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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舍得花钱，一边能省就省

“种草”一个多月，“00后”大学生阿年
下决心购买一款最新的苹果电子产品，虽然
跟父母打了招呼，但私下里，她凭着日常生
活费也攒够了这笔支出。“能省就省，省下来
的钱也不存，就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身边的朋友也都有类似的特征，“有喜欢
的东西，或者为了变美，或者为了追求潮
流，或者因为身边的人都有，都会愿意去购
买。”阿年说，有一次，一名同学为了省钱买
任天堂的游戏机，一个月的生活费只花了几
百元。

有的还是学生，有的初入职场，虽然手
中的可支配收入并不多，但敢花敢买，这成
为“95 后”“00 后”身上的一大特征。在互
联网的衬托下，他们的消费行为也构成了万
花筒般的多元景象。

如果用传统的眼光来看，一方面，是舍
得花钱。

盲盒、球鞋、潮玩、手办、电竞……这些“烧
钱”的项目，消费主力正是年轻人。数据显示，

“95 后”占了盲盒消费用户的近四成，其中
8.6%的用户可以接受盲盒单价在千元以上。

买大牌也不“手软”。易观联合苏宁易购
发布的 《95 后年轻人群消费趋势洞察 2020》
显示，“95 后”占中国线上奢侈品消费者的
59%，“95后”奢侈品消费者中约一半在奢侈
品上年花费超过 5 万元。海蓝之谜、宝格
丽、爱马仕、雅诗兰黛等是苏宁易购“95
后”用户消费增速最快的奢侈品品牌。

“几百上千的东西的确是说买就买”“感
觉几百块钱不算大开销了”，采访中，好几名

“95后”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另一方面，却热衷省钱。

“95 后”消费中也很精打细算，选购商
品时喜欢多方比价，浏览—下单转化率明显
低于其他年龄段的用户，而且“95后”用户

在拼购、社交电商等省钱模式参与度也较
高。每逢电商大促时，各类“砍价”“盖楼”
等花式繁多的优惠活动中，年轻人也是主力。

不想花的钱，也是能省就省。在多个
“95 后”“00 后”聚集的微信群里，记者看
到，除了交流兴趣爱好，最常见的就是借视
频会员、外卖拼单、“砍”优惠之类的信息，

“薅羊毛”成为消费的小乐趣。
这看起来似乎费时费力，但他们不这样

认为。“配送费和一些小支出当然能省就省。
外卖软件有时候叠加银行卡优惠，天天有红
包就非常划算。熟悉了也就费个一分钟时
间，从资本手里拿回自己的钱谁会不开心
呢？”“95后”上班族张涵说。

“消费理念复杂多样，看似矛盾却实际精

明。”相关报告这样总结“95后”人群的消费。
或许有人会问：这花钱的和省钱的是同

一拨人吗？记者把问题抛给多名“95 后”
“00 后”。他们的回答高度相似：“的确贴合
身边不少人。”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两极特
征共存于年轻消费群体中间。

为所爱买单，突出个性标签

如果“精明”仍然是年轻人消费的底
色，那么，从“斤斤计较”地省钱到“一掷
千金”地花钱，中间的驱动力是什么？

“为所爱买单。”从年轻人、分析机构、

品牌商家那里，会得到一致的回答。只是，
这个“所爱”已和其他年龄段消费者呈现明
显差异。

长江商学院市场营销学副教授李洋对本
报记者表示，产品的价值可以分为经济价
值、功能价值、体验价值和社交价值，在年
轻消费者这儿，社交价值的比重被明显放大
了。“从潮鞋到盲盒，他们购买商品不仅仅为
了自用，还会分享，以此丰富社交生活，扩
大社交影响力。他们是在通过产品表达自
我，突出个性，同时不断强化所在的社群归
属和标签。”李洋说。

近年声势日渐浩大的圈层文化、国潮等
消费新现象，同样印证着这样的逻辑。

二次元、电竞、潮玩、手办、国风……

它们原本还只是年轻人的圈层文化，但这几
年，圈层被不断突破，成为十分显著的年轻
消费现象。拿汉服来说，统计显示，2019年
淘宝平台上汉服市场规模已经超过 20 亿元，
并且保持着每年150%左右的增速。Lolita、汉
服、JK 制服……异军突起的小众市场背后，
正是以年轻人为主力的消费群体在支撑。

