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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 墩 墩 为 何 能 防 黄 牛

冰墩墩能比较有效地防住黄牛，主要靠三个“法宝”：法律先行、表态及时、

供应给力。可以说，消费者对“人均冰墩墩”的信心，来源于对中国制造的坚定

信心。这不仅是“冰墩墩”防黄牛的底气，更是中国 10 多亿消费者和 1.5 亿市

场主体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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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 墩 墩 受 追 捧 的 启 发
李国正 高 峰

图① 2 月 8 日，工人在江苏省启东市一家北京冬奥会吉

祥物“冰墩墩”特许生产商的车间里忙碌。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图② 2 月 13 日，工人在检查刚刚从货车上卸下的“冰墩

墩”毛绒玩具。当日，新一批 2000 只“冰墩墩”毛绒玩具抵达

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金马工业园仓库，将迅速投放市场，满足

大众购买需求。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图③ 2 月 8 日晚，北京王府井商业街，工美大厦北京

2022 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外，市民们正在排队等待购买“冰

墩墩”“雪容融”等冬奥纪念品。 胡庆明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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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奥

林匹克官方旗舰店开启新一轮预售。以最受

欢迎的玩偶为例，每小时 500 只，持续秒空。

爆红、稀缺、抢购⋯⋯多么熟悉的场景，

之前热炒的玲娜贝儿、肯德基泡泡玛特盲盒

都曾经历过，可有一点大不相同——“冰墩

墩”没有大规模的黄牛倒卖，在闲鱼、得物等

二手交易平台上都搜不到相关信息。据说线

下有高价代购，毕竟接触的人少，没能成气

候。这些天里，绝大多数消费者还是在喊着

“一墩难求”，等着官方补货。

这可有点怪。玲娜贝儿也好，肯德基泡泡

玛特盲盒也好，毕竟只在少部分年轻人中吃

香；“冰墩墩”可是萌到了亿万人的心坎上，还

自带民族自豪感光环，按理说市场需求更大、

炒作点更多，黄牛怎么愿意坐失良机呢？

“出圈”的“冰墩墩”之所以能比较有效地

防住黄牛，主要靠三条：第一，法律先行，有净

化市场环境的依据；第二，表态及时，有维护

市场秩序的意愿；第三，供应给力，有平稳市

场供求的能力。

根据我国《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销

售含有奥林匹克标志的商品必须取得权利人

许可，否则视为侵权，由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处

罚。除此之外，我国的商标法、著作权法、广

告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都对奥

林匹克知识产权有着完善的保护。可以说，

“冰墩墩”既穿着晶莹剔透的外壳，也披着严

密无形的知识产权“防护罩”。

最关键的是，闲鱼等平台依据《条例》设

置了上架禁令，黄牛就算抢到了“冰墩墩”等

相关商品，也无法通过网络进行交易，这就极

大地削弱了他们线上转卖商品获取暴利的可

能性。对极少数线下黄牛，监管部门高度关

注、严厉打击。近日，北京东城公安对 3 名倒

卖“冰墩墩”的违法行为人依法作出行政处

罚。全国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消费者

如果发现黄牛炒作“冰墩墩”，可拨打 12315 热

线或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总之，黄牛

炒作“冰墩墩”涉嫌违法，敢伸手就要挨罚。

消费者能安心等待“梦中情墩”，也得益

于官方及时表态，稳住了市场预期。北京冬

奥会在 2 月 4 日晚间开幕，5 日出现抢购“冰墩

墩”的苗头，当日奥林匹克官方旗舰店即发文

提示已对热门商品实行限购，并表示正全力协

调备货，呼吁消费者切勿从黄牛手中高价购买

特许商品，不要相信价格炒作。此后，北京冬

奥组委又多次释放全力组织生产、有序补货销

售的信号，还表示“冰墩墩”将至少销售到今年

6月。这些表态安抚了急于抢购的消费者——

国家都答应补货了，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相比之下，此前某些热销商品的生产商、经

