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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二次元文化持续升温，购买
徽章、盲盒、立牌等“谷子”(二次元IP
周边产品)正成为年轻人表达热爱的
常见方式——从“吃谷”(购买周边)到

“端盒”(整箱购买盲盒)，爱好者们为
收集心仪款式投入大量金钱和时
间。然而，这股消费热潮背后也潜藏
着冲动消费、盗版泛滥、天价炒作等
风险。

近日，宁波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以下简称“宁波市消保委”)针对

“谷子经济”背后的消费乱象发布警
示，结合多起真实案例，揭露“谷圈文
化”的四大消费陷阱，并提供全方位

消费指引，呼吁社会关注青少年非理
性消费问题。

一案例显示，中学生小王(化名)
为抽中某动漫盲盒隐藏款，累计花费
6000元“端盒”5箱，却收获30余个
重复普通款。宁波市消保委抽样发
现，部分盲盒未明示抽取概率，消费
者难以获取关键信息。

与此同时，低价盗版福袋的横行
令不少人抱着“捡便宜”的心态中
招。有些二手平台和微商打着“9.9
元福袋”“清仓特惠”噱头销售产品，
却往往以劣质盗版填充，部分产品还
含有毒害成分。

另一案例显示，消费者小吴(化
名)花费50元购买“热门IP福袋”，却
收到了掉漆的徽章、变形的立牌，且
这些产品经鉴定均为盗版，商家却以

“随机发货”为由拒绝退款。
还有案例显示，市场上存在商家

联合黄牛制造“限量绝版”焦虑，诱导
青少年高价囤货的乱象。宁波市消
保委追踪发现，部分“限量谷子”二手
价腰斩现象普遍。

此外，更为隐蔽的是社群攀比带
来的“隐形PUA”式消费。部分“谷
圈”社群以藏品稀有度划分圈层，宣
扬“无稀有款不配混圈”的畸形价值

观。高中生小傅(化名)为融入社群，
借款5000元购买高价二手徽章，因
无力偿还被列入征信黑名单。

宁波市消保委提醒：在购买盲盒
时，应要求商家公示抽中概率并警惕

“保底”“必中”等话术；选购福袋或二
手周边时，要认准官方防伪标识，拒
绝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低价陷阱”；面
对限量产品，要牢记周边非理财产品
的属性，警惕“绝版复刻”等营销话
术；远离那些以“晒谷攀比”制造焦虑
的社群，用健康的线下展会或同好交
流取代冲动消费。

（中新网）

2024年末，“中国 iOS应用商
店游戏畅销榜”出炉，冠军是一款名
为《恋与深空》的乙游。另外，叠纸、
网易、灵犀互娱等，都推出了乙游产
品，如《世界之外》《如鸢》等，均收获
了不错的流水。乙游玩家展现出惊
人的消费能力：根据2024年天猫

“双11”销售数据，叠纸心意旗舰店
在潮流玩具店铺销售榜中表现突
出，位列第二。

“乙女”一词源自日语，意为少
女。乙女游戏就是以女性玩家为主
要受众、围绕着一个女主人公和多
个男性角色展开剧情的互动游戏。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游戏市场

开始出现以女性为受众的恋爱模拟
游戏，它们以女性视角展开，发展情
感关系。日本光荣株式会社1994
年发布的游戏《安琪莉可》广受好
评，对乙游的全球推广起了重要作
用，被认为是乙游的开山之作。

2017 年，随着国产乙女游戏
《恋与制作人》上市，这片“粉色疆
域”正裂变为现象级文化风口。游
戏厂商在技术、玩法与题材上不断
创新，希望借此抓住女性玩家的
心。《恋与制作人》《时空中的绘旅
人》等游戏，凭借精美的制作和触动
人心的剧情，吸引了大量玩家；《世
界之外》采取穿越模式让玩家体验

多样的情感旅程；《光与夜之恋》除
了传统的剧情推进外，还融合了卡
牌收集系统和弹幕消除的战斗玩
法。

乙女圈内部文化和规则不断发
展变化，形成了独特的社群，并围绕
游戏培育出一个包含厂商、玩家、
coser(角色扮演者)、同人创作者等
在内的庞大生态圈。过去几年，乙
游一直被视为游戏行业的“小众”赛
道。2024年以来，乙游成为一种新
主流，玩家群体庞大、黏性高，还热
衷于购买IP联名服饰、BJD玩偶(球
型关节人偶)、cosplay(角色扮演)、
立牌以及娃娃等周边产品。

