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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毕若旭
实习生 曾伊可 田韵鸽

第一次在网上刷到一家潮玩盲盒品

牌的 IP 形象时，来自武汉大学的陈瑜

坤瞬间被“萌化”了，从此他开启了

“抽盒”之旅。“拆开盲盒瞬间的不确

定性太有吸引力了，花几十块钱就能

赶走一天的疲惫，还能收获可爱的桌

面摆件。”

就读于南华大学的王子晗尝试过火

车票盲盒。“几十元就能购买一个火车

票盲盒，一天能抽好几次，不同票务平

台的玩法和体验也各有特色。”正是因

为火车盲盒，她踏上了前往郴州、怀

化、贵阳等多个城市的旅程。无须纠结

目的地，无须克服“选择困难症”，在

时间合适的情况下，就能开启一场说走

就走的旅行，这种充满未知与惊喜的体

验，对王子晗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潮玩盲盒、火车票盲盒、考古盲

盒、文具盲盒、美妆盲盒……从装着未

知玩偶的纸盒，到容纳各种品类的

“魔盒”，盲盒已经从一种产品化身为

一种营销方式，渗透进商品与服务消

费的各个角落。近日，中国青年报·中

青校媒就盲盒消费主题面向以大学生

为主的青年发起问卷调查，共回收有

效 问 卷 1474 份 。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

68.25%的受访者曾有过盲盒消费体验，

其中 80.32%的受访者每年购买盲盒产

品的花费在 300元及以下，11.03%的受

访者花费在 301-500 元，8.64%的受访

者花费在 501元及以上。

拆盒即快乐：年轻人爱
上盲盒消费

在南华大学读书的曾婧妍一度是盲

盒重度爱好者。“以前我一年大概要入

手 4套，平时还会买一些单盒，半个月

就会买 1 次，每年大概要花费 3000 元

购买盲盒。”购买潮玩盲盒也被称作

“抽娃”，“娃”的精美造型是曾婧妍对

盲盒爱不释手的原因，“抽娃”的复杂

心情也让她欲罢不能，“那种拆开前的

期待感太迷人了，特别是知道还有机会

抽到隐藏款，这种刺激是其他爱好给不

了的”。

被盲盒带来的情绪价值深深吸引的

不止曾婧妍。中青校媒调查显示，受访

者购买盲盒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享受

开盲盒的惊喜感 （69.78%），此外还有

喜欢盲盒中的产品 （63.52%），盲盒与

喜爱的明星、IP或品牌联名 （35.19%），
受身边朋友影响 （18.59%），出于好奇

追随流行趋势 （15.11%） 等。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王帝钧和武

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周长城在 《盲盒消

费：当代青年消费生活方式的新现象》

一文中指出，盲盒热折射出中国社会转

型变迁与青年消费生活方式的密切关

联。物质丰裕的消费社会中，人们的消

费结构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满足，盲盒

消费的背后暗藏的是情感消费的内核，

青年群体将消费品诉诸自身，追求一种

生命体验与主观幸福感。此外，盲盒成

为一种物质消费产品，得益于中国文化

产业创新与行业整合。电影、动漫、游

戏等文化产业，设计师的原创设计与中

国成熟的制造业和原材料供应商形成多

方合力，整合为完善的产业链，让艺术

家的创意、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很快落

地成为消费商品。

以前，陈瑜坤每周都会购买两个盲

盒，如今他将频率降至每月两个，每年

在盲盒上的花费控制在大约 1000 元。吸

引陈瑜坤的除了盲盒的外形，还有一些盲

盒产品传递的理念。他喜欢的一个 IP 系

列曾经推出过珍稀动物保护主题套系、极

端天气套系等，在他看来把这些现实问题

融入盲盒设计非常有意义。

对海南大学的张迪来说，盲盒是

“治疗”自己礼物“选择困难症”的良

药。日常社交中免不了花费心思挑礼物，

有时花一整天挑的礼物，朋友也未必喜

欢。“盲盒好就好在，朋友收到礼物时，如

果开出了自己喜欢的款式，那自然是再好

不过，而即便他们没有开出自己喜欢的款

式，也不会埋怨我没有把礼物送到他的

心坎上。”

