 根据河北省体育局发布的《河北省冰雪活动蓝皮书（2019-2020）》，河北省获得行政

许可的滑雪场馆为 45 家。

2020/2021 雪季财年，滑雪人次按省份排名前十（TOP 10）如表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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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吉林、北京继续保持前三甲位置。

表 1-2: 滑雪人次按省份排名 TOP10（单位：万人次）

排名 省份 2020/2021 2019/2020 2018/2019

1 河北 221 136 235

2 吉林 202 123 207

3 北京 188 112 186

4 黑龙江 149 101 195

5 新疆 133 76 116

6 四川 99 52 69

7 河南 98 58 95

8 浙江 94 62 108

9 陕西 79 47 76

10 山西 78 39 100

近三年滑雪人次分布图分别如图 1-3 以及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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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近三年滑雪人次分布图（按自然年度 1.1-12.31）

图 1-4：近三年滑雪人次分布图（按雪季财年 5.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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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疫情反复的不确定性对局部区域造成较大的影响，因此，滑雪市

场出现严重不均衡态势，滑雪人次的分布数据也不能反映出市场的真实状况。

三、滑雪场分类统计信息

为更清晰地了解国内滑雪场的特征，本报告从以下几个维度对滑雪场作出分

类统计信息方面的研究。

1、室内滑雪场

在 2020 年新增的 8 家雪场中，有 5 家新开的室内滑雪馆。截止 2020 年年

底，国内开业的室内滑雪馆已达 36 家。

图 1-5: 国内已投入运营的室内滑雪场数量统计（家）

2020 年全年，国内 36 家室内滑雪场滑雪人次合计为 269 万，占 2020 年

全年 1288 万滑雪人次的 20.89%；相比 2019 年的 235 万，同比增长 14.47%。

如果按雪季财年统计，即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全部 36 家

室内滑雪场的滑雪人次合计为 321 万，占 2020/2021 雪季财年全部 2076 万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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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人次的 15.46%。具体滑雪人次统计，详见表 1-3。

很显然，“新增场馆”和“疫情波动”是影响室内滑雪人次的两大主要因素。

疫情影响导致部分区域的室内滑雪场间歇性被迫歇业，出现经营严重不连续的情

况，此期间的数据并不能反映出市场的真实状况。

表 1-3：室内滑雪场滑雪人次统计

2020/2021 雪季财

年滑雪人次（万）

2020 年滑

雪人次（万）

2019 年滑雪

人次（万）

2018 年滑雪

人次（万）

室内滑雪场 321 269 235 166

户外滑雪场 1755 1019 1855 1804

全部雪场 2076 1288 2090 1970

室内滑雪人次占比 15.46% 20.89% 11.24% 8.43%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与国际上众多滑雪发达国家相比，国内户外雪场的整体

规模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从室内滑雪场的发展来看，中国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

国家，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结合 Patrick Thorne 先生最新的《2020 全

球室内滑雪场报告》，更新后的数据如表 1-4 及表 1-5 所示。

表 1-4：全球室内滑雪场数量排名（按国家）

排名 国家 室内滑雪场数量（家）

1 中国 36

2 印度 10

3 芬兰 8

4 荷兰 7

5 英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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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国 6

7 日本 4

从表 1-5 中可见，按雪区面积大小排名，全球前十位的室内滑雪场中，中国

已经占据了半数。同时，雪区面积排名前三的室内滑雪场全部在中国。从新建室

内滑雪场的趋势看，国内在建室内滑雪场项目有爆发式增长的态势，同时计划建

设的规模也远远高于现有室内滑雪场的规模。

表 1-5：全球室内滑雪场雪区面积排名（TOP 10）

排名 名称 国家 雪区面积（平方米）

1 哈尔滨融创雪世界 中国 65,000

2 广州融创雪世界 中国 55,700

3 成都融创雪世界 中国 55,000

4 SnowWorld Landgraaf 荷兰 35,000

5 Alpincenter Hamburg – Wittenburg 德国 30,000

5 长沙湘江欢乐城欢乐雪域 中国 30,000

7 Ski Dubai 阿联酋 27,870

8 SNORAS Snow Arena 立陶宛 25,000

9 Xanadu 西班牙 24,000

10 昆明融创雪世界 中国 22,000

由此可见，从室内滑雪场的数量和规模上来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室

内滑雪强国，同时室内滑雪的蓬勃发展也将深度改变整个滑雪市场的格局。

2、目的地度假型滑雪场

按核心目标客群，国内滑雪场分为三类：旅游体验型、城郊学习型及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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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型。此三类雪场在全部雪场中占比分别为 75%、22%及 3%。从新建雪场的

