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3.46亿

冬奥会红利效应持续释放 资本搅动冰雪旅游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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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产业驶入快车道

起底冰雪运动背后的地产商

迈点研究院首席分析师郭德

荣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

称，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中国

冰雪产业在近两年呈现出阶段性

爆发的局面，各项冰雪游玩和体

验配套项目日趋完善，冰雪运动

普及性消费需求也已基本形成，

产业集聚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

钱建农也告诉记者，滑雪项

目是复星旅文休闲度假旅游产品

中面向冬季旅游的重要内容，公司

近年来在冰雪运动业务布局方面

正着力打造滑雪生态。“包括推出

面向初学者的城市滑雪类模拟滑

雪门店‘复游雪’，筹划在大城市周

边诸如太仓市设置室内滑雪场，陆

续在国内外重要滑雪胜地布局滑

雪度假村，以及在滑雪培训和滑雪

周边产品方面展开多项合作。”

据了解，复星旅文旗下 Club

Med已在中国境内布局第三家冰

雪度假村。复星旅文表示，将继

续抓紧冰雪经济的势头，持续拓

展布局集团冰雪产业，定位为世

界级室内滑雪娱乐度假标杆的位

于太仓的阿尔卑斯雪世界预计于

2023年全面开业。

除复星旅文外，近年来，包括

融创文旅和万科集团等企业也在

冰雪业务方面加速发力。以融创

文旅为例，在室内雪场“融创雪世

界”方面，目前已开业7家室内雪

场，另有5家室内雪场在建，计划

整体战略布局35家室内雪场。

除室内雪场外，融创文旅总

裁路鹏曾表示：“我们将发展冰雪

度假等室外综合性项目，以一站

式服务赋能冰雪，同时以冰雪带

动全业态发展，让中国冰雪服务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在室内滑雪培训方面，相关

企业近一年的投融资进度也在加

速。以定位“城市滑雪一站式空

间”的品牌SNOW51为例，公司在

2021 年完成 A 轮及 A+轮共亿元

融资。

该品牌定位滑雪新生活方式

平台，以室内滑雪培训为起点，延

伸至零售、旅行、赛事等业务，致

力于打通滑雪全产业链，延长用

户生命周期。记者日前走访一家

SNOW51 上海门店了解到，2021

年，SNOW51 在上海的扩店速度

明显加快，当年扩店10家，目前已

布局18家门店。

上述《经济遗产报告》显示，冰

雪旅游的热度不仅体现在消费端，

还体现在供给端。2018 年~2020

年，与冰雪旅游相关的企业注册

以每年15%的速度在增加。截至

2020 年底，境内已注册的经营冰

雪旅游相关业务的企业有 6540

家，2019 年中国冰雪特色小镇数

量接近40个。

本报记者 张孙明烁 张家振 上海报道

“滑雪是真的快乐。”选择在新

疆乌鲁木齐丝绸之路国际滑雪场度

过虎年农历新年的滑雪新手董洁这

样感慨道。

受冬奥会效应影响，今年春节

假期，像董洁这样选择在滑雪场度

过新年的人并不少见。根据携程2

月 6 日发布的《2022 年春节旅游总

结报告》，截至2月5日，春节期间滑

雪主题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54%，

冰雪、滑雪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

近40%。

回首2015年，在面向国际奥委

会的最后一次陈述中，北京代表团

描绘了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在北京举

办的前景，其中就包括“将带动3亿

中国人参与冰雪运动”。跨越近 7

年的时空，这一目标已经实现。根

据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公布的数据，

截至2021年10月，全国冰雪运动参

与人数达到3.46亿。

随着北京冬奥会效应的持续释

放，有着巨大增长潜力的冰雪旅游近

年来也成为文旅企业加速布局的热

门赛道。如今，叠加近日《“十四五”

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的“要大力推

进冰雪旅游发展”的政策利好，国内

文旅企业正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在国内，滑雪市场以年轻人为

主，而从国外市场来看，滑雪是一项

全年龄段的运动。未来，尤其是北

京冬奥会之后，中国滑雪参与者的

数量一定会增加。”复星旅游文化集

团（以下简称“复星旅文”，01992.

