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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14 日，由经济日报社
主办，经济日报社新闻发展中心、厦门
美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2017

‘新时代·她经济’高峰论坛暨美柚品牌
盛典”在厦门市召开。

“她经济”意指女性经济独立自主、
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旺盛。近年来，随
着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不断提
升，女性消费需求不断增长，女性已成
为助推我国消费平稳增长和升级步伐不
断提速的重要力量，也成为经济发展重
要的新增长点。

在本次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共同展望和探讨了“她经济”的
前景。与会嘉宾认为，随着女性消费市
场规模的扩张与升级，“她经济”的发展
前景更加广阔。对于企业而言，要拥抱

“她经济”，必须更多利用好大数据资
源，为女性群体提供更加个性化、精准
化的服务，使其获得更好的消费体验。

女性成消费升级重要推动者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7年前11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331528亿元，同比增长10.3%，消
费品市场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从未
来发展趋势看，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更加突出。

在我国消费保持稳定增长的形势
下，女性消费的地位也越来越凸显。

《2016 年中国城市女性消费状况调查报
告》显示，2016年中国女性收入用于消
费、储蓄、投资的比例是61∶23∶16，消费
比例比2015年显著上升。被调查女性最
大一笔开支用于购买服装服饰的人数最
多，女性个人旅游开支最大。

“ 过 去 我 们 常 说 ‘ 妇 女 能 顶 半 边
天’。如果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
看，中国女性的高就业率和对经济生活
的深度参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了
不可忽视的力量。”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
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说，中国女
性经济地位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并
且女性已经成为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推
动者。

群邑中国数字媒体总经理姚岚认
为，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在职

场中竞争力的提升，其购买力和消费需
求都会被进一步激发出来，形成巨大市
场需求。“在很多家庭，小到柴米油盐酱
醋茶，大到买房买车和子女教育，消费
的决策权都掌握在女性手中，这是推动

‘她经济’发展壮大不可忽视的重要因
素。”姚岚说。

在经济发展领域，“她”主导经济发
展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可以说，阿里
巴巴、京东、唯品会等电商平台的快速
发展都是女性成就的，美图、美柚等更
是离不开女性的青睐。

阿里研究院此前发布的《2016年中
国女性财富管理报告》显示,有超过八成
的家庭消费由女性做主。女性对家庭开
支拥有强大话语权，在国内近 60%的家
庭中，女性负责家庭财富管理决策，成
为家中财管“一把手”。

潘建成指出，一般而言，女性对产
品或服务的个性化需求往往高于男性；
女性更细心、相对更追求完美，对产品
和服务的高品质要求相对更高；女性处
于相对受保护地位，也往往承担更多子
女培育任务，因此对人身安全防护、食
品安全保障等方面有更充分的需求。此
外，爱美的天性使女性成为“美丽产
业”的重要支撑，其中既包括服饰、首
饰等有形的女性消费品，也包括健身、
塑形、减肥以及美容、美发、艺术摄影
等服务型消费。

潘建成表示，作为处于相对受保护
地位的群体，女性在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方面需求更明显，感受更加直
接，女性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
升与家庭幸福感的提升关联巨大。因
此，“她经济”的发展，对于提升整个社
会的幸福感有着重要意义。

发展“她经济”不能急于求成

2007 年，“她经济”成为教育部公
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现在，“她经
济”作为一种无法忽视的经济现象，在
互联网浪潮的“推波助澜”下，表现更
加抢眼。

《2016 中 国 女 性 消 费 市 场 研 究 报
告》 显示，从人数结合消费金额看，19
岁至22岁年轻女性增长最为显著，消费
金额不仅占比提升而且增长加速；23岁

至28岁女性是人数占比最高客群，但是
增长有限，消费金额不如29岁至35岁女
性；29岁以上女性顾客人数处于稳定状
态,消费金额占比和增长速度都有不同程
度的下降,但随着消费能力提升，年龄越
长购买单价越高。

有专家表示，随着我国消费升级步
伐的不断提速，新业态大量涌现，我国
的“她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细分平台
崛起、服务品牌化、业态全球化的新
时代。

