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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萌

近年来，受经济及整体消费环境影响，
青年群体的消费观念、消费类型乃至消费
结构等，都在悄悄发生变化。涌现出的一系
列新型消费业态与模式，不仅实现了多元
领域的跨界融合，也拓宽了沉浸式、体验式
的消费新场景。

对于广大青年来说，既要“开源”，通过
扩展消费方式，获得更丰富、更多元的体
验，也要“节流”，通过理性消费，避免陷入

“月光族”“吃土族”“精致穷”等困境。在“敢
花”与“节流”之间，如何保持平衡，是青年
一代共同面临的问题。

为游戏“氪金”，为情怀买单，追求高奢
品牌所带来的价值认同，这是本次采访中
部分人展现的高消费观。在自己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花钱买快乐、买享受，无可厚非。
需要提醒的是，在实际消费中，还是要注重
理性尺度，量力而行。

如今，储蓄理财在青年中盛行。相较于
老一辈人更加信得过的定期储蓄，现在的
年轻人往往选择“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

子里”，追求收益更高、风险也更大的基金、
券商、股债等多元理财方式。

多数人储蓄理财的初衷，不仅是通过
存钱来克制非必要支出，也是为了让手头
的“闲钱”产生可观的收益，达到“以钱生
钱”的效果。但在实际的理财过程中，高收
益与高风险是并存的，被基金、股票等“套
牢”的实例屡见不鲜。因此，消费需理性，理
财也要谨慎。

以存钱理财替代消费，是青年消费
观念的一大转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
识到存钱的重要性，消费带来的快乐在
一时，而储蓄带来的安全感是更长久的。
再加上不少年轻人背负着房贷、车贷的
压力，导致他们在消费上更追求精打细
算、量入为出。

当然，当代年轻人消费也不乏追求品
质型、享受型消费的存在。如追求自我提升
类的消费，报名参加健身、才艺、小语种等
培训班，如今受条件限制，此类消费也顺势
从线下转到线上，方便消费者在线进行学
习。又像满足精神需求的消费支出，如观看
演出、展览，收藏喜欢的书籍、唱片、艺术品

等，青年追求生活品质的提升，或是精神上
的满足无伤大雅，拥有一两个“烧钱”的爱
好，也完全可以理解。

最近总听到身边人的感慨，疫情束缚
了远行的脚步，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将外出
旅行的计划提上日程。随之而来的，还有演
出的一次次取消、延期，口袋里的钱想花都
花不出去，只能按捺住躁动的心。但随着线
上产业的发展，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在线看
到想看的演出，“云观演”“云逛展”等新兴
业态，成为重要的精神补给。

在长途旅行无法成行的当下，“就地
旅游”“露营经济”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
人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选择附近的公
园、广场等地，就近开展小规模露营、野
餐等活动。新的消费方式伴随着新的生
活方式，对于疫情中的人们，也意味着希
望与转机。

常有人调侃，除了本身有储蓄意识的
青年，其余的都是“被迫节流”。但有意识地
反思自己的消费观念，探索新的属于青年
一代的消费新方式，也不失为一种收获与
成长。

评 论

消费要“开源”也要“节流”

本报记者卢珍珍

是及时行乐，还是注重储蓄？年轻人的消
费观，总是能从热点词汇中窥到一二：“月光
族”“精致穷”“没钱，敢花”等等。

但年轻人，也在改变。
2021年《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显示，年

轻一代每月储蓄比例正在上升，月储蓄金额均
值为1624元，储蓄率创3年来新高。

开始注重储蓄和理财的“90后”“00后”，因
为各种原因，在消费观念上有所转变。

“月光”因结婚而改变

对于精致但无用的东西，1994年出生的余
优，是毫无抵抗力的。

她并不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在消费观念
上，余优看明白了自己，“华而不实的东西，特
别‘杀我’。”

吃住在父母家，车和油费也不需要自己
掏钱，作为一名椒江的幼儿园教师，余优并没
有太大的生活压力。每个月的固定收入，她只
需要满足自己的爱好，所有收入，散在吃喝玩
乐上了。

在余优的小房间里，外表精致但大部分被
闲置的小摆件，曾是她多次在网上淘来的心头
好。如果再仔细观察一番，会发现它们都十分
类似。“同类产品，我习惯重复购买，看到精致
的小玩意儿，就会忍不住入手。”

被余优闲置最多的，是网购的衣服。拆开
后从未穿过的衣服，可能因为颜色或是质地，
被她冷落在一旁，“不会再去穿，也不会想着
退”。她不喜欢蹭网上的购物节，对于那些宣称
有折扣的节日，余优反而有点冷静，“凑钱拼
单，太麻烦”。

余优喜欢探店，小城里的网红
店、朋友圈流行的新店，她会准时打
卡。“朵云书院、大隐书局我都去
过，还买了文创产品。”出去玩不花钱，余优
心里不畅快，实在没东西可买，她会买一堆

