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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6月，全国各地陆续迎来“炎炎夏日”
模式，高温酷暑不断来袭，骄阳似火。

随着气温的攀升，空调、雪糕、西瓜等避暑
产品热销而产生的经济现象——“清凉经济”
也应运而生，给了人们凉爽的夏日体验。

清凉产品迎来消费旺季

凉席、夏凉被、电扇、空调……随着高温天
气的到来，不少消暑降温的清凉产品迎来消费
旺季。超市内，凉被、凉席被摆在了入口处，同
时还推出打折优惠活动。有些商铺更是推出
了夏凉商品特卖活动，集中展卖夏凉产品。

“这款空调不仅能防冷风直吹，还有高温
除菌、手机智能控制等功能。”在北京荟聚购物
中心的苏宁易购超级旗舰店，店员正在向顾客
介绍一款今夏颇受欢迎的智能空调。

作为夏日避暑的“主力军”，空调、电冰箱
等家电产品步入销售旺季。商务部数据显示，

“五一”假期，重点监测零售企业家电销售额同
比增长7.9%。“618”电商大促陆续开启，近期不
少平台公布了促销方案，其中，以冰箱、空调等
为代表的清凉家电以旧换新成为促销重点。

在广东深圳的家电卖场，不少品牌的空调
都贴着“以旧换新”的标签。优惠活动的推出
吸引了很多消费者，不少消费者打算趁活动机
会，把家里的费电机型、老家电换成新电器。

“清凉家电旺盛的市场需求与高增长的销

量，表明了人们对炎热夏季更加舒适的追求，
反映出‘清凉经济’正随着高温酷暑蓬勃发
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谭
小芬指出，相关部门与企业可以通过投资“清
凉经济”产品与服务，优化供应链和营销策略，
开发新的消费模式助力其发展。

除此之外，“凉柔”被褥、“冷感”湿巾、降温
冰凉贴、可穿戴空调……在科技助力下，一系
列创新清凉产品正成为市场新宠，展现出“清
凉消费”的个性化、多元化趋势。

随着“清凉消费”在夏日经济中承担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多位专家预测，未来在技术进
步与消费者需求变化的推动下，“清凉消费”将
在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为市场
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

“清凉经济”赋能乡村振兴

6月 6日，2024清凉宁陕旅游季暨招商推
介走进北京，向各方朋友发出了 21℃的清凉
邀约。

随着各地进入高温模式，人们对“避暑”的
出游需求火热释放——愿寻一纳凉消暑好去
处。在各地游客看来，“避暑气候”已成为闪亮
的旅游金字招牌。

河北省涞源县地处太行山腹地，近年来，
当地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和气候条件，通过打
造白石山景区露营地、七山滑雪度假区、涞源

湖景区等特色旅游景点，积极探索旅游新业
态，发展“清凉经济”，不断吸引周边游客前来
避暑康养，促进旅游消费升级，赋能乡村振兴，
带动就业2000余人，让村民吃上“旅游饭”。不
少省份的乡村成为了人们避暑的好去处，人们
得到了清凉旅游的体验，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
持续动力。

与此同时，随着日间气温升高，清凉舒适
的夜间活动受到追捧。为了顺应人们对沉浸
式、创新性体验的新需求，各地纷纷推出丰富
多彩的夜间主题活动。湖北鄂州市博物馆开
展“夜游博物馆”活动，带领观众在奇妙夜穿
越时空，感受吴风楚韵的魅力；重庆乌江画廊
打造接近 50米落差的水幕投影秀，数百米水
帘动态展示，用声光电视觉讲述乌江故事；安
徽合肥推出体育夜市，融合了非遗、潮玩、运
动、表演等诸多形式，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健身
运动和体育消费；四川成都则围绕新“十二月
市”开展系列活动，打造“春熙路灯市”“华兴
街锦市”等特色地标，加快推进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建设。

谭小芬指出，“清凉经济”可以从以下方面
赋能乡村振兴：一是促进产业融合与创新，包
括推动旅游、民宿、农家乐、采摘、农产品销售
等元素在内的多元一体化经营方式；二是促进
乡村农产品的销售；三是推广生态旅游与农业
体验，通过借助“清凉经济”的东风，开展果蔬

