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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简称“西洽会”） 日
前重庆举行。本届“西洽会”以“开放新时代·发展新作为”为
主题，在持续4天的时间里，将通过展览展示、会议论坛、签约
仪式等主要活动，搭建内陆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洽谈会上，
各种高科技产品受到追捧。

▶右图为以“天眼”为设计之源的“外太空”，观展者通过
智能机器人体验飞行员的驾驶感。

▲上图为正在调制鸡尾酒的机器人吸引市民驻足观看。
邹 乐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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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循环经
济、绿色低碳……中共十九
大以来，这些“热点词”始
终活跃在大众视线范围内，
至今仍然热度不减。近日，
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联合印
发了《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
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
见》（以 下 简 称 《指 导 意
见》），以绿色创新为主要
内容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
命正蓄势待发，未来三年
将认定 1000 家绿色技术创
新企业。

绿色技术关键
在创新

据介绍，面向绿色发展
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技术都
属 于 绿 色 技 术 。 具 体 来
说，绿色技术是包括节能
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
源、生态保护与修复、城
乡绿色基础设施、生态农
业等领域在内，涵盖产品
设计、生产、消费、回收
利用等环节的技术。

发展绿色技术，创新是
第一驱动力。为引导绿色技
术创新方向，《指导意见》
指出要制定发布绿色产业指
导目录、绿色技术推广目
录、绿色技术与装备淘汰目
录，推动各行业技术装备升
级，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
向绿色产业。

在强化对重点领域绿色
技术创新的支持方面，《指
导意见》指出要对标国际先
进水平，通过国家科技计
划，前瞻性、系统性、战略
性布局一批研发项目，突破
关键材料、仪器设备、核心
工艺、工业控制装置的技术
瓶颈，推动研制一批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的关键核心绿色技术，
切实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在公共服务方面，要
培育建设一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
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等创新基地平台，建立综合性国
家级绿色技术交易市场，选择绿色技术创新基础较好的城
市建设绿色技术创新综合示范区等。

10个龙头企业年产值要超500亿元

创新主体是企业，市场活力的源泉也是企业。《指导意
见》 提出目标，到2022年要基本建成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
新体系，出现一批龙头骨干企业。

为强化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指导意见》 指
出，要研究制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认定标准规范，开展绿色
技术创新企业认定。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开展绿色
技术创新“十百千”行动，将在未来三年培育10个年产值超
过500亿元的绿色技术创新龙头企业，支持100家企业创建国
家绿色企业技术中心，认定1000家绿色技术创新企业。

《指导意见》还强调，要积极支持“十百千”企业承担国
家和地方部署的重点绿色技术创新项目，研究制定支持经认
定的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的政策措施，同时加大对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的支持力度，财政资金支持的非基础性绿色技术研发
项目、市场导向明确的绿色技术创新项目都必须要有企业参
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的绿色技术
研发项目由企业牵头承担的比例不少于55%。

扩大政府绿色采购

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不仅要依靠市场的自发调
节，也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指导意见》在强化绿色技术标
准引领、健全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等方面作出了详细的部署。

——制定一批新标准。《指导意见》 指出，要强化绿色
技术通用标准研究，在生态环境污染防治、资源节约和循环
利用、城市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制定一批绿色技术标准，明
确绿色技术关键性能和技术指标，开展绿色技术效果评估和
验证。

——扩大政府绿色采购范围。《指导意见》 强调，要在
现有节能环保产品的基础上增加循环、低碳、再生、有机等
产品政府采购，遴选市场急需、具有实用价值、开发基础较
好的共性关键绿色技术，政府以招标采购等方式购买技术，
通过发布公告等形式向社会免费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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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种草”玩法新

“五一打算去台湾玩，目的地定好之后，我就开始
在B站 （哔哩哔哩弹幕网）、微博上找攻略，通过‘种
草’，我们找到了很多需要消费的目标，如50岚奶茶、凤
黄酥，垦丁的海鲜、花莲的凤梨和滑翔伞、药妆等，一切
都准备就绪，就等春假了。”在北京读研的李冬迪说。

“种草”把日常消费和网络社交结合起来。在不少
年轻人看来，“草”本身就有普遍、遍布的含义，“种
草”无处不在，万物皆可“种”。

走在大街上，看到别人的穿搭好看，自己会留意
下；和朋友闲谈的时候，有时也会相互推荐分享。如
今，“种草”广泛存在于社交媒体上，以年轻用户为
主。艾瑞报告发布 《种草一代·“95 后”时尚消费报
告》，将“95 后”称为“种草一代”。“小红书、B 站、
新浪微博、知乎等知名网络平台都有大量的‘种草’
内容，像体验晒单、定期盘点、种草好物、良心推荐
等都是常用的标题。这些分享使用体验的人则被称为

‘up主’‘博主’‘达人’等，如果粉丝较多还会建立粉
丝群，群内成员可以相互讨论、推荐。”在上海工作的
年轻白领刘晓敏介绍道。

很多时候，朋友之间相互“种草”是一种社交方
式。例如，通过“偶像同款”“同一色号”等符号，找
到和自己兴趣相投的群体，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这
其中，“种草”的内容就成为一种谈资，变成了当下年
轻人一种独特的交流方式。

意见领袖兜售“人设”

专家指出，消费结构变化的同时，消费行为也从
保障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到追求生活方式、生活个
性的精神跃迁。对不少年轻人来说，“种草”不止是停
留在功能的选择上，更像是消费者在选择一种生活方
式、个性态度以及品牌背后所代表的符号化意义。

