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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体验：
重回线下顺应“情绪消费”

结合相关调研数据来看，今年的消
费一大趋势为“理性体验”。“理性”是指
看重性价比的同时兼顾质量和实际需
求，消费者经常通过多平台比价、平替
找到极致的性价比消费。“体验”则是指
一件商品能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或者
满足情绪价值，贵一点也无妨。

根据《DT商业观察》发布的《2023
青年消费调研》（以下简称调研），在消
费者支出明显增多的项目上，除了“使
用需求增多“，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商品
或服务能够为自己提供情绪价值
（49.3%）、自己在今年产生了新的爱好
（41.6%），这表明近一半人为情绪价值
多消费。同样，很多年轻人在判断“商
品是否值得购买时”，更认为“使用体
验”应优先于“质量”因素。从今年流行
的淄博烧烤到特种兵旅行，从户外潮、
演唱会再到现在的东北出游等也对应
了这一趋势。

蹲直播间不如线下逛店也成为典
型式体验消费。调研数据显示“重回线
下”的热度不减，虽然目前人们最常用
的购物方式还是电商平台（96.4%），但
有36.6%的人同时选择了“线下逛店”，
高于直播间购物（21.3%）。

专家点评：“理性体验”实质上是消
费者，尤其是年轻群体在数智时代价值
观变迁的体现。一是“理性”消费体现
了消费者自信和自我认同的崛起。在
优渥社会环境和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
来的消费者，自我价值判断感更强，在
技术的加持下希望追求与自己契合的
高性价比。二是“体验”消费趋势反映
了“悦己”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兴起。消
费者通过“情绪价值”“使用体验”和“丰
富自我”的消费行为强化自我追求。这
些基于理性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社会价
值观变化，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
技术迅速发展交互，创造出更多理性消
费机遇和场景。

“懒人经济”：
大数据催生“智慧懒”

“懒人经济”并非指体力倦态，本质
是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持，用更高
效、专业的方式，打造智慧生活体系，让
消费者充分享受“智慧懒”。除了外卖、
网购、各类O2O便捷服务，即食食品、
智能家电、懒人美妆等产品也应运而
生，极大便利了消费者。

“懒人经济”一部分得益于互联网运
营模式的红利释放，获得了更多大数据及
运力支撑，另一部分是传统行业的转型需
求。如传统家政服务业，为适应快节奏、
短时间、高度便捷化的市场需求，培育出
更多灵活就业、新业态服务人员，由此衍
生出收纳、带娃、代厨、宠物代遛等上门服
务。“懒人经济”不仅是年轻人的享受需
求，更有送医、送药、送水等服务，照顾到
行动不便、失能人群的刚需。

专家点评：“懒人经济”本质上是在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驱动下，行业重塑对
消费者高质量美好生活追求的满足。
一方面，消费者对生活品质和消费效率
提升的需求逐步升高，更愿意为便捷、
便利、舒适、自由而付费。另一方面，

“懒人经济”的兴起也意味着消费过程
的技术信息化和数字化不断提升，催生
出更多的消费业态、更多新市场机遇。
简而言之，“懒人经济”在消费和生产这
两端的体现，会进一步推动社会分工专
业化和细分化，加速行业迭代和重塑，
引领经济发展。

反向消费：
告别“攀比欲”“伪需求”

近期，永辉超市宣布进军折扣业
态，宣布很多新品、网红商品及常规商
品按照其原价的7折、5折及3折进行销
售，这是对反向消费的快速反应，它揭
示了消费者对传统消费观念的重新审
视以及他们在消费行为的理性回归：消
费者不再追求昂贵、奢华的商品，而是
更注重实用性和价值。如“戒掉提前消

费”“断舍离”“延迟满足”“降级或平替
消费”“可持续消费“等热点话题都是这
一现象的反应。

在反向消费影响下，消费者的“比
穷”风凸显。京东今年“双11”就以“真便
宜”作为主题，商品、价格、服务主打“买
贵一键退差价”；天猫打出了“更便宜、全
网低价”等营销关键点，精准发力降级消
费。告别“伪需求”的年轻人，不再冲动
购物、不再被消费主义所裹挟，转而为自
己的每一笔开销寻求最优回报。

