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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南方地区受先天气候条件制约,
 

是传统意义上的冰雪旅游后发地区,
 

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正在实现新

模式下的快速发展,
 

展现巨大的发展潜能.
 

因此,
 

结合2022年冬奥会契机,
 

重点观测2010、
 

2015、
 

2019、
 

2022等年

度时间截面,
 

运用核密度估计、
 

标准差椭圆、
 

重心迁移模型、
 

地理探测器等方法,
 

分析中国南方冰雪旅游发展空间

特征、
 

拓展趋势及驱动影响因素.
 

结果发现:
 

①
 

中国南方冰雪旅游发展集聚分布趋势与3大阶梯地形高度契合,
 

形

成3种发展模式.
 

②
 

南方冰雪旅游景区向低纬度方向呈均匀化发展趋势,
 

从较高纬度地区至低纬度地区、
 

从具备

自然优势的地区向具备需求优势的地区过渡.
 

③
 

南方冰雪旅游景区分布重心主要受户外冰雪旅游景区分布影响,
 

室内冰雪旅游景区分布的影响逐渐增大.
 

④
 

南方地区冰雪旅游发展的驱动因素包括地理因素(地形、
 

坡度)和社会

因素(省会城市GDP、
 

省会城市人口密度、
 

省会城市技术水平),
 

同时也受气候因素(温度和降水)影响.
 

⑤
 

相较于

北方传统地区,
 

南方以其自然、
 

经济和技术等独特条件,
 

具备创新发展的新时代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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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ained
 

by
 

natural
 

climate
 

conditions,
 

Southern
 

China
 

is
 

a
 

late-developing
 

area
 

of
 

ice
 

and
 

snow
 

tourism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But
 

it
 

is
 

developing
 

rapidly
 

under
 

the
 

new
 

era
 

conditions
 

and
 

the
 

specific
 

model,
 

and
 

showing
 

great
 

potential.
 

Based
 

on
 

the
 

opportunity
 

of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this
 

paper
 

focused
 

on
 

annual
 

time
 

sections
 

of
 

2010,
 

2015,
 

2019
 

and
 

2022
 

and
 

analyze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
tics,

 

expansion
 

trend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ce
 

and
 

snow
 

tourist
 

attractions
 

in
 

the
 

South
 

of
 

China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Mean
 

Center
 

transfer
 

model
 

and
 

Geodetetor.
 

The
 

results
 

are
 

follows:
 

①
 

The
 

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trend
 

of
 

ice
 

and
 

snow
 

tourist
 

attractions
 

in
 

southern
 

China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Three
 

Gradient
 

Terrain
 

and
 

forms
 

three
 

regional
 

development
 

models.
 

②
 

The
 

ice
 

and
 

snow
 

tourist
 

attractions
 

in
 

the
 

South
 

of
 

China
 

tend
 

to
 

expanding
 

in
 

a
 

balanced
 

trend
 

towards
 

lower
 

latitude
 

as
 

well
 

as
 

more
 

likely
 

expanding
 

into
 

the
 

re-
gions

 

which
 

have
 

demand
 

advantages
 

rather
 

than
 

natural
 

advantages
 

that
 

traditional
 

spots
 

usually
 

rely
 

on.
 

③
 

The
 

distribution
 

of
 

ice
 

and
 

snow
 

tourist
 

attractions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distribution
 

of
 

outdoors
 

which
 

are
 

initially
 

developed
 

in
 

the
 

South
 

of
 

China,
 

meanwhile,
 

the
 

influence
 

of
 

indoors
 

is
 

gradually
 

in-
creasing.

 

④
 

The
 

driving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ce
 

and
 

snow
 

tourist
 

attractions
 

in
 

the
 

South
 

of
 

China
 

in-
clude

 

geographical
 

factors
 

(Terrain,
 

slope)
 

and
 

social
 

factors
 

(GDP,
 

Population
 

Density
 

and
 

Technical
 

Level
 

of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as
 

well
 

as
 

climatic
 

factors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⑤
 

Compared
 

with
 

the
 

tradi-
tional

 

ice
 

and
 

snow
 

tourism
 

areas,
 

such
 

as
 

the
 

North,
 

the
 

South
 

of
 

China
 

has
 

the
 

advantages
 

of
 

innovative
 

develop-
ment

 

in
 

the
 

new
 

era
 

with
 

its
 

unique
 

natur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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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
 

在国内逐步掀起“三亿人上冰雪”的需求和供给变化.
 

近年来中国冰雪运

动和冰雪旅游的总体格局,
 

呈现出东北传统地区持续发展,
 

华北、
 

西北地区快速提高,
 

南方地区亮点频出

的新局面.
 

在传统地理认知中,
 

秦岭—淮河以南的中国南方地区,
 

冬季相对温暖,
 

降雪和冰冻少见(南岭以

南更加罕见),
 

人们相对缺乏冰雪运动和冰雪旅游的传统与认知,
 

相关产业发展长期滞后.
中国国土南北跨越纬度近50°,

 

自然条件差异巨大,
 

冰雪旅游产业发展地域性特征明显[1].
 

