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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经济数据国货“圈粉”年轻人 线上消费“爆火”
成为“爆款”需要硬实力，品质、创意、口碑缺一不可

文 化 市 场 人 气 旺

□ 李雪钦

中国潮牌、文创爆款、国产

彩妆、古风服饰……近年来，国

货线上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

不少企业积极拥抱互联网、布

局线上渠道，借助电商、社交、

直播、短视频等平台，让品牌焕

发新活力。

“国潮”流行
90后喜欢买国货

就读于浙江某高校中文系

的小赵是学校汉服社的一员，近

期在网上买了汉服和花西子的

彩妆产品，准备参加汉服社组织

的中国传统文化活动。“用国产

彩妆产品化个真正的中国妆，大

家都说挺好用的。”小赵说。

“我脚上穿的李宁跑鞋是

网上买的，蛮舒服，看起来也很

潮。这个牌子的运动装越来越

有设计感了。”在北京一家互联

网公司上班的李杰说。

近年，许多国产品牌“圈

粉”年轻人，成为“国潮”流行的

生动注脚。“不少90后、95后为

买国货而骄傲和自豪。”网红主

播李佳琦说。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王曙光表示，“国潮”背后，是中

国产品质量大幅度提升、中国

文化自信不断上扬的体现。“年

轻人对国家的信心高涨，喜欢

用国货，这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新趋势。在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年轻消

费者看到了我们自己品牌的优

势，这种消费心理的变化，是今

天国货越来越受欢迎的重要

原因。”

王曙光认为，国货老品牌

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在消费者

心目中一般有较好的知名度、

美誉度，但是老品牌面临的最

大挑战是营销模式的创新，品

牌内涵要不断更新、与时俱进，

老品牌要更加贴近年轻一代。

不少老字号品牌走向焕新

之路，在品牌形象和产品创意

上做出突破。例如，做粽子的

五芳斋开起了无人餐厅、泸州

老窖跨界推出香水、大白兔奶

糖联合美加净推出奶糖味润唇

膏等。借助互联网，老字号品

牌将历史与文化积淀通过趣味

化、潮流化的方式重新演绎，赢

得年轻消费者的关注。

据悉，为支持鼓励国货创

新，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于5月

1日～31日举办全国消费促进

月活动，上线一批国货精品，举

办“老字号嘉年华”活动，线上

线下共同发力，促进中华老字

号创新发展。

适应新需求
国货才会“红”

国货热潮的兴起，不仅需

要声名远扬的老品牌，还需要

新锐品牌的涌现。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

长盘和林认为，新锐品牌的挑

战在于，如何精准捕捉目标用

户需求，制定有效的营销策略，

缔造自身品牌个性，打造差异

化的竞争优势，快速建立品牌

的认知度。

苏宁易购大数据平台发布

的《2020国货消费趋势报告》显

示，国货消费迎来新场景，直播

间购买和社群推荐购买成为国

货消费两大新增长点。专家认

为，90后、00后对互联网的黏

性更强，流量、渠道是助推国货

爆款诞生的“成长密码”。

通过营销模式的创新，近

年来已有不少新锐品牌“横空

出世”。据了解，国产美妆品牌

完美日记调查当下年轻人的消

费习惯后，找到小红书、B站、抖

音、微博等平台的美妆达人，让

他们以实际的使用感受“说服”

用户，通过场景化、个性化的内

容共创赢得年轻用户的共鸣。

业内人士指出，完美日记的社

交营销玩法，也教会更多国产

品牌学着利用社交关系链，不

断拓展用户、盘活流量。

“成为爆款是需要硬实力

的。”有电商从业者说，“以前的

品牌是靠砸钱，靠铺天盖地的

广告宣传，让消费者看到与被

动认可。如今是靠产品，如果

你的产品够好，就会有无数粉

丝去认可你，他们会自发地在

社交平台上推荐这些产品。”

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蒋青云看来，当前国货新消费

品牌已呈现出“大城市聚集”