南宁理工学院的王灿至曾热衷于一款

射击游戏，游戏中提供了种类繁多的“箱

子”，玩家能从中开出色彩缤纷、风格迥

异的游戏“皮肤”。“开一次箱大约 20
元，当时我一个星期能开四五个箱子，有

百分之八九十的零花钱都用在开箱上。”

开到好看的皮肤时，游戏队友还称赞他品

味不错，“这会给我带来十分强烈的心理

认同”。

盲盒无边界：从美妆到旅
行，“万物皆可盲盒”

除了购买潮玩盲盒，陈瑜坤还曾体验

过考古盲盒。当时他去湖南博物院参观，

发现一大群人在博物馆的一个区域用铲子

挖土块，挖出不同的文物模型。出于好

奇，他和弟弟也各自花几十元买了考古

盲盒，期待着挖出镇馆之宝商皿方罍的

模型。看别人挖土简单，轮到自己时，

陈瑜坤发现挖文物盲盒和实地考古一样

不简单，他还没挖几下，塑料铲子就断

了。最后他把土块泡到水中软化、剥开，取

出了里面的小铜镜模型。在陈瑜坤看来，考

古盲盒能带来新鲜、神秘的体验感，也可以

让游客“带着历史回家”。

盲盒在年轻人中的认可度高涨，吸引

各类商家将盲盒作为卖点，打造出品种繁

多的盲盒。中青校媒调查显示，受访者购

买最多的是潮玩盲盒 （78.23%），其次是

文创盲盒（56.16%），食品盲盒（19.78%）、机
票 或 火 车 票 盲 盒（15.41%）、美 妆 盲 盒

（15.21%）、服饰盲盒（15.21%）、电子产品盲

盒（9.05%）、考古盲盒（7.75%）、演出票盲盒

（6.76%）等，也都有部分受访者曾购买过。

曾婧妍曾痴迷于一个文具盲盒品牌。

“我当时几乎天天买，就盼着拆出好看的

文具。结果囤了太多，到现在都没用完，

好多笔芯都干了。”曾婧妍分析，文具盲

盒对读书期间的青少年尤其有吸引力。

方兴未艾的机票盲盒、火车票盲盒正

不断拓宽张迪的出行选择。每当空闲时，

她都会考虑购买一张市价 9元的火车票盲

盒。“因为可以‘买长乘短’，所以我有一

次开出海南环岛铁路东环线的车票后，就

做了沿线城市的攻略，最后决定在万宁站

提前下车。”打开火车票盲盒，就像给生

活临时开了个“副本”。“买火车票盲盒

时，我绝对不会想到今天我还在学校，几

天后就已经在万宁冲浪了，这种感觉真的

非常奇妙！”机票盲盒也让张迪爱不释

手。“因为海南离岛机票通常很贵，有机票

盲盒只要 198 元。有一次我要去南昌看演

唱会，就买了机票盲盒，开出了飞往南宁的

机票。于是我不仅收获了南宁的一日游，还

乘火车从南宁前往南昌，如愿看了演唱会。

这一趟行程要比我直飞南昌省钱得多、精

彩得多。”

王子晗则是美妆盲盒爱好者。“第一

次买美妆盲盒，是被那句‘有机会抽中大

牌正装’的宣传语吸引了。”盲盒 19.9 元
一个，内含知名品牌小样，这次初体验

让她瞬间“入坑”，如今，她已经购买过

众多品牌的美妆盲盒。“有的品牌的盲盒

设计很有意思，比如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

的喜好，选择想要的产品作为‘C 位’，

这个‘C位’产品是固定的，让人心里更

有底。”