中国北方具

备丰富的降雪资源,
 

冬季气温有利于冰雪景观的保护与维持,
 

有利于塑造冰雪景观,
 

但极低的室外温度不

适宜人体长时间开展户外活动[2].
 

同时,
 

北方以平原为主的地形使得高山滑雪场距离城市较远,
 

最适合开

展中远程滑雪旅游[3];
 

以新疆为主的西北地区虽具备有利地形、
 

降雪条件,
 

但区位条件差[3];
 

以西藏为主

的青藏地区虽具有丰富的冰川、
 

雪山景观,
 

但可进入性低.
 

与这些具备良好自然降雪条件的地区相比,
 

南

方降雪、
 

气温条件弱势凸显,
 

在高度依赖自然降雪条件与气温条件的冰雪旅游产业集群中,
 

难以跟上发展

步伐,
 

仅有一些具备丰富自然降雪的地区零星开拓冰雪旅游板块.
以前由于高度依赖人工造雪技术,

 

受限于不足的技术水平与普遍较低的消费水平,
 

南方冰雪旅游发展

滞后于中国北方与西北地区.
 

随着时间的发展,
 

人工造雪技术的进步,
 

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国南方冰

雪消费市场优势、
 

气候优势、
 

地理优势逐渐凸显,
 

冰雪旅游开始逐渐步入发展轨道.
因此,

 

本研究获取南方地区冰雪旅游景区2010、
 

2015、
 

2019、
 

2022年等时间截面,
 

使用软件

ArcGISpro对冰雪旅游景区进行核密度估计、
 

方向分布分析、
 

重心迁移分析,
 

总结了南方冰雪旅游景

区时空分布特征及相应冰雪旅游发展模式,
 

划分了南方地区冰雪旅游发展进程及发展阶段.
 

同时,
 

使

用地理探测器从社会条件、
 

地理条件、
 

资源条件、
 

交通条件等方面探索了形成南方冰雪旅游空间分布

特征的驱动因素.

1 中国及南方冰雪旅游发展总体进展及相关研究

当前中国冰雪旅游已进入快速增长的时期[4],
 

正在开启全球冰雪运动新时代[5].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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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降雪条件,
 

中国冰雪旅游最早在寒区[6]发展起来,
 

而后在同样具备气候优势、
 

地形优势的新疆铺开

发展,
 

较早形成以黑龙江和吉林为主的东北地区、
 

以新疆阿勒泰和内蒙古阿尔山为主的西北地区、
 

以京

津冀滑雪空间[7]为主的华北地区的冰雪旅游发展空间格局.
 

从整体来看,
 

我国冰雪旅游目的地可分为资

源导向型和市场驱动型[8],
 

东北、
 

西北地区属于典型资源导向型目的地,
 

而华北、
 

南方地区属于市场驱

动型目的地.
 

当前,
 

我国冰雪旅游产业存在效率不高[9]、
 

发展不均衡[10]、
 

产品开发盲目[8]等问题.
 

即使

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
 

部分学者也意识到西北、
 

北方地区的冰雪旅游景区存在气候条件舒适程度不如欧

洲,
 

不利气象条件造成损失惨重[2],
 

景区门票价格越来越高[11],
 

地缘劣势日益凸显[12]等不足之处.
 

由于

区域以非周期性不稳定季节积雪区为主[13],
 

中国南方降雪条件相对较差,
 

缺乏冰雪文化,
 

中国南方冰雪

旅游研究成果较少.
虽然研究区域大多在东北和西北地区,

 

但是张永安等[14]较早认识到广东冰雪旅游市场前景广阔.
 

此后

我国冰冻圈相关旅游研究已经形成以东北黑龙江为核心、
 

以云南玉龙雪山和四川海螺沟为核心的两大主要

研究区[15].
 

窦文康等[16]发现重庆、
 

浙江、
 

四川、
 

江苏、
 

湖北冰雪旅游市场发展潜力不容小觑.
 

王储等[17]发

现浙江滑雪场发展迅速.
 

同时,
 

作为高度依赖自然冰雪资源的国际冰雪旅游产业,
 

近年来,
 

气候条件面临

着优势减弱危机[18-20].
 

例如上升的冬季气温,
 

是对国际冰雪旅游产业影响最为显著的威胁因素.
 

有学者提

出构建适应管理策略[21-22],
 

希望能够预防甚至控制气候变化对冰雪旅游产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而在中

国南方,
 

冬季气温从一开始就是发展冰雪旅游的不利因素,
 

降雪与积雪条件也属于南方冰雪资源短板.
 

然

而,
 

在发展进程之中,
 

借助于技术手段,
 

受消费市场需求影响,
 

南方冰雪旅游逐渐将冬季气温转化为优势

条件,
 

初步形成独具南方特色的冰雪旅游发展模式.
1998年,

 

南方地区第一家户外滑雪场在四川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正式开放营业.
 

2010年以前建设完成

的9个滑雪场与8个冰川雪山景区,
 

基本奠定了南方地区户外冰雪旅游景区的空间格局基础.
 

此后自2015
年冬奥会申办成功开始,

 

南方地区广大的冰雪旅游可发展空间开始逐渐受到重视,
 

冰雪旅游景区快速新建

和扩张.
 