“平台聚集”的特点，形成品牌

的集群现象。天猫联合第一财

经商业数据中心发起的《2020

新国货之城》调查结果显示，北

京以文化底蕴和文创产业优

势，领衔新文创之城；上海新锐

品牌的成交额占全国1/6，是名

副其实的“新国货消费之城”；

广州“颜值经济”发达，全国

75%的国货美妆品牌都在这里

诞生；来自成都的新国货品牌

在食品行业表现突出，堪称新

国货美食之城。

中国商品
海外颇受欢迎

“哪里可以下单买这款中

国手机？”“想买中国旗袍”

“中国的彩妆产品真美”……

海外网友纷纷在社交媒体上

表达自己对中国产品的好奇

和喜爱。

电商平台帮助国货快速打

开海外市场，助力国货品牌升

级，让中国商品远销全球。在

出行工具、电子产品、食品、美

妆、服装家纺等领域，一些中国

品牌紧跟国外市场需求，抓住

机遇，走出国门，提升了品牌国

际知名度，有些还成为引领时

尚潮流的新兴力量。例如，羽

绒服品牌波司登打破了羽绒服

生产和销售的季节限制，销往

世界各地。花西子品牌的东方

美设计，在海外掀起“中国妆”

热潮，不少美妆博主专门推出

中国妆教程。

“中国商品性价比高，优

质、优价且品类多样，给海外

用户提供了丰富的选择。”业

内人士称，随着中国电商的发

展，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商品的

需求更加强烈。电商平台的

支持是促进国货发展的重要

力量。据悉，为加大对国货的

扶持力度，拼多多推出“新品牌

计划”，预计 2021年~2025 年

扶持100个产业带，订制10万

款新品牌产品，提出代工企业

自主品牌培育、知名品牌子品

牌打造、新锐品牌扶持、国货

老品牌再造等模式。天猫利

用新品创新中心、消费者评价

体系等工具和模型，促进新国

货迅速捕捉到流行趋势和用

户需求，同时依托覆盖全球的

物流、移动支付等技术，帮助

更多的国货品牌深耕本土、走

向世界。

“借助电商等互联网平台，

中国商品加快了‘走出去’的步

伐。”王曙光认为，中国商品要

树立全球化的品牌意识，包括

过硬的质量和创新内涵等，提

高中国品牌在全球市场的知名

度。同时还要知己知彼，研究

其他国家的消费文化，尤其是

海外年轻人的消费心理等。当

国货成为爆款之后，如何成为

兼具品质保障、历史积淀和人

文内涵的国际大品牌，仍值得

业界进一步思考。

本报讯 工信部近日发

布数据显示，一季度，装备制

造业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增

加值同比增长 39.9%，前两

个月实现利润同比大幅增长

7.1倍。

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综合制造能

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反映经济

运行状况的晴雨表之一。

近年来，我国装备制造业

在产品、技术创新上不断取得

突破，全产业链布局能力不断

提升，高端化、大型化、智能化

设备加快推出。

不久前，全球工程机械50强

峰会组委会和《中国工程机

械》杂志发布的“2021全球工

程机械制造商50强”榜单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等11家中国企业上榜。

工信部数据显示，一季

度，工程机械、载货汽车等投

资类产品产量增速均超过

70%，既反映了各地生产和开

工建设的回暖，也体现了我国

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提速。

（张辛欣）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近40%

□ 覃皓珺

“五一”假期，文化市场异

彩纷呈，图书、影视、演出等传

统文化市场持续回暖，“线上线

下全渠道满足消费需求”的文

化新业态发展势头强劲。

图书市场回暖

5月1日，位于北京西单的

北京图书大厦人流涌动、书香

四溢。刚刚参加了新书讲座的

李艳华，接过女儿递过来的文

化读物，登录“西城消费”平台，

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以优惠折扣

买入新书。

“阅读是一种习惯，我会带

着孩子到书店定期打卡。今年

‘五一’假期，我们参与了‘天天

读书—北京阅读公开课’活动，

有不少收获。”李艳华说。

从北京图书大厦“五一”

