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婚纱摄影:老树迎来繁花期
本报记者 禹 洋

红包经济：

从社交走向消费
周明阳

在路上就能通过手机 APP 查询到
停车场剩余车位信息，进入停车场后，
导引系统会指示车辆停入预定位置；在
广场内，导航应用可告知走到某个场馆
还要转几个弯，走多少米；运动时，自
己的技术动作都有影像捕捉，还能形成
专业的分析报告⋯⋯这种省心便捷的智
能化服务模式，是国际大型体育综合体
的发展趋势。日前，中曌槐房体育综合
体落户北京市丰台区槐房公园。这是国
内 最 大 的 公 园 式 体 育 商 业 综 合 体 ，
Sports Mall一站式体育消费模式由此
进入我国。

家住北京南四环附近的市民张晓雨
一家人经常一起到槐房公园健身。在她
看来，传统的体育商业更多的是以体育
用品销售为核心，公园式体育综合体让
一站式家庭健身和体育消费成为可能。
老人可以去室外的樱花公园漫步，坐在
冰球场旁边喝着茶，看着小孙子在场上
奔驰；丈夫可以打上一场球赛，再泡个
温泉浴；自己则可以带孩子在水上乐园

嬉戏；还有各种体育活动及剧场演出供
全家人参与。

时下，老百姓对体育健身的消费需
求越来越大，但在寸土寸金的北京，
体育健身场地严重匮乏且成本极高，
远远满足不了普通市民健身休闲的市
场需求。在北京中轴线的北端，有著
名的国家体育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等，但在北京南城却几乎没有大型体
育设施，呈现出“北重南轻”“夏强冬
弱”的特点。为推动南城体育产业的
快速发展，北京市丰台区启动了以体
育设施为载体，全力打造城市体育服
务综合体。

综合体都包含哪些内容？标准国际
赛事级真冰场、北京最大室内足球场、
中国首个四季花海跑道。随着社会的进
步与发展，人们开始追求绿色、健康、
休闲的体育消费方式。把综合体设在郊
野公园内，规划了樱花园和 10 公里樱
花跑道、300 亩彩叶林、海棠林、红果
林等自然景观，并设有滚轴、旱冰、自

行车、滑板、滑雪、温泉、网球、足
球、篮球等多个户外体育场地。室内则
按照业态特点规划为体育运动主题、冰
场主题、水主题等三大主题。

体育综合体的业态不止于体育本
身。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
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提出，丰富体
育产业内容，推动体育与养老服务、文
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教育培训等融合。
体育综合体以体育运动为主体，将运动
健身、教育培训、文化文艺、商业配套
等有机结合，布局商业、文化等各种业
态，让消费者在运动中享受生活和时
尚，创新体育业态。

随着“互联网+”战略在体育领域
的应用，场馆服务智能化水平大幅提
升，给消费者带来前所未有的体验。利
用 WIFI 形成同步地形图，可对消费者
提供精准体育服务。中曌集团董事长赵
克强介绍，精准体育服务内涵很丰富，
比如提供位置信息，对目标位置做路线
导航；记录消费者运动过程中各项技术

动作，形成体适能检测数据；支持多种
支付方式，活动消费都可形成积分档
案；针对潜在消费者推送各种商场活
动，预约服务、停车、买单等行为都能
在手机上一键完成。最大程度地避免顾
客为琐事耗费时间，提升休闲体验的愉
悦感。

跨界融合整合资源，是未来体育消
费重要的发力方向。跨界融合的出发点
依然是对消费者的精准把握。通过智能
硬件产品收集到数据，利用互联网平台
能够判断出消费者的运动爱好和运动习
惯，并向其推送精准配适的消费方式。

对体育功能再认识，让体育消费在
整个消费转型中发挥更大作用。专家认
为，在国家政策支持下，运动场馆越来
越多地承担起演艺、娱乐、展览、旅游
等多方面功能，运动场馆发展为运动旅
游、运动会展、运动商贸、康体休闲、
文化演艺等多元业态，建设“Sports
Mall”和运动产业集群，将成为行业发
展趋势。

体育消费可以跨界融合
乔金亮

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第一家婚纱摄影馆开业，此后 20 年行业规模逐步扩大。在

新一轮消费热潮下，婚纱照悄然从“奢侈品”变为“必需品”——

1月 27日是农历除夕，这天晚上，许多小伙伴的朋友
圈都被“晒支付宝红包”的截图刷屏了。这些红包大部分
面值两块多。山东小伙李一凡抽到了 6.08 元的红包，激
动不已，发朋友圈感叹“第一次得到手气最佳”，获得 100
多个赞。

