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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双11”是胡圆圆第二
次组织“姐妹拼单”，如何以最优
惠的价格得到分量正好的商品？
胡圆圆充分发挥自己的数学功
底和社交天赋：“精华正装买二
送一，外加六个小样，咱们三个
人拼，每人一个正装两个小样，
价格和分量刚刚好。”“这个水买
300毫升送300毫升，我已找好
两个小伙伴了，你确定要我们就
付定金……”

除了自己“发车”，胡圆圆
还常常被拉上他人的“车”。“这
个面膜很划算，你要不要尝试
一下，用完脸特别亮。”在看完
闺蜜总结的一大串行云流水的
产品功效和优点分析后，正愁
面膜快用完、不确定是回购还
是尝新的胡圆圆瞬间心动“上
车”。

当然，也存在“开车失败”的

情况，一个小伙伴临时退出，拼
单以失败告终。胡圆圆虽觉得
可惜，但依旧冷静：“拼单就是为
了买到合适的量，不拼单就不够
划算，干脆不买喽。”

在胡圆圆看来，和好姐妹拼
单购物，价格减半，快乐翻倍，还
能解锁未知新领域。“比如一起
拼香水，就能以一份的钱买到两
种味道；一起研究买哪种护肤
品，能在别人的建议中更清晰地
了解自己的实际需求。”胡圆圆
觉得，每一单都闪耀着友情的
光辉。

在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
理研究所教师陈武看来，在具有

“原子化”特质的现代社会中，随
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相
对于单纯对“物”的追求，人们在
消费中的社交和情感需求也在
增加。

“和伙伴‘拼’这个过程本
身，是资源的合理分配利用，也
是一种很好的沟通交流机制。”
陈武认为，拼单很多时候有点像
拼图游戏，大家共同去达成一个
目标，比一个人达成目标更
快乐。

相较于无秩序的囤积，当
代年轻人更倾向于有意识的谋
划，既追求性价比，也注重情感
增量。“当前生活里很多事情都
是一个人就能完成，个人接收
到的信息也是有限的。”陈武指
出，“和朋友拼单，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也是一种合作。一方面
是经过熟人社会筛选，更值得
信任与购买；另一方面，通过合
作能够获得多倍的快乐，比如
一起拆快递、一起交流讨论商
品是否好用，增强‘获得’本身
的幸福感。”

相对于具体的商品，今年
“双11”，王莹更偏向于购买“体
验型”商品。作为一位家有“二
孩”的职业妈妈，王莹为家人购
买了一个季度的“做饭”服务。
对方会根据家人需求准备好菜
谱，按照需要的频率来到家里做
饭，从备菜到饭后“一条龙”服
务，味道不输餐馆。对于王莹而
言，花钱买“做饭”服务能够解放
双手，同时在自家做也能吃得更
健康，增强生活的舒适度与幸
福感。

和王莹一样购买体验服务
的不算少数。工作刚满一年的
李自刚在“双11”活动中购买了
两个月的头部按摩卡和打折的
游乐园年票。“我很享受在工作
一天之后去按摩，可以有人为我
提供服务，缓解疲惫的状态。”

游乐园年票则是为了获得
“单纯的快乐”。“买了年卡后，节
假日可以不用预约，想玩多久过

山车就玩多久。仅仅是去游乐
园坐着发呆看夕阳，都是特别美
好的体验。”李自认为，相对于商
品，体验型消费虽然没有获得拆
快递的实体快感，但能够“预约”
美好的时间和心情，“为快乐埋
单”。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
育学院副教授高艳指出，在心理
学领域，心理学家与行为经济学
家Thomas Gilovich教授曾提
出，新的消费决策类型可以划分
为体验性消费与实物性消费两
类，体验性消费是无形的过程与
经历，是有限时间内的感受与享
用；实物性消费则看得见摸得
着，强调对商品的“保存与占
有”。其中，体验性消费比实物
性消费带来的快乐体验更好。

为体验与服务埋单，为什么
比购买具体物品更令人感到快
乐？高艳表示，相对于可以随时
携带在身边的实物性消费购买

的物品，体验性消费往往只能以
记忆形式储存在消费者的脑海
中。随着时间距离的增加, 人
们对于体验购买的心理距离越
远，便会自动带上一层“美好滤
镜”，感到开心和快乐。

同时，体验性消费更不容易
进行社会比较，即使是去同一家
游乐园、让同一位“Tony”老师
提供服务，不同的人获得的体验
感也是独一无二且不易比较的，
从而能够减少“攀比”带来的不
良影响。体验购买更能满足基
本心理需求, 它让人们与自我
的联系更紧密，也能满足社交关
系和分享的需要。

“购买服务和体验是花钱买
时间。”高艳指出，“当人们不再
疲于做家务、清洁、跑腿等自己
不愿意做的事情，去体验自己最
想做的事情时，可以增强自己对
生活的掌控感，从而提升幸福
感。”