趋势来看，目的地滑雪度假区呈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而旅游体验型滑雪场则出

现了下滑的趋势。

表 1-6: 中国滑雪场按核心目标客群分类

滑雪场

类型

数量

占比

客群定

位

主要体现滑

雪属性
雪场特征 客群特征 典型案例

旅游

体验型
75%

旅游观

光客
旅游属性

设施简单，只有初级道。位

置一般在旅游景区或城郊。

90%以上为一次性体验客

户，客人平均停留时间 2 小

时

西岭雪山/大明山/

狼牙山/云上草原/

湘江欢乐雪域

城郊

学习型
22%

本地居

民

运动属性

旅游属性

山体落差不大，位于城市郊

区，开发有初、中、高级雪

道

本地自驾客人占比很大，平

均停留时间为 3-4 小时

南山/军都山/万科

石京龙/探路者嵩

顶/八达岭/融创雪

世界

目的地

度假型
3%

度假人

群

度假属性

运动属性

旅游属性

山体有一定规模，除有齐全

的雪道产品外，还有住宿等

设施的配套

过夜消费占比较大，客人平

均停留时间在 1 天以上

万科松花湖/万达

长白山/北大湖/亚

布力/万龙/太舞/富

龙/云顶/可可托海

在 2020 年处于运营状态的 715 家雪场中，有 21 家符合目的地度假型滑雪

场的特征。其中，有 10 家滑雪场可以称为大型目的地滑雪度假村。

表 1-7：度假型滑雪场及滑雪人次统计

2020 雪场

数量(家)

2020/2021 雪季财

年滑雪人次（万）

2020 年滑雪

人次（万）

2019 年滑雪

人次（万）

2018 年滑雪人

次（万）

大型目的地滑雪度

假村
10 276 176 256 195

度假型滑雪场 21 333 212 344 267

全部雪场 715 2076 1288 2090 1970

大型目的地滑雪度

假村及人次占比
1.40% 13.29% 13.66% 12.25% 9.90%

度假型雪场及人次

占比
2.94% 16.04% 16.46% 16.46% 13.55%

由上表可见，度假型滑雪场的滑雪人次占比已超过 16%，其中，大型目的

地滑雪度假区的滑雪人次占比已达到 13%以上。本报告将持续关注此项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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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3、垂直落差超过 300 米的滑雪场

滑雪场垂直落差的大小，是衡量滑雪场所在山地的资源规模的一个重要指

标。按滑雪场实际开发雪道的垂直落差，我们将国内滑雪场按以下三类统计：垂

直落差超过 300 米的雪场 28 家，占比 3.92%；垂直落差在 100-300 之间的雪

场 143 家，占比 20%；垂直落差小于 100 米的雪场 544 家，占比 76.08%。按

垂直落差分类的雪场占比如图 1-6 所示。

图 1-6: 中国滑雪场按垂直落差统计占比示意图

随着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唱响大江南北，新疆阿勒泰新建成的可可托

海滑雪场一举成名，缆车落差已实现 900 米，山顶“垂直落差 1200 米”的醒目

大字彰显了泰旅集团的决心。而北京延庆小海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作为北京

2022 冬奥会高山滑雪主赛场，赛道垂直落差超过 900 米，如果加上回村雪道，

则可滑行落差达到 1300 米，是目前国内有架空索道的雪场中垂直落差最大的场

地。此外，黑龙江亚布力和吉林北大湖两家雪场，缆车实现的垂直落差均超过

800 米，是国内仅有的两家举办过亚洲冬季运动会的滑雪场。垂直落差超过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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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滑雪场滑雪人次统计详见表 1-8 所示，近两年滑雪人次占比均在 17%以上。

表 1-8：垂直落差超过 300 米的滑雪场及滑雪人次统计

雪场数量(家)

2020/2021 雪季

财年滑雪人次

(万)

