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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为了迅速反映市民体育消费领域关注点尧及时预测体育消费趋势袁采用文献

资料法尧组合评价法袁系统梳理和归纳体育消费热点的相关研究袁设计了预测市民体

育消费趋势的通用工具与方法遥从网络舆情视角通过细分热流尧定义热度尧发现热点尧
追溯热源 4 个步骤对热点进行逐层推演袁 并以上海市某月的舆情大数据为例进行了

实证研究曰在发掘热点的基础上使用猎酷法总结热点特征尧预测体育消费趋势袁探讨

了体育消费热点的具体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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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quickly reflect the focus of public sports consumption field and timely forecast

sports consumption trend, the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and summarized the researches on

sports consumption hotspots by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bined evaluation methods. This article also

designed a general tool and method to predict the sports consumption trend of citizens.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this research deducted sports consumption hotspots layer by layer

in 4 steps: subdividing heat flow, defining heat, discovering hotspots, and tracing heat sources. It also

conducted an empirical study taking an example of the Shanghai's public opinion big data in a certain

month. Based on exploring the hotspots, this paper used the method of cool hunting to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ot spots, predict the trend of sports consumption, and discuss the specific applica-

tion of sports consumption hot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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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叶关于促进全

民健身和体育消费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曳袁为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袁并着重

指出通过促进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的进一步发

展遥然而现阶段体育消费领域存在信息统计不完全尧
不完整和信息公开不及时等问题袁 体育消费信息和

数据的收集和共享不完善 [1]袁企业尧政府与消费者之

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袁 缺少能及时洞察居民消费

现状尧准确预测体育消费趋势的工具遥体育消费的发

展无法有效满足新时代消费升级尧 经济转型的形势

要求袁体育消费需求的引领性发挥不足袁未能与体育

产品和服务供给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袁 限制了

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 [2]遥 大数据的应用可以有效缓

解这种困境袁部分企业通过构建自身平台袁实现精准

有效的趋势预测和个性化服务 [3]袁然而目前大数据

技术应用的经济尧技术成本限制了其推广和应用遥因
此本文旨在构建一种通用的体育消费趋势预测方

法袁将舆情热点应用到体育消费领域袁缓解当前消费

主体与客体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矛盾遥
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网

络舆情的形成与传播速度袁大量消费信息充斥其中袁
却缺乏对其系统整理和有效利用袁 网络舆情在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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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4]遥 舆

情热点代表了人们的关注点袁 是群众利益诉求在网

络上的集中反映 [5]袁而现阶段关于舆情热点的研究

主要通过构建模型和改进算法袁 不断提高热点发现

的准确度袁但热点标准的参数和阈值也各不相同袁尚
未形成统一量化标准 [6]遥 本文认为体育消费热点代

表了体育消费领域的关注点袁能迅速尧有效地反映体

育消费趋势袁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信息支持袁有效满足

消费者动态的体育消费需求袁但同样面临缺乏量化

方法和热点标准的问题遥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袁本文

对现阶段体育消费热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和

归纳袁 从网络舆情角度重新定义体育消费热点袁以
现阶段各城市体育消费水平和经济能力为前提袁构
建了简便通用尧可推广的量化方法袁并以 2019 年 6 月

上海市体育消费热点为例袁 结合实践探讨了体育消

费热点的具体应用袁 为体育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

参考遥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袁 微博和微信等社

交媒体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袁 进一步加快了

网络舆情的形成和传播速度尧扩大了其影响范围袁且
大量研究发现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网络舆情对于

消费者的购买意愿都具有显著影响 [4,7]遥 但随之产生

的铺天盖地的信息袁 使人们的注意力逐渐成为稀缺

资源袁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日益困难[8]袁
也为体育消费信息的统计带来了众多难题遥赫伯特窑
西蒙 [9]最早提出注意力经济的概念袁信息的丰富意

味着信息消费的短缺袁从而消费了人们的注意力袁因
此需要将自己的注意力有效地分配到大量的信息资

源中袁热点作为人们注意力资源的集中体现袁逐渐出

现在人们的视线中遥

热点一般指引起人们关注的人或事物等袁 然而

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量化标准袁各种野热点新闻冶野热
点话题冶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袁网络上的热点概