熟悉这个游戏的人知道，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集五
福”时间。

1 月 18 日零点开始，支付宝集五福活动上线。相比
去年被广为吐槽的活动，今年的集五福难度明显降低，

“天外飞仙（万能福）”和“顺手牵羊卡”的出现使得一张
“敬业福”不再“一福难求”。今年活动的科技含量也更
高，“扫福字集福卡”等玩法结合了增强现实（AR）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集五福活动的社交属性比以往更强，
比如去支付宝蚂蚁森林中替好友的树苗浇水可以获得福
卡；朋友之间也可以互相赠送福卡实现互动。

虽然分到的钱不多，但人们“集五福”“晒红包”的热
情丝毫未减，活动上线后经常能看到有人举着手机对着
福字“扫一扫”，以“敬业福”为由头的“梗”也早已流传开
来。开奖之后，有网友戏称，以后自己的工作履历上可以
写上，曾参与某世界 500 强公司的 2 亿项目，并在年底获
得分红。

支付宝从支付平台转做社交，需要重新建立关系。
相比之下，微信这个天然的社交工具在“红包社交”上则
更为得心应手。支付宝上，人们分个小钱图个乐呵；而在
微信上，发送的都是真金白银。来自微信的数据显示，仅
除夕当天，全国共收发微信红包 142 亿个，比去年增长
75.7%。微信推出的“面对面”红包更是成为人们给压岁
钱的新方式。

腾讯旗下的另一即时通讯软件 QQ 今年也推出了自
己的春节红包活动：“LBS+AR”天降红包、“刷一刷”红包
和“面对面”红包，希望能强化软件的社交属性。统计显
示，QQ 红包的参与用户数量达到了创纪录的 3.42 亿人，
用户共领到 37.77亿个现金红包和卡券礼包。

如今，春节抢红包已经成为新的年俗，抢红包、集五
福等活动让春节气氛更加浓郁，也使得春节期间的社交
活动在走亲访友、聚会聚餐之外又增添了新的形式。人
们犹然记得 2015年微信与春晚合作推出“摇一摇”红包，
每当红包口令一出，举国上下都在拼命摇手机，这一奇景
成为当年春节的热议话题。尽管今年微信早早宣布不做
春节红包活动，但这并不影响人们收发红包的热情，现在
微信最需要担心的，是节假日期间自己的服务器不要出
问题。

其实，除了节日期间，微信红包等电子红包早已悄然
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在红包简直无处不在，群里
求人帮忙要发红包，遇到喜事要发红包，公司年会老板会
在群里给大家发红包。没事的时候我们还喜欢在群里玩
一玩红包接龙游戏，一来活跃气氛，二来增进感情，钱虽
然不多，效果却很大。”李一凡说。

最近，微信的新玩法——腾讯微黄金正在内测，腾讯
旗下财付通与工商银行合作推出贵金属交易服务，未来
人们可以彼此发送黄金红包，随着金价的浮动还可以实
现保值和增值。

随着电子红包的普及，这几年红包里的钱有了更多
的应用场景，逐渐从社交走向真正的消费。尤其是当红
包提现到银行卡需要手续费以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直
接用红包消费。为了鼓励人们形成新的支付习惯，微信、
支付宝、翼支付、百度钱包等经常不定期推出活动，折扣、
返优惠券、返鼓励金等形式都增加了用户使用移动终端
进行支付的黏性。

目前，线上支付几乎涵盖了所有高频应用场景，打
车、购物、团购等等，还可以直接买理财产品、还信用卡
等；另一方面，线下支付场景越来越多，无论是吃饭、购物
都微信支付，即便不是微信支持的商户，也可以向个人转
账，经常有人在寄快递时拿着手机给快递小哥发红包。
移动支付也走出了国门，在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景点地
区，街头的很多饮品店、便利店都可以用微信零钱或支付
宝结算，直接按照当日的汇率兑换成人民币结算，免除了
货币兑换的烦恼。

不难看出，从社交手段到支付方式，红包正在走向实
实在在的消费。

90 后的小芮计划今年春天结婚，婚
礼一切从简，轻松搞定，唯独婚纱照这一
项让小芮各种纠结。

“现在婚纱照的种类太多了，简直挑
花了眼，婚博会上一大半都是婚纱摄影
的地盘，各种推销搞得我晕头转向。”小
芮最后从朋友们推荐的几家影楼里选定
了一家韩式影楼。“实在是太火了，签合
同时直接付全款，拍照时间都要预约到
3 个月以后，婚礼前是照不上了。店员
说，婚礼用一般都得提前半年预约。”小
芮多少还是有些遗憾。

