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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轻一代成为消费主力军，他们对情感满足和精神享受的需求
日益旺盛。当购物遇到心灵，一场满足情绪价值的消费热潮悄然兴起。

中消协近期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3）》提
出，202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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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朝阳区大望路的合生汇商场
内，正在挑选解压玩具的何凯告诉记者，

“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会买一些解压玩
具，像指尖陀螺、减压魔方等。这些玩具虽
然不贵，但真的能让我放松一下心情”。很
多像何凯一样的消费者选择购买解压玩
具，初衷并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在紧张
的工作之余找到一丝快乐。

在上海工作的李盈莹是解压玩具的忠
实爱好者。她经常会在网上购买有好寓意
的摆件，如代表“好运连连”的水培四叶草、
写着福字的彩色键盘贴画、卡皮巴拉木鱼
等，摆放在办公桌上。“每次看到这些东西，
心情都会莫名地好起来，让人觉得很幸
福。”李盈莹说。

如今，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愿意为情
绪价值买单。在网购平台上，一款标价约
5元的胡萝卜兔解压玩具销量达到10万件
以上，不少带有情绪抚慰价值的文字型手
机壳、T恤衫也成为热门选择。

与以往的消费需求不同，情绪消费的
商品实用性不强，有些甚至没有实体产品，

通常商品页面会标注“虚拟产品无需物流
发货”等字样。去年，淘宝公布的年度十大
商品中，“爱因斯坦的脑子”独树一帜，成为
历年来首个入选年度商品的虚拟商品。这
是网购平台近年兴起的一种情绪价值服务
产品，卖家把带有爱因斯坦头像的图片挂
在商品页上，标价几毛钱，下单后客服会通
过聊天界面给顾客加油打气。“爱因斯坦的
脑子”这类虚拟商品看似小，却也蕴藏商
机。来自邢台淘宝村的“00 后”张建茜发
现平台上“爱因斯坦的脑子”拥有热度后，
果断在自己的网店上架了这款产品，一年
就卖出了7万单。此外，虚拟蚊子、孤寡青
蛙等虚拟商品也成为网购平台年销量超百
万的热门单品。“爱因斯坦的脑子”“莫生气
戒尺”等产品的出现，满足了年轻人的好奇
心和释放情感的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楠玉表示，情绪消费主
要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精神层面需求的消费
形式，实现消费者的情绪释放、情感体验以
及精神享受等，具有消费虚拟化、行为符号
化、心理补偿性等特征。

为情绪买单成趋势1

最高法司法解释：
缺陷产品造成的自损，
属于产品责任赔偿范围

催生新场景新业态2
“情感树洞”“叫醒哄睡”“失恋安慰”等

当下年轻人的情绪消费方式可谓花样繁
多。他们热衷为情绪价值买单的消费新理
念，不断创造出新的消费场景，同时催生了
一系列以疗愈、冥想、手工DIY为代表的线
下新业态。《2024中国青年消费趋势报告》
显示，近三成受访年轻人会因为情绪价值
疗愈身心而进行消费。

在北京海淀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白
领张旎告诉记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
会选择去做一些手工艺品，比如编织、陶
艺、插花等。这些手工活动不仅让我心情
放松，还能让我感受到创作的乐趣和成就
感”。张旎的话道出了许多消费者的心声，
他们渴望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情绪出口，
做手工正是这样一种有效途径。

“90 后”消费者李浩宇则对疗愈服务
情有独钟。“我经常去体验正念冥想和芳疗
SPA，这些服务让我从繁忙的工作中抽离
出来，专注于当下，感受身心的放松和宁
静。”李浩宇表示，精油的芳香萦绕整个屋

子，环境私密又舒适，他愿意为这种能够带
来心灵慰藉的服务买单。

美团平台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疗
愈”一词搜索量增长256%。同时，疗愈类
服务供给快速上升，当前平均每月上线
1000多个服务新供给，“疗愈+SPA”占七
成以上。

楠玉表示，年轻人更愿意为情绪价值
买单，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
水平的提升，其精神层面的需求日益凸显，
人们更加注重情绪满足和感受体验。对幸
福、满足等积极情绪的向往和追求，不仅影
响着消费选择和消费行为，也逐渐演变成
一种消费模式。对产品和服务“情绪价值”
的追求折射出消费者对高生活品质和幸福
感的追求，反映出社会文化和消费观念的
变化。另一方面工作和生活压力也催生出
更多的情绪消费需求，需寻求情绪发泄的
出口。不少青年群体会面临更多工作、家
庭、收入和健康方面的压力，其消费需求呈
现出从功能性向情绪性的转变。

正确引导规范发展3
从“买一个让自己开心的商品”到“买

一个商品让自己开心”，正如不少专家所观
察的那样，年轻一代消费者追求的不只是
商品，更是一场“心灵按摩”、一剂“情绪解
药”。

天眼查专利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市场
上与“情绪”相关的专利超过3700项，表明
企业越发重视对情绪价值的挖掘。“青年群
体热衷为情绪价值买单的消费新理念，将
不断诱发商家创造出新的消费场景，形成
独特的情绪经济。企业在提供商品和服务
时，应更多地考虑消费者的情感和消费体
验，才能更好地抓住消费机遇，激发消费潜
能。”楠玉说。