在中国冰雪旅游板块不断扩大、
 

冰雪运动参与人数不断增加、
 

冰雪体育设施不断完善和冰雪产品

更加多元发展这一进程之中,
 

南方地区贡献力量不容忽视.
 

受冬奥会影响,
 

冰雪赛事面向群体由青少年群

体向大众群体转变,
 

参与人数不断增加,
 

南方城市居民开始主动接触冰雪文化,
 

形成高潜力的冰雪旅游消

费市场.
 

以往从全国角度上研究冰雪旅游,
 

南方地区往往因为冰雪景区数量相对较少、
 

冰雪资源禀赋较弱

而被忽视.
 

但自2015年来,
 

南方冰雪旅游景区数量快速增加,
 

规模越来越大,
 

门票价格相对低廉.
 

在这一

过程中,
 

南方冰雪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驱动因素亟待进一步研究.

2 研究区、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中国疆土辽阔,
 

针对不同区域存在的地理位置、
 

自然和人文地理等差异,
 

可以划分为青藏地区、
 

西北

地区、
 

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共4大地理区域.
 

4大地理区域中,
 

南方地区降水最为丰富.
 

在同一水文年,
 

中

国其他3大区域年降水量普遍低于800
 

mm,
 

以年降水量低于600
 

mm的地区为主.
 

然而,
 

南方地区年降水

量能普遍达到800
 

mm以上,
 

约二分之一的南方地区降水量能够达到1
 

600
 

mm以上.
 

除此之外,
 

中国南方

地区还拥有气温更加舒适的冬季.
 

如图1所示,
 

2020年南方冬季平均气温大于5
 

℃,
 

其他区域冬季平均气

温以低于-5
 

℃为主.
 

受冬季气温等自然地理条件影响,
 

中国北方地区冰雪资源丰富,
 

因而中国冰雪旅游

发展进程首先从东北地区开始[23];
 

以新疆为主的西北地区同样享有丰厚的冰雪资源;
 

青藏地区分布着中国

西部约80%的冰川资源[24],
 

冰川雪山自然景观丰富.
 

南方地区冬季较其他3大地区温暖,
 

缺乏良好的降雪

资源优势.
 

因此,
 

长期以来,
 

“冰雪缺乏”是中国南方的主要冬季特征.
 

但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
 

技术水

平的不断进步,
 

中国南方地区冰雪旅游产业发展环境逐渐羽翼丰满.
 

根据2021年统计数据,
 

中国城市

GDP排名前10的城市中有9个属于南方;
 

中国人口密度排名前10的城市中有9个属于南方;
 

中国旅游集

团20强继续维持“东多西少、
 

南强北弱”格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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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3)2763号标准地图制作,
 

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1 中国气候分布

2.2 数据来源

从生态冰雪旅游视角出发,
 

城市模拟类滑雪场、
 

四季旱雪滑雪场、
 

小型冰雕馆不具备生态属性,
 

城市

滑冰场、
 

冰球场等位于城市的冰上运动场所面向的群体为当地居民,
 

不具备旅游属性.
 

因此,
 

本研究选择

中国南方为研究区域,
 

以包括冰川雪山风景名胜区、
 

户外滑雪(娱雪)场、
 

室内冰雪旅游景区在内的冰雪旅

游景区为研究对象,
 

分析中国南方地区冰雪旅游景区空间特征与发展趋势.
 

此外,
 

由于冰川雪山景区受自

然地理因素限制,
 

本研究只针对南方非冰川雪山冰雪旅游景区进行空间分异特征探索.
本研究利用百度地图对冰雪旅游景区数量及其分布进行统计.

 

首先,
 

在位于南方范围内的省份以地级

市为单位,
 

重庆和上海以直辖市为单位,
 

分级搜索“滑雪场”“冰雪景区”“室内滑雪场”等关键词,
 

初步确定

中国南方地区冰雪旅游景区名单及其经纬位置,
 

通过对比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等网络平台核实景区经营状

况.
 

最终获取截至2022年底,
 

南方地区仍正常营业的户外滑雪场、
 

室内冰雪旅游景区共125个.
 

最后使用

软件ArcGISpro对我国冰川空间分布数据与A级景区数据进行可视化,
 

按照冰川距离与景区冬季核心吸

引物共筛选出14个高等级冰川雪山风景名胜区.
 

最终统计到中国南方冰雪旅游景区共139个.
 

表1为本研

究使用自然地理及城市数据来源.
表1 数据来源

数据 来源 时间

中国第二次冰川编目数据集(V1.0)[26] 国家冰川冻土沙漠科学数据中心
 

(www.
 

ncdc.
 

ac.
 

cn)
2019

2000-2020年 MODIS中国积雪物候数据集[27] 2019.12-2020.02

1901-2021年中国1
 

km分辨率逐月平均气温和

逐月降水量数据集[28]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国家地球系统科

学数据中心(www.geodata.cn)
2020.12-2021.02

中国100万地貌类型空间分布数据 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www.resdc.cn/) 2019-2020

省会城市GDP、
 

人口密度、
 

专利授权量 2021南方各市统计年鉴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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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方法

2.3.1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工具主要用于分析点要素、
 

线状要素的空间密度及其分布趋势特征.
 