念基本以网络舆情热点为准袁姜胜洪 [5]认为网络舆

情热点是网民思想情绪和群众利益诉求在网上的集

中反映袁是网民热切关注的聚焦点袁是民众议论的集

中点袁反映出一个时期网民的所思所想袁也是居民消

费关注点和消费趋势变化的重要体现遥
热点本应让人们从海量的信息中发现社会大众

关注的信息袁 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随之而

来的信息爆炸袁 导致热点泛滥且缺乏权威性和可信

度袁人们更加难以辨别出有价值的信息遥除了社交媒

体和新闻网站袁热点也频频出现在商业报告中袁如中

信证券发布的叶煤炭行业 2019 年热点聚焦曳尧毕马威

发布的 叶2018 年中国银行业调查报告暨银行业 20

大热点课题研讨曳袁这些商业报告由专业人士基于强

大的数据库指出行业热点袁 但这种热点分析具有相

当的主观性袁网络上各种热点缺乏统一尧可比较的量

化标准遥

现阶段关于热点发现的研究主要采用文本挖掘

技术袁通过建模和大量的文本训练对算法进行改进袁
提高热点发现的准确度 [10-11]遥微博热搜与百度热点新

闻等都采用类似的算法进行计算袁 但对于热度的计

算和聚类阈值的设置则各有偏重袁 缺乏统一的量化

标准和简便易行的指标体系遥
现阶段关于热点的研究集中于建模和算法的改

进袁缺少对热点背后影响因素的深入挖掘袁关于热点

实际应用的研究更为稀缺袁 然而体育消费的发展迫

切需要能及时反映居民需求变化并准确预测消费趋

势的工具袁 网络舆情作为新时代的信息传播工具对

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具有显著影响袁因此袁本文基于舆

情热点的视角重新定义体育消费热点袁 及时反映居

民消费最新动态袁缓解政府尧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信息

不对称的矛盾袁有效满足消费者的动态体育消费需求遥

目前对体育消费热点的研究仍然是以定性概念

为主袁曹亚东 [12]指出体育消费热点是指消费者在追

求时兴事物的体育消费热潮中形成的从众化需求袁
某种体育消费趋势短时间内的广泛流行即被称为体

育消费热点袁 仍是从理论上进行界定袁 缺乏量化标

准遥 本文基于网络舆情的角度构建了体育消费热点

计量法袁通过细分热流尧定义热度尧发现热点尧追溯热源

4 个步骤科学计算热点袁 体育消费热点是在某一时

期的舆情传播中受到广泛关注的体育消费项目袁体
育消费项目在不同级别和类别下的热度值达到一定

阈值袁即是体育消费热点遥
上海市作为国内体育产业较发达地区袁 代表了

国内体育消费发展重要空间及其形态的变化[2]袁因此

本文以上海市 2019 年 6 月的舆情数据为例袁应用体

育消费热点计量法计算出上海市这一时期的体育消

费热点袁并对热点的成因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挖掘袁
将体育消费热点应用到实践中袁为消费者尧企业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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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等不同主体提供多角度的信息支持袁 促进互联网

环境下体育产业的进一步转型升级遥

当前国内外体育信息学科研究普遍存在信息理

论研究滞后尧应用研究相对较少的问题袁合理利用新

兴技术提供完善的体育信息服务将是未来研究的一

个方向 [13]遥 本文借助舆情大数据工具野新浪舆情通冶
和组合评价方法将体育消费热点量化袁 构建了系统

化的体育消费热点计量法袁如图 1 所示遥 首先袁通过

细分热流对体育消费进行分类袁 进而通过文献回顾

和商业报告提取各类体育消费关键词袁 借助舆情大

数据监测工具野新浪舆情通冶收集各个体育消费关键

词的舆情信息袁野新浪舆情通冶作为国内政企机构广

泛应用的舆情监测平台保证了数据来源的可靠

性曰 随后使用组合评价法对不同信息来源赋权计

算热度袁综合考虑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袁加权汇总

计算出体育消费项目的热度值并由高到低进行排

序曰体育消费热点即高热度的体育消费项目袁本文

根据经济学中的 野帕累托准则冶 将热度值排序前

20%的体育消费项目定义为热点袁且已有研究验证

了舆情传播基本符合该准则 [14]曰最终在发现热点的

基础上使用猎酷法渊cool hunting冤分析热点特征和

影响因素袁 结合热点信息为政府提供及时的体育

消费趋势预测方法袁 并探讨体育消费热点的具体

应用遥

图 1 体育消费热点计量法

互联网环境下的体育消费需求愈发呈现个性化

与多样化特点 [15]袁不同类型的体育消费存在较大差

异袁因此需要对体育消费进行分类遥 郑和明等 [1]对改

革开放 40 年来国内体育消费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研

究袁认为现阶段的体育消费主要分为 2 类袁即实物型

与非实物型袁同时在非实物型体育消费中袁又可以分

为观赏型与参与型遥经过数据分析和专家意见袁本文

亦支持体育消费三分法袁 将体育消费分为实物型体

育消费尧参与型体育消费和观赏型体育消费遥实物型

体育消费主要包括运动服装尧鞋帽尧器材等袁这一类

都是消费者通过购买直接促进体育消费遥 参与型体

育消费则是以休闲体育尧竞技体育和健身体育为主遥
休闲体育中如体育旅游和体育彩票的消费也是该类

体育消费的主要增长点袁如 2018 年中国体育彩票销

售达到 2 869 亿 [16]袁人们参与休闲体育消费的热情

较高遥 竞技体育则是各种体育赛事的报名和场馆租

用消费遥健身体育则是各种体育健身活动的消费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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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房以及私人教练等类型消费袁 随着全民健身活

