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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前面的话——

寄语：

“青年”群体已占据国内人口近3成，成为各行各业的

领军人物，当之无愧成为新中产阶级代表性群体。

80后、90后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承担着重

要的承前启后作用，更是消费支出最旺盛且具有消费

实力的“一代”；为家庭买单、为娱乐买单、为自我

提升买单、为颜值买单，种种“驱动”促使“青年”

成为消费主力。

因而，针对“小镇”青年消费行为及特征先做一轮

“探究”。未来，我们亦会逐步对“大城市”青年消

费习惯等做进一步的“探索”。

“

”
• 年龄：20-40周岁，即1980年-2000年之间出生人群

• 新兴中产阶级

人群界定——青年

地理空间——全国及“小镇”城市

• “小镇”城市：三线以下城市生活、活动人群

• 自有大数据：通过WIFIPIX大数据自有标签对人群基本特

征、消费习惯、购物行为、品牌偏好等做分析研究

• 线下访谈+座谈会：以针对“小镇青年”的线下调研及访

谈为数据采集手段

• 公开数据：行业报告公开数据研究

数据采集方式：

1

数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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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各代际人口占比

根据2015-2017的代际消费数据来看，各

代际消费占比差异较大，其中70后是消费

主力军，占比为5成，但是增长率下降；而

80后及90后虽然整体消费占比不高，但是

增长率分别高达49.5%及73.2%，90后将成

为消费的新增长极

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8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统计；本报告中80前指1979年及以前出生的人，80后指1980-1984年出生的人；85后指1985-1989年出生的人，
90后指1990-1994年出 生的人，95后指1995-1999年出生的人；00后指2000年及以后出生的人。

各代际消费金额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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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中国银联&京东金融《2017年消费升级大数据报告》，数据统计范围为40万样本用户在银联网络的日常消费数据以及在京东金融的消费数据。

2018年中国总人口为13.95亿人，其中女性占比为48.9%，男性占比51.1%，男性略高于女性；

从年龄上看，80-00后人群占比超过50%，约为7.1亿人,其中，80-00的人群整体占比较平均，

占总人口的29%，约4亿人口，是未来消费的中坚力量

各代际| 人口及消费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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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经济消费主力军的80后人群已

普遍进入家庭婚姻生活，根据京东据

京东数科研究院《代际用户消费洞察

报告(2018) 》，80后人群在母婴产

品、玩具乐器、汽车用品及酒类等家

庭生活消费品偏好显著。

• 相较其他代际人群，80后人群的健

康意识较高，体现在对医药保健、保

险、在线问诊等方面有明显需求。

• 80后的消费特征主要倾向于日常生

活类，在生鲜、食品饮料、家用电器、

家装建材等家庭消耗品类目上消费均

等。

各代际消费特征概括|80后

各
代
际

人
群
特
征

梳
理
与
分
析
简
述

各代际消费特征概括|85后
• 从营销学角度来看，目前85后最受广泛认

同的描述是“流行时尚的领跑者，自主与

创造的拥护者，娱乐与表现自我的狂热者”

• 85后大多刚进入家庭婚姻生活不久，家庭

状态处于孕育期或婴儿期的比例是各代际

中最大的，因此对母婴产品的需求最高。

• 85后对商品追求更多的是性价比，注重商

品的质量与品牌含金量，相较于90后，消

费习惯较为实际。80前

80后

85后

90后

95后

201807-201906各代际在京东消费母婴用品人数占比

*80后用户消费偏好指数

注：数据来源：中国银联&京东金融《2017年消费升级大数据报告》，数据统计范围为40万样本用户在银联网络的日常消费数据以及在京东金融的消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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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后人群有着许多不同的画像：省钱系

研究生、新蚁族、假富玩家、国货本命

青年等，总体呈现钻研型消费观念，指

的是拥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消费信息高度

对称的消费者在消费时热衷钻研产品价

格、功效、外观等特征。

• 90后人群中希望过上家庭美满、儿女双

全的生活的比例高于95后，但也仅有4

成，对待婚恋的观念比较多元，因此在

消费观念上会偏向于个性化消费而不是

家庭生活类消费。对服饰、电子产品、

美容护肤、社交等偏好明显。

• 90后对国货接受程度是所有代际人群中

最高的。此外，对他们来说，陪伴型消

费也是不设限的，在宠物上愿意投入的

金钱与精力远超其他代际人群。

各代际消费特征概括|90后 各
代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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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感，大部分商品会考
虑购买国货品牌

各代际消费特征概括|95后

• 95后人群相比其他代际更看重时尚与个性

化，在手机、钟表、美体个护等品类偏好

明显。

• 95后人群职业多为学生或职场新人，他们

的经济能力比其他代际要低，但呈现冲动

型消费，会为了喜爱的品牌或商品毫不手

软。

• 除去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外，95后人群的主

要支出在在休闲娱乐及恋爱社交方面。

恋爱
社交

休闲
娱乐

生活
必需品

*95后主要支出

82.15%             52.06%             27.16%

*95后用户消费偏好指数

注：数据来源：中国银联&京东金融《2017年消费升级大数据报告》，数据统计范围为40万样本用户在银联网络的日常消费数据以及在京东金融的消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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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倾向于到线下体验消费

ü 追求高品质生活，特别是家用电器、

食品等

ü 对于个人及家庭健康关注度高，且愿

意在这类消费投入较多

ü 消费较理性，注重性价比及产品品质

ü 大多刚步入家庭婚姻，对于母婴类消

费较多

ü 社交活动需求较大，追求多样性

9 0 后

8 0 后

8 5 后

9 5 后

ü 在宠物消费投入较大

ü 对于偶像及二次元支出较高

ü 在休闲娱乐及社交方面的需求较高，

特别是旅游消费

各代际| 人群消费特征总结

ü 追求个性化消费，能突显个人特征，

偏爱潮牌服饰、美妆、电子产品

ü 对于国货接受度高，有一定的追捧

ü 陪伴型消费投入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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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6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