专家点评：一方面，“反向消费”更
注重产品的实用性和性价比，是消费观
念更加理性的体现，带火了一批国货，
甚至让很多冷门生意翻红。但另一方
面，我们也应注意反向消费一味向最低
价方向发展，而忽视了产品质量及供给
端优化升级的重要性。同时，生产者和
商家为了迎合“反向消费”，可能设置各
种降低价格的营销策略和生产方式，占
用提升生产和服务体系的成本，不利于
产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反向消费中要
理性看待产品价格与质量的关系，不能
过于片面追求最低价。

萌宠经济：
陪伴型消费成“风口”

今年以来，萌宠经济被推上风口。
与过去相比，现在的萌宠经济不单单是
宠物交易、食品、托管、医疗等主产业链
的丰富，更增加了餐饮类、娱乐类、亲子
类附加值。如各地中心商圈出现了“萌
宠+”等新场景、宠物友好型街区兴起、
宠物鲜食甜品烘焙快餐店首开、“琳娜
贝尔”等动画大IP文创狂热圈粉。据艾
瑞咨询发布的《2023年中国宠物内容价
值研究白皮书》，宠物消费市场未来依
然会保持增长态势，预计2023年市场
规模约为3924亿元。

哪些人是萌宠经济的新主力？《中
国宠物消费洞察报告》显示，“90后”宠
物主占比最高，且普遍高学历、高收
入。2021年，35%的宠物主月收入超过
1万元。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

“95后”养宠人士花销为“90后”的2.1
倍。因为情绪压力、情感陪伴需求，越
来越多的高学历人士、高收入人群选择

将宠物视为家庭成员。
专家点评：“萌宠经济”是人们为

了陪伴、解压等精神需求而形成的一
种新消费主义。近年来，随着我国经
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进程的大幅提
升，家庭规模不断缩小、老龄化趋势加
剧，人们情绪越来越需要有效抒发和
抚慰，而萌宠正为舒缓现实压力、提供
高质量陪伴、疗愈心理问题提供了出
口，人们越来越愿意为这种自然情感
付费。随着萌宠消费市场规模的不断
增加，服务内容也必然越来越丰富化、
专业化和精细化。

国货复兴潮：
物美质优坚守“初心”

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京东“双11”
开启当晚，小米、荣耀、华为等多个国
货手机品牌的成交额1秒破亿元；天猫

“双11”85个国货品牌开卖即破亿元，
超7万个国货品牌首日成交额翻倍。
2023年随着电商直播的助力，很多新
老国货品牌走上台前，表现强劲。以
家电、手机、电脑、新能源汽车及美妆、
服饰等大宗消费品为首，物美价廉的国
货品牌创新入场，圈粉大批“90后”“00
后”消费者。

消费市场的高度认可进一步支持
国货复兴。相关市场调研显示，“消费
习惯”这一因素首次超越“民族情怀”成
为支持国货的第二大因素，六成受访者
因“国货更符合中国人的消费习惯”而
支持国货。在推荐分享国货原因的调
查中，“质量好、产品耐用”位列第一，其
次是“性价比高”和“助力国货品牌发
展”。国货品牌发展正与市场需求形成
双向奔赴的良好互动。

专家点评：当前已经进入了“国潮
3.0”的时代，产品力成为国货品牌的核
心价值所在。很多国产品牌不仅通过为
产品创新注入文化内涵来制造与消费者
的文化共鸣，同时还加大了硬核科技的
研发投入，通过品质来提升消费者的体
验感。同时，数字时代催生的新概念、新
渠道、新业态也为国货复兴推波助澜。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一些“新中式”网
红点心店的闭店潮也提醒我们，国货消
费不仅仅是“追热点、讲情怀”，更要关注
其品牌和品质的塑造，在文化自信的同
时做到理性、科学消费。

“多巴胺”消费：
把个性和爱好装进购物车

“高饱和度的色彩、五颜六色的配
饰、丰富的搭配元素”，这种大胆出位的
组合被称为“多巴胺”搭配。今年夏天，

“多巴胺”消费风从时尚圈吹到了餐饮、
美妆等行业，多巴胺穿搭、多巴胺妆容、
多巴胺咖啡、多巴胺茶饮等迅速流行起
来，如星巴克推出了多巴胺配色新品粉
粉生咖、幻紫生咖；瑞幸咖啡提出“多巴
胺冰咖”概念；泡泡玛特在社交媒体上
以多巴胺为话题，给新品造势……

