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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半个月就是农历
新年了，又到家家户户办年货的时间。

提起办年货，我们总会想起逛年货街，买
南北炒货、糖饵果品、茶酒油酱这些

关键词。这些经典的场景，也成
为一代人的春节记忆。

在北京工作的白领张东升，
老家在山东德州。每年过年，他都
要和同事商量一个问题：今年过
年给家里买点什么？

同事给了他一个建议：给父
母买点儿健康类的产品。于是，这
几天，张东升正忙着在网上挑货，
指压板、按摩器、泡脚盆等，都在

他给父母购买的清单中。
“这些东西既能用得上，又可以快递直接送到家里，方便

又实用。”张东升说。
今年，在各大电商平台上，电子数码产品也成为了年货中

受热捧的品类。淘宝指数搜索的结果显示，1月 28日至 2月 3
日，在淘宝、天猫上，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数码相机等关键词
与“数码产品”相关的搜索指数，环比上升
了 34.9%，与去年同期

相
比上升 956.9%。在淘宝

等各大电商网站输入关键词年货，也可以
在首页中找到数码电子类产品。

而一向火爆的旅游市场，今年也持续升温。一般说来，新
春旅游呈“一南一北”的趋势：向南，体验如春的暖冬；向北，体
会北国的寒冷。

旅行社数据显示，以往从北京出发，“四晚五天”的三亚
游，通常价格为 3000-4000 元之间，春节期间，价格能升至
6000元左右。而随着电影《心花路放》的热映，今年春节，云南
的旅游市场也颇受青睐，比如芒市腾冲线路，大年初一到初三
从北京出发，售价为 6680元；过了春节，同样的线路，价格就
能大幅下降50%。

2014年，我国出境游的人数首次突破1亿次。加之今年春
节与情人节临近，许多年轻人都选择到国外度假。

而瞄准中国巨大的市场，国外也纷纷出招“抢”客源。比如
代表超过 150家欧洲旅行社的欧洲最佳旅行地网站，最近就
票选出了“欧洲十佳欢庆中国新年目的地”，吸引中国游客在
欧洲过春节；而荷兰、比利时、法国、德国等，则优化了对华签
证政策，意大利更是推出了“免面试、36小时签发”的方案。

即使是年货中的老品类——食品，消费者的口味也变得
越来越“挑剔”而多样。

在 许 多 地 方 的 超 市
中，诸

如
泰国果汁、韩国烧酒、德

国啤酒等进口食品大受年轻人欢迎。在江苏
最大的连锁超市苏果超市中，进口水果的近期销量同比增长
都超过 30%；从全球 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进的 3000多种进
口商品，这几年的销量增幅也达到年均70%以上。

电商在这个领域也“蛮拼的”。比如顺丰优选，就和智利
政府合作，推出了包含“车厘子”和“葡萄酒”的新年礼盒，礼
盒还附赠智利总统的祝福DVD。

春节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年夜饭。年夜饭
吃什么、去哪儿吃，是每个中国人都要操心的问题。在家
吃，就得准备一桌大餐，费心费力；外出吃，年夜饭的预订
也让人不省心。于是，一种折中的方案——半成品年夜饭，
就成为消费者热衷的新解决方案。

上海公务员周女士今年就在网上订购了半成品年夜
饭。她告诉本报，淘宝上的半成品年夜饭，送上来免切、免
洗、免调料，还支持自己选菜品，在家里就能吃到星级酒
店厨师做的菜，很方便，“也是尝个鲜”。

“半成品年夜饭热卖证明了当前消费正在向着便
捷、理性和个性化的趋势发展，国家也鼓励这样的新
兴消费形式。”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国家行政学院信息
技术部主任丁文锋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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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
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
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于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消费
趋势，中央下了如此的判断。

那么，相较以往，人们的消费有什么新的变化？什么产品受到大家青睐？消费
人群、消费方式又和以往有什么不同？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中国经济变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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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内容和方式多样化的背后，是消费主力人群的
悄然变化。

饿了叫个外卖，日用品在网上订购，等着快递送上门；
和朋友聚餐、唱歌、看电影，先用手机团购一下；有了新产品，
用手机“众筹”，享受“价格低”、“提前体验”的便利；买衣服不
一定去商场，而是在网上货比三家，或者是从国外“海淘”国
内没有的款式……这种“足不出户，买到一切”的消费模式，
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尼尔森公司 2014 年底的报告显示，泛“90
后”（出生在1985年到1995年间）
的 一 代 人 正 在 成
为