HK）董事长钱建农近日在接受《中

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滑

雪人数每年呈几何级数增长，我们

在布局冰雪运动这一类业务方面，

不只是做单一业态，而是在搭建滑

雪生态。

2 月 4 日晚8时，北京冬奥会开

幕式以别具一格的立春节气创意拉

开帷幕。为了这一天，北京及延庆、

张家口赛区已筹备了近7年时间。

2015年7月31 日，北京携张家

口成功获得 2022 年冬奥会举办

权。在冬奥会的带动下，近年来，国

内冰雪运动逐渐升温，冰雪产业也

驶入快车道。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

近日披露的统计数据，全国冰雪产

业总规模从 2013 年的 1177 亿元增

加至2019年的5200亿元；截至2021

年初，全国已有 803 个室内外滑雪

场，较2015年增长41%。《冰雪运动

发展规划（2016-2025年）》提出，到

2025年，我国冰雪产业总规模将达

到万亿元。

“近两年明显地感受到大众对

于冰雕以及滑雪的认知度和关注度

在提高，我们公司的咨询量也变多

了。”一位从事冰雕制作、滑雪场建

设咨询工作的业内人士近日向记者

说道。

在冰雪旅游的投资热度方面，

也发生着类似的变化。2022年1月

19 日，北京冬奥组委发布的《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经济遗产

报告（2022）》（以下简称“《经济遗产

报告》”）显示，2018年～2020年，我

国冰雪旅游的重资产投资项目规模

接近 9000 亿元，其中 2020 年有约

3000亿元。

《经济遗产报告》还指出，伴随

着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冰雪旅

游正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参与冰雪

运动的人数持续稳步增长，冰雪旅

游市场潜能进一步激发，冰雪旅游

产业正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期。在

2020年～2021年间，雪季冰雪旅游

人数2.3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3900

亿元。

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中

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22）》显示，

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是在北

京冬奥会带动、冰雪出境旅游回流、

旅游消费升级以及冰雪设施全国布

局等因素刺激下，全国冰雪休闲旅游

人数从2016年～2017年冰雪季的1.7

亿人次增加到 2020年～2021年冰雪

季的2.54亿人次，预计2021年～2022

年冰雪季我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将

达到3.05亿人次，冰雪休闲旅游收入

有望达到3233亿元。

飞猪2月8日发布的《2022春节

冰雪旅游大数据》显示，大众冰雪旅

游持续升温，虎年春节冰雪旅游相关

商品订单量同比增长超30%，无论是

南方还是北方，丰富多样的冰雪活动

成为这个春节的消费热选。

头部企业趁势扩张

在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

战略的带动下，我国冰雪产业发

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前来咨询的客户中，来自南

方的客户开始明显增多，而且数

量不逊于北方客户。”上述业内人

士告诉记者，与此前相比，近两年

来，来自广东、福建和广西等地的

南方客户对于冰雪旅游产业的关

注度开始提高。

实际上，在冰雪旅游热度持

续攀升的同时，冰雪旅游产业发

展的地域限制也逐渐被打破。

上述《经济遗产报告》显示，

我国冰雪场地设施快速增长，到

2021年初，全国已有654块标准冰

场，较 2015 年增幅达 317%；全国

已有803个室内外各类滑雪场，较

2015年增幅达41%。

近年来，南方城市冰雪场地

设施加快布局，尤以上海市、重

庆市、广东省和湖北省等地区为

代表。而从 2018 年～2020 年的

投资额度分布来看，湖北省和广

东省两省的投资规模近千亿元，

南方传统冰雪旅游客源地在逐

渐成为新兴冰雪旅游目的地的

同时，也成为冰雪旅游投资的重

要区域。

不过，冰雪旅游投资属于典

型的重资产投资，且受限于季节

因素，全季运营成本高，十分考验

企业的盈利能力。

对于当前国内冰雪旅游行业

的发展现状，郭德荣向记者表示，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会经历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以中国滑雪产业

为例，现阶段仍处于“两头粗中间

细”的哑铃形结构阶段。未来，完

美的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形或者橄

榄形。

“前期，大量资本都聚焦于头

部文旅集团，仍处于打造品牌阶

段；中期，或有资本开始发掘新生

品牌及品类，以丰富滑雪产业上

下游；后期，小规模投资现象将形

成‘牛群效应’，促进产业持续增

长。”郭德荣分析称。

《中 国 冰 雪 旅 游 发 展 报 告

（2022）》显示，目前冰雪旅游投资

依然火热，但是更加理性，正从规

模扩张向提质扩容的内涵式发展

转变。

郭德荣认为，尽管现阶段滑雪

产业投资额巨大，但仍处于重资产

运营阶段，由政策性导向为主，旨在

通过标杆性项目提升地产业务或区

域旅游资源，溢价率存在大起大落

风险。未来，大量轻资产运营公司

将纷纷涌现，产业配套技术公司、内

容生产机构以及线上线下营销工具

将是重中之重。

“滑雪产业的附加值提炼是

关键，滑雪运动的生活化运用则

是根本。因此，资本市场将经历

局部大投资、中部多布局、大部分

进场的三个阶段，这一特征将在

未来 3～10 年逐步呈现。”郭德荣

告诉记者。

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扩容

本报记者 余燕明 北京报道

北京2022年冬奥会正在如火

如荼地举行，中国人演绎的冰雪

浪漫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在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

