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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两会特别报道

冬奥，摘金“冰雪奇缘”

编者按：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北京正以惊人的速度豹变。深夜食堂多了，夜经济火了；看病便宜了，出行“绿色”了；
办事容易了，开公司快了；高铁多了，双机场时代来了……这些身边的点滴之变勾连过往，亦在氤氲未来。北京商报选取夜经济、科技创新、冬奥会、营商环
境、垃圾分类等5个治理切面，折射城市经济结构升级、治理逻辑之变，勾画北京在小康之年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图景。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以下简称“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

来越近，一系列筹办工作也开始“加

速跑”， 带动了愈发火热的冰雪经

济。过去的一年，吉祥物“冰墩墩”

“雪容融”亮相、市场开发计划持续

推进、全球志愿者大会招募启动、场

馆建设陆续竣工……冬奥效应进一

步显现。今年，北京冬奥会将迎来首

个测试赛， 这不仅是对组委会办赛

能力的一场“考试”，更将成为冰雪

产业的一针兴奋剂。冬奥赋能下，我

国的白色经济已被激活。

自筹办伊始，北京冬奥市场开发计划便已明确要广

泛吸引社会资金和社会力量参与冬奥。据了解，北京冬

奥的市场开发计划由赞助计划、特许经营计划、票务计

划三大部分组成，其中，特许经营是参与度最广的一项

冬奥市场开发计划。去年通过公开征集，北京冬奥组委

已确定特许生产商31家、特许零售商62家，开设特许零

售店80家，并在天猫平台开设“奥林匹克官方旗舰店”，

推出特许商品1800余款，实现销售收入超过5亿元。

北京冬奥组委相关负责人进一步介绍，目前，特许

企业已涵盖15个行业类别，分布在11个省、自治区和直

辖市，“冬奥会特许经营计划把企业发展与冬奥契机有

机结合起来，实现企业与冬奥一起创新发展。比如在研

制冬奥吉祥物‘冰墩墩’毛绒玩具的过程中，在北京冬奥

组委的组织下，各家特许企业争分夺秒、研发攻关，如期

将第一批带有硅胶外壳的‘冰墩墩’毛绒玩具送到消费

者手中，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与冰雪运动强国相比，我们的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

发展相对不足。筹办北京冬奥会，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

推动我国冰雪运动快速进步，推动全面健身广泛开展，

有效带动体育产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开发计划

是北京冬奥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企业宣传营销的重要

途径。北京商报记者从北京冬奥组委获悉，除了特许经

营计划外，赞助计划的“朋友圈”也不断扩围。自2017年2

月启动赞助计划以来，北京冬奥组委面向全球公开征

集，截至2019年12月，已签约10家官方合作伙伴、7家官

方赞助商和5家官方独家供应商。

针对下一步促进冰雪产业发展的计划，北京冬奥

组委也明确，要通过冬奥筹办，有效调动全社会对冰

雪运动的关注和参与热情，助力“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为冰雪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此外，

还要通过冬奥会的筹办，助力一大批有实力的企业不

断提升品牌价值，更多更好地关注、支持、参与冰雪运

动和冰雪产业，为冰雪产业发展提供稳定的实力支

持；还要通过冬奥会的筹办，在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

方面形成完整的冬奥遗产，为冰雪产业良性发展提供

有益的经验借鉴。

市场开发计划火力全开

在北京冬奥会的带动下，中国冰雪产业正在全速追

赶世界领先国家，但在这一过程中，解决人才供给的巨

大缺口也成为横亘在主管部门、企业，乃至整个行业面

前的“必答题”。

2019年12月5日是第34个国际志愿者日，在这一

天，北京冬奥组委面向全球发布赛会志愿者招募公告。

据悉，北京冬奥组委共计划招募2.7万名冬奥会赛会志

愿者，1.2万名冬残奥会赛会志愿者。北京冬奥组委人力

资源部部长闫成介绍，赛会志愿者是北京冬奥会志愿服

务行动计划五大志愿者项目中的一项，也是全部志愿者

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赛会志愿者全球招募启动也标志着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服务工作全面展开。在业内

