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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运动鞋作为一种

代表年轻、时尚的文化符号，受

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甚至火

到了“出圈”的程度，从消费品

成了“投资项目”。“炒鞋大军”

日益壮大，甚至出现了“球鞋理

财”这种概念。网上也流传着

不少因为炒鞋暴富的故事。不

少人相信，依靠球鞋理财是可

以“发家致富”的。

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从供应端来看，运动鞋市

场规模巨大。有统计数据显

示，2019 年全球运动鞋市场规

模达到了 1600 多亿美金。二

级市场也日趋活跃，出现了许

多线上的球鞋转卖平台、网站、

社区等。从需求端来看，笔者

观察，主要的消费群体可大致

分为这几类：一类是资深的“爱

好型”运动鞋收藏家，一类是一

些潮流博主、潮流人士、品牌主

理人、娱乐圈明星等，还有一类

则是广大的运动鞋爱好者，这

是购买运动鞋的“基本盘”。

在此之外，伴随着运动鞋

行业的火爆，新的一类群体数

量快速增长，就是运动鞋“职业

炒家”。这其中，就有一些不良

人士，借助便捷的直播渠道，把

自己包装成潮鞋达人，在平台

上宣传自己早已囤积的款式，

哄抬价格后抛售获利。普通的

运动鞋爱好者正是他们最喜欢

割的“韭菜”。

应该承认，一些存量很少、背后有“故事”的运动鞋确

实拥有较高的溢价空间，也具备在二级市场升值的条

件。但是大多数球鞋不过是普通的商品，不应该被炒作，

更不能作为一款理财产品去推荐给他人。运动鞋终究不

是投资品。

笔者认为，球鞋市场的蓬勃发展，是消费升级的一种

体现，不能被“球鞋理财”这种概念带偏了“节奏”。建议

相关主管部门对球鞋二级市场上涌现的各类平台、主播、

带货达人等加强监管，尽量减少理财式引导消费，保障广

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球鞋的销售、转售平台应该

加强自律，不能纵容恶意哄抬价格的行为。从消费者来

讲，要理性消费，根据自身能力购买适合自己的商品，不

要对“炒鞋理财”抱有幻想。

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冰雪运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常常 理理

伴随着消费升级的步伐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冰

雪运动热度不断提升。尤其是 2022 年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

时，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冰雪运动、冰雪消费的大军之中。中

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21）》预计，

2020至 2021冰雪季，我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次将达到 2.3亿，冰

雪休闲旅游收入将超过3900亿元。

冰雪运动并不遥远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冰雪运动是个很专业、很有挑战性的

运动，需要买雪具，需要开很远的车去雪场，需要报专门的课

程。实际上，不完全如此。

家住北京朝阳区呼家楼街道的刘铭一家，冬天最开心的

事莫过于周末一家三口去雪场滑雪。经过三年坚持，刘铭 6

岁的儿子如今已经能娴熟地掌握基本的滑雪技能并且很享受

滑雪带来的快乐。刘铭告诉记者，滑雪运动的门槛并不高，从

费用上看，雪场门票的价钱从 100 多元到 300 多元不等，初学

者一般无需购买雪具，可以直接到雪场租用；从学习难度来

看，如果跟着专业的教练，通常学习个三五节课就可以自己上

简单的滑道了。

“如果有兴趣一直玩下去，可以置办一套自己的雪具，入

门级的 3000 元至 5000 元就可以搞定，与羽毛球、网球等运动

所需要的花费差不多。”刘铭说。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漆云兰看来，近年来冰雪

运动的蓬勃发展正是我国消费升级的一种体现。目前，我国

人均 GDP已超过 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超过 4亿人，未来 15

年可能达到 8亿人，以三口之家年均收入 10万元至 15万元为

标准，我国正处于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而服务

消费是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增长点，这无疑为冰雪经济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而且，冬奥会的成功申办和紧锣密鼓

的筹备，使得人们可以近距离地了解冰雪文化，走进冰雪运

动，冰雪消费有望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新消费项目。

我国高度重视冰雪产业发展，据统计，近几年国家层面出

台的涉及冰雪旅游方面的政策超过14项，内容涉及冰雪消费、

冰雪运动、冰雪器材装备、场地设施、青少年冰雪参与等。这

些政策都提出要进一步繁荣和建设国内冬季冰雪旅游大市

场，为冰雪运动在我国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必要支持。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已有约 6700 家名称或经营范围