2020 年滑雪人

次(万)

2019 年滑雪人

次(万)

2018 年滑雪人

次(万)

垂直落差超过

300 米的雪场
28 371 234 364 312

全部雪场 715 2076 1288 2090 1970

垂直落差超过

300 米的雪场

及人次占比

3.92% 17.87% 18.17% 17.42% 15.84%

4、雪道面积超过 30 公顷的滑雪场

雪道面积是衡量滑雪场大小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截至 2020 年年底，雪道面

积超过 30 公顷的雪场共计 34 家，占比 4.76%。详见下表。

表 1-9: 按雪道面积统计的滑雪场数据（2020 年）

雪道面积范围
雪场数量

(家)
占比

2020/2021

雪季财年滑

雪人次（万）

2020 滑雪

人次（万）

2019 滑雪

人次(万)

2018 滑雪

人次(万)

100 公顷以上 9 1.26%

500 318 478 41350-100 公顷 7 0.98%

30-50 公顷 18 2.52%

10-30 公顷 38 5.31%

5-10 公顷 126 17.62%

5 公顷以下 517 72.31%

总计 715 100.00% 2076 1288 2090 1970

雪道面积 30 公顷以上的雪场滑雪人次占比 24.08% 24.69% 22.87% 20.96%

5、有架空索道的滑雪场

是否有架空索道对于国内雪场而言，是最直观的区分标准。截止 2020 年年

底，国内有架空索道的滑雪场统计为 159 家，相比 2019 年增加 4 家。表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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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了有架空索道的滑雪场的相关信息。

表 1-10：有架空索道的滑雪场及人次统计信息（2020）

雪场数量(家)

2020/2021

滑雪人次

(万)

2020 滑

雪人次

(万)

2019 滑雪人

次(万)

2018 滑雪人

次(万)

4 条及以上 11 238 154 256 195

3 条及以上 23 361 233 350 300

2 条及以上 58 646 428 615 535

1 条及以上 159 1138 731 1015 904

有脱挂缆车 23 365 230 354 295

全部雪场 715 2076 1288 2090 1970

4 条及以上占比 1.54% 11.46% 11.96% 12.25% 9.90%

3 条及以上占比 3.22% 17.39% 18.09% 16.75% 15.23%

2 条及以上占比 8.11% 31.12% 33.23% 29.43% 27.16%

1 条及以上占比 22.24% 54.82% 56.75% 48.56% 45.89%

有脱挂缆车占比 3.22% 17.58% 17.86% 16.94% 14.97%

从表中数据可见，有架空索道的雪场数量占比为 22.24%，但滑雪人次占比

已突破 50%。而 2 条架空索道以上的雪场 58 家，数量占比仅为 8.11%，滑雪

人次占比则在 30%以上。

6、滑雪人次超过 10 万的滑雪场

正如瑞士劳伦特先生在历年的《全球滑雪市场报告》中都会重点研究百万人

次以上的滑雪场一样，以滑雪人次作为指标来对滑雪场进行分类和筛选将会越来

越具有现实意义。

当我们还在小心盘算着国内哪一家户外雪场会率先突破 50 万滑雪人次时，

融创系的室内雪世界已经顶着疫情反复造成的各种压力，直奔百万人次而去。可

以预见，国内第一个百万级的滑雪场将很快会在融创雪世界产生。

2020 年全年滑雪人次超过 10 万以及 15 万的滑雪场的数量分别达到 38 家

和 25 家，相比 2019 年的 31 家和 16 家，分别增加了 7 家和 9 家。同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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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以上以及 15 万人次以上雪场的滑雪人次占比相比 2018 年及 2019 年有

大幅度提升，表明滑雪人次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再次验证了 2019 年滑雪白皮书

中所提到的马太效应。

表 1-11：滑雪人次超过 10 万的滑雪场统计信息（2020）

2020 雪场

数量(家)

2019 雪场

数量(家)

2020/2021 雪季

财年滑雪人次(万)

2020 滑雪

人次(万)

2019 滑雪

人次(万)

2018 滑雪

人次(万)

