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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新消费时代局面与共享经济的崛起 

日本社会研究专家三浦展在《第四消费时代》中对日本社会消费变迁做了四个时

代的系统划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具有西洋化、大城市倾向的第一消费时代；重

视家庭和大量模仿型消费的第二消费时代；追求个性化，品牌化，以物为中心的第

三消费时代以及强调理性、共享和简约，回归人与人关系的第四消费时代。最后作

者还设想了消费形态走向成熟的共享型时代。 

沿用这个消费时代变迁的角度，国内近年来下沉市场与高端市场并驾齐驱式发展

是多元消费观念交叠的现象演绎，而地区差异以及不同阶层群体形成了多种“消费

时代”混合并存的格局：一线、新一线、二线城市正在从第三消费时代过渡到第四

消费时代，其他分级城市存在着第二消费时代和第三消费时期的交互。正因为在特

殊发展阶段中呈现的财富分化，不同群体自身在进行“消费升级”，于宏观层面的

整体趋势也是动态变化的。 

从 2015年开始，国内陆续落地多种品类的共享模式，掀起共享经济的商业浪

潮。随着共享经济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目前其已渗透交通出行、房屋住宿、生活服

务、知识技能、医疗办公和生产能力等多个领域，并在更广泛的传统行业和细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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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覆盖延伸。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定义，“共享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

术，以使用权分享为主要特征，整合海量、分散化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

动总和”[1]。共享经济虽是一个伞形概念，但其核心理念是通过闲置的资源分享实

现共赢，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以共享单车、爱彼迎为代表，出租使用权的产品共享

与租赁；以闲鱼、转转二手交易平台为代表，置换所有权的闲置产品再流通；以美

团跑团、知乎为代表，分享空余时间、知识、专业技能等服务。西方学者对共享经

济的概念分析存在较多版本，但从消费行为与模式特征的共识点来看，共享经济彰

显着从“消费”到“共费”、从购买私有到共用共有的转向，区别于传统的过度消

费、享乐主义与超前消费，倡导围绕价值共创与共享理念的理性消费、绿色消费、

协同消费与伦理消费。 

由此看来，共享经济似乎指向消费主义往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新消费主义过渡，颇

有解构消费主义的意味。共享经济会成为一种由制度和技术兼容出的新社会经济体

制，对资本逻辑来说代表着真正的逆转吗？  
 

研究结果与分析 
二、从闲鱼看消费文化升级与符号编码的革新 

真正的共享是 P2P 点对点非利润导向模式，而现有共享经济多数是商业 P2P 共

享，平台是由企业拥有运营。共享经济萌发阶段涌现的许多模式并没有践行真正的

共享理念，甚至是刻意制造闲置资源，像换了一副马甲的租赁经济。消费文化的盛

行造成了大量过剩资本与商品，从与真正共享精神的距离来看，通过共享的方式用

好既有闲置更贴近共享经济的核心价值。于是盘活闲置资源成为电子商务领域的蓝

海战略，闲鱼这样的闲置交易平台应运而生，以平台的方式承载闲置物品流转的使

命。 

阿里巴巴副总裁平畴接受采访时称，“全社会都在反对浪费，闲鱼是坚定支持

者。因为闲置就是最大的浪费。过去一年，闲鱼通过撮合 2 亿人交易，成功让 2000

亿浪费变成了 2000 亿消费”。闲鱼似乎通过承认极大丰盛社会里的巨大浪费，以

“浪费”变“消费”，从“所有人有闲余”到“所有人用闲鱼”，描摹着“让社会

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均衡发展”的“无闲置社会”。闲鱼以最初个人闲置交易功能

入场，目标受众和业务范围一直在扩大，为搭建生态平台不断增设功能。然而这个

丰盛社会依旧被不断增长的物裹围着，而“在物质增长的范畴里，没有也不可能有

独立的需求，只有增长的需求。”[2]闲鱼其实是新时代语境下综合丰富和盘算的升

级版杂货店。依据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理论，“消费并不是围绕着某个个体组织起

来的…个体的个人需求是以集体语境为索引的”[3]，那么闲鱼这些功能群背后有着

怎样精密的生成与运作逻辑，又是如何利用消费的“集体语境”悄然进行着新一轮

符码的模式革命呢？我们不妨从消费个体、平台企业、行业竞争和宏观环境的不同

层级揭开这个由共享理念构筑的消费变体“真面目”。 

从参与平台交易个体的微观视角切入，闲鱼这样的闲置经济并不意味着理性消费

占据主导，反而增加了消费的频率和可能性，实则可以增强消费意识形态对个体的

控制。从具体的消费心理和情景来看，对于提供闲置物品的个人卖家来说，卖出闲

                                                           
[1]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21）》，2021 年 2 月，

http://www.sic.gov.cn/archiver/SIC/UpFile/Files/Default/20210219091740015763.pdf，2021 年 2 月 19