动的广泛开展袁人们参与健身的消费也是日益增加遥
观赏型体育消费以各种体育赛事为主袁如篮球尧足球

等主要赛事以及马拉松尧 自行车比赛等遥 以马拉松

为例袁2019 年北京马拉松的赛事收入约为5 000 万

到 6 000 万元袁其中赞助收入占比约九成遥 举办体育

赛事袁不仅包括门票尧电视版权等收入来源袁赞助是

其更大的收入来源遥 观赏型体育消费可以有力地促

进体育消费的快速增长袁 并且激发人们参与体育运

动袁购买体育用品等遥
词频分析法已广泛应用于学科热点发现和趋

势预测研究 [17]袁各类商业报告的大数据分析也多运

用词频分析法袁通过加权聚类等算法对海量数据进

行计算袁从而预测消费或流行趋势袁如 CBNData 发

布的叶2019 中国互联网消费生态大数据报告曳对不

同消费群体的消费偏好进行排名袁从而发现人们的

消费趋势遥 因此袁本文通过文献回顾和商业报告袁提
取约 200 个有代表性的体育消费关键词建立的关

键词检索库袁 经过筛选最终确定了 184 个体育消费

关键词袁其中实物型消费关键词 50 个尧参与型 99 个尧
观赏型 35 个袁将体育消费分类进一步细化袁如图 2

所示遥

图 2 体育消费分类图渊列举冤

野新浪舆情通冶于 2019 年获得中国大数据行业

应用 TOP Choice 奖项袁是国内舆情大数据行业的出

色代表遥 本文利用野新浪舆情通冶对 184 个体育消费

关键词进行检索袁 根据不同的消费类别构建不同的

检索式袁 如实物类体育消费的检索式 野渊运动服冤+
渊购买 + 消费 + 花费 + 支出噎噎冤冶袁 检索结果包括

数据来源尧词云和变化趋势图等遥然而不同分类下的

热点亦存在一定差异袁 如实物型体育消费热点以篮

球尧 足球等运动产品为主袁 参与型体育消费则以健

身尧竞技为主袁整体热点中仅包含少量实物型体育消

费产品袁体育消费热点基于网络舆情进行计算袁无法

反映各类热点特征袁 但具体应用中可以根据需求计

算不同级别和类别下的体育消费热点遥

本文中的热度即体育消费项目的关注度袁 现阶

段关于舆情热度的计算方法各有不同袁 多是通过构

建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袁 计算某事件或时间段内的

舆情热度 [18]遥 然而对不同信息来源以相同的权重进

行处理袁难以反映真实的热度 [19]袁社会蓝皮书中的

叶2018 年中国互联网舆论分析报告曳 对舆情热度的

计量指标包括网络新闻尧微博尧微信等媒体来源袁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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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消费分类

实物型体育消费

参与型体育消费

观赏型体育消费

运动器械 臂力器 跑步机 踏步机

体育运动
产品 篮球 足球 围棋

其他体育
用品 奖杯 体育杂志 体育周边

户外运动
休闲用品 帐篷

运动服

运动手表

运动服饰 运动鞋 运动饰品

登山包

运动防护
用品 护目镜 篮球眼镜护腕护膝

运动食品
及饮料 蛋白粉 功能饮料营养棒

潜水休闲体育 登山 体育彩票

游泳竞技体育 篮球 健身操

健身操健身体育 跑步 产后恢复

篮球体育赛事 足球 电子竞技

侯捷袁等. 基于网络舆情视角的体育消费热点量化及应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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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了不同权重袁 根据相关事件的报道数量和媒体权

重计算出各个事件的网络舆情热度遥 本文基于同样

思路使用组合评价法对不同信息来源进行赋权袁通
过加权汇总计算各个体育消费项目的热度值袁 国外

著名出版社 Science尧Nature 广泛应用的学术评价指

标 Altmetrics 也基于同样的思路袁根据论文不同来源

的引用情况计算每篇论文的综合得分及其影响袁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和认可遥

赋权方法主要分为主观赋权与客观赋权法 2 类袁
主观赋权法借助专家在某领域的知识经验确定指标

权重袁但权重难免存在主观随意性曰客观赋权法主要

根据数据的变异程度计算权重袁 保证了数据的真实

性袁但往往具有不确定因素与复杂性遥本文选择了 2 种

有代表性的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袁 综合考虑主尧
客观赋权的相容性袁避免了权重确定的片面性袁邀请

