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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新闻

“ 萌 经 济 ”呼 唤 IP 保 护

颜 值 里 的“ 美 经 济 ”

□ 林子涵

从故宫文创、盲盒娃娃，到

动漫周边产品、二次元（泛指漫

画、动画、游戏等形式）跨界联

名，如今，“萌物”在互联网消费

领域大行其道，“萌经济”已成

为引领潮流的新业态。但“萌

经济”在走红的同时，也出现盗

版猖獗、同质化严重等现象。

专家指出，解决知识产权（IP）

侵权问题，才是“萌经济”持续

繁荣的关键。

“萌”也能驱动消费

“故宫出的小猫摆件都非

常可爱，我一口气网购集齐了

18个。”90后的小罗是故宫文

创产品的忠实爱好者，在她的

收藏中，“明皇帝猫”“束发冠

猫”等形态各异，包装盒上还附

带相关典故的介绍。“虽然收集

起来价格不低，但这些‘萌萌

的’小物件摆在桌上，看着就心

情愉快。”小罗说。

95后微信表情包画家黄慧

也明白“萌”的消费驱动力。她

笔下“呆萌”的卡通表情获得较

高下载量与发送量，同时该表

情的贴纸、立牌等周边产品也

在网店上线。“可爱的表情包会

有打赏，即使是付费表情也能收

获下载量。”黄慧说，“就表情包

而言，‘萌’也是一种竞争力。”

不仅是“故宫猫”、表情包

周边，盲盒娃娃、动漫手办、二

次元跨界联名也成为消费新

潮流。从玩具玩偶到日常用

品，从实体产品到虚拟产品，

势头强劲的“萌经济”已成为

新兴经济形态。以主打“萌趣”

的潮流玩具为例，行业数据显

示，我国潮玩零售市场正处于

快速发展阶段，市场规模由

2015 年 约 63 亿 元 增 加 至

2020年的近300亿元，复合年

增长率超过 30%，领先全球。

此外，第三方企业信息平台数

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潮玩相

关企业年注册量逐年增加。

2016年，我国零售行业潮玩相

关企业年注册量超过100家，

2019 年新增约 115 家潮玩相

关企业，2020年新增约245家

潮玩相关企业。

触达年轻人内心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

教授韩晓宁表示，“萌经济”产品

外观大都是当前社会心理认为

“可爱”或“萌”的卡通动漫等形

象，其本质是文化创意产品。这

类产品的消费者群体也从过去

以青少年为主，逐渐扩展到接近

全年龄段的消费者群体。

韩晓宁指出，“萌经济”兴

起，首要原因在于文化创意产

业繁荣，产业内各类经营主体

和产品形式越来越丰富，助推

新产品、新模式不断涌现。当

前社会文化多元发展，社会对

于动漫或二次元文化更加包容

和接纳，也鼓励了新消费领域

的产生。“群众文化消费需求和

购买力提升，尤其是伴随着互

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消费者对

于此类产品有更高的消费需求

和购买力，也是‘萌经济’繁荣

的动力之一。”韩晓宁说。

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迅猛

发展，当前影视、动漫、游戏等

逐渐成为我国消费者尤其是

Z 世代（指1995年~2009年出

生的人）用户群体的主要文化

消费内容，二次元文化随之得

到广泛传播，二次元用户规模

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20年

我国二次元用户规模约3.7亿

人，预计 2021 年将达到 4 亿

人。业内人士指出，新的文化

消费热点助推了“萌经济”顺势

而起。

“‘萌经济’对拉动消费有

积极影响。”韩晓宁指出，“‘萌

产品’除了具有实际使用功能，

还可以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

和审美需求等。市场对此类产

品有需求，那么供给侧就应该

提供，有助于释放内需潜力。

同时，我国优秀的文化创意产

品还可以‘出海’，助力文化产

业‘走出去’。”

