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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架秒光
加价难寻“捏捏”代拍

“‘捏捏’的价格是128元，代拍费为50元，算起
来这个‘捏捏’的成本已经接近200元了。”自称“捏
圈资深爱好者”的小酷（化名）告诉记者。

在“捏捏”的售卖方式方面，通常，“捏捏”店主
先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新款“捏捏”的视频，后在
微店App上架并定时开售。

“虽然代拍费很贵，但如果仅靠自己根本抢不
到，几百单的库存开售即秒空，想要就只能再多花
钱。”小酷说。

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闲鱼上看到，涉及“捏捏
代拍”的商品为数颇多。

“一般情况下，大店放出即将开售新品的消息
后，闲鱼上就能立刻找到专门针对这家店铺新品的
代拍。根据店铺的火热程度，代拍费普遍在20元
至50元不等。”小酷说。

“为确保能买到自己的心头好，大家都在找代
拍。前几天我就找过一次代拍，但对方以‘店铺上
新量太少，接到的代拍单已饱和’为由拒绝了我。”
另一名“捏捏”爱好者羊姗姗告诉记者。

在抖音上，“捏捏”直播选款也十分火爆。以
“捏捏”爱好者们公认的热门店铺“文清很壮”为例，
记者多次进入其直播间看到，直播期间，网友许愿
上架“捏捏”款式的消息持续刷屏，“捏捏”上架购物
车后随即秒空。店主在直播时多次表示，某些款式
的“捏捏”，目前总销量已过万。

与之前爆火的“史莱姆”和“慢回弹”不同，硅胶
“捏捏”黏性较大，不适合徒手把玩，需装袋再捏。
又因对PVC（聚氯乙烯）袋子是否有害健康普遍存
疑，食品袋就成了“捏捏”爱好者的不二之选。“捏
捏”的火热，也让食品袋生产厂家分到一杯羹。

记者在淘宝平台上看到，在多家售卖食品袋店
铺的评论中，“捏捏”成了关键词。“食品袋生产厂家
永远不知道食品袋被买来到底是要装什么的。”不
少“捏捏”爱好者如此调侃。

价格离谱
绝版“捏捏”奇货可居

前段时间，一则“铁人勇闯捏捏圈，入圈一周就
上万了”的“捏捏”开箱视频在抖音上爆火。其中，
仅4个“捏捏”价格就高达6000元。该买家表示，
这些“捏捏”均在二手市场拍卖而来，所以价格不
菲。在评论区，网友纷纷表示震惊和难以置信。

本是消耗品的“捏捏”，为何二手价格如此离谱？
羊姗姗告诉记者，做“捏捏”的材料包括硅胶胶

水、模具、颜料等，制作过程是将胶水倒入模具，等
待固化后脱模，再进行其他装饰。

“模具会随着制作次数的增加被撑得越来越
大。”羊姗姗说，如果售出的“捏捏”有大有小，就会
引来消费者不满。而且模具越大，消耗的胶水就越
多。因此，店主每制作一批“捏捏”，就会换掉模具，
下次再改做其他款式。“这意味着，很多款式的‘捏
捏’就此成为‘孤品’，二手价格自然水涨船高。”

对于羊姗姗而言，“捏捏”并非只是单纯的解压
消耗品。

“硅胶‘捏捏’的手感很好，捏起来确实非常解
压，但这只是我沉迷‘捏捏’的一个小原因，毕竟解
压型玩具有很多。最主要的是，对于女生来讲，本
来就会喜欢各种可爱的小物件。‘捏捏’的款式都十
分精致，且更新换代速度飞快。对于已‘绝版’的

‘捏捏’，如果是特别精致好看的，我会忍不住高价
买回来。”

入“捏圈”不足两个月的小美（化名）也高价收
了不少“绝版捏捏”。

“我有两个大抽屉用来收纳‘捏捏’，一个抽屉
放着平价的，日常用来解压不心疼；另一个抽屉放
着高价收来的，不舍得捏，直接留作收藏。”小美说。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发现，以某店铺原价105

元的铜锣烧款式“捏捏”为例，此前其在二手市场上
的报价已接近4000元。

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在很多“捏捏”爱好者的
眼里，“捏捏”俨然成为“理财产品”。

“事实上，即便不捏不消耗，‘捏捏’的状态和手
感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如出油和变
硬。长期来看，高价买‘捏捏’非常不划算，也助长
了二手市场无序定价的风气。”羊姗姗说。

记者观察到，目前，上述原价105元的铜锣烧
款式“捏捏”二手报价已大减，但仍超过1000元。

开店简单
门槛很低赚钱不易

记者了解到，“捏捏”的制作门槛很低：几瓶硅
胶胶水、几个模具、一些颜料和小配饰，就能制作出
可以售卖的“捏捏”。

曾短暂做过“捏捏”店主的羊姗姗，对于开店自
有一番心得和感悟。

羊姗姗告诉记者，自己在今年1月入坑，最初
的“捏捏”就是纯色再撒一点装饰物，做工很简单。
短短几个月，市场上的“捏捏”就做得越来越精美，
价格也水涨船高。几十元、上百元一个的“捏捏”已
经成为普遍情况。同时，很多小店主也摸索出了自
己的风格，做大做强。