情绪消费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也
面临“情绪消费品”市场监管的缺失，对服

务提供者的专业能力和伦理规范没有明确
的规定和要求，从而出现一些不容忽视的
问题和漏洞，如泄露消费者隐私、提供不正
当服务、不合理收费等。

对此，楠玉建议，情绪经济是一种新兴
的消费现象，需要正确引导和规范发展，要
加强对情绪消费品市场的监管，确定合法
边界，规范行业标准，建立有效的投诉和预
警机制，避免可能存在的市场风险和消费
纠纷。同时，消费者应增加辨别能力，理性
消费虚拟商品，注意在消费过程中保护个
人信息和隐私安全。作为社交替代品，部
分情绪消费往往是虚拟的温情服务，可以
在现实生活中加强社交活动和人际交往，
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

据《经济日报》

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消费者
购买的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消费者人
身财产受损的同时产品自身也损失
了。这些损失，是否都算产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表
示，产品责任是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
他人损害时相关责任主体应承担的侵
权责任。缺陷产品造成他人损害的事
实，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对于
产品责任中财产损害的范围，普遍认
同包括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的损
失，但对是否包括产品自损，立法过程
中和司法实务中都存在一定争议。

对此，近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明确将缺陷
产品本身损害纳入侵权责任范围，更

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司法解释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

造成买受人财产损害，买受人请求产
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赔偿缺陷产
品本身损害以及其他财产损害的，人
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二
条、第一千二百零三条的规定予以支
持。

“对缺陷产品财产损害事实的认
定，应当立足于我国国情从保护消费
者角度作出解释，以符合人民群众对
缺陷产品造成财产损害的一般认识。”
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表示，消费者可
以通过提起一个侵权责任纠纷诉讼，
一并主张赔偿产品自损以及缺陷产品
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这有利于及
时、便捷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科学“加奶”不犹豫
食品专家回应奶制品五大流言

奶制品营养丰富。根据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今年4月
发布的“减油、增豆、加奶”核心信息，充足摄入奶及奶制品有益于人体健
康，尤其有利于肌肉和骨骼健康，建议每天摄入300毫升至500毫升液
态奶或相当量的奶制品，并加大针对性科普宣传。

但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大多数居民的奶及奶制品摄入量远低于
推荐量，除了有些人不习惯奶制品的味道，也有些人因为网络上一些流
言而不敢喝奶或不愿喝奶。记者日前采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陈君石，请其对部分流言“科学纠偏”。

A 中国人不适合饮奶？合理摄入可缓解乳糖不耐

据介绍，全球人口约 65％存在不
同程度的乳糖不耐受，表现为喝奶后
腹胀、肠鸣、腹泻等，东亚地区属于乳
糖不耐受高发区。

“但乳糖不耐不等于不能喝奶，
合理摄入奶制品可以缓解甚至避免

乳糖不耐。”陈君石举例，比如喝奶可
以少量多次，逐步提高肠道适应性；
可以将牛奶与其他食物搭配，缓冲肠
道反应；可以选择酸奶、奶酪等发酵
产品；也可以选择经乳糖酶处理的牛
奶。

陈君石介绍，全脂奶提供脂肪的
同时，也提供优质蛋白和钙。此外，全
脂奶可以提供更好的饱腹感，乳脂带
来的香味和醇厚口感也是脱脂奶不具
备的。

“对于高血脂人群，脱脂或低脂奶
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其他人则可根
据喜好选择。”陈君石说，应关注膳食
脂肪摄入的总量，与其控制乳脂，不如
减少烹调油。

陈君石表示，牛奶的保质期长短
与加工工艺有关，常温奶并不需要加
防腐剂。

据介绍，常温奶的加工工艺是通
过瞬时高温灭菌处理并采用无菌包装
技术，使终产品处于无菌状态并隔绝

外部微生物的进入，无需防腐剂就可
存放数月甚至更长时间。

“常温奶和巴氏奶都是很好的营
养来源，适应不同的保存方式和消费
场景。”陈君石说。

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据介绍，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大
多数国家和地区禁止使用牛生长激
素。我国相关法规规定，在饲养料里
不允许添加生长激素。

“通过科学喂养和管理，奶牛可以提
供充足的原奶，不用打激素。”陈君石表
示，奶牛产奶周期在280天至300天左
右，这可以通过科学的周期管理实现。

B 奶牛产奶靠激素？科学喂养可提供充足原奶

据介绍，橙汁中有大量酸性物质，
可以让牛奶里的蛋白质聚团、沉淀，这
是正常现象。牛奶在胃酸的作用下同
样会发生沉淀，这也是正常消化过程，

不影响营养吸收。
陈君石表示，牛奶和橙汁以及其

他绝大多数食物可以按照个人喜好搭
配，不存在所谓“食物相克”。

C 脱脂奶更健康？主要针对高血脂人群

D 牛奶不能搭配橙汁？可按照个人喜好随意搭配

E 常温奶加防腐剂？保质期长短与加工工艺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