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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徐 淼 霍玉菡 杨 颖

编者按：鲜花大卖、影院满场、巧克力售罄、餐馆没座……随着情人节的到来，在浓浓的浪漫氛围中，

几乎所有与爱情沾边儿的产品和服务都迎来了一个消费高峰，不少商家轻轻松松，大做“爱情买卖”。

近年来，随着西方商业文明越来越受推崇，很多国外节日被引进中国。在 2 月 14 日情人节这天，无论是

热恋中的情侣，还是结婚多年的夫妇，越来越多的人都会选择找个地方浪漫一下，过过二人世界。于是，不

少商家也开始顺应这一新的消费需求，不断开发新产品、定制新服务，引导他们心甘情愿为爱情买单。

商家“傍上”情人节 吆喝“爱情买卖”
各式各样的元宵才从超市里的醒目位置下架，品类繁多的糖

果、巧克力就被摆了上去，中国的传统节日刚过，嗅觉敏锐的商家

马上就把注意力转到了从西方舶来的情人节上，为此大做准备。

今年，为了给情人节消费市场再添一把火，各大商场推出了很

多创意活动以吸引顾客。在北京凤凰汇购物中心，记者了解到，商

家早在上周就开始进行“这个情人节让我们爱吧”的单身浪漫交友

活动，节日氛围十分浓厚。与此同时，不少餐饮企业也推出了各种

应时应景的情人节套餐，为情侣就餐增添浪漫氛围。而为了给情

人节消费造势，京东商城、凡客诚品、我买网等各大电商也都在首

页挂出了相关广告和商品链接。记者发现，最近，在很多团购网站

上，餐券、情人节礼品销售都相当火爆。借着情人节的东风，很多

商家收获颇丰。

作为情人节的传统礼物，鲜花和巧克力消费尤其火爆。记者走访发

现，情人节前一个月左右，就有不少花店推出了预订情人节花束的服务，

而随着情人节日渐逼近，鲜花价格已节节攀升。

与此同时，饰品销售情况也相当不错。不少商家推出各种情侣钻

戒、项链和吊坠系列供消费者选购，其中也不乏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

如施华洛世奇倾力打造象征完美爱情的心形精品系列、瑞士美度表倾情

呈现情侣对表等。此外，淘宝、1 号店、京东等电商也都挖空心思，想从

“甜蜜经济”中分得一块蛋糕。

点评：情人节来源于古罗马的牧神节。按照当地的传统，在这一天，

男青年会将一枝半开的红玫瑰送给心爱的女孩儿表达爱慕之情，而姑娘

则以一盒心形巧克力作为回赠的礼物。可是，在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特

别是受到一二线城市的一些白领追捧后，国内情侣在情人节这天的消费

已水涨船高。

如今，情人节在中国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情侣向大众公开展示幸福的

节日。人们在这天会肆无忌惮地向意中人表情达意，而如果这一天没有

佳人相伴，似乎还是件挺没面子的事。于是，抓住消费者的这些心理，鲜

花、巧克力、钻石、情人节大餐……商家竭尽所能地为情人节消费推波助

澜，不断激发潜藏在情侣身上的荷尔蒙，包装“别有用心”的情人节。而

所有与爱情沾边儿的产品和服务也都因此受惠，以“爱”之名，情侣产业

日渐发达。

近年来，每到情人节，餐厅、影院、KTV 几乎都人满为患。即使消费

能力不足、工作繁忙或者两地分隔，情侣们也会通过网购、电子礼物等手

段传情达意。无论是传统礼物还是创意产品销量都相当不错。近日，刚

参加工作不久的小王就在网上下单为女友购买了情人节礼物。在他看

来，网上可以代购到很多新奇的国外商品，而且商品样式新颖独特、价格

公道，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对于年轻的淘宝一族来说，网购不仅十

分便利，而且符合他们追求时尚、张扬个性的消费需求。未来，在这一族

群的带动下，情人节期间，网上商品的销售额仍将继续上涨。

不过，不断开发新商品、发掘新的消费增长点，也还是十分必要的。

今年，除了年轻人，中老年消费者也开始成为商家的目标。一些摄影工

作室推出了中老年婚纱写真优惠套餐，让不少中老年夫妻在情人节可以

重温“激情燃烧的岁月”。另据淘宝网数据显示，50 岁以上购买巧克力和

鲜花的消费者较去年增加了一倍多。

因“爱”受惠 情侣产业日渐发达

虽然商家尽心竭力地高声吆喝，但面对汹涌而来的高额

开支，不少消费者也产生了“恐高”心理。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争夺情人节消

费市场，临近节日，一些商品的价格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上

涨。而据报道，一些知名餐厅已决定在情人节期间大幅抬高

最低消费门槛或增加“订金不予退还”等条款，为今年情人节

再添甜蜜负担。

“情人节快到了，不和亲爱的庆祝一下，难免日后被唠叨，

但动辄成百上千元的高消费，我这个小白领也伤不起啊！”工

作没几年，正与女友处于热恋期的小刘向记者抱怨道。

点评：小刘说出了许多年轻人的心声。面对越来越高的

消费支出，情人节俨然已经成了“情人劫”。

一 些 网 友 调 侃，情 人 节 就 是“ 以 爱 情 的 名 义 向 消 费 者

举起屠刀”，这话不无道理。事实上，从情侣们决定过节的

那一刻起，他们就坐上了消费的高速列车，钞票的消耗量

将 以 秒 计 算 。 在“ 情 侣 专 场”商 战 中，商 家 们 赚 得 乐 此 不

疲，消费者的钱包却不幸干瘪，不禁让人发问，情人节到底

是为谁而过？是消费者陪情人，还是商家要“擒人”？

据国内知名手机优惠券 APP 客户端——丁丁优惠发布的

《情人节消费调查报告》显示，近 3/4 的用户会选择特意为情人

节安排一次专门消费。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情人节适当的消

费是必须的，但考虑到近年来物价上涨等因素，包括礼物、餐

饮、休闲娱乐等产品和服务在内，多数消费者能够接受的消费

成本已提高至上千元，而这个数字在 2010 年是 800 元。其中，

