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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货 偏 好 新 潮 涌

“买买买”展现消费信心
杨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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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消费者添置年货热情高涨。个体间的消费偏好和消

费习惯千差万别，将海量数据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可以看到

各类群体消费结构有趣的新变化。

由于年龄、职业、性别等各有不同，消费者选购的年货往

往大不相同。比如，年轻人喜欢在年前添置运动休闲用品，轻

松快乐地过年；为人父母的中青年消费者替家人想得更多，要

让全家都过个幸福年；中老年消费者则喜欢趁着过年买些新家

具和装饰品，点亮家居生活。这些数据可以为生产者和销售者

提供正向反馈，帮助他们在品类布局和投放节奏上更有针对

性，实现更好的商业效果。

大不同中有大同。不同群体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虽然五花八

门、各有名头，但都源于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消费行为整体而

言在不断升级。

消费升级折射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种种新消费

行为，起因都是购买力稳步提升，目标都是为了过上更好的日

子，只是不同类型人群对美好生活赋予不同意涵。比如，一些

老年人不服老，积极适应并融入移动互联网，从网购“看客”

到轻松“冲浪”，不断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质量；作为网络

原住民，“95 后”年轻人更是熟稔于电商平台购物，且更加注

重个人主观感受，用消费为自己的成长助力。

消费升级折射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卖家如果不给

力，买家的需求再旺盛，也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很多时候，

供给侧创造需求，产生了新的爆款。比如，近年来空气炸锅、

暖被机等新型智能家电颇为流行，适应了家庭规模小型化、生

活方式健康化等趋势，产销对路供需两旺，供给侧的发力满足

了消费者过上高品质生活的愿望。

消费升级折射出中国制造品质的提升。如今，

人们的消费理念更加理性淡定，不再盲目迷信洋

品牌、玩概念和广告轰炸，更愿意相信口碑评

价和消费体验。这种背景下，品质不断提

升、价格相对亲民的国货往往更受青睐，

乃至形成“国潮风”“反向海淘”，中国制

造受到更多认可。

总之，消费升级让消费动能更加强

劲，消费理念不断优化，消费节奏更加

可持续，展现出更多消费信心。但还有

一 些 因 素 制 约 了 消 费 潜 能 的 持 续 释 放 ，

产 业 、 行 业 、 企 业 应 该 继 续 苦 练 基 本

功，在质量、服务、品牌等方面补上短

板、打造优势，注重改善消费者的全过

程 体 验 ， 进 而 让 不 断 扩 大

的 内 需 持 续 成 为 经 济 稳 中

求进的强劲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