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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的小齐又一次来到北京王

府井喜悦购物中心，并且在“谷子店”

门口拍了个自拍，这是她喜欢溜达的

地方。购物中心的地下第二层宛如

一个“超自然”的奇妙世界——来这

里的年轻人，有身着可爱的定制服装

和装备的，也有玩Cosplay将自己打

扮成喜欢的动漫角色的，整个环境看

上去十分炫酷。

这里的商店卖的商品也有些与

众不同，其中有很多是动漫主题的小

物件和玩具，商场中心处有一个销售

徽章、卡片、丙烯酸塑料人像以及各

种各样怀旧商品的市场，人气火爆。

所谓的“谷子店”，指的是销售二

次元周边产品的店铺（“谷子”一词来

自于英文goods，即“商品”的音译，涵

盖种类十分广泛，囊括钥匙扣、挂件、

卡片、拍立得、玩偶等产品，可以广义

地界定为漫画、动漫、游戏等IP作品

的衍生产品）。“谷子”通常设计逼真、

包装精美，有时候还会以盲盒的形式

销售；“谷子”的玩家通常以年轻人为

主，对于他们来说，购买“谷子”不仅

仅是为了收藏，也体现了一种生活方

式，是一种个人对动漫文化的审美趣

味，并通过收藏建立与动漫文本的情

感链接。

Z世代文化消费的“购买力”

动漫游戏衍生品的“生长力”

“酷乐潮玩”上海久光中心店是酷乐
潮玩首家集市旗舰店，内部空间涵盖 15
个不同的兴趣主题小店，收纳了 8000 多
种潮流“尖货”。

根据其创始人邬胜峰的设想，这家店
将被打造成“购物中心里最热闹的地方，
带有更强的社交属性，汇聚有趣的商品和
有趣的人，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结伴来这
里玩，感受赶集淘的乐趣，做超好玩的‘潮
玩集市’”。这家店遵循的底层逻辑是将
集市打造成Z世代的社交场，丰富年轻消
费者的生活形态。

店里的空间设计划分为15个主题馆，
品类涵盖年轻人生活的各方面，满足消费
者全方面的需求，比如IP趣集地主题馆，
Warbie、海绵宝宝等IP周边。在内容填充
方面，店内不仅有基础的IP产品系列，盲
盒潮玩类比重也更高。主题馆的人格化
和戏剧性，增加了顾客来这里探索的趣味
性：主题馆内的店员化身为 NPC（non-
player character，意为非玩家角色），主动
与进店的消费者互动。

酷乐潮玩也将选品和消费者洞察力
复制到线上，辐射更多的消费客群，打通
线上线下的流量。酷乐潮玩小程序、社群
和App在线上为品牌积累了流量池，采用
私域叠加的方式，打通线下集市与线上门
店的销售闭环。

早在 2021 年 7 月，深圳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
质创造消费新需求的行动方案》，明确
提出“针对年轻群体发展文化消费新
业态，积极开发适应‘95 后’年轻一代
消费特点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打造更
多网红打卡点和标志性多元化消费平
台，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迈上
新台阶”。

1995 年至 2009 年间出生的 Z 世代
享受着经济全球化与数字化带来的发
展红利，在文化消费中表现出对情绪价
值、品质文化的认同，青睐个性化的表
达与自我彰显。上海宝德集团投资人兼
总经理斯绍华认为，“相较于过去消费对
产品实用性的强调，Z 世代更偏爱产品
对于情绪价值、文化趣味的缔结，倾向于
寻找同一个‘圈子’。”Z 世代的消费观念
有着独特的需求，其显著的特点是对圈
层文化的推崇与扩散。

正是契合了互联网的传播特质，快
手、小红书、抖音等平台建立起了庞大
的关键意见消费者的资源库，实现文化
趣缘的快速搜索和同类匹配，北京师范
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院长杨
越明认为，“各类文化产品向美而生、蓬
勃发展，反映出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Z 世代的消费，购买的正是产品身
上的文化附加值、创意附加值、情感附
加值。

成都天府红购物中心的二次元文化气氛扑面而来

契合Z世代需求的
商业“成长力”

上海天安千树购物中心

小齐说：“这里我常来，因为‘谷子店’
会经常上新。”

作为“谷子店”的常客，小齐现在也有
了自己的粉丝，商场里经常会有人找她合
拍。她平时喜欢cosplay的扮相，化妆、戴
假发、穿定制的动漫服装，形象设计仿照
动漫作品“排球少年”排球部二传手角色
孤爪研磨。伴随着互联网文化的兴起，像

“谷子”这样的动漫游戏文化衍生品迅速
走红，拥有不小的市场。

一位姓薛的北京“谷子店”老板说，

“这种趋势不仅在一线、二线城市流行，甚
至波及到了三线城市。像北京王府井喜
悦购物中心、上海百联ZX创趣场店和潮
流盒子·武汉 X118，都已经做了场地改
造，将整层甚至整个店都打造成卖类似产
品的场所或文化空间。”

