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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经济”蔚然成风
你解锁过哪些重构消费价值的打开方式

“体验经济”的出圈，本质上是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一代不断增长的
消费需求，以更多元的形式反映到消费市场上。同时，它也提醒消费领
域的品牌和商家们，“消费”不再只和商品的外观、功能等客观维度有
关，包括商品本身以及购买商品的整个过程和体验，都会决定消费者是
否愿意为其买单。

这种消费需求的改变，一方面来源于年轻一代消费者对精神需求
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因为市场上有太多传统消费赛道，
已经远远落后于年轻消费群体。因此，在“体验
经济”的影响下，传统行业被重新注入活
力，拉近与年轻消费者的距离，由此
推动了消费市场的多元化
和创新。

文物修复
用指尖感受历史的温度

当代年轻人正以全新的方式拥抱传统文化。
20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的热播可谓这

一现象的重要注脚。这部豆瓣评分高达9.4的纪录片，
不仅让“文物修复师”这一职业走进大众视野，更在年
轻人中掀起了一股“修复热”。

深挖年轻人对文物修复体验热衷的根源，有着极
为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在优质教育资源的滋养下，
新生代对历史文化的理解正在从“知道什么”转向“感
受什么”，而在文物修复过程中，沉浸式体验带来的文
化共鸣，远胜于单纯的知识获取。

另一方面，文物修复这一古老的非遗技艺，在数字
化浪潮席卷的今天，也巧妙地迎来了商业化的全新变
革。科技的发展为文物修复体验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
件，通过数字化手段，文物修复的流程可以被清晰地记
录和展示，一些难以接触到的珍贵文物也能以虚拟的
形式呈现在体验者面前，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和参与
到文物修复中来。同时，商业化运作使得文物修复体
验从过去的小众、专业领域，逐渐走向大众消费市场。

文物保护修复体验作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消费理念
碰撞出的火花，正在成为文化市场中新的增长点。这
种“体验经济+文化传承”的融合发展既满足了当代消
费者对深度文化体验的渴求，又为非遗技艺的活态传
承开辟了新路径。随着AR/VR等新技术的深度应
用，以及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不断完善，文物修复体验
有望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生态，在实现文化价值
转化的同时，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DIY手工
从“剁手”到“动手”

在体验经济席卷消费市场的当下，一些年轻人不
再满足于单纯的商品购买，而是渴望通过消费获得情
感共鸣与创造参与感。这股风潮在二次元领域表现得
尤为突出，不少资深的“老二次元们”解锁了DIY手工
这个新的爱好。这种从“购买体验”到“创造体验”的升
级，正在成为年轻人表达自我、连接同好的重要方式。

随着二次元DIY手工热度飙升，整个产业链条迅
速被激活。原材料供应商成为首批受益者，为了满足
爱好者对各类材料的需求，纷纷推出丰富多样的原材
料套装。这些套装不仅包含基础的黏土、布料、颜料
等，还贴心搭配了详细的教程。同时，为降低爱好者的
创作门槛，商家还推出了预制组件，比如已经切割好形
状的流麻边框、印好图案的拼豆模板等，大大节省了制
作时间。

线下市场同样热闹非凡，手作工作室如雨后春笋
般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扎根，除了提供制作材料，还会提
供完整的咨询和协助的服务。

依托圈层文化的独特优势和完善的线上交易生
态，越来越多的手工爱好者正将兴趣转化为事业。然
而，手工定制行业特有的“小而美”属性，既赋予了作品
独特的收藏价值，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发展瓶颈——
个性化定制导致产能受限，精细工艺推高时间成本。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手工艺人需要经历漫长的流
量积累期，即便成功打开市场后，如何维持稳定的客源
仍是持续经营的难题。

在体验经济的大背景下，二次元DIY手工已然成
为消费市场的新风口。它不仅为年轻人提供了展现创
意、抒发情感的舞台，更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发
展，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据惊蛰研究所、21财经、南财号

组团打野
化身当代“王宝钏”

今年春天谁能想到，曾经被视作“老年人专
属”的挖野菜，如今成了都市青年的新宠。打开小
红书搜索“挖野菜”，满屏都是年轻人晒出的“战利
品”，有人驱车两小时就为找一片野菜地，有人对
着手机教程现学现挖，有人把挖来的野菜做成精
致料理。还有人把挖野菜拍成vlog，配文写着

“今日打野战绩”，把田间地头玩成了游戏副本。
挖野菜活动具有典型的“零消费”特征，参与

者几乎不需要任何金钱投入，只需要拿上一把小
剪刀、一个菜筐子、几个塑料袋，便可以向野菜地
进军。埋头苦干一下午，不仅一分钱没花，还收
获了一大筐“大自然的馈赠”。挖野菜高频动手
的属性，就像拼乐高一样，让人能彻底抛开工作，
完全沉浸下来，更重要的是，野菜还具有独特的
健康属性，迎合了现代人对绿色食品的追求。