对山寨版“萌产品”说不

“萌经济”热潮涌起，但模

仿成风、山寨横行也成为困扰

行业的痛点。打开购物网站，

泡 泡 玛 特 盲 盒 玩 偶 、LINE

FRIENDS卡通产品等热门商

品均有仿冒产品；小猪佩奇、皮

卡丘等知名卡通形象存在大量

未经授权的周边商品。仿版与

原版往往只存在细微差别，但

价格却更低廉，因此部分仿制

品销量十分可观。于是，每当

一类“萌产品”热销走俏，盗版

产品或同质内容也随之出现。

“‘萌经济’当前的主要问题

之一就在于侵权现象。”韩晓宁

指出，盗版山寨侵犯正版商品

知识产权、扰乱正常市场竞争

秩序，同时削弱文化创意产业

的发展动力，对“萌经济”业态

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专家指出，对“萌经济”这

一新兴经济业态的政策配套、

政府监管、行业引导还需要继

续加强。从业人员对于外观设

计专利保护等法规政策的理解

也需提升，产品的设计水平、文

化品位仍有提升的空间。

“面对这个问题，加强宣

传和加强监管应当并重，一方

面加大关于商标、著作权、外

观设计专利等领域法律法规

和政策的宣传，另一方面对侵

权现象要持之以恒予以依法

查处，让‘萌经济’长久兴旺。”