今年“双11”，以电竞、骑行、滑雪、
潮玩等为代表的“多巴胺经济”开始暴
发，这也预示着更多新品牌涌现。“多巴
胺“概念的进化与发展，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当代社会对于积极情绪的潜在需
求，相比传统消费观念，“多巴胺经济”
正在引领消费，年轻的消费者越来越愿
意把个性和爱好装进购物车，为情绪消
费，为快乐买单。

专家点评：“多巴胺是”一种传递兴
奋及开心信息的神经传统物质。从消
费心理学角度来说，“多巴胺消费”就是
通过激发人们的快乐感觉来促进消费，
其本质上属于一种情绪营销手段。“多
巴胺消费”趋势的流行表明，人们对于

精神生活质量越来越重视，消费注意力
开始从传统的、大众化的消费向个性
化、体验性的消费转变。大家越来越愿
意购买能让人感受到情感价值的产品
和品牌。当然，“多巴胺营销”主打以情
感激发人们的消费“快决策”，因此也需
要注意情绪营销造成的一些不理性支
出和冲动消费现象。

首店经济：
助力城市消费升级

今年以来，“扎堆上新”的首店在北
京、上海、重庆、成都、杭州等多地掀起打
卡热潮，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助力其以

“常逛常新”的面貌重迎客流，加速推动
经济复苏回暖。自2018年上海正式启
动“全球新品首发地”建设，首店经济百
花齐放，持续为各地商圈注入新活力。
据中国商业联合会统计，截至目前，全国
已累计发布48个关于鼓励发展商业品
牌首店的政策与措施，为首店经济快速
发展保驾护航。例如，深圳市明确提出
要做强“首店经济”和“首发经济”；北京
市出台新政，用“真金白银”补贴支持首
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南京市宣布对
品牌首店及相关商业载体给予奖励。

首店经济与网红经济、社交经济、
新商业生态紧密挂钩，不仅以“造节”

“造景”等多元化元素提升商圈的社交
属性，吸引消费者走出家门，重拾线下
体验，更有首店将科幻、AI、民族文化等
元素融入新场景，做专做精、做深价值，
以新业态、高质量发展为城市消费升级
增加底气和信心。

专家点评：“首店经济”是近年来迅
速崛起的新型经济形态，首店数量和质
量已经成为城市竞争力和商业魅力的
重要标志。首店经济不仅能够满足城
市商业升级转型的需求，而且能够有效
提升城市空间的差异化与凝聚力，促进
消费服务高质量发展。可以说，“首店
经济”对于打造新的消费场景，提升商
业规模化效益，将品牌印象与空间载体
深度绑定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消费者
在追逐“首店”热闹与新鲜的同时，也更
加注重首店消费的服务品质。如何避
免“首店效应”昙花一现，让首店流量变

“留量”，持续激发消费新动能，是下一
步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夜市经济：
打造消费新“夜”态

夜经济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今年，围绕“食、游、购、娱、体、展、
演”，新“夜”态不断推陈出新，夜市摊
位、舞台演绎、游戏互动等主题变化多
样，也延伸出夜市招聘、夜游文化、后备
箱集市等新看点。如武汉开展“夜上黄
鹤楼”主题游园活动，让市民游客沉浸
式领略诗文魅力；合肥举办体育夜市专
场活动，引导群众参与健身运动和体育
消费；西安推出“长安夜·我的夜”夜游
嘉年华活动。

中国商务部城市居民消费习惯调
查报告显示，60%的居民消费发生在夜
间，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追求有品质的

“八小时以外”生活。如今的夜市，不仅
延长了消费时间、拓展了消费空间，更
创造出多元的消费场景，既有潮流音乐
会，也有话剧、交响乐会或小众画展，不
断满足大众消费需求新趋势。

专家点评：夜经济成为丰富城市夜
生活、吸引游客、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
要载体和表现形式。激发夜经济的关
键在于增加有效供给，不断创新夜间体
验项目，丰富夜间经济业态，拓展夜间
消费场景，更好满足人们个性化、多层