王帝钧和周长城指出，理性看待盲盒

消费，要肯定其对消费者本身、文化产业

发展、中国文化弘扬等方面的诸多益处。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盲盒消费反映的是

中国文化产业创新与行业整合，为中国经

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从文化发展的角度

看，盲盒与文创的契合能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让盲盒消费不盲目：盲盒
市场需要规范与理性

几年前购买的服饰类盲盒曾让在江西

宜春工作的 95 后龚成哭笑不得。他曾经

在一家潮牌工装品牌店购买了一双黄色工

装靴，不久后电商平台就给他推荐了这家

品牌的鞋子盲盒，价格是他购买的工装

靴的大约 50%。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盲

盒里竟然拆出了一双老气横秋的棉鞋，

而且当时商家规定盲盒一经售出不能退

换，这双鞋难免躺在柜子里“吃灰”。龚

成还在一家卫衣品牌店购买了 150 元两

件的卫衣盲盒。“售价确实不贵，每件大

约是原价的四分之一。”但收到的衣服让

他瞠目结舌，两件分别是校服蓝色和粉红

色。“商家大概是把没人买的款式装进盲

盒里了。”

王子晗在购买美妆盲盒时也遭遇过

“翻车”。有些小品牌盲盒打着“大牌合

集”的旗号，实际拆开全是闻所未闻的牌

子；有的盲盒里的眉笔上色不均还容易折

断，粉底液色号更是与肤色严重不符；花

50 元购买的号称“保底两件大牌小样”

的盲盒，到手后虽然确实有两件知名护肤

品的小样，但产品真假难辨，还混杂着不

知名的化妆工具。吃一堑长一智，此后她

在购买美妆盲盒前，都会与卖家仔细确认

产品清单、生产日期，还要求对方拍摄未

拆封视频，以降低“踩雷”风险。

除了产品本身的问题，盲盒炒价现象

也屡见不鲜。曾婧妍注意到，最近流行的

盲盒 IP“拉布布”系列被炒到 5000 元到

6000 元，溢价近 20 倍，有的品牌的玩具

质量也存在问题，而且不是所有盲盒出现

问题都能得到“换娃”的售后服务。王灿

至也感受到了盲盒二手交易市场上的乱

象，“在部分网络游戏中，虚拟盲盒也和

实体盲盒一样，稀有的皮肤价格甚至能被

炒至上万元。”

贵州大学法学院博士董翌、长安大

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志等曾在 《盲盒营销

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思考》一文中

提到，盲盒营销中存在欺诈风险、商品

质量风险、不当销售风险，这种新兴市

场经济行为与现有法律规制存在矛盾，

一是消费者未能获得充分的知情权，二

是盲盒售后服务亟待完善。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受访者期待未

来盲盒经营者明确公示隐藏款抽中概

率（62.35%）；增强对盲盒炒价的管理

（57.94%）；改善盲盒售后保障，保障消

费者的退换货权利（56.31%）；加强面

向未成年人销售的管理（42.47%）；企

业需明确公示盲盒中产品的价格区间

（28.49%）等。

董翌、刘志等指出，目前我国在盲

盒经济领域已推出 《盲盒经营行为规范

指引 （试行）》《上海市盲盒经营活动

合规指引》等规范性文件，为盲盒法治

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未来要优化盲盒

经济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在法律保障

体系完善方面，需要加快推进专门性立

法出台，以及对未成年人盲盒消费、

“宠物盲盒”等重点领域进行特殊规制

等；加强监管方面，需要加强政府监

管，如制定盲盒经营行为负面清单、提

高盲盒行业的准入门槛；在打造盲盒营

销双边共同生态方面，需要综合保障消

费者知情权，如明确要求商家将生产

商、生产日期、保质期、成分等基本信

息注明在盲盒的外包装上，并使之成为

一种行业规范或者行业准则，针对特殊

类型的隐藏款盲盒，需要实施差异化规

制，如明确标注隐藏款的抽取概率，建

立完善的信息备案制度，向相关部门备

案盲盒的抽取概率和方式等。

随着购买盲盒的次数不断增加，王

子晗开始更加理性地审视这种消费模

式。她回忆起有一次为了集齐一套抽卡

盲盒，她曾一口气“连抽五发”，结果

仍然没拆到自己缺少的那一个。“那一

刻我意识到，我差点被收集欲‘绑架’