本文采用核密度估

计,
 

旨在通过核密度工具分析南方冰雪旅游景区分布密度变化特征,
 

反映其时空发展趋势.
 

计算公式为:

f(x)=
1
nh∑

n

i=1
k

x-xi

h     x∈R (1)

  其中,
 

k
x-xi

h  为核密度函数,
 

h=600,
 

x-xi 表示样本点与观测点之间的距离,
 

n表示要素数量.

2.3.2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简称SDE)是探索点要素空间分布方向和趋势特征的重要

方法.
 

计算公式为:

SDEx =
∑
n

i=1

(xi-X)2

n
(2)

SDEy =
∑
n

i=1

(yi-Y)2

n
(3)

  其中,
 

SDEx、
 

SDEy 表示椭圆圆心坐标,
 

xi、
 

yi 表示要素空间位置坐标,
 

X、
 

Y 表示算术平均中心,
 

n
表示要素数量.

2.3.3 重心迁移模型

重心迁移模型被用于分析冰雪旅游景区空间演变特征及未来发展趋势.
 

本文将冰雪旅游景区分为户外

冰雪旅游景区与室内冰雪旅游景区两大类,
 

使用软件ArcGISpro
 

2.5.2计算景区地理分布的平均中心.
 

计

算公式为:

X =
∑
n

i=1
xi

n
(4)

Y=
∑
n

i=1
yi

n
(5)

  其中,
 

X、
 

Y 分别表示重心空间经纬坐标,
 

xi 为第i个景区的经度坐标,
 

yi 指第i个景区的纬度坐标,
 

n 表示要素数量.

2.3.4 相关性检验

为探索户外雪场特殊属性分布特征,
 

针对连续变量组与离散变量组分别采用Pearson
 

Correlation
 

Co-

efficient和Kendalls
 

Tau-b
 

Correlation
 

Analysis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计算公式为:

r=
∑
n

i=1

(xi-X)(yi-Y)

(xi-X)2 (yi-Y)2
(6)

  其中,
 

n 为样本数量,
 

xi,
 

yi 分别指第i处户外滑雪场的雪季营业时长与所处位置的全年积雪日数.
 

X

表示户外滑雪场的平均雪季营业时长,
 

Y 表示户外滑雪场的平均全年积雪日数.

Kendalls
 

Tau-b
 

Correlation
 

Analysis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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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B =
C-D

T-Tr T-Tc

(7)

  其中,
 

C 指两两比较对中协和对的个数;
 

D 是指两两比较对中不协和对的个数;
 

T 是指两两比较的总

对数,
 

为n(n-1)/2,
 

n 为样本数量;
 

Tr 是指不变对中,
 

地形变量X 值不变的个数;
 

Tc 是指不变对中,
 

高

级滑道Y 值不变的个数.
2.3.5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29](Geodetector)用于探测空间分异特征背后的驱动因素,
 

可以弥补小数据在统计分析中

的不足.
 

计算公式为:

q=1-
∑
L

h=1
Nhσ2h

Nσ2
(8)

  其中,
 

q值表示空间分异性,
 

值域为[0.1],
 

值越大说明变量Y 的空间分异性越明显;
 

h为变量Y 或

因子X 的分层,
 

即分类或分区,
 

Nh 和 N 分别为层h 和全区的单元数;
 

σ2h 和σ2 分别是层h 和全区的Y
值的方差.

3 研究结果

3.1 南方冰雪旅游景区时空分布特征

3.1.1 空间分布格局

中国南方地区冰雪旅游景区随时间发展,
 

呈集聚分布趋势.
 

如图2所示,
 

2010年至2015年,
 

南方冰雪

旅游景区新增缓慢,
 

主要在拥有突出冰川、
 

雪山景观资源的四川地区,
 

与占据有利于建设户外滑雪场的丘

陵地形的浙江地区扩张发展.
 

自2015年冬奥会申报成功开始,
 

中国南方消费市场受到需求急速扩张刺激,
 

各地纷纷开始大量建设户外和室内滑雪、
 

娱雪场.
 

与2010年、
 

2015年相比,
 

2019年中国南方冰雪旅游景

区已经形成明显的集聚分布趋势,
 

集聚圈分布在北纬27.5°到32.5°范围内,
 

与中国3大阶梯地形高度契

合,
 

以四川中部、
 

重庆湖北交界地带、
 

浙江北部数量最多.
 

2019年至2022年,
 

四川、
 

重庆湖北交界地带、
 

浙江冰雪旅游景区数量持续增加,
 

增速放缓.
 

同时,
 

中国3大阶梯地形恰好将南方冰雪旅游产品分为3类.
 

第一阶梯地形:
 

以冰川雪山景区与户外滑雪场为主;
 

第二阶梯地形:
 

以旅游度假类滑雪(娱雪)景区为主;
 

第三阶梯地形:
 

以包括户外滑雪场与室内冰雪旅游景区在内的旅游体验类滑雪场为主.
在第一阶梯范围内的南方地区,

 

其冰雪旅游景区主要分为3类:
 

依山而建的户外滑雪场;
 

冬季以冰川、
 

雪山景观为核心旅游资源的高等级风景名胜区;
 

位于城郊的超大规模室内冰雪旅游景区.
 

