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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ldquo;粉丝经济&rdquo;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除了显而易见的比赛门票收入、媒体转播

权利金、广告收入，与运动明星代言的商品之外，还有许多直接与间接的衍生商机，让许多

厂商得以在其中赢取商机，并让许多厂商参考学习这类新的&ldquo;粉丝经济&rdquo;营销方式

。

      粉丝经济概念的产生为音乐、影视等娱乐行业指明了客户所在，区分客户和用户，并差异

化地对这两个群体服务正在被业内人士普遍关注，行业期待粉丝经济的提出可以改变近年来

收入低迷、新人和新作品匮乏的现实。

      调查显示，追星群体的年龄正在趋于年轻化。年龄越小，追星人群占比越高。90后群体中

追星族占比不到三成（26.78%），95后中这一比例上升至50.82%，而近7成的00后都认为自己

属于追星一族。其中，学生党当之无愧成为追星群体中的主力军，占比超过五成。

      不过，不同年龄段的追星族喜欢的对象不尽相同。年纪越小，追偶像团体的人越多，00后

有超过六成追星对象为偶像团体，而70后中仅不足两成。反之，年纪越大，追网红、主播的

人群越多，数据显示，超过两成（25.09%）的60后在追网红、主播，而90后中这一人群

仅6.12%。不同年龄段的追星对象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粉丝经济市场发展态势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共七章。首先介绍了中国粉丝经济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粉丝经济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

了中国粉丝经济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粉丝经济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粉

丝经济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粉丝经济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

若想对粉丝经济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粉丝经济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

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

第.一章 粉丝经济产业发展概述

1.1 粉丝的消费特性

1.1.1 重复性



1.1.2 群体性

1.1.3 消费性

1.1.4 职业性

1.2 粉丝产业的链条分析

1.2.1 粉丝们消费与明星相关的产品

1.2.2 粉丝因支持明星而进行的系列消费行为

1.2.3 因粉丝们的支持而产生的无形资产

1.2.4 粉丝团经济

1.2.5 专业粉丝公司和职业粉丝

1.2.6 投票公司

1.2.7 粉丝网站

1.3 粉丝经济的概述

1.3.1 何为粉丝经济

1.3.2 粉丝经济的诞生

1.3.3 粉丝经济的粉丝

1.3.4 粉丝经济的包含范围

1.4 粉丝经济的构成

1.4.1 粉丝消费与明星相关的一切产品

1.4.2 粉丝因为支持明星而进行的消费

24.63%的受访者也是在恰好需要时，优先选择偶像代言产品。当然，对于大多数粉丝而言，

为偶像花钱的原因只是因为喜爱。65.7%的粉丝都选择了&ldquo;因为喜爱&rdquo;会为偶像花

钱。追星族为偶像消费的原因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1.5 粉丝经济的发展

1.5.1 粉丝经济在中国

1.5.2 粉丝经济在西方

1.6 粉丝经济对娱乐产业的影响

1.6.1 对互联网娱乐产业

1.6.2 对影视产业的影响

1.6.3 衍生的娱乐营销策略

1.6.4 娱乐产业走向消费经济

 



第二章 新媒体下的粉丝经济产业分析

2.1 媒体生态的变化

2.1.1 碎片化、视觉化、阅后即焚

2.1.2 移动化、社交化、转发评论

2.1.3 定制化、互动化、用户生产内容

2.1.4 自媒体、圈子化、粉丝经济

2.2 传统媒体的应对策略

2.2.1 自我革命，植入互联网基因

2.2.2 纵横捭阖，打通产业链

2.2.3 用户为王，重建商务闭环

2.3 增强对用户的粘性，做好粉丝经济

2.3.1 粉丝经济，核心在于用户依赖

2.3.2 创新模式，广告不再重要

2.3.3 微传播，王牌编辑记者可以建自媒体

2.4 互联网时代的粉丝经济

2.4.1 明星的粉丝

2.4.2 粉丝的价值

2.4.3 粉丝与财富

2.4.4 微博与粉丝经济

2.4.5 苹果的粉丝与品牌经营

（1）发布会

（2）官方网站

（3）线下专卖店

2.4.6 山寨企业的山寨粉之魅族篇

2.4.7 小米拷贝魅族的粉丝路线

2.4.8 总结

 

第三章 部分产业粉丝经济运营模式分析

80后大都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更多的支出会放在家庭上面，没有60后的经济基

础，更没有00后冲动消费的勇气，所以在为偶像花钱时会考虑的更多，也就减少了很

多&ldquo;不必要&rdquo;的开支。追星消费指出的主要项目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3.1 旅游行业粉丝经济运营模式分析