了。”如今，她的盲盒消费频率有所下

降，购物时更注重性价比，也会优先选

择那些有明确概率公示的盲盒产品。

王帝钧和周长城认为，盲盒经济要

想得到长足发展，企业要勇于承担社会

责任，准确把握盲盒消费的“IP 经

济”逻辑，深入挖掘盲盒手办玩偶背后

的文化审美价值，丰富产品的故事背

景、价值观念、文化内涵，努力契合当

代青年的精神文化需求；政府应加强对

盲盒经济的治理，扮演好“把关者”的

角色，与此同时，延伸盲盒文化的正向

功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

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满足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需求。家庭、学校、社会组织则应

通力合作，积极引导青年群体树立“俭而

有度，合理消费”的现代消费观念。

陈瑜坤希望盲盒市场能得到有效规

范，同时各类品牌可以开发出更多结合

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产品，推出环保、

公益等有意义的主题产品，“让盲盒不仅

是玩具，更能传递正向的价值观”。

在王子晗看来，盲盒就像生活的调

味剂，但不能变成主菜。盲盒经济的魅

力，在于用小小的未知打破平淡日

常，为生活增添一抹惊喜，但理性消

费永远是享受这份乐趣的前提。正是

这份清醒，让她的盲盒之旅既能不断

收获惊喜，又不会迷失方向。她也真

诚地希望，商家能够诚信经营，杜绝虚

假宣传；相关监管措施能够及时跟上，

让消费者买得安心、放心，让盲盒经济

在健康、有序的环境中持续发展。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龚成为化名）

为“未知”付费：这届年轻人为何爱上开盲盒

江苏海洋大学大学生通讯社

江苏海洋大学大学生通讯社成立

于 1987 年，秉承“懂得责任，追求

卓越”的社训，报道校园新闻、追踪

校园热点，配合校报编辑部做好校园

新闻的策划报道、新闻采写等工作。

通讯社每年选派学生记者进入新闻媒

体实习，学生记者先后在 《人民日

报》《中国青年报》《新华日报》等媒

体发表作品数千篇，获得实习媒体的

普遍好评。

实习生 田韵鸽 曾伊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毕若旭 梅从政

空气中玫瑰的馥郁夹杂着泥土的芬

芳。云南农业大学教授赵雁像往常一样来

到云南楚雄姚安县，仔细地检查着玫瑰的

长势。去年，这里的玫瑰能卖到 3.8元一

支，每多养活一朵优质花，就相当于菜农

多收获 3斤玉米。

从 2021 年起，无数玫瑰在姚安“生

根”。2022年，云南农业大学园林园艺学

院院长杨正安下定了决心——在姚安县

前场镇木薯村驻村工作期间，他得知姚

安县欲以花卉产业拉动经济，于是申请

设立姚安花卉科技小院 （以下简称“科
技小院”）。

“科技小院成立之初，姚安县并非玫

瑰花的传统种植区，我们也缺乏产教融合

的经验。”赵雁说，“但好在云南农业大

学、姚安县科学技术协会、云南花当家园

艺有限公司三方拧成了一股绳：云农为

科技小院送来了一批朝气蓬勃的学生，

姚安县科协配合我们修改各种申请书、

立项书，花当家公司为我们提供了实地

工作的平台。”