15 万人

次及以上
25 16 708 491 451 349

10 万人

次及以上
38 31 873 587 609 487

全部雪场 715 770 2076 1288 2090 1970

15 万人

次及以上

雪场及人

次占比

3.50% 2.08% 34.10% 38.12% 21.58% 17.72%

10 万人

次及以上

雪场及人

次占比

5.31% 4.03% 42.05% 45.57% 29.14% 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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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滑雪场硬件设施

一、 滑雪场上行设施：架空索道&魔毯

上行设施从根本上决定了滑雪场的运营效率，对任何雪场而言都是最为重要

的部分。目前国内雪场的上行设施中，以架空索道和魔毯为主。“雪场是否有架

空索道？有多少条架空索道？”是衡量雪场规模及效率的重要 KPI 指标。

1、滑雪场架空索道

2020 年，国内新建成并投入运营的滑雪架空索道共计 14 条，分布于北京、

新疆、河北、吉林、陕西、四川及湖南。

图 2-1: 有架空索道的雪场 & 雪场架空索道数量统计

截止至 2020 年年底，国内滑雪场中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架空索道总数为 275

条，分布于全国 21 个省份的 159 家雪场中。其中，河北、黑龙江、吉林分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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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条、40 条、40 条位列三甲。三省合计总共建成 131 条滑雪架空索道，占全

国滑雪架空索道总数的 47.64%。详细的滑雪架空索道的数量及分布见表 2-1。

表 2-1: 中国滑雪场架空索道数量及分布

排序 省份
2020 架空索道

数量(条)

2020 新建

滑雪架空索

道数量(条)

2019 架空索道

数量(条)

架空索道分布的

滑雪场数量(家)

1 河北 51 2 49 23

2 黑龙江 40 40 28

3 吉林 40 1 39 16

4 辽宁 28 28 19

5 北京 27 4 23 13

6 新疆 23 4 19 11

7 内蒙古 17 17 10

8 山西 8 8 5

9 甘肃 8 8 7

10 山东 6 6 6

11 陕西 6 1 5 4

12 四川 4 1 3 3

13 河南 3 3 2

14 云南 3 3 1

15 重庆 3 3 3

16 贵州 2 2 2

17 湖北 2 2 2

18 天津 1 1 1

19 广东 1 1 1

20 宁夏 1 1 1

21 湖南 1 1 1

合计 275 14 261 159

在有架空索道的雪场中，脱挂式架空索道的多少更是雪场规模和效率的集中

体现。在 2020 年新建的 14 条滑雪架空索道中，有 8 条为脱挂式架空索道。至

此，国内脱挂式架空索道已由 2015 年的 26 条增长到 2020 年的 68 条，有脱挂

索道的雪场也由 10 家增长到了 2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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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中国滑雪场脱挂式架空索道数量统计（2015-2020）

图 2-3 统计了 2015 年以来脱挂式架空索道中进口和国产数量关系。国产

脱挂式架空索道的发展相当迅猛，从 2015 年的 2 条增长到 2020 年的 26 条。

国内滑雪场中，国产脱挂式索道占全部脱挂式索道的比例由 2015 年的 7.69%迅

速上升至 2020 年的 38.24%。

图 2-3: 中国滑雪场脱挂式架空索道按进口、国产数量统计（201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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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条滑雪用途的脱挂式架空索道中，河北省 22 条，分布于 6 家雪场，全

