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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消费者也越来越重视自己

的精神世界，更愿意为“情绪”而付

费。如今，购物平台上早已出现各式

各样的、为消费者提供情绪的虚拟商

品，如“考试加油包”“情感树洞”“叫醒

哄睡”“失恋安慰”“解压玩具”等情绪

消费品，可谓是花样繁多。

这些产品与以往的消费品有一个

很大的不同：实用性不大，甚至没有实

体产品，但却能为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

的“情绪价值”。对产品和服务“情绪价

值”的追求，也反映了年轻人对生活品

质和幸福感的追求，这背后折射出来的

其实是社会文化和消费观念的演变。

天眼查专利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市场上与“情绪”相关的专利超过3700

项，表明企业越发重视对情绪价值的挖

掘。“青年群体热衷为情绪价值买单的

消费新理念，将不断诱发商家创造出新

的消费场景，形成独特的情绪经济。企

业在提供商品和服务时，应更多地考虑

消费者的情感和消费体验，才能更好地

抓住消费机遇，激发消费潜能。”楠玉说。

情绪消费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

也面临“情绪消费品”市场监管的缺失，

对服务提供者的专业能力和伦理规范

没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从而出现一些

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漏洞，如泄露消费者

隐私、提供不正当服务、不合理收费等。

对此，楠玉建议，情绪经济是一种

新兴的消费现象，需要正确引导和规范

发展，要加强对情绪消费品市场的监

管，确定合法边界，规范行业标准，建立

有效的投诉和预警机制，避免可能存在

的市场风险和消费纠纷。同时，消费者

应增加辨别能力，理性消费虚拟商品，

注意在消费过程中保护个人信息和隐

私安全。作为社交替代品，部分情绪

消费往往是虚拟的温情服务，可以在

现实生活中加强社交活动和人际交

往，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

从“买一个让自己开心的商品”到

“买一个商品让自己开心”，年轻一代

消费者追求的不只是商品，更是一场

“心灵按摩”、一剂“情绪解药”。

随着年轻一代成为消费主力军，

他们对情感满足和精神享受的需求

日益旺盛。当购物遇到心灵，一场满

足情绪价值的消费热潮悄然兴起。

中消协近期发布的《中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3)》提出，

2024年，除了追求性价比之外，情绪

释放将成为影响年轻一代消费者决策

的重要因素，有望打造今后一

个时期新的消费热点。

来源：《经济日报》

在北京朝阳区大望路的合生汇商场

内，正在挑选解压玩具的何凯告诉记者，

“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会买一些解压玩

具，像指尖陀螺、减压魔方等。这些玩具虽

然不贵，但真的能让我放松一下心情”。很

多像何凯一样的消费者选择购买解压玩

具，初衷并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在紧张

的工作之余找到一丝快乐。

在上海工作的李盈莹是解压玩具的忠

实爱好者。她经常会在网上购买有好寓意

的摆件，如代表“好运连连”的水培四叶草、

写着福字的彩色键盘贴画、卡皮巴拉木鱼

等，摆放在办公桌上。“每次看到这些东西，

心情都会莫名好起来，让人觉得很幸福。”李

盈莹说。

如今，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愿意为情

绪价值买单。在网购平台上，一款标价约5

元的胡萝卜兔解压玩具销量达到10万件以

上，不少带有情绪抚慰价值的文字型手机

壳、T恤衫也成为热门选择。

与以往的消费需求不同，情绪消费的

商品实用性不强，有些甚至没有实体产品，

通常商品页面会标注“虚拟产品无需物流

发货”等字样。去年，淘宝公布的年度十大

商品中，“爱因斯坦的脑子”独树一帜，成为

历年来首个入选年度商品的虚拟商品。这

是网购平台近年兴起的一种情绪价值服务

产品，卖家把带有爱因斯坦头像的图片挂

在商品页上，标价几毛钱，下单后客服会通

过聊天界面给顾客加油打气。“爱因斯坦的

脑子”这类虚拟商品看似小，却也蕴藏商

机。来自邢台淘宝村的“00后”张建茜发现

平台上“爱因斯坦的脑子”拥有热度后，果

断在自己的网店上架了这款产品，一年就

卖出了7万单。此外，虚拟蚊子、孤寡青蛙

等虚拟商品也成为网购平台年销量超百万

的热门单品。

“爱因斯坦的脑子”“莫生气戒尺”等产

品的出现，满足了年轻人的好奇心和释放情

感的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

研究员楠玉表示，情绪消费主要是为了满足

消费者精神层面需求的消费形

式，实现消费者的情绪释放、情

感体验以及精神享受等，具有

消费虚拟化、行为符号化、心理

补偿性等特征。

“情感树洞”“叫醒哄睡”“失恋安

慰”等当下年轻人的情绪消费方式可

谓花样繁多。他们热衷为情绪价值

买单的消费新理念，不断创造出新的

消费场景，同时催生了一系列以疗

愈、冥想、手工DIY为代表的线下新

业态。《2024 中国青年消费趋势报

告》显示，近三成受访年轻人会因为

情绪价值疗愈身心而进行消费。

在北京海淀一家互联网公司工

作的白领张旎告诉记者，“工作压力

大的时候，我会选择去做一些手工艺

品，比如编织、陶艺、插花等。这些手

工活动不仅让我心情放松，还能让我

感受到创作的乐趣和成就感。”张旎

的话道出了许多消费者的心声，他们

渴望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情绪出口，

做手工正是这样一种有效途径。

“90后”消费者李浩宇则对疗愈

服务情有独钟。“我经常去体验正

念冥想和芳疗SPA，这些服务让我

从繁忙的工作中抽离出来，专注于

当下，感受身心的放松和宁静。”

李浩宇表示，精油的芳香萦绕整

个屋子，环境私密又舒适，他愿意为

这种能够带来心灵慰藉的服务买单。

美团平台数据显示，2023 年以

来，“疗愈”一词搜索量增长 256%。

同时，疗愈类服务供给快速上升，当

前平均每月上线1000多个服务新供

给，“疗愈+SPA”占七成以上。

楠玉表示，年轻人更愿意为情绪

价值买单，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居民

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升，其精神层

面的需求日益凸显，人们更加注重

情绪满足和感受体验。对幸福、满

足等积极情绪的向往和追求，不仅

影响着消费选择和消费行为，也逐

渐演变成一种消费模式。对产品和

服务“情绪价值”的追求折射出消费

者对高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追求，

反映出社会文化和消费观念的变

化。另一方面工作和生活压力也催

生出更多的情绪消费需求，需寻求

情绪发泄的出口。不少青年群体会

面临更多工作、家庭、收入和健康方

面的压力，其消费需求呈现出从功能

性向情绪性的转变。

为情绪买单成趋势

催生新场景新业态

“情绪消费”需规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