年轻人掀起婚纱摄影热

“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不留下一
套美美的回忆实在对不起自己。”这是现
在大多数新人的想法。年轻人带来的消
费观变化催生了对婚纱摄影的新需求。
在婚纱摄影行业工作了十几年的邓姐告
诉记者，10 年前，婚纱照只是结婚的“富
余选项”，有条件的才拍，一套平均也就
两三千元；现在，“婚纱照”成了“必选
项”，一套少说也要七八千元。

记者来店采访当天，邓姐接待了一
对专程从山东小县城来北京拍摄婚纱
照的新人。“小两口觉得小地方的影楼
拍摄效果不好，看见同学在北京拍的
婚纱照不错，也决定来北京拍。”邓姐
告诉记者，小两口选的是比较高端的
水晶镶嵌系列婚纱，整体拍下来大概 2
万多元。

像这样“大费周章、一掷万金”拍
摄 婚 纱 照 的 年 轻 人 不 在 少 数 。 近 几
年，个性张扬的“85 后”“90 后”纷纷步
入婚姻殿堂，婚纱摄影这个曾经不温
不火的行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国家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婚纱摄影已
经成为婚嫁领域四大核心产业之一，
且利润较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
年结婚的新人高达 2000 多万人，婚纱
摄影行业的直接收益近千亿元人民币。

年轻人掀起的消费热潮也带动了中
老年人的消费热情，跟着“时髦”一把。
家住深圳的谭阿姨和丈夫最近“补拍”了
一套婚纱照。“年轻时没这个条件，能到
照相馆拍张红底的合影就不错了。看着
现在女儿拍的婚纱照，心里痒痒的，趁着
结婚 30 周年把年轻时的遗憾补上。”谭
阿姨微信朋友圈分享的照片上，年过半
百的她穿着华丽的婚纱，手捧鲜花，被丈
夫和女儿一左一右拥在其中，脸上满是
幸福的笑容。

当“奢侈品”变为“必需品”

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第一家婚纱摄
影馆开业，此后 20 年行业规模逐步扩
大。在新一轮消费热潮下，当婚纱照从

“奢侈品”变为“必需品”，婚纱摄影这棵
老树终于迎来了新花期。但对于婚纱摄
影机构而言，手握市场机遇的同时，也面
临着更多技术和创意上的挑战和压力。
年轻消费者的眼光更加挑剔，追求着最
完美的拍摄效果。以前那种程式化、千
篇一律的婚纱照已经无法吸引消费者，

不断推出新产品新创意势在必行。
小芮最终选定那家韩式影楼，看上

的就是影楼在北京东直门花大价钱打造
的全新门店和拍摄场景。“在新门店拍摄
要 1 万多元，贵出 2000 多块钱，但新门
店齐备的设施和新摄影棚太有吸引力，
我可以做 5 套造型，搭配十几个不同场
景。”像小芮一样，很多新人愿意为好产
品多花钱。

为了打开消费者的钱包，各大婚纱
影楼铆足了劲儿，扩建场地、更新场景，内
景拍摄场地被打造得美轮美奂，除了常见
的欧式场景，还推出中国风、水墨画、小清
新、唯美韩式等不同主题的新场景，衣服
种类也从单一的白纱拓展到搭配不同场
景的旗袍、中式喜服、西式礼服、小礼服、
汉服等。规模相对较小的摄影工作室也
不甘落后，主打“个性牌”，推出为客户量
身打造的外景拍摄、婚礼跟拍、街拍、旅拍
等新形式。

高额的前期投资让婚纱摄影价格水
涨船高，但消费者的热情并没有被涨价
浇灭，反倒是越能“折腾”的影楼和工作
室生意越好。还有影楼借势打造出“亲
子照”“孕妈照”“闺蜜照”“夕阳红”等系
列产品，把已婚族、单身族、中老年人也
拉进这个消费圈。

夏唐最近在朋友圈晒出她去泰国旅
行结婚的婚纱照。碧海蓝天下的白纱、泰
式服装的街拍，满满的“萨瓦迪卡”风情。
由于年轻人对婚纱照的个性化需求，旅拍
婚纱照近几年持续升温，一边欣赏风景一
边拍婚纱照，蜜月拍摄两不误，旅途中记
录的美好瞬间往往比室内摄影棚的拍摄
更加生动有趣、色彩斑斓。

从事旅拍的安琪告诉记者，现在的
新人大多是“88 后”，有一定的经济基
础，对旅拍的要求越来越高，三亚、马尔
代夫、泰国等大众化旅拍地已经“过时”
了，江南古镇、斯里兰卡、帕劳、冰岛等
小众目的地更受欢迎。“跟风搞旅拍的
影楼和工作室越来越多，行业竞争非常
激烈，我们这种靠口碑吃饭的小工作室
更 要 推 精 品 、个 性 化 的 线 路 ，打 品 质
牌。”

