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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的是，互联网上越来越多的人提到“情绪价
值”这个词，年轻的消费者也越来越重视自己的精神世
界，更愿意为“情绪”而付费。如今，购物平台上早已出
现各式各样的、为消费者提供情绪的虚拟商品，如“考试
加油包”“情感树洞”“叫醒哄睡”“失恋安慰”“解压玩
具”等情绪消费品，可谓是花样繁多。

这些产品与以往的消费品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实用性
不大，甚至没有实体产品，但却能为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
的“情绪价值”。对产品和服务“情绪价值”的追求，也
反映了年轻人对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追求，这背后折射出
来的其实是社会文化和消费观念的演变。

传统消费品更为注重实用性，追求为消费者带来物理
上的实际效用。比如，人们购买汽车、家电、房子、手机……
追求的都是产品的实用性。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消
费者对产品有了更高的要求，在产品的实用性之外，更多
看重的是产品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情感满足和体验，最为直
接的表现——则是市场中的体验性消费和情感消费的崛
起。

一个有意思的案例则是，某购物平台2023年年度十大
产品之一是虚拟商品“爱因斯坦的脑子”，在考试季频繁
上热搜。说是“爱因斯坦的脑子”，其实就是顾客在拍下
产品后找客服聊天，客服会为顾客即将到来的考试说一声

“加油”。
就是这样一句简单的加油和宽慰，就为店铺带来8万

多单的销量、3 万多元的销售额。对此，有人觉得是收
“智商税”，但有人却从这个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虚拟服务中
得到了情感满足。这其实就是“情绪”在驱动人们进行消
费。

事实上，为了满足某种情绪而付费的行为，有时比人
们想象中的更加隐蔽。越来越多与付费有关的文化产品或
体验性消费，其“热销”“大爆”的背后都能找到情绪的
源头。比如，去年大火的“淄博赶烤”、哈尔滨冰雪旅游
的火爆，其实都满足了人们的某种情绪需求；短剧能够为
人们提供简单粗暴的“爽感”体验；不同类型的短剧，提
供不同的爽点；大爆的长剧集背后成功集中了当下某一种
时代情绪，从而引发人们的追捧。

这也要求企业要敏感地觉察到当下消费者消费心理的
变化，提供更具有情感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目前，已经有
企业通过打造独特的品牌故事、设计富有情感色彩的产
品，从而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比如，这几年兴起的盲
盒经济，就是一个典型的、直接为消费者提供情绪的商品
案例。消费者购买盲盒主要是享受揭晓惊喜的感觉，以及
享受集齐某个系列产品的满足感。

可以说，“情绪消费”早已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消
费决策。未来，或许会有更多企业在提供商品和服务中，
将消费者的情感和消费体验考虑进去。同时，需要提醒消
费者的是，目前“情绪消费品”市场对于服务提供者的专
业能力、伦理要求、市场监管还未有明确的要求，仍有待
规范。对此，消费者要增加识别能力，不要被无良商家割
了韭菜。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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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消费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消费者
协会近期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
年度报告(2023)》指出，2024年，消费者除了
追求性价比之外，情绪释放将成为影响年轻
一代消费者决策的重要因素，有望打造今后
一个时期新的消费热点。

随着“Z世代”成为“养宠主力军”，以及“拟人化”养宠理念不断深入，我国
宠物市场需求正朝着细分化和多元化发展。这种需求端的升级倒逼品牌从粗
放式经营转向深耕细作，品牌既要提供个性服务打开增长空间，也要精准链接
消费者情绪场，激发共鸣。《小红书2024宠物行业洞察报告》显示，63%的用户
月均宠物消费在500元以上，其中30岁以上的用户更愿意为宠物氪金，月均宠
物消费金额2000元以上的人群中，13%的用户年龄在30—39岁，11%的用户超
过40岁，他们用高标准的产品和多元化的服务构建宠物的品质生活。