了上海市来自体育尧消费品尧媒体和大数据专业背景

的专家对信息来源进行打分袁使用层次分析法计算专

家打分结果袁得到主观权重曰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

方法袁根据舆情数据提供的信息量计算权重袁得到信

息来源的客观权重袁2 种赋权结果如表 1 所示遥
表 1 主观赋权与客观赋权结果

2 种赋权方法得到的权重差异较大袁 但加权计

算结果的秩排序差异较小袁 熵权法根据数据的信息

量进行赋权袁条目越少则权重越高袁野外媒冶信息来源

的权重最高袁但其信息条目基本为 0袁对于计算结果

没有影响曰层次分析法由多名专家打分计算袁赋权结

果相对稳定遥 将权重系数 w 与各个信息来源条目 i
加权汇总袁得到体育消费项目的热度值袁并对 2 种评

价方法的热度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袁其公式如下遥
热度值 =

n

i
移yiwi

其中 yi 为第 i 项信息来源条目袁wi 为第 i 项的权重

系数袁n=11遥

不同评价方法的原理不同袁 当对同一个评价对

象运用不同评价方法分别进行评价时袁 结论存在差

异袁即多方法评价结论的不一致问题 [20]遥针对这种评

价结果的非一致性问题袁 学术界提出了组合评价的

理论袁即使用多种方法进行评价袁然后对这几种评价

结果进行组合 [21]遥 实际应用中需要对主客观赋权结

果进行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袁从热点的自动挖掘和

动态监测的角度看袁可以将 0.8 的相关系数渊高度相

关冤 作为标准院渊1冤 若 2 种赋权结果相关系数大于

0.8袁使用单一赋权法简便适用袁层次分析法权重即

可满足需求曰渊2冤 若 2 种赋权结果相关系数小于

0.8袁应当在进行 Kendall 一致性检验的基础上袁以极

小化差异的原则使用组合评价方法解决结论的非一

致性问题袁克服主尧客观评价方法的缺陷袁保证热点

的计算结果更加合理尧稳定[22]遥

随着网络舆情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日益增

加袁 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舆情热点发现进行了深入研

究袁主要使用了基于改进的聚类算法等模型袁但方法

存在多样性袁 热点设置的阈值和标准也各不相同[6]袁
且通过构建复杂模型和算法发现热点的可推广性较

差袁体育消费热点的标准也因此缺少统一标准遥 意大

利经济学家费雷多窑帕累托渊Vilfredo Pareto冤提出了

著名的野帕累托准则冶袁也被称为 80/20 法则袁即 20%

的变量控制了约 80%的资源遥 霍明奎等 [14]通过移动

互联网环境下的微博舆情传播的网络结构研究袁验
证了互联网环境下的舆情传播基本符合 80/20 法则遥
因此本文根据野帕累托准则冶袁在分类的基础上加权

计算各个体育消费项目的热度值并由高到低排序袁
将排序结果前 20%的体育消费项目定义为体育消费

热点遥
对 2 种赋权方法的加权排序结果进行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袁其热度值排序结果整体呈高度相关袁仅
存在部分排序差异遥以整体体育消费热点为例袁根据

野帕累托准则冶将 184 个体育消费项目划分为前 20%

和后 80%袁将排序前 20%的 37 个体育消费项目定义

为体育消费热点袁如表 2 所示遥层次分析法得到的热

点包括 2 个实物型尧20 个参与型尧15 个观赏型体育

消费项目袁 熵权法的热点为 3 个实物型尧19 个参与

型尧15 个观赏型袁得到的热点体育项目基本相同袁仅
存在 1 个不一致的体育消费热点项目遥 考虑到计算

方法的简便性和可重复性袁 本文仅使用层次分析法

权重计算体育消费热点遥

信息来源 层次分析法 熵权法

客户端 0.088 0 0.063 9
微博 0.103 0 0.060 6
网站 0.092 3 0.073 5
新闻 0.076 9 0.054 4
视频 0.102 8 0.091 9
论坛 0.117 6 0.069 1
报刊 0.073 3 0.071 7
外媒 0.088 9 0.212 6
微信 0.080 8 0.089 4
博客 0.121 3 0.150 9
政务 0.055 0 0.062 1

体
育
人
文
社
会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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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组合评价方法加权排序结果

注院熵权法加权排序第 37 位为实物型体育消费的野篮球冶遥
同理袁本文对比各类热点的热度值占比袁因小类

包含项目过少袁此处不做进一步分析袁结果如图 3 所

示遥除去观赏型体育消费袁各类热点的热度值占比都

在 80%~85%袁基本符合野帕累托原则冶遥 观赏型热点

占比较低主要归因于上海市作为国际化体育都市袁
各类体育赛事举办频繁袁 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和参

与热情较高袁各类赛事之间热度值偏差不大遥

图 3 体育消费热度值占比

注院结果符合野帕累托准则冶袁各类热点基本包含约 80%的

热度值遥

发现并分析体育消费热点有助于更完整地认识

上海市体育消费现状袁 本文以整体体育消费热点为

例绘制帕累托图袁如图 4 所示遥 上海市 2019 年 6 月

体育消费热点中观赏型体育消费得分最高袁 参与型

次之袁实物型最低遥观赏型体育消费热度值在热点中

占比为 54.22%袁主要归功于上海市众多的大型体育

赛事袁居民参与体育赛事消费热情高涨曰参与型体育

消费整体占比 44.36%袁与观赏型差距并不大袁表明

人们的健身消费意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已经有了显

著提高袁 健身运动和减肥成为当前人们参与体育消

费的主要方向曰实物型消费占比最低袁为 1.42%袁比
例过低袁主要由于研究数据来源为互联网舆情数据袁
代表消费者的关注热点袁难以反映真实的消费情况遥
虽然近年来国内体育消费结构呈现出由实物型向参