部集中在张家口市崇礼区；吉林省 20 条，分布于 6 家雪场；新疆 8 条，分布于

3 家雪场；黑龙江省 7 条，分布于 3 家雪场；此外，北京、内蒙古、陕西以及湖

北分别建成 5 条、3 条、2 条及 1 条脱挂式架空索道。（注：此项统计中，只包

括用于滑雪的索道，不包括非滑雪用途的索道。）

表 2-2: 中国雪场按脱挂式架空索道数量排名（2020 年）

编号 排名 雪场 2020 2019 省份

1 1 万科松花湖 6 6 吉林

2 1 万龙 6 6 河北

3 3 万达长白山 5 5 吉林

4 3 太舞 5 5 河北

5 3 北大壶 5 4 吉林

6 3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小海坨） 5 3 北京

7 7 云顶 4 4 河北

8 7 富龙 4 3 河北

9 7 亚布力体委 4 4 黑龙江

10 10 可可托海 3 0 新疆

11 10 丝绸之路 3 3 新疆

12 12 太白鳌山 2 2 陕西

13 12 鲁能长白山 2 2 吉林

14 12 翠云山银河 2 2 河北

15 12 亚布力阳光 2 2 黑龙江

16 12 凉城岱海 2 2 内蒙古

17 12 将军山 2 1 新疆

18 18 庙香山 1 1 吉林

19 18 多乐美地 1 1 河北

20 18 帽儿山 1 1 黑龙江

21 18 长春莲花山 1 1 吉林

22 18 美林谷 1 1 内蒙古

23 18 绿葱坡 1 1 湖北

合计 68 60

2、滑雪场魔毯

2020 年，滑雪场魔毯新增 130 条，累计长度 2 万米左右，略低于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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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滑雪场新增魔毯数量及长度(2020)

图 2-5: 滑雪场运营魔毯总数量及总长度(2020)

魔毯数据来源于国内主要魔毯供应商。截止 2020 年，国内雪场共计有 1466

条魔毯处于运营中, 全部魔毯总长度约 217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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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滑雪场场地设施：压雪车、造雪机

从 2020 年各大供应商的实际销售业绩看，疫情对于滑雪场场地设施的影响

较大。不过，在调研过程中，大家对 2021 年的市场都有相对乐观的预期。

1、压雪车

按几家主要压雪车供应商提供的数据，2020 年，国内新增压雪车数量为 55

台，进口新车合计 41 台，国产压雪车 14 台。国内雪场全部压雪车数量约为 684

台。

图 2-6: 中国滑雪场新增压雪车数量统计(2020)

2、造雪机

图 2-7: 滑雪场新增造雪机数量统计(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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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国滑雪场新增造雪机 632 台，相比 2019 年的 1149 台下跌

44.99%。截至 2020 年年底，国内雪场全部造雪机数量合计约 9191 台。

三、滑雪场租赁设施：租赁雪板

与滑雪场场地设施不同，尽管有疫情的影响，但滑雪场租赁雪板市场仍然表

现出增长势头。一方面，户外滑雪场有租赁板更新换代的需求，另一方面，室内

滑雪场成为了新增租赁板市场的主力军。此 外，与其他年份不同的是，

2020/2021 雪季财年，全国各地滑雪场普遍反映，单板明显进入了爆发期，滑

雪场的租赁单板出现了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

从海关数据分析可见，双板脱落器进口数量相比 2019 年略有下滑。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北京龙之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图 2-8：中国进口数据统计（品名：双板脱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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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滑雪者特征

滑雪者是谁？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正如人生的三大难题一样，这三

个问题也将是滑雪相关人士的终极之问。本期报告很荣幸得到了“粉雪科技（滑

呗）”、灵动山水营销顾问机构/乐冰雪 APP 智慧平台以及“雪族科技（滑雪族

/iSNOW）”三个数据平台公司的支持，从三个不同的维度为我们提供了滑雪者

行为特征的报告，期望能给滑雪者做出一个初步的画像。

一、滑呗《滑雪者行为特征报告》

滑呗用户以滑行轨迹记录以及滑雪照片下载两种行为为主。根据某投资机构

对滑呗的背景调研数据，滑呗 APP 在滑雪爱好者群体内的渗透率已高达 82.4%。

因此，滑呗的报告基本较为全面地反映出了“滑雪爱好者”的特征。

1、滑呗用户的性别及年龄分布

图 3-1：滑呗用户男女比例（20/21） 图 3-2：滑呗用户年龄分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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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滑呗用户的省份分布

图 3-3：滑呗用户省份分布（20/21）

3、滑呗用户最关注的滑雪内容

图 3-4：滑呗用户最关注的滑雪内容（20/21）

4、滑呗滑雪轨迹不同里程的用户数

图 3-5：滑呗滑行轨迹不同里程的用户数（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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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滑呗记录轨迹里程数最多的雪场

表 3-1：滑呗用户记录轨迹里程数最多的雪场 TOP 10（20/21）

滑雪场名称
记录总里程

（km）
记录总人数

人均滑雪落差

(km)

人均记录里程

(km)