二次元用户的群体日趋庞大，成为一
股不容忽视的消费力量。援引《中国二次
元内容行业白皮书》一组数据，初步统计
2023年二次元用户规模达到4.9亿人，其
中核心二次元用户达1.2亿人。

位于上海南京东路的百联 ZX 创趣
场是国内首座二次元商业体，现在已经
成了“二次元打卡胜地”；从 2022 年下
半年至今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仅宁波的
各大商场里陆陆续续“长出”20 家“谷
子店”。在众多城市，百货商超里的售
卖区域摇身一变，成为人气与消费火热
的二次元专区。

根据上海市国资委的公开信息，截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数字显示：百联
ZX创趣场销售额达3亿元，接待顾客950
万人次，会员数20万人。转型二次元后，
这家商场的客流量，最高时暴增了十倍
左右；位于武汉江汉路步行街上的“潮流
盒子·武汉X118”是华中地区首个二次元
主题商业 Mall，改造后其营收较之前平
均增长了32%。

位于成都天府广场的天府红购物中
心，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就人声鼎沸。打
破传统百货商场以品牌为区隔的商业设
计，“天府红”根据生活方式、兴趣圈层进
行区域动能划分，二次元及文创为代表
的体验业态占到商场业态的比重逾50%，
吸引了新月阁、Angelic、Pretty、夏悟茶、海
野渊等众多品牌入驻，陆续举办的动漫
游戏市集和二次元活动吸引了众多 Z 世
代人群前来打卡和消费。据主营动漫游
戏周边商品的次元 GO 西部首店负责人
介绍，其消费的受众群体相对小众，店内
产品为目前主流 IP，如《明日方舟》《崩
坏：星穹铁道》等热门手游周边，消费主
力群体以 00 后为主，人均消费在 100 元
左右。

2023年底北京王府井喜悦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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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商业空间，是靠人、商品和场地这三个维
度来完成，”盈展资产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司徒文聪认
为，对于Z世代而言，还需要增加两个维度，一是文化
维度，二是“互联网+”。

越来越多的商业体将目光转向Z世代后，面临消
费环境的革新，购物中心如何在建筑、场景、内容上进
行创新，构筑新的商业生态。

号称“上海最美购物中心”的天安千树，在车水马
龙的闹市中脱颖而出，宛如苏州河畔的“世外桃源”。
走进商场，精美的雕塑品、大气的装饰以及直冲天际
的立柱都让市民眼前一亮，每层楼的艺术展品也成为
大家的拍照打卡点。“这里的东西很有创意，很新颖，
很适合慢慢逛。”

线下商业区域的打造，需围绕Z世代的美学和文
化需求进行重塑，实现IP软性植入、文化衍生货柜搭
建、沉浸体验场景搭建；线上体验则需要线下商业的
延伸，从线上支付、线上销售进行补位，并提供方便虚
拟体验、转发分享等功能的消费体验。

“我们将这样一个城市更新项目进行颠覆、重构与
创造，为王府井商圈注入新活力。”王府井喜悦项目总经
理崔思宇说，“之所以称之为创造而不是改造，是希望通
过一系列的调整，不仅在建筑上打破空间束缚，还要让
传统文化与时尚潮流元素互融，在空间中注入更多文化
的内容，带动商业互娱性的延展，以此革新产业。”

对零售业者而言，“实体数字化”不再是个陌生的
概念，许多店家开始主动融入这股“Physical + Digital
（实体+数字化）”的营销潮流中，结合实体商店与电子
商务，推出易操作的购物App、实体店内In-Store新科
技（如虚拟现实购物）、在线/线下皆可取得的信息提供
服务，以及网上购物比价系统等等，让仰赖高科技生活
的Z世代在实体店面购物时，能够培养出归属感。

线上场景体验将线下商业逻辑线上化，从线上
支付、线上销售、会员经营、智慧停车等方面实现商
业数字化，补充线下消费场景，提升线上消费黏性，
留住从手机端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商业的品牌生态
——内容也必须呈现年轻化，不断更新迭代的新消
费内容，满足年轻人不断求新求异的消费需求。首
店、标杆品牌、创新品牌等，成为寻找内容差异化的
冲锋口。

上海静安大悦城总经理王岩认为，商业业态转型
其中的一个前提是“把准年轻人的脉”。近年来，我国
生产了大量植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动漫作品和网游
作品。日趋流行的国风热和国漫热，为中国文化IP
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元素，为也为Z世代提供了丰富多
元的文化“库存”。

Z世代是洋溢着文化自信的一个群体，他们对国
风、国漫、国潮的消费意愿有很大提升。如三星堆彩
妆、兵马俑雪糕等从传统文化汲取动画、漫画或文化创
意灵感的IP文创周边在年轻人群体中收获热评。

作为未来消费主力军的Z世代，追求个性化、多
样化、差别化的文化消费，对互联网形态下的商业体
验持积极态度。在他们眼中，“潮”不仅代表文化风
潮、时尚流行，散发出鲜明风格和审美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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