李冉发现，“画饼型消
费”在自己的生活中出现了
很多次。对于她而言，消费
前画的“饼”，其实都是为花
的钱找一个让自己心安理
得的小借口，“当你为花钱
赋予一些目标，比如学英
语、健身，内心的不安和负
罪感会稍微降低一些。”

与此同时，年轻人也在
用消费去替代一些原本该
付出努力的东西。在陈嘉
仪的“双11”购物车里，运
动、护肤、书籍占据了很大
的比重。陈嘉仪购买了全
套运动装备，趁着折扣下单
了整套二十四史，还买了号
称“熬夜必备”的精华。

陈嘉仪觉得，消费是为
了弥补自己原本该努力的
事情，花了这钱，仿佛就能

“鱼和熊掌兼得”。
“当代年轻人想要的东

西太多，注重养生和知识，
但又做不到保持健康的作
息和良好的阅读习惯。”运
动动力不足，就用昂贵的设
备督促自己运动；无法坚持
早睡早起，但又想保持皮肤
状态，只能“买最贵的精华，
熬最狠的夜”；至于买书，

“买了就是看了”。
“为什么人们会不断买

买买？有时候不是享受事
物本身，而是多巴胺让人们
有了无休止追逐和攫取的
冲动感。”高艳指出，当人们
得到想要的东西时，大脑会
分泌多巴胺，多巴胺帮助人
们预测快乐，让我们产生

“想要”的欲望，进而促使我
们为追求奖赏采取行动。

在高艳看来，找借口进
行“画饼型消费”，或是将消
费作为努力的“安慰剂”，实
际上都是在追逐。当“得
到”本身就令人开心时，真
正的体味、感知和享受其实

是缺乏的。“有的年轻人意
识到其中的不对，但依旧服
从自身的购买欲望，为了降
低负罪感而找借口。”

但“买买买”的行为本
身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
光靠护肤品带来不了好皮
肤，有可能会加重熬夜的恶
性循环；买书不看更无法获
取其中的知识，很容易造成
不必要的浪费和囤积。“追
逐是永无止境的，买到了你
就幸福了吗？没有。多巴
胺带来的快乐是短暂的，不
久后又会有新的目标。”

陈武则认为，年轻人的
消费动机本身是多元的，也
热爱追求新鲜和新潮。购
买有时是生活需要，体现了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重要
的是弄清楚为什么消费，什
么是不理性的消费。

“如果是出于对某个事
物的强烈兴趣，愿意为此投
入资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不一定是坏事。比如电子
产品小白买了一台相机，最
后‘玩’成了摄影大神。但
另一方面，也一定要分辨清
楚什么是不好的，比如攀
比、冲动消费、过度透支、落
入商家陷阱。”陈武认为，合
理的消费模式能为年轻人
提供重要的成长动力，对未
来多一些理性的探索，获取
更多可能性。

高艳建议，在物质资源
充足的当下，我们在消费时
要放慢节奏，多品味当下，
在提高自控力的同时，警惕
周围环境影响下的冲动购
买。例如，可以通过写购物
日记的形式，看清自己的消
费行为模式。

“适度消费，购买能最
大化提升自身幸福感的事
物，获得长久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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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轻轻人人流流行行在在网网上上进进行行
体体验验型型消消费费。。

““双双1111””进进化化论论：：
新新型型青青年年如如何何消消费费

今今年年““双双1111””，，直直播播间间各各类类护护肤肤品品““买买一一送送一一””优优惠惠让让胡胡圆圆圆圆一一度度疯疯
狂狂。。但但脸脸只只有有一一张张，，用用不不完完这这么么多多护护肤肤品品，，胡胡圆圆圆圆转转头头联联系系闺闺蜜蜜，，关关系系亲亲
近近、、需需求求相相似似的的几几人人一一拍拍即即合合，，组组成成““‘‘双双1111’’理理性性剁剁手手姐姐妹妹团团””。。

早早在在国国庆庆假假期期逛逛街街时时，，李李冉冉就就看看上上了了一一双双靴靴子子，，但但由由于于价价格格偏偏高高没没
舍舍得得买买。。回回到到家家后后，，对对靴靴子子的的渴渴望望再再次次袭袭上上心心头头，，李李冉冉给给自自己己定定下下一一个个

““小小目目标标””————瘦瘦了了就就买买。。但但事事实实是是，，““双双1111””到到了了，，李李冉冉没没有有瘦瘦下下来来，，靴靴子子
还还是是下下了了单单。。““虽虽然然画画的的饼饼没没有有实实现现，，但但也也算算是是给给自自己己努努力力过过的的奖奖励励。。””

““姐姐妹妹型型消消费费””““画画饼饼型型消消费费””““饱饱腹腹型型消消费费””““体体验验型型消消费费””…………这这一一
届届年年轻轻人人运运用用了了许许多多新新词词，，用用来来形形容容自自己己的的消消费费类类型型，，贴贴切切又又有有趣趣。。““新新
型型””青青年年有有哪哪些些消消费费习习惯惯？？又又反反映映着着怎怎样样的的个个人人心心理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