包含滑雪、滑冰、冰球、冰壶、冰雪运动、雪上运动、冰上运动等

与冰雪运动相关的企业，其中有限责任公司占比超过 70%。

2020年，我国共新增超过1000家冰雪运动相关企业。

消费体验逐步提升

当前，随着人们参与群众性冰雪运动的热情不断高涨，一

批高质量的滑雪场、冰雪旅游度假区在全国各地涌现。

这一点刘铭深有感触，“这几年国内雪场无论从数量上还

是质量上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以北京为例，在远郊区比如怀

柔、平谷、门头沟等地，遍布着大大小小的雪场，车程基本在 1

小时左右。如果希望玩得更深入一些，还可以直奔河北崇礼，

新修通的京礼高速、京张高铁，都大大拉近了两地的距离。

《2019年度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

年底，全国已有 770家雪场，国内滑雪场的滑雪人次由 2018年

全年的 1970 万上升到 2019 年的 2090 万。从雪场质量看，目

前，我国有架空索道的雪场达到 155 家，垂直落差超过 300 米

的雪场有 26 家，落差在 100 米至 300 米之间的雪场有 142 家，

雪道面积超过30公顷的雪场共计30家。

除此之外，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人们更加

注重消费体验，这倒逼冰雪旅游市场向着周边化、亲子家庭

化、品质化方面发展。记者注意到，崇礼地区的一些新建雪场

都是综合性休闲娱乐场所，酒店、购物、美食等一应俱全，可满

足人们长时间滑雪和度假的需求。而且，酒店都与雪场无缝

衔接，可以实现滑进滑出，还提供雪具的寄存、养护等服务，不

少酒店还增加了滑雪模拟器、自助票务机等。

硬件设施齐全了，滑雪技术问题怎么解决？

魔法学院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滑雪培训机构，创始人

张岩原本也是一名资深的滑雪爱好者。他在多年的滑雪以及

培训中发现，我国落后的滑雪教学严重阻碍了滑雪产业的发

展。2014 年，他创办了魔法学院，引入美国的滑雪教学体系，

希望能为普及中国的滑雪运动做点事情。

张岩说，这几年明显感觉国内滑雪氛围越来越好，尤其是

青少年参与的热情高涨。目前，他每年的3000多名学员中，一

半以上是青少年。

“这和国家政策引导是分不开的。”张岩说：“一方面，雪场

等基础设施的普及，为人们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国家积极

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活动。一项体育运动只有在青少年中铺

展开来，未来才具备发展潜力。”

冰雪产业前景广阔

位于北京东四环的迪卡侬大郊亭店，近来推出了“冰雪专

场”，各式各样的滑雪装备让人看着就有试一试的冲动。

记者注意到，在眼下这个季节，相比其他运动，店里的滑雪

装备区域最受欢迎，前来挑选的顾客络绎不绝，而且基本上都

是家长带着孩子一同前来。市民陈先生告诉记者，他打算利用

这个寒假提升一下女儿的滑雪技能，因此来给女儿换一套高阶

装备，“然后再报一个冬令营系统学习提升一下滑雪技术”。

阿斯特罗是一家有 6 年历史的经营滑雪装备的公司，他

们代理了全球六七家知名品牌的雪具。公司创始人谷雨告诉

记者，之前他一直做雪具批发，看到这几年滑雪器材市场需求

很旺盛，于是 2019年 11月在崇礼开了一家实体店。尽管因为

疫情受到一些影响，但经营情况还可以，去年一年销售额有五

六百万元。谷雨对未来中国的滑雪市场很有信心，“经过这几

年的发展，国内冰雪运动的活力被激发了出来，滑雪群体的基

数越来越大，人们滑雪技能提升了自然会对装备有着更高的

要求”。

从政策层面看，滑雪装备产业得到国家大力支持。2019

年 6 月，工信部、国家体育总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冰雪装备

器材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提出要提供完善的

冰雪运动休闲设施，满足大众的冰雪消费需求，促进冰雪装备

器材推广应用。《计划》预计，到 2022年，中国冰雪装备器材产

业年销售收入将超过200亿元，年均增速在20%以上。

2019年 4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以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

