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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盘和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无人餐厅、VR 体验馆、光影互动馆、减压体验馆、胶囊酒店、汉服体

验、脱口秀俱乐部……2021 年，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大众消费需求日趋

回暖，许多便捷、创新的美好生活服务也应运而生。盘点过去一年不难发

现，逾百种普通生活新样态都在各行各业释放出新动能。 

疫情现实的倒逼之下，供应端与需求端之间通过数字平台构建了线上

数字桥梁，造就了“指尖消费”与“宅经济”的异军突起，许多便捷、创

新的美好生活“新样态”服务也应运而生。 

2021 年，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大众消费需求日趋回暖，人们日常生

活中的物质生活需求与精神生活需求、实体消费与数字消费在比例配置和

满足方式上朝着数字化、多元化的“新样态”方向延伸。 

具体来看，“新样态”是以消费者多样生活需求和诉求为原点，以线

上对接的方式，高效率匹配需求和供给，让新服务、新商业落地到生活场

景当中，通过新生态、新模式满足用户的新价值需求，为人们的美好生活

提供了服务基础。 

“新样态”是人们美好生活诉求升级的多维表达。数字化时代消费者

行为特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表现在物质需

求升级的态势上，更表现在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期盼上。 

也就是说在“新样态”下，消费者不再只基于产品上的物质性，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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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仅是技术中的功能性，而在于能给消费者带来体验的精神层面。消费

结构正在逐渐从物质消费、必需品消费、发展消费向舒适消费、健康消费、

快乐消费延伸和拓展。 

美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创造性的满足人们美好生活诉求升级的

过程中，许多精神层面“新样态”的生活服务是从 0 到 1 逐渐涌现、生长

和发展的。如 360 沉浸剧本杀、插画手作馆、宠物私教减肥班、植发养发、

共享录音棚等新样态的交易额增速同比最高超 235%，增量已相当可观。 

“新样态”需要数字技术拓展服务场景。“新样态”由数字化驱动、

由“数字+”拓展服务的宽度和深度。 

疫情的影响促使“宅经济”盛行，无人零售、机器人餐厅、智慧微菜

场、智能盒子等数字化“新样态”服务广泛渗透消费者出行、购物、娱乐、

社交等多个服务场景，使得人们生活方式更加便捷化、消费范围更加多样

化。 

仅以短视频服务场景为例，《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 8.88 亿，这一用户规模隐藏

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如生活服务业平台与短视频平台的互联互通的数字合

作模式就将拓展传统服务场景，打通内容场景营销、在线交易及线下履约

服务能力，共同为用户创造“一站式”完整消费链路，或将成为“新样态”

服务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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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中国本地生活服务市场规模为 19.5 万亿元，

到 2025 年这一数字有望增长为 35.3 万亿元。可见，“十四五”时期，围

绕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打造“数字+”的新样态服务场景仍将是主旋

律。 

“新样态”需要数字平台降低服务搜寻成本、提高搜寻效率。客观现

实是，“新样态”往往囿于后发劣势，线下有限的信息触及范围，极大地

限制了消费者发现、定位、评估和购买的服务类型。而数字化平台可通过

增进买卖双方之间的匹配拓展了服务消费的时间和半径，减少“新样态”

服务供需匹配时间而且增加便利性和交易成功率，帮助消费者定位在线下

不易被发现的服务。 

而有了平台的推荐，消费者在服务选择上也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和更

高的效率。在这一点对“新样态”服务的提供方也是同样具备优势的，通

过平台带来的消费者快速匹配，使得地理位置对商家的限制逐渐减弱，在

选址上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甚至越来越多的商户更加青睐租金相对低廉

的写字楼，在节省租金成本的同时也间接为消费者带来了潜在的福利。 

然而，伴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主流消费人群的更迭，“新样

态”供给端也需要更加适应高速迭代、门类愈发细化的服务消费市场，其

健康发展则需要政策“软硬兼施”。 

一方面要优化软环境服务，平衡网络效应和竞争效应之间的关系。政

府需要推动事前监管和全链条监管，构建数字化治理体系模式，确保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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