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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二手”不是捡破烂

上月初，在西安工作的青岛女孩张君洋又一次在朋友圈
“显摆战绩”：一个造型古朴的橡木餐边柜，被她以150元的超
低价拿下。

张君洋告诉记者，如今浏览二手交易APP，看看能否遇到
自己心仪的二手好物，已经成为她的日常。

当问及是什么时候爱上“淘二手”的，张君洋提到了自己的
第一次租房经历。

“我那时刚参加工作，手头并不宽裕，就想买些二手家具凑
合一下。没想到巧遇一位准备处理家具的卖家，大大小小的家
具我买了近10件，仅花了1000多元。”张君洋说，“自那以后，
我沉迷于‘捡漏’，无法自拔。”

从“颜值”与质感并存的家具，到造型别致的装饰品，再到
品牌包包和鞋子……听张君洋讲她淘旧物的过程，明显能感受
到她的兴奋和快乐。

张君洋特意强调：“‘淘二手’不是捡破烂！”
如今，对年轻人来说，闲置交易早已不是难以启齿的精打

细算，而是物尽其用的消费理性。
“我淘到曾求而不得的限量款商品，也买到专柜售罄的热门

款商品，这些东西虽是二手的，但能满足需求。”张君洋笑着说。
对这种说法，大学生王子佩深表认同。

“追求性价比，更在于悦己。‘二手世界’远比想象的精彩。”
王子佩介绍，除了能买到性价比超高的电子产品和各类学习资
料外，二手平台上还能淘到绝版的动漫手办、复古海报和唱片，
以及承载童年回忆的老式游戏机等“宝藏”。

“朋友在二手市场找到了曾陪伴自己整个童年的小兔玩
偶”“舍友之前花50元买到了一台几乎全新的拍立得相机”“从
一位学姐手里淘到了3折的健身卡”……王子佩细数自己和朋
友“淘二手”时遇到的惊喜瞬间。王子佩介绍，“淘二手”已不再
是单纯的节俭行为，而逐渐演变成“另辟蹊径”的生活智慧和彰
显个性的消费潮流。

从藏款盲盒、动漫周边，到小众品牌的香水、复古饰品，再
到自制手工艺品及市面上已买不到的孤品旧物……眼下，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大方地直视自己的需求，在二手交易中赚钱省
钱、表达个性、寄托情愫，也在交易、交换、共享中，寻找“搭子”，
形成独特的社交文化。

“之前在二手交易平台和一个江苏小姐姐交换手办后，我
们加了微信，还约着一起去看过漫展。”王子佩说，如今二手交
易平台也逐渐成为社交平台，不少有相同爱好或者审美一致的
年轻人，在二手交易中找到了自己的“圈子”。

“二手偏见”正在被打破

因时代不同，父母那一代的大多数人对二手交易有成见，
对“用别人用过的东西”总觉得心里不舒服。

但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不一样。
对从事室内装饰工作的王玉婵来说，二手市场就像一个

“游乐场”。
闲暇时间，王玉婵喜欢逛各种旧货市场，老磁带、小人书、

旧年历、富有年代感的器具等，都是她眼里的宝贝。
“在商场买东西，买到的就是商品本身。而淘旧货，‘淘’到

的可能是一段回忆、一个故事，或者一个朋友。”王玉婵说，不同
于刚从生产线上出来的产品，二手物品带着时代印记，带着人
情温暖，是有“灵魂”和温度的。

王玉婵的朋友张倩倩也喜欢“淘二手”，但她是一名实用主
义者。

“价格实惠、东西好用就是‘王道’，万物皆可二手。”张倩倩
是某二手交易平台的“深度玩家”，有着多年二手交易经验的
她，会时不时在社交平台分享“捡漏”攻略。

“有些东西就不存在新旧之分，只有好坏之分。”张倩倩说，“从
不到百元的图书、小家电，到上千元的健身器材、单反相机，我都买
过二手的。性能不打折，价格可能只需要正价的一半或者更低。”

买二手物品，已从上一代人的“不得已”，转变为年轻一代
的“我愿意”“我喜欢”。

而在电子产品领域，“二手货”的吃香程度也远超想象。
近日，一家位于天津市区某商圈一楼的二手手机店内，

“90后”程序员孙鼎亮以8000多元的价格，买下了一台发售价
为15999元的国产某品牌手机。

“现在的电子产品更新迭代很快，买二手的很划算。”孙鼎
亮说，他是个电子产品爱好者，前几年曾跟风追求“尝鲜”，为买
最新款的手机、游戏机等花了不少钱，“新鲜感转瞬即逝，真正
需要买单的是产品性能和使用价值。”

如今，像孙鼎亮一样不再追求“尝鲜”的用户，开始关注价
格更有优势的二手手机。某二手交易平台数据显示，2023年

“双11”期间，二手手机订单同比增长46%。
随着“二手偏见”的消除，不少人更是跃跃欲试，从“买家”

成为“卖家”。家住咸阳市秦都区的谭文，就是其中之一。
“这两天我把旧的平板电脑卖了，‘回血’3000多元。”谭文

打开他常用的二手闲置交易平台小程序给记者展示，出售旧平
板电脑，只需填写型号及性能配置，平台就会根据基本情况进
行估价。之后，卖家根据自己的预期选择卖或不卖，并预约工
作人员上门检测、定价和交易。

