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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售人次破百万 影市跨年最后一搏

美团在快手上线小程序

12月27日，快手与美团宣布双方互联互

通战略合作，具体包括：美团在快手上线小程

序，为美团商家提供套餐、代金券、预订等商

品展示、线上交易和售后等服务，快手用户通

过美团小程序也直接下单。目前，美团小程序

已完成餐饮品类的试点上线。未来还将陆续

上线酒店、民宿、景区、休闲玩乐、美容美发、

剧本杀等多个生活服务品类。

北京商报记者体验发现，用户在快手搜

索关键词“美团”，即可找到美团的快手小程

序，目前美团小程序上多是到店餐饮类套餐

类商品。记者还发现，在觅上海、梨涡少女

mini等快手美食主播的短视频作品上，快手

也加上了美团小程序优惠活动的入口。

美团并不是首次在互联网平台上线小程

序，在微信上，美团早就上线了自己的小程

序。快手也不是刚刚对外开放。这次合作的特

别之处在于未来的想象空间，“比如说未来会

不会通过快手直接点外卖，未来快手主播会

不会直接帮美团带货……”比达咨询分析师

李锦清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针对上述问题，美团相关人士并未直接

回应，但表示：“双方合作将在2022年元旦、

春节消费旺季进入落地试运行阶段。”

供应链与流量

从硬指标看，美团和快手分别是本地

服务和短视频领域的互联网企业代表，双

方可互补的地方不少。根据艾瑞咨询数据，

2020年中国本地生活服务市场规模19.5万

亿元，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增长到35.3万

亿元。但有业内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现阶段来自于短视频和直播的份额比较

少，增长潜力较大”。

作出这个判断的基础是短视频用户规

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8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21年6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8.88

亿，较2020年12月增长1440万，占网民整

体的87.8%。

同样是中生代互联网平台，这两种平台

的用户有什么区别呢？对此，■■COO赵木

铨的感触是：“通过短视频购买团购套餐的用

户对价格更敏感、群体更年轻，通过美团购买

套餐的用户更忠实、复购率更高。短视频能提

供更加直观和沉浸式的种草体验，更容易抓

住年轻用户。如果品牌想要快速拉新，短视频

这种渠道很有效。但拉新之余，品牌想长期稳

定地进行线上门店和品牌的经营，就要关注

用户是否忠实以及复购意愿是否高了。”

