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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正经历着一场经济社会环境的
巨变，不确定性是未来一段时期的主要特
征，包括人们未来的收入和消费。”戈艳霞
说，类似“抠组”成员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
群体互助行为，在不确定性的冲击影响下，
这有利于帮助我们接受和适应不确定性，并
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她认为从长远来看，
青年也应该尽量避免盲目跟风、透支消费的
情况，在确保基本生活有保障的情况下，把
钱多花在提升自己的能力上，比如参加教育
培训等。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85后青年教师柴民
权主要研究消费行为。他认为，从社会心理
机制角度分析，年轻人有追求新奇、跟风的
心理，有些人觉得类似“抠组”成员的行为很
有意思或者有点搞笑，所以愿意参与，随大
流、赶时髦，“但这并不是一个很长期的或者
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在柴民权看来，“报复性存钱”和过去的
“精致穷”一样，源于媒体、社会公众、学术研
究等过多强化了年轻一代行为表现的新奇
性或者异质性，不能代表年轻人真的越来越

“抠门”，他们更理智的消费行为是在人生历
程中体验到生活的艰辛后，自然而然产生的
转变。

“我们不要去过度地渲染或者拔高这种
现象，以免社会舆论反过来影响到年轻人正
常的消费观。”柴民权认为，年轻人的金钱
观、消费观背后是广大的社会价值观体系，
需要各个层面共同引领培植。 （中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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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和堂端午特惠冬虫夏草46元/克起
苏和堂南禅寺店（解放南路701号/朝阳公交停车场南侧）400-102-0026

●遗失苏 BM7176 锡 20020580 苏
BM6077锡20020050营运证废

●遗失苏 BX3125 道路运输证
3202923006046声明作废

●遗失道路运输证正副本:苏
BB5166 锡 32020600149、苏
BG0721锡320206005576废

●高芳遗失无锡惠山万达广场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2013年3月1
日开具的装修押金收据，编号：01
00007，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消费观念正从“消费主义”向“实用主义”转变

这些年轻人开始赛着比“抠”？
疫情冲击，给年轻人的生活带来不确定性，也让豆瓣上“抠门男性联合会”“抠门女性联合会”等

小组迅速壮大“出圈”，网络上年轻人纷纷加入各种“抠组”。在网络世界，他们不讳言“抠”或“穷”，反
而以“更抠”为豪。

一时间，一些“月光族”开始尝试从生活的细枝末节处学会节俭。他们在组里分享“0.9元解决一
顿午饭”“自己剪头发”“自行车通勤”等省钱体验；发布“想喝奶茶求骂醒”“关闭花呗的第五个月”“0
消费第一天，立帖为证”等各类求监督的帖子。

以抠会友，交流抠门技巧。分享者津津乐道，浏览者兴趣盎然。这些年轻人比“抠”行为的背后，
带有一些戏谑成分，却也蕴藏着物尽其用、拒绝过度消费的时代心理之变。

安全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贾
小雨的消费观念。

疫情期间，贾小雨失业在家，靠着
先前的存款生活，第一次意识到了

“钱”的重要性。
这名95后开始反思自己此前的

消费观念——买了1000元的衬衣，就
需要买1000元的裤子和1000元的鞋
子去搭配，再买个2000元的包，才能
显得这一身不是假货。

“但实际上，我真的需要这些东西
吗？”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贾小雨决
定成为一个“抠门”的人。

发生转变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她
发现了父母的衰老，希望给父母攒下
一笔养老钱。另一方面在于疫情带来
的危机感，她希望自己以后无论何时
都不被钱难住，能稳定有保障地生活。

和贾小雨有着相同想法的年轻人
不在少数。央行4月28日发布《2020
年第一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
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2.0%，
比上季度下降6.0个百分点；倾向于

“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3.0%，比上季
度上升7.3个百分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
究院研究员戈艳霞认为，受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有的年轻人连续几个月
零收入，不仅当前的生活品质下降，而
且对未来的预期也相对降低。

记者观察到，“抠组”火起来除了
因为一些带有调侃戏谑性质的帖子，
很多组员分享的内容不乏经济实用的
省钱妙招。

“抠友”们总结出五花八门的省钱
妙招：“购物要和公司采购一样，做成
本分析和竞品对比。我曾看到酒店在
卖一款特别好吃的月饼，就直接跳过
酒店找到代工厂的淘宝店购买了”；

“我靠想象就能‘拔草’，比如告诉自己
奶茶、零食又浪费钱还会发胖，就压住
了消费欲望”；“我上淘宝从来不看衣
服鞋子，而是看拍卖不动产频道，有的
不动产只要20多万元还能贷款，能激
励自己不要买其他贬值品”。

戈艳霞分析，购买一件商品承载着
消费者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这些年
轻人消费观念正从“消费主义”向“实用
主义”转变，即他们在消费行为中的精
神需求变弱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不
再像过去那样强烈依靠消费来获取，从
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年轻人消费观念回
归理性；当然，这种转变也将导致对奢
侈品等需求减弱，可能给消费市场供给
侧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变化。”

