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
用这句话表述二手货、闲置物品交易再确切不过。曾经

的旧货市场，已随着城市更新进程而陆续消亡，但二手交易
却从来没有消失过，近年来更是依托互联网平台以及线下
新的“容器”加速成长。二手电商“闲鱼”前不久发布一组特
别有意思的数据：平台上有2万多辆爱玛电动车在等待转
让，同时挂上链接的爱马仕包、高端饰品也有 2万多件；平

台上售卖的二手婴儿车有270多万辆，同时还有超过10
万个二手酷彩锅在等候识货的买家……在你能想到的所有
场景中，闲置的物品都有机会找到自己的新主人。

据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发布的数据，2020 年中国
二手交易市场规模预计达到 1 万亿元，而且处于高增长
轨道。经过多年发展，中国二手交易市场早已不再是“低
端”的代名词，相反，手机、3C 产品、奢侈品的流转加速，
以兴趣为纽带的圈层化特色分明，分享经济中最重要的信
任环节，越来越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化解“信任焦虑”
解决非标品交易痛点

从二手闲置交易市场看 ， 这
是一个类似于 “阳光下影子 ” 的
行业 。 有数据显示 ， 中国大约有

100 多万与二手交易产业相关的商
户 ， 其中与二手手机流转相关的
商户有将近 30 万。 对于这些商户
而言 ， 供给端与需求端的撮合与
流转 ， 以及二手商品的定价 ， 都
是非标品交易的痛点 。 近年来 ，

随着二手交易平台的崛起 ， 撮合
与流转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

对于卖家而言 ， 最 “简单粗
暴 ” 的可接受方式是 “以旧换
新 ” 。 爱回收一位负责人告诉记
者 ， 用户在通过补差价形式换购
新手机时 ， 将手中旧手机处理掉
的意愿最强烈 。 为此 ， 二手手机
回收转化率最高的方式就是 “以
旧换新” 服务 ， 而
线下场景又比线上
场景更能给卖家带
来信任感 ， 这也是
企业选择在人流量
密集的购物中心开
设门店的原因 。 截
至目前 ， 爱回收已
在超过 140 个城市
开出了 700 多家线
下实体店。

一向在线上深
耕的闲鱼 ， 最近也
决定走到线下 。 阿
里巴巴副总裁汤兴
告诉记者 ， 未来三
年 ， 闲鱼会在全国

50 多个城市设置闲
鱼小站 ， 做手机以
及奢侈品的回收与自
提 ， 以满足消费者对于
线下场域的需求。

当二手商品的价值越来越高，

交易距离越来越远 ， 对非标品卖
家的信任感 ， 越来越成为二手交
易的核心 。 “在循环经济中 ， 信
任是最关键 、 最核心的问题 ， 也
是我们在管理学中研究的终极问
题。” 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冯

天俊看来 ， “信任 ” 是打开闲置
经济大门的唯一钥匙， 有了信任，

才能使得生态里的每一方对循环
经济产生信心。

梳理目前二手交易平台的普
遍做法， 增加 “居间处理” 环节、

增加质检环节 、 多维度制定二手

3C、 奢侈品 、 潮玩等领域的检测
标准 ， 是所有玩家都在着力构建
的 “护城河”。

从 2015 年开始，转转就在业内
首创了一套二手 3C 质检体系 ，向
外输出“通过验机质检，买二手手机
可以更靠谱”的理念。 随后，转转又
推出二手手机 3C 的质保服务和 7

天无理由退货服务， 带给用户和新
品一样的购物体验。“从模式的角度
看，就是把 C1 端用户的闲置物品，

经过居间处理，流转到 C2

端用户 ， 形成 C2B2C

的模式。 ”转转相关
负责人表示 ， 这样
的履约服务可大幅
缓解买家的 “信任
焦虑”，直接带动需
求的提升 。 而根据
需求， 平台又可以
反向去要求供给端
做到更规范 ， 再推
动履约服务的完善
和升级， 形成二手
交易的正向循环。