从赵木铨对这个平台用户的比较不难看

出，快手的优势是流量，美团的优势是本地生

活服务供应链以及履约服务能力，用易观分

析流通行业中心分析师魏建辉的说法是，“快

手平台聚焦大量客户，尤其下沉市场用户，其

本地生活服务潜在需求较大。美团深耕本地

生活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客户服务经验，供应

链基础设施布局比较完善，可以有效对接服

务快手平台上客户的服务需求”。

对于商家而言，这两者都十分重要。在操

作上，“双方合作打通后，我们可以继续使用

美团商家后台，进行快手套餐的上线以及核

销，店员不用再适应新的操作系统，也方便后

期财务对账”，赵木铨透露。

有可复制性吗

站在更高的角度，“美团在快手上线小程

序，表明互联网平台企业正在逐步加快落实

国家的互联互通政策，营造更好的互联网平

台企业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使得互联网平

台企业在经济发展中正向效应愈加明显”，魏

建辉直言。

此前，针对互联网互联互通的讨论多聚

焦于能不能在微信打开淘宝、抖音、快手链

接，淘宝等平台会不会支持微信支付等。目

前这些场景下的互联互通已经逐渐实现。根

据微信11月底公布的最新信息，微信点对点

聊天场景中将可直接访问外部链接，并将在

群聊场景试行开放电商类外部链接直接访

问功能。

那么美团和快手的合作是否具有可复

制性，站在竞争的角度，文渊智库创始人王

超的答案是肯定的，“短视频切入本地生活

是迟早的事，只是谁主做最后谁得利不一

定。短视频要自己做的话，成本风险不可控，

不如合作”。站在互联互通的角度，互联网企

业互联互通成常态已是共识，要实现只是时

间和形式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魏蔚

美团快手互通 互联网拆墙新模板？

从小众到时尚

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8天，

此时的北京已经营造出了浓厚的冰雪氛围。

会上，北京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葛军介

绍到，为加快冰雪运动发展，着力打造北京城

市名片，充分展现“双奥之城”风采，北京市于

2016年在全国率先以地方政府名义出台了

《关于加快冰雪运动发展的意见（2016-2022

年）》（京政发〔2016〕12号）和群众冰雪、竞技

冰雪、青少年冰雪、冰雪产业、冰雪赛事、冰雪

设施和冰雪运动人才七项配套规划，形成了

“1+7”政策体系。2020年，在“1+7”政策基础

上修改完善，制定了《北京市落实〈关于以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

的意见〉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

全面推进各项任务，持续提升全市冰雪运动

发展水平。

此外，为配合北京冬奥会的举办，营造浓

厚的冰雪氛围，北京市体育局已连续举办了

七届北京市民大众欢乐冰雪季活动，开展各

级各类群众活动2万余场，参与人次约达到

3100多万，冰雪运动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短

短几年时间，冰雪运动走进千家万户，从一开

始的‘小众’和‘冷门’，逐渐成为大众心中的

‘时尚之选’。”葛军还谈道。

丰富市民出游选择

近年来冬季冰雪产品更是不断完善。“借

助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持续打造一批冬

奥主题、冰雪主题的精品旅游线路，丰富冰雪

旅游产品，助推市场振兴。”刘斌还表示，2021

年市文旅局举办了北京冰雪文化旅游季活

动，开展了冬季冰雪旅游重点线路宣传推广，

汇集滑雪、登山、徒步、自驾、美食、网红打卡

地等多种元素，共推出了22条冰雪旅游精品

线路。

不仅如此，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

张亚红介绍，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还将开展

第八届北京市属公园冰雪游园会，共设置了

冰上运动、雪地运动、冬奥主题展三大类活

动，开放11处冰雪场地，以“冰雪双场”的形式

丰富市民冬季健身文化生活。其中，举办冰上

活动的有5家公园，为颐和园、北海公园、陶然

亭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举办雪上

活动的有4家公园，为颐和园、陶然亭公园、紫

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

此外，针对北京开展冰雪运动供需矛盾