其中,
 

位于中国

南方的冰川雪山景观资源是我国最具可达性的稀缺冰川雪山景观资源,
 

占据两大优势.
 

首先,
 

冰川、
 

雪山

景观资源在地势平坦的北方地区稀缺罕见,
 

但在地势起伏的部分南方地区普遍存在;
 

其次,
 

位于西北地区、
 

青藏地区的冰川、
 

雪山景观资源受海拔高度、
 

交通通达性、
 

城市距离等客观条件限制,
 

但南方冰川雪山景

区距离城市仅200
 

km左右,
 

具备良好的交通可达性,
 

且海拔高度合适.
位于中国第二阶梯范围内的冰雪旅游景区,

 

高纬度地区以旅游度假类滑雪场为主,
 

低纬度地区以室内

冰雪旅游景区为主,
 

集中分布于重庆全市、
 

湖北西部、
 

贵州、
 

云南等地区,
 

地形多高山.
 

高密区位于重庆与

湖北交界处的地区,
 

主要围绕神农架景区分布,
 

渐渐发展出“夏秋季赏景登山,
 

冬春季滑雪观雪”模式.
 

该

区域冬季平均气温以10
 

℃以下为主,
 

具备冬季降雪条件.
 

大部分户外滑雪场依托风景名胜区经营发展.
第三阶梯范围内,

 

冰雪旅游景区形成室内冰雪旅游景区外围发展、
 

户外滑雪场集中于内部高纬度区域

的发展模式.
 

在该范围内,
 

户外滑雪场主要分布在湖北、
 

安徽、
 

湖南三省交界地带与浙江西部;
 

室内冰雪旅

游景区主要集中分布于湖南东部地区、
 

江苏、
 

浙江东部地区,
 

少量新建于广东、
 

福建沿海地区.
 

南方无积雪

地区分布广泛,
 

如处于低纬度位置的东南沿海地区,
 

此类地区冰雪旅游滞后发展.
 

近几年来,
 

受冬奥会的

影响,
 

此类地区也开始冒出新芽,
 

并逐渐发展形成室内冰雪旅游产业集群,
 

围绕省会城市分布,
 

如江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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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广东广州,
 

室内冰雪旅游景区多位于中心城区附近.

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3)2767号标准地图制作,
 

底图边界无修改,
 

下同.

图2 核密度估计

图3 标准差椭圆

3.1.2 时空演化趋势

1)
 

南方冰雪旅游景区发展已从探

索起步阶段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并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2010年至2015年,
 

南方冰雪旅游

景区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向东扩张趋势;
 

2015年至2019年,
 

冰雪旅游景区分布

空间呈现向西南扩张趋势;
 

2019年至

2022年,
 

南方新增冰雪旅游景区呈现

均匀化分布特征.
 

如图3所示,
 

总体来

看,
 

从2010年至2022年,
 

南方冰雪旅

游景区标准差椭圆(SDE)结果整体呈

现面积增大、
 

向东南方向移动趋势.
 

南

方冰雪旅游景区向低纬度方向呈均匀

化发展状态,
 

从较高纬度至低纬度地区,
 

从具备自然优势的地区向具备需求优势的地区过渡,
 

呈现出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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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冰雪旅游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
 

第一,
 

在2015年以前,
 

南方冰雪旅游初步发展,
 

处于探索起步阶段.
 

市场优先选择具备丰富冰川雪山资源的四川,
 

经济水平领先发展且以丘陵地形为主的浙江,
 

集聚气候、
 

地

形优势于一体的湖北,
 

作为中国南方冰雪旅游发展起点.
 

又因南方冰雪旅游处于发展初期,
 

沿袭已获初步

成果的北方模式,
 

冰雪旅游景区高度依赖降雪、
 

温度等气候条件.
 

第二,
 

至2019年底,
 

冰雪旅游景区SDE
较2015年底,

 

顺时针方向旋转约7°,
 

向西移动,
 

向内收缩,
 

面积减小.
 

此时,
 

南方冰雪旅游进入快速成长

阶段,
 

南方中部地区冰雪旅游景区数量激增,
 

西部与东部地区冰雪旅游景区增加数量较少,
 

新增景区距离

省会城市不远.
 

景区位置向低纬度方向扩张,
 

但未延伸至北回归线内.
 

南方冰雪旅游景区分布呈均匀化发展

趋势.
 

第三,
 

至2022年底,
 

冰雪旅游景区SDE较2019年旋转角度变动不明显,
 

扁率、
 

面积变化不明显.
 

此时,
 

南方地区冰雪旅游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新增户外滑雪景区平均雪区面积为5.04万平方米,
 

新增室内冰雪旅

游景区平均建筑面积约为2.2万平方米.
 

说明南方地区冰雪旅游产业处于高质量成长阶段.

