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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受众的网络搜索行为数据建构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网络关注度,发现,从时间特征来

看,整个冬奥期间,网络关注一直保持较高热度,冬奥会网络关注度呈现 “双峰”发展特征,冬奥会

结束后的延续性并不好,冬奥关注度存在明星效应。从空间特征来看,华东地区网络关注度最高,华

中、华南、华北次之,东北、西北、西南较差,而华南、西南、西北、华北4区冬奥会关注度的空间

分布不均衡,地理差异明显。地区生产总值、本科学历人口、移动互联网用户数是影响冬奥会网络关

注度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从利用冬奥明星效应、再续东北 “冰雪奇缘”、开发冬奥 “回头经济”

3个方面提出未来我国冰雪产业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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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网络关注度成为社会科学领域新的

研究方法。简言之,网络关注度是某一特定关键

词在搜索引擎中被搜索的频度。大型搜索服务提

供商以网民搜索行为留下的 “数字足迹”为数据

源,通过科学计算关键词的搜索频次,整合搜索

趋势,定位受众特征,搭建数据分享平台,为深

入分析网民的需求变化提供参考。研究表明,网

络关注度与受众的需求、兴趣、偏好及现实社会

经济行为存在直接关联。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

会 (以下简称 “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带动冰雪

运动和相关话题达到前所未有的热度,借助 “冬
奥红利”,冰雪产业将迎来爆发式增长。但目前

国内将网络关注度与冰雪产业相结合的探索并不

多。我国民众对冬奥会的关注度如何,怎样利用

好这一关注度,引领民众积极参与冰雪运动消

费,对于后冬奥时代我国冰雪产业布局具有重要

意义。为此,本文选择网络关注度为切入点,并

综合运用统计学、旅游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

知识与数学模型,为冰雪产业实证研究提供全新

视角和数据支撑,为冰雪产业市场运行和政府管

理提供参考,推动我国冰雪产业可持续发展。

1 数据来源

百度搜索是国内搜索引擎龙头,百度指数是

基于百度搜索引擎,依托海量用户搜索数据,帮

助用户进行统计分析的平台,可直观反映用户对

于某一事件的网络关注度。本文借助百度指数分

析北京冬奥会中国居民的网络关注度。
北京冬奥会举办时间为2022年2月4日至

20日,为更全面记录我国居民对其网络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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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情况,本文将数据选取范围定为2022年

1月31日至2022年2月27日共4个整周。其中

1月31日至2月6日为第1周,2月7日至13
日为第2周,2月14日至20日为第3周,2月

21日至27日为第4周。
百度指数一次可以添加5个关键词,因此利

用爱站网 (https://www.aizhan.com)搜索关

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排名前五的关键词———
“北京冬奥会” “冬奥会” “谷爱凌” “冰墩墩”
“冬奥会开幕式”,输入后检索到2022年1月31
日至2022年2月27日期间31个省份 (不含港

澳台)网络关注度的数据。

2 研究方法

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利用变差系数 (coeffi-
cient

 

of
 

variation)、赫芬达尔系数 (herfindahl-
hirschman

 

index)、首位度 (primacy
 

ratio)、地

理集中指数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dex)4
个指标和地理空间可视化表达方法,精准展现出

北京冬奥会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差异。上述4个指

标来自于经济学领域,近年来被普遍应用在网络

关注度的研究当中。
变差系数 (CV)常用来分析相对差距,是

分析经济数据离散程度的常用指标,由一组数据

的标准差与其均值之比计算得出[1]。本文用来表

示省份之间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差异程度,CV值

越大,表明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差异越大。

CV=
∑n

i=1 (Xi-X)2

n
X (1)

式 (1)中,Xi 为i省份的网络关注度,n=31,
X 为所有省份网络关注度的平均值。

赫芬达尔系数 (HHI)是比较常见的反映

市场相对集中度的指标[2],本文用以反映北京冬

奥会网络关注度的地区聚集情况。

HHI=∑
n

i=1

Xi

X  
2

(2)

式 (2)中,Xi 表示i省份的网络关注度,X 表

示所有地区网络关注度的总和。HHI 的取值范

围为 (0,1),数值越大表明网络关注度的聚集

程度越高。
首位度 (P)在经济学中用来表示资源或生

产要素在某一地区的聚集程度,是衡量城市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本研究用以分析北京冬

奥会网络关注度的集中程度。

P=
X1

X2
(3)