的实际困难，北京市体育局方面还谈到，逐年

增加了冰雪场地设施供给，冰雪场地由冬奥

申办前的42座冰场、44块冰面、22所雪场，发

展为82座冰场、97块冰面、32所雪场。

刘斌还表示，今年，市文旅局与市体育局

还联合开展了北京市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的申

报推荐及评审工作，“密云南山滑雪场”入选

“北京市体育旅游十佳精品景区”；“北京国际

雪联单板及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入选

“北京市体育旅游十佳精品赛事”。此外，还有

11个滑雪场、四季型景区、冬季体育赛事等入

选“北京市体育旅游精品项目”。通过这些高

质量冰雪旅游项目供给，培育了消费新热点，

创造了消费新需求，促进了冰雪旅游的高质

量发展。

体教融合潜力无限

冰雪运动的推广离不开冰雪知识的普

及。为响应“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

召，近年来，北京市教委加强统筹，全面促进

校园冰雪运动的推广普及。据了解，自2017年

至今，北京市教委持续开展“冰雪进校园”系

列推广普及活动，制作冰雪运动项目动画、征

集冰雪运动优秀课例，逐步将冰雪运动带进

校园、融入课程，取得了初步成效。截至目前，

推广普及活动及体验课已走进16个区600余

校次，覆盖学生50余万人次。据统计，北京市

中小学生上冰上雪人数已达近210万人次。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刘晓明提到，

北京市中小学生冬季运动会从2016年至今已

连续举办了6届，堪称北京市校园冰雪运动赛

事的一张名片。参赛人数从最初的500余人到

现在的1700余人；比赛项目从最初的冰上拼

图、雪地登坡等趣味项目，逐渐发展到了短道

速滑、花样滑冰、冰壶、冰球、高山滑雪、单板

滑雪等专业性项目。

截至目前，北京市教委已经在全市建设

了200所冰雪运动特色校和200所奥林匹克教

育示范校。各区各学校积极探索，因地制宜，

课程方面重普及，活动方面重兴趣，逐步形成

了市区两级特色示范学校布局，为校园开展

冰雪运动和奥林匹克教育打下了坚实基础。

北京市滑雪协会主席李晓鸣指出，冰雪运

动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很大的关

联度。从近几年来看，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

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对于参与冰雪运动发

展的热情反而比原来老冰雪运动的城市要高。

未来冰雪运动在中国仍有很大发展潜力。

同程研究院分析还认为，在政策利好以及

2022年北京冬奥会等利好因素支撑下，未来几

年冰雪旅游将成为我国冬季旅游和冰雪经济

的核心引擎。 北京商报记者关子辰葛婷婷

乘着冬奥会的东风，北京冰

雪运动及旅游产业发展也驶入

了快车道。12月27日，在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

市系列发布会———北京冰雪运

动发展专场会上，北京市文化和

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斌表

示，近年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

局积极推动文化与体育、旅游与

体育的深度融合，通过大力发展

冰雪文化、冰雪旅游、冰雪文旅

经济，持续打造了一批冬奥主

题、冰雪主题的精品旅游线路，

丰富冰雪旅游产品，同时还通过

持续宣传推广北京冰雪文化旅

游季活动，吸引了广大市民和游

客的关注，激发了冰雪旅游和冰

雪运动的热情，进一步将“冷”资

源变成热经济。

北京商报讯（记者郑蕊）距离2021年正

式结束仅剩下4天时间，此时，不少人也开

始筹划起自己的跨年夜行程，观影则成为

主要选项之一。这个跨年夜，你在为谁奔向

电影院？

一年一度的跨年夜即将到来，不少人

早已开始筹划12月31日晚间的娱乐活动，

等待着给2021年的结束来一场具有仪式感

的告别。而前往影院观看一场电影，则自然

而然地被列在不少人的跨年娱乐清单中。

随着跨年夜临近，“跨年场”（影片在1

月1日0点结束放映或有彩蛋的特殊场次）

的预售票房也在不断增长。据灯塔专业版

显示，截至12月27日10时，“跨年场”的新片

预售观影人次已达到百万人的规模，1.87万

场的放映场次已共计带来4233.2万元的预

售票房，且还有更多观众正陆续购买预售

电影票，使得各项数据仍在持续增加中。而

若是聚焦于12月31日全天的预售票房，截

至12月27日18时则已达到1.13亿元，总出

票量则超过了278万张。