2020 年， 转转
还在此基础上推出
转转严选，尝试更为
严格的服务体系：二
手手机 3C 商品八
成新以上才可以销
售，同时平台提供专
业的质检，交易享受

7 天无理由退货和
一年的质保。

汤兴也表示 ，

未来闲鱼将在奢侈品、 手机数码、

潮鞋潮玩 、 美妆四大领域推出
“无忧购” 服务———这是一套由服
务商提供回收 、 鉴定服务 ， 平台

严把质量关 、 客服关的全方位服
务体系 ， 使得用户能以二手价享
受新品服务， ?化交易体验。

随着科技的进步 ， 区块链等
一些技术也被用于质检服务之中。

2020 年年中 ， 拍拍推出 “区块链
品质追溯体系”， 这是国内首个针
对二手商品推出的追溯体系 。 借
助区块链技术， 平台对每台手机、

平板进行标准检测 ， 将 IMEI 及

SN 码对应的检测数据进行存证和
上链 ， 确保所售商品已严格根据
拍拍商品质检标准完成检测鉴定，

从而杜绝检测信息伪造篡改的可
能性 。 而已经将拍拍纳入麾下的
爱回收 ， 则早已通过位于常州的
“爱回收亚洲一号” 自动化运营中
心来完成自动化输送 、 质检 、 分
拣和存储能力 ， 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 ， 手机质检精准度可达 99%

以上 。

有分析人士告诉记者 ， 早在

2018 年末 ，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
就已向有关行业协会 、 单位 、 企
业发布关于 《互联网旧货交易平
台建设及管理规范 》 行业标准公
开征求意见的函 ， 对平台建设和
管理提出要求 ， 其中二手商品的
质 量 管 理 是 《规 范 》 的 重 点 ，

“未来随着二手交易市场对品质要
求的不断提升 ， 质量管理将成为
平台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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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容器
新国潮

2020 年 10 ? 1 ?， 天裕楼 “豫
园百货” 经过改造后重新开门迎客。 外
墙是被柔美灯光装点的明清式建筑风
格， 室内运用了 Art Deco （艺术装饰
风格） 设计， 如海螺一般盘旋上升的中
心楼梯与嵌着焕彩玻璃的穹顶相称， 犹
如回到上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滩……

“新容器”聚集“新国货”

豫园百货开业后， 这里很快成为光
明乳业发布新品的一个根据地。 光明乳
业在这里开了一家网红烘焙店 “光明悠
焙”， 也是这个新业态的上海第二家店。

“选择在豫园里再开新店， 光明乳业希
望用创新口感、 创意美食， 让游客们在
游玩时 ， 也能感受国潮的创新活力 。”

光明乳业董事长濮韶华这样看待豫园这
个亦老亦新的地标。

在这个 “新容器” 中， 光明乳业在
两个多月内先后发布了多款新品。 最近
一次是半个月前， 它们携手冠生园， 合
作推出光明大白兔奶糖风味牛奶新品。

同时， 旗下光明冷饮带着熊小白雀神冰
淇淋 “出场”， 两大新品将品牌文化与
国潮元素相融合， 全力打造多元化、 有
创新、 高品质的产品。

2019 年 ， 光明乳业便携手冠生园
创新推出盒装大白兔奶糖风味牛奶 ，

沿用白兔奶糖经典品牌形象和奶糖味
道 ， 带领消费者体验一波 “童年回忆
杀”。 而最近推出的光明大白兔奶糖风
味牛奶新品则是全新升级版， 以光明鲜
牛奶为?质原料， 融入大白兔奶糖的甜
蜜 ， 辅以先进的新鲜冷藏工艺和环保
小瓶装 ， 为消费者带来更新鲜 、 更便
捷的口感体验。

为什么新国货更青睐 “新容器 ”？

有分析人士认为 ， 对于诸多老字号而
言， 拥抱 “新国潮” 的一大难点在于，

在传承与创新之间难以找到一个落脚
点 ， 在传统分发渠道 ， 它们难以触达
“新国潮” 的目标用户。 反过来， 对于
很多年轻人而言， 除了电商渠道外， 大
都只能通过 “快闪店” 等方式来接触新
国货， 线下缺少一个明确的场所。