主
流的消费人群。这

一代人“学历高、收入高、信心指数
高”，他们的消费观念更加开放随性，非计划性购物

频率高，也更愿意使用信用卡移动支付功能，完成转账、
团购、预订酒店、打车等消费。

个性化的消费，背后是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变化。“90
后”消费者吴欣然就对本报说：“既然要花钱，为什么不花
得有个性一点，而要跟别人一样呢？”

她举例说，很多时候，年轻人消费，已经不再停留在
“满足需求”的层面了，而注重产品本身延伸的意义和价
值。喜欢足球的她，就喜欢买一些俱乐部的衍生品，诸如
围巾、手套等，“有时候走在街上，看见穿同样球队衣服
的，就知道我们是‘同好’，大家会打个招呼、笑一笑，甚至
能交上朋友。这就是一种身份认同。”吴欣然说。

相较于年轻人这一新消费的主力群体，新晋“老年”
的人群也是新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刚从韩国旅行回来的齐女士告诉本报，在她参加的
旅行团中，70%都是老年人，“购买力特别强，只要听说是
对健康有好处，就特别大方地买下了。”

这并非孤例。中消协一项调查显示，45.2%的老年消
费者有外出旅游的意愿，其中13.8%的老年人经常会外出
旅游，老年人已经占据了淡季旅游市场80%的份额。除了
旅游景区，交通、购物、娱乐、保险、住宿、餐饮
等产业链相关领域，都享受到
了老年人旅游

的红利。
咨询公司数据显示，

2013年中国年收入在 15
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人口
中，有一半是40-50岁的
人群。而随着40-50岁的
人逐渐开始达到退休年
龄，他们将成为旅行机构、
养老院和网络购物领域新
的增长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
学教授李义平则分析指
出，老年消费群体购买
力不可低估，在摄影、旅游休闲、健康养生等消费领
域，银发一族都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无论是喜欢个性消费的‘80 后’、‘90 后’，还是
兼具购买力与购买意愿的老年人，未来都会成为我国最
重要的消费主体之一。互联网信息和电商的迅速发
展，也使个性化、多元化消费的成本降低，使老百姓
有能力去获得此类服务。这种消费方式可以说是大
势所趋，未来会有更好的发展前
景。”丁文锋说。

自行车
买“永久”、彩
电买“东芝”、
汽 车 买“ 宝
马”、手提包
买“LV”……
这种“跟风消
费”的场景在
不 少 人 的 脑
海里仍记忆犹
新。不过，这种

“赶时髦”的消
费方式正不断
被打破，精致、
个性化的“小时
代”路线正在形
成。

在 工 业 化
时代，标准化、
批 量 生 产 是 先
进与高效率的标
志 ，因 而“ 大 众
化”的审美也让
大家保持着“与
主流消费习惯看
齐”的心态。正如
诺 伯 特·维 纳 所
说：“大工业时代，
人 沦 为《摩 登 时
代》中大机器的玩
偶。什么都可以批
量化、效率化、标准
化和无趣化生产，包括人本身，以及大
众文化。”

除了工业化带来“标准化”的审
美，我国长期面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
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也是带来“赶时髦”消费的一个重要原
因。当居民收入不断提高、消费需求增
强时，企业的生产能力仍然有限、商品
还是短缺，这都让我国居民消费带上模
仿式、排浪式的特点。

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自行车、缝纫
机、手表“三大件”到20世纪90年代的彩
电、洗衣机、电冰箱“新三大件”，从本世
纪初的空调、汽车、电脑到前些年“穿鞋
只认耐克”、“穿衣只看鳄鱼”的习惯，买
什么，要什么牌子，这些都有固定的答
案，甚至说买了就是“时髦”，没有就是落
伍。至于款式、设计也好，功能、用途也
罢，似乎都不是重点。

不过，这一切都在改变。
如今，上街骑自行车的不再会因为身

居奥迪、宝马的车群中感到抬不起头，反
而可能让豪车车主们称赞“绿色健康生
活”；手中那只风格简约的包包也不一定
要被拎着“LOUIS VUITTON”的同伴所
耻笑，因为说不准这个低调的饰物就出自
某位时尚大师之手。

“豪华”、“高端”、“耀眼”，这些曾经被
消费者们追逐的概念如今正被“个性”、“精
致”、“小众”所代替。“限量款”多了、“私人
订制”也多了，每个人的消费都希望与众不
同、别出心裁。

