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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巷尾，越来越多的谷子店正不停冒

出来。多位受访对象都认为，能在竞争中真

正留住顾客的，只能是真正懂得选品的资深

谷圈店主。

“目前行业里比较有规模的几家大店，很

多都是在线上已积累了不少客户，而且下游还

有人跟他拿货，形成了很完整的商业链条。如

果自己拿货还得依靠其他代理，又对谷圈半懂

不懂、只想跟风的，很难逃闭店的结局。”两年时

间里，程先生也已目睹过同行的离去。

潮起潮落间，曾经被认为是虚空概念的

“纸片人”们，已经化身成为重金难求的爆款

产品、人数爆满的线下活动、利润颇丰的热门

公司，和极富潜力的内容IP。

同时，年轻力量的注入也在很大程度上

改变了一些商圈的状态。以北京王府井喜悦

购物中心为例，据了解，其前身新燕莎金街购

物广场在2020年闭店调整后，在2023年底以

国内首个“新国潮购物中心”的概念重装亮

相，瞄准了更加贴合年轻人的定位。

客流相对稳定的传统购物中心，也在通

过新鲜的方式吸引年轻人。北京西单大悦城

相关负责人便对记者透露，其今年举行的赞

萌露比快闪店北京首站活动，就带动了场内

的客流环比提升14%。今年6月起，商场也

将举行“盛夏动漫季”活动。

“除了活动对客流和销售的带动外，我们

更注重的是各个圈层爱好者相互吸引和交

流。希望通过优质内容和活动不断和年轻人

产生互动和共鸣。”上述负责人表示。

传统商场的新玩法

新业态兴起“谷子店”生意火爆

“二次元”经济
“爆改”传统商场

“想想我们小时候，哪有你们现在这个条件啊！”人到中年，啊不，成年的一大表现，或许就是把这句话

挂在嘴边。但如果现在，你到年轻人最喜欢逛的“谷子店”转一圈，大概很难不在脑海中浮现出这句话。

社会发展踩下一大脚油门，让成年人告别许久的校门口小卖店进化出2.0版，资本的嗅觉，也加速了谷子店的兴起。“二次

元的钱好挣”，成为行业里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多年以来，谷子店都蜷缩在主流商业世界外的角落里，但现在，它们正从B1、

B2向上，成为年轻人时下最流行的购物、社交集合地，也在默默改变着不少传统商场的业态。 中新财经

“谷子”由“Goods”(商品)音译而来，广义上说，它可以指代一

切漫画、动画、游戏、偶像、特摄等版权作品的周边商品。

如果还没什么概念，或许可以想象一下学生时代校门口的小

卖店，总是摆满了当下孩子们最喜欢的各种IP周边、玩具、文具

等等。如今的谷子店，大多售卖的也是以角色为中心，体积小、重

量轻、材质不算昂贵的周边装饰品。

“小时候我就喜欢逛这种类型的店，那个时候好像都叫周边

店，卖的东西也是以手办为主。”生活在北京的小兰就是一位资深

的“吃谷人”。据她介绍，北京的谷子店比较集中的区域主要有王

府井、崇文门两个商圈，除了固定的门店，还会有二次元爱好者们

不定期的线下活动，周末、假期的时候有免费摆摊、卖物换物的机

会，但都需要早来抢占位置。

“价格的话，一些小东西差不多会比线上买贵20%以上。但

线下买主要就是为了即时获得的快感，我觉得是能接受的，所以

经常逛着逛着就会买不少。”小兰说。

“店里的顾客从小学生到上班族都有，但主要还是大学生和高

中生。消费的话，比较便宜的书签、贴纸等可能不到十元，贵的玩

偶、手办等几百元的都有。平均的客单价在百元左右吧。”

秦女士在北京崇文门商圈经营一家谷子店，她对记者表示，店

主其实是她的“95后”儿子，目前在日本工作生活。“进货什么的都

是他负责，我帮他看店，但也要学习这些动画的知识，才能跟年轻

人有的聊嘛。”秦女士的店面很小，面积在10㎡左右，但因为紧邻电

梯位置不错，每月的租金也要一万多元。为了把握住固定的客流，

店里在通过社群运营等方式培养更多老客户，差不多每天会在群

里通知不定期的小上新，半个月左右就会有一次货品的大更新。

“平时周末生意比较好，一天的流水能过万。有时候来了热门

的货品，店里还没开门就会有很多人来排队。”

据《中国二次元内容行业白皮书》数据，初步统计，2023年我国

泛二次元用户规模达到4.9亿人，其中核心二次元用户达1.2亿

人。更有数据显示二次元消费市场规模超千亿。

不同于开店不久的秦女士，身在某新一线城市的程先生的谷

子店已经营了两年左右。据他回忆，在今年春天，随着一些热门新

IP的涌入，热度达到开店以来的顶峰，一个国外原价六、七十元的

毛绒小挂件，卖到几百元都是常事。“因为一些周边补货不及时，我

们其实进货也非常费劲。”

如今，二次元带来的“谷子经济”，正迅

速向着三次元世界蔓延。这股“炒谷”之风，

不仅拯救了不少濒临衰败的线下传统商场，

还穿越了这个不太景气的消费周期。一位

在天津、北京都开有谷子店的老板，拍下了

门店内每排货架挤满人的视频，自豪地总

结：“整个商场的人都在谷子店里了。”

现在，如果走进北京王府井喜悦商场地

下二层，会刷新你的认知。穿过一条摆满二

次元谷子交换摊位的通道，布谷社、甘乐屋、

次元猫等几家谷子店扎堆聚在一起，而这条

通道之外，就是一堆传统的黄金珠宝店，堪称

二次元和三次元的完美融合。在这些背景之

下，是二次元用户正越来越多，以前的小众群

体，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消费力量。1996

年出生的中叔，中学时便入坑二次元，在五一

期间，中叔也明显感觉到，宁波商场的二次元

浓度比以往都要更浓一些，“有两家店还是赶

着工期紧急开出来的。”

在他的印象里，从 2022 年下半年到开

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宁波的各大商场里陆

陆续续开出了20家谷子店。原来很多没有

人气和客流的服装区，突然整层迎来了大改

造，摇身一变成了二次元专区。

宁波抄作业的例子就在上海。位于南京

东路的上海百联ZX创趣场，就是国内首座二

次元商业体，自去年年初开业，就成了“二次

元打卡圣地”。人气背后则是实打实的销售

额，截至2023年 12月 31日，百联ZX创趣场

销售额达3亿元，接待顾客950万人次，会员

数20万人。转型二次元后，这家商场的客流

量，最高时暴增了十倍左右。

同样被谷子经济拯救的，还有位于武汉

江汉路步行街上的“潮流盒子 武汉X118”。

它是华中地区首个二次元主题商业区。营收

方面，比改造前也平均增长了32%。在全国

各地，这样被二次元复活的，还有成都天府红

等。一堆商场正排队拥抱二次元，比如沈阳

中街吾悦广场、西安小寨银泰、福州宝龙广

场、南京水游城等等。

谷子店里 二次元“浓度爆表”

动辄百元，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年轻人的“谷子”拯救濒死老商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