次、品质化的夜间消费需求。各地大力
支持夜市经济发展，结合自然禀赋、文
化特色、当地美食等业态，运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
术，不断创新夜间体验消费项目，进一
步激发消费市场更大潜力和动能。

“AI+”消费：
弥补传统电商触感及体验不足

今年，被称为人工智能（AI）电商时
代“元年”，AI技术正在成为消费领域中
的重要力量。如AI可以个性化推荐，
精准定位消费者需求；虚拟购物助手、
智能货架、自助支付系统等无人化的购
物体验正在掀起新的零售革命；面部识
别、指纹识别等技术增强了支付的安全
性和便利性。同时，AI可以定制化生
产，通过3D打印技术实现快速制造，这
将极大地挖掘消费新蓝海。

通过AI技术，零售商可以进行库
存简化和仓储管理，为顾客提供沉浸式
购物体验，从而引导消费习惯。相关市
场调研显示，近1/3的人愿意为植入AI
技术的品牌或零售商额外花费20%甚
至更多的钱，以得到更个性化、更方便
的线上购物体验。很多消费者认为，更
快地搜索、个性化服务以及智能体验弥
补了传统电商触感、体验不足的缺点。

专家点评：AI是一种模拟人类智能
的技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其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具有提高生产
效率、改善物流运输、提高消费体验、辅
助教育学习等作用和功能。未来AI技
术的发展将会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和适应。同时，需
要政府、行业组织、监管部门、公众和教
育机构等共同努力，建立起安全、可靠和
可持续发展的“AI+”消费生态系统。

绿色消费：
“二手买卖”引领新风尚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培
育壮大新型消费，大力发展数字消费、
绿色消费、健康消费。在大宗消费市
场，以旧换新、置换消费成为消费新热
点。数据显示，绿色智能家电成消费者
首选，超90%的家电自营商品及50多
个品类的家居商品参与以旧换新服务，
环比增长141%。多地也采取举措促进
绿色智能家电消费，如北京发放绿色家
电消费券，对指定绿色家电发放微信立
减金优惠券；重庆免费为市民检测、清
洗家电，开展绿色智能家电以旧换新进
乡镇、进社区、进小区“三进入”活动；江
苏省以高温降暑为契机，全面启动“绿
色节能家电消费节”。

除了绿色家电热销，二手商品也成
为一种新潮流，受到越来越多年轻消费
群体喜爱。如很多品牌推出“回收的空
瓶用于制作环保艺术装置或再利用”活
动，增强消费者环保意识；快递企业推出
减量包装、循环包装等举措，减少塑料制
品的使用，在全国推出了快递包装回收
兑换的活动。相信未来，将有更多新技
术、好体验的绿色低碳产业兴起，为全面
推进绿色战略、共建绿色美好生活贡献
力量。

专家点评：绿色消费是以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为宗旨，以可持续发展为目
标的消费活动。绿色消费作为一种积
极的消费理念和行动，通过采取旧家电
回收、物品循环利用等举措，鼓励消费
者选择环保、可持续的产品和服务，培
育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减少对
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同时，推动
企业向着更加绿色智能安全的方向发
展，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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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23年，消费行业回暖复苏强劲。年初，食品、餐饮等传统产业向好态势明显，引领复苏浪潮；年中，新型消费、数字消

费、健康消费等新势力蓄势待发，成为新的增长引擎；临近年底，电商零售、冰雪经济等新兴产业氛围火热，为来年的消费提质升级

注入新动能。本刊特别策划“消费经济‘增长密码’全景扫描”专版，盘点2023年度十大消费新趋势，洞察消费市场在坚守与变革

中的价值力量，展现新时代中国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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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在“‘玉’见北京——北京·
玉树文化交流月主题大秀”上，不少观众
现场体验消费、即看即买。来源：新华社

4月，重庆市首个数字化社区食堂投
入使用，图为食堂内的自动煮面设备。

新华网 耿骏宇/摄

山东济宁首届宠物文化节期间，共
吸引超3000名宠物主参与活动，现场
氛围异常火爆。 来源：济宁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