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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期化妝品、
閒 置 舊 手

機……年輕人一
邊將閒置物品掛
在二手交易平台

上 「斷捨離」 ，一邊在平台上淘選各
種生活用品。 「賣二手，買二手」 的
生活方式正在年輕一代中悄然興起。
以往父母眼中 「別人用過的舊東西」
成了年輕人的 「心頭好」 ，小到
鑰匙扣、手賬本，大到冰
箱、衣櫃，甚至是房子，
在二手交易市場上，
可以說 「只有想不
到，沒有找不到」 。
「舊物成資源，浪
費變消費。」 如今，
熱 熱 鬧 鬧 的 淘 貨 場
景，正發生在線上線下
的二手交易平台，勾勒出消 「廢」 暢
旺的新圖景。 「雖然這一行髒苦勞
累，但回收舊物是避免資源浪費的環
保行業，我十分看好行業前景。」 從
事回收行業的廣西小伙何翼家說道。

內地以舊換新
Z世代掀回收淘金熱潮 不畏髒苦不怕勞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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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消 暢旺

日前，國務院印發《推動大
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行
動方案》（下簡稱《方案》），提出實施
設備更新、消費品以舊換新、回收循環利
用、標準提升四大行動，推動高質量耐
用消費品更多進入居民生活。

初創者務實：二手性價比佳
以舊換新後，換下來的舊物該如何

處置、可以交給哪裏回收，是眾多消費
者關心的問題。這既影響消費體驗，也關
係到以舊換新工作的可持續性。《方案》提
出實施回收循環利用行動。具體包括完善廢
舊產品設備回收網絡；支持二手商品流通交
易。線上閒置交易平台閒魚提供的數據顯示，過
去一年，閒魚上多品類循環訂單數量呈增長態勢。
其中，家電所產生的循環訂單量較上一年同比增長
11%，傢具所產生的循環訂單量較上一年同比增長
17%。

「24歲創業搞回收……回
收找何少，老鄉服務更周
到。」 何翼家在短視
頻裏笑臉盈盈地賣
力推薦自己的二手
回收生意。何翼
家曾做過推銷
員、保安、
房 地 產 銷
售，去年機
緣 巧 合 之
下，他進入
到二手舊物
回收行業，
不到一年的時
間，將 「二手
事業」 做得有模
有樣。 「我從去年7
月份開始做二手舊物
回收，員工原本只有我
和一個攝影師，到現在有2家
店面，員工拓展到12人的團隊。」

以前人們消費都有 「衣不如新」 的心理，喜歡追求
新品消費，然而如今在理性、務實的心態影響下，更多
年輕人不再執著於新品，而是選擇擁抱二手，熱衷購入
高性價比的二手物件。 「現在有不少充滿鬥志的年輕
人，在選購辦公用品時，傾向於在二手市場裏 『淘
寶』 ，對於起步階段初創者而言，二手用品更有性價
比。」 何翼家坦言，國家提倡以舊換新、資源再次利
用，讓他充滿信心。 「雖然這一行髒苦累，但回收舊物
是避免資源浪費的環保行業，我十分看好這個行業的前
景。」

舊物不舊 淘老書籍尋「心溫度」
對年輕人來說，買賣二手不僅是交易，也是審美、

興趣和社交。無論是老式攝影機、黑膠唱片，還是經典
電影海報、古董傢具，二手物品自帶的歷史感、年代
感，讓它們區別於普通新品，受到年輕消費者的青睞。
在南寧的老舊小區裏，有一家販賣手工、咖啡和二手書
籍的 「回暖書屋」 。 「之所以叫 『回暖』 ，正是因為很
多二手書籍本身很好，但是卻較少被人看到，躺在角落
裏像冬眠了一樣，我一方面希望 『冬眠』 的書籍能再次
遇到知音 『回暖』 ；另一方面也希望來淘書的朋友，從
這些書籍裏獲取到力量。」 小宇是回暖書屋的負責人，
他直言自己做二手書籍不單是一種情懷，更是出於對環
保和循環經濟理念的追崇。

喜新不厭舊
熱衷「二手生活」

買賣閒置成為一次次個性的展
演，以物為載體，向陌生人呈現

自我，通過詢問和交易結識志同
道合的夥伴。在閒魚8300萬興
趣用戶中，45%的交易就與
興趣相關。

積極回歸商品的自身價值
和本質用途，積極參與到
這種二手商品的售賣循環
中，提高物品利用率，實
現資源循環利用。中國二
手閒置物品交易規模在
2020年時已突破萬億
元，預計2025年
將超3萬億元。

爭當「循環青年」

買新前先出舊

興趣愛好變現

過去一年，閒魚上多
品類的循環訂單交易量

呈增長態勢，其中，家電
同比增長11%。以手機數碼為

例，龍年春節後，內地閒
置交易平台 「閒魚」 上
閒置手機發布量比節
前增加124%。

二手交易市場由來已
久，人們自發地將閒置物品拿

出來進行交易，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集聚。早在唐
朝，鄭熊撰寫的《番禺雜記．鬼市》中就有記載：
「海邊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如今國
內一線城市內留存的舊貨市場，大多是那個時候
的流變。此外，宋、元年間中國也已有了舊貨
行以及舊貨貿易的雛形，明清城市集市中

多設有破爛市、舊貨行，這種傳統
的閒置市場一直持續至今。

二手市場
古已有之

話你知

廢
周日雜誌

大公報記者 曾萍

在國內，隨
着 互 聯 網 的 發

展，各種二手平台逐漸火爆。於此同
時，在眾多網絡達人、探店博主推薦
下，古着店在社交媒體迅速 「出
圈」 。所謂古着，來源於日本漢字，
指流行於某一年代（一般在20世紀20