式 (3)中,X1、X2 分别为所有省区市中排一、
二名的网络关注度数值。

地理集中指数 (G)是反映研究对象聚集程

度的重要指标[3],本文用来分析北京冬奥会网络

关注度的空间聚集情况。

G=100× ∑
n

i=1

Xi

T  
2

(4)

G=100× n× (
X
T
)2 (5)

式 (4)中,Xi 表示i省份的网络关注度数值,

T 表示31个省份网络关注度数值总和。式 (5)
中,G 表示完全平均分布状态下网络关注度的空

间聚集情况,X 表示31个省份网络关注度的平

均值,一般来说,G 的取值在0—100之间,G
值越接近100,网络关注度越集中;G 值越小,
网络关注度则越分散[4]。G 越接近G,表明网络

关注度越接近于绝对平均分布。
空间可视化分析。利用ArcGIS10.7制作北

京冬奥会网络关注度空间格局演变图,并对此进

行相应分析。

3 北京冬奥会网络关注度时间动态特征

3.1 北京冬奥会网络关注度全国时间变化特征

将各省份网络关注度的数值按照日期进行分

类加总后得出北京冬奥会全国网络关注度 (图

1)。可以看出,在整个冬奥会举办期间,网络关

注一直保持较高热度,日均关注度达650多万,
并呈现 “双峰”特征。首个高峰出现在2月4日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为780多万,第2个高峰出

现在2月8日,超过了1
 

200万。2月8日的赛程

中既有备受瞩目的日本花滑名将羽生结弦的冬奥

首秀,又有天才少女谷爱凌的第1个夺金点,明

星效应叠加使得网络关注度达到顶峰,显示竞技

体育中强大的明星效应。2月8日之后冬奥网络

关注度逐渐回落至600万附近直至冬奥结束。与

冬奥会开幕式高涨的关注度不同,冬奥会闭幕式

的关注度数值并不高,尚未到达日关注度均值。
关注度在冬奥会结束的2月21日之后出现了断崖

式下降,说明我国居民对北京冬奥会网络关注的

后劲不足,延续性不好。从图1还可以看出,移

动端的搜索数据占据绝对优势,反映我国居民的

搜索习惯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对于冰雪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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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文化的宣传提出了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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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北京冬奥会网络关注度全国时间变化特征

3.2 北京冬奥会网络关注度省域时间变化特征

表1是全国31个省份对北京冬奥会的网络

关注度数值及排名。可以看出,在4周的研究时

段内,前5名的省份位置相对固定,尤其是广东

表1 各省份冬奥会网络关注度及排名

省份 第1周 第2周 第3周 第4周

广东 2
 

002
 

270 (2) 4
 

766
 

666 (1) 3
 

519
 

276 (1) 455
 

302 (1)

山东 2
 

376
 

059 (1) 4
 

379
 

696 (2) 3
 

224
 

691 (2) 356
 

279 (2)

江苏 1
 

829
 

984 (3) 3
 

878
 

271 (3) 2
 

564
 

444 (3) 287
 

147 (4)

浙江 1
 

618
 

760 (6) 3
 

447
 

671 (4) 2
 

510
 

921 (4) 265
 

753 (5)

河南 1
 

770
 

929 (4) 3
 

111
 

854 (5) 2
 

215
 

168 (6) 249
 

865 (6)

河北 1
 

707
 

338 (5) 2
 

847
 

714 (7) 2
 

127
 

852 (7) 313
 

790 (3)*

北京 1
 

398
 

565 (7) 2
 

896
 

763 (6) 2
 

258
 

655 (5) 249
 

748 (7)

四川 1
 

098
 

284 (8) 2
 

165
 

225 (8) 1
 

617
 

459 (8) 185
 

544 (8)

上海 780
 

102 (14) 2
 

062
 

474 (9)* 1
 

573
 

399 (9) 158
 

112 (12)

安徽 1
 

038
 

898 (9) 1
 

922
 

680 (10) 1
 

288
 

676 (12) 137
 

402 (15)

湖南 971
 

274 (10) 1
 

847
 

975 (11) 1
 

304
 

768 (10) 168
 

017 (10)

辽宁 960
 

146 (11) 1
 

725
 

830 (12) 1
 

302
 

669 (11) 170
 

483 (9)

湖北 871
 

623 (12) 1
 

705
 

539 (13) 1
 

217
 

334 (13) 138
 

974 (14)