2)
 

南方冰雪旅游景区总体呈现向南、
 

向东扩张趋势,
 

室内冰雪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影响力日益凸显.
由于2010年南方冰雪旅游景区数量少,

 

冰雪旅游景区重心偏移分析只针对2015、
 

2019、
 

2022年时间

截面.
 

如图4所示,
 

南方户外冰雪旅游景区分布重心集中于湖北省内.
 

2015年至2019年,
 

户外冰雪旅游景

区分布重心向西偏南方向迁移,
 

随后,
 

2019至2022年,
 

分布重心向北偏西方向微移.
 

在2015年以前,
 

南

方地区西、
 

中、
 

东高纬度地区是南方发展冰雪旅游主力地区.
 

其中,
 

四川省冰川雪山景区空间影响力最大.
 

2015-2019年,
 

户外冰雪旅游产业在南方冬季平均气温10
 

℃以内的地区迅速扩张,
 

以重庆、
 

湖北地区扩

张数量最多;
 

南方中高纬度地区大量建设户外冰雪旅游景区,
 

因此重心向西南方向偏移.
 

2019-2022年,
 

由于冰雪消费需求持续扩大,
 

南方具备发展冰雪旅游所需条件区域继续新建户外冰雪旅游景区.

2015-2022年,
 

南方室内冰雪旅游景区分布重心由东部沿海向西偏北方向迁移.
 

早在2015年以前,
 

室内冰雪旅游景区数量较少,
 

主要分布于南方沿海经济领先的地区,
 

如上海、
 

浙江等.
 

2015-2019年,
 

湖

南是主要发展地区,
 

因此重心向西偏北方向发展.
 

2019-2022年,
 

重心向南微移,
 

包括广西在内的沿海地

区室内冰雪旅游景区数量进一步增加,
 

南方西、
 

中、
 

东高纬度区域室内冰雪旅游景区均匀新增.
总体来看,

 

中国南方冰雪旅游景区分布重心呈现先向南偏西方向迁移,
 

再向东偏南迁移轨迹.
 

户外冰

雪旅游景区是南方地区发展冰雪旅游产业的初步成果,
 

而后冰雪旅游景区向低纬度方向扩张,
 

最后向东扩

张发展室内冰雪旅游景区.
 

南方地区室内冰雪旅游景区较户外冰雪旅游景区而言发展相对滞后,
 

但其影响

力日益凸显,
 

未来还将进一步发展.

3.1.3 特殊属性分布特征

1)
 

全年积雪日数与户外滑雪场营业时长

南方全年积雪日数与户外滑雪场营业时长虽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但相关性较弱(表2).
 

同时,
 

据图5
所示,

 

南方全年积雪日数与户外滑雪场营业时长并不存在显著相关的规律性特征.
 

因此,
 

在冬季平均气

温10
 

℃以下的南方地区,
 

由于高度依赖人工造雪技术,
 

户外滑雪场营业时长对所处位置的全年积雪日

数要求不高,
 

积雪条件并不作为建设经营户外滑雪场的首要考虑因素.
表2 相关性检验

因子 相关系数 平均值 样本数量

营业日数 Pearson 0.29*** 77.25 77

积雪日数 9.92

地形 Kendall 0.04 5.08 84

高级雪道数量 0.36

  注:
 

地形分类:
 

1为平原,
 

2为台地,
 

3为丘陵,
 

4为小起伏山地,
 

5为中起伏山地,
 

6为大起伏山地.
 

***表示在0.01
水平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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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重心迁移轨迹

2)
 

山地地形与供给专业程度

本文以单个滑雪景区高级雪道数量衡量户外滑雪场供给专业程度,
 

图6展示了中国南方各省能够提供

高级滑道的户外滑雪场分布概况.
 

据表2,
 

中国南方地区地形分布与雪场专业性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与地形平坦的北方地区不同,
 

在以山地、
 

丘陵地形为主的南方地区,
 

地形并不作为是否建设高级雪道主要

考虑内容.
 

在地形对建设高级雪道颇为有利的南方地区,
 

2015年以前,
 

滑雪场极少,
 

冰雪运动旅游市场在

南方属于小众旅游市场类别.
 

冰雪运动技能教育场所、
 

冰雪运动教育条件的缺乏,
 

阻碍了冰雪运动向大众

普及的进程,
 

与此同时,
 

消费市场并未形成主动接受冰雪体育运动技能教育意识.
 

因此,
 

除专业滑雪运动

员以外,
 

极少大众消费者具备高级滑道技能.
 

2022年,
 

户外滑雪场仍然以仅开放初中级雪道为主,
 

保持“既

能提供充足的练习场地与宽阔的初级雪道,
 

也能提供具备一定难度的中级雪道”状态.
 

由于高级雪道对地

形条件等要求高,
 

建设和维护成本较初、
 

中级雪道高,
 

所以市场消费偏好与市场需求特点是户外滑雪场设

计与建设过程中更值得考虑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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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冬季平均气温与户外冰雪旅游景区营业时长 图6 地形与户外滑雪场专业度

3.2 南方冰雪旅游景区发展驱动因素

本研究从社会、
 

地理、
 

气候、
 

交通、
 

旅游资源方面选取10项单一因子进行驱动力探测分析,
 

各因子对

冰雪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影响权重大小如下:
 

地形>省会城市技术水平>省会城市人口密度>省会城市

GDP>坡度>冬季平均气温>年降水量>省域高级A级景区数量>城市距离>省域DEM(Digital
 

Eleva-
tion

 

Model,
 

简称DEM).
 

