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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三八”国际劳动妇

女节这个专属女性的节日，今

年，各大电商平台竞相放出“大

招”：京东以“她的节”为主

题开启购物狂欢，网易严选推

出“女王节”购物活动，苏宁

易购开展“女神焕新节”相关促销……

从“她的节”到“女王节”再到“女神节”，或许有人会诟病，一个好端端

的宣扬平等理念的节日，却被商家包装成了“买买买”的购物节。不过换个角度

看，无论是“女神”“女王”等别致的称呼，还是商家对女性消费者的刻意迎合，

都折射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女性地位的提升，

中国女性消费群体自我意识正逐步觉醒，并逐渐成长为新时代的消费主力军。这

从有关咨询机构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洞察系列报告中可见一斑。报告显示，中国近

4亿 20 岁至 60 岁的女性消费者每年掌控着高达 10 万亿元的消费支出。

数字背后是女性收入的不断攀升以及社会、家庭地位的提升。智联招聘的一

项调查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女性整体月平均工资收入 8173 元，男性整体月平

均工资收入 9848 元。虽然女性的整体收入水平依然低于男性，但男女收入差距

正在进一步缩小。伴随着收入的上涨，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家庭和个人消费支出中

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和支配权，自然而然也就成为各路商家竞相争取的“香饽

饽”。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女性，消费理念和行为不再仅仅围绕着老公、孩子，

而是更加重视自己、关注自身，呈现出非常强烈的“悦己”属性。一个突出表现

就是，当下的女性消费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化妆品、服装等领域，在一些过去由

男性主导的市场，例如运动、数码，以及买房、购车等大宗消费中，女性消费所

占比重有了大幅提升。

占据消费市场越来越多份额的“她消费”其实是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可以

看到，昔日消费重心大多围绕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中国女性，如今已悄然蜕变，开



拓出更广阔的消费空间，带来丰厚的消费增长，成为消费的中坚力量，当仁不让

地撑起了市场的半边天。对此，各路商家乃至生产企业，都应有清楚的认识，推

出更细化更多样更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用好“她消费”的“她力量”，带动

和促进消费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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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1.女性消费理念和行为的变化体现了她们怎样的心理变化？

2.您怎样理解“‘她消费’其实是面镜子”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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