福建 760
 

494 (15) 1
 

551
 

943 (14) 1
 

168
 

431 (14) 166
 

888 (11)

山西 795
 

953 (13) 1
 

376
 

744 (15) 1
 

057
 

189 (15) 145
 

261 (13)

陕西 674
 

100 (17) 1
 

294
 

330 (16) 944
 

847 (16) 130
 

833 (16)

江西 677
 

245 (16) 1
 

228
 

010 (17) 902
 

452 (17) 116
 

964 (17)

黑龙江 632
 

019 (18) 1
 

094
 

030 (18) 796
 

335 (19) 97
 

630 (23)*

广西 563
 

260 (19) 1
 

058
 

313 (19) 843
 

856 (18) 105
 

306 (20)

重庆 483
 

813 (21) 991
 

766 (20) 697
 

754 (20) 85
 

481 (25)*

吉林 519
 

151 (20) 908
 

046 (21) 673
 

813 (21) 105
 

412 (19)

云南 438
 

828 (24) 836
 

503 (23) 665
 

663 (22) 111
 

409 (18)*

天津 451
 

512 (23) 856
 

077 (22) 619
 

275 (23) 78
 

009 (26)

内蒙古 460
 

868 (22) 807
 

417 (24) 619
 

135 (24) 103
 

488 (22)

贵州 398
 

166 (25) 710
 

002 (25) 551
 

405 (25) 94
 

439 (24)

甘肃 371
 

427 (26) 652
 

082 (26) 506
 

475 (26) 103
 

720 (21)*

新疆 281
 

319 (27) 507
 

974 (27) 396
 

141 (27) 70
 

493 (27)

海南 200
 

138 (28) 373
 

708 (28) 270
 

768 (28) 38
 

275 (29)

宁夏 123
 

448 (29) 235
 

739 (29) 190
 

625 (29) 41
 

086 (28)

青海 81
 

497 (30) 139
 

664 (30) 107
 

557 (30) 25
 

789 (30)

西藏 32
 

890 (31) 54
 

988 (31) 45
 

588 (31) 8
 

958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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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山东牢牢占据前2名,且远远超过其他省

份,而新 疆、海 南、宁 夏、青 海、西 藏 则 一

直位于榜单的后5位。关注度较高的省份往

往是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沿海省份,而排

名靠后的则多是经济落后、人口稀疏的西部

地区。研究发现,共有6个省份在相邻2周位

次变化超过4名 (表1中用*标注),除上海

外,其他5省份的位次变化均发生在第4周,
第4周即冬奥会结束后的2月21日至2月27
日,所以该周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省份

关注度的延续情况。其中排名上升的是河北、
云南和甘肃,说明以上3省网络关注度的延

续性更好。总的来说,多数省份北京冬奥会

网络关注度的排名相对稳定,但省份间的数

值差异较为悬殊。

4 北京冬奥会网络关注度空间演变特征

4.1 北京冬奥会网络关注度总体特征分析

利用 Arcgis自然断点法将各省份网络关注

度数据总值进行空间可视化后得到图2,图中颜

色越深代表关注程度越高。从图2可以看出,北

京冬奥会网络关注度总体演变特征呈现明显的东

强西弱,且从东部到西部依次递减的规律。山

东、广东、江苏、浙江、河北等东部省份颜色最

深,中部次之,西部除四川省外,颜色均较浅。
按照我国经济发展东强西弱的现状来看,推测网

络关注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图2 北京冬奥会网络关注度空间特征

4.2 北京冬奥会网络关注度地区演变特征分析

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冰雪运动开展的地域条

件,将全国划分为华东、华北、华中、华南、西

南、西北和东北7个区域,进一步研究北京冬奥

会网络关注度的地区演变特征。具体来讲,华东

包括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

徽;华北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

古;华中包括湖北、湖南、河南;华南包括广

东、广西、海南;西南包括四川、贵州、重庆、
云南、西藏;西北包括新疆、青海、宁夏、甘

肃、陕西;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
利用Arcgis将7个区域网络关注度4周时

间里的演变特征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 (图3),
由于各区域间所包含的省份数量不同,因此采用

各区域网络关注度平均值来进行可视化表达。

图3 北京冬奥会网络关注度区域演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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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3可以看出,华东地区在整个研究周期