决赛上，年仅17岁的中国选手苏翊鸣

凭借出色发挥收获一枚银牌，为中国

单板滑雪男子项目创造了新的历史。

苏翊鸣翻转、滑跃的比赛场地

——云顶滑雪公园，位于河北省张

家口市崇礼区的密苑云顶乐园内，

它承办了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及

单板滑雪两个分项20个小项，也是

产生金牌数量最多的竞赛场馆。

密苑云顶乐园是一家由外资

开发运营的冰雪主题度假区，除

了滑雪场，密苑云顶乐园配套开

发建设了商住公寓项目——密苑

太子滑雪小镇对外销售。此外，

密苑云顶乐园内还开发建设了另

一个住宅项目——云鼎丽苑。

北京2022年冬奥会举办之前，张

家口、吉林等地已经兴建运营了不少

滑雪场，它们背后都有地产商的身影，

其中包括万达集团、大连一方、融创中

国、云顶集团、太舞地产、富龙控股等。

“很多投资雪场的人，最初就

是想做房地产。”好利来蛋糕联合

创始人罗力说，他更为外界熟知的

身份是万龙滑雪场的老板。据《中

国经营报》记者了解，罗力在崇礼

投资运营的万龙滑雪场，同样配套

开发了公寓住宅等房地产项目。

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

2015年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以来，

全国居民冰雪运动参与人数为

3.46 亿 人 ，冰 雪 运 动 参 与 率 为

24.56%，实现了“带动三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的总体目标。

“冰雪产业正在崛起并成为一

个前景巨大的消费市场，总规模达

到了6000亿元，并以北京冬奥会为

发展契机，带动冰雪经济持续走

热。”浙商证券一位分析师表示，地

产商凭借早期提前布局，以及在资

本、人力、土地等资源上的优势，抢

占了冰雪产业的拓展机会。

张家口市崇礼区可能是目前

国内滑雪场最为密集的旅游度假

地之一，除密苑云顶乐园以外，崇

礼还投资运营了万龙、太舞、富龙

等 7 座大型滑雪场，并且无一例

外，都配套了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其中，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