种植、采摘等乡村体验活动。

挖掘“清凉经济”市场潜力

“清凉经济”的火热发展，不仅是人们夏天
体验感增强的表现，更折射出消费层次升级的
发展态势。

“挖掘‘清凉经济’市场潜力，首先要增加
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谭小芬举例称，可以考
虑开发更多符合消费者需求的避暑产品，如高
效能、便携式制冷设备等，并提供定制化的避
暑解决方案。

2023年发布的《全国避暑旅游发展报告》
指出，进入暑期，“端午+毕业季+暑期”叠加催
动避暑旅游发展，暑期闲暇时间充足的人们更
倾向于将避暑旅游安排在暑期的前半段，尽可
能在释放旅游需求的同时避开暑期旅游高峰，
由此加速避暑旅游需求提前释放。

“人们对夏日清凉消暑的需求增加，为相
关产业带来商机和发展空间，不仅有助于激
发旅游、餐饮、娱乐等传统行业的活力，还会
为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
新模式提供更加丰富的内容，催生更多新业
态。”谭小芬指出，通过发展“清凉经济”，积极
整合相关领域供应链，优化上下游企业生产
流程，以快速响应“清凉经济”瞬息万变的市
场变化。

（综 合）

当周末遇上端午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太行

山大峡谷，享受漂流的激情和快乐。近年来，河北省邢

台市信都区依托其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山水

资源，打造了多处集漂流、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旅

游胜地，丰富旅游业态和产品，提高游客游览满意度。

图为6月9日，游客在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体验峡

谷漂流。

□ 本报记者 王薛淄 文/摄

清凉家电旺盛的市场需求与高
增长的销量，表明了人们对炎热夏季
更加舒适的追求，反映出“清凉经济”
正随着高温酷暑蓬勃发展。今年 4
月，商务部等14部门联合发布《推动
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明确推
动家电换“智”，健全废旧家电回收体
系，打通废旧家电回收堵点，稳定和
扩大传统夏日消费，撬动新“清凉经
济”活力。这一促消费举措，一方面
能更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
活需要，另一方面亦契合当前夏日消
费需求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有利于使
家电更新消费“火”起来、商家“动”起
来，让消费者更多享受到消费升级带
来的便捷感和获得感。

人们对夏日消暑的期待阈值持
续提升，为相关产业开辟消费领域的
增长点带来新的商机和发展空间。
挖掘“清凉经济”市场潜力，首先要立
足当“夏”，捕捉行业风口，增加相关
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精准满足消费
者个性化、多元化诉求，譬如研发推
出高效能、便携式制冷设备等避暑产
品，并量身定制避暑解决方案。只要
念好“清凉经”，打造良好产品服务体
验，做到凉中有新意、凉中有温情，就
能在风口上尝到甜头。

在政府支持和市场利好的双重
背景下，发展“清凉经济”不仅能够激
发家电消费等传统行业的活力，还与
整合相关领域供应链、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相辅相成，有助于催生数字经
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更多新业
态、新模式。鼓励企业升级供应链，
优化上下游生产流程和运营策略，也
都是当务之急。同时，相关部门可以
给予更多鼓励性政策优惠，构建良
好、友好的营商环境，让各类业态模式在政策有
利、公平有序的空间内健康发展。

越要充分激发各项促消费政策的效力，优化
消费环境，实施放心消费行动，消费者权益保护
的重要性越是不言而喻。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问题曝光也愈发透明的当下，企业应高度重视消
费者体验，让“安心”“放心”成为产品和服务的代
名词，进而赢得外部良好口碑、树立正面社会形
象。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有关方面织牢织密消费
者权益保护网络，也是给“清凉经济”规范发展、
持续发挥“热效应”保驾护航。

消暑商品走俏、避暑游热度攀升、夜间消费
不断升级，“凉资源”正转化为“热经济”，进一步
激活“清凉经济”的“蓝海”。这也呼唤着各方更
多关注，打好观念认知、均衡发展、服务质量、产
业链条等方面的“组合拳”。 （孔德淇）

炎炎夏季，防晒衣是很多消费者的心头好。云朵凉感、原纱防晒等一众
概念走俏市场；从头到脚，从连帽、斗篷等款式到多巴胺配色，防晒穿搭成为
夏日潮流。

防晒衣火了，这个产业有多大？艾瑞咨询联合相关品牌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3年我国防晒服饰市场规模达到742亿元，预计2026年将达958亿
元，防晒衣占比将超50%。