韩晓宁说。

□ 姜 珊

近日，新疆棉花事件持续

发酵，数十位明星选择与涉事

的H&M、耐克等品牌解除代言

合约，超过 30 家的国货品牌服

装和家纺企业发声支持新疆棉

花。与此同时，国外品牌的无

理抵制也激发起国民的爱国情

怀，国内消费者纷纷投票支持，

李宁、安踏、飞跃等国产品牌线

下线上销量飙升，国货消费热

潮持续升温。

此次新疆棉花事件可以说

既是全球服装行业的一次洗

牌，也是国产品牌崛起的新契

机。近年来，从食品饮料到服

装鞋帽，从日化用品到电子产

品，越来越多的国货品牌依靠

技术积累和品牌建设逐渐摆

脱了过去国产产品技术含量

不高、不重视设计、仅追求性

价比的刻板印象，受到消费者

的认可和接受，甚至在海外也

掀起抢购热潮。根据阿里研

究院发布的《2020 中国消费品

牌发展报告》，中国消费者的淘

宝、天猫购物车里，平均每10件

商品中就有8件是国货，2019年

线上中国品牌市场占有率已达

到72%。

国货崛起是中国制造高质

量发展的结果，也是文化自信

的象征。从大白兔联名的爆

红，到回力引领国潮，再到泸州

老窖跨界生产香水……近几

年，国货品牌通过联名、跨界、IP

融合等方式在既有基础上不断

挖掘新文化内涵。然而，我们

在欣喜的同时，也需看到背后

的隐忧。日前，央视的一则报

道却令人触目惊心：羽绒服实

际含绒量比吊牌所写虚高47倍，

围巾号称含96%的羊毛，实际一

根羊毛都没有。江苏省市场监

管局公布冬季用品抽查结果显

示，其抽检产品不合格率高达

12.3%，其中甚至不乏七匹狼、

VERO MODA、雪中飞、恒源

祥等著名国货品牌和一些网红

产品。

这样的抽检是警示，更是

倒逼。如此以次充好“薅消费

者羊毛”的行为损害了消费者

的权益，消耗了大众对于品牌

的信任度。当务之急要对问题

商家进行及时整改，莫让这样

的不和谐挫伤消费者对国货的

信心，甚至误伤到其他高质量

国货品牌。毕竟从情感到行

动，归根到底，消费者对于国货

品牌的认可和追捧是建立在高

品质之上，对任何品牌来说，即

使是金字招牌，一旦其产品和

服务出现问题，信任大楼顷刻

间坍塌也未必没有可能。

国货当自强，国潮正当时，

国货品牌从认同到崛起之路必

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唯有放

眼长远未来，聚焦消费需求，练

好质量内功，强化科技赋能，拓

宽营销渠道，才能提高产品的

核心竞争力和品牌的文化吸引

力，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时 评

国货崛起需打好质量牌

本报讯 第129届广交会

将于4月15日~24日在网上举办。

截至目前，参展企业上传展品

已近263万件。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

储士家表示，本届广交会各项筹

备工作进展顺利，展位总数约

6万个，境内外参展企业约2.5万

家，预计将吸引来自全球22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观展。

这是广交会第三次“登云”。

前两届“云广交”中，不少外贸企

业表示，相比线下，“触网”为他

们带来更多客商。储士家表示，

特殊时期继续在网上举办广交

会，一方面将帮助中国广大外

贸企业更好地抢订单、拓市场，

利于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同

时也将助力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

动力。

本届广交会将按照电子家

电、机械、建材、日用消费品、家

居装饰品、纺织服装等16大类

商品分设50个展区，并专设“乡

村振兴”专区，帮助脱贫地区企

业开拓国际市场。该专区将面

向更多企业开放申请，不设数

量限制、不设门槛条件，并继续

免收相关企业参展费用。

据介绍，自第122届以来，

广交会累计为6084家贫困地

区企业提供8105个免费展位，

减免展位费8669万元，带动出

口成交额超过17亿美元。

广交会创办于1957年春，

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规模最

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

多的综合性国际贸易展会，

被称为“中国第一展”，也被

视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

“风向标”。 （于佳欣）

本报讯 上海在线新经济

发展成效明显。目前，上海企

业占据全国网络文学90%的市

场份额、全国本地生活服务70%

的市场份额，全国第三方支付

60%的市场份额，上海数字经济

占其GDP比重超过50%。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

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

副主任苏宁表示，在线新经济

更强调“新”的概念，与传统的

网络经济相比，涉及的领域更

广，它将生产、服务、消费深度

融合，是更系统的网络经济。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汤蕴懿也表示，在线新经济已

成为上海经济新增长点。在线

新经济主体的竞争力越来越

强，而且从区域分布上已经形

成一个城市产业生态。目前上

海城市发展进入到服务经济时

代，在线新经济提供了新的引

擎和场景。

为创新企业搭载平台，在

线新经济生态园应运而生。“张

江在线”和“长阳秀带”，一个坐

落在浦东新区，另一个崛起于

杨浦区，一东一西，打造上海建

设以“在线新经济”为特色的世

界级创新地标。

“创新地标”核心在于创

新。上海市经信委指出，支持

生态园先行先试改革举措，重

大改革举措优先在园区试点。

优化资质许可，探索宽紧适度

的行业监管，适度放宽部分创

新互联网产品和服务的审批和

监管门槛，在牌照审核方面给

予适度倾斜。下放审批权限，

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可

持续的前提下，为灵活就业、共

享经济、众包服务等互联网经

营模式创新市场监管、税务、人

社政策规程。 （高志苗）

263万件展品上传“云广交”

上海“破浪”谋在线新经济“朋友圈”

□ 特约记者 李 纯

“嗨体”“水光针”“热玛

吉”……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一

些医疗美容项目的名称渐被很

多人熟知。从面部美容到身体

塑形，从女性延缓衰老到男性

颜值“维护”，颜值里的“美经

济”正不断孕育出新的增长

点。从“为悦己者容”到“为自

己而美”，肯为颜值花钱的中国

人越来越多。

颜值消费助推经济增长

有数据显示，我国医疗美

容的流行趋势愈加明显。医美

行业在2015年到2019年之间

维持了29%的高速增长，明显

高于8%的世界平均水平。另

据中国整形美容行业协会发布

的年度报告预测，到2022年，

中国整形市场规模将达到

3000亿元。

颜值消费，正成为助推经

济增长的动力。

医学专业毕业的王女士已

在北京一家医疗美容医院工作

了三年多，主营注射微调、美体

塑形和激光等医美项目。她介

绍说，公司的客户有很多是演

员，也有一些对自身颜值要求

较高的企业高管。另有一些客

户是经朋友推荐而来的年轻男

女，对面容和体型有一定规划。

王女士还透露，客户数量

近年来比较稳定，并且出现了

年轻化和男性增加的趋势。“男

士对自己的容貌要求也越来越

高了，而且人们对于颜值的维

护，开始得越来越早。”