此结果表明省会城市GDP等5项因子为驱动南方非冰川雪山冰雪旅游景区空间

分布的因素,
 

冬季平均气温、
 

年降水量为南方非冰川雪山冰雪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重要影响因素,
 

省域高

级A级景区数量、
 

城市距离、
 

省域DEM对南方非冰川雪山冰雪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较小(表3).
表3 因子探测结果

变量名称 测度指标 q值

社会因素 省会城市GDP(X1) 0.73**

省会城市人口密度(X2) 0.79*

省会城市技术水平(X3) 0.81**

地形因素 省域DEM(X4) 0.13

地形(X5) 0.89***

坡度(X6) 0.65***

气候因素 年降水量(X7) 0.28

冬季平均气温(X8) 0.49

资源因素 省域高级A级景区数量(X9) 0.15

交通因素 城市距离(X10) 0.14

  注:
 

***、
 

**、
 

*分别表示在0.01、
 

0.05、
 

0.1的水平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2.1 地形因素

由图7可知,
 

南方冰雪旅游景区主要位于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200
 

km缓冲区内.
 

中国南方的多山

地形条件,
 

一方面契合大众变化的消费观念,
 

缩小了游客与冰雪旅游景区之间的经济距离,
 

另一方面依

托良好资源禀赋,
 

供给多样化旅游产品,
 

与冰雪旅游产品融合发展.
 

首先,
 

自大众出游方式从以跟团游

为主流向以自驾游为主流方向转变[30],
 

距离中心城市200
 

km范围内的冰雪旅游景区迎来发展契机.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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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0
 

km缓冲区

客从中心城市出发,
 

依托良好的交通系统,
 

可

在周末假期实现往返,
 

在时间成本、
 

经济成本

共同降低的情况下完成一次冰雪微度假出游

活动.
 

其次,
 

山地地形是山岳型风景名胜区建

立与发展的天然基础,
 

距离相近风景名胜区

的客源市场是冰雪旅游景区借力发展的优势

平台.
 

与此同时,
 

不同类型景区资源相互组

合、
 

融合发展,
 

促进供给产品向多样化、
 

差异

化发展,
 

颇受市场青睐.
3.2.2 社会因素

中国南方社会发展带来的后发优势,
 

一方

面,
 

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与不断提高的消费水

平给予南方冰雪旅游广阔的消费市场,
 

另一方

面日趋成熟的技术水平降低了产品供给成本,
 

提升了产品复制便利度.
 

首先,
 

经济发展水平

提升,
 

城市人口规模、
 

人口密度增大,
 

吸引资

本市场将目光投向城市室内冰雪旅游景区.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图表: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超大、
 

特大

城市人口基本情况》[31],
 

南方5个超大城市,
 

其中重庆、
 

广州、
 

成都拥有大型室内冰雪旅游景区,
 

深圳与广

州相邻,
 

上海正在建设全球最大室内滑雪乐园“冰雪星辰”.
 

并且,
 

自2018年开始,
 

我国四季旱雪场与室内

模拟类滑雪场在全国范围内数量快速增加,
 

集中分布于南方各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区.
 

这表明,
 

滑雪等冰雪

体育运动正在进入素质教育行业,
 

冰雪产品需求正在扩大.
 

其次,
 

室内恒温技术、
 

制冷技术提升,
 

促进室内

冰雪旅游景区的运营成本降低,
 

使大型室内冰雪旅游产业在多个城市复制扩张程序变得更加容易.
 

自2019
年广州“热雪奇迹”开业后,

 

无锡、
 

昆明、
 

重庆、
 

成都等“热雪奇迹”陆续开业.
3.2.3 气候因素

中国南方的气候条件,
 

是实现南方冰雪旅游可持续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
 

首先,
 

适宜的温度条件,
 

能

够供给舒适出游产品.
 

与极度寒冷的北方地区不同,
 

南方大面积区域冬季平均气温在0
 

℃至10
 

℃范围内,
 

适合建造、
 

经营户外滑雪场.
 

在2021-2022年雪季,
 

南方户外滑雪场的雪季运营时长均值为77日,
 

不乏存

在营业时长接近4个月的户外滑雪场.
 

因此,
 

就降雪与雪景观维持方面而言,
 

南方冬季气温与北方相比虽

处于劣势地位,
 

但恰好能够保证户外滑雪场充足的运营时段,
 

较高的气温能够为游客提供舒适的出游体

验[32].
 

其次,
 

充沛的降水条件,
 

能够降低造雪难度与成本.
 

充沛降水是就地供给造雪用水的前提条件,
 

专

业滑雪场地的建设,
 

需要人工造雪以弥补自然降雪量的不足.
 

中国北方降水不足是发展冰雪旅游产业的一

大瓶颈,
 

外部调水的高额成本导致造雪成本增加.
 