“我比较喜欢欧美风，平时买衣服的时候会在微博
上搜搜与这类风格类似的几个时尚博主的微博，推荐
的内容合我心意就会记下来。我想成为真实又有宽阔
眼界的人，所以时不时就会关注下蒋方舟等明星博主
最近在读什么书，在关注什么，在追寻别人足迹的过
程中塑造理想型的自己。”在江苏工作的姑娘黄杨认
为，“种草”也是重塑自己的过程。

作为一个既有内容又有社交的“种草”平台的代
表，“小红书”的用户可以在平台上运用文字、图片、
视频等形式分享自己的日常，形成虚拟的社交圈。除
了普通网民分享的内容以外，一批影响力强的意见领
袖在分享笔记或推荐商品时往往能够得到较大的关注
量，甚至能够形成相关领域的潮流趋势。

“比如，逛街买衣服之前，我都要在‘小红书’上
做好功课，看一看相关品牌的穿搭笔记，从中挑出自
己喜欢的风格。再如，我要买单反相机，知乎上就会
有很多专业性的参数解读，一个问题常常会有好多用

户来回答，让我这个相机‘小白’挑选到适合自己的
相机。”刘晓敏说。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丁瑛认为，网红或意
见领袖的一个核心卖点是“人物设定”（人设），即网
红自身打造的人物形象和生活理念。“消费者在做出购
买决策时，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参照群体的影
响，其中有一个主要原因是个体的自我认同感，即认
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一旦
对某个网红的人设产生了自我认同，消费者就可能会
被‘种草’，进而购买网红推荐的产品。”丁瑛说。

警惕过度消费

尽管“种草”作为一种兴起的社会现象，在日
常生活中，对于打破专业信息壁垒，提高消费者的
决策效率等方面提供了便利，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
的观点。

黄杨坦言，同一个事物，不同个体的认知可能出
现偏差，有时候兴冲冲买回来很多东西，结果发现不
适合自己，如果懒得退就会闲置起来。这时候，就需
要自己去实体店亲身体验做出判断。而对于那种体验

感差异性不大的或者是无关紧要的日常消费品，便不
用通过“种草”耗费太多时间去甄别。

在北京生活的王碧琪认为，“种草”可能会引发冲
动消费。最近大火的“口红一哥”在直播间试涂380支
口红，给不同的色号搭配上不同的使用场景，新年必
备、圣诞装、约会装等，十几分钟卖掉上万支。实际
上，口红永远买不完，将网红推荐的口红买齐要花费
一大笔钱。毕竟口红是相对耐用的，真的没必要买那
么多。

丁瑛指出，“种草”和跟风消费本身就是不理智消
费的一种形式，应该尽量规避，对于消费者来说，延
迟购买可以有效规避冲动型消费，冷静一段时间后可
能会发现被“种草”的产品并不是生活需要的。丁瑛
建议，年轻人可以采用“心理账户”的方法，每个月
设定用于购买“种草”产品的金额上限，避免过度消
费、透支消费。

此外，部分人气爆棚的“网红产品”最终被发现
是“三无产品”或存在夸大宣传的问题，也引起人们
关注。专家指出，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的监
管与追责，平台本身也应完善制度、守住质量关。而
被“种草”的消费者更应保持理性，特别是食品、化
妆品、保健品等，要多方核实，避免受伤害。

结合消费和社交，共议商品特性、兜售时尚理念——

“种草经济”为啥这么火？
王 峥 王俊岭 文/图

今年母亲节期间，许多人给母亲
挑选表达自己心意的礼物。新浪微博
上“母亲节礼物种草”这个话题就
有 超 过 2000 万 的 阅 读 量 ， 在 话 题
里，鲜花、护肤品、首饰、家具用
品、保健用品等都成为人们母亲节“种
草”的对象。

此“种草”非彼“种草”，不是要
去栽花栽草，而是泛指“把一样事
物推荐给另一个人，让其他人喜欢
这样事物的过程”。如今，“种草”已
是网络中的流行词，消费者可以去

“种草”任何东西，万物皆可“种”。
“种草经济”有哪些表现？消费者如何
看待“种草”？“种草”有哪些利弊？
对此，本报进行了采访。

本报电（记者谷业凯）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近日在京发布《中国卫星导航
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 （2019）》。白皮书显示，2018 年我国卫星导航与
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 3016 亿元，较 2017 年增长 18.3%。其中包括与卫星
导航技术研发和应用直接相关的芯片、器件、算法、软件、导航数据、终端
设备、基础设施等在内的产业核心产值达 1069 亿元，占总产值的 35.4%，北
斗对产业的核心产值贡献率达 80%，由卫星导航衍生带动形成的关联产值达
1947 亿元。

白皮书显示，北斗系统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交通、海事、电力等十几个行业
领域。截至 2018 年底，各类国产北斗终端产品应用规模已累计超过 8000 万
台/套，采用北斗兼容芯片的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接近 7 亿台/套 （含智能
手机），北斗应用正在多领域迈入“标配化”发展的新阶段。白皮书还显
示，目前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领域企事业单位数量保持在 1.4 万家左右，
从业人员数量超 50 万。产业群体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包括国产北斗芯
片、模块等关键技术进一步取得突破，性能指标与国际同类产品相当，并已形成
一定价格优势。截至2018年底，我国卫星导航专利申请累计总量 （包括发明专
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突破6万件，位居全球首位。此外，我国企业卫星导航定位
产品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实现销售，北斗已先后在“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
家和地区落地应用。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突破3000亿元——

北斗终端应用超8000万台/套

▲故宫角楼咖啡馆，排队
“种草”的人络绎不绝。

▶北京三里屯聚集大量时
尚潮牌，是著名的“种草”打
卡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