“价格都不便宜，普遍上千元，也有上万
元的，平常穿着的场合有限，但就是喜欢，
想要购买、收藏。”小孔是一位“95 后”小
众服饰爱好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购入不同
款式的服装。她还加入许多以此为主题的社
交圈子，实时交流分享，获得最新的资讯和
行情，这已经成为他们消费和生活的一部分。

“国潮”是另一个火遍全网的词汇。从大白
兔、拉面说，到回力、飞跃、李宁，再到花西子、
完美日记，许多地道的中国品牌、中国制造赢
得年轻人青睐，而IP合作、跨界、国风设计、圈
层文化等常常是品牌的“利器”。

“的确，现在的‘95后’‘00后’更偏爱
‘中国制造’。相比国际品牌，这些国产品牌
更懂得洞察和满足年轻需求，更符合他们的
个性表达，而不是其他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年
轻人。”新锐国产饮品品牌元气森林副总裁宗
昊对本报记者说，正是这样的趋势，给新兴
国产品牌带来许多新的机会。

但是，常规的产品已经无法满足需求
了。“这背后还需要中国设计、中国审美，要
真正打动年轻人，让他们愿意购买，而且可
以拍照，值得分享。”宗昊强调。

是消费，也是表达方式

当然，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社交需求，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在“95 后”“00 后”这
里，社交和消费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用消
费表达态度和主张，这也成为许多商家更热
衷的宣传方式。

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
在李洋看来，这背后有着经济社会的演

变脉络。“今天的‘95后’‘00后’是在高经
济增速、低出生率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
他们多是独生子女，现实中缺乏社交或者传
统的社交出口更少，互联网成了他们寻求社
群归属、进行社交的替代方式。”

李洋说，回到现实社会，社会竞争日益
激烈，而在独特的小众圈子里，更能展示自
我，相对容易获得尊重和认可。这也解释了
圈层文化的盛行。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飞
速普及，无论是在城市和山区，“世界是平
的”，年轻人几乎什么都能看得见，消费领域
曾经的城乡差异、地域差异被大大压缩。

“再加上他们是温饱不愁的一代，在多重
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他们愿意消费，敢于消费，
甚至消费成了他们的表达方式。”李洋说。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超前消费在年
轻群体中越来越广泛的接受度。尼尔森发布
的 《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 显示，在
18-29 岁消费者中，总体信贷产品的渗透率
为 86.6%，其中 42.1%的年轻人只使用消费类
信贷并且在当月还清，43.3%的年轻人认为使
用信贷产品是更精明的消费方式。

“分期购买约等于‘不花钱’，这感觉是
真的。”小孔举例，1800 元一套的 JK 制服，
分期后每个月两三百元，即便是没有收入的
朋友，也一下觉得很能接受。虽然自己是上
班族，没有任何资金缺口，但在购买一部超
万元的相机时，小孔也选择了分期付款。

“没有利息，感觉分期更划算，这便宜不占
白不占。”

超前消费是更强烈消费意愿的直观体
现。“这说明年轻人愿意消费，对未来有信
心。更重要的是供给丰富了，新的信贷工具
和模式出现，为年轻人创造了机会。这样的
历程在西方国家已经发生过了。”李洋说，这
本质上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社会闲散
资金和年轻人需求的结合。不过，也需要监
管的步伐跟上，避免信贷消费过度膨胀。

喜欢圈层文化、兴趣多元、崇尚个性、
关 注 颜 值 、 热 衷 网 络 社 交 、 容 易 “ 被 种
草”……不可否认，今天的年轻消费者真是
与以往不同了。

本报北京电（记者吴秋余） 中国支
付清算协会近日发布的《2020年移动支
付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有
74.0%的用户每天使用移动支付，较
2019 年提高 4.4 个百分点，绝大多数用
户认为操作简单方便是选择移动支付的
主要原因。

调查显示，当前中国移动支付小额
特征日益显著，用户单笔支付金额以
100元以下为主，500元以上移动支付占
比下降。2020 年，有 38.4%的用户单笔
支付金额在100元以下，较2019年提高
23.3 个百分点，16.4%的用户单笔支付
金额在 500 元-1000 元，较 2019 年下降
18.9个百分点。

“移动支付日益受到普通消费者的
喜爱，充分显示了国内移动支付基础设
施建设取得的进步。”支付行业资深专
家、银联商务副总裁孙战平表示，近年

来，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推
动“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建设，将便
民、惠民的移动支付服务延伸至公共交
通、菜场、便利店等各大小额高频的民
生领域，让越来越多的百姓从中受益。