内始终保持着最高的网络关注度,西北地区的关

注热情则一直最低。而华北与东北地区的演变趋

势相近,二者均是在第1周网络关注度最高,之

后下降一等级并保持至冬奥会结束。西南地区在

前3周网络关注度较稳定,保持在次低水平,而

在最后1周下落为最低水平。从图中依然可以看

到明显的东强西弱特征,而开展冰雪运动更具优

势的北方地区对冬奥会的关注度相较南方地区却

无明显优势,甚至南方地区的网络关注度更高。

4.3 北京冬奥会网络关注度地区空间差异特征

为了进一步了解7个区域冬奥会网络关注度

的空间差异,通过公式1—5计算得到以下空间

分析数据 (表2)。
表2 北京冬奥会网络关注度地区空间差异

区域 CV HHI P G G
华东 0.470 0.169 1.207 41.22 37.79
华北 0.590 0.255 1.028 50.56 44.72
华中 0.361 0.362 1.711 60.19 57.73
华南 1.114 0.609 4.179 78.05 57.73
西南 0.788 0.299 2.242 54.73 44.72
西北 0.772 0.295 1.863 54.36 44.72
东北 0.343 0.359 1.587 59.96 57.73

从表2可以看出,华南地区网络关注度空间

差异最大;其地理集中指数也高达78.05,远高

于完全平均分布状态下的57.73;赫芬达尔系数

为0.609,为高寡占型;首位度更是突破了4。
以上4个指标均表明华南地区冬奥会网络关注度

空间分布极不均衡,主要是由于广东对华南地区

网络关注度贡献率高达75%,远超广西和海南。
西南、西北地区情况相似,也呈现较高的地理集

中指数差值、首位度与变差系数,主要是四川对

西南地区、陕西对西北地区的网络关注度的贡献

率过高 (均为44%)所致。华北地区尽管首位

度较低,但其变差系数、地理集中指数差值仍然

很大,天津、内蒙古的网络关注度低于山西,而

后者又远远低于北京和河北;而华东、华中和东

北地区网络关注度分布相对均衡,区域内省份之

间关注度较为接近。

5 北京冬奥会网络关注度时空差异的影

响因素

5.1 影响指标选取

根据已有研究结合本文研究目的,从社会人

口学特征、冰雪资源、经济发展水平、网络发达

程度、受教育程度5个维度选取15个指标作为

影响北京冬奥会网络关注度的自变量。

X1 人口数量:人口数量是影响冬奥会关注度

的重要指标,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2021》。

X2 参加北京冬奥会运动员人数:该指标能

够反映该地区的冰雪群众基础,数据来自新华网

《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名单》。

X3、X4、X5 分 别 为 0—14 岁 人 口 数 量、

15—64岁人口数量、65岁以上人口数量,数据

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2021》。

X6 省内滑雪场地数量:冰雪场馆数量是一个

地区冰雪资源丰富程度的重要反映,也是该地区居

民参与冰雪热情的间接体现。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

性和代表性,本文选取 “滑雪场地数量”代替 “冰
雪场馆数量”,数据来自 《2020中国滑雪产业白皮

书 (暨2020—2021雪季财年报告)》

X7、X8、X9 分别为地区生产总值、省内人

均可支配收入、省内人均消费支出。该3个指标

均反映一个区域的经济实力,经济实力强的省份

居民收入更高,更有意愿和能力进行冰雪消费,
相关内容的搜索次数与频率也会更高。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2021》。

X10、X11、X12 分别为移动互联网用户、移

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以上

3个指标均反映的是一个区域的互联网发达程

度,这是北京冬奥会网络关注度的物质基础,互

联网发达地区有着突出的信息优势[5],具有较大

的搜索潜力。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2021》。

X13、X14、X15 分别为高中学历人口、本科

学历人口、研究生学历人口。有研究表明,教育

水平的提高能提高居民整体消费结构中高层次消

费支出的比例[6]。冰雪运动目前仍属于中高层次

的运动消费,高等教育人口多的省份会有更大的

冰雪消费潜力,对于冬奥会的关注度也会更高。
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2021》。

5.2 影响因素分析

地理探测器 (Geo-detector)是空间数据探

索性分析工具,被广泛用于探测分析地理对象空

间异质性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7]。地理探测器

可以进行4个方面的检测,本文主要用到因子检

测———探测分析影响因子对于某种现象的空间分

异的解释力大小[8]。因子检测用q 值衡量,q 的

值域为 [0,1],值越大说明因变量Y的空间分

异性越明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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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探测器更加擅长处理自变量X为类型