艾瑞咨询集团华南区总经理伍毅然
认为，以前女性消费更多地被局限在本
地消费，后来在 PC 时代可以实现买全
国、买全世界。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改
善，越来越多的女性购买欲望会得到更
大限度的释放，消费品位也会进一步升
级，这意味着“她经济”的市场空间还
会进一步扩张。

“‘她经济’商机风起云涌。不
过，拥抱‘她经济’，不能有急于求成的
心态。”潘建成说，尽管我国消费结构升
级在加快，消费增长特别是新兴消费增
长的动能在增强，但是居民收入的增
加、消费环境的改善等影响消费增长的
各种因素都属于慢变量，不能奢望消费
像投资那样出现爆发式增长。因此，各
方对于“她经济”的发展要充满信心，
但也要保持理性冷静。

潘建成建议，促进“她经济”发
展，必须注重与文化的高度融合。女性
更加关注精神层面的需要。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
族强。文化既是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抓
手，更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根本所在。
国民素质的提升从根本上说，需要“从
娃娃抓起”。作为母亲的女性，以及更多
作为幼儿园老师的女性，具有神圣的使
命，也会更自觉地关注文化层面的内
容。因此，促进“她经济”的发展，必
须与地域文化紧密结合。

尚流她生活创始人、尚流传媒董事
长柴娅建议，发展“她经济”，关键要针
对不同阶段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特征，
努力提供性价比更高、对提升消费者生
活品质更有帮助的产品和服务。

IAI 国际广告奖执行主席刘广飞指
出，发展“她经济”，离不开好创意。当

前，应该结合一些时尚科技元素，把创
意与技术相互融合，始终把握“正能
量”的创意设计导向，不断提升“她经
济”的品位。

大数据成精准营销利器

“她经济”正在崛起。在这个风口，
懂“她”者占据先机。

如何懂“她”呢？“她”需求的迸发
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品牌企业提供
了无限机遇。越来越多品牌企业通过深
挖女性个性化需求，抢占女性市场。

刘广飞认为，大数据已经成为企业
营销管理的重要利器，可以让企业的营
销变得更精准、更智能。

美柚创始人兼CEO陈方毅认为，企
业要拥抱“她经济”，需要掌握女性消费
需求的发展规律，同时也需要有一定的
想象能力，但最重要的还是要依靠大数
据的分析，了解和研究女性群体。

陈方毅说，美柚自创办以来，始终
坚持通过对海量女性用户数据的综合分
析，深入洞察“她”需求，了解“她”
的各种有趣消费行为。例如，美柚的数
据显示，绝大部分女性是有储蓄观念
的，55.26%有银行储蓄行为，31.88%会
给家人，她们也有尝试投资小生意和互
联网金融平台。同时，相比于男性，女
性也更加感性，花钱与性格、心情也有
很大的关系。

某母婴品牌创始人潘媛芬认为，目
前，对于“她经济”的数据收集难度并
不大，但是很多企业对于数据的整理和
应用仍然很粗糙，特别是一些初创企
业，并不具备像大集团一样对数据深度
加工利用的能力。但从长远的角度看，
每一个企业都应该具备存储数据、分析
数据、使用数据的能力。

“大部分创业企业的数据量是非常小
的，但这种非常小的数据如果深度挖
掘，同样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柴娅
说，深度挖掘的数据比泛泛的大数据更
重要。

伍毅然表示，任何大数据的研究，
都要从小数据开始，慢慢积累。如果把
大数据当作一个作战系统，它也需要有
海量的小数据作为支撑，否则就如空中
楼阁。

读懂女人心 拥抱“她经济”
——“2017‘新时代·她经济’高峰论坛”综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薛志伟

记者：“她经济”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
视的经济现象。美柚公司是怎样成为一
家“最懂女人的互联网公司”？

潘安平：在创业初期，我们做过电
商，也做过一些PC端的产品。后来，随
着移动端的蓬勃发展，我们开始把发展
重心从PC端转向移动端。在开发移动端
业务的过程中，我们同样有过许多尝
试，比如研发手机进程管理软件、手机
省电功能软件等。但是，由于我们起步
晚、底子薄，且当时市场上已经有不少
具备较强实力的市场主体，他们的技术
已经较为成熟，市场认可度也相当高，
我们如果与他们正面竞争，难度不小。
因此，我们及时对公司的发展战略作了
调整，并把发展的重心逐渐锁定在对女
性经期健康管理的APP。