方女士便是计划在跨年夜前往影院观

影的观众之一。“以往的跨年夜均会选择与

朋友小聚一番，或一起吃个饭，或是去唱个

KTV，有时也会找个桌游吧来次彻夜狼人

杀。今年也不例外，打算继续与朋友一起度

过一年的最后一刻，和朋友沟通后决定去

看场电影，随后一起迎接元旦小长假。”方

女士如是说。

在人们对跨年观影展现出需求的同

时，跨年也吸引了多部影片先后在该时间

定档。《穿过寒冬拥抱你》《以年为单位的恋

爱》《反贪风暴5：最终章》3部电影纷纷选择

在12月31日正式登上大银幕，再加上刚刚

才亮相的《爱情神话》等新片，以及虽已上

映一段时间却仍有较强市场号召力的《误

杀2》《雄狮少年》等影片，也给观众提供了

更多选择。

而在以上影片中，单片“跨年场”预售

票房最高已超千万元。据灯塔专业版显示，

截至12月27日10时，《穿过寒冬拥抱你》以

3273万元预售票房排在首位，观影人次则

达到75.1万人，电影《以年为单位的恋爱》

《反贪风暴5：最终章》则分别以757.4万元和

202.7万元的预售票房排在第二、三位。

《穿过寒冬拥抱你》《以年为单位的恋

爱》《反贪风暴5：最终章》3部影片排在预售

排行榜前列也在不少从业者的预料之中，

而这背后与影片的演员阵容以及IP等方面

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影评人刘贺表示，《穿过寒冬拥抱你》凭

借着演员阵容中的黄渤、贾玲、朱一龙、徐帆

等人们熟悉喜爱的形象便已吸引了一波关

注，再加上影片以2020年武汉封城这一事

件为背景，当下人们又正处于疫情常态化

防控的阶段，由此吸引更多观众的注意。而

《反贪风暴5：最终章》则是经典IP吸睛的代

表，该系列电影的前4部已在市场上打响了

名字，因此也成为观众关注的影片之一。

不言而喻，“跨年场”也成为2021年电

影市场的最后一搏。

“今年的电影市场虽然难免会受到疫

情防控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市场内部自身

的调整也在持续，但整体仍处于稳步恢复

的阶段，尽管全年票房规模尚未恢复到两

年前的水平，但近段时间令从业者更深切

地意识到提升作品质量的重要性，这对于

国内电影市场的持续发展有更深远的意

义。”刘贺如是说。

纵观2021年全年电影市场，共有11部

上映影片票房过10亿元，其中单片票房最

高的《长津湖》则实现累计票房57.7亿元，刷

新了中国影史票房新纪录，同时还有其他

多部影片也相继在各自领域刷新纪录，给

市场带来更多惊喜。

在业内人士看来，电影市场受到的冲

击各方均有目共睹，但是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也成为从业者的发展目

标。刘贺认为，通过近两年的发展，从业者在

作品创作中也进行更多尝试，由此打开市

场发展的新空间或是新方向，观众也看到

了电影市场更多的可能性，这均将成为电

影市场今后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在未来将

会爆发出更大的力量推动市场升级发展。

互联互通不只是能在微信打开电商链接，还包括在快手下单美团

套餐……12月27日，美团和快手达成互联互通战略合作，目前美团已在

快手开放平台上线美团小程序，快手用户可以直接通过美团小程序下

单餐饮类套餐。

今年下半年以来，互联网“拆墙”有节奏推进，不过更多围绕在即时

通讯和电商、短视频平台之间，或电商和电商平台之间，美团和快手这

种生活服务和短视频平台的合作，是继腾讯、阿里“拆墙”后，又一起互

联网互联互通的新进展，但这能否成为一种可复制的互联互通模式，还

需要时间落实。

文化/旅游

政策扶持

体
教
融
合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将开展第八届北京市属公园冰

雪游园会，共设置了冰上运动、雪地运动、冬奥主题

展三大类活动，开放11处冰雪场地，以“冰雪双场”
的形式丰富市民冬季健身文化生活。

北京市于2016年在全国率先以地方政府名义出

台了 《关 于 加 快 冰 雪 运 动 发 展 的 意 见

（2016-2022年）》和群众冰雪、竞技冰雪、青少年

冰雪、冰雪产业、冰雪赛事、冰雪设施和冰雪运动

人才七项配套规划，形成了“ 1+7”政策体系。

2020年，制定了《北京市落实〈关于以2022年北京

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的实施

意见》。

群众娱乐

全市冰雪运动特色

学校和奥林匹克教

育示范学校均达到

200所。

2021-2022北京市青少年冰球

俱乐部联赛共进行1224场比

赛，有25家俱乐部、256支队

伍、近3600名球员参赛，赛事

规模继续保持亚洲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