量的数据,而10个自变量数据均为数值量,故

需要进行数据处理。本文借助 Arcgis10.7利用

Jenks分级法进行空间离散化处理,将自变量由

数值量转变成类型量。
由表3可以看出,在4周的研究时间内,

人口数量、0—14岁人口数量、15—64岁人口

数量、65岁以上人口数量、地区生产总值、移

动互联网用户、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互联网

宽带接 入 用 户、高 中 学 历 人 口、本 科 学 历 人

口、研究生学历人口11个指标均会对北京冬

奥会网络关注度产生影响,并且随着研究时间

的推移影响程度也有所改变。第1周最能影响

冬奥会网络关注度的3个指标是地区生产总

值、本科学历人口、人口数量,而第2、3、4
周则一直是地区生产总值、本科学历人口、移

动互联网用户。可以看出,上述3个指标是影

响我国居民关注冬奥会的最核心因素。经济实

力是任何地区开展包括冰雪运动在内的各类运

动的物 质 基 础,居 民 收 入 提 高,业 余 时 间 增

多,便有时间和经济实力关注和参与冰雪运

动。如上文所言,我国居民的搜索习惯已发生

巨大变化,移动电子设备的便捷性让居民获取

冬奥信息更加及时高效,所以移动互联网用户

规模是重要影响因素。本科学历人口指标则可

以说明冰雪这类中高层次消费的运动在受过高

等教育的人群中更受青睐,高等教育人口多的

省份可能会有更大的冰雪消费实力和潜力。

表3 北京冬奥会网络关注度时间变化特征因子探测结果

影响指标
第1周 第2周 第3周 第4周

q p q p q p q p

X1 0.793* 0.000 0.746 0.000 0.729 0.000 0.715 0.000

X2 0.077 0.930 0.075 0.930 0.095 0.913 0.071 0.950

X3 0.637 0.003 0.589 0.009 0.578 0.012 0.583 0.012

X4 0.793 0.000 0.747 0.000 0.729 0.000 0.715 0.000

X5 0.733 0.000 0.672 0.000 0.637 0.000 0.584 0.003

X6 0.178 0.458 0.149 0.515 0.150 0.515 0.151 0.536

X7 0.876* 0.000 0.915* 0.000 0.885* 0.000 0.807* 0.000

X8 0.344 0.191 0.430 0.096 0.421 0.114 0.350 0.221

X9 0.235 0.361 0.331 0.192 0.324 0.221 0.272 0.316

X10 0.790 0.000 0.787* 0.000 0.786* 0.000 0.843* 0.000

X11 0.716 0.000 0.753 0.000 0.743 0.000 0.748 0.003

X12 0.772 0.000 0.767 0.000 0.741 0.000 0.693 0.000

X13 0.721 0.000 0.734 0.000 0.726 0.002 0.775 0.000

X14 0.846* 0.000 0.915* 0.000 0.901* 0.000 0.828* 0.000

X15 0.654 0.003 0.742 0.000 0.733 0.000 0.615 0.011

  注:*指标为影响程度前3名。

  考虑到地理探测器的最低数值数量要求,将

关注程度相近的华北与东北地区、华中与华南地

区结合起来分析,得到如表4所示的结果。将通

过1%显著性检验的影响因素确定为核心影响因

素,将通过10%显著性检验的影响因素确定为

一般影响因素[10]。
从表4可以看出,不同地区冬奥会网络关

注度影响因素并不相同,华东地区人口稠密,
经济富庶,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人口学维度的

指标对其影响并不显著,相较而言,高度发达

的网络是核心影响因素,另外,滑雪场地数量

也有一定影响,说明华东地区居民冰雪消费能

力更强。影响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因素只有地区

生产总值1项 (一般影响因素),但也能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问题。尤其是东北地区虽拥有优

质的冰雪资源,但是经济发展不理想,导致东

三省居民对北京冬奥会网络关注度低迷。华中

与华南地区主要受地区生产总值和本科学历人

口的影响;而西北和西南作为我国人口稀少、
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影响因素较多且高度重

合,如均受社会人口学、经济发展水平、互联

网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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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北京冬奥会网络关注度空间变化特征因子探测结果