假期的客流数据看，图书消费

市场显著回暖，哲学社科类、

文学类、少儿类等多个类别图

书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丰富

的读书活动和折扣优惠，为北

京市民的假期生活增添了浓

浓书香。“‘五一’当日，北京图

书大厦销售额同比增长80%，

客流同比增长 85%。众多读

者重回书店，选图书、参与活

动，共同感受书香过节的魅

力。”北京图书大厦副总经理

秦辉介绍。

“整体来看，‘五一’期间系

列文化阅读活动火热开展，图

书市场人气显著回暖。”作家、

第七届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

广人崔岱远认为，作为北京图

书市场的重要窗口，很多游客

会到图书大厦购书和阅读。但

随着大众购书习惯的改变，不

少读者会在阅读后选择手机下

单，图书大厦作为阅读空间的

功能将会越来越突出。

影院剧场火爆

“五一”期间，《你的婚礼》

《悬崖之上》等13部电影同档上

映，涵盖谍战、悬疑、爱情、喜剧

等多种类型。

“‘五一’档影片数量多、质

量高，国产电影占比超九成，观

众的选择很多。”上海市奉贤区

横店电影城负责人徐宏伟表

示，从票房来看，今年的“五一”

档在严格防疫前提下表现稳

定，5月1日全国单日票房突破

4.5亿元。《你的婚礼》票房领跑、

上座率最高，主旋律力作《悬崖

之上》《扫黑·决战》的口碑持续

发酵、具有较大潜力。

一线城市票房市场持续增

温，三四线城市的票房潜力也

愈发凸显。“近年来三四线城市

观影人群增长很快。”横店电影

城贵州凯里店负责人胡向阳介

绍，虽然“五一”假期期间，三四

线城市的观众群没有以返乡客

群为主的春节档那么大，但随

着更多优质片源上映，这些城

市常住居民的观影习惯正在发

生改变。“横店影视持续布局三

四线城市的院线建设和规划，

期待激活更大的票房潜力。”

胡向阳说。

电影之外，戏剧、相声等表

演也广受消费者欢迎。5月1日，

“湖南大兵笑工场青少年宫剧场”

里，600余人的剧场座无虚席，

1/3是外地游客。该剧场相声演

员熊壮介绍，随着长沙成为网

红城市，游客在吃美食、看美景

之外，还希望体验更多的湖南

文化，具有本土人文特质又具

备北方曲艺形式的“南派相声”

成了许多人的选择。

线上消费亮眼

手机屏幕中，一双苍劲有

力的手，巧妙游走于旋转中的

柔润泥料上，五指发力塑形、

工具精妙修饰，一盏汝瓷杯的

泥坯赫然显现。镜头之外，非

遗汝瓷烧制技艺国家级传承

人李廷怀，正全神贯注地录制

汝瓷短视频素材，为“五一”

假期的线上直播备战。身在

河南汝州的李廷怀表示，短

视频让更多年轻人认识了解

汝瓷技艺，增加了不少年轻消

费者。

“‘五一’假期，抖音电商

推出‘匠心潮有范’等文化特

色消费板块，探索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新型文化消费模式。

此外，主打‘五一’文化消费的

‘抖音55潮购季’还投入巨额

流量和补贴进行优惠大促，以

商业运营助力非遗手艺传

承。在‘抖潮集合’线下直播

间，知名手艺人会销售檀香

扇、黑纸棕竹扇、仕女图、宣纸

手绘等匠心好物。从数据反

馈看，这些探索和尝试很受青

年网友欢迎。”抖音平台运营

人员表示。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

研究院院长范周表示，随着文

化与科技融合向纵深发展，线

下文化消费逐渐移步线上。

传统文化消费实现数字化升

级，“云展览”“云演艺”层出不

穷，催生许多新的文化消费业

态，直播带货、知识付费、短视

频等新业态层出不穷。但从

“五一”节日文化消费市场来

看，个性化、定制化的文化消

费产品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针

对银发群体的文化互动功能

还不完善。他预测，随着文

化、旅游、科技等产业进一步

融合，学、商、研、用之间的协

同创新，将不断拓展文化消费

的新领域。

图书、影视、演出等传统文化市场持续回暖，新业态“线上线下全渠道满足消费需求”

贵州遵义贵州遵义
红色旅游掀热潮红色旅游掀热潮

“五一”假期，遵义市红

色旅游景区迎来全国各地

的游客。人们来到遵义会

议会址等地，寻访红色印记，

亲身体验和传承红色文化。

图为游客在遵义会议会址

参观。

新华社记者 陶 亮 摄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21.2%
本报讯 国家能源局近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社