与型转变的良好趋势袁但整体上仍以运动服装尧器材

等实物型消费为主 [23]遥 当前国内的体育消费结构仍

以实物型为主导袁 热点主要包括观赏型和参与型体

育消费袁 表明居民参与健身消费和体育赛事的热情

不断提高袁 是全民健身活动推广和体育消费结构优

化的重要表现遥

图 4 体育消费帕累托图渊整体冤

注院体育消费前 20%渊即前 37 名冤消费关键词的累计热度

占比已达到 86.02%遥

热点发现仅能反映短期的体育消费形势袁 还需

要在发现热点的基础上袁总结尧归纳体育消费热点特

征和影响因素袁 准确预测体育消费趋势遥 如前文所

述袁 现阶段的体育消费趋势预测方法仍依赖于传统

的统计数据或问卷调查袁预测结果存在时效性问题袁
且结果相对宏观袁 如某一地区居民未来的体育消费

将会以排球尧羽毛球等休闲类运动为主袁缺少分类细

化和动态性分析袁 也是限制体育服务水平的主要因

素之一袁 体育管理部门在消费趋势预测方面也面临

缺乏时效性与细化动态分析的困境遥
应用大数据技术挖掘消费需求尧 进而引导用户

体育消费项目
层次

分析法

熵权

法
体育消费项目

层次

分析法

熵权

法

足球渊观赏型冤 1 1 网球渊观赏型冤 20 20

减肥渊参与型冤 2 3 马拉松渊参与型冤 21 21

篮球渊观赏型冤 3 2 田径渊观赏型冤 22 22

汽车渊观赏型冤 4 4 舞蹈渊参与型冤 23 23

舞蹈渊观赏型冤 5 5 拳击渊观赏型冤 24 24

跑步渊参与型冤 6 8 网球渊参与型冤 25 26

足球渊参与型冤 7 6 电子竞技渊观赏型冤 26 27

瑜伽渊参与型冤 8 10 体育彩票渊参与型冤 27 25

户外渊观赏型冤 9 11 杠铃渊参与型冤 28 28

健身操渊参与型冤 10 7 康复 / 恢复渊参与型冤 29 29

广场舞渊参与型冤 11 9 运动鞋渊实物型冤 30 31

乒乓球渊观赏型冤 12 12 乒乓球渊参与型冤 31 30

篮球渊参与型冤 13 13 围棋渊观赏型冤 32 32

舞蹈渊参与型冤 14 15 游泳渊参与型冤 33 33

龙舟渊观赏型冤 15 14 滑雪渊参与型冤 34 35

游泳渊参与型冤 16 16 电子竞技渊参与型冤 35 36

赛车渊观赏型冤 17 17 足球渊实物型冤 36 34

游泳渊观赏型冤 18 18 APP渊参与型冤 37 39

自行车渊观赏型冤 19 19

大类热度值点比

体
育
人
文
社
会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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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于猎酷法的体育消费热点信息分析

热点信息 attractive inspiring guiding consumption

渊1冤广场上来了支网球队钥
# 东北大妈拿灭蚊拍跳广

场舞 #院健身驱蚊噎噎
标题及内容惹人注目袁具有引

人发笑尧吸引眼球的特点

广场舞大妈的行为让人眼前一亮袁 鼓励更多中

老年人用多种方式参与广场舞锻炼

吸引更多老年群体参与体育健

身袁进一步促进广场舞服装尧道
具的相关消费

渊2冤 中国篮球史上第一个

世界冠军诞生浴 上海姑娘

占了一半

野史上第一个篮球世界冠军诞

生冶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袁能
吸引关注

中国篮球史上的重大进程袁具有里程碑意义袁是
中国的骄傲袁能振奋人心

刺激篮球比赛门票尧赛事周边尧
篮球运动装备的消费

渊3冤转发微博揖原微博铱@
运动健身教程 适合减肥

者的营养早餐噎噎
减肥的饮食搭配是女性和减肥
人士的重点关注话题袁因此该

标题及内容具有一定吸引力

减肥期间的饮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袁 知名博主的

减肥营养早餐搭配具有一定科学性和吸引力袁为
减肥人士提供参考袁使之心情振奋袁且容易接受

激发消费者购买减肥食品以及
减肥课程的热情袁 并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体育健身的消费

