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处“信息过载”的
数字消费环境，生活中充
斥着各种促销信息，深陷
其中的消费者又该如何
通过自我心理调适，游刃
有余地“穿行”于网络社
会中呢？

徐立青认为，双 11
在推进电商数字发展、
促进社会物流进步方
面，的确发挥了不可磨
灭的作用，但消费者要
看到电商平台运营的
本质需求和商家的逐
利性。只要遵守诚信
原则和商德，为了促成
销售和获得盈利，商家
发展多种形式的促销
活动无可厚非。消费
者 避 免 跌 落 消 费“ 陷
阱”，最好的方式就是
理性消费，懂得自律才
能获得更大自由，做一
个按需消费的适度消
费者。

树宇飞表示，经济
社会中，以最小代价或
成本获得更多是人性
的普遍认知。对自我
的限制本身就是一件

“反人性”的事，这也是
现代社会对自律高度
褒扬的原因。要想不
被消费主义所扰，消费
者在理性消费之余，也
应多投身更有社会意
义的活动中，从而避免
生活的空虚被购物欲
所填满。

（晚报记者 天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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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11 消费券、大牌折上

折、一起开“新”、首小时半价、

清空1111个购物车……今天

是双11活动正日，不少消费者

正陷于如火如荼的疯狂剁手

中。然而，待热闹褪去，购物欢

喜之心减退，一些沉思涌上心

头。双11究竟是让我们省了

钱还是多花了钱？我们是被算

法推荐绑架了还是享受了个性

化服务？是时候算一算双11

消费利弊得失这笔“账”了。

年度狂欢背后也要留份清醒，以便算算得失利弊“账”：

事关双11的这些灵魂拷问个个戳心

市民郭晓芳是一名买足11
年双11的淘宝资深买家，所以
看到今年的双11促销模式，她
能轻松判断自己是否要参加。

“满199减25和满200减30当
然选后者，这两个套路通常不
会一起出现，最好就是加入购
物车后比较购买”“不要太过相
信折上折，可能折下来只便宜
几元”“消费券往往是有‘起步
价’的，不满一定的消费数额，
有券也白搭”“如果要凑单，最
好先去购物车里优先挑选自己
的清单产品，哪怕多花些钱，总
比买自己不需要的凑单品
好”……对商家的促销套路，她
滔滔不绝。尽管如此，郭晓芳
还是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省了钱
还是多花了钱，但因为凑单而
买了不需要的东西、因为囤货
导致化妆品过期、因为商家的
宣传攻势而冲动消费，这些经
历她历历在目。

事实上，很多消费者都有
相同经历。近日，网易严选
CEO首次回应去年退出双11，
认为双11原本应该是用户通往
优惠消费的一条“大道”，现在
却被众多商家设计成了一座

“迷宫”，充满套路，鼓吹消费主
义，已变了味。对此，源沐心理
咨询中心咨询部主任树宇飞认
为，追求新事物、新意义是人类
的一种基本价值。各种各样的
广告和营销活动不断策划出新
的符号和意义，并把提供新的
消费意境作为打开商品市场的
主要手段。如不少“明星同款
产品”的推介走的就是这种套
路，背后含义是“用了它就能获
得和明星一样的体验和感
受”。消费者屡屡为此买买买，
就是应了这样的获得感与成就
心理，体验某种“意境”，以实现
自身的“使用与满足”。而“精
算”折扣下的囤货行为则切中
了消费者的比较和占优心理，
其实质是在打折的表象下获得
价格优势的优先满足和安全
感，以抵御和对冲后续可能存
在的变化。总之，消费的符号
化与象征化已成为这个时代的
一大特色。避免商家“套路收
割”，消费者要做经济学里的

