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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以旧换新

换新能源汽车、购智能绿色家电、升级
电子产品……今年以来，趁着消费品以旧换
新政策利好，不少消费者置办“新大件”，
享受了真金白银的实惠。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
旧换新政策整体带动相关产品销售额超 1 万
亿元。截至 12 月 13 日零时，汽车以旧换新
带动乘用车销售量超 520 万辆；家电以旧换
新带动 8 大类产品销售量超 4900 万台；家装
厨卫“焕新”带动相关产品销售超 5100 万
件；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带动新车销售近 90
万台。

以旧换新，换出的不仅是数量。苏宁易
购联合奥维云网发布的趋势报告显示，在以
旧换新政策助推下，三季度以来，多品类家
电消费迎来爆发式增长。用户在选择产品
时，更关注高性能、绿色、智能、健康产品，呈
现出从“换新”到“换优”的全面过渡。

更智能——从早晨的智能咖啡机到夜间
的智能家居系统，智能家电为用户提供了更
高效、健康、舒适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更
绿色——政策支持下，一级能效家电正迅速
走进千家万户，以一级能效、水效、热效为
代表的产品销量大涨。以旧换新，换出的更
是美好生活。

关键词：首店首发

国际品牌香奈儿在杭州西子湖畔举行全
球首发大秀；上海张园已吸引近百个国际品
牌来此开设亚洲首店、中国首店；一批旗舰
店、创新概念店不断丰富北京商业景观。

如今，首发经济已经成为地域商业发展
的重要动力。地区首店、全国首店等消费新
场景吸引着人们打卡娱乐、休闲放松，也凸
显着城市商业的魅力，成为城市商圈运营的

“流量密码”。
这一年来，城市与品牌的双向奔赴在中

国市场持续上演。
以上海为例，今年 1 月至 7 月，上海新增

首店 770 家，较上年同期增长 16.5%，包括全
球首店 5 家、亚洲首店 4 家、国内首店逾百
家。每年上海都会开展“首发上海”系列活
动，通过一次性奖励等方式吸引国内外优质
品牌在上海开设全国首店、亚洲首店等具有
广泛地区影响力的门店。

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全市新开设 717 家品牌首店、旗舰店、
创新概念店，较去年同期增长 40%。其中，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 THE BOX A 馆已引
进首店超 40家，吸引客流量超 1500 万人次。

未来，更多品牌产品、服务业态、门店
模式创新，将持续丰富消费体验。

关键词：文旅热度

去东北滑雪，来一趟冰雪游；到外地看
演唱会，来一场演出游；或者跟着电视剧和
游戏 IP 打卡取景地。今年以来，文旅市场持
续升温。

一方面，入境游火热。出台 144 小时过境
免签政策，后来又延长至 240 小时；扩大免签
国家范围……今年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政策
持续加码，不仅带火了入境游，还提升了国
际 交 流 合 作 热 度 ，让“China Travel”（中 国
游）成为国内外社交媒体热点。今年前三季
度，中国入境游客约 9500 万人次，同比增长
近 80%。

北京的长城、故宫，西安的兵马俑、大
雁塔，南京的中山陵、夫子庙……一些外国
游客探访不少名胜古迹后，还开始寻觅独特
小众路线，动手采茶、体验非遗，发现中国
之美。

另一方面，国内游充满活力。文商旅体
多业态有机融合更为深入，“跟着赛事演出
去旅行”“跟着味蕾去旅行”等加速发展。
据美团数据，11 月以来，滑雪、滑冰等冰雪
旅游搜索热度环比增长一倍多。

从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到重庆解放碑
步行街，不少地方的商圈街区玩法更多样，
既挖掘历史文化特色，也结合商业趋势与时
尚潮流，把商圈街区建设成为融消费、体
验、休闲、社交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场所，
为城市消费注入活力。

关键词：县域经济

来一场“反向旅行”、探索周边“宝藏
小城”，今年以来，随着越来越多消费者的
足迹深入县域，一批县城酒店迎来越来越高
的市场声量。

消费热度提升，市场声量见涨的同时，
投资脚步正在加快。从本土酒店品牌到国际
酒店集团，都正加大县城等下沉市场的布
局。“下沉市场具备非常大的增长潜力。”多
名连锁酒店品牌负责人公开表示。

县城酒店的变化，凸显的是县域经济的
活力。如今，中国有 2800 多个县级行政区，
经济总量占全国近四成，覆盖数亿的人口规
模，市场潜力和空间可观。

在消费领域，诸多知名连锁品牌纷纷在
县域地区开设门店，带动县域消费市场提质

升级。美团数据显示，2024 年星巴克、瑞幸、
库迪等多个品牌的县城咖啡外卖订单量同
比增长 97%，外卖商户数同比增长 159%。与
此同时，县域也成为重要的消费目的地。今
年以来，“县城游”持续受热捧，带动了当地

“吃喝游娱购”消费增长。更多的三线及以下
城市居民还走出国门。去哪儿平台上，国庆
期间，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出境游订单量同
比增长近 3 倍，县域经济展现巨大潜力。

关键词：银发市场

与传统思维中急于摆脱“妈妈牌”标签
不同，有化妆品牌将新品研发重点放在 50
岁以上女性的护肤需求上，并在包装上清晰
标注“50岁”字样。

“相比过去，这些女性在经济能力、生
理和心态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后这

个市场会越来越大。”该品牌相关负责人说。
在社交平台，中老年“种草”博主也不断涌
现，带货的美妆品类日渐丰富，显示出这一
细分市场的热度与需求。

随着银发经济发展，经济实力较强、观
念较为多元的“新老人”群体消费潜力受到
关注。在中国，低龄银发人口基数较大，他
们的消费也正向健身、化妆、保健、旅游等
多领域拓展，多元化、年轻化和时尚化趋势
明显。京东发布的 《2024 银发族消费报告》
显示，适老产品中方便坐着洗澡的助浴椅、
功能多元化的电动床成交额分别同比增长
202%、152%。