“移动支付小额特征日渐显著，说
明移动支付在便利用户、促进消费等方
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招联金
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移动支付主
要定位于零售、小额、便民支付，单笔
100 元以下支付比例大幅度上升，表明
随着公交、地铁、百货等生活场景普及
移动支付设施，用户在日常消费中使用
移动支付的频率越来越高。

在移动支付用户属性与行为偏好方
面，调查显示，二维码支付是移动支付
用户最常使用的支付方式，在终端设备
上使用闪付的用户比例下降。2020 年，
移动支付用户表示最常使用的支付方式

是使用客户端扫码或出示二维码完成支
付，占比95.2%，较2019年提高2.6个百
分点。2020年，用户最常使用的移动支
付产品是微信支付、支付宝和银联云闪
付 （不含刷卡或挥卡支付），占比分别
为92.7%、91.0%和74.9%。

安全隐患仍是移动支付用户担心的
首要问题。调查显示，个人信息被泄
露、手机扫描到伪假条码和账户资金被
盗用是用户最担心遇到的安全问题。
2020年，用户使用移动支付过程中担心
遇到的安全问题排名第一的是个人信息
被泄露，占比79.0%。

对于移动支付未来的发展，孙战平
认为，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在支付领域的深入应用，风控的系统、
技术和模型等都在不断更新迭代，未来
移动支付会越来越安全，让广大商户、
用户享受到更安心、便捷的支付服务。

一边不惜大价钱买绝版球鞋、奢侈美妆；一边又热衷拼单拼购、“薅羊毛”

年轻人消费，你看懂了吗？
本报记者 李 婕

一代代年轻人总是引领消费
风潮。而眼前的“95 后”“00
后”们，在“买买买”的同时，
更给许多围观者留下大大的问
号。

为什么他们一边不惜大价钱
买绝版球鞋、奢侈美妆，一边又
热衷拼单、拼购，几块钱的配送
费能省就省？说热衷享受吧，他
们的确更爱旅行、爱休闲、爱下
午茶，但在互联网上乐此不疲地

“砍价”“盖楼”中也总有他们的
身影。他们习惯在社交媒体、视
频、直播上被“种草”，但敏锐
的商家又发现他们其实最爱比
价、浏览下单转化率更低。

类似现象就这样共同生长在
这群年轻人的消费世界中，难以
被简单定义，那么，我们究竟该
如何理解？

▲每年10月底至11月初，浙江省嘉兴市嘉
善县西塘都会举办西塘汉服文化周活动。在
2020 年第八届西塘汉服文化周上，年轻的汉服
爱好者正在拍照。

周 围摄 （人民视觉）

移动支付小额特征显著，单笔支付金额以100元以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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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在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
一家商场，两头由数千只气球组成的“大
象”吸引了年轻消费者前来打卡。

孙凯芳摄 （人民视觉）
◀1 月 11 日，两个姑娘在山东烟台大悦

城商场购物。 唐 克摄 （人民视觉）

聚焦年轻人消费观聚焦年轻人消费观

（（上上））

11月月55日日，，海南琼海嘉积镇不偏村的农民在田间拨秧苗海南琼海嘉积镇不偏村的农民在田间拨秧苗。。
蒙钟德蒙钟德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1月17日电（记者高云才、
郁静娴）“去年种水稻，用上了农技中心
推广的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技术，省了两
三次后期追肥，化肥使用量至少减了三
成！”安徽芜湖市弋江区白马街道新大垾
村种粮大户方世福高兴地说。

2015年以来，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化
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截至 2020 年
底，中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已顺利实现预
期目标，化肥农药使用量显著减少，化肥
农药利用率明显提升，促进种植业高质量
发展效果明显。

各地加快集成推广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绿色高效技术模式，为化肥农药用量减少、
利用率提升打牢基础。2017年以来，农业农
村部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推进高效
低风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2020 年有机肥
施用面积超过 5.5 亿亩次、比 2015 年增加
约50%，高效低风险农药占比超过90%。

科学施肥用药技术加快推广。目前，
配方肥已占三大粮食作物施用总量的 60%
以上，推广机械施肥面积超过 7 亿亩次、
水肥一体化 1.4 亿亩次。大力推进绿色防
控和精准科学用药，2020年绿色防控面积
近10亿亩，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
盖率41.5%、比2015年提高18.5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