销商没有及时、足量地给消费者吃“定心丸”，反

而有意无意地给黄牛留下炒作空间。看来，黄

牛不是管不住，还是在于监管是否有效。

消费者对“人均冰墩墩”的信心，还来源

于对中国制造的坚定信心。“冰墩墩”两三年

前就开售了，一直不温不火，所以开幕前奥组

委没有安排太多订单。冬奥会开幕后，人们

对冰墩墩的购买热情瞬间爆发，又恰逢工人

春节休假，才导致补货不及时。不过，以中国

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和制造能力，当工厂全力

开工生产，“人均冰墩墩”不难实现。据媒体

报道，10 万只毛绒版“冰墩墩”和 18 万只新春

款“冰墩墩”已经

在路上了。借用

最近流行的那句

话，“你可以永远

相 信 中 国 制

造 ”。 这 不 仅 是

“冰墩墩”防黄牛

的 底 气 ，更 是 中

国 10 多亿消费者

和 1.5 亿 市 场 主

体的底气。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

2022 年 1 月，我国外汇储备余额

为 32216.3 亿 美 元 ，较 2021 年 底

下 降 285.3 亿 美 元 ，环 比 下 降

0.88%，同比增长 1.5%。1 月外汇

储备下滑，主要受美元指数升值

和投资资产价格下跌等估值效应

拖 累 ，更 多 体 现 了 账 面 价 格 变

动。实际上，最近 5 年，我国外汇

储备规模基本处于 3 万亿美元至

3.25 万亿美元区间，走势平稳，双

向波动特征明显，反映出我国经

济金融实力和韧性不断增强。

外汇储备是衡量一国经济与

金融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发达

经济体看待我国金融风险的重要

参考变量。保持合理规模的外汇

储备，有利于提升国家信誉，调节

国际收支，稳定人民币汇率，增强

国际融资能力，抵御国际金融风

险冲击。2017 年以来，虽然我国

先后遭受美联储启动“缩表”、贸

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冠肺炎疫情

突发、全球金融震荡、供应链瓶颈

等冲击，但外汇储备整体稳定增

长，跨境资本保持净流入，人民币

汇率双向波动，背后反映了我国

经济金融实力不断增强，维护国

家金融安全的能力不断提高，防

控金融风险的水平不断提升。

外汇储备稳定增长，来源于

我国制造业优势和产业链供应链

的稳定顺畅运转。外汇储备的一

个重要来源是贸易顺差和由此带

来的外汇收入，而制造业出口是

创造贸易顺差的重要基础。目

前，我国制造业竞争力位居全球

前列。我国制造业的强劲韧性成

为疫情发生后经济复苏的一大亮

点，对于稳定就业、推动工业生产

和出口贸易回升发挥了重要作

用。受疫情影响，海外订单和替

代需求不断涌入我国，推动了我国贸易顺差快速增长，稳

定了外汇供给。

外汇储备稳定增长，还来源于跨境资本对人民币资

产的青睐。近年来，海外资本积极增配人民币资产，人民

币投资和避险属性日益增强。这得益于人民币汇率市场

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完善，使得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

机制更加科学、透明、市场化，双向波动特征更加明显，远

期、掉期、期权等汇率风险对冲工具不断丰富。同时，这

也得益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向纵深推

进，沪深港通、中港基金互认、跨境理财通等双向互联互

通机制陆续开通，为境外投资者进入我国市场提供了更

多渠道和可能。特别是疫情暴发以来，我国经济率先企

稳复苏，制度优势、经济韧性和发展潜力充分彰显，国内

稳定的经济基本面、较高的资产回报率、日益深化和完善

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及不断健全的产权保护机制，吸引

了跨境资本不断流入，发挥了稳定外汇储备的作用。

目前，全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预期升温，美债和美股波动

性加大，对我国外汇储备经营带来一定挑战。不过，我国

稳健的经济金融基本面将继续为外汇储备提供支撑，人

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波动，跨境资本持续流入，外汇储备经

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日益完善，将有力地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确

保外汇供求处于合理水平。

（作者系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最近，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刷屏

各大网络头条和朋友圈，获得了国内外消费

者追捧。

这一局面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冰墩墩”以国宝大熊猫为原型，敦实精致、生

动可爱。设计中体现的中国文化元素加上精

妙的造型、工艺特质和产品质量等，都是“冰

墩墩”火爆的基础。冬奥会开幕之际，媒体

“种草”、运动员“安利”、居民参与等因素交互

作用，使“冰墩墩”迅速火了起来。

“冰墩墩”等冰雪产品及衍生品的有关

消费蕴含着深层次的经济逻辑，体现了我国

居民消费的潜力和趋势。改革开放 40 多年

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已经跨过 1 万美元大关，全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3 万元，居民消费能力得