2023年 6月，科技小院揭牌成立，赵

雁和她的学生们也来到这里工作、学习。

“每天上午，我们会一起在 80亩的温室大

棚中，检查玫瑰花的生长状况，修剪它们

的弱、盲、病枝。下午我们则分头行动，

完成各自承担的科研任务。”赵雁的学

生、云南农业大学研究生赵志林说，“在

科技小院导师的组织安排下，我们也会实

地指导周边花农的生产实践。为了确保他

们都能听懂、学会，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怎

样把艰涩晦暗的技术逻辑转化为清楚明白

的操作指南。”

技术推广并非一帆风顺。“起初，一

些农户对新技术抱有疑虑。但当地的村支

书带头参与，他家的花田越种越好，以前

观望的农户也逐渐转变态度，这让我们备

受鼓舞。”赵志林说。赵雁强调：“我们的

工作并不是做高深莫测的‘纯科研’，而

是让适合花农的新技术、新品种落地生

根。”这种“接地气”的技术转化，让科

技小院的辐射范围迅速扩大，惠及周边

50亩花田。

周 红 本 是 姚 安 当 地 的 菜 农 ， 2022
年，他感到花卉产业发展的气息扑面而

来，于是把种了十几年蔬菜攒下的积蓄都

拿来种玫瑰花。然而，现实却给他“当头

一棒”，他的玫瑰起初是枝条怎么也长不

高，后来不是憨了包，就是弯了腰。“技

术”是他说过的最多的话，他知道技术的

大手能掌控市场上的生死沉浮，“没有技

术，玫瑰的等级就上不去；玫瑰的等级上

不去，就怎么也卖不上价。”

随着科技小院师生的到来，周红的事

业逐渐出现转机。师生们为花田加装水肥

一体机，它能在干旱季节里每天自动浇五

六次水、施两三次肥。“这要是放到之

前，我们一个星期都浇不过来。”周红

说。更为关键的是，通过优化种植技术，

科技小院师生将畸形花比例降低 11%。在

昆明花拍中心，月季切花被分为“A”

“B”“C”“D”“E”5 个等级。周红家曾

经只能卖 1元 1支的“丑小鸭”，如今 80%
晋升为“A”“B”“C”级的“白天鹅”，

单价也跃升至 3 元一支。“赵老师身上总

沾着泥土，可她脑子里装的都是让花变好

的法子。”周红感慨道。

“花农辛苦一年，不就是为了把种的

玫瑰等级提上去，多赚点钱嘛，我们也希

望尽可能帮他们把这辛苦钱赚到手。”赵

雁说，“这些花农的玫瑰，一般会经由昆

明花拍中心，飞往全国各地。有缘的话，

也许你买到的一朵玫瑰，背后就有我们科

技小院的身影。”

比飞往全国各地的玫瑰更动人的，

是留在云南的“根系”。赵志林是云南曲

靖人，自幼就喜欢在山林间播种花草的

他，研二时便决定留在姚安的花企：“在曲

靖老家的山林里，我曾埋下无数花种，如

今才明白，最好的播种，是把自己种进

乡土。”

“你一个研究生留在这个小县城，不

感到屈才吗？”面对身边人的疑问，赵志

林说：“我的幸福就在这片花田里。”这种

选择并非冲动，而是源于对云南花卉产业

清醒的认识。赵志林细数家乡的产业优

势：“广袤的种植规模、丰富的种质资

源、悠久的栽培历史。这些历史的馈赠总

要有人接手，我愿意做那个与家乡的花卉

产业共成长的人。”

