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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滑雪场经营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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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托中国筹办 2022 年冬奥会的契机，中国冰雪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本文章旨在针对山东省济南市滑雪

场经营状况分析，进一步了解研究济南市现阶段济南市民对滑雪项目认可度，和侧面反映出在当今形式下我市冰雪产业的发展状

况，研究过程中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深入滑雪场实地考察法等调研方法和手段得出结论显示: 1． 随着 2022 年

冬奥会的契机，济南滑雪场逐渐增加，济南人们冬季对滑雪项目的认可度比较高。2． 当今形式下，济南市以冬奥会为契机，冰雪

产业大幅度增长，并以指数形式开展各个附属项目，以滑雪场、滑冰场的修建，滑雪项目的兴起反映出冰雪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并不断发展，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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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 1 选题依据

世界参与国家。在当今世界有 66 个国家有专业滑雪场。然而随

着滑雪项目的兴起像: 中国、日本、法国、瑞士、意大利、德国、

欧洲等地区。

滑雪爱好者大多集中于世界亚洲西面。例如，在前 3 年世界各

地滑雪者占据美国运动爱好者人数的 3． 8% ( 含南部地区) 。

国内情况。从旅游者人数、滑雪地区的划分、滑雪场客流量

看，中国居于最大的起始阶段市场。从《白皮书》中看，去年中国

冰雪项目旅游者 1133 万人，平均每个人进入滑雪场 1． 33 次。这体

现了我国滑雪项目人群很多一部分都是为了简单的参与，每年滑雪

次数 3 次以上的很少一部分，但是总体来看还是增长的，简单体验

的去年比前年减少了大约有 12%左右，并逐步呈减少趋势。根据滑

雪场的布局来看，东北地区居于第一名占有 33% ; 华北约占 24%，

西部和华东各占 18%和 14%。
1． 1． 1 研究的目的

本文主要是以山东省济南市 7 家滑雪场: 卧龙山、金象山、九

顶塔等七家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七家滑雪场经营模式，经营状

况，针对滑雪场的经营现状，市民对滑雪场消费理念等，反映出济

南市人们对滑雪项目的认可度，济南冰雪项目的发展程度，以及对

滑雪场现阶段需要有什么改善提出建议。
1． 1． 2 研究的意义

通过问题的研究反映通过 2022 年冬奥会的举办，以及侧面显示

对于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冰雪运动发展规划》实现“8 年后参与

冰雪项目的人数要上升至 5000 万并紧随着拉动 3 亿人爱上冰雪项

目”，冰雪总规模达到 10000 亿元的目标，我省冰雪项目的开展情

况积极程度。
1． 2 研究现状

国内部分通过对滑雪游乐地区经营现状和盈利方式的一般研究

得到了一个研究成果: 滑雪游乐场存在着淡季和旺季的很大区别。

空气和温度湿度的改变对我们娱乐和出行活动有着不可忽视的改

变，但是对于旅游业界和国家旅游局来看很少有人去关注，特别是

比如一些特色小镇区域来看并没有很大的被重视起来去评审。

国外部分通过这篇论文主要是以济南市 7 家游乐场经营情况为

实践对象，通过对以上问题的研究，针对滑雪场的经营现状，市民

对滑雪场消费理念等，反映出济南市人们对滑雪项目的认可度，济

南冰雪项目的发展程度，以及对滑雪场现阶段需要有什么改善提出

建议。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 1 研究对象

以济南市七家滑雪场 ( 截至 2016 年年底) : 卧虎山、卧龙山、

金象山、金沙湾、九顶山、蟠龙山、世纪园滑雪场等 7 家为实践调

研地区，把金象山滑雪游乐场为实际调研对象研究盈利状况。
2． 2 研究方法

2． 2． 1 文献资料法

调查研究各类有关旅游管理类、体育社会学、经济管理学类书

籍，调查研究企业有关盈利模式，企业经营状况数据等相关资料;