日。 
[2]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54 页。 

[3]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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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目的大概率指向着新的商品消费；对于有二手物品购买需求的买家来说，消费

二手物品同样可以意味对其他商品消费的投入，甚至因使用二手物品产生购买同类

新商品的需求。作为年轻群体消费新趋势的盲盒经济是在二手平台交易更加赋魅的

典型例子，闲鱼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盲盒二级市场。作为盲盒消费者的卖家因没拆

到心仪的盲盒将其挂在闲鱼上，多数是为了再拼运气买新的盲盒或者直接购买二手

市场挂出的抽中概率极低的隐藏款盲盒，而隐藏款盲盒在二手市场标价涨幅甚至可

达 50 倍。截止 2020 年 12 月，闲鱼上有超 44 万盲盒玩家进行交易，平台一年盲盒

交易额接近泡泡玛特一年营收，部分闲鱼头部潮玩玩家年入超 200 万元。因此在闲

鱼出售隐藏款盲盒的卖家混杂着将其作为盈利工具的投机分子。存在类似现象的是

明星入驻闲鱼与粉丝经济的接合。消费者可以在闲鱼看见明星“接地气”的生活

面，甚至能通过购买明星的闲置物品进行更亲近的互动，进一步升级这一段拟态亲

密关系。而且粉丝同好之间在闲鱼上关于“爱豆”周边也多为高溢价的买卖。通过

娱乐与日常生活混而为一的方式，无论是寻常二手物品，还是利用情感驱动的圈层

文化以及商品稀缺性的“闲置”，消费者进行闲置再利用与旧物回收从而可以达到

闲置减量的论断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但提高资本周转率却是实在的，亦即对资本深

度与广度扩张的助推。 

以闲鱼平台的企业视角来看，植入共享经济理念的合理性重点涉及到闲置市场与

新品市场的关系。淘宝是网购基地，天猫商城是品牌之城，支付宝是支付平台，闲

鱼则是“循环枢纽”。代表新品市场的购物平台与代表闲置市场的二手平台天生具

有互补性，在闲鱼和淘宝为代表的阿里系体现的更为淋漓尽致：消费者在大量直播

带货、购物节被诱惑消费后的闲置商品通过闲鱼盘活；万亿流量的“鱼塘”社群让

比商品和服务更具流通性的社交因素成为引导资源配置的关键，实现阿里的社交

梦；闲鱼为新品市场收集了更全面深入的海量用户数据，用户画像、使用偏好和场

景分析等等利于整个生产体系布局的设计与调整。另外，免费送、第三方验机、房

屋租赁等服务，这些功能和活动都被系统地组合并集中在消费“氛围”的基本概念

周围。在体系内部，闲鱼、淘宝、支付宝以及阿里巴巴旗下的产业矩阵构成消费使

用的闭环系列，悄然引起消费者对惰性的制约：让消费者无意识地、按照设定流程

从一个应用软件联动另一个应用软件，从一个功能跳转另一个功能，从一个商品走

向另一个商品。 

再上升到中观、宏观角度视野分析，这个消费变体的形成关乎外部环境的企业间

竞争关系以及宏观政策意识导向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闲鱼并非商业世界里的独立平

台，其发展运作与阿里巴巴紧密关联，同时间接受制于阿里巴巴和腾讯这类生态型

战略企业的竞争策略。为保证企业自身的增长和扩张，企业间陷入从蓝海市场到红

海厮杀场再转战新蓝海的循环竞争。于是商业模式创新就来自于如何抢先完成生产

秩序对需求体系的新规划，执行关键在于成为大众消费者的消费观念转变的指导操

纵者。在竞争阶段，资本“无论如何都要依靠某种被折衷成为利他主义的个人主义

价值体系的支撑。”[4]于是宏观层面政策所大力支持的、共享这样利他性的理念就

成为了突破口，构成了普遍竞争现实背景中一种集体参与的必然性命运。 

消费社会理论将物视作一种符号,作为“能指”的商品由此获得地位声望、审美品

味、时尚潮流等各种符号化“所指”。生产范畴与消费范畴都依赖于符号而且在符

号的遮蔽之下存在。闲鱼总经理谌伟业这样定义“闲学”的价值：“它超越了经济

行为，演化为集物品交换、消费主张、契约精神、圈层社交、环保公益等价值于一

身的新社会伦理，为当代社会生活留存了一个有代表性、高活跃度的样本。” 这正
                                                           
[4]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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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消费文化撷取有利的符号组合肆意鼓吹情怀，再度升级消费物的符号性“所