冰箱贴过过瘾。
“消费的都是小钱，但一个月工资就这样

没了。”余优工资月光，也会使用花呗，实在周
转不过来，会开口向父母拿点钱。

余优坦言，自己的任性消费，和没有过多
的生活压力有关。

但从去年开始，遇见心动的消费品时，余
优的脑子里会跳出系列问号：“我到底需不需
要？家里有没有相似的？”

这是一张结婚证，对这个女孩的改变。
“去年我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加上年龄增

长了，消费观念开始变了。”余优说，她开始告
别过去的自己，一个无论各种大小节日都期待
收到礼物的自己。

疫情第三年，从来没有担心工资断流的
余优，在朋友身上看到了焦虑。“从周围朋友
的交流心得来看，有储蓄的人，抗风险能力
更强。”

无论是主动的或被动的，余优开
始审视自己的消费观，开始存钱。

让钱用于生钱和抗风险

疫情来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或消费习惯，
都在被动改变。

“没地方花钱。”1996年出生的玉环人郑晶
说。这并非一句凡尔赛的说法。

春暖花开之后，本是各类音乐节陆续推出
的时候，但疫情的反复，打乱了所有计
划。“我也喜欢看话剧，但现在
不敢提前买票，
就 怕 中

间有疫情。”
疫情在，无法远行，这是后疫情时代，大家

共同的经历。“除了买书之外，旅游、音乐节和
话剧演出这些大头开支，都被迫无法消费了。”

无处可去的资金，让郑晶试着进入理财大
军。“大学的时候不懂理财，工作后，总觉得应
该懂点。”去年，郑晶购买了几款基金，但一直
处于亏损状态，索性，她后期就不再关注了。

正如郑晶一样，原本大胆花钱的年轻人，
开始琢磨怎么钱生钱。除了购买理财产品，在
线购买黄金的人群中，“90后”和“00后”的身影
不断。

“没有存款，就没有一点抗风险能力。”在
过去的半年时间里，1993年出生的何燕深有体
会。

仅仅半年时间，她曾两次接到父亲的病危
通知书。坐在医院大厅里，何燕第一次觉得，自
己是那么弱小。

在意外来临之前，银行卡里的数字，就代
表着个体的抗风险能力。由于父母都是普通工
人，家里没有太多积蓄，何燕意识到，她得扮演
起扛下家里风险的那个角色。

“现在开始存钱了，收入中的一部分，作
为应急基金。”在平常的消费中，何燕开始收
紧吃喝用度。另外，她还花钱带母亲做了体
检，并为父母买了医疗保险。“这些消费，比
吃喝更有必要。”

疫情到来之后，何燕每年的固定消费，还
多了一项运动消费支出。“在健身房花钱请
了私教，还买了一些运动装备。”这段时间，
何燕开始跳毽子操，成了一个标准的“刘畊
宏女孩”。

精准消费渐成风尚

关于储蓄，有些人是后知后觉的，但对
于“00 后”的王越来说，把固定收入的一部
分，存入支付宝的“小钱袋”，是再自然不过
的事情。

工作一年的王越，是台州湾新区一家公
司的出纳，不过度消费、定时存钱，是她的消
费习惯。

“我在‘00后’中间，可能是一个异类。”王
越说，自己的最大开销是养生。“我喜欢买花
茶，它属于细水长流的长期保养，偶尔还会购
买保健品和艾草泡脚包。最近我想尝试针灸，
已经买了一本书，正在研究。”

在王越所住的宿舍柜子中，摆放着包括玫
瑰花、梅花、姜丝茶等 10多种花茶。“我就是一
个行走的安利机器，他们都被我安利了很多养
生产品。”

冲动消费，不再是所有年轻人的标签。“我
会更讲究生活质量，但不会使用花呗，我也不
会买基金这些。”王越说。

王越告诉记者，存入“小
钱袋”的存款，是为了自

己更精准的大件消费目标：
买车。
就在一个星期前，王越的室友喜

提一辆新车。作为全公司快递最多的
人，室友第一次告诉周围人，她要开始
存钱了。“她也是一个 90 后，存钱就是
为了还车贷，目标很明确。”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随着“90后”
“00后”先后走入职场，房、车这些升级
消 费 ，是 很 多 人 选 择 储 蓄 的 主 要 原

因。 （文中名字均为化名）

年轻人的钱都去哪儿了
本报记者陈 婧

在对年轻人消费现象的调查中，
一部分受访对象表示，关乎爱好、潮
流、奢侈品的高消费，他们“敢花”，也
值得花。“高消费不是炫富、作秀，是为
了提升生活品质，也是‘理财’和对自
己的一种长期‘投资’。”

因为情怀和爱好

90后篮球爱好者陈诚涛，对于球
鞋有一份特殊的情怀。

他喜欢穿球鞋，更喜欢收藏球鞋。
“有些价格还不便宜，上千元，甚至有
上万元的，平常穿的场合有限，但就是
喜欢，想要购买、收藏。”陈诚涛说，“还
有球星、设计师的联名款，好多都是限
量发售，能买到就很难得，有购买途
径，我肯定直接‘冲’”。

