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费转向正在发生

多方信息反馈，当前消费转向
正在发生。

然而，这是否能够说明，中国
是否进入了“低欲望社会”呢？低
欲望社会，是研究战略管理的日本
学者大前研一提出的概念。他认
为，在经历了通货紧缩、经济持续
低迷的 20 年后，许多日本年轻人
既不愿意结婚生子，也不愿意买房
买车，“低欲望”是这一群体的共性
特征。

显而易见的是，中日国情不一
样，产生这种现象的背景不一样。
两国的国土面积相差悬殊，地大物
博的中国，经济社会复杂程度要远
甚于日本。至少不能说，“低欲望”
是目前中国年轻人当中普遍存在
的现象。

当然，也不可否认，“低欲望”
在国内年轻人中得到了一些共
鸣，“反向消费”“二手消费”“极简
消费”乃至“断舍离”理念得到了
一部分人的认可。有的年轻人开
始热衷在名创优品这类“十元店”
消费，有的把自己闲置的物品拿
出来变现，还有的转向对文化、艺
术、体育以及付费知识的消费。
在他们看来，这是“更聪明的消
费”，是一种了解自己真实需求的
有效消费。

如此看来，年轻人的欲望也许
不是变得“萎靡不振”，而是当物
质丰富到“唾手可得”、渠道便捷
到“极速可达”，欲望更加容易得
到满足之后，要么向着更高一层
的 需 求 发 展 ，要 么 变 得 索 然 无

味，表现出一种所谓的“低欲望”
状态。

低欲望，是一种表象。围绕
“消费降级”这一话题，因理性而
消费“减负”，或许并不应该被视
为消费“降级”，某种意义上更是
一种消费“升级”。对于不少热
衷于买买买的年轻人来说，相较
于纠结消费有没有降级，更需要
反 思 的 是 ，如 何 不 受 欲 望 的 裹
挟，不去追求浮夸，减少不必要
的浪费，拒绝过度透支未来的超
前消费。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既不
想对生活质量将就，又想与过度消
费保持距离，开始有意识地将“不
花钱”“少花钱”变得合理化。这些
似乎都预示着一种理性消费意识

的觉醒。
“我喜欢喝这个口味的奶茶”

“我也穿这个牌子的衣服”“我买了
某某的书(课)”……很多时候，作为
消费主力，年轻人的消费行为，触
发的除了当事人纯粹的物质需求，
还更凸显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社群
认同的纽带，乃至引领社会生活价
值归属。

“消费降级”话题，近来频频被
提起，持续被热议。所谓消费者不
花钱、少花钱，一个值得注意的维
度是消费观念出现了“拐弯”。同
时，随着各种灵活就业变得常态
化，预防性储蓄有所增加。经过疫
情的冲击，年轻人对未来的预期变
得更加理性，未雨绸缪应对风险的
意识正在增强。

最被倚重的“一驾”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高质量
发展阶段，过往“投资越多发展越
快”的路径依赖，正在逐步被打
破。在当前经济复苏的关键阶
段，扩内需被提到新的高度，消费
成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被
倚重的“一驾”。

面对全球经济低迷，越来越多
人相信，经济增长主要受阻于人们
的消费能力。只有内需起来了，与
消费相关的制造业、配套服务业才
能起来，经济才能迎来新的上升周
期。前提是让劳动者有再生产和
消费的财富积累，也就是提升居民

收入和福利待遇水平。国家发展
改革委近日发布的《关于恢复和扩
大消费的措施》提出，突出体现大
众化、普惠性，营造便利消费、放心
消费环境，不断提升消费便利度、
舒适度、满意度。

眼下，全国各地纷纷围绕提振
消费出台政策措施，从“扩大消费
券规模”到“购车补贴延期”，从淄
博“烧烤”到贵州“村超”、石家庄

“摇滚”，各地拿出真金白银与奇招
妙招刺激消费、发送“大礼包”。更
有地方在政策中明确提出，将实施

“城乡居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要

推动“高校毕业生稳定增收”以及
“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合理减轻中
等收入群体负担”等。

可以看出，地方对于经济增
长的逻辑理解得愈发深刻，中国
消费市场在部分领域出现了边
际好转。不能让这些好的政策
停留在纸上，让居民消费只在某
些方面得到改善，一些地方的促
消费举措更不能成为表态式“盆
景工程”。

提振消费，最终将直面深层次
矛盾，探索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

《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提

出，持续深化改革，加快清理制约
消费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有序破除
消费领域的体制机制障碍和隐性
壁垒，促进不同地区和行业标准、
规则、政策协调统一。

归根到底，还是要把教育、医
疗、保障性住房搞好，使社会保障
体系健全起来，让地方财政支出

“花在刀刃上”，真正放到改善民生
上，让各类消费群体都有稳定收入

“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
费”，并构建好“易消费”的环境，引
导“愿消费”的信心与预期。

(据《半月谈内部版》)

“ “说一件事证明你消费降级了”
话题，前不久登上了微博热搜。在
社交网站“豆瓣”上，“今天消费降级
了吗”小组成员超过36万人。抖音、
B站、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出现了
省钱类博主，“薅羊毛”“拼团”“平
替”成为购物搜索的关键词。

今年“6·18”期间，阿里和京东
销售额增速双双下降，主打低价市
场的拼多多则业绩猛增。面对各大
电商平台的折扣促销，有些年轻人
表示“已经麻了”“不买立省100%”正
成为一种选择……

消费者在选购饰品 王全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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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促“麻了”、平替“很香”
消费“减负”≠消费“降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