以较大提升。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

场，14 亿多的消费群体孕育着巨大的消费潜

力。2021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

44 万亿元，消费继续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拉

动力。如今，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已经从物质文化层面拓展到健康、社交、娱

乐、情感等领域，满足消费者多维度需求的

消费模式渐成趋势。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仍受疫情

困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

形势严峻复杂，我国经济发

展面临诸多挑战，消费在稳

增长、构建新发展格局中

的作用更加凸显。如何

更有效激发居民消费

潜 力 ？“ 冰 墩 墩 ”火

爆 、冰 雪 消 费 蓬 勃 发

展 ，给 我 们 以 重 要 启

示 ：消 费 市 场 既 需 要

培育、挖掘，更需要创

造消费环境、消费条件

和消费机会。

近 年 来 ，国 家 高 度

重视消费体制机制改革以

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在扩大消

费规模、提高消费水平、改善消费结构等方面

采取了许多有效举措。2021 年 7 月，北京、上

海、广州、天津、重庆五座城市率先获批开展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此外，各地也

在促进消费升级、培育新型消费方面做了诸

多探索。但是，也应看到，当前仍存在一些制

约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例如，

扩张城市规模、开发房地产等仍是有些地方

拉动经济的首选。消费作用还

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促

进 消 费 的

手段单一、

配套措施不完善等问题也比较突出。

新阶段要更好地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

作用，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新的努力：加快打

通制约消费特别是新型消费发展的痛点，补

齐消费流通等短板，完善城乡融合消费网络，

贯通生产、分配、流动、消费各环节；推进重点

服务消费领域创新发展和相关政策制度改

革，创新消费新业态和新模式，精准对接不同

群体消费需求；推进消费中心城市培育，推动

步行街高质量发展，开展智慧商圈、智慧商店

示范建设，健全社区商业配套设施；推动居民

数字素养培育，提升居民数字技能，扩大居民

数字应用场景的参与度等。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

消费是我国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动力。

作为传统的消费旺季，2022 年春节假期消费

有多方面亮点，呈现出持续恢复的态势。与

此同时，也需要拿出积极举措，把 14 亿多人口

的潜在消费能力有效激活释放出来，推动消

费升级，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2022 年春节假期消费亮点颇多。比如，

北京冬奥会的带动效应明显，冰雪消费这一

消费升级新领域正在快速增长。数据显示，

从农历除夕到正月初四，天猫滑雪装备销量

同比增长超 180%，冰上运动品类同比增长超

300%。又如，免税购物高速增长。以海南为

例，1 月 30 日至 2 月 5 日，海南 10 家离岛免税

店总销售额达到 19.83 亿元，同比增长 144%。

春节假期的有关消费情况，反映了消费正在

持续恢复中，消费升级仍在进行。

也要看到，消费在某些方面的恢复还需

要继续发力。比如，在旅游消费方面，根据文

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统计，春节假期国内旅

游出游人次同比减少 2.0%，按可比口径恢复

至 2019 年春节假期的 73.9%；国内旅游收入同

比减少 3.9%，恢复至 2019 年春节假日同期的

56.3%。应当说，两个恢复率都相对偏低。在

旅游结构上，旅游市场仍以本地游、短途游为

主 ，省 内 游 、跨 省 游 比 例 分 别 为 78.3% 、

21.7%。又如，在网联平台支付交易方面，数

据显示，1 月 31 日至 2 月 6 日，全国非现金支

付 业 务 量 及 金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0.0% 和

16.2%，延续 2021 年春节以来主要节日持续下

滑的趋势。

从虎年春节消费的特点看，一方面，我国

居民消费潜力仍然巨大，具有形成新消费热

点的现实性；另一方面，消费潜力释放还面临

多方面挑战。这需要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以积极举措有

效应对需求收缩的挑战。

一是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尽量把疫情对消费的影响降到最

低。从实际情况看，今年总体更为宽松的返

乡政策，促进了春节假期人口流动恢复和消

费复苏。在坚持“动态清零”的同时，需要更

加注重疫情精准防控，减少对以聚集性和接

触式为特点的服务型消费的冲击，也降低居

民的预防性储蓄规模。

二是培育和鼓励冰雪消费等新型消费发

展。当前，我国消费的“人、货、场”都处于快

速升级中，蕴藏着巨大的新消费潜力，既包括

新型消费的形成，也包括传统消费的升级。

比如，北京冬奥会带来的冰雪运动及相关消

费，已经对餐饮、旅游、住宿等行业带来了重

要的拉动作用。借类似的东风，加大政策支

持力度，推动冰雪消费等新型消费常态化、大

众化，推动消费结构快速修复并持续升级。

在这方面，需要重点抓住数字技术与实体产

业融合的趋势，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新消费体

验，推动形成新的产业。

三是加大新消费的基础设施建设。着

眼于中长期消费热点的培育与壮大，以适应

服务型消费的基础设施为重点，适度超前开

展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所谓适度超前，就是

在 时 间 上 适 度 提 速 、规 模 上 适 度 扩 大 。 比

如，在推进城区充电桩建设的同时，也要加

快推进农村充电桩体系建设，解决农村新能

源汽车充电不便的问题，助力新能源汽车下

乡。由此，既能扩大有效投资，又能形成消

费释放的重要基础。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
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国居民消费潜力仍然巨大，具有形成新消费热点的现实性。不过，消费

潜力释放还面临多方面挑战。这需要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定实施

扩大内需战略，以积极举措有效应对需求收缩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