消费的模式越来越被大型企业和商场所接受[3]袁但企

业对体育消费趋势的预测往往存在偏好袁 如运动服

装和运动器械面向的用户群体存在差异袁 这些企业

预测的体育消费趋势可能存在片面性遥近年来袁应用

大数据技术提升政务服务水平逐渐成为一种趋势[24]遥
如今发展体育产业尧 促进体育消费已经成为各地政

府的主要工作之一袁 但是构建大数据平台和挖掘个

人体育消费数据的人才尧 资金和技术缺乏始终是困

扰地方政府的难题遥因此袁本文基于网络舆情对居民

消费意愿的推动作用袁 构建了系统化的体育消费热

点计量体系袁 在发现热点的基础上对舆情热点进行

深入挖掘袁提炼体育消费热点的相关新闻尧微博等信

息袁利用猎酷法总结体育消费热点的形成原因袁洞察

消费者当下所需和未来所想袁 从而预测下一阶段的

热点发展趋势遥
猎酷法是营销专业人士对新的或现有的野酷冶文

化风尚和趋势的变化进行观察和预测袁流行于欧洲

的一种趋势分析方法 [25]遥在分析体育消费热点形成

的过程中袁 猎酷法的分析准则主要为以下 3 点院
渊1冤attractive袁这个热点吸引眼球尧与众不同尧莫名其

妙尧过目不忘尧惹人发笑曰渊2冤inspiring袁这个热点让人

为之振奋尧令人眼前一亮尧不禁赞叹曰渊3冤guiding con-

sumption袁引起购买兴趣尧唤起购买欲望尧产生实际

购买袁想去买票看这个比赛袁想去买这个产品袁想去

买装备参加锻炼等遥 这 3 条准则从消费者的主观感

受以及体育消费项目自身的特点出发袁 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解释热点形成的原因袁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人

工分析袁例如每个热点提炼几条代表性信息袁需要一

名专业人士根据 3 条定性准则分析热点成因袁 具体

应用中可视情况调整人数袁 人数越多则分析结果越

准确袁 以广场舞尧 篮球和减肥 3 个体育消费热点为

例袁使用猎酷法分析袁结果如表 3 所示遥

使用猎酷法分析上海市居民 2019 年 6 月体育

消费热点的成因如下遥
渊1冤具有吸引眼球的效能渊attractive冤遥 通过对

热度值排名前 20%的体育项目进行归纳分析袁发
现热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重要的体育比赛

项目和知名博主分享的教学视频以及相关的体

育行业的重要事件等促成的 袁这些赛事 尧教学视

频尧新闻事件袁本身具有较强的辨识度袁符合大众

的价值取向和实际需求袁且在内容或形式上具有

闪光点 袁因此能够吸引公众的眼球 袁使人过目不

忘袁同时一些新颖的题材和夸张的标题往往能引

起广泛关注遥
渊2冤具有振奋人心的效能渊inspiring冤遥 一些大众

体育项目袁如足球尧篮球等袁赛事较多且其过程与结

果受到众多体育迷的关注袁 从而使得这些体育项目

成为热点遥 同时袁中国有竞技优势的体育项目袁如乒

乓球尧排球等袁也能引起相对广泛的关注遥 这些热门

体育项目往往能出现让人为之振奋尧令人眼前一亮尧

不禁赞叹的事件渊如中国队获得各种奖项冤袁从而进

一步促使其成为热点遥
渊3冤具有消费导向的效能渊guiding consumption冤遥

在热门体育项目的驱动下袁 往往能够促进受众围绕

该项目进行各种形式的消费袁 如球类爱好者购买各

种球衣尧球鞋以及各种现场比赛的门票袁由此衍生出

交通运输尧住宿餐饮等体育相关消费曰而健身尧舞蹈尧
减肥等个人形式的参与型体育消费项目袁 也能带动

相关健身行业的消费袁 如健身房得益于此类消费者

得以发展和扩张遥除了既有的爱好者袁一些体育项目

爱好者的消费行为还可能带动一些原本并非该领域

爱好者的消费行为袁如足球爱好者的体育消费行为袁
可能会带动尧感染其周围的家人尧好友袁一定程度上

可促使他们也一起参与体育消费袁 从而无形中增加

了消费量遥
以上文发现的体育消费热点为例袁 本文对各个

体育消费热点进行词云分析袁 并对词云分析结果进

行 2 次挖掘袁使用猎酷法总结各个热点的成因袁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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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体育消费词云热点及趋势预测

类别 词云热点 热点趋势预测

实物型体育消费 运动产品尧品牌尧时尚 除运动服装尧鞋帽等体育消费项目袁健身潮流也将继续提高蛋白粉尧运动饮料等运动食品的
热度

参与型体育消费 健身运动尧体育赛事尧减肥 考虑热点特征袁跑步尧减肥尧舞蹈等健身运动的热度居高不下袁随着季节交替变换袁冰雪体育

消费或将成为新的热点

观赏型体育消费 体育赛事尧门票周边尧影视综艺 根据不同时期的体育赛事和明星活动预测热点袁 上海市 2019 年 7 月举办的英超亚洲杯尧
CBA渊China Basketball Association冤夏季联赛等大型赛事使足球和篮球依旧为主要热点袁近两