3.1.1 对于用户：把用户发展成粉丝

3.1.2 对于旅行社：如何与用户建立强关系？

3.1.3 对于旅游景区：实现一站式的旅游体验

3.2 在线教育粉丝经济运营模式分析

3.2.1 互联网粉丝经济的源头

3.2.2 99%消失是障眼法 粉丝是保底

3.2.3 在线教育的粉丝经济如何打造

（1）需求定位 过客到粉丝

（2）用户增值服务

3.3 中国流行音乐传播中的粉丝经济新模式探析

3.3.1 流行音乐中的粉丝及其作用

（1）娱乐社会中的流行音乐

（2）偶像崇拜与粉丝的心理特征

（3）粉丝群体与流行音乐传播的紧密联系

3.3.2 中国流行音乐市场中的粉丝群体概况及经营现状

（1）我国流行音乐市场中的粉丝群体构成

（2）以粉丝为核心的商业运作模式

（3）我国粉丝市场的经营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3.3.3 中国流行音乐传播过程中的粉丝经济新模式探析

（1）粉丝群体的管理新模式

（2）粉丝经济中的跨行业合作

（3）资本运作提升公司实力

3.3.4 研究结论

 

第四章 粉丝经济产业运营主体分析

4.1 产品公司运营类主体分析

4.1.1 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产品分析

（3）企业粉丝经济运行分析

（4）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4.1.2 黄太吉传统美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产品分析

（3）企业粉丝经济运行分析

（4）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4.2 导购类粉丝运营平台类主体分析

4.2.1 美丽说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运营模式

（3）企业产品功能

（4）企业粉丝经济运行分析

4.2.2 蘑菇街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运营模式

（3）企业网站介绍

（4）企业粉丝经济运行分析

4.3 微信、微博平台的&ldquo;平台类&rdquo;运营主体分析 

4.3.1 微信平台

（1）平台简介

（2）注册用户数量

（3）功能服务

（4）粉丝经济运行分析

4.3.2 微米平台

（1）平台简介

（2）注册用户数量

（3）功能服务

（4）粉丝经济运行分析

4.3.3 来往平台

（1）平台简介

（2）注册用户数量

（3）功能服务

（4）粉丝经济运行分析



4.3.4 新浪微博平台

（1）平台简介

（2）发展历史

（3）平台特点

（4）知名平台

4.3.5 腾讯微博平台

（1）平台简介

（2）发展历史

（3）平台特点

（4）知名平台

4.4 第三方自组织运营

 

第五章 粉丝经济中的创业行为与可持续性发展

5.1 粉丝经济中的创业行为

5.1.1 粉丝社群

5.1.2 明星周边产品专营店

7.1.3 职业粉丝公司

5.1.4 微博营销

5.1.5 投票公司

7.1.6 其他创业行为

5.2 粉丝经济创业行为中存在的问题

5.2.1 粉丝的过度消费

年纪越小，曾经为偶像花钱的比例越高，00后中就有近六成都曾为偶像消费。而且，在经常

为偶像花钱的粉丝中，超过三成（30.56%）都认为那些从不花钱的粉丝根本不是真爱，不配

叫粉丝。不同年龄段为偶像花钱的频率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从调查结果来看，对于大多数追星群体而言，是否要给偶像消费、如何给偶像消费，他们已

经开始表现得越来越趋于理智。依托于网络的日渐发达，粉丝经济发展到现在变得更为规模

化和规范化。

5.2.2 数据的弄虚作假

5.2.3 资金的监管缺失

5.3 粉丝经济中创业行为可持续性发展的对策



5.3.1 倡导与培育健康的粉丝文化

5.3.2 消除不合理指标

5.3.3 加强对弄虚作假行为的监管

5.3.4 引入第三方资金管理平台

 

第六章 粉丝经济发展趋势与投资分析

6.1 粉丝经济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6.2 粉丝经济产业存在问题分析

6.3 粉丝经济产业投资前景分析

6.4 粉丝经济产业投资商机分析

6.4.1 职业粉丝

6.4.2 粉丝网站

6.4.3 粉丝写手

6.4.4 投票公司

6.4.5 抢占域名待价而沽

6.4.6 粉丝道具

6.4.7 旅游新路线

6.4.8 追星中介

 

第七章 粉丝经济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7.1 报告研究结论

7.2 建议

7.2.1 粉丝经济产业运营模式建议

7.2.2 自媒体粉丝经济的发展建议

7.2.3 传统产业丝经济的运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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