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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已经开
始，各大电商商品预售、打折促销、定金预付优
惠、消费满减等促销方式令人眼花缭乱，不停
刺激着消费者“买买买”的神经，是顺势而动还
是转身无视？

面对各大电商平台的折扣促销，不少年
轻消费者表示，“不买立省 100%”正成为一种
新的选择。和往年相比，这届年轻人似乎变
得不那么爱囤货了，冲动、野蛮消费已成为过
去式。他们在消费过程中不再盲目攀比高
价、跟风品牌，而是更看重商品性价比，爱找
低价攻略、下单前多方比价。新一年的“双十
一”，“反向消费”这种新的消费模式正在年轻
人中兴起。

所谓“反向消费”，是指消费者不愿再为过
高的品牌溢价买单，更关注简约、实用的消费
体验。以前是“只买贵的，不选对的”，或者说
偏信“一分钱一分货”，但现在是精打细算，以
实惠和性价比为首要考虑因素。

把钱花在“刀刃”上

“最近，我就买了点宿舍断供的卫生纸，之
后就再也没打开过淘宝。”西北大学研三学生
夏淑婷表示，空荡荡的购物车让她感到前所未
有的轻松。

曾经，10月 31日晚上是夏淑婷和舍友心
照不宣的狂欢之夜，这一天她们蹲守直播间，
提前算好满减，定好闹钟只等到点结算尾款，
生怕不能抢到“便宜”。

牙膏、纸巾、面膜、洗发水、沐浴露、洗衣
液……各类生活用品以及护肤品，都是夏淑婷
和舍友最热衷拼单囤货的单品。

“以往被主播口中‘必买’‘必囤’‘错过等
一年’等字眼刺激着，即使有时候不需要买那
么多，也会忍不住下单。”夏淑婷回忆道，之前
每次大促过后，宿舍内大小包装盒就会堆积如
山，而只顾追求极致“优惠”盲目囤货的后果，
就是很多日用品过了保质期不得不扔掉，反而
造成了浪费。

“现在各个平台时不时会推出促销活动，
不是只有‘双十一’才有优惠，所以我们都更理
性了，有需要才买。”夏淑婷告诉记者，如今更
多的购物渠道和平台的多样性，让她不再轻易
对折扣、优惠套路“上头”。

高性价比的快乐

去年“双十一”，90后消费者李静在朋友
圈秀出了自己的购物“战况”，客厅中央摆了一
地的快递纸箱，从大牌护肤品到养生仪器，从
潮玩盲盒到进口零食，种类众多。但“光鲜”朋
友圈的背后，是不堪重负的信用卡账单。

而如今，又一年“双十一”开启，李静再次
在朋友圈分享了今年的战利品，涉及柳州螺蛳
粉、蛋黄酥、手机钢化膜、一次性口罩、家用垃
圾袋……她的订单列表囊括了衣食住行各领
域，看似杂乱无章，但其背后却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低价”。

“这些都是我参与各种平台活动，借助平
台优惠券和红包买来的。”提起自己的收获，李
静满脸骄傲。为了更好地交流省钱小窍门，她
还加入了在豆瓣平台的“丧心病狂攒钱小组”

“抠门女性联合会”等多个功能相似的群组，与
数十万网友一起研究“科学抠门”的方法。

“现在大家的消费观都在转变，比起和别
人炫耀买了什么东西，更愿意取悦自己。”00
后大学生牛琳莉说，以前宿舍里会比较谁买了
品牌的东西，而现在大家聚在一起，是比谁用
更低的价格买到了同款商品，在一起做攻略、
凑满减才是消费常态。

当下，购物节常见的满减、买赠等促销手
段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轻松地打开人们的钱
包。比起冲动消费的“一时爽”，这些对价格越
发敏感的年轻人更倾向于精打细算，一点点

“抠”出高性价比的快乐。

反向消费不是反消费

95 后殷越是同事们眼中标准的精致白
领，日常画着精致的妆容，并且热衷购买很多
不同风格的漂亮服饰、包包等。但其实，他每
一件衣服在购买前，都会货比三家。

“你看我有那么多衣服，但其实我很省，很
矛盾吧。”殷越说，他的购物原则是喜欢的品牌
服饰虽然要买，但在价格上却绝不愿被“割韭
菜”，不愿意支付无意义的溢价。

而从事会计工作的王鑫，精打细算起来是
强项。“我现在买东西都是在大促之前就加购，
顺便对比一下价格变化。”王鑫告诉记者，如今
网购下单前，她都会查看多个电商平台的品牌
旗舰店，对比单品价格是否一致。如果是“买

一送多”的优惠，会把总价和实际件数输入计
算器，计算每一件商品的单价。

今年“双十一”王鑫没有购物计划，但她表
示自己不是绝对的反消费者。

去年搬了新家，家里的电视、冰箱、净水
器、空调、洗衣机等都是她在网上买的。当时
正值网购节，她对比过十几家商铺的价格后，
才进行了下单。“反向消费不是不消费，也不是
过度节省，而是钱要花得值，追求性价比。”王
鑫说。 本报记者 郝佳伟