截至 2023 年底，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已达到 2.97 亿、占总人口的 21.1%。从
老年助餐、居家助老、养老照护、老年文
体、农村养老等民生养老事业，到智慧健康
养老、康复辅助器具、抗衰老、养老金融、
旅游、适老化改造等养老产业，都蕴藏着巨
大潜力。

关键词：国风国潮

购买国潮文创、“爆改”中式穿搭、体验
非遗技艺、探访古城古镇，这一年，中式国
风更加深入百姓生活，成为消费领域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就连货架上的饮品都在悄然发生变化。红
豆薏米水、桂圆水、陈皮水、红枣枸杞水……
今年夏天以来，各类中式茶饮占据了大小商
超的货架，成为品牌竞相争夺的新赛道，也
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新选择。前瞻产业研究院
发布的 《2024 年中国中式养生水行业发展趋
势洞察报告》 显示，中国中式养生水市场规
模已达到 4.5亿元。

出游方式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春节、元
宵、端午、中秋等诸多传统节日，越来越多消
费者选择“新中式”游，比如参观文博场馆、
参与传统文化活动、观赏非遗技艺、购买国
潮文创等。从凤冠冰箱贴惊艳出圈到“古建
游”热潮高涨，“新中式”正成为流行密码。

有报告指出，随着传统文化对消费风尚
的影响力持续增强，“国风”“国潮”“新中
式”等概念遍布餐饮、娱乐、文旅、美妆、
服饰等多个消费领域和消费场景。这些古老
的文化元素正以更加时尚、更加鲜活的形式
融入当代生活，成为大众表达自我、展现个
性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情绪消费

挂着“禁止蕉绿”卡片的观赏香蕉大火；
“考试加油包”“叫醒哄睡”等网络商品受到
年轻人追捧；还有人愿意买下一瓶“好运喷
雾”，下单一份“树洞倾听”……越来越多消
费者正为“情绪”付费。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 《中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 （2023）》 指出，除了
追求性价比之外，情绪释放成为影响年轻一
代消费者决策的重要因素。还有针对“Z 世
代”消费行为的报告显示，“快乐消费，为
情绪价值/兴趣而消费”是年轻人选择最多
的投票选项。

消费者购买的不仅仅是商品本身，更是
其所附带的情感共鸣、情绪反应及精神满足
等。这些商品，对消费者而言是生活的“调
剂品”，对商家来说则是新机遇。以关注情
绪健康、化解心理压力的疗愈型产品来说，
美团数据显示，2024 年以来，“疗愈”关键词
的搜索量同比增幅达 280%。商家也正抓住
商机加大供给，当前，平均每月有 1000 多
个新产品上线美团。

在“情绪消费”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也
有声音呼吁行业健康发展、消费者理性消
费，共同营造良好环境。

关键词：跨界混搭

超市逛饿了，可以就地吃午餐。走进北
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家超市新开的食堂，许
多顾客正端着餐盘挑选午餐，高峰时段，这
里可容纳 100多人同时就餐。

目前，永辉、物美、华联等多家品牌超市
已纷纷开设便民食堂，“超市+食堂”成为不
少经营主体探索的新经营模式。“超市本来
就具有蔬菜、肉类等食材的供应链优势，开
食堂可以进一步放大优势，同时吸引客流。”
门店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超市和食堂的顾
客约有六成以上重合，食堂也激活了超市的
消费新动能。

类似的跨界混搭，还有不少。在城市商业
空间品尝特色餐饮，还能欣赏民俗表演、观看
文化展览；在菜场买好菜，给“代炒菜”档口支
付手工费，就可以拎着热乎的现炒饭菜回家；
在火锅店包厢内，一边吃火锅一边唱着歌……
近年来，“超市+食堂”“菜市场+餐饮”“火
锅+KTV”等多业态混合经营的新尝试越来越
多，既吸引了客流，也满足了大众生活所需，
更顺应了实体店转型升级的新趋势。

从品牌联名到跨界混搭，未来消费场
景的跨界、叠加，有望给消费者带来更多

“一站式”的乐享体验。

关键词里读懂消费新趋势
本报记者  李  婕

赏首发首秀、观精彩展演、购全球好物、尝时令美
味……临近年终岁尾，各地消费市场洋溢着节庆氛围。

消费，一头连着宏观经济大盘，一头连着千家
万户美好生活。今年前11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超44万亿元，同比增长3.5%。中国消费市场不

仅体量庞大，随着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发
展，还呈现诸多新亮点、新变化。近日召开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明年工作时提出要“大力提振
消费”。让我们一起透过“关键词”，来看中国消费
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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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24 深圳国际智慧养老产业博
览会期间，一名老年人在体验乐龄鼓。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图②：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官渡古镇

迎来旅游热，前 11月共接待国内外游客超
过 1100 万人次。图为近日在官渡古镇，非
遗面塑传承人刘丽春 （右） 指导外国游客
制作面塑。 新华社记者  高咏薇摄  

图③：今年以来，上海举办丰富多彩
的首发首秀首展活动，消费市场呈现回稳
向好发展态势。图为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货
商场。 王  初摄 （人民视觉）  

图④：日前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
区中央大街，灯光璀璨，游人如织。

原  勇摄 （人民视觉）  
图⑤：近日，重庆市民在重庆龙湖高

新天街一家汽车体验店选购电动汽车。
孙凯芳摄 （人民视觉）  

图⑥：探访古城古镇正成为消费领域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图为日前游客在浙江
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古镇游船。

屠旭东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