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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选取豆瓣、微博、小红书等
作为收集青年网民消费观表达的主要
平台，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考察当前青年网民消费观呈现出的
新特征与新趋势。

结果发现，当前，青年网民消费观
呈现出低消费倾向与高消费偏好并存
的新特征，即总体上追求高性价比的
低消费，但在特定消费领域愿意一掷
千金。看似矛盾的消费观念统一在消
费实践上，“抠抠搜搜花大钱”“该省省
该花花”成为青年网民消费行为的突
出特征。

课题组在豆瓣平台上选取了与
消费行为特征相关的小组共72个，基
本涵盖平台内讨论度较高、具有代表
性的消费习惯类小组，其中 81%的小
组与低消费相关，“省钱”“不买”“反
消费主义”是这些群组讨论中的高频
关键词。

豆瓣平台“今天消费降级了吗？”小
组语义网络显示，“吃饭”“衣服”“奶茶”

“外卖”等组成的子网络与“价格”“便

宜”“打折”“活动”等组成的子网络高频
共现，体现出青年人在食品服装消费上
正在通过参与各式各样的优惠活动购
买性价比更优的商品。另一方面，以

“衣服”为代表的小额快消品被部分青
年网民视作“消费主义的典型产物”，减
少小额快消品支出被认为是拒绝消费
主义的有效行动。

同时，在小组中，有超过35万名组
员正在分享各种省钱妙招：养成一些低
成本的好习惯，如喝白开水而不喝饮
料，吃水果而不是喝加了糖的果汁饮
料，又或是从一些二手平台购买电子产
品配件，大大减少花销，还有组员记录
自己每日的做饭带饭日常。

记者发现，组员中除了有已经在工
作的成年人，还有高中生分享什么型号
的中性笔更好用划算。组员们在“抠抠
搜搜”中获得的不仅是更充盈的钱包，
更是情绪价值。他们并不因“降级”而
苦大仇深，反而乐在其中，“用最少的
钱，发挥自己的动手能力，解决问题，多
好玩。”有组员这样形容道。

“抠抠搜搜”花大钱，年轻人消费注重“情价比”
“不敢花1000元，

但敢花100个9.9元”
“几百元一顿的火锅随
便吃，四元的纸巾不
要”“为了省十几块的

打车钱，走了20分钟坐地铁，结果路上
买了杯20元的奶茶”……当代年轻人的
消费观是常常“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
即低消费倾向与高消费偏好并存。他们
在日常消费上追求更高的性价比，但在
特定消费领域却“一掷千金”，愿意为情
绪价值买单。

日前，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
治理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
体研究院、复旦大学价值认知传播与人
机协同治理交叉学科团队与哔哩哔哩公
共政策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青年网民
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24）》。其中，课
题组发现，Z世代作为数字原住民已经
成长为消费市场的新生力量，青年网民
的消费观与消费行为也深刻影响着消费
市场的发展态势与发展动向。

青年报实习生 孙思毓 记者 刘昕璐

当“抠抠搜搜”地花了很多钱的现象

在自己和身边人身上越来越多地显现时，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童潇不

禁莞尔，“年轻人的消费行为是更为立体

化了，适当地平衡好，这就可以。”他说。

童潇说，一个个体的消费行为不仅仅

是简单的金钱交易，它在心理学上会被划

分为多个“心理账户”，每个账户对应不同

的消费理念和优先级。例如，有些人在买

菜时就喜欢讨价还价，即便还价成功，省

下的十分有限。但可能同样就是这群人，

在某些特定领域如非物质性的消费支出

或健康产品时却十分愿意为之花钱，甚至

忽略上下浮动的价格空间。

“这种现象反映了消费者在心理上对

不同消费类别的定位差异。一些商品会

被归入‘不易讨价还价’的账户，而日常

用品则容易被归入‘性价比优先’的账

户。这种在心理分账户的现象，可以解

释为什么消费者在某些领域愿意高消

费，而在另一些领域则追求极致性价

比。”童潇解释道。

与此同时，消费不仅仅是一种趋向实

用的行为，它还承载着情感价值和体验

感。许多消费者愿意为新奇、潮流的事物

买单，甚至愿意大排长队购买限量款等为

之付出时间和精力成本，可以说，这种消

费行为不仅是为了获得商品本身，更是为

了享受消费过程中的快乐和满足感。社

交媒体的普及进一步放大了“炫耀性”消

费的影响。许多年轻人还热衷通过“精装

朋友圈”展示自己的生活，这种行为还进

一步延长了他们消费后的快乐时间，促使

他们在某些领域投入更多消费。

“消费行为本身就伴随着复杂的心理

过程，涉及性价比、情感价值、从众心理和

社交展示等多重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和

消费观念的转变，特别是‘丰裕一代’的青

年网民越来越注重体验感和情绪价值，情

价比消费的浪潮来临有其必然性，我们也

应该理解这种立体化的消费。”