年代至80年代期間）、如
今已經不再生產的服飾，
是不可複製的時代經典。
近年來，古着逐漸從小眾
圈層走向大眾流行，其定
義也在不斷泛化。

零幾年的連衣裙、九幾
年的花襯衫、八幾年誇張的
金屬耳飾……從廣州東山口到
上海安福路，內地每個城市都有
一條古着店扎堆的街道，吸引着追求
潮流個性的年輕人。 「起初喜歡
Vintage（古着）文化，是因為舊時光
衣物的不可複製性。」 22歲的李望川
在重慶經營着一家古着店，對於這位
「00後」 而言，古着服飾不同於大眾
潮流，經過時間沉澱的舊衣物也傳遞
了他對生活的個性化表達。

李望川將自己的店取名為 「無意
義古着店」 ， 「希望傳遞一種簡單的
生活心態：單純地享受每件事本身的
樣子，而不要賦予它更多意義。」 就
像年輕人流行的古着文化一樣，購買
一件他人的舊衣，同時讓自己獲得一
件 「新」 的衣服，既是一種時尚的輪
迴，也是一種可持續的生活方式。

穿出新潮

古着流行
舊衣新穿展現個性

▲ 「00後」 李望川在重慶經營一家古
着店。 受訪者供圖

爭取把每一分錢花在刀刃上，
是當下不少年輕人的消費理念。從

「精緻窮」 到 「理性省」 ，當年輕人在二手市場交易上
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二手交易也從傳統的美妝、

服飾、家電類，拓展到商場停車券、視頻網站
會員、網課資源，甚至是酒店機票等虛

擬產品，研究出專屬的 「省錢秘
籍」 。

「在閒魚（線上閒置交
易平台）可以買別人辦卡出
售的權益，去一次花一次
錢，相較下來比直接辦卡
省了不少。」 廣西的 「95

後」 華華笑言自己有着獨特
的 「省錢消費觀」 。 「各種虛

擬的卡券、會員權益轉讓的二手
交易琳琅滿目，且價格實惠，比如肯德基APP下單一杯
拿鐵大概15-20元左右，而代下單只需要6-9元。」

但對於那些特殊的卡券商品，雙方在交易中也蘊含
着一定風險。 「去年在閒魚上購買了某視頻平台的會
員，賣家是用自己的權益每個月兌換的，沒想到剛用了
幾個月，賣家突然無法繼續給我兌換了。」 程程也曾
在網上進行過 「二手權益」 交易，過程並不是十分順
利。 「好在是在平台交易，賣家也同意進行部分退
款。」 程程提醒，在進行虛擬的權益交易時，還
是需要更謹慎，盡量在正規平台進行交易。

知慳識儉

會籍優惠分拆出售
用一次買一次

二手閒置交易越來越成為年輕
人的 「心頭好」 ，而且這波由年輕

人引領的二手循環交易潮流，日漸呈現出新趨勢。據了
解，2024年，消費者偏好的重大轉變開啟了綠色消費主
義的時代。《中國電子商務綠色發展報告》顯示，超過
60%的受訪者了解 「綠色消費」 ，其中，90後和00後對
「綠色消費」 的理解程度明顯高於其他年齡段，分別達
70%和79%。

目前，作為綠色消費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二
手閒置市場規模已突破萬億元，用戶規模數億，閒置經

濟市場潛力巨大。越來越多的消費
者通過購買綠色產品、交易閒

置物品等方式積極踐行綠
色消費。 「在我看來，
二手的物品只要保
存、使用得當，就
還 存 在 使 用 價
值，並且買賣二
手產品是一種勤
儉節約和綠色低
碳 的 生 活 態
度。」 消費者西
西說道。

據清華大學能
源環境經濟研究所等

發布的《2021中國閒
置二手交易碳減排報告》

顯示，閒置物品交易範圍覆
蓋了幾乎所有消費品品類，中國

二手閒置物品交易規模在2020年時已突破萬
億元，預計2025年將超3萬億元。

捕捉商機

交易二手商品
碳減排量

每雙二手運動鞋 3-19kg

單件二手電子產品 21-300kg

單件二手家用電器 30-130kg

每個二手奢侈包 0.5-12.7kg

每件二手衣物飾品 0.3-172kg

單本二手圖書 0.3-1kg

資料來源：《2023循
環時尚行業

趨

勢
報
告
》

閒置市場活躍用戶畫像（單位：%）

年齡

24歲以下

25-35歲

36-45歲

46歲以上

資料來源：《2022閒置經濟洞察報告》

閒置交易

22.6

45.1

19.4

12.9

房屋租賃

16.9

37.3

25.9

19.9

汽車租賃

12.9

48.6

27.2

11.3

汽車電商

12.1

28.8

33.0

26.1

▶天津市民在
海河舊書市集
活動上挑選書
籍。 新華社

▶河南商丘一
社區舉辦 「舊
物互換 物盡
其用」 環保市
集 ， 通 過 置
換、售賣形式
進行交易，讓
閒置 「好物」
遇 「新主」 。

▼經營手機
回收生意的
「愛回收 」
線下門店。

踐行綠色主義
閒置市場規模超萬億

▶顧客在重慶線下二
手市場選購飾品。

▲廈門集美大社菜市場 「二手市集」 上的年
輕攤主帶來閒置服飾。

▲民眾在2023年服貿會上體驗竹製鼠標鍵盤。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