与豫园百货类似， 南京路步行街东
拓段也是老字号拥抱 “新国潮” 的一个
“新容器”。 步行街一头一尾有两家三阳
南货店， 人民广场一头的老店以传统的
月饼、 腌腊制品及南北货闻名； 外滩一
头的新店装修风格小清新 ， 卖的是咖
啡+糕点的组合。 “老店或许有丢不掉

的历史包袱 ， 新店却可以推倒重来 。”

三阳总经理沈民的思路清爽， 新店与老
店九成的产品都不一样， 但未来新店的
爆款， 也会慢慢影响老店。

老字号拥抱年轻化

“新容器” 为国潮的发展提供了明
确的集聚地和打卡地 ， 但要抓住消费
“国潮” 的年轻人， 老字号自身的年轻
化发展是更为重要的课题。

“豫园商城拥有 17 家中华老字号和
一众历史悠久的知名品牌， 这些年， 豫
园商城的老字号品牌也在不断提升质
量 。” 豫园商城股份董事长黄震表示 ，

老庙在上海开设了首家好运时尚店和古
韵金主题店， 亚一全国首家智慧门店也
在豫园商城落地， 满足年轻消费者和追
求高品质顾客的消费喜好。 “老庙推出的
古韵金系列新品，以及食品饮料板块推出
的主打东方美学的青梅酒，童涵春堂推出
的休闲滋补品， 都是在国潮复兴的大势
下，拥抱当下市场趋势的积极举措。 ”

“光明乳业在国潮新趋势的发展脉
络中， 着力不断创新百年乳企的品牌形
象 。” 光明乳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

新品不断、 爆品不断、 亮点不断是品牌
年轻化必须坚持的。 去年 3 月， 光明乳
业携手冠生园推出 “官方出品、 血统纯
正” 的大白兔雪糕， 一举成为倍受青睐
的网红单品； 6 月， 双方又联手推出更
高端的杯装大白兔冰淇淋， 设立线下快
闪店， 深化品牌流量与营销的 “集聚效
应”； 8 月， 光明乳业携手奶茶界的流
量 IP “乐乐茶 ”， 推出具有 “上海怀旧
味道” 的光明冰砖系列冰冰茶、 光明牛
奶乳酪条等产品， 创新品牌与消费者的
“对话” 方式。

“丰裕闲置物品”成主力
高价值二手产品销售加速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
究所所长诸大建这些年观察到一个
很有意思的现象， 很多年轻人扔出
来的 “垃圾”， 都是刚消耗了一点
的东西， 甚至是未拆封的新品。 诸
大建认为， 在经济学上， 闲置物品
的增加和中国城市化比例、 世界城
市化比例呈正相关性。 当这一比例
达到 30%至 70%的时候 ， 闲置物
品就开始出现爆发增长。 此时， 大
量 “丰裕闲置物品” 的出现， 会大
大加速二手交易市场的发展。

的确 ， 科技的进步导致大量
商品的迭代周期远远短于使用周
期 ， 累积形成二手交易丰富的
“货源池 ”。 以手机为例 ， 很多人
不会等手机用起来不顺了再将其
闲置 ， 而是在看到更新的款型出
现后， 马上 “喜新厌旧”、 将老手
机收进抽屉 。 来自市场研究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调查数据显示 ， 全
球智能手机平均换机
时长为 21 个月 。 其
中 ， 中国人平均 22

个月换机 ； 墨西哥人
每 18 个 月 换 一 次 ；

日本人的换机周期最
长 ， 但也不过 26 个
月 。 事实上 ， 若是依
照手机厂商设定的使
用年限来看 ， 市面上
大部分手机 ， 使用三
年 一 般 都 不 会 有 问
题 。 这些产生 “时间
差 ” 的闲置手机 ， 很
大一部分会再次进入
流通渠道 。 在国内的
二手闲置平台上 ， 无
论是 “闲鱼 ” “转转 ”

还是 “爱回收 ” ， 手机都
是二手交易的一个重要类目 ，

而它的交易高发期往往出现在手
机新品发布会前后 。 前不久 ， 苹
果 iPhone 12 上线时， 闲鱼每天有
三四十万用户为老手机估价 ， 每
天在淘宝天猫上参加闲鱼以旧换
新的用户超过 9 万。