每个单项消费支出的比重集中在 200 元至 500 元之间。此外，

也有3%的用户消费数额在2000元至5000元之间。

为了让情人度过一个独特浪漫的节日，即便消费水平年

年攀升，仍抵挡不住“因为爱情”的驱动力。但也有人认为，

情人节消费浪漫过热也是一种浪费。对此，中投顾问文化

行业研究员沈哲彦认为：“ 情人节消费无疑将刺激部分商

品的短期销量水平，对经济发展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对于浪漫是否过热应当因人而异。消费者还是应该

在自身经济能力可承受的范围内进行消费，应该更加理智。”

“情人劫”难逃“被消费”

今年，很多商家都针对情人节开展了一系列促销活动，促销手

段也是花样频出。

在韩国某化妆品代理公司广告部供职的郑小姐告诉记者，近年

来，情人节已经成为他们公司提高销售额的一大时机。在研究过潜

在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后，他们公司今年推出了多个系列的化妆品套

餐，而且也推出了相应的买送和抽奖活动，产品丰富、价格优惠。

同时，针对情人节这一主题，他们还更换了网站背景、产品布置

等，希望通过这些细节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点评：近来，情人节高消费，已经让不少消费者望“情人”兴叹。一

些消费者表示，没必要在情人节这种特殊的节日“被宰”。看来，如果

再不提升消费体验，商家费劲心机也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事实上，作为情人节服务的提供方，商家想要涨价赚钱虽然无

可厚非，但却并不是最聪明的做法。不管哪个年代，普通消费者的

购物准则都是物美价廉。所以，涨价赚钱是下下策，要不断研究不

同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做到从价格上细致区分，从风格

上中西合璧，同时重视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让消费者体味到量

身定制的尊崇感，慷慨解囊。

此外，还要做到与时俱进，不断拓展营销手段。在今年的情人

节营销中，微博营销成为各商家拓展营销手段的新亮点。据《第 2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报告》统计，目前，有将近半数的网民在使

用微博，比例达 48.7%，微博的影响力在逐渐扩大。未来，这种传播方

式还有可能继续升温，应该引起广大商家的重视。

不 过，业 内 人 士 也 指 出，近 年 来，商 家 虽 然 越 来 越 重 视 节 日

营销，各种促销手段也推陈出新，但针对具体产品和服务的宣传

较 多 ，主 题 活 动 仍 然 较 少 ，因 此 ，很 难 形 成 一 种 浓 烈 的 活 动 氛

围。优质的主题将有助于产品的销售。沈哲彦告诉记者，“ 在宣

传 中 注 意 节 日 主 题 的 把 握 对 商 家 来 说 至 关 重 要 。 同 时，商 家 也

要 考 虑 受 众 率、宣 传 效 果、公 司 形 象 等 多 方 面 因 素，重 视 微 博 等

新 的 营 销 方 式 。”专 家 认 为 ，目 前 ，商 家 宣 传 基 本 都 是 借 助 印 刷

物 、电 视 、广 播 、互 联 网 等 ，宣 传 手 段 较 为 类 似 ，较 难 突 破 。 未

来，可以多举办一些节日氛围浓郁的主题活动，增加消费者的参

与感，让他们在购买产品之余享受到更多的服务体验，提升他们

的消费动力。

应势而为 商家营销须重细节

上 个 世 纪 末，伴 随 着 中 国 第 一 个“ 黄 金

周”的出现，假日经济成为中国消费市场的发

动机之一。这种利用消费者节假日集中购

物、集中消费，带动供给、带动市场、带动经济

发展的系统经济模式也引发了广大商家的兴

趣，几乎每到节日，商家都会推出相应的促销

活动。

如今，随着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全球化

趋势的不断加强，情人节、圣诞节、感恩节、万

圣节等越来越多的“洋节”在中国已经拥有一

席之地，假日经济大军逐渐壮大，节日消费文

化得到长足发展。基于当代消费者享受型、

休闲型、文化型的消费需求，节日消费为商家

提供了巨大商机，其强大“脉冲”开始成为商

家盈利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乱花渐欲迷人眼

的各种促销手段，一些消费者已经开始脱离

理性消费的范畴。据了解，今年情人节期间，

从购买巧克力、鲜花，到吃饭、看电影，很多情

侣几乎全部参与了以上消费。一些情侣表

示，为此花销上千元虽然耗费颇多，但也是必

要支出。曾经，父辈们的爱情，可以让一把梳

子、一方手帕就成为真爱的象征。如今，情感

表达的必要支出却变得如此之高，让人情何

以堪？恐怕，“面子”才是始作俑者。过节本

来是乐事，但如果因盲目攀比给自己带来心

理压力，何谈快乐过节？年轻的消费者，尤其

是经济实力薄弱的学生群体，应该反思节日

的意义，避免因非理性的过度消费，踏进商家

布置的“情人劫”陷阱，寅吃卯粮不值得提倡。

“文化促进消费的作用较为明显，但是，

这种建立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基础上的消费

也容易造成非理性消费情况的出现，引发相

互攀比的不正之风。”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

员沈哲彦认为，“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

展，人们的购买力水平不断提升，再加上国外

提前消费的理念越来越被国内消费者接受，

假日经济快速发展。但是，中国政府和企业

在发展假日经济时也要警惕商家无节制地哄

抬物价，影响市场价格的合理性和稳定性。”

假日经济切莫误入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