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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研究员发表多篇北京冬奥会相关学术论文

2022年 5月 5日，基地执行主任徐拥军合著论文《奥林匹克运动“新标杆”

——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的经验与启示》刊发于《前线》，为北京市社会

科学基金共建重大项目“北京奥运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主要内

容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2022年

北京冬奥会如期成功举办，举国关注，举世瞩目，成为载入现代奥林匹克历史的

伟大壮举，为今后举办国际体育赛事或其他重大活动树立了“新标杆”。始于人

本、精于创新、臻于服务、终于精彩，是总结分析 2022年北京冬奥会全周期成

功经验得出的重要启示，为世界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智慧和北京方案。

2022年 5月 5日，基地研究员钟新合著论文《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共情传播：

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策略及效果分析》刊发于《新闻与写作》，为教育部中外语

言交流合作中心国际中文教育 2020年度重点项目“共情传播视野下节日文化传

播与国际中文教育融合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主要内容为：步入平台化国际传

播时代，国家形象的多维性与受众认知的复杂性成为国家形象传播面临的现实挑

战。本文梳理了国家形象与跨文化共情传播的理论脉络与发生机制，指出更加注

重受众特性、更加诉诸情感共鸣的跨文化共情传播可成为国家形象建设的破局之

道。为具体阐述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共情传播模式，本文基于北京冬（残）奥会期

间的国际传播实践展开研究，发现北京冬（残）奥会的传播者主要采取了面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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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体构画多维形象、唤醒共享情感凝聚主客共识、借力新颖表达增进互动趣味、

深化内涵促成认知共情等传播策略，在国际受众的共情反馈与互动中形成了新的

共享性文化空间。

2022年 5月 6日，基地研究员钟新合著论文《大型赛事对中国国际传播的

影响和意义——以北京冬奥会为例》刊发于《社会科学家》，为国家社科重大项

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与认同研究”阶段性成果，主

要内容为：大型赛事是国家和城市整体发展的重要契机与平台，世界各国都力图

通过申办世界级大型赛事实现对城市和国家的综合提升效应，其中就包括对国际

传播工作的重大推动。中国成功申办 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冬季残疾人

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仅大大推动了中国和世界的冰雪运动，传播了中国的奥运理

念，更是展示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应对当前重大问题的中国方案，对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更好地推进中国国际传播工作具有

特别的重大意义。

2022年 5月 25日，基地执行主任李树旺合著论文《滑雪旅游服务质量评价

与后北京冬奥会时期的优化对策——从北京雪场滑雪游客感知的视角切入》刊发

于《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22北京冬奥会冰雪

运动普及和发展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主要内容为：政策赋能和冬奥会影响的

合力推动了我国冰雪旅游业快速发展，冬奥会后的政策红利仍将提供持续性发展

助力。基于 IPA方法，以滑雪旅游为着力点，从游客感知的视角切入研究主题，

从微观层面的滑雪场服务探讨滑雪旅游服务质量这个宏观主题。以 SERVQUAL

服务质量评测量表为基础，构建内含 5个维度和 23项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研

究发现，“人员服务”和“主设施”是“重要”且“满意度”高的滑雪场服务内

容，是体现雪场服务核心竞争优势的优质服务资产，而滑雪者对“价格合理性”

“附属设施”“便利程度”3个因子所指代的雪场服务的满意度评价相对较低；

根据 IPA模型数据，建立了滑雪场服务质量的层次和结构，包括“要素”和“指

标”2个层面，“服务亮点（9项）”和“服务短板（10项）”2个向度，以及改善

雪场服务的工作节奏与资源分配策略，等等。研究结果清晰明了地为雪场管理方

制定服务改革策略提供了数据支持。融合“服务质量”和“满意度”2个概念，

以滑雪旅游服务为主题，在服务质量管理理论和服务质量评价工具 2个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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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创新性尝试，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铺垫和经验借鉴。

————————————————————————

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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