影响指标
华东 华北+东北 华中+华南 西北 西南

q p q p q p q p q p

X1 0.789 0.438 0.370 0.731 0.906 0.285 0.809 0.114 0.996* 0.000
X2 0.259 0.391 0.431 0.898 0.000 0.000 0.002 0.943 0.016 0.838
X3 0.528 0.818 0.319 0.682 0.887 0.337 0.656 0.285 0.996* 0.000
X4 0.789 0.438 0.388 0.662 0.906 0.285 0.996* 0.000 0.656 0.285
X5 0.839 0.204 0.388 0.662 0.590 0.748 0.818 0.096 0.000 0.000
X6 0.959** 0.024 0.646 0.748 0.175 0.947 0.418 0.787 0.353 0.358
X7 0.926 0.115 0.815** 0.023 0.995* 0.000 0.996* 0.000 0.990** 0.033
X8 0.510 0.615 0.516 0.743 0.000 0.000 0.154 0.889 0.833 0.425
X9 0.343 0.740 0.430 0.820 0.000 0.000 0.094 0.829 0.586 0.544
X10 0.910** 0.024 0.483 0.843 0.961 0.208 0.809* 0.010 0.996* 0.000
X11 0.904** 0.026 0.370 0.567 0.961 0.208 0.809 0.114 0.530 0.124
X12 0.926** 0.049 0.370 0.731 0.904 0.242 0.880** 0.036 0.998* 0.000
X13 0.897* 0.010 0.390 0.789 0.905 0.377 0.880** 0.036 0.998* 0.000
X14 0.851 0.176 0.842 0.145 0.995* 0.000 0.884 0.104 0.990** 0.033
X15 0.511 0.332 0.382 0.858 0.837 0.324 0.803 0.267 0.896 0.281

  注:**、*分别表示该变量通过1%和10%的显著性检验。

6 建议

6.1 利用冬奥明星效应,挖掘冰雪消费潜力

分析发现,高等教育人口数量占优势的省份

对北京冬奥会的网络关注度更高。已有研究表

明,受教育水平每提高一个等级,体育参与程度

提高17%,这是因为教育与收入水平呈显著的

正相关[11],进一步推测高等教育人口具有更强

的冰雪消费能力。因此应该利用好北京冬奥会的

明星效应,激发高学历人群的冰雪消费热情。数

字媒体可以成为连接体育明星与高学历人群的桥

梁,体育明星可以通过录制节目、线上直播、社

交媒体互动等方式进行冰雪运动的推广、运动知

识的普及、运动装备的推荐等。企业可以针对高

学历人群制定特殊的营销方案与优惠策略,鼓励

其积极参与冰雪运动,并逐步培养其冰雪消费黏

性,以高学历人群为突破口,不断扩大我国冰雪

人口数量,夯实冰雪运动的群众基础。

6.2 抓住冰雪经济红利,再续东北 “冰雪奇缘”
东北地区是我国冰雪资源禀赋最为突出的地

区,具有开展冰雪运动得天独厚的优势。东北地

区应该牢牢抓住北京冬奥会激发起的冰雪消费热

这一红利,大力发展本地冰雪产业。加大对本地

区各大滑雪场的宣传力度,从省级层面出台扶持

政策,打造特色文化IP,利用好区位优势吸引全

国消费者到东北进行冰雪体验,并以周到优质的

服务,培育一大批长期忠实客户。东北地区作为

老工业基地,具有成熟完备的工业体系,可以生

产制造优质的冰雪运动装备器材,应锚定冰雪全

产业链目标,激发市场活力,实现冰雪运动与东

北地区产业发展的全方位绑定,以冰雪产业高质

量发展带动东北振兴。

6.3 推进媒介深度融合,开发冬奥 “回头经济”
在媒介融合时代,多种媒体形式融合形成了

多元化、互动性强的新传播形态,受众也开始向

移动互联网大规模迁徙[13]。5G云转播、4K超

高清、360度环拍等现代传播技术综合运用,既

能让人们享受高标准高质量的赛事直播服务,也

为赛事回味期进行二次创作提供了便利条件。比

赛时的精彩画面、用户实时弹幕互动、赛事数据

分析、赛事周边销售等高度集成,用户与用户、
用户与比赛之间的距离被大幅拉近,能够大大优

化用户体验,激 发 其 再 次 进 行 冰 雪 消 费 的 动

机[13]。应抓住冬奥会后的 “黄金三年期”,充分

利用互联网传播优势和网络空间的多主体交互效

应,积极培育冰雪体育消费新业态,打造冬奥

“回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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