有的平台甚至深耕手机类目 。

2015 年底上线的转转 ， 就是以手
机、 3C 数码为主的二手交易平台。

2020 年 5 月 ， 转转与二手手机

B2C 平台找靓机战略合并， 进一步
增加市场份额 。 2020 年 “双 11”

期间 ， 转转推出 “11·11 二手盛
典” 大促活动， 从启动到 “双 11”

当天结束， B2C 业务总交易额达到

4.31 亿元 ， 支付成交超 24 万单 ，

共计卖出超过 20.3 万部手机 。 其
中 ， “双 11” 当天卖出手机超过

12 万部 ， 平均每 0.8 秒就有一部
手机被用户买走。

与手机类似， 高端化妆品 、奢
侈品类目的二手交易，近年来的成
长也不

容忽视。 最近，在上海安福路一栋
老洋房里，“多抓鱼”悄悄开出线下
首家服装店。 成立三年多、以二手
书交易平台起家的多抓鱼，忽然转
身卖起了二手服饰，显然是更加看
好“古着”这一新崛起的细分市场。

记者注意到， 尽管开店不久 ，

但在不少人的朋友圈里， 这家店已
经成了 “打卡” 热点。 实体店门面
很小， 铺面大概可以容纳近千件二
手衣物， 从 Fendi、 Lanvin 到 Zara、

?衣库都有。 其中， 单价较高的品
牌被归拢在一处， 基本是国际知名
品牌或是国内设计师品牌 ， 如

Comme des Gar觭ons、 COS、 Acne

Studios 以及一些难得的明星同款，

一上架就会被买走， 价格从数百元
到数千元不等。 而一些快时尚的商
品， 价格则稍低， 一些夏季单品，

甚至可低至几十元一件。

记者在店内看到 ，

不同于二手服装店
的陈旧感觉， 这里
的货品大都比较
新 ， 有些甚至连
吊牌都还在 。 营
业员告诉记者 ，

品牌在接洽二手
衣物交易时 ， 除
了稀有款式如限
量版 、 定制款 ，

一般只收全新或
者最近一个月内
刚 刚 上 市 的 衣
服 ， 以保证流转
率…… “全新 ”

或 “九成新 ” 是
个 不 算 低 的 门
槛 ， 但从现场的
货品陈列密度和
线上话题的踊跃
程度来看 ， 二手
名 牌 衣 物 的 市
场 ， 超出大多数
人的预期。

有人将价值不菲的 “宝贝 ”

链接高挂于网上 ， 那么 ， 又是谁
在消费这些高价值的二手货？

《中国二手奢侈品市场发展
研究报告 2020》显示 ，24-36 岁的
人群 ，对奢侈品不仅有消费意愿 ，

也有一定的消费能力 ，注重品牌 、

追求性价比 ，愿意买二手奢侈品 。

其中 ，Y 世代 （ 1980—1995 年间
出生的人群 ） 的复购率正在稳步
增加 ， 而 Z 世代 （1995—2010 年
间出生的人群 ） 的复购率则明显
超过 “前浪 ”。 有业内人士指出 ，

二手奢侈品已成为很多年轻人工
作后购入的第一个 “大件 ” 。 在
二手奢侈品交易平台 “红布林 ”

上 ， 超过 70%的消费人群为 “90

后 ” “00 后 ” ； 而闲鱼的交易链
条则显示 ， 过去一年卖出 1025

万单奢侈品 ， 31%的一线城市好
物流向了四线城市 ， 承接这些
商品的 ， 正是消费欲望强烈
但消费能力相对较弱的 Z

世代 。 分析人士认为 ， Z

世代正成为奢侈品消
费的主力 ， 他们对于
品牌的追求以及对
赝 品 的 抵 触 心 理 ，

都在推动中国二手
奢侈品市场爆发 。

《报告 》 认为 ， 目
前 中 国 二 手 奢 侈
品市场规模占 整
个行业 市 场 规 模
仅 5% ， 而发达国
家 的 比 例 大 约 是

20%甚至 30% ， 发
展潜力巨大 。

二手市场升温

你手上的“鸡肋”
别人心头的“宝贝”
■本报首席记者 徐晶卉

交易的不是商品的“残值”
而是兴趣的延伸

二次元市场， 只是新品的天下
吗？ 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 闲鱼也
是国内最大的二次元二级市场， 这
里活跃着 1400 多万二次元用户 、