消费升级、供给“进阶”、科技赋能……“晒”出来的大市场里有“流量
密码”。

有需求才有商机

由“皮肤风衣”发展而来的防晒衣，之所以火爆市场，和防晒需求上升紧
密相关。

一方面，大众的防晒意识更强了。“防晒抗初老”“全年防晒”等话题在社
交平台上盛行，不仅有流量，也带火了防晒用品、防晒穿搭，不仅女士防晒，
儿童、男士防晒也成为市场新增长点。

另一方面，户外生活方式火了。登山露营、亲子出行、徒步骑行……随
着人们越来越多地走向户外，防晒衣有了更丰富的应用场景。满足多样化
需求的新型防晒产品不断涌现，融合时尚元素也成为防晒服饰的“加分项”。

“五一”前两周，京东平台儿童防晒衣、户外防晒衣成交额环比增长超
100%，男士防晒衣、时尚防晒衣成交额环比增长超80%。

不止是服装，“防晒腮红口罩”“冰袖”“脸基尼”等也销量剧增。防晒产
品正打破单一季节限制和固化标签，在审美和社交属性方面提供更多价值。

从头到脚“捂”起来 防晒衣也讲科技

随着先进技术“织”入一丝一布，“千丝万缕”正走向“千变万化”。
相比之前的涂层防晒，近期流行的原纱防晒就是在服装的源头——纱

线中加入了防晒因子，制作成面料。这种工艺的加持，既保持了防晒效果，
也更加透气舒适。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有关负责人表示，防晒衣卖的不仅是产品，也是功
能，还要主打“科技内核”。不仅防晒，凉感、轻薄、透气、时尚同样是研发的
主要方向。

如凉感面料通过纤维材料组合、加工制造技术等，实现穿着干爽清凉；
绿色环保的竹纤维和抗皱性强的聚酯纤维织在一起，更加透气吸湿、抗菌防
皱，这是材料的变化。不少品牌在网络上生成3D数字化服装，缩短市场反

馈周期，提升开发“爆款”的效率；通过工业互联网，服装、面料拥有“身份证”，柔性生产更
普及则是制造的变迁。

防止以次充好 要在真防晒上下功夫

随着市场快速增长，防晒衣品种也纷繁复杂。有些用概念炒噱头，有些虚标功能，
有些打“擦边球”，单衣、外套都当防晒衣。一些消费者也反映，是否真防晒，有时也“傻傻
分不清”。

做到真防晒、满足真需求，防晒衣才能从“网红”到“长红”。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
防晒产品标准体系和检测体系，加强监管；商家要树立诚信经营的意识，做好产品；企业
也要不断创新，创造高品质供给，回应多样化需求。

用供给“晋级”满足消费升级，“防晒经济”才能健康成长。人们期待着，未来能有更
多美“布”胜收，在炎炎夏日清爽出行。 （辛 文）

进入夏季，雪糕市场热度升高。
由于消费者偏好改变，今年雪糕市场，

“雪糕刺客”身影难觅，不少高端雪糕
降价打折销售，平价雪糕占据主流。
专家预计，未来，超高端雪糕难有大市
场，创意将成为市场重要增长点。

消失的“雪糕刺客”

2022 年夏天，“雪糕刺客”一词火
了。社交平台上，众网友纷纷“吐槽”
自己被“雪糕刺客”刺中：随意挑选的
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雪糕，结账时才发
现，价格动辄四五十元一支，远超心理
预期，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结账。很多
网友表示，这种雪糕最解暑，还没拆开
已经心凉。

近年来，雪糕市场上掀起了一轮
高端化浪潮，钟薛高是其中的代表之
一。2018年，钟薛高推出的“厄瓜多尔
粉钻”雪糕，定价每支 66 元，被网友戏
称为“雪糕中的爱马仕”。2021 年，钟
薛高推出“杏余年”和“芝玫龙荔”两款
雪糕，价格甚至一度被黄牛炒到 200元
一盒。

即便如此高价，但在过去几年中，
高端雪糕经常占据冰品类销售额榜
首，而今年起，这些高价雪糕渐渐从冰
柜中消失了。

今年 3月，“钟薛高售价从 60元降
到 2.5元”登上微博热搜第一。茅台冰
淇淋、须尽欢等曾经的高价冰淇淋，也
纷纷降价。在线上，奥雪、梦龙、八喜
等多个品牌的高端雪糕打折销售。还
有的高端雪糕选择下调价格，在伊利
冰淇淋天猫旗舰店，一支须尽欢的价
格已由刚上市时的 18元下降至 11元。

