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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诱惑的“她经济”
“女性消费力提高，总体来说仍然是一个

好的信号，它代表着女性在经济生活中参与

程度的加深，尤其是女性群体收入和经济决

策度的提升。”骆晓戈说。

据相关统计，中国的劳动参与率是 76%，

而中国与其他国家差别最大的是女性劳动参

与率。2018 年全球女性参与率是 48.5%，发

展中国家 69.3%，发达国家是 52.6%，而中国

女性劳动参与率超过 70%，居世界第一。其中，

25 到 55 岁的中国女性参与率甚至高达 90%。

勤劳的中国女性不仅为中国在全世界赢

得了面子，同时也用“买买买”给国家经济

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2019 年，“她经济”

的整体市场规模达 4.5 万亿。而在这 4.5 万亿

的背后，既意味着电商、美妆、母婴、食品

等各行各业的产业发展，更体现了一些高收

入女性的购买力。她们旺盛的消费需求与消

费能力形成了明显的经济增长点，于是，如

何抓住“女性消费红利”成了各行各业竞相

追逐的赛道。

不过，花钱虽然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动力，

但我们也可以看见，女性的消费行为中含有

明显的非理性成分。

“女人的衣柜里永远缺一件衣服，首饰盒

里永远缺一只耳环。”“一到换季，就感觉上

个季度是裸奔过来的。”在互联网上，充斥着

这类耳熟能详的话语。而各大王牌产品的相

关知识，早已被女性们视为必学功课。网络

社区上名目繁多的商品推荐似乎永远在煽动

广大女性 ：“只要花钱，你的生活就能过得更

好。”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互联网上女性总

是和“买买买”绑定在一起。

她们为什么爱购物
让女人热衷消费的原因，除了手里有钱，

还有一些男性无法察觉，甚至女性自己都不

知道的“社会要求”促使她们生成了更大的

购物欲望。

 “一个成功男人的形象似乎总是和‘在

高楼大厦上实现事业梦想’联系在一起的，

而一个成功女人的形象似乎总是离不开欣

赏并佩戴奢侈品——至少打扮高级必不可

少。”骆晓戈说，这与长期以来的社会性别

分工有关。

在各类影视剧、广告片甚至现实生活中，

一个成功的女性必然与高消费、穿着高档联

系在一起。尤其是近年来一些主打“女性独

立”的影视剧里，大女主们往往一掷千金，

穿着动辄数万元的普拉达，戴着卡地亚手镯

……而这样的大女主角色往往能触碰到观众

的“爽点”。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很多自媒体或者品

牌方顺势而为将“独立”与“消费”勾连起来。

比如，你买得起某大红瓶，住在舒适惬意的

别墅里，就是独立和自由。再比如，一款“正

宫红”的口红似乎就能象征“霸气”的女性地

位。在各类媒介有意无意的轰炸之下，“买买

买”似乎成了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必经之路。

“除了对成功的向往，女性对自身外貌的

焦虑也造就了无穷的购买需求。”骆晓戈发现，

在一些“双 11”直播间里，主播们总是大声“吓

“双 11”过后的思考

买买买！ 是谁刺激了女人的购物欲

显然，“双 11”还没有
过去，它活在每一个日均
收五六个快递的人心里。

李 佳 琦 的“ 姐 妹 们，
买它！” 言犹在耳，“带
货女王”薇娅的粉丝也还
没有散去。连续几天霸占
微博热搜的，都是几位女
明星的购物车清单分享：
买 了 900 件 商 品 的“ 乘
风破浪的姐姐”，快递堆
满屋子的娱乐圈小花，还
有直播双 11 拆箱的各位
女博主。

不管怎么看，女性消
费依然是今年双 11 的主
力。女人爱买买买，似乎
成了很多人的共识：心情
好要买，心情不好当然更
要买；生活太闲，那就买吧；
工作太忙，务必挤出时间
买一买；恋爱要买、失恋
难道不应该更要买么？

于是，各种疑问来了：
女人为什么对“买买买”
情有独钟？她们为什么在
消费上这么“难以自控”？ 

“ 双 11” 刚 刚 结 束，
湖南工商大学教授、湖南
女子学院特聘教授骆晓戈
专门就女性消费的种种问
题接受了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的采访，从不同角度
告诉你，在热衷“买买买”
的背后藏着女人们自己都
不曾觉察到的推动力，同
时从更深层面提醒女性，
怎样的消费才能带来更高
级的快乐。