网上和实地研究济南市旅游局，济南市体育局政府报告和文件等为

济南滑雪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研究参考。
2． 2． 2 实地考察法

调研七家滑雪场的基本情况数据表明，并到七家滑雪场进行考

察实践，对七家滑雪场的游客的数量及其对参与这项活动的人群情

况进行实地调查，以有针对的反映出现阶段滑雪场的经营现状以及

人们对滑雪项目的认可程度。
3 结果与分析

3． 1 济南滑雪场的现状分析

3． 1． 1 滑雪场概况

济南金象山滑雪场隶属于金象山旅游发展公司，13 年前正式对

外收取游客。位于济南南部山区的金象山滑雪场总规模达 40000 余

亩。成为济南最大的滑雪场，并且能够给济南人民带来赏心悦目的

冰雪运动。

济南九顶塔“雪之舞”国际滑雪场在济南市区 30 公里左右，

面积达 2000 多亩，里面包含游乐场，滑雪场，商业聚集地。

卧虎山滑雪场坐落在济南南部山区中部，是我国专家和国外专

家一同设 计 的 专 业 化 国 际 化 的 滑 雪 场，符 合 大 众 滑 雪 项 目 的 滑

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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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滑雪场经营状况分析

3． 2． 1 济南市滑雪场经营情况

从去年以来，我市七大滑雪场已累计接待旅游者 70 万人次，营

业收入达到 1000 万元左右，实现税收 100 万元。其中三家景点游客

及其税收状况

表 1 滑雪场游客及税收

景点 游客人次 税收

卧龙山 3． 4 9

金象山 3． 9 10． 4

九顶塔 0． 2 0． 4

总计 7． 5 19． 8

当今时代滑雪场地经营严重受到了气温季节性的干扰。我们认

为旺季在 11 月中旬到 2 月中下旬，在此期间营业收入大幅度增长，

今年冬季明显比去年的冬季时间要久，收入增加。
3． 2． 2 滑雪场消费人群年龄段

图 1 滑雪场消费人群年龄段 ( N =2000)

据统计根据上图消费滑雪场年龄段大约在 19 岁 － 50 岁居多，

以 19 － 35 岁为最多，大多数是青年人群，大学生人群最多，但是消

费的看 35 岁以上消费滑雪场衍生产品为最多，50 岁以上也有人群，

虽然随着年龄增长但是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变化，滑雪运动深入人

心，包括老年人。
3． 2． 3 滑雪场游客所能承受的价格

图 2 滑雪场旅游者能接受的价格

通过上图发现滑雪场游客所能接受的价格在 100 － 200 元之间，

对三家滑雪场的调研发现，价格设置在 100 左右，所以对于济南市

民很大众化的可接受的价格，对于人们对认可滑雪项目和冰雪项目

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价格的适应度能有利于推动冰雪项目的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4． 1 结论

1． 济南市市民对于滑雪项目的认可度比较高，大多数人尤其

在 18 － 40 岁左右的青年中年人中更是深受大家喜爱，大家对于滑雪

项目的最初接触大多在于冬奥会申奥成功，老年人也有较大兴趣，

对于我国 2022 年冬奥会实现 3 亿人上冰雪有极大的帮助。
2． 我市滑雪参与者尽管众多但目前还不足总人口的 1%，其中

真正的滑雪“发烧友”所占比例更是微乎其微，发展空间巨大。
3． 目前国内大众冰雪体育消费模式已从单一的体育服饰、体

育设施消费，发展为体育场馆付费运动、目的地滑雪 + 度假 + 旅游

等多方位的消费需求。
4． 当今形式下，我国以冬奥会为契机，冰雪产业大幅度增长，

并以指数形式开展各个附属项目，以滑雪场的修建，滑雪项目的兴

起反映 出 冰 雪 产 业 发 展 势 头 良 好，并 不 断 发 展，有 很 大 的 发 展

潜力。
4． 2 建议

1． 在充分发展冰雪产业和实现人们的需求同时要注意去保护

环境，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争取将废弃的没有其他价值的场地

运用到冰雪项目上来。
2． 通过大量宣传滑雪项目让更多的人了解滑雪项目，并积极

参与滑雪项目促进冰雪运动的开展。通过电视，网络，亲身体验等

活动组织社区群众参与冰雪活动。
3． 加强制定合理的门票制度使得门票价格适合群众消费水平，

并适合大众水平，并时常搞活动，让大众都参与然后促进大家对冰

雪项目的了解然后加强他们的认可度，认识度。
4． 充分发挥济南市政府、济南体育局、山东省体育总局资源

整合的政治功能，加强资源整合，使得体育产业中冰雪产业得到最

大限度的支持，全力加强我省的冰雪运动的发展，还要加强联合商

业资源促进体育产业结合共同促进。尽量形成一体化餐饮，住宿、

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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