“我本以为‘一懂两爱’（即懂农业、
爱农村、爱农民——记者注） 的人才培

养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直到听

他亲口讲这里的工作让他多么幸福，我

才真正领会到科技小院的育人价值所

在。”赵雁感慨道。赵志林的选择并非个

例，科技小院不仅让一部分同学下定决

心留在当地花企，投身云南的万亩花

田，也让另一部分同学确立了从事科研

工作的志向，决心在花卉研究领域继续

深造。

在他们眼中，科技小院正是连接理论

与实践的绝佳桥梁。姚安花卉科技小院不

仅研究无土栽培等前沿技术，更在品种评

价中融入市场洞察，例如在国潮兴起时引

入形似牡丹的莫妮卡戴维品种，人们对花

的香气需求升温时，则启动香巴拉品种引

种研究。

“从产量提高和环境保护的角度来

看，无土栽培是大势所趋。目前云南种

植切花月季 38.8 万亩，为了守住耕地红

线、保障粮食安全，切花月季的种植面积

不太可能再有大幅度的扩大，因此我们只

能向这 38.8 万亩要产量、要产值。”赵雁

说，“然而，切花月季无土栽培的成本高

昂。由于切花月季是多年生植物，可以

说栽下玫瑰的那一刻就将决定未来 3 到

10年的盈亏。”

正因如此，品种评价是科技小院师生

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一方面，从技

术角度说，并不是所有品种的切花月季都

适合无土栽培，我们要从中挑选出具有根

系发达等特征的品种；另一方面，从经

济角度说，我们还要考虑种下一棵玫

瑰，它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能不能畅销，

‘莫妮卡戴维’‘香巴拉’‘安红’等品种

的引入就有这方面考量。”赵雁说，“如果

我们的工作得当，这个亩均 33 万元投入

的‘奢侈技术’的收益，就能像玫瑰的根

系一样稳固。”

2025年 4月，站在广袤的花田中，赵

雁望着运往昆明花拍中心的花箱。那些告

别姚安的玫瑰，茎秆里流淌着科技小院输

送的养分；而留在云南的师生，正像玫瑰

的越冬根系，在泥土下积蓄着迎接下一个

春天的力量。当根系突破地表的局限，在

科学、技术与人才的立体维度生长，花田

的芬芳，终将顺着这看不见的根系，蔓延

成更辽阔的春天。

中国农技协云南姚安花卉科技小院——

在西部田垄上解码乡村振兴的“花语”

受访者购买过哪些
类型的盲盒：

潮玩盲盒 78.23%

文创盲盒 56.16%

食品盲盒 19.78%

机票或火车票盲盒 15.41%

美妆盲盒 15.21%

服饰盲盒 15.21%

电子产品盲盒 9.05%

考古盲盒 7.75%

演出票盲盒 6.76%

其他 3.58%

洛阳理工学院向日葵支教团

洛阳理工学院向日葵支教团成立

于 2005 年，社团以“生命影响生

命”为宗旨，二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在

洛阳周边地区开展支教活动，以自身

行动号召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工

作。目前共有上千名大学生志愿者通

过向日葵支教团参与支教。社团曾获

得河南省“全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

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实践

团队”、洛阳“十大爱心集体”荣誉

称号。

福建师范大学传统礼仪协会

福建师范大学传统礼仪协会自成

立以来，积极响应“古为今用，推陈

出新”理念。从 2023年 9月至今，传

统礼仪协会策划并组织了一系列具有

创新性的优秀文化传承与发扬活动，

例如开设簪花课程、主持飞花令与投

壶游戏、表演国风舞蹈等，让更多学

子深入了解和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魅力。

扬州大学伯藜学社

扬州大学伯藜学社成立于 2011
年，由获得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资

助的“陶学子”自发组成。学社从“经

济、心智、学业、实践、创业”五个维度

积极开展文化学习、感恩志愿、创新创

业等活动，是广大“陶学子”展示自我

的舞台。学社曾荣获市“优秀社

团”、校“十佳社团”“最扬社团”

“红旗团支部”等荣誉称号。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CAD协会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CAD 协会成

立于 2007年 11月，以培养在校生平

面设计和三维造型的基本能力为目

标，带领学生进行三维建模、二维

制图、 3D 打印等领域的深入学习。

协会举办过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

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厦门

大学嘉庚学院新生 3D 建模大赛等比

赛，还为参与“全国 CAD 技能等级

考试”的同学提供培训。协会在全

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

建模创新大赛等全国赛事上取得过

优异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