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年轻人希望在“抠门”的行为方
式中，找到更多乐趣。

出生于1988年的宋鹏(化名)清楚记得自己在“抠门男
性联合会”第一次发帖的原因，“一双拖鞋，鞋面断裂了，用
别针勾起来继续穿”。一瞬间，作为北漂的心酸油然而生，
他决定通过自己的方式，为大家提供一种更加积极的生活
态度，让节约行为有意思、不磕碜。

用闲置物品做手工，是宋鹏的省钱妙计。这个来自陕
西铜川一个普通煤矿工人家庭的男生，几年前只身来到北
京。快节奏的工作压力，让他有些喘不过气。反而是回到
租住的房子，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简单家具、生活用品、玩
具手办，让他变得放松自在。

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手工制品全是就地取材，将网购快
递盒、一次性筷子利用起来，制作过程也让人大开脑洞。“一
个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制作的变形金刚，我设计了每一处零
件，收获了很多乐趣，价值已然无法估量。”

在身边朋友的眼中，“百万张”公众号的运营者张百万
(化名)同样是个“省钱”达人，他曾用700元价格住过标价
6000元的酒店；买了2万元的商务舱，却额外得到两张机
票，算下来比经济舱还要划算……这一切就像他在自己的
公众号介绍中写的那样——“高品质生活≠高花费”。

事实上，追求更高的“费效比”，是这名出生于1989年
的北京小伙一直在做的事情。在他看来，在有限的生命里，
不应该通过降低自己的预期去省钱，而是应该在自己能承
受的花销范围内，尽可能达到或超出自己的心理预期。这
样的想法，可以激发出年轻人的动力，但每一次的目标都应
该脚踏实地。

张百万坦言，自己家境普通，2011年大学毕业后就职
于一家国企，当时每月只有3000元工资，想吃好一点都有
些困难。于是他定下第一个小目标，“吃得比以前好”。这
个目标达成后，他又定下“买得起正版游戏”的小目标……
就是在实现一个个目标的同时，他找到真正带给自己安全
感的奥秘——知识的体量。

“就像‘抠组’的精神偶像——亚裔演员刘玉玲说的那
样，如果你有足够多的存款，当有意外发生，或者有人强迫
你、辞退你的时候，你可以大声地回应‘去你的吧’。”一位组
员表示，很多年轻人希望用攒钱的方式，赋予自己更多选择
的权力。

27岁的郑州女孩原洁是“丧心病狂攒钱小组”成员。
今年4月，她和母亲一起选购了一套住宅，首付45万元，其
中30万元是她毕业4年来的全部积蓄。

此前，母女俩还因为房屋大小有过不同意见，但当原洁
掏出全部存款时，母亲决定尊重女儿的意见。那一刻，原洁
感受到了“经济独立”所带来的乐趣。

于是，在有40多万成员的“丧心病狂攒钱小组”中，她
又为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结婚以前再存20万元当嫁妆。

但原洁同时意识到，攒钱并不适用于所有年轻人，“比如
那种有闯劲、能将金钱当做一种成本开拓型的人。但像我这
样平凡的人，应该学会与自己妥协，早早养成良好的消费观，
增强未来应对风险的能力，获得掌控自己人生的安全感。”

不再被超出预期的消费所裹挟后，年轻人在日常生活
中的种种选择也似乎更加符合自己的本心。

90后上海女孩柴盼倩(化名)有稳定工
作，从小受父母影响培养了节约的生活习
惯，“存钱少会不踏实”。她认为勤奋工作、
简朴生活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觉得控
制欲望的人能办大事。她看过一个香港的
综艺节目，说的是一个男生很抠门，但硬是
攒钱买了小公寓，相亲的“身价”就此上了
一个台阶，找到了满意的对象，还可以自由
布置房子，不用再为房东打工，改变了人生
的面貌。

开源节流，是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
公司青年职工宋佳龙认可的生活方式。农
村家庭出身，宋佳龙深知挣钱的不易。大学
期间，他就通过干兼职、摆地摊、拍摄毕业季
照片来赚取生活费。工作后，他同样希望通
过账户数字的增长带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

“攒钱意味着对未来更有规划。”这名90
后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上下班骑单车，衣服
勤洗不常买。业余时间，他充分发挥自己的
摄影特长，为一些杂志供稿或者拍摄婚礼。
几年下来，他买了房子、有了存款，在城市扎
根。与此同时，他变得更加自律，做工作更
有计划、更高效，工作之余可以腾出更多时
间，专注于自己的摄影爱好。

消费主义转向实用主义

五花八门的省钱妙招

在“抠门”中收获乐趣

高品质生活≠高花费

勤俭节约换取选择权力

勤奋工作、简朴生活
是一种人生态度

更理智的消费行为
是体验到生活艰辛后的自然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