指”，将消费与情感心理、生活态度、人生目标、文化传承直接绑定。以变换多样

的参与性活动模式，通过消耗消费者的时间，弱化消费感、强化参与感，最终赚取

注意力经济。闲鱼把大众注意力从对既往消费主义的警觉，及时引向对群体和谐的

支持、对环境生态的关注、对人生存价值的意义思考。对原本商品符号价值基础上

进行“价值再嵌套”，例如明星周边所联结的饭圈文化附加值这样有圈层文化区分

的符号，通过叠加“循环节俭、分享快乐”类同的符号价值，以新的形式促进粉丝

经济循环。这些符号游戏显性或隐性地助推消费，给消费个体创造趣缘社交中获得

的存在感、归属感和价格比对的优越感。整个过程中消费者对物的占有意识其实基

本没有受到影响，而是在被符号操纵的消费行为中获得了逃逸物欲、回归人与人关

系的安全感与满足感，进而获得了区别于第三消费时代自由与幸福的新幻觉。 

从 “个性、差异、多样、品牌、时尚”置换为“共享、循环、环保、节俭、信任、

人际关系、生活意义”，从“以物为中心的欲求经济”转变到“围绕物与人、人与

人的关系学”等话语实践，这些话术迭代即是消费文化新一轮符号编码的模式革命。

像闲鱼所发布的年度报告以及《00 后的 20 岁生活图鉴》、《90 后分享经济消费报

告》、《银发消费报告》等数据报告，这些都是大众媒介工业化生产新“范例”可

定向符号的素材来源——像“女性范例”一般打造新的范例：既向受众固化自身的

价值观和消费观，也强化着消费观念认同和自我赋值。共享理念为其提供了充足的

正当性辩护，用一整套心理的和社会的复杂战略贯穿于生产战略的始终，渗透到消

费大众的日常生活。生活在这些不断动态变化又精心编排的符码逻辑下，会让消费

者个体感觉到整个社会是迎向自己的，分布式网络强化消费者拥有消费选择、决定

权自由的错觉，消费者主体性因而得到了“无与伦比的确证”。这就是资本逻辑为

消费大众制造对现实的眩昏以及披着“符号民主”的虚假平等的掩藏行径。  

 

研究小结 
三、消费符码的桎梏与永久性的消费暴力 

“增长在其本身的运动过程中就建立在不平衡基础上”[5]，就像共享经济所谓新消

费主义的发展仍然建立在后工业社会已卷积的失调上。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

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消费者，让他们进入被预设好的游

戏规则。后工业化社会系统依靠的就是这种无意识的一体化调节机制：“明确地把

个体包括到差异的体系中去、包括到符号编码中去”[6]，并非真正的平等。而这些

处在编码层次上的革命是非暴力的、亦不会影响整个机制的运转。资本价值逻辑对

大众消费的控制变得更具透明化和隐蔽性，对任何细微的、大众日常抵抗实践的符

号明察秋毫，为削弱大众反抗意识时刻敏锐地进行着“收编”策略，对消费者持续

图式化更迭。从而消费就能“只身替代一切意识形态，并同时只身担负起整个社会

的一体化”[7]。 

“数字共享平台所有者的自然垄断的特征，在长期会使得个体所有者不得不选择占

据垄断地位的共享平台从事共享活动，其结果很可能是一种具有新特征的垄断资本

主义。”[8]这就像对闲鱼的预示性写照。共享经济目前也只是以技术进步为支撑，
                                                           
[5]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37 页。 

[6]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90 页。 

[7]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90 页。 

[8]
常庆欣、张旭、谢文心：《共享经济的实质——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8 年第 12 期，第 53-64、161-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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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共享为切入点，以社交因素为中介，是消费符码的革新，消费文化的升级以及消

费意识形态的深化。与其说是对共享精神的实践，不如说是无孔不入的消费试探和

创造。共享理念变成了掩藏资本逻辑深化的“关切的神话”，发挥着新型“社会润

滑”的作用。以解构消费文化的对外姿态为消费大众搭建起“一致性的理想”。 

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我们在大众媒介符号的掩护下并在不明真相甚至否定真相的情

况下生活着。我们终究是用内心的宁静换取我们所“消费”的形象、符号、信息。

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消费场域，“而日常生活的宁静却靠永久性被消费暴力来维

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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