7500 名二次元认证玩家 ， 包括娃
圈 （BJD 娃娃 ）、 模玩 、 洛丽塔 、

角色扮演 （cosplay）、 国风等各细
分领域。 笑宜是一位 20 岁的学生，

也是认证的角色扮演玩家， 她告诉
记者， 她会在二手平台分享爱好和
作品， 并将已经拍过大片的角色扮
演装备售卖以 “回血”， 在追求兴
趣爱好、 积累粉丝的同时， 寻找职
场之外的一份固定收入来源。

对于年轻人来说， 任何地方都
可以用来 “潮玩”， 而二手交易平
台给了人们一个捡漏全新盲盒、 手
办福袋、 绝版藏品的 “洼地” ———

这也是过去前所未有的商机， 具有
收藏价值的商品， 逐渐成为二手电
商平台的重要类目。 闲鱼提供给本
报记者的数据显示， 仅盲盒一项，

闲鱼上就有超过 44 万玩家进行交
易， 2020 年 11 月闲置盲盒交易额
超 过 了 1.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超

70%， 一年盲盒交易额竟然接近泡
泡玛特一年的营收。

山哥 （化名） 是潮玩爱好者，

其收藏的单品近 800 件， 价值接近
千万元， 还收藏有全世界仅此一只
的 “熊王”， 市价高达 42 万元。 他

在线下经营着一家潮玩实体店， 线
上年交易额也有 200 万元左右 。

“混迹 ” 二手交易平台将近五年 ，

山哥坦言这里是个 “掘金” 宝地，

也是一个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的好地方。

“潮玩收藏是我的兴趣爱好。”

在他的世界里， 潮玩背后传递出的
是每一位设计师、 艺术家传达的理
念 ， 它越来越能引起年轻人的共
鸣。 曾经， 山哥在闲鱼上收奈良美
智的梦游娃娃时， 认识了一位拥有
全世界所有 400％熊的潮玩发烧
友， 瞬时引为知己。

圈里的藏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
喜好收藏作品 。 “90 后 ” 三国历
史发烧友名扬是一名职业主持人，

也是 1/6 比例中国手编金属战甲和
武将 DIY 爱好者 。 在收集小比例
古代武将、 盔甲艺术品的五年中，

拥有 100 多个不同历史、 成系列的
武将人偶， 在圈内被称为 “会长”。

在他看来， 买卖是其次， 他更希望
通过快手、 闲鱼等二手闲置平台，

科普和宣传中国历史文化和小比例
手工甲收藏经验。

浙江建德的陈杰是一名 “再生
艺术家”。 2019 年以来， 他用废旧
缝纫机、 修鞋机、 磅秤等做了不少
再生艺术装置。 别人眼中的废铁，

他以每斤 1.5 元的价格淘回来， 通
过妙手回春， 还能卖出高价。 在他
启发下， 有用户索性寄了旧车零部
件给他， 让他代为改装成一盏灯。

在经济学上，闲
置物品的增加和中国
城市化比例、世界城
市化比例呈正相关性。
当这一比例达到 30%
至 70%的时候，闲置
物品就开始出现爆发
增长

除了二手奢侈品、

名牌服饰、手机等商

品，越来越多有趣的产

品丰富了二手市场的构

成。从某种程度上说，

现在的年轻人在这里交

易的不是商品的“残

值”，而是兴趣的延伸

■本报首席记者 徐晶卉

梳理目前二手交易
平台的普遍做法，增加
“居间处理”环节、增
加质检环节、多维度制
定二手 3C、奢侈品、
潮玩等领域的检测标
准，是所有玩家都在着
力构建的“护城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