童潇认为，一方面，是时候要读懂青

年了，要理解这种为情绪价值买单消费成

为当代青年释放压力、寻求同类、寻找快

乐的一种方式，社会应给予宽容和理解，

这些消费还对新消费新亮点的打造有所

助益，让社会更加缤纷多彩；另一方面而

言，青年需要在消费中保持理性，在理性

与感性之间找到平衡，避免因盲目跟风

或过度消费而造成浪费或经济负担，培

养健康的消费观念和理财能力，这同样

将有利于个人未来的发展。

“谷子经济”爆火一度影响了A股
市场的投资风向，多只“谷子经济”概
念股走强，多只相关主题ETF 基金涨
幅位于榜单前列。课题组介绍，数据
显 示 ，2024 年 BW 展 会（即 BiliBili
World 2024）首日客流超过8万人，抢
票时门票多达61.5万人预约，开票后
2.7万张大会员优先购门票在30秒内
售罄，10万张普通用户票在1分钟内
售罄。

2024年，兴趣社交网络平台Soul
App总收入中高达九成来源于平台情
绪价值型服务收入（包括avatar、虚拟
礼物、推荐特权、游戏道具等）。基于
虚拟头像打造的游戏化社交场景，吸
引了大批青年网民为此付费买单。
站内主话题“Soul数字头像”曝光破1

亿，对虚拟头像进行消费的总用户人
次达到 534 万，实现 384%的同比增
长。同时，2024 年 6-8 月，Soul 平台
上关于“谷子”“吧唧”等话题的分享
量环比增长 576%，阅读量环比增长
1270%。

对此，课题组认为，青年网民的消
费偏好与消费实践具有鲜明的代际特
征：成长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丰裕
一代”青年网民，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
都相对更高。当前，缺乏高情感浓度
和联结密切的社会支持系统在青年网
民中较为普遍，高压力状态使他们亟
须情感连接和情绪出口。网络平台的
情绪型消费填补了快节奏现代生活的
一些空虚感，关系型消费、陪伴型消
费、萌宠消费受到追捧，消费偏好的本

质从物质追求转向精神追求，满足情
绪需求、丰富情感体验是青年网民高
消费偏好的原动力，“好心情”被放在
了消费决策的第一位，情价比消费的
浪潮已经来临。

与此同时，随时随地可撸的宠物
等成为青年网民希冀获得情感支持的
消费热点。粉丝经济的长盛不衰也反
映出部分青年消费者在虚拟的陪伴偶
像成长过程中获得满足与快乐。

课题组指出，青年网民在有关消
费的大量讨论中开始关注自身感受，
向内探求“真实”需求，将满足这类需
求的消费决策视作更纯粹的“真我”选
择，希望“消费”成为帮助自身获得掌
控自我与生活、建立内心秩序的工具，
从而赋予“消费”新的意义。

凌晨3点，23岁的插画师阿黎蹲在
二手交易平台，手指飞速刷新页面。
她正在参与某动漫角色的“吧唧（徽
章）”拍卖，还有最后几分钟，她觉得严
防死守，“最后几分钟了，决不能就这
样被截胡。”这个直径不到5厘米的金
属小圆片，原价不到30元，但因只在线
下发售且断货已久，已被炒到一百
多。“谁知道下次补货是什么时候，现
在溢价但可以早点拿到手也值得！”她
咬牙付款后，迫不及待地与自己的朋
友分享这个喜讯，“痛并快乐着，我推
（虚拟角色）值得！”

“谷”即Goods谐音，指动漫、游戏
IP周边，这种被称为“吃谷”的消费热
潮，正在席卷Z世代。课题组指出，相
比于手办、模型等传统硬二次元周边
相比，“谷子”定价更低。但依靠平均