就在捏圈最热最火的4月，羊姗姗决定辞职在
家专门做“捏捏”。

“一个模具几十元，硅胶胶水更便宜，剩下的就
都是时间成本。如果能大批量制作并且卖出的话，
利润必然很可观。”羊姗姗说。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羊姗姗很快便遇到
了难题。“首先是胶水比例问题。硅胶胶水分A胶
和B胶，不同的调配比例会导致手感的不同。经过
1个月的反复试验，我做出的‘捏捏’总是手感不理
想。接下来是模具的消耗。因为胶水调配的失误，
导致不少模具上的残胶难以洗净，只能全部扔掉。
最后仅做出了几个成品，便宜卖掉了。”

思前想后，羊姗姗决定重返职场。
“开店很难，大店粉丝量大，且都已有团队在共

同运营，产量和手感均不在话下，一次上新就能赚
个盆满钵满，这些都是我不具备的条件，好在我还
没投入很多成本。”羊姗姗说。

不过，也有人成功将个人店铺经营了起来。虽
不瘟不火，但也拥有了一小撮客户。相比之下，“捏
捏”店主落落（化名）投入了更多成本购买制作材
料，且向其他店主学习了胶水调配的比例。

“目前我的顾客数量依然很少，主要是现在‘捏
圈’太卷了。‘捏捏’确实给很多手作人提供了赚钱
的机会，但短时间内大量手作人的涌入，已经让刚
火起来不久的“捏圈”面临饱和。接下来，围绕‘捏
捏’手感和款式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落落说，
直到目前，小店依然未回本。

争议不断
加强监管产品质量

今年4月，一家“捏捏”店主发帖称，因制作“捏
捏”患上急性白血病，临时决定闭店，并随即销号。
虽有不少网友质疑上述店主实为卖惨跑路，但自此
对于硅胶“捏捏”本身以及包装“捏捏”的PVC袋子
是否有毒有害的讨论从未停止。

目前，硅胶“捏捏”基本没有成分说明。记者发
现，部分“捏捏”会在包装袋上贴出“食品级硅胶，禁
止食用”的贴纸。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捏捏”由硅胶和固化剂调
和而成，在等待胶水凝固时会释放甲醛和TVOC，
制作多了会吸入大量有毒气体。

公开资料显示，TVOC是种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有刺激性气味，而且有些化合物具有基因毒
性。TVOC能引起机体免疫水平失调，影响中枢神
经系统功能，出现头晕、头痛、嗜睡、无力、胸闷等自
觉症状；还可能影响消化系统，出现食欲不振、恶心
等，严重时可损伤肝脏和造血系统，出现变态反应
等。

“我在制作‘捏捏’的那个房间里待久了确实会
胸闷气短，所以现在房间一直关着门，非必要不进
入。在做‘捏捏’的时候，也一定要开窗通风，再戴
上防毒面罩。A胶和B胶混合成型的时候可能会
释放甲醛，所以我都是做好就出去，不会多待，直到
需要脱模时再进去。”落落告诉记者。

在PVC袋子方面，公开资料显示，PVC即聚氯
乙烯，曾是世界上产量最高的通用塑料，应用非常
广泛。2017年10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
研究机构公布的致癌物清单初步整理参考，聚氯乙
烯在3类致癌物清单中。

因用PVC袋子封装会使“捏捏”手感更好，目
前“捏捏”成品的“出厂”袋子普遍采用PVC材质。

对此，“捏捏”爱好者们正在展开“自救”：一方
面，一部分店主开始弃用PVC袋子；另一方面，可
热封的食品袋受到“捏捏”爱好者们的追捧。不过，
依然有人难以舍弃PVC袋子的手感。

目前来看，硅胶“捏捏”在制作过程中可能会释
放有害气体成为“捏圈”的普遍共识，但已成型的

“捏捏”是否也存在有害物质、PVC材质的袋子在正
常状态下是否有毒有害都是待解的问题。

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智库专家洪勇提醒，
目前，市场上充斥着大量质量参差不齐的“捏捏”产
品，尤其是“三无”产品，可能带来健康隐患，部分厂
商可能为了追求利润而忽视材料安全。

“此外，过度商业化导致的情感消费陷阱，可能
加剧非理性消费行为。因此，行业需要加强监管，
提高产品质量。”洪勇说。

综合中国商报、中国消费者报

原价105元某款式在二手市场报价近4000元

年轻人又有了“烧钱”的新玩具。
近期，“捏圈”火了，年轻人动辄花几百元、几千元买一款

“捏捏”，半年累计花费上万的消息，冲上热搜。输入“捏捏”，
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关于它的帖子高达十万以上。不少博主的
“捏捏”开箱视频点赞量也在一万以上。

不过，伴随着“捏捏”的火爆，网友对其是否包含有毒有害
物质的讨论也一直未停，目前尚无定论。成为年轻人解压“新
王”的“捏捏”，热度能持续多久也是未知数。

“捏捏”竟成解压神器？

短视频平台上有关“捏捏”的视频备受网友喜爱
图片截自短视频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