会用电量同比增长21.2%，全

国发电量同比增长19%。

其中，工业用电同比增长

23.9%，对全社会用电增长的

贡献率高达71%，较 2019年

同期增长15.3%，成为拉动全

社会用电增长的主要动力。

制造业用电同比增长26.6%，

31个细分行业用电增速均超

过 10%，特别是电气器材制

造业、汽车制造业、通用设备

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废弃资

源综合利用业用电同比增速

均超过50%。

不仅是工业用电，工业用

气贡献率创新高。一季度，天

然气表观消费量同比增长

16.1%，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5.3%。其中，工业用气同比

增长27.7%，远超往年平均水

平，贡献率达48.8%；城市燃气

同比增长17.7%，呈现高速增

长态势。此外，油气供应稳定

增长。 （丁怡婷）

服务外包合同额同比增长86.5%
本报讯 商务部发布的数

据显示，一季度，我国企业承接

服务外包合同额4424.9亿元，

执行额2718.2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86.5%和68.8%，比2019

年同期分别增长53%和51%。

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表

示，一季度我国服务外包发展

情况呈现如下特点：

从结构看，疫情加速了数

字化发展，信息技术外包增长

较快。一季度，我国企业承接

离岸信息技术外包（ITO）、业

务流程外包（BPO）、知识流程

外包（KPO）执行额分别为

721.1 亿 元 、306.1 亿 元 和

514.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1.8%、41%和45%。

从市场看，国际市场格局

基本稳定。一季度，我国企业

承接美国、中国香港、欧盟离岸

外包执行额分别为349.9亿元、

317.9亿元和179.5亿元，同比

分 别 增 长 42.5% 、71.8% 和

26.2%，仍是我前三大市场，合

计占我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55%。《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的签署推动企业

积极拓展相关市场，我国企业

一季度承接14个RCEP成员

国服务外包执行额374亿元，

同比增长64.7%，占离岸服务

外包执行额的24.3%。

从地区看，长三角区域和

示范城市引领发展，江苏、上

海、广东等省市行业特色明

显。一季度，长三角区域承接

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777.5亿

元，同比增长 56.1%，占全国

50.4%。3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

市 承 接 离 岸 外 包 执 行 额

1340.3亿元，同比增长55.2%，

占全国87%。

从就业看，吸纳就业能力

进一步增强，解决大学生就业

贡献突出。截至2021年3月，

我国服务外包累计吸纳从业人

员达1314.3万人，其中大学以

上学历834.5万人，占63.5%。

一季度，服务外包新增从业人

员23.4万人，同比增长98.1%，

其中大学以上学历15.2万人，

占64.8%。

（王俊岭）

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0.4%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日前

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

实现营业收入25,498亿元，同

比增长40.4%，比2019年一季

度增长20.9%，两年平均增长

10.0%，高于2019年一季度增速

1.7个百分点，文化及相关产业发

展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

统计师张鹏表示，随着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巩

固拓展，一季度我国文化及相

关产业持续稳定恢复，文化市

场回暖迹象明显，文化新业态

发展保持强劲势头。

文化各行业恢复势头良

好。文化及相关产业9个行业

营业收入全部实现正增长。其

中，创意设计服务、文化消费终

端生产、文化传播渠道同比增速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增长

45.0%、46.2%和50.0%，两年平

均分别增长 18.9%、11.4%和

1.3%；受去年疫情影响最严重的

文化娱乐休闲服务，一季度实现

强势反弹，同比增长101.8%，但

两年平均仍下降9.2%；其他行

业均呈现较快增长。

文化新业态引领作用明

显。从文化及相关产业细分行

业看，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

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

收入 8461 亿元，同比增长

39.8%，比2019年一季度增长

61.5%，两年平均增长27.1%，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1个百分

点。其中，多媒体游戏动漫和

数字出版软件开发、互联网广

告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

器制造、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

制造等4个行业营业收入两年

平均增速均超过30%。

文化企业集聚效应提升。

从区域看，东部地区实现营业

收入 19,690 亿元，同比增长

41.1%，两年平均增长10.2%；

占全国的比重为77.2%，同比提

高0.4个百分点。从城市群看，

15个副省级城市实现营业收入

8479亿元，同比增长44.5%，两

年平均增长12.1%；占全国的

比重为33.3%，同比提高1.0个

百分点。 （邱海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