单价低，消费频次高，正在触达更加广
泛的青年消费圈层。

记者也发现，从“吧唧”、立牌到色
纸、拍立得，这些印着二次元角色的

“小纸片”和“铁皮”，单价看似不过几
十 元 ，却 让 年 轻 人 甘 愿“ 为 爱 发
电”——有人为集齐全套谷子连续三
个月啃泡面，有人辗转五个城市参加
线下Only展（同人主题展），甚至催生
出“买谷戒断互助小组”。

当被问及为何痴迷这些徽章和纸
片，多数“吃谷人”的回答出奇一致“买
的是陪伴感。”经常加班工作的绵绵，
工位永远摆着最新购入的谷子。“这个

‘吧唧’是之前找代购买的，每次提案
被毙就看看他，好像听见他鼓励我说

‘再来一次’。”她轻抚徽章上的纹样，
“上季度加班到抑郁，全靠买谷的那种

期待感吊着一口仙气。”
这种情感投射甚至催生新社交模

式。19岁的大二学生小橘，通过交换
“谷子”结识了现在的闺蜜。“我们在超
话发现彼此都有一位冷门角色的谷
子，她割爱转给我绝版色纸，我帮她代
购日本中古‘吧唧’。”来来往往间，就
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在这场消费热潮中，也有人按下
暂停键。大学生思悦清空了所有谷子
交易群，“曾经觉得买谷是在建设精神
家园，后来发现只是在填补现实生活
的空洞。”根本买不完的新款，东奔西
走跑下线购买，频繁刷二手交易平台
吃谷，还有找代购被骗的经历都让她
感到心力交瘁。当以前那种打开纸
箱，取出“谷子”的喜悦与满足逐渐消
散，她决定停止这种消费。

“大额消费品谨慎考虑”，这是青年
群体低消费倾向在消费品类上的具象
表现。整体而言，青年消费者对房子、
车子、家装类大额消费品关注度不高，
对吃、玩相关的关注热情持续升高。

去年，一个叫作“恩格尔系数拉满
了”的流行梗，被众多年轻人拿来调侃
自己目前的“生存现状”。他们所说的

“拉满了”指的是，“吃吃吃”文化又以狂
奔式的速度，重新回归了青年的生活，
与之呼应的是各大网红餐厅前面排队
的青年游客。

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周末出去
吃顿好的，没课也要出去吃顿好的；开
心出去吃顿好的，不开心更要出去吃顿
好的。”因此，也有不少青年自我调侃道

“一点钱全炫嘴里了”。
这种无论身处什么场景，大家都可

以为一个“吃”字找到理由。当代年轻
人的“美食消费观”更是展现出年轻人
热门消费品类向能够提供即时情绪满
足的食品与文娱类商品转移的趋势。

高消费偏好其实也多有呈现，年轻
人们更愿意买新奇、买快乐，愿意为能
够提供情绪价值的消费内容“下本钱”。

青年消费者主体意识不断增强，
为兴趣爱好买单，为快乐买单，乐于体

会即时满足的快乐，偏好能够提供情
绪价值的消费内容。火爆的二次元经
济、名贵稀奇的文玩手串、新奇有趣的
潮玩盲盒等均是这一偏好下的典型高
消费品类。

不过，青年网民买新奇，买快乐的
高消费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奢侈挥霍，
而是相较日常开销而言的大额支出或
是非物质性的消费支出。如各平台走
红的“乌龟碰碰乐”游戏，许多买家称只
为听店家称呼自己“老板”且连连夸赞
自己“欧气爆棚”，对能否收到实际的塑
料乌龟并不在意。

大学生小连就是其中一员，“有段
时间，我觉得自己特别倒霉”，偶然刷
到“乌龟碰碰乐”的直播间，看着一个
个消费者被主播夸赞好运，她便下了
一单“试试运气”。结果“并不算特别
欧”，但听着主播的一声声“哇”，她不
禁有些“飘飘然”，前段时间的焦虑也缓
解了不少。

相关话题讨论中，不少评论称“钱
花得值不值只有我知道”，表示自己的
快乐来自“买到了一种确定的好运”。
高消费偏好集中的热门领域单品往往
价格不菲，“二次元”爱好者们的强大购
买力已经引来资本注意。

该省省该花花
既精打细算又“为爱买单”

舌尖上的狂欢
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拉满

为纸片狂撒钱
用“谷子”打造精神家园

消费看“情价比”
从物质追求转向满足情绪需求

年轻人消费行为更立体
平衡理性和感性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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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周边销售火爆。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