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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则关于“年轻人逛商场只去
B1、B2层”的话题冲上了网络热搜，引发
人们对商场客流走向的讨论，也让很多
年轻消费者大有同感。购物中心的地下
商铺火爆，未必意味着年轻人逛街只奔
B1、B2层。那么，年轻人喜欢去哪儿逛
街、消费？是什么改变了人流的走势和
消费的习惯？

本期“今晚调查”通过掌上天津
App、腾讯问卷等网络渠道发起了关于
消费意向的主题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
307份。调查显示，实体店很难通过折
扣吸引消费者，只有进一步满足购物需
求、提供购物体验，才能“引流”年轻人消
费的脚步。

逛街客流更加集中
来自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公开数据

显示，我市居民今年市内出行热情高涨，
轨道交通日客流量不断创造历史新高，
一些著名旅游景区、商业街区的客流也
达到了历史极值。

逛街的热情恢复了，这样的热情能
持续多久、又有怎样的新变化呢？调查
显示，41.04%的受访者最近一次逛购物
中心或商业街区是在三个月以前，
45.60%的受访者最近一次逛购物中心或
商业街区是在一周前至三个月之间，只
有13.36%的受访者上次逛购物中心或
商业街区是在一周内。今年以来，
45.60%的受访者每周出门购物消费的频
率没有发生变化；43.98%的受访者每周
出门购物消费的频率有所下降；10.42%
的受访者每周出门购物消费的频率有所
提升。受访者逛购物中心的间隔周期
长，整体来说每周购物消费的频率下
降。很多人会集中在节假日逛街休闲、
购物消费，逛街客流更加集中。

折扣促销威力减弱
如今的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度高，但

与电商平台价格战拉动消费的常规做法
相比，线下消费的折扣促销手段吸引力
正在减弱。在本地调查中，31.27%的受
访者表示，消费券、折扣季、店庆优惠等
线下大促手段，能够提升逛街购物的兴
趣；21.82%的受访者认为仅靠线下促销
手段已经无法提升逛街购物的兴趣了；
更有46.91%的受访者对此漠不关心，不
受影响。近七成受访者在线下消费时不
再重视打折促销活动，说明消费者更看
重的是消费情境与消费体验。

如果在逛街时看到前方有人排起长
队，人们会比较多地联想到新店开业、网
红食品店活动、大型公众活动、粉丝聚
集、快闪活动等等。对于派送礼品、明星
亮相以及游艺娱乐项目聚集人群的现
象，受访者期待较低。

“砸手里”的代金券

晓楠在辞职后，近几年一直在朋友

的活动策划公司里“帮忙”。为拓展业

务，她常去写字楼、购物中心，但每次都

会直接去办公区谈工作，鲜少有时间逛

街购物。朋友作为福利送她不少购物代

金券，她转手就给了妈妈，想着妈妈以前

逛商场总是精打细算的，有了代金券应

该能放心消费了。

上个月，晓楠妈妈过生日，晓楠从网

上团购了餐券，还贴心地帮妈妈预约好

了时间，让妈妈和朋友们一起去购物中

心休闲、购物。没想到，妈妈回来后又把

代金券原封不动地还给她了。晓楠好

奇，多问几句才知道，妈妈和阿姨们都觉

得逛街太累，根本没在服装区停留。晓

楠计划趁年底打折，自己去逛一逛，争取

把代金券赶紧花掉，不然可能就要“砸手

里”了。

商场楼层冷热不均
在逛购物中心时，一层（33.22%）和

地下层（26.71%）是受访者最常到访的区
域；四层以上至顶层（22.81%）也拥有较
为集中和固定的客流；相对而言，选择二
三层（17.26%）的受访者占比较低。

调查数据很好地回应了近期“年轻
人逛商场只去B1、B2层”的网络热门话
题。诚然，购物中心的地下层凭借地下
交通接驳的便利以及平价消费体验的优
势吸引了大量的客流，又因为丰富的多
元业态和消费场景赢得了消费者的喜
爱；但购物中心一层在聚集人气方面往
往更具优势，无论消费者是逛街休闲还
是参与活动，是随手购买零食冷饮还是
到店用餐聚会，都十分便利。在个案采
访中，有受访者提及地下层虽然很“火
爆”，但逛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在光线、
噪音、环境等方面可能均感到不适。

逛街主要为了吃饭
客流在楼层分布上的差异，体现了

人们逛购物中心或商业街区的目的性。
调查结果显示，44.30%的受访者逛街主
要是为了吃饭。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
显示，今年 1至 10月份，商品零售
343535亿元，同比增长5.6%；餐饮收入
41905亿元，增长18.5%。餐饮收入的同
比增长率要远超包括金银珠宝（12.0%）、
烟酒类（10.3%）、纺织品类（10.2%）等其
他消费项目。高速增长的餐饮消费将人
流导向购物中心的一层、地下层、四五层
乃至顶层，让购物中心的客流呈现了向
餐饮机构所在区域聚集的现象。

人们对餐饮有“强需求”，同时也有
社交、购物等较明确的生活需求。调查
显示，有28.66%的受访者需要去散步、
看电影，26.06%的受访者为亲友聚会和
约会而逛街，22.15%的受访者意在选购
服装鞋帽等商品，18.57%的受访者以遛
娃为主要目的。此外，运动健身、教育培
训、试衣比价也是部分受访者到访购物
中心或商业街区的动机。