看来，北京冬奥会广纳各路志愿者后，不仅将提升赛事

的服务水平，也将形成我国冰雪赛事、产业发展的人才

储备新平台，助力后冬奥时代的冰雪行业破解人才短缺

难题。

据悉，北京冬奥会志愿服务行动计划共涵盖五大项

目，即前期志愿者项目、测试赛志愿者项目、赛会志愿者

项目、城市志愿者项目和志愿服务遗产转化项目。目前，

前三个项目已悉数启动，比如：在前期志愿者方面，已经

分5批招募145名志愿者到北京冬奥组委驻会服务，以滑

雪战队为载体培养和储备322名雪上项目专业志愿者，

联系培养140名冰上项目专业志愿者；而首场测试赛志

愿者招募工作也已启动，主要面向北京相关高校进行定

向招募。

北京市滑雪协会主席李晓鸣直言，在硬件设施的建

设上，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冰雪行业发展的

短板，然而，人才却是无法靠资金就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冰雪赛事、产业起步都比较晚，各方面的人才都

较为紧俏，包括赛事、雪场的经营管理、制冰制雪、专业

救护、装备修理、市场营销、雪道维护等，都急需专业人

员队伍，不论是通用赛会志愿者还是专业赛会志愿者，

冬奥会组委会对于这一团队的专业化培训，正好能在一

定程度上满足上述需求，让他们可以在‘后冬奥时代’更

有针对性、有效率地投入到中国冰雪行业中”。

在基础设施逐渐完工之后，北京冬奥会也开始进入

真操实练阶段。根据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北京冬

奥会所有竞赛场馆将全部完工，同时，高山滑雪世界杯

等三项测试赛也被圈重点。业内普遍认为，测试赛的举

办，将进一步激发大众冰雪运动热情。

据闫成介绍，今年2月将在延庆赛区举办的国际雪

联高山滑雪世界杯延庆站比赛，是北京冬奥会的首个测

试赛，承载了一系列重要的测试任务。首场测试赛包含

男子滑降、超级大回转等比赛项目，有3个训练日、2个比

赛日。

另据了解，谈及这项测试赛时，闫成表示，虽然这次

赛事时间跨度不长，但筹办工作难度较大。高山滑雪这

个项目也是国内专业人才最为缺乏的项目之一。北京冬

奥组委在国内专业人才培养方面持续发力，通过多种渠

道开发人才，目前，已经遴选了386名高山滑雪项目的国

内技术官员，在医疗、餐饮、反兴奋剂等领域对赛会服务

人才培训238人次。另外，针对国内急需紧缺的专业人才

需求，进一步畅通外籍人才引进通道，加快引进119名办

赛人员，包括技术官员、滑雪医生、体育展示人员等。与

此同时，北京冬奥组委还与相关高校合作，开展了首场

测试赛志愿者定向招募工作，计划招收230人左右。已经

培养的滑雪战队专业志愿者也将通过适当方式，参与赛

会服务等工作。

“包括测试赛在内，北京冬奥会筹办还将迎来一系

列颇具意义的时间节点，且随着冬奥会的临近，民众的

期待值也在攀升，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越来越高，必然

释放出巨量商机。”北京滑雪协会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

向全球人才递出橄榄枝

冰雪旅游带发展可期

·声音· 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 朴学东

共计划招募2.7万名冬奥会赛会志愿者

1.2万名冬残奥会赛会志愿者。

京津冀市内冰场数据一览

进入办赛模拟考

截至2018年4月15日，我国共有冰场481块，其中室内冰

场232块，室外冰场249块。

“众所周知，此前全球有两大冰雪产业区域，包括欧

洲阿尔卑斯山脉地区和北美阿拉斯加以及落基山脉地

区，而借助冬奥之势，京津冀地区有望成为世界冰雪产

业第三极。”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林显鹏指出。

他进一步举例称，“截至2018年4月15日，我国共有冰场

481块，其中室内冰场232块，室外冰场249块。而京津冀

地区拥有冰场114块，占全国23.7%，其中室内冰场83块，

占全国35.78%，可见这一区域拥有庞大的消费客群，在

全国冰雪市场的占比越来越重。”