这种改变不只来自于观念的力量，也
依靠技术的支持。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
网时代的开启让“大数据”得到了运用。每个
人关注什么、喜欢什么、将会有什么需求，这
些都得到了量化的统计，从而能够实现用户
的“精准定位”。

工业4.0的提出则让工厂根据用户需求
生产出符合他们预期的产品，让过去“生产
什么就卖什么，卖什么就买什么”的模式转
变为“想要什么就生产什么，想买什么就会卖
什么”。

正如 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总结
的那样，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
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
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
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
性显著上升。

从“赶时髦”走向“小时代”，国人消费模式
的转变，背后反映的是大时代里中国经济社会
及思想观念的变迁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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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消费的多样化，是
中国消费的一个缩影。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人均GDP约为
7485 美元。根据国际经验，人均 GDP 处于 6000-10000
美元的区间，意味着国家进入由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
社会转型的阶段。收入水平提高到6000美元以上后，人
们对健康更加关注，对休闲娱乐、文化旅游、信息通信
等消费的需求明显提升。

张东升对于健康产品的青睐，在民众中并非孤例。
报告显示，空气净化器正成为最受关注的家电产品，空
气净化器市场的需求激增。2014年，我国空气净化器销
量大约240万台，同比增长90.5%；零售总额达到了大约
26 亿元，同比增长达 160%，到 2018 年，销量预计将增
至634万台左右。

而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4 年变频空调数据来看，
销售和销售额同比增长的水平增速高于平均水平7.08和
8.5 个百分点，变频空调在整个空调行业中的占比在
35%-40%。同时，节能电视、绿色冰箱等商品市场占有
率也明显提升。此外，201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和
销售，比上一年分别增长3.5倍和3.2倍。

2014年，也是中国优势的4G产业大发展的一年。这
一年，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驱动下，我国4G用户总数已
达9728万户，净增智能手机超过2亿部。

在上海

工作的大学教师许嘉嘉告诉
本报，她现在不仅自己用
4G 手机，还给母亲买了一
部 最 新 的 苹 果 6 的 4G 手
机。“老人家很时尚，天天
拿着手机看视频、发微信，
对流量需求也比较大，所以
我就给她办了 4G 套餐。跟
4G 刚推出那会儿动辄一个
月 100 多元的套餐相比，现
在的价格已经大幅下降，每
个月也就几十块钱。”许嘉嘉说。

瑞银估算，在过去的一个季度里，苹果售出了6930
万部 iPhone手机，其中中国区的销量占到了 35%，远超
美国区 24%的占比。这是中国第一次成为 iPhone最大消
费市场。IDC数据则估计，2015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
将达到 4.5 亿部，这其中，将有 3.3 亿部是支持 4G 的手
机，占比达71.7%。

有多样化的消费内容，也有多样化的消费方式支撑。
比如，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中，“私人订制”就持续

走俏。想让自己和家人的合影出现在自己的杯子
上？没问题！对卖场里的家具、装
饰不满意？

没问题！想在自己的婚
礼上演绎红色经典、公主王子、才子佳

人的主题？也没问题！订制，可以将这些问题统统解
决。

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私人订制”，出来的结果五
花八门。毕业时印着院校logo的T恤和棒球衫、简约时
尚的手包首饰、可以刻上自己名字的水杯笔筒、喜欢明
星的手机壳与贴纸以及只要提供尺寸数据就可以做的家
具……应有尽有。甚至连车子和房子，都是可以订制
的。

消费者的需求，也在促使生产者的转型。以汽车为
例，宾利、日产、菲亚特和宝马等汽车厂商，2014年便
纷纷推出针对年轻人私人定制式的购车服务，福田汽车
更是以众筹的方式，推出一款针对年轻消费者的定制越
野车。

“在消费能力偏低时，大家从众心理强，看到别人
买什么，自己就买什么，模仿的人多后，一种商品的消
费大幅增长，形成了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当大家转而
消费另一样商品时，前一种商品销量则大跌。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提高，消费时不再从众，来自不同社会阶
层、文化背景、民族的不同男女，会根据自己内心的
感受和需求进行个性、理性消费，在市场上形成多个
消费热点。”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
副主任赵萍说。

新常态下有新消费

跟风买东西的时代过去了

申孟哲 杨嵩孛 帕哈尔丁·斯坎旦尔

江西大学生“私人订制”手绘礼品
新华社记者 周 科摄

1 月 24 日
游人在海南三
亚的三亚湾海
滩沐浴阳光。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