万⻰度假天堂 5,893,000 73662 15.42 80.00

松花湖度假区 4,050,000 45339 13.35 89.33

密苑云顶乐园 3,130,000 54461 10.13 57.47

北大湖滑雪度假区 3,030,000 50323 19.68 60.21

丝绸之路滑雪场 1,490,000 30120 20.33 49.47

太舞滑雪⼩镇 1,408,000 50180 7.6 28.06

富⻰四季⼩镇 1,334,100 41014 6.21 32.53

亚布力阳光国际滑雪场 1,291,400 34416 6.34 37.52

将军山滑雪场 906,700 28460 6.08 31.86

万达长白山国际度假区 861,200 32127 4.32 26.81

6、 滑呗照片拍摄量及下载量

图 3-6：滑呗照片拍摄量及下载量（单位：张）

二、乐冰雪《滑雪者行为特征报告》

乐冰雪作为张家口市冰雪运动惠民补贴指定发放平台，在张家口市冬季运动

管理中心的指导下为全国各地前来张家口崇礼地区滑雪的冰雪运动爱好者提供

惠民产品及服务购买。2020/2021 雪季，乐冰雪 APP 下载量已突破 80 万，实

名认证注册用户数超过 18 万人，交易额接近亿元人民币。作为冰雪 OTA 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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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务渠道，获得了巨大成功，其报告基本可以反映出崇礼滑雪区域消费者的基本

特征。

1、乐冰雪用户性别及年龄

图 3-7： 乐冰雪用户男女比例（20/21）

图 3-8： 乐冰雪用户年龄分布（20/21）

2、乐冰雪用户的省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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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乐冰雪用户省份分布（20/21）

3、乐冰雪用户月活跃度统计

图 3-10： 乐冰雪用户月活跃度统计（20/21）

4、乐冰雪用户日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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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乐冰雪用户日活数据统计及趋势（20/21）

5、乐冰雪用户消费业态分布

图 3-12：乐冰雪用户消费业态分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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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雪族科技（滑雪族/iSNOW）《滑雪者行为特征报告》

雪族科技线上记录的滑雪爱好者遍布全国各地，但仍以北京、河北及东北三

省居多。其系统中，对于同一用户的复购率的分析数据可以反映出滑雪爱好者的

消费特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购买滑雪教学课程的用户特征。

1、雪族科技 iSNOW 线上购票客户性别比例

图 3-13：雪族科技 iSNOW 线上购票客户性别比例（20/21）

很显然，女性更喜欢在网络搜索相关票务进行线上下单操作。

2、雪族科技 iSNOW 滑雪学校学员性别比例

图 3-14：雪族科技 iSNOW 滑雪学校学员性别比例

如图 3-14 所示，比较而言，女性学员占有较大的比例，但从三年连续数据

对比来看，女性学员的整体占比有逐年减少趋势。



33

3、雪族科技滑雪族 HighSnow 滑雪爱好者地域分布

图 3-15: 雪族科技滑雪族 HighSnow 滑雪爱好者地域分布（20/21）

4、雪族科技滑雪族 HighSnow 用户内容关注类型

图 3-16：雪族科技滑雪族 HighSnow 用户内容关注类型概览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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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雪族科技 iSNOW 消费产品数量统计（不含滑雪学校）

图 3-17：雪族科技 iSNOW 用户消费产品数量统计（20/21）

6、雪族科技 iSNOW 滑雪者复购比例

图 3-18：雪族科技 iSNOW 滑雪者复购比例（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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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雪族科技 iSNOW 滑雪者复购教学产品比例

图 3-19：雪族科技 iSNOW 滑雪者复购教学产品比例

如图所示，同一用户订购 2-5 次教学课程的占比最大，高达 89.61%。

8、雪族科技 iSNOW 滑雪者渠道来源占比

图 3-20：雪族科技 iSNOW 滑雪者渠道来源占比（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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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滑雪者装备市场