跟着网红逛市场

赵晗毕业后留津工作。她买的房子

还在装修，目前仍在市区租房居住。因

为工作较忙，她一般只在周末去超市买

菜。近几年，她在社交网站上不断刷到

外地网红博主来天津逛市场、吃早点的

帖子。一开始，她注意到那些著名的市

场和早点摊离自己的生活圈子较远，每

每下定决心要去逛逛，最后都未能成行。

“今年，我总‘刷到’离我家只有几

站地的一个大市场，很多博主专门去那

里买各种小吃，还介绍了很多蔬菜和

水果的新品种。我挺好奇的，就去了

一次——还别说，市场真挺好的！整

洁干净、通风也好，专门去逛市场的年

轻人也不少！”此后，她常去市场，秋天

为招待朋友买了螃蟹、对虾，冬天又给

同事们代购爆米花、糖葫芦、糖炒栗子

等，忙得不亦乐乎。

年轻人也迷菜市场
在众多线下购物场所中，什么地方

对受访者最具吸引力？近八成（78.50%）
受访者的共同选择是菜市场。

与过往对年轻人出入精品超市、每
天外食外卖的固有印象迥异，如今大批
年轻人正在涌向菜市场。在社交网络平
台，许多网友会分享自家附近菜市场上
的“人间烟火气”，也有不少年轻人外出
旅游时专门要去逛逛不一样的菜市场。
随着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菜市场的外
观面貌也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发展，整洁
干净的环境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并不矛
盾，肉蛋鲜蔬、调料即食、主食小吃、卤货
酱菜……任何年龄段的人都能在菜市场
里满足购物需求、获得愉悦享受。对于
年轻人来说，冷冰冰的办公空间和干巴
巴的工作对话无法缓释压力，而在走进
热闹喧嚣的菜市场时，城市生活立刻就
真实快活、温暖美好起来了。

购物“便利”受到重视
排序在菜市场之后的商超（45.60%）

和社区小店（44.95%）受到近半数受访者
的欢迎；紧随其后的则是进口（精品）食
品超市和奥特莱斯折扣商业集合体。商
超和进口（精品）食品超市受消费者欢迎
并不意外，前者为生活提供更多元、丰富
的购物选择和良好的购物体验，而后者
则满足了城市家庭进一步提升生活品质
的新需要。

开在社区里的小店为何能引来高人
气？归根结底，还是适应了居民的生活
方式和生活需要。来自我市统计局的调
查数据显示，八成以上居民家庭都拥有
私家车。私家车车主和家庭成员出行便
利，商超集中采购和网上购物能基本满
足人们主要的生活需求。家庭大宗采购
遗漏的部分，则往往由“下楼就买“的社
区小店满足。社区小店主营生鲜杂货，
营业时间长，确保了商品对于消费者来

说总是方便快捷、唾手可得。
正是由于社区小店对区域内客流有

着强烈的吸纳作用，便利店和临街门店
往往成了受访者的“次要选项”，在“让
人想花钱”方面所显示出的吸引力甚至
低于批发市场、路边摊。

赢年轻人者赢未来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

院长白雪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
一年时间以来，文中所述的消费现象和
消费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展望未来，线
下消费必须与线上消费做出区分，强调
现场感、体验感，精准把握年轻消费者的
消费习惯，才能赢得未来。
“这些年，全社会聚焦、讨论对网络

经济给实体经济带来冲击的问题。因为
在服装鞋帽、日用杂货领域，电商平台的
替代性优势显著。如果实体店铺不能与
网店形成差异化经营，那么消费者会倾
向于单独以价格作为衡量指标，电商平
台无疑更具竞争力。但是餐饮、休闲、娱
乐等体验类的消费，还是需要以真实消
费场景来做支撑，才能让消费者获得现
场感、体验感。虽然现在外卖已经很方
便了，大家在家里或者工作单位也能叫
到各个餐厅的外卖，但那只是为了果腹
而已，仅仅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并不
能带来舒适的消费体验。”白雪洁认为，
未来消费场景会进一步改变，地下层和
顶层的繁荣将影响购物中心重新布局业
态，服装品牌门店和日销品店铺所占比
例“小而精”，才能吸引客流“重返”现场
消费场景。

白雪洁认为，当下年轻人具有很强
的个性化、差异化消费需求，同时又很喜
欢使用某种身份标签来表明自己的态
度，比如去市场买菜、自己下厨的体验过
程中可以获得满足感，发布到社交媒体
又有利于展开陌生人交际，追随了网络
时尚、网红博主的脚步。需要注意的是，
年轻人强调的生活化、烟火气，其实与中
年人、老年人的“接地气”存在着一定的
差异。年轻人可能一周逛一两次市场，
是一种释放压力的契机。而社区小店，
除了帮助居民应急之外，也符合这一代
年轻人所习惯的、孤独经济的需求。整
体来看，当前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必将对
未来的消费趋势产生一定的影响。有些
当下推广受阻的消费新项目，如净菜、预
制菜，只要年轻人感兴趣，那么未来就有
希望成为人们重要的日常消费品类。

图为东丽区新立街道金隅悦园社区

乐百家大食堂、生鲜超市开张，受到居民

热烈欢迎。

本报记者 张译丹

摄影 本报记者 尉迟建平 通讯员 翟鑫彬

调查显示，近半数受访者逛街主要是为了吃饭，近七成受访者在线下消费时不重视折扣优惠——

年轻人逛街喜欢啥？

互动问答

天津人有自己的“CityWalk”

欢迎您使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填答本

次调查问卷。您的参与对我们非常重

要。本次调查无需署名，请您根据自己

的真实情况填答即可。对于您填写的内

容，我们会严格保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