美团数据也显示，刚刚过去的清明假期，
“打野（挖野菜）”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228%。
有趣的是，这场“野菜狂欢”还催生了不少网络
热梗，“挖野菜”成了检验感情的标准——“能约
出来挖野菜的都是真朋友”，也有人自嘲是“王
宝钏”，在野菜堆里寻找爱情的真谛。

城市寻宝
上演现实版“塞尔达”

在胡同的砖缝里，可能藏着一枚手工徽章；
在路灯杆下，或许贴着一张写满谜语的纸条；在
老墙上，说不定就画着指向下一个地标的暗号
……最近，在各大社交平台上，不少年轻人在城
市不经意的角落里埋下“宝藏”，将藏宝线索发
布在网上供人解谜寻宝，刷到的网友遵循线索
在城市街巷穿梭，上演一场现实版的“先到先
得”大作战。

这种结合了探险、解谜、社交的活动，被称
为“城市寻宝”，英文名为“City Hunt”。“宝
物”的种类丰富多样，从手工制品、文创产品，到
书籍、零食，甚至是现金红包，线索的设置也极
具创意，涵盖了文字谜题、图片暗示、地理位置
信息等，想要快速找到藏品，需要参与者具备观
察力以及对城市的了解。

城市寻宝的玩法在国外历史更为久远。早
在2000年，随着GPS技术的民用化普及，一个
名为Geocaching的网站便已面向全球寻宝爱
好者开放，今年恰好迎来其成立25周年纪念。
根据该网站数据显示，时至今日，全球范围内已
有数百万爱好者投身其中。在这个平台上，爱
好者们可以分享藏宝地点、交流寻宝经验，其足
迹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城市寻宝已然成为一场
全球性的趣味探索热潮。

沉浸剧场
是剧中人也是局中人

在传统剧场之中，灯光渐次暗下，大幕缓缓拉开，观众
们安静地端坐于座位之上，静静观赏舞台上演员演绎的戏
剧故事。在这种约定俗成的观演关系里，演员负责表演，观
众负责观看，彼此之间仿佛隔着一道无形之墙。然而如今，
这道墙正逐步被打破，一种全新的戏剧形式——沉浸式戏
剧正蓬勃兴起。

在沉浸式戏剧的世界里，观众永远无从知晓下一秒会
与哪个角色不期而遇，也无法预判自己的选择将怎样影响
故事的发展脉络。这种充满未知与惊喜的表演形式，正成
为年轻人体验式消费的新宠，同时也在悄然重塑演艺产业
的商业模式。

在体验经济时代，年轻人愈发追求“在场感”“参与
感”。沉浸式戏剧精准捕捉到了这一消费趋势，成功将传统
的单向观演关系转化为多向互动体验，为年轻消费者带来
前所未有的戏剧感受。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沉浸式戏剧开创了全新的盈利模
式。传统戏剧主要依靠门票销售获取收入，而沉浸式戏剧
却开拓出“体验＋”的商业想象空间。有的沉浸式剧场与餐
饮品牌合作，观众能够在观剧过程中享用定制餐点；有的剧
场则推出“戏剧＋住宿”套餐，让观众得以在故事发生的场
景中留宿体验；在文旅领域，沉浸式戏剧同样发挥着重要作
用，一些地方打造出戏剧主题街区，在这里，互动体验活动
和戏剧元素无处不在，真正实现了文旅与戏剧的有机结合。

学术酒店
知识的另一种体验

在消费升级与降级并存的今天，年轻人正在用显微镜般
的洞察力重新解构“性价比”的定义。当一部分人还在为五
星级酒店的泳池和下午茶支付溢价时，另一群年轻人已经悄
然“住进”大学校园，用相当于经济型酒店的价格体验到了教
授客房。这种被称为“学术酒店”的新兴消费模式，正在用知
识分子的“体面”和实惠的价格解锁别样的居住体验。

在住宿的诸多选择中，学术酒店属于相对小众的那一
类。它们往往坐落于大学校园或周边，装修风格虽常被调
侃为“老干部风”，却有着一种质朴而沉稳的韵味。不同于
五星级酒店追求的极致奢华与时尚潮流，学术酒店更注重
功能性与实用性，床铺舒适、卫浴设施完备，基本的住宿需
求都能得到满足，该有的一样不少。然而，其价格却远低于
市场上同类型酒店。对于预算有限却又渴望优质住宿体验
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

真正让年轻人趋之若鹜的，远不止价格标签，还有那份
沉浸式学术体验和一系列独特的附加价值。在华东师范大
学的交流中心，住客拥有专属的24小时阅读空间；身处清
华大学核心区域的甲所宾馆，四周弥漫着深厚的文化气息，
每一步都似乎在与历史对话；而厦门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
心，则赋予住户“食堂自由”……这些看似平常的校园生活
片段，组合成了一种难以复制的“知识通行证”——让社会
人得以短暂地撕掉职场标签，重新体验那个充满可能性的
学生时代。

这种消费理念的延伸，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以更加鲜
活的形式呈现。当夜幕降临，一群年轻人聚集在学术酒吧
里，在微醺状态下探讨商业创业或是艺术创作，在轻松氛围
里触碰知识边界，这种去等级化的知识传播，正在打破传统
学术交流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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