事实上，京津冀三地也已认识到连点成线的重要

性。不久前，北京市文旅局召开北京冬季旅游产品推介

会，面向近400余家旅游企业，集中推出了30条冬季旅游

线路，包括15条主题游和15条自驾游线路。更重要的是，

此次推荐已不局限在北京市内，还包含了以冬奥为主题

的北京延庆、张家口崇礼三日游等产品。“目前，北京和

周边省市特别是连接张家口的交通变得越来越便利，将

北京、延庆和张家口等地‘串联’起来。”北京市文旅局副

局长王粤曾说。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数据在印证着冰雪产业的美

好前景，这一点毋庸置疑，尤其是随着旅游经济不断细

化、居民对体验式旅游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冰雪旅游为

代表的冰雪产业整体发展是值得期待的。但也必须看到

的是，当前我国冰雪产业发展仍存在不少困难，如冰雪

运动在我国的群众基础并不广阔，普及率以及意识相对

西方发达国家处于比较弱势的状态，因此在推广过程中

难度大、基础设施仍显薄弱。

“眼看‘白色经济’不断趋热，京津冀冰雪产业的发

展以及资本进入都需要更谨慎地布局和调研，避免一些

坑，”华腾冰雪总经理侯明晖在推广会现场接受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时称，“从顶层设计来说，三地应在服务、设

施等方面统一标准，以便京津冀可提供更高品质的冰雪

产品，也可以避免价格战、同质化竞争等问题。更重要的

是，资本在进入冰雪产业时，要避免盲目。”

不少业内人士还指出，在发展冰雪运动、冰雪产业

时，很多地方和企业更愿意在规划、设计和看得见、摸得

着的实体项目上投资，却不愿意在品质、内涵和看不见

但感受得到的软环境上花钱。但消费者外出旅游，既要

美丽风景，也要美好生活。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就

分析，未来，投资者需面向大众旅游者的现实需求，发挥

科技、文创和资本的力量，开发冰雕、雪雕、冰雪那达慕、

冰上龙舟、冰湖捕鱼、冰滑梯、冰雪美食等更加丰富的冬

季文旅产品。 北京商报记者 肖玮 蒋梦惟

京津冀地区拥有冰场114块，占全国23.7%，

其中室内冰场83块，占全国35.78%。

北京冬奥组委2019年市场开发计划成果一览

在天猫平台开设“奥林匹克官方旗舰店”，推出特许商

品1800余款，实现销售收入超过5亿元。特许企业已涵

盖15个行业类别，分布在1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31家

确定特许生产商

62家

特许零售商

80家

开设特许零售店

北京冬奥组委招募志愿者计划

北京冬奥会将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

区举办。在冬奥市场开发的过程中，三个赛区都

要兼顾。因此，在进行市场开发工作时，我们希望

能够充分体现北京、延庆、张家口各自的特点，比

如在特许商品的设计过程中，就有着专门以延庆

和张家口的文化元素作为主题的特许商品。

去年，在我们组织的一次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会徽特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中，就有消费者设

计的一套冬奥纪念徽章最终入围并得以上线众

筹预售，这套纪念徽章就是用文字版的“北京”、

“延庆”、“张家口”组合排列成的图案，颇有创意。

北京冬奥会的筹办经费需要通过市场开发

来筹集，因此，我们就需要广泛地吸引社会资金

和社会力量，让更多的企业有机会运用冬奥的市

场营销平台实现双赢。而这项工作为我们带来的

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解决企业赞助热情与冬奥赞

助企业数量限制之间的矛盾。因为根据奥运市场

开发相关规则，在一个行业中，赞助企业是具有

排他权的，这意味着通常一个行业中，通过竞争

往往只有一家企业能够获得奥运赞助资格，少数

的、在两家企业都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实现联合排

他。然而，在有些行业中，有积极性赞助奥运的企

业很多，但经过征集程序、严格评审后，只有少数

的企业能成为赞助企业。

而在“后冬奥”时期，我们则会思考北京冬奥

会如何赋能北京新地标的诞生。在北京冬奥会的

筹办过程中，那些竞赛和非竞赛场馆也将会带动

北京形成新的一批标志性建筑，其中就包括变为

“冰立方”的“水立方”，以及首钢园内永久保留的

大跳台赛场等。而在延庆、张家口赛区，冬奥比赛

场馆在冬奥会结束后，也都会成为人们运动、休

闲、消费的集中区域，这些地方也将逐渐发展、转

变成为首都乃至京津冀地区的新地标。同时，大

量参与冬奥市场开发的企业，将会凭借冬奥平

台，锻炼队伍、提升水准、扩大影响，促进可持续

发展。

冬奥场馆将成为人们运动休闲消费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