至今，他收藏了大概 120双球鞋。
为此，他还加入了不少球鞋主题的社
交圈子，实时交流分享，收获最新的资
讯。陈诚涛觉得这很重要，既能结交到
更多的朋友，获得更多的陪伴，也能实
现社交和精神满足。

“唯一的缺憾是，这类球鞋市场比
较混乱。除去一部分真的爱鞋、想收藏
的人，还有很多鞋贩子，故意抬高价
格。”这样的事情，陈诚涛碰到了不少，
面对自己非常心仪的球鞋，他最终还
是会选择购买。

同样，临海人徐旭也愿意为爱好
高价买单。他是网易游戏梦幻西游的
骨灰级玩家。

徐旭从 2004年开始玩这款游戏，
一直玩到现在，其间投入了大量时间，
也投入了可观的资金。之所以舍得，是
因为梦幻西游对于徐旭来说，是童年，
也是情怀。

“儿时，我会背着父母偷偷玩游戏，
用零花钱买点卡、买装备。现在自己赚
了钱有能力了，就想支撑一下自己的童
年情怀。”徐旭感叹道，现在的梦幻西游
都是老玩家在玩，很少有新玩家出现。
这些老玩家都是从早期的游戏过来的，
对这款游戏都很有感情了。

因为工作和生活需要

王晓楠大学毕业后离开台州，目
前在一线城市从事风险投资行业。

因为工作需要，她的物质消费升
级进入奢侈品范围，每年奢侈品消费
额度有二三十万元。王晓楠说，近年
来，进入中国市场的奢侈品都融入中
国元素，打造休闲潮流的中国风限定
款，设计更大胆、新鲜，抢占年轻市场。
她在选购时，很注重设计款式，更注重
购物体验，这是她对奢侈品文化的一
种认同。

“我很看中实体店的服务品质和态
度，这种购物体验对于我来说很享受。”
因为她自己也是要跟客户打交道的人，
有时也能从购买中受到一些启发。“和
女客户聊包，和男客户聊表。在某一种
程度上，奢侈品是一种社交语言。”

临海人陈希鸿目前是杭州某互联
网公司的工程师，薪资待遇相当不错。
“我虽然不常买，偶尔消费一下奢侈品

也是可以的。今年是我的本命年，给

自己买一款限定外套就很不错。”陈希
鸿表示，自己对奢侈品没有什么追求，
但会作为礼物送给女朋友。化妆品、护
肤品，偶尔也会送首饰、包，“看到她收
到礼物很开心，我也很开心。我希望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心爱的女孩最
好的东西。”

因为满足和愉悦

温岭青年任年一直有运动健身的
念头，但是因为单纯的运动太枯燥了，
总是坚持不下来，直到购买了一款 sw⁃
tich健身环。“里面有个大冒险游戏，通
过剧情的引导，可以跑步，实现手臂、
腹部、腰部、腿部的训练，还设计了一
些小游戏配合拉伸教程、运动教程。”
任年说，“运动搭配情景非常有趣，而
且游戏关卡也多，针对不同身体部位
都设计了不同的游戏，非常专业。”

今年，switch推出新的游戏机和游
戏卡带，任年火速购买，“新买的 switch
和我原来的那款在功能上没有很大差
别，就是手柄的配色不一样了。”还有
一些双人和多人游戏的卡带，任年是
托了不少朋友才购买到的。

林茹静是一位旅行爱好者，每年
都要出国旅行一趟，直到近两年，这一
计划因为反复的疫情搁置。去年，她去
海南三亚玩了一场。“刚好有特价机
票，就请年休假好好玩了一趟。”这趟
旅行，往返机票只需 800元，她在三亚
花了万余元。

“我偏爱体验型消费，尤其是在住
宿上要求比较高。睡得好，才能好好玩
嘛。”林茹静笑着说，该玩的项目一个
都没落下，水上运动项目、环岛自驾、
直升机……“稍微有点遗憾的是，因为
疫情防控需要，几个放在心愿清单里
的目的地没有去。”

吃喝消费也占了一大部分。“海南
鸡饭、海鲜船、簸箕菜、东南亚菜……还
有各种各样的小吃、水果、甜品，我们不
是在玩的路上，就是在吃的路上。”

为了拍更多好看的照片留念，林
茹静还在线上搜索了当地的热门餐
吧、咖啡店打卡。“我们一共去了4家咖
啡店，其中有一家是在沙滩边，有纱
帐、躺椅、鲜花，可以坐着晒太阳，或者
去海边踩踩水，炎热在冰咖啡和海风
中一扫而光，舒服。”林茹静说。

林颖是“95后”上班族，有着不错
的收入，没有家庭负担，正是有实力且
消费“自由”的时候。年初，她也去了一
趟三亚，目标很明确，购物。

“免税店有优惠福利，买的化妆
品、护肤品，未来两年都用不完了。”林
颖说，这趟购物之旅掏空了“钱包”，回
来后“吃土”了一段时间，“但是，我用
自己的能力，满足了自己的一个愿望，
还是很值得。”

他们为什么愿意
为高消费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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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涛收藏的部分球鞋。（采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