尽管有疫情影响，但滑雪者装备市场仍然收到了不少积极的消息。本报告得

益于迪卡侬 Wed'ze 中国、BURTON 中国以及冷山 GOSKI 为白皮书分享的信息，

力争为滑雪者装备市场呈现出一个局部的画像。

1、迪卡侬 Wed'ze 滑雪品牌中国报告

2020 年，迪卡侬 Wed'ze 滑雪品牌已全面进入中国区的 320 家迪卡侬店。

店面数排名前三的城市为上海、北京、广州，Wed'ze 滑雪品牌销售排名前三的

城市连续六年均为北京、上海、成都。

受疫情影响，Wed'ze 部分品类在 2020 年上半年销售受到较大冲击，部分

品类甚至出现了超过 50%的跌幅，但这并不是市场需求的真实反映。另一方面，

头盔、雪镜这两类滑雪必需品的增长则表现得有增无减（头盔的销售同时受利于

“一盔一带”政策的实行）。此外，儿童产品的销量，受到新冠影响明显小于成

人，个别品类销量持续增长。其中，儿童单板和儿童单板鞋在 2019 年高速增长

的基础上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26.36%及 59.97%。

从表 4-1 列出的数量级系数来看，Wed'ze 的 softgoods 部分，尤其是雪

服，数量级是双板销售量的 1100 多倍。硬件 hardgoods 中，单板的销售量也

远远高于双板的销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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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迪卡侬 Wed'ze 中国销售量增长率统计

品类
数量级

系数范围
2019 年销售数量同比增长 2020 年销售数量同比增长

双板 1 20.22% -27.20%

成人 16.14% -38.29%

儿童 28.80% -6.21%

双板鞋 1.7—2.6 6.76% -47.11%

成人 5.75% -52.17%

儿童 10.10% -31.08%

雪服
1100—

1270
4.94% -25.53%

成人 3.36% -30.90%

儿童 7.56% -16.98%

滑雪头盔 27—58 11.65% 56.46%

成人 13.72% 59.97%

儿童 5.71% 45.64%

滑雪风镜 57—88 2.57% 10.83%

单板 1.2—1.7 8.57% -36.79%

成人 4.27% -48.64%

儿童 39.24% 26.36%

单板鞋 6—7 19.70% -7.71%

成人 18.04% -13.62%

儿童 42.66% 59.97%

迪卡侬 Wed'ze 品牌中，儿童系列一直是核心。表 4-2 统计了三年来儿童

系列在各品类中销售量的占比，可以明显看到，绝大部分品类中，儿童系列的占

比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表 4-2：迪卡侬 Wed'ze 中国儿童产品销售量占比统计

品类
儿童产品销售量占比

2018 2019 2020

双板 32.27% 34.57% 44.54%

双板鞋 23.29% 24.01% 31.29%

雪服 37.63% 38.57% 43.00%

滑雪头盔 25.91% 24.53% 22.84%

滑雪风镜 滑雪风镜未区分成人及儿童

单板 12.31% 15.79% 31.57%

单板鞋 6.74% 8.04% 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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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URTON 中国以及冷山 GOSKI 报告

国内单板全面进入集中爆发期，已经成为业内外人士的共同感受。而全球头

号单板企业提供的部分核心数据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2020 年 BURTON 中国

单板销售量同比增长 62.04%。

表 4-3：BURTON 中国销售量增长率统计

品类 数量级系数范围 2020 年销售数量同比增长

单板 1 62.04%

单板鞋 1.3—1.4 71.78%

单板固定器 1.1—1.3 75.24%

雪服及其他 4—5.5 31.53%

同样，冷山的数据也进一步让我们感受到了单板市场抵挡不住的爆发力。

2020/2021 雪季期间，冷山拥有零售店 27 家，共完成销售额 1.2 亿人民

币，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60%。其中，电商占比 22%。从销售区域看，北京及崇

礼占比 45%，东三省占比 25%，电商及其它区域占比 30%。

按冷山创始人赖刚的说法：因为国际旅行中断的原因，大批用户转而在国内

从事滑雪运动和旅游，催生了滑雪装备市场的井喷式爆发，尤其是单板装备市场，

在元旦节前即开始普遍断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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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总结

北京冬奥会开幕即将进入倒数 200 天，而疫情的反复仍然是挥之不去的一

片乌云。后冬奥、后疫情，成为了需要我们不断反思的关键词，也成为了我们即

将要直面的新时代。

全球滑雪市场已然被疫情冲击到退无可退的地步了，而中国滑雪市场是否能

独善其身？希望本报告中的数据能作为一个思考的基点。

2020 年以及 2020/2021 雪季财年，过滤掉各种暂时的浮动干扰因素，总

结以下几点供业界人士参考：

（1）整体市场的增长动能并未改变；

（2）马太效应继续显现，市场集中度正在进一步提升，强者恒强；

（3）滑雪运动本身的粘性在市场遭遇困境时更能体现，滑雪爱好者正在逐

步替代一次性体验客群；

（4）室内滑雪场的全面爆发将改变整个中国滑雪市场的格局，未来市场会

因室内滑雪场供给的大幅度提高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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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图表索引
图 1-1：中国滑雪场数量及滑雪人次统计（按自然年度 1.1-12.31）