据业内人士粗略估算，目前国内婚
纱摄影机构约有 45 万家，从业人员接
近 500 万，且有持续增长的势头。近两
年，一些号称国外连锁的婚纱摄影机构
也瞄准中国市场进驻，婚纱摄影市场竞
争呈现白热化趋势。无论是相对传统
的影楼婚纱照还是新兴的街拍、旅拍，
要想在婚纱摄影市场站稳脚跟，还得靠
产品、靠创新。

美轮美奂背后的那些“坑”

新人们对婚纱摄影如此追捧，都是
想留住岁月中这段最美好的记忆。然
而，实际拍摄过程却并非想象中那么愉
快。很多新人在拍摄过程中遇到隐形消
费、捆绑销售、后续服务差等问题。产品
创新、创意升级难掩婚纱摄影行业中的
乱象。

权威机构公布的《中国婚纱摄影行
业用户满意度调查白皮书》显示，新人对
婚纱拍摄的满意度只有 20%左右，超过
40%的新人对拍摄环节不满意，近 30%
的用户表示最不能忍受的是隐形消费。

高贵华丽的白色婚纱，通常是婚纱
照中最重要的服装。婚纱摄影机构瞄

准新娘爱美的心态耍起小把戏，婚纱升
级 几 乎 是 所 有 新 人 必 过 的“ 第 一 道
坎”。“试装时，店员直接把我带到加价
区，婚纱和各式礼服都很漂亮，试了几
件后，店员才告诉我这是加价区。再到
普通区一看，衣服普遍比较旧，还有很
多掉钻的、有污渍的，差的不是一星半
点。”在店员巧舌如簧的劝说和精明的
营销策略下，小芮不幸“落坑”，又花了
2000多元升级礼服。

婚 纱 摄 影 里 的“ 坑 ”可 不 止 这 一
个，接下来的化妆、外景、选片，个个都
有门道。“原本是 7999 元的套餐，礼服
升 级 2000 多 元 、化 妆 品 升 级 100 多
元、外景场地费 2000 元、购买底片和
增加精修片 4000 多元，想想一辈子就
拍这么一回，狠狠心都加了，最后居然
花了近 17000 元，整整翻了一倍啊。”
说到 1 年多前拍婚纱照时的那些“坑”，
家住北京东城区的张宁记忆犹新。

礼服升级、化妆品加价、购买底片和

精修片等伎俩，几乎所有的婚纱影楼都
在用。这些隐形消费均属于自愿消费，
与消费者签订的合同并不冲突，商家正
是摸准了新人们的心理，让他们哑巴吃
黄连，有苦没处诉。婚纱摄影行业的价
格属于市场性价格，由市场自行调节，监
管机构很难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合同外
的加价内容，只要商家明码标价、事先告
知，就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消费者和监
管机构也无计可施。

婚纱摄影是服务业，也算是一项文
化创意产业，需要从业者有艺术水准、专
业精神和服务意识，从服装、化妆、道具、
选景到拍摄、选片、修片、产品制作等各
个环节，都会影响拍摄效果和顾客体
验。靠加价这种小把戏赚钱不是长久之
道，早晚会自毁招牌。在目前旺盛的市
场需求下，婚纱摄影机构更要靠提升硬
实力抓住消费者的心。要想长久地保持
客源充足，实现可持续发展，还是得在创
意和服务上下功夫。

今年，支付宝的春节红包计划有了新玩法。从 1 月

18 日开始，支付宝用户可以通过“AR 扫‘福’字”“参与蚂

蚁森林”两种方式获得福卡。用户在发、抢红包时，都需

要满足地理位置和 AR 实景扫描两个条件，相比于既有

的红包形式，互动性和趣味性都有增强。除了用户之间

可以借此加强线下交流，商家也可以利用此产品在春节

等特殊时间点与用户深度互动。

此外，支付宝还增加了“万能福”和“顺手牵羊卡”，前

者可以替代包括敬业福在内的任何一张福卡，后者可以

随机抽取支付宝好友的一张福卡。图为用户在展示手机

支付宝 App搜索到的附近的 AR 实景红包。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 每年冬季，数万只红嘴鸥都会到云南昆明越

冬。这是一对新人在昆明滇池大坝上拍摄婚纱照。

▼ 在北京务工的黄景文、杨应芝夫妇 30 年来从

未拍过婚纱照。记者帮他们联系了婚纱摄影机构，免

费拍摄婚纱照，把失掉的青春重新找回来。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