年影视综艺受到广泛关注袁舞蹈尧户外等体育消费的热度势必会受到影响袁再度攀升

所示袁 本文分析了 2019 年 6 月上海市体育消费热

点袁总结出实物型尧参与型和观赏型 3 类体育消费热

点的主要共同特征袁 结合猎酷法总结出体育消费热

点成因袁并预测下一阶段的热点趋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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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型体育消费主要受运动产品尧知名品牌和

时尚等因素影响袁 因此在下一阶段的热点变动应

当不大袁仍延续以运动服装尧鞋帽为主曰参与型体

育消费以健身运动尧体育赛事和减肥为主要动力袁
每日健身尧 打卡将继续成为人们的体育消费关注

点曰观赏型体育消费则由体育赛事尧门票周边和影

视综艺等促成袁 根据下一时期举办的主要体育赛

事可对热点进行预测袁 近两年火爆的选秀类综艺

大大提高了舞蹈类节目的关注度袁 其热度势必会

再度攀升遥
整体上体育消费热点的形成主要由大型体育

赛事尧减肥健身运动尧明星品牌等因素促成袁由于

自身辨识度较强且符合大众价值取向和需求袁可
以吸引公众的关注袁成为体育消费热点袁根据这些

热点特征可以准确地预测下一阶段的体育消费热

点遥 以体育消费热点中的野减肥冶为例袁作为参与型

体育消费中热度最高的项目袁 其相关信息受到了

广泛关注袁 说明现阶段减肥已经成为了某些群体

进行体育消费的主要动力袁 体现了某些群体当下

所需与未来所求袁 低糖饮料和减肥膳食在未来一

段时间或将得到大量关注遥 对企业而言袁比同行早

一步袁就是巨大的市场优势遥 随着全民健身政策的

推进实施袁无糖饮品已经成为了市场的新风口袁元
气森林和燃茶等品牌在早年间就主推无糖饮品袁
近几年这 2 个品牌在饮料市场中强势崛起袁老牌饮

料公司可口可乐也推出了野零度可乐冶和野无糖可

乐冶袁都获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袁而更多的新晋

品牌仍沉沦在含糖饮料行业的红海之中曰 对政府

和体育管理机构来说袁 及时了解居民的体育消费

趋势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同样有着重要的参考意

义袁避免体育消费政策在推进过程中野遇冷冶袁有效

满足居民多变的体育消费需求袁 提高体育消费政

策落实的质量和水平遥

目前大数据技术在体育消费领域的应用仍面临

居民个人消费数据收集上的隐私问题以及海量数据

分析的高额成本袁 使得许多中小型企业和地方政府

望而却步袁 阻碍了体育消费统计调查的完善和居民

消费潜力的释放遥 本文综合考虑了居民个人消费数

据收集和大数据应用的经济尧技术成本及可推广性袁
借助国内权威的舆情大数据监测平台野新浪舆情通冶
保证数据来源的易获取性和权威性袁通过细分热流尧
计算热度尧发现热点尧追溯热源 4 个步骤提供了基于

舆情视角的体育消费统计和分析工具袁 为进一步了

解居民体育消费需求和趋势提供了通用尧经济尧可推

广的计量方法袁 对现阶段体育消费统计调查进行补

充袁 充分发挥体育消费对于加快体育产业发展的根

本性作用[2]遥
体育消费热点计量法主要分为热点发现和趋

势预测两大部分袁前者通过细分热流尧定义热度尧
发现热点 3 个步骤从海量舆情信息中挖掘出居民

在体育消费领域的关注点袁及时尧有效地发现当前

阶段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体现出的居民消费潮流和

需求曰后者则对各类热点特征进行总结尧归纳袁根
据热点特征预测下一阶段的体育消费热点袁 为政

府推进体育消费政策和企业调整营销策略袁 提供

及时有效的信息遥 本文构建体育消费热点计量法

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体育消费袁 无论热点发现还是

趋势预测都需要结合具体消费市场袁 以实现其应

用价值遥 传统的体育消费市场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尧
企业和消费者袁 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社交

媒体的普及袁 如今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成为增加居

民体育消费和体育参与行为的重要渠道 [26]遥 因此袁
本文将结合政府尧企业尧媒体和消费者主体探究体

育消费热点的应用机制遥

侯捷袁等. 基于网络舆情视角的体育消费热点量化及应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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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体育消费热点应用渊以电子竞技为例冤

主体 消费者洞察渊热点发现冤 理性趋势预测 定制服务

消费者 迅速获取电子竞技相关的

消费信息袁如赛事举办尧周
边活动等

及时了解下一阶段的电子竞技热点袁 有利于发

挥舆情信息对消费行为的积极影响袁 提高居民

体育消费热情

根据消费者具体需求袁提供个性化的体育信息服务袁如
英雄联盟尧 绝地求生等热门游戏的相关赛事和活动信

息袁有效释放居民体育消费潜力

媒体 了解电子竞技赛事相关信
息尧快速发现热点信息

从海量数据中快速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袁 发现真
正的电子竞技热点袁避免出现新闻尧微博发布后