间，太舞滑雪小镇承担了住宿和

餐饮保障任务，所有酒店和餐厅

都将为冬奥会服务。

据记者了解，太舞滑雪小镇

由张家口崇礼太舞旅游度假有

限公司投资兴建，实际控制人为

齐宏。齐宏拥有房地产背景，并

开展了不少房地产相关的投资

业务。

太舞滑雪小镇规划建设了大量

商住公寓项目，并出资设立了张家

口崇礼太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已先后开发南山里、雪皓居、雪麓居

等商住公寓产品对外销售，目前销

售均价达到了3.2万元/平方米。

另据记者获悉，张家口崇礼

太舞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与中赫集

团有限公司合作，共同设立了中

赫太舞（张家口崇礼）文化旅游有

限公司、中赫太舞（张家口崇礼）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

太子城冰雪小镇项目。

由好利来蛋糕联合创始人罗

力跨界投资建设的崇礼万龙滑雪

场内，罗力还出资设立了张家口

市万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

通过该公司开发建设了盛龙公寓

项目对外销售；在富龙滑雪场，富

龙控股通过出资设立的张家口市

地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开发

建设了大量住宅项目对外销售。

东北吉林是国内久负盛名的

滑雪目的地之一，这里建设运营

了多个大型滑雪场，其中吉林北

大湖滑雪度假区、长白山国际旅

游度假区滑雪场均被吉林省体育

局评定为“冬季奥运项目训练基

地”，支持北京2022年冬奥会保障

工作。

据记者了解，吉林北大湖滑

雪度假区的投资运营方为吉林

市北大湖滑雪度假区管理有限

公司，该公司由桥山集团持有主

要股权，而房地产开发是桥山集

团的主营业务之一。在吉林北

大湖滑雪度假区，桥山集团通过

出资设立的吉林市桥山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规划开发了北大

壶冬奥村、北美时光小区等住宅

公寓项目。

而同样位于吉林的长白山国

际旅游度假区滑雪场，原本是由

万达集团主导开发建设，并在早

期先后吸引了泛海控股、大连一

方、亿利资源、用友科技、联想控

股等参与投资，但之后陆续退

出。2017年，万达集团从长白山

国际旅游度假区退出，目前由大

连一方接盘后全资持有。

大连一方的实际控制人为孙

喜双，与万达集团渊源颇深，房地产

开发是大连一方的核心主业之一。

过去几年里，还有一些地产商

在冰雪产业上实现了快速布局与发

展。融创中国（01918.HK）在2017

年巨资收购万达集团的文旅资产包

后，其已成为国内大型室内滑雪场

的投资运营商，先后在哈尔滨、广

州、昆明、无锡、重庆、成都等城市开

发建设了多个大型室内滑雪场。

此外，融创中国还进一步拓

展了北大湖滑雪度假村、承德金

山岭滑雪场、青岛融创藏马山滑

雪场等室外滑雪度假目的地。

马来华商参与的冬奥会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分设了北

京、张家口和延庆三个赛区，其中

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主要

承办雪上技巧类比赛，即自由式滑

雪和单板滑雪，包括 U 型场地技

巧、坡面障碍技巧、雪上技巧、空中

技巧、障碍追逐、平行大回转等6条

赛道，共计产生20块金牌。

位于密苑云顶乐园内的云顶

滑雪公园，作为本届冬奥会7个雪

上竞赛场馆中唯一利用现有滑雪

场改扩建而成的竞赛场馆，也是自

由式滑雪及单板滑雪国家队的训

练基地。此外，密苑云顶乐园内的

云顶大酒店则被改建成了张家口

山地媒体中心。

北京在 2015 年成功申办 2022

年冬奥会时，密苑云顶乐园已开业

运营了3年时间。据记者了解，密

苑云顶乐园的投资运营主体为密

苑（张家口）旅游胜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密苑公司”），其由设立在

萨摩亚的三道沟国际旅游胜地有

限公司全资控股。

据记者查询获悉，密苑云顶乐

园的最终控股股东是来自马来西

亚的华商——林氏家族，密苑公司

分别由林致华、林国泰间接持有

59.95%、40.05%的股权，其中林国

泰与林致华为兄弟关系。

林氏家族是马来西亚最显赫

富有的华商之一，林国泰掌控着马

来西亚云顶集团，并被授予了马来

西亚国家荣誉“丹斯里”（意为“护

国将军”）；林致华则掌控着马来西

亚卓越集团，并被授予了马来西亚

国家荣誉“拿督”。

林国泰和林致华的父亲是马来

西亚最富传奇色彩的企业家林梧桐，

他出生于福建安溪，远下南洋后在马

来西亚白手起家，创办了涵盖赌场、

游轮、地产、能源等诸多产业的企业

集团，其中就包括投资开发了马来西

亚旅游和避暑胜地“云顶高原”，因此

林梧桐也被称为“游乐赌王”。

位于张家口崇礼的密苑云顶

乐园，除了滑雪场，林氏家族还开

发建设了房地产项目，这些分布在

密苑云顶乐园内的销售型物业帮

助林氏家族回流了大量资金。

记者了解到，在密苑云顶乐园

规划范围内，密苑公司配套开发了

密苑太子滑雪小镇项目，其主要销

售的房源为商住公寓，目前在一些

房产电商平台上挂牌的户型面积

是 44 平方米~56 平方米的一居室

及两居室。

从2018年前后开盘至今，密苑

太子滑雪小镇的销售均价维持在

2.7万元/平方米左右，按照计容建

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计算，该项目

整体可售货值预计超过27亿元。

此外，同在密苑云顶乐园规划

范围内，张家口云顶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口云顶公

司”）还开发建设了另一个住宅项

目——云顶丽苑，在售户型面积包

含53平方米~149平方米的一居室

及两居室。

据记者查询了解到，张家口云

顶公司的控股股东也是马来西亚

林氏家族，由林国泰实际控制的香

港上市公司云顶香港（00678.HK）

间接全资持股。

公开信息显示，云顶丽苑从

2016 年开盘推售以来，其销售均

价超过了 3 万元/平方米，目前进

一步涨至 3.4 万元/平方米左右，

按照计容建筑面积 3.4 万平方米

计算，该项目整体可售货值预计

超过10亿元。

配套地产开发的滑雪场

近两年，作为复星旅文滑雪生态中的一部分，侧重于服务滑雪初学者的“复游雪”品牌开始入驻上海各大商场。 张孙明烁/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