宠物食品消费更讲究

消费者赵女士家里养了一只狗和四只猫，每个月的伙食费就是一笔不小
的开销。赵女士告诉记者，刚养宠物的时候并不了解该如何挑选合适的宠物
粮，总觉得进口的、贵的宠物粮才是好的，因此花费了很多钱在购买进口猫粮
和狗粮上。“随着养宠物时间越久，我会研究宠物粮的成分、功效，找到营养丰
富且适合宠物健康状况的宠物粮，也在网上种草了一些适口性好的零食和保
健品一起搭配给它们吃。”赵女士说着，打开了手机备忘录向记者展示她养宠
这五年来做的“选粮功课”。

像赵女士这样曾热衷于高端主粮的消费者并不少，魔镜洞察数据显示，
2023年3月—2024年2月淘系宠物主粮价格在400元以上的产品销售量同比
增长20%，成为一年内宠物食品增长最多的价格区间。业内人士指出，宠物食
品高端市场和亲民路线的增长反映了宠物主对宠物食品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
化。其中，高端市场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宠物主对宠物健康和营养的关注度日
益提高，他们愿意为宠物购买更高品质、更健康的食品，以确保宠物的健康成
长和幸福生活。

网络“种草”品类变得多样化

在赵女士的“选粮功课”中，记者注意到她记录了许多宠物零食的购买渠
道，以及一些宠物零食的配方和制作视频链接。对此，她表示有时担心买来的
零食的配方不够符合家中猫咪的口味，便会记录下来自己购买原材料每周都
进行制作。

在社交平台上“种草”不仅会影响线上决策，也会影响线下决策。网友“森
森”告诉记者，他的狗之前髌骨脱位需要手术治疗，他便在社区群和网络上发布
求医信息，经过网友们的推荐和浏览其他宠物有同样症状的帖文，他找到了靠谱
的医院和医生进行了手术，“本以为只能在网上‘种草’宠物的日用品和食品，没
想到有一天也能‘种草’医院和医生，网友们的分享真的很良心。”森森说。

CBNData宠物调研数据显示，用户在社交平台上“种草”后，89%的消费者
选择转移到电商平台尽心购买；41%
的消费者转移到线下尽心购买；91%
的消费者在一个月内完成消费转化，
影响长期决策。传播星球 APP 联合
创始人由曦认为，线上“种草”可以通
过社交媒体的传播和口碑评价来影
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同时消费者也
会在线下实体店进行体验和试用，从
而影响他们的购买决策。此外，社交
媒体上的“种草”还会影响消费者的
长线决策，因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社交
媒体了解更多的宠物知识和养宠经
验，从而更好地照顾宠物，提高宠物
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来源：消费日报

宠物食品“种”出高端市场

夏日旅游旺季到来，一家海外订房网站的网络安全专家提醒，近来利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AI)技术实施钓鱼诈骗的案例激增，人们在网上预订旅馆时
需谨防上当。

法新社19日援引海外订房网站Booking网络安全部门主管玛妮·威尔金
的话报道，旅客在网上订房往往需提供信用卡信息、身份信息、家庭成员资料
等，如果不仔细分辨真伪，就可能被钓鱼网站、钓鱼短信“蒙骗”。虽然这种欺
诈模式由来已久，但如今诈骗分子日益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骗局“设置
得越发细致”，因而更有可能得手。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利用复杂的算法、模型和规则，从“大规模数据集”中
学习，以创造新原创内容的人工智能技术。这项技术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
超过传统软件，能够生成文本、图片、声音、视频和代码等多种类型的内容。

钓鱼诈骗又称钓鱼式攻击，往往通过欺骗性垃圾邮件、垃圾短信等渠道，
把人引诱到一个经过精心设计、与目标网站非常相似的钓鱼网站，诱使人们
输入用户名与口令、信用卡详细信息、个人资料等敏感信息，整个攻击过程不
易让受害者察觉。

据威尔金估算，在过去一年半里，全球各行业发生的以钓鱼诈骗为主的
网络攻击事件增幅“在500%至900%之间”，“攻击者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比以
往更‘高超’地实施诈骗”。

威尔金说，Booking订房网站与其他多家企业合作，同样借助人工智能技
术对这类欺诈展开反击。这名安全专家呼吁人们提升安全意识，例如不要点
击可疑链接。此外，各类订房网站应加强安全手段，例如不能仅靠用户名和
密码登录，而应增加验证码等环节。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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