我们刚刚进入这一领域时，市场上其
实也有类似的产品，但是其他产品普遍只
是纯粹的记录功能，无法提供交互服务。
美柚要做的，则是要通过大数据和信息技
术，为女性提供预警和提醒，进而打造一
种全新的健康生活管理方式。

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我们现在的注
册用户超过1.5亿户，月活跃用户超3000
万。这份成绩单的背后，离不开我们整个
团队的共同努力，但从深层次的角度看，
这个 APP 之所以会成为“爆款”，完全是
因为它抓住了女性日常生活的痛点，顺应
了女性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满足了女性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展现出了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的巨大魅力。

记者：未来美柚公司在打造“她经济”
方面，会有哪些新的布局？

潘安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
十分广泛的。广大女性对于美好生活的
期待与需要，恰恰也是“她经济”未来
的增长点和爆发点。这些年，美柚在海
量用户的支持下，已经扩张到备孕、孕
期及育儿阶段。

从公司未来的发展布局看，我们

继续聚焦和深耕“她经济”的发展方
向不会改变。基于这样的发展定位，
我 们 在 短 期 内 仍 然 要 坚 持 把 产 品 做

“ 厚 ”， 也 就 是 说 ， 要 通 过 我 们 的
APP，为用户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将平台
的内容打造作为核心，努力提供更多
的信息和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和运
算，为用户尽可能提供更多智能化和
个性化的服务。

记者：从美柚的实践看，要使“她经
济”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和新动
能，关键的发力点在哪？

潘安平：最重要的发力点还是创
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战略支撑。对于“她经济”的发展
而言，同样不能忽视创新带来的巨大推
动力。

目前，美柚已经跻身全国互联网百
强，成功打造了“工具+社区+资讯+广告+
电商”的产业闭环，在女性垂直细分领域
取得了一定的领先地位。取得这样的成

绩，靠的是创新。
我们这个APP产品，最初只需要靠

纯粹记录功能就能留住用户，但随着用
户需求提升，我们就发展了交互功能更
强的社区。现在，我们已经把目标聚焦
在了集记录、社区、资讯、电商服务、
广告等于一体，通过开展立体式的综合
服务，实现个性化推送、精准化对接，
满足用户需求，这样才能不断增强与用
户之间的互动，使我们与用户彼此互为
依靠。我认为，这种发展思路的不断调
整，其实也是一种创新。

从商业模式的角度看，我们同样必须
不断创新。作为一家互联网企业、科技企
业，我们不能简单地从用户那里获利，那
样只会死路一条。我们要通过打造规模
庞大的流量群，通过实现生产端、消费端
的完美对接，发展“流量经济”，实现与用
户的共赢。

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创新力度，
倡导创新文化，打造高水平的创新团队，
使创新成为推动企业发展和“她经济”发
展的重要支撑。

满足新期待 关键靠创新
——访厦门美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潘安平

本报记者 林火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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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女性在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方面需求

更明显，感受更加直接，女性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的提升与家庭幸福感的提升关联巨大。因此，“她经

济”的发展，对于提升整个社会的幸福感有着重要

意义。

根据 CNNIC 数据统计，我国女性网民数量持

续增加，增长速度高于男性网民，女性在信息社会的

参与度持续提升。同时，许多女性有更强的自我意

识，更关注自我健康，注重生活品质和自我提升。女

性互联网经济时代已经到来，成为市场热点与亮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在数字生活领域比男性

更踊跃，更能主动地通过网购、共享等把生活和互联

网紧密联系起来。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企业没有形

成自己的大数据营销策略，恐怕在市场竞争中将会

很快败下阵来。

品牌不同于产品。做一个产品相对容易，做成

一个品牌很难。做品牌不能快，不可能一蹴而就。

当品牌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其他品牌的

思路，尤其是国内外的百年企业，他们的品牌发展

史，值得借鉴与思考。

在互联网空间里，消费者变成了生活者和品牌

的传播者，企业则真正实现了从生产者到服务者的

身份转变。当品牌拥有者和生活者共同处在同一数

字空间后，双方能够发生很多深度互动和化学

反应。

本报记者 薛志伟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