图 1-2：中国滑雪场数量及滑雪人次统计（按雪季财年 5.1-4.30）

表 1-1: 中国滑雪场数量分布（按省份）

表 1-2: 滑雪人次按省份排名 TOP10（单位：万人次）

图 1-3：近三年滑雪人次分布图（按自然财年 1.1-12.31）

图 1-4：近三年滑雪人次分布图（按雪季财年 5.1-4.30）

图 1-5: 国内已投入运营的室内滑雪场数量统计（家）

表 1-3：室内滑雪场滑雪人次统计

表 1-4：全球室内滑雪场数量排名（按国家）

表 1-5：全球室内滑雪场雪区面积排名（TOP 10）

表 1-6: 中国滑雪场按核心目标客群分类

表 1-7：度假型滑雪场滑雪人次统计

图 1-6: 中国滑雪场按垂直落差统计占比示意图

表 1-8：垂直落差超过 300 米的滑雪场滑雪人次统计

表 1-9: 按雪道面积统计的滑雪场数据（2020 年）

表 1-10：有架空索道的滑雪场统计信息（2020）

表 1-11：滑雪人次超过 10 万的滑雪场统计信息（2020）

图 2-1: 有架空索道的雪场 & 雪场架空索道数量统计

表 2-1: 中国滑雪场架空索道数量及分布

图 2-2: 中国滑雪场脱挂式架空索道数量统计（2015-2020）

图 2-3: 中国滑雪场脱挂式架空索道按进口、国产数量统计（2015-2020）

表 2-2: 中国雪场按脱挂式架空索道数量排名（2020 年）

图 2-4: 滑雪场新增魔毯数量及长度(2020)

图 2-5: 滑雪场运营魔毯总数量及总长度(2020)

图 2-6: 中国滑雪场新增压雪车数量统计(2020)

图 2-7: 滑雪场新增造雪机数量统计(2020)

图 2-8：中国进口数据统计（品名：双板脱落器）

图 3-1：滑呗用户男女比例（20/21）

图 3-2：滑呗用户年龄分布（20/21）

图 3-3：滑呗用户省份分布（20/21）

图 3-4：滑呗用户最关注的滑雪内容（20/21）

图 3-5：滑呗滑行轨迹不同里程的用户数（20/21）

表 3-1：滑呗用户记录轨迹里程数最多的雪场 TOP 10（20/21）

图 3-6：滑呗照片拍摄量及下载量（单位：张）

图 3-7：乐冰雪用户男女比例（20/21）

图 3-8：乐冰雪用户年龄分布（20/21）

图 3-9：乐冰雪用户省份分布（20/21）

图 3-10：乐冰雪用户月活跃度统计（20/21）

图 3-11：乐冰雪用户日活数据统计及趋势（20/21）

图 3-12：乐冰雪用户消费业态分布（20/21）

图 3-13：雪族科技 iSNOW 线上购票客户性别比例（20/21）

图 3-14：雪族科技 iSNOW 滑雪学校学员性别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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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雪族科技滑雪族 HighSnow 滑雪爱好者地域分布（20/21）

图 3-16 雪族科技滑雪族 HighSnow 用户内容关注类型概览 （20-21）

图 3-17：雪族科技 iSNOW 用户消费产品数量统计（20/21）

图 3-18：雪族科技 iSNOW 滑雪者复购比例（20/21）

图 3-19：雪族科技 iSNOW 滑雪者复购教学产品比例

图 3-20：雪族科技 iSNOW 滑雪者渠道来源占比（20/21）

表 4-1：迪卡侬 Wed'ze 中国销售量增长率统计

表 4-2：迪卡侬 Wed'ze 中国儿童产品销售量占比统计

表 4-3：BURTON 中国销售量增长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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