“理性人”，克制膨胀的虚荣心
和事事占优的想法。

以前，父母总是劝告孩
子“少在网上买东西”，如今
情况似乎倒了过来：越来越
多的市民面对自己六七十
岁的父母，最想说的话是

“不要再在网上买买买
啦”。市民顾明刚70岁的
老父亲沉迷于电商平台购
物，每天都要签收多个快
递，连1元多的小家电开关
维修器材都要网购，因为

“一样的东西两个才1.6元，
实体店里买至少 5 元一
个”。顾明刚认为，父亲之
所以沉迷网购，一来是因为
老年人爱节省图便宜，二来
也是因为平台的各种适老
化引导，以发掘“银发经
济”。

近年来，各电商平台的
确推出了多项帮助老年人

跨越“数字鸿沟”的举措，如
围绕老年群体高频使用的
生活场景，阿里旗下各
App 陆续上线“长辈模
式”。除了亲情账号、亲情
版本，淘宝甚至还结合银发
族日常网络购药需求，推出
了“拍药瓶买药”功能，有针
对性地扫除障碍。此外，很
多专属热线、视频课程等服
务也帮助老年人“扫盲”。

“不过，板子也不能只
打在平台身上。”树宇飞说，
这届老年人多经历过物质
匮乏期，其内心对于物质的
需求或比时下年轻人更强
烈。他们又是“勤俭持家”
的好手，贪图便宜更多的出
发点是为了“不乱花钱”。
网络消费的便捷性、网络产
品的优惠必然提高消费频

次，以致老年人在不知不觉
中就形成了买买买的惯性
而不自知。加上电商平台
的“不满意就退货”政策，让
老年人的购物成本进一步
下降，购物的充实感也能填
充生活闲暇的空虚，从而易
致网购成瘾。她认为，老年
人应开阔心胸，多培养其他
方面的兴趣爱好，以减少用
购物消磨时间。江南大学
资深教授、太湖学院商学院
院长徐立青认为，社会也应
提供更多信息帮助老年人
学习相关知识、减少盲目消
费。“老年人接触社会的范
围有限，因为信息不平衡往
往容易偏听偏信。多向他
们普及商家动机与现代商
业逻辑，有助于减轻这一社
会现象的发生。”

记者在电商平台下单
了一款保温杯，在完成支付
后，页面下侧立即以“你可
能喜欢”的方式推送出多款
产品，有其他品类的保温
杯，也有家用小家电、保暖
床笠等家居类产品。据了
解，“猜你喜欢”是电商平台
的常见功能之一，它能根据
用户的浏览记录、页面停留
时间等数据，在后台汇总成
一份“定制推荐”推送给用
户。通常，这一功能还会以
多次呈现的方式力促用户
完成下单，因此也被看作精
准营销的主要渠道。但在
物品如此充盈的时代，人们
的购买需求如此之多，以致

常常“深陷”于被算法推送
的各种产品推荐中。

徐立青认为，现代社
会有些消费实际上已超出
实际需求的满足，这些消
费行为由物质的消费变成
了精神消费，人们购买某
种商品或服务主要不是为
了实现它的使用价值，而
是为了寻找某种“感觉”、
追求某种“意义”。因此，
现代社会的消费越来越追
求个性和，尽管在这种消
费结构下，商品和服务的
流行性越来越强，而流行
周期越来越短。算法推荐
一定程度上的确能通过精
准需求的推送而实现个性

化服务，让用户更快找到
自己需要的产品。但同时，
精准营销的个性化推送也
会导致用户视野变窄，使个
体沉浸于自己构筑的信息
世界中。这或许也是今年
购物车“抄作业”红火的原
因：人们渴望跨出自己的消
费圈看看。算法推荐能为
商家实现精准营销，但信息
过载的狂轰滥炸也会让人
心生反感，产生“被绑架”的
不适感。因此，无论是商家
还是消费者，都应注意推送
技术“度”的拿捏，商家需诚
信推送和控制刷屏，用户需
通过短暂离开平台的方式
控制自身浏览度。

钱到底是
节省了还是多花了？

这届老年人要防网购瘾了？

被算法推荐“绑架”还是享受了个性化服务？

“信息过载”环境下
如何调适消费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