乙游，一些年轻人的恋爱“代餐”？

乙游，即乙女游戏，作为年
轻女性在虚拟世界中的“自留
地”，它一方面体现了社会观念
的变迁，另一方面为游戏产业
收获了可观的流水。开发、推
广乙游的过程，见证了现代社
会女性消费力量的崛起。乙游
不断升级和迭代的剧情，不但
反映了社会的现实需求，也能
让一些女性在“情感乌托邦”里
更好地看见自己。

《《恋与深空恋与深空》》海报海报

宁波消保委警示：“谷子经济”消费别冲动

乙游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还面临着
争议和挑战。如何在关照青年情绪消费
需求的同时，让乙游健康有序发展，还需
要更多智慧和力量的加持。

作为一种消费行为，游戏玩家在解锁
任务的同时，也在购买自己的身份认同。
在乙游中，通过消费行为，玩家可以构建
与男主角的关系——消费的额度越高，与
对方的互动感就越密切，产生的身份代入
感也就越强。面对游戏世界的消费陷阱，
玩家在享受乐趣的同时，也应避免过度

“氪金”(游戏术语，指充值消费)，保持理性
消费、健康娱乐的理念。

部分年轻人缺乏现实中的情感支持，
玩乙游成了一种逃避现实、缓解孤独感的
方法。尽管数字世界可以编织一段浪漫
的关系，提供多样的情感体验和情绪价
值，扮演情感宣泄的出口，但长期沉溺在
虚拟亲密关系中，玩家或因此而逃避现
实。

心理学家提醒，在乙游中，因算法而
“被选择、被拼接、被想象”，容易过度沉迷
不能自拔，对现实中的恋爱感到失望，并
由此疏远、拒绝，甚至脱离真实的社交关
系。在享受游戏带来乐趣的同时，要保持
理性和自我认知，厘清虚拟世界与现实世
界的边界。虚拟世界再美好，也不能取代
现实生活，更不能让游戏成为逃避现实的
工具。

在乙游世界徜徉的同时，请不要忘记
欣赏现实的美好，请记得保持对现实生活
的热爱。毕竟，只有现实中的成长和体
验，才能真正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

（半月谈）

乙游反映了现代女性对情感生
活的向往。可以说，乙游不仅是消
遣娱乐，还是一种文化现象。

从体验出发，乙游的设计充分
考虑了女性心理需求，融合了浪漫、
梦幻与感性元素，为玩家提供了自
由、安全、浪漫的情感体验空间。玩
家可以深入体验爱情、友情、家庭等
丰富的场景，从游戏中获得情感上
的满足，感受到被关注、被包容、被
接纳。

乙游的流行，反映出年轻人对
传统恋爱模式的颠覆。在虚拟空间
中，玩家可以根据喜好，选择不同类

型、不同风格的角色，并与之发展出
各种浪漫关系。玩家不再是被动的
观众，而是故事的主角，体验双向互
动的情节。这种高度沉浸式的体
验，是乙游吸引玩家的重要原因。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乙游提供的
这种体验虽然虚拟，却可以成为玩
家的一种情感寄托，成为其表达自
我、寻求认同的平台。在游戏中，玩
家正视自己的欲望，学会如何构建
平等、健康的关系，逐渐成为一些人
的恋爱“代餐”。

不局限于甜蜜的恋爱故事，一
些乙游还融入了冒险、成长元素，更

注重平等互动——玩家可与男主并
肩作战，共同面对困难。这种设定，
赋予玩家更多自主性，展现了更复
杂的情感层次，以及女性角色的成
长空间。有的挑战与现实生活紧密
相连，为玩家的个性成长提供了锻
炼机会，为生活积累经验值。

调查研究证实，乙游能对女性
的恋爱观产生一定影响。游戏提供
了一种安全的情感实践空间，玩家
通过面对种种情感难题、处理复杂
的人际关系，学习如何与异性相处、
表达自己的情感，从而助力玩家的
人格成长。

“粉色疆域”裂变出文化风口 从爱情神话回归现实日常

在恋爱“代餐”中学会建立健康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