采访手记

如今，“反向消费”正成为年轻人新
的消费趋势。与传统的消费观念不同，
这种消费模式鼓励消费者用“更少的钱
买到更实用的东西”，更加注重真实需求
和性价比。这种消费观念的转变，无疑
对商家提出了新的挑战。

今年“双十一”，各大电商平台都在
积极探索新的方式吸引年轻人，顺应“反
向消费”趋势，创新已成为他们突破的关
键。面对越来越“聪明”的消费者，商家
要真正站在消费者立场上考虑，既满足
消费者的“即时快乐”，更要带来正面积
极的“长远价值”，秉持着“利他思维”，担
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乘着“反向消费”
的新风，为消费市场带来新活力。

看重商品性价比、爱找低价攻略、下单前多方比价……

11 月 2 日 ，
陕煤澄合矿业公
司人力资源部联
合相关医企，在
实业公司门口举
行“陕煤集团服
务居民健康”义
诊活动，提高居
民自我保健意识
和健康水平。

樊莎莎 摄

本报讯（孟朋林 孙斌）截至10月31日，
陕煤运销集团彬长分公司今年经铁路销售
外购煤104.35万吨，提前两个月完成全年铁
路外购煤销售任务。

2023年，按照陕煤运销集团下达的各
项物流、外购目标任务，彬长分公司在做好
自产煤销售的基础上，把开展外购煤业务摆
在重要位置，积极发挥煤炭专业化销售优
势，充分发掘周边资源优势，强化供应链上
下游企业联动协同和经营风险防控，全力确
保外购煤业务稳健运行。

陕煤运销彬长分公司：铁路
外购煤销量突破100万吨

本报讯（张磊）10月 30日至 11月 1日，
第 48届国际质量管理小组会议（ICQCC）
在北京举行。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研究中心国铁所QC小组在参赛队伍
中脱颖而出，获得大赛最高奖项——金奖。

高铁电气研究中心国铁所QC小组自
成立以来，致力于轨道交通接触网供电系统
产品研发，多次针对供电系统产品设计、开
发及改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或新需求开展
QC活动。此次获奖标志着该公司科技创
新“软实力”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高铁电气：QC成果在国际
质量管理小组会议中获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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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消费”成年轻人消费新选择

（上接第一版）
在另一个就业热门赛道光伏行业，龙头企业西

安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
马福海介绍：“公司业绩持续较快增长，用人需求特
别是工程师需求不断增加。2023届校园招聘超过
9000人，占比较去年增长50%。”

催生就业新增长点的同时，新产业新技术新模
式带来的良好薪资待遇和职业前景，也让不少年轻
人“心动”。

猎聘大数据显示，招聘人数最多的10个新赛道
中，有 8个招聘 2023届毕业生平均年薪超过了 15万
元；“含金量”最高的智能制造、AIGC、AI大模型3个
赛道，招聘毕业生平均年薪分别为 33.02万元、30.36
万元、27.99万元。

在我国已建设近万家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的
背景下，一些年轻人对制造业的印象也在改变。

格兰仕中山工业4.0基地内，机电工程师唐智正
在负责一条由 17个机器人设计安装的生产线。“我
们团队中‘95后’占主力军，大家干劲都很高。”他说，

“制造业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么无趣，它涉及的领域很
广，可以尽情发挥年轻人的创意和价值。”

加大紧缺人才培养力度，挖掘更多就业潜力

大学生的回流，无疑壮大了制造业人才队伍，有
利于激发创新活力。不过，不少企业反映，目前的人
才供给仍不能满足企业智能化、数字化发展所需。
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加速，人才短缺的问题将会更
加突出。

一些制造企业直言，现在来求职的大学生很多，
但要从中招到想要的人才不容易。即便学的是相关
专业，但知识结构和技术认知都与企业所需有差距，
交叉复合型人才更是比较少。

“最需要高水平的工程师，这一岗位我们曾经招
聘半年都没遇到合适人才，各家都在抢。”吉利集团
所属雷神动力智能微米工厂总监廖长青感慨地说。

东方汽轮机叶片分厂副厂长曾敬平也表示：“叶
片生产线建成‘无人车间’后，仍需要少量技术运维
人员。我们想要既掌握机械加工、数控等实操技能，
又懂电气技术、信息技术等基础知识的人才，这也是
制造业转型中最紧缺的人才。”

按照《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
我国数字化人才总体缺口约在 2500万至 3000万左
右。为强化职业指引、提高人才供给，2022年修订后
的国家职业分类大典，首次标注了 97个数字职业，
新增“数字技术工程技术人员”小类13个新职业。

“我们正在加快推进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
重点围绕智能制造、大数据等相关新职业，每年培养
培训数字技术技能人员8万人左右。”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司长李金生介绍。

各地也在加强人才供需双方精准对接。2023年
以来，已有安徽、云南、湖南、贵州等多省份发布了制
造业、重点产业紧缺人才需求目录，有利于人才流
动，也将推动释放就业潜力。

多家高校也紧随产业发展新方向、新技术、新趋
势，尝试深度推动产教融合，通过一系列方式方法把
技能、认知“前置”，促进人才供需更加匹配。可以预
见的是，随着更多年轻人成长为市场真正所需人才，

“制造业招工难”和“青年就业难”的结构性就业矛盾
将得到有效缓解。 （新华社记者 姜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