北京一位社区团购团长张梅告诉
记者，前两年，入夏之前她就会上架钟
薛高等高端雪糕的团购链接，每次团
购结束，团友就会私信她，期待下一期
早早开团。而今年，张梅的团购群里
没有了高价雪糕的身影。“不好卖了，

凑不够开团人数，所以今年只做普通
雪糕的团购。”张梅说。

九成网友选择10元以内的雪糕

“雪糕刺客”怎么突然“凉”了？消
费者偏好的改变被认为是重要原因。

日前，《工人日报》微博发起调查
“你能接受多少价格以内的雪糕”。参
与调查的网友中，九成网友都选择了
10 元以下的雪糕，只有 3.5%的网友能
接受 20元以上的雪糕。多名网友留言
表示：“5元足够，不能更多。”

“不是高价雪糕吃不起，而是吃了
一圈后发现，还是童年这些雪糕实惠
又好吃，性价比更高。”不少消费者表
示，之前面对各种高端化的雪糕产品，
图新鲜想要尝试，但试过之后并未觉
得有太多惊喜，而且吃多了以后，发现
还是经典的平价雪糕更“香”。

受消费者偏好变化的影响，今年
平价雪糕成为市场的主流。记者在北
京海淀一家超市冰柜内看到，这里售
出的 41种雪糕中，超八成都在 10元以
内，其中大部分是 5 元以下的雪糕。
店员告诉记者，目前卖得最好的雪糕
是老冰棍和小布丁。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告诉
记者，雪糕并不是生活必需品，其被冷
饮等商品替代的可能性很大。在他看
来，今年整个雪糕价格应该是属于“掐
头去尾”、回归正常和健康的状态。

“今年，雪糕单价在向 12 元/支这
个中间值靠拢，两头的价格在往中间
走，这是主流的方向。这一变化是基
于消费者消费行为的改变。如今消费
者既讲究质价比，也追求性价比。未
来，超高端的雪糕基本上没有太大市
场。”朱丹蓬表示。

创意成为市场重要增长点

近年来，“文旅风”“回忆杀”席卷
雪糕市场，各种创意元素成为雪糕产

品“出圈”的重要推动力，也为市场带
来了新的增长点。

有报告指出，年轻群体会因为怀
旧心情而购买小时候的零食或饮料，
如果买到的食品能够和记忆中的童年
味道重合，就会长期复购。

今年，不少企业都选择在“复古”领
域发力。如某生鲜电商平台今年推出了
包括重赤豆老冰棒、重绿豆老冰棒等在
内的多款新品雪糕，单支价格保持在 3
元至5元之间，复古的包装和味道，吸引
了不少消费者。光明今夏新品话梅糖味
棒冰，单支价格在 3元左右。外部包装
使用话梅糖经典褐色糖纸，这是光明与
大白兔继推出奶糖雪糕后给市场的又一
份“儿时的回忆”。

此外，借助文旅的春风，以创意为
核心的文创雪糕热度持续升高。近年
来，北海公园的荷花雪糕、故宫的屋脊
兽雪糕成为许多游客的心头好。

记者在北京白塔寺药店看到，其
推出的一款洛神乌梅文创雪糕，以白
塔寺药店前“货真价实”牌匾为造型，
搭配有药包、灵芝、洛神花、山楂等多
种元素，即便售价 28 元一支也挡不住
游客和文创爱好者购买的热情。

“每到一个景点，我基本都会买支
文创雪糕打卡拍照。这些文创雪糕一
支价格都在二三十元，虽然不便宜，但
我愿意为了文化买单，很有纪念意义，
也适合发朋友圈。”一位刚刚购买了白
塔寺药店雪糕的游客告诉记者。

“随着冷饮市场的升级和持续迭
代，未来肯定还有更多价格或高或低
的新颖奇特产品，这对于整个产业发
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在朱丹蓬看来，
年轻消费群体的消费行为会让他们更
能接受也愿意消费新产品，“网红产品
会常有，如何让网红长红，才是各个品
牌要多多思考的问题。”（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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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便利店雪糕价目表。

雪糕市场热度高 平价产品占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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