无人问津的情况

为媒体行业筛选电子竞技热点信息袁 迅速反映消费者
关注趋势变化袁通过发布消费者关注的赛事尧活动信息

吸引更多的流量和关注袁实现良性循环

企业 及时了解消费者喜好袁把
握电子竞技行业趋势变化

通过分析电子竞技热点特征袁发现赛事尧游戏尧
战队选手尧综艺影视是热点的主要影响因素袁提
前预告热点赛事尧活动袁调整产品生产和营销活

动袁迎合体育市场需求

企业在总结尧归纳热点特征和成因的基础上袁通过选择
热门游戏赛事尧邀请明星选手尧加强直播平台合作等方

式袁增加消费者关注

政府 根据居民在电子竞技领域
的关注趋势变化袁 及时调

整体育消费政策袁 以满足
居民动态的体育消费需求

在了解电子竞技热点的基础上袁从优化体育消费

结构的角度调整相关政策袁实现体育消费政策与

市场需求的有效匹配袁提高体育消费政策落实的

质量和水平袁推动电子竞技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政府可以依据体育消费热点的形成机理袁 主动培育热
点袁在总结热点特征和消费趋势的前提下袁根据政策发

展方向袁借助微博尧微信等新媒体工具加强电子竞技相
关赛事尧活动的宣传袁增强居民对体育消费政策的响应

图 5 应用主体的关注点与体育消费热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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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热流 发现热点定义热度 追溯热源

企业政府媒体消费者

本文根据专业趋势预测公司 WGSN 的应用标

准[27]袁从消费者洞察尧趋势预测和定制服务 3 个方面

结合体育消费过程中的不同主体袁 探究了体育消费

热点的应用机制遥 首先通过细分热流对体育消费进

行分类袁提取出需要的体育消费类别和具体项目袁借
助舆情大数据工具获取体育消费舆情信息袁 根据需

求计算不同级别和类别下的体育消费热点袁 从体育

消费热点现状和特征洞察消费者当下需求曰 随后使

用猎酷法总结各体育消费热点的成因尧 挖掘热点特

征袁 及时准确地预测下一阶段居民体育消费需求和

趋势曰 最后根据热点分析结果为体育消费过程中的

各个主体提供定制服务遥 体育消费中的电子竞技近

年来持续受到广泛关注袁 并作为观赏型和参与型消

费同时出现在 2019 年 6 月上海体育消费热点中袁本
文以电子竞技为例探讨了体育消费热点的具体应

用袁见表 5遥

由表 5 可以发现袁 在体育消费热点的具体应用

中袁政府尧消费者等主体的关注点存在差异袁具体如

图 5 所示遥消费者和媒体更多地关注热点发现部分袁
消费者需要使用科学的计量方法从海量舆情信息中

发掘有效信息袁从而提升自身的体育消费意愿袁媒体

则通过热点把握潮流和消费者关注点袁 进一步增加

媒体流量袁形成良性循环曰而企业和政府可能更多地

关注消费趋势预测功能袁 通过系统化流程发现热点

并预测下一阶段的消费趋势袁 迅速了解居民消费需

求以及体育消费领域的关注趋势变化袁 为企业和政

府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袁 对企业调整生产

方案和营销策略尧 政府制定和推进体育消费政策具

有一定参考意义袁进一步提高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袁
提升居民对政策的呼应和支持遥

当前体育消费领域存在体育信息供需矛盾和居

民需求个性化的问题袁 互联网上存在大量的消费信

息袁却缺乏系统整理和有效利用袁本文从网络舆情视

角重新定义体育消费热点并构建了量化方法遥 通过

趋势预测的体育消费热点应用机制可以分析政府尧
企业尧媒体尧消费者基于自身需求下的个性化内容袁
实现更加完整地认识体育消费袁 更准确地进行决策

分析袁也使各类体育消费的产品开发尧精准推送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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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评价有了更为可靠的数据支撑袁 因此具有广泛的

应用价值遥
然而体育消费热点计量法仅为缓解当下体育消

费信息不对称的矛盾提供了通用工具袁 主要依赖于

词频统计和人工分析袁其准确性仍有待提高遥构建模

型和优化聚类算法仍是热点发现的主要研究方向袁
未来可通过大数据应用与机器学习的结合实现体育

消费热点的自动发现袁 可对体育消费热点进行长期

的动态监测与实时更新袁及时反映居民消费动态袁为
政府制定和落实政策提供有力的依据遥同时袁体育消

费热点计量法的思路和流程可以应用到其他消费领

域袁在细分的基础上发现各类消费热点袁可为优化市

场结构和推动体育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新的视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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