“循环生活”传递节俭理念

“如果我说是为了保护地球，你会觉得我‘装’吗？”6月3
日，在西安市碑林区一家门面精致的二手商店，当被问起为何
选择开二手商店时，店主王大璐笑着回答。

王大璐是个学设计的西安女娃，她告诉记者，大学毕业后，
自己便一直尝试创业，但直到今年春节后，这家二手商店开张，
她才觉得心定了下来。

王大璐的二手商店不大，但布置得温馨雅致。衣服、帽子、
首饰、茶具、旧书……一件件旧物精心摆放着。

“可以把闲置品放到店内寄卖，也可以直接变现。”王大璐
告诉记者，目前自己的店还在试营业状态，收益不算可观，但想
到能让更多的人体验“循环生活”，还是很有成就感。

“循环”，如今是王大璐生活的一个标签。
“以前很爱购物，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浪费，直到搬了一次

家，才发现很多东西都被闲置着，甚至有些衣服只穿过一次。”
王大璐说，自那次搬家后，自己就开始选择过极简生活，成为一
名“循环青年”。

“循环青年”其实就是指热爱倒腾二手物品的年轻人。他
们在积蓄有限的情况下，一边通过出售自己的二手物品，享受
钱包“回血”和理财的乐趣，一边以更经济的方式买入喜欢的物
品，实现“变废为宝”、物尽其用。这些年轻人通过二次交易，促
进物品循环使用，传递着低碳环保、勤俭节约的生活理念。

“我开店，就是想把‘循环’这个圈，画得更大一些。”王大璐
说，希望有更多人能体验“循环生活”，在物质上做减法、在幸福
感上做加法。

该省省，该花花

年轻人迷上“二手生活”
二手电商争夺新增量

年轻人的涌入，引发二手电商平台争夺
新的增量空间。

今年 3 月，二手电商平台闲鱼发布数据
称，平台日均交易额已突破 10 亿元，过去一
年有超 1 亿人在闲鱼挂出闲置物品；就在当
天，以爱回收为核心业务的二手电商公司万
物新生集团财报显示，2023年全年，万物新生
营收129.7亿元，同比增长31.4%。

在市场整体扩大的预期下，二手平台正
迎来新的需求高峰。线上，闲鱼、转转、万物
新生、多抓鱼等二手交易平台迅速崛起；线
下，跳蚤市场、二手书店、古着店也迎来复兴，
海尔等一些家电企业也开始发力二手市场。

华泰证券研报分析，中国二手电商市场
参与者众多，目前形成两类鲜明的商业模式
路径，一种是以万物新生、转转为代表的平
台，多集中于 C2B2C 模式，运营模式相对较
重，致力于解决高价值二手物品的标准化定
价与信息不透明问题，谋求解决用户信任度
痛点。另一种是以闲鱼为代表的平台，以
C2C模式为主，运营模式相对较轻，强调社区
属性，专注中长尾非标准化商品的二次流通，
致力于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分层的二手商品购
买需求，谋求建立“逛”的心智。

二手寄卖店服装吊牌上的环保数字

一名消费者在手机交易市场内咨询手机回收业务一名消费者在手机交易市场内咨询手机回收业务
大学校园里举办的闲鱼交易大学校园里举办的闲鱼交易

“不是全新买不起，二手更有性价比。”这句话，显示了年轻人正自信地成为循环经济
主力人群。

近日，转转集团发布了《二手循环交易洞察报告（2024年Q2）》，二手循环市场持续升
温，平台第二季度（Q2）销售订单量同比增长35%，回收订单量同比增长42%。从用户年
龄分布来看，“00后”“90后”成为二手交易主力军。那么，这些爱上“二手生活”的年轻人
到底在淘什么、卖什么？

市场规模已突破万亿元
闲置交易引领绿色消费
作为绿色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闲置交易市场规模日益壮大。不过，货不对
板、维权困难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交易体验。蓬勃发展的闲置交易，还需补上
规范化短板。

闲置不用的小家电，穿过的旧衣服，用不
完的化妆品……如今，“买新不买旧”的观念
发生变化，很多人主动选择买卖二手闲置物
品。对人们而言，闲置交易不仅是一种能够
在省钱的同时践行环保理念的节俭行为，也
是一种寻找个性与文化圈层的新生活方式。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闲置商品日均交易
额已突破10亿元，每天都有400万件闲置物
品在平台上发布，二手闲置市场规模已突破
万亿元。

国务院近期印发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
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出，实施回
收循环利用行动，支持二手商品流通交易。
以绿色消费为主要特征的“二手经济”迎来新
的发展机遇。

“不同于二手房、二手车的高市场渗透
率，我国很多闲置产品都因为回收渠道分散，
并没有进入回收及再流通或处置渠道。”中国
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
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说。未来，还需要进一
步开发线下运营渠道，为更广泛的闲置交易
提供平台。
综合陕西日报、中青报、每经新闻、工人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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