事实上，男性医美消费者

已经成为“颜值经济”发展的

一个重要支撑。《2020中国医

美行业白皮书》显示，男性医

美消费者占比与消费能力呈现

上升态势，2020年男性医美消

费的平均客单价已超出女性

数倍。

此外，这些男士购买的医

美服务也不只是挽救日渐退后

的发际线和愈加明显的“地中

海”，更有除皱、无创仪器的面

部抗衰老。在这个“看脸”的年

代，越来越多的男性也希望提

升皮肤紧致程度，恢复皮肤弹

性和面部轮廓线条，让自己看

起来更精神。

过去提到医美，人们可能

首先想到整容。然而现在，身

体塑形也成了医美行业一个快

速增长的领域。有些人并不肥

胖，只是对身体的某一部分不

太满意。手术或非手术的塑形

治疗能够起到局部减肥作用，

为爱美人士“精雕细刻”自己的

形体提供了可能。

德勤近期发布了题为《中

国身体塑形市场行业发展白皮

书2021》的报告，其中一项数

据变化值得关注：2018 年～

2020年，中国消费者在身体类

项目的花费金额占医美项目总

花费金额的比例逐年提升，从

28%增至46%，在身体方面投

入的意愿正快速增长。

即便如此，相比之下仍有

更多的医美消费者将钱花在了

脸上，现居北京的李女士就是

其中之一。自今年1月起，她

每个月都会去医美诊所做一次

光子嫩肤。谈及为什么要花这

份钱，李女士说：“有的皮肤问

题，是护肤品无法解决的。”

陈女士购买医美服务的原

因则是随着年龄增长而产生的

“恐老”焦虑。今年33岁的她

表示，“入坑”医美是在为心态

买单：“还没办法平静接受变老

这件事，没办法看法令纹变深、

脸下垂。”

延缓衰老无疑是医美的一

大消费动机。陈女士也表示，

“捯饬得美美的”确实能够“悦

己”，但另一方面又怀疑，这是

出于自己的需求，还是社会对

女性外貌的“期待”。“保持年轻

好处很多，但这反而类似一种

‘压榨’，因为人都会老，想保持

年轻就会让人焦虑。”

此外，有相关报告指出，增

加职场竞争力也是一项医美消

费动机。在一些行业，容貌和

身材管理更到位的人或拥有更

好的发展机会。

但无论是“为悦己者容”还

是“为悦己而容”，或多或少都

反映了当下一些人的普遍观

念：比起衣品和奢侈品，容貌与

身材管理更能体现一个人的自

我要求和状态，也许还能为工

作或生活带来助力。

规范行业才能更好发展

“爱美之人”的上述心态，

对于医美行业的发展无疑是个

利好消息。

有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

医美项目的渗透率为3.6%，与

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相比显

著较低。市场普遍认为，医美

在我国的增长空间还很巨大。

王女士也认为，随着更广泛的

人群对理性医美的了解和肯

定，医美行业发展会越来越

好，“颜值经济”的空间会变得

更大。

但她也坦言，这个行业仍

需不断自我完善，要把一些不

合规的边边角角淘汰掉。

比如此前女演员高溜整容

失败引发纠纷，社会广泛关注，

从一个侧面表明行业发展需要

更规范、更良性。未来随着法

律法规方面的刚性要求逐步完

善、医美专业进入大学课程，相

信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会越来

越高。

“合法合规的机构，资质齐

全、经验丰富的医生，还有可靠

的相关仪器和产品，缺一不

可。”王女士说，所有的医疗行

为都会带来或多或少的风险，

治疗之前也会反复告知可能发

生的不良反应，一定要有充分

的了解。“不能夸大治疗效果，

也不能弱化治疗风险，应是行

业的基本原则。”

在引领潮流新业态的同时，模仿成风、山寨横行也成为困扰该行业发展痛点

河北引商户河北引商户
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承接北京产业转移

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承

接北京服装等产业转移，河北省

白沟新城近年来以非首都功能产

业承接为着力点，制定出台一系

列优惠政策，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已吸引北京“动批”和大红门服装

批发市场1000多家商户到此创业

淘金。图为河北省白沟新城动批

服饰广场内，某服装店店长郭玉华

整理即将销售的服装。

石顾云 摄

对“萌经济”这一新兴
经济业态的政策配
套、政府监管、行业引
导还需要继续加强，
从业人员对于外观设
计专利保护等法规政
策的理解也需提升，
产品的设计水平、文
化品位仍有提升的
空间。

从“悦己”到“己悦”，肯为颜值花钱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2015年~2019年医美行业维持29%的高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