唬”观看直播的粉丝 ：“双 11 都不

买，你不对自己好，到时候美的就

是你的闺密，美的就是你的同事、

你的邻居。”

在骆晓戈看来，这种针对女性

外貌的营销，总是能获得极大的煽

动效果。

另一方面，一些面容姣好的时

尚博主也在强化这样的外貌压力。

有的姑娘本来没有觉得自己的下颌

线有多么不平整，颈部有多么不细

嫩，但是在博主的“十大好物推荐

下”，女孩子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下

颌线需要更多的调整，于是购物

车里又多了瘦脸仪。

“ 很 多 传 统 的‘ 美’ 的 定 义，

都是为女性制定的，从身材到皮肤

到仪态，而对男性的外形要求相对

小得多。”骆晓戈说，而正因为社

会普遍认同“男子无丑相”，所以

他们完全感受不到女性强大的外

貌焦虑，不理解女人为什么会为几

根睫毛耗尽心力。

另外，女性的购买需求也和长

期以来对女性培养的购买责任有

关。马云曾说过一番引起网络轰动

的话——女人购物大多数是为了

家人，而男人都是为了自己。

这句话部分反映出了女性身上

不可逃脱的家庭购物责任。在传

统观念里，一家的女主人，需要

掌管家里的整个内务，不仅自己打

扮适宜，丈夫、孩子穿得体面也是

妻子应该关注的分内之事，这体现

出她的贤惠与能干。除了穿着，还

有家里的柴米油盐、孩子的玩具、

老人的养生健康等……这些家庭

责任也强化了女性的购买角色。

被闺密拉动的消费
“除了由来已久的社会性别分工对

女性所造成的压力，闺密们聚在一起

构成的从众心理，也是催生女性非理

性消费的原因之一。”骆晓戈感叹道。

一直以来，骆晓戈都在研究江永女

书的诞生和湖南双峰县中国女杰之乡的

发展起源，她发现“姐妹认同”是妇女

运动的重要力量，闺密也因此成为了女

性的重要社会支持系统之一。

“过去，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

她自己的个性和需求是被父权制度压

制的。”骆晓戈说，妇女之间的认同和

支持，则给了妇女独立思想的空间和

争取自我权益的力量。在妇女解放运

动初期，唐群英、葛健豪、秋瑾等女

性正是因为形成了结盟，才赋予了妇

女解放运动以星星之火。但是，如今

的“闺密认同”却有些变味了。“闺密

一见面，首先就是互相‘种草’，或者

直接去逛街。”在从众心理下，闺密情

反而成为了一种女性的购买压力。女性

不仅失去了自我的空间，甚至变得审美、

志向趋同，而忘记了自己原本的兴趣、

愿望。“闺密间分享好东西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所有的约会都变成了购物局，

把女性情谊变成了一种购物的群体认

同，那就走向极端了。”

你的消费可以更有意义
“实际上，经济权确实是女性独立

的重要支柱之一，但是你拥有物质或

者说经济权并不等于你就要消费。这

笔钱可以用来实现更高的社会价值。”

骆晓戈认为，经济能力、社会生活能

力确实是一个女性实现独立自主的重

要力量之一，但需要识别的是，女性

掌握经济权并不等于女性消费。在她

看来，女性拥有的经济能力可以用来

做更大的价值开发。比如找一个热爱

的领域学习，扩大知识面，又或者投

资一些感兴趣的公益领域。

“目前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为公益

事业花钱的社会氛围，但实际上，我

们可以把一些女性已经获得的经济能

力变成赋予女性权益的力量，比如投

入涉及妇女核心利益如反家暴、反性

侵的公益组织等等，用这样的‘消费’

给女性地位提升做出贡献。”骆晓戈的

观点很明确，我们需要从社会氛围的

层面破除“消费代表成功”的偏见。

骆晓戈举例，湖南女杰唐群英一

辈子办了 10 所女性学校，把所有的积

蓄都投入妇女教育，而葛健豪在 50 多

岁时依然拖儿带女去留学，其间只要

有钱，就办女子学校。“也正是因为她

们的努力，培养了一大批女性人才，点

燃了后来的妇女解放。直到现在，国

内很多高精尖领域的女性领导者，都

是那一批受教育女性留下的后代。”骆

晓戈说，这也都是女性先贤们“花对

了钱”的结果。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扫一扫，
看更多女性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