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提出要积极培育市场主体，

发展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市场竞争力较强的冰雪

产业企业。

漆云兰认为，目前，我国尚未形成面向大众的规模化、品

牌化冰雪运动生产、经营企业。冰雪运动的季节性强，具有一

定的技术含量，有一定的装备要求，有些项目还有一定的风

险，这就对运动场所、设备和运营企业提出了较高要求。在这

方面，我国冰雪产业企业仍在培育发展之中，未来有着很大的

成长空间。

客观来看，尽管这几年我国冰雪产业发展迅猛，但是底子

太薄，整个产业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随着冬奥会的带动、国

家政策扶持、资本进场以及公众参与度的提高，冰雪产业将是

一个增量市场，假以时日，产业链体系成熟和完善起来后，未

来的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近年来，冰雪运动受到

越来越多人欢迎。图为在甘

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

南龙镇金色草滩景区，小朋

友在滑雪圈。

史有东摄（新华社发）

本版责编 陈 郁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反复，这个春节，

很多人都准备就地过年。同程提供的数据显

示，2021年铁路春运节前车票的预售较往年同

期下降近6成，春运客流量将比一个月前预测

的4.07亿人次下降超过25%，预计全国铁路春

运客流下调至2.96亿人次——也就是说，有超

过一亿人次的铁路出行计划受到影响。

家乡回不去了，但年味不能淡。记者发

现，很多商家都在积极准备，丰富消费者就地

过节的选择，让他们在奋斗的城市找到年味、

找到家乡味。

往年火热的年夜饭聚餐，今年转到了线上

外卖。作为“2021全国网上年货节”的主要活

动之一，西贝、眉州东坡、呷哺呷哺等品牌不仅

在春节期间继续营业，还将参加美团的“春节

不打烊”活动，在线上推出年夜饭套餐和新春

套餐等产品，消费者点个外卖就能送到家。

以眉州东坡为例，目前已在美团外卖上

线了“东坡团圆”系列套餐，从适合一家三口

的 3人餐到家庭聚会的 10人餐，售价从 399元

到 1899 元不等，基本是店内堂食的 7 折至 8

折。南京大牌档的年夜饭套餐也已上线，2人

至 4人用的套餐包含 10款菜品，售价 400元；9

人至 10 人的套餐售价 988 元，性价比非常

突出。

据美团介绍，为保障年夜饭充足的供应

能力，在外卖侧，美团将全力保障在岗骑手数

量，通过为骑手提供充足的保暖物资、骑手年

夜饭和设置激励奖金，让春节期间的配送工

作能正常开展，保证消费者在家也能吃上热

乎乎的年夜饭。如果消费者确实想去餐厅就

餐，建议挑选带有“已核酸检测”“今日营业”

两大标签的餐厅，并提前预约。

不想吃外卖，想自己动手的消费者也可

以网购各种食材。以本来生活为例，目前已

上线了“年货大街”，从年三十到正月初七均

不打烊。同时，江西、甘肃等19个省份下调了

包邮门槛，方便消费者采买海内外食材。

张先生表示，他决定今年春节不回老家，

带一家人留在北京过年。“我们可以包顿饺

子、贴贴春联、看看烟花，其乐融融吃顿年夜

饭。”张先生说，他在网上搜罗了很多本地过

年的玩乐信息，最终在途家 APP上预订了“百

里香居”的独院民宿，一家人“包院过大年”。

针对近期全国零星散发的疫情影响，国

内各大旅企纷纷响应政府号召，引导、鼓励消

费者留在工作城市就地过年。各大 OTA 平

台预计，春节期间旅游仍以本地游、周边游为

主。同时由于温泉、滑雪类主题游在冬季持

续升温，租车、私家团产品受热捧，春节期间

小规模、主题化旅行将成为趋势。尤其在中

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之际，2021 年春运期

间，红色旅游已出现增长趋势。

为了满足部分消费者安全出游的需求，

携程跟团游近期推出了当地独立成团的“年

味私家团”“年夜饭私家团”产品，在本地与家

人朋友独立成团、独立用车、私享专属司机导

游，既可以满足与家人团圆红红火火过大年

的需求，还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此外，消费者“酒店度假”趋势更明显。

来自携程的数据显示，常驻地为一线及新一

线城市的用户更愿意通过“酒店度假”来犒劳

自己过去忙碌的一年，消费者提前 14 天预订

带有“早年优惠”活动标签的房型最高可享 6

折优惠。途家方面也表示，各种高端的特色

民宿都推出了过年套餐，不光住得舒心，还有

贴春联、挂灯笼、听相声、泡温泉、手工体验、

登山祈福等游艺项目，让就地过年的用户体

验到更安全更有温度的旅游住宿服务。

去年疫情期间酒店出现了退订潮，引发

的退费纠纷投诉大涨。今年，面对疫情防控

需求以及种种不确定性，携程联合近 10 万家

酒店进一步优化酒店取消政策。原先“不可

取消”的酒店，若用户在入住当日18点前更改

行程取消酒店订单，将仅扣除 10%的房费。

同程则推出了别墅轰趴、电竞酒店、影音酒

店、情侣酒店、棋牌酒店等各类特色酒店，以

满足消费者的旅游休闲需求。另外，美团也

将推出“美好安心年”活动，在电影、酒店、景

区、亲子乐园等消费场景提供多种优惠，为春

节假期家庭生活提供更多优惠选择。

在就地过年的背景下，仍有部分刚性出

行需求。“针对刚性出行者，同程旅行近期上

线全国春运大数据防疫保障平台，提供同行

程查询、全国隔离政策查询、客流趋势查询和

网约车政策4大功能，特别是出行频率较高的

网上约车，可通过查询网约车政策及时了解

首汽、滴滴、阳光出行、曹操出行等网约车各

地关停情况和防疫政策。”同程旅行研发负责

人余沛介绍。

就地过节 年味不减
本报记者 佘 颖

随着春节临近，春联、年画、中国结、福字等新春饰品销售红火。图为在安徽省亳州市蒙城路

年货市场，市民在选购春节饰品。 刘勤利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