这一北方滑雪场面临的水资源问题在中国南方迎刃而

解.
 

在水资源丰富的南方,
 

低成本就地供给造雪用水是南方造雪常态.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在冰雪旅游研究领域,
 

中国南方作为冰雪缺乏地区长期处于研究弱势地位,
 

缺乏深入、
 

有针对性的研

究成果.
 

本研究分析了南方冰雪旅游景区时空分布格局,
 

剖析了南方冰雪旅游景区的时空演化特征,
 

探索

了形成南方冰雪旅游空间格局的驱动因素,
 

为南方冰雪旅游景区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参考.
 

主要结论如下:

1)
 

中国南方地区冰雪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与我国3大阶梯地形高度契合,
 

景区分布随时间发展集聚特征

愈发明显,
 

依托3类地形形成了3类集聚圈.
 

这3类高密集聚圈位于北纬27.5°至30.5°之间,
 

说明处于该

纬度范围内地区的气候条件与地形条件,
 

最适合中国南方建立冰雪旅游景区,
 

尤其适合建设、
 

经营户外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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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场.
 

这与“北纬40°至45°是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有异曲同工之妙.
2)

 

中国南方地区冰雪旅游产业已从起步阶段跨入快速成长阶段,
 

并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由于消费

市场不断扩张,
 

供给市场受到持续刺激,
 

室内冰雪旅游景区对南方冰雪旅游景区分布的影响力日益增大,
 

供给量并未饱和,
 

未来将继续处于成长阶段.
 

无积雪地区[13](如广东、
 

福建、
 

广西)的室内冰雪旅游景区数

量不多,
 

同时,
 

经济水平较高、
 

人口密度大的深圳地区也还缺乏室内冰雪旅游景区,
 

存在供给缺口.
 

无积雪

地区冰雪旅游景区的建设与经营正在引导室内冰雪旅游这种新消费模式在南方地区蔓延发展.
3)

 

在冬季平均气温10
 

℃以下的南方地区,
 

户外滑雪场选址与当地积雪日数呈弱相关关系;
 

南方户外

滑雪高级雪道分布与地形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南方冰雪消费市场对户外滑雪场的供给专业程度要求不

高.
 

当前已建设运营的户外滑雪场,
 

主要考虑市场消费偏好.
4)

 

整体来看,
 

中国冰雪旅游呈“南拓”趋势.
 

驱动南方地区冰雪旅游发展的因素有:
 

占据优势的地理条

件(与城市紧挨的山地、
 

丘陵地形及有利的坡度条件);
 

优势显著的社会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优势、
 

日趋成熟

的技术条件).
 

市场和政策是北方地区滑雪场重心演变的主要驱动力[33],
 

但在南方,
 

技术作为冰雪旅游景

区建设经营的主要依靠力量,
 

其驱动作用不容忽视.
 

除此之外,
 

适宜的气候条件(恰到好处的出游温度、
 

充

沛的降水条件)也是影响中国南方冰雪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这些优势条件恰好弥补北方地区冰

雪旅游景区的地缘劣势、
 

气候劣势,
 

也正在改善以北方地区为主的滑雪景区季节性差异明显[17]等问题.
 

随

着经济水平、
 

技术水平的提高,
 

消费优势、
 

地形优势、
 

降水优势作用明显,
 

中国南方冰雪旅游产业具备创新

发展的新时代优势.
4.2 讨论

结合研究结论,
 

本文对中国冰雪旅游景区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
 

冰雪旅游在南方的发展模式不同于高度依赖自然降雪条件与气温条件的传统冰雪旅游,
 

先天不

足的气候条件在南方地区正在逐步转换为发展户外冰雪旅游的气候优势.
 

企业应把握好南方冰雪旅游

景区有利的地形优势与降水优势,
 

在灵活的供给条件下,
 

在冰雪旅游产品领域不断推陈出新,
 

有效利用

具备显著价值的旅游资源,
 

与冰雪旅游产品相互融合互动,
 

形成高价值旅游产品,
 

走独具南方特色的冰

雪旅游发展道路.
2)

 

目前,
 

除位于旅游度假区内的户外滑雪场以外,
 

大部分滑雪场不具备高级滑道,
 

但随着大众主动接

受冰雪体育运动,
 

根据畅爽体验理论,
 

为了更好地满足游客、
 

提高并维持游客的忠诚度,
 

已建设的户外滑

雪场与未来准备建设的户外滑雪场应根据场地特点,
 

利用好南方地形条件,
 

逐步将高级滑道建设纳入雪场

建设规划之中.
3)

 

市场偏好是冰雪旅游景区经营建设的主要考虑因素,
 

为在缺乏冰雪文化的区域发展冰雪旅游,
 

建议

企业结合市场偏好,
 

扩大冰雪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不断刺激新需求,
 

吸引更多新参与者接触冰雪文化.
4)

 

中国南方拥有全国区位条件最好、
 

最为稀缺的冰川雪山景区,
 

集聚分布于川西、
 

滇北地区,
 

此类风景

名胜区的核心吸引力具有不可替代性.
 

建议各大景区组合营销,
 

传递独具一格的南方冰雪旅游景区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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