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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深入探讨《恋与深空》在她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借助情感治愈营销实现广泛传播并成功

出圈。通过综合分析游戏的市场定位、营销策略以及传播渠道等方面，揭示其满足女性玩家情感需求并

实现有效传播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恋与深空》通过精准的受众定位、丰富的情感元素融入以及多

元的传播策略，在竞争激烈的游戏市场中脱颖而出，不仅为游戏行业提供了借鉴，也为文化娱乐产业在

她经济环境下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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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lves into how “Love and Deep Space” achieved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and success-
fully broke through the mark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flourishing “she economy” by lever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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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healing marketing.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game’s market positioning,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it reveals the intrinsic mechanisms by which 
the game meets the emotional needs of female players and achieves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Love and Deep Space” stands out in the highly competitive gaming market through 
precise audience targeting, rich integration of emotional elements, and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providing not only a reference for the gaming industry but also new insights for the dis-
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under the “she econom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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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社会经济领域，女性参与度的持续提升，直接带动其消费能力与意愿显著增长。女性玩家不仅具

备“为爱付费”的消费偏好，拥有更高的付费转化率，而且女性向游戏产品凭借强大的 IP 塑造能力，能

与主题餐饮、快闪店及漫展等跨界合作，展现出惊人的出圈能力与商业化潜力，这使得众多游戏企业纷

纷入局布局。 
与此同时，新媒体时代的来临，网络系统的升级与移动终端的迭代，为游戏市场拓展了广阔空间，

“她经济”作为新兴力量迅速崛起，女性玩家在游戏市场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然而，繁荣背后是愈发激

烈的市场竞争，各类游戏产品不断涌现，如何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游戏开发者面临的关键难题。 
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承受着工作、生活等多重压力，对情感治愈的需求愈发强烈。女性作

为情感细腻、对情感体验敏感的群体，在游戏消费时更倾向于选择能满足情感需求、给予心理慰藉的产

品。 
《恋与深空》作为一款乙女游戏，正是在“她经济”蓬勃发展与情感治愈需求激增的双重背景下诞

生，成功实现破圈，收获大量女性玩家的喜爱。其背后的营销与传播策略，极具研究和探讨价值。 

2. 她经济与情感治愈营销相关理论概述 

2.1. 她经济理论 

2.1.1. 她经济的概念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曾指出：“新的经济增长并非源自中国、印度或互联网，而是将由女性驱动。”

这一观点鲜明地突显了女性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基于此，《经济学人》将女性推动经济

发展的现象定义为“女性经济”，亦即“她经济”[1]。在我国妇女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著名经济学

家史清琪女士首次提出了“她经济”这一概念[2]。随着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其在消费市场中的

影响力日益增强，逐渐形成了以女性消费需求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同时，女性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不

仅关注产品的实用性，更注重产品所带来的情感体验、审美价值等附加属性，这一转变深刻影响了市场

供需结构。 
而从符号互动理论的视角审视，消费行为可视为一种符号互动过程，消费者通过购买特定商品来表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13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高宁 
 

 

DOI: 10.12677/ecl.2025.1472135 23 电子商务评论 
 

达自我身份与价值观，女性在消费时对情感与审美价值的追求，实际上是利用商品符号构建个人身份认

同的过程。 

2.1.2. 她经济的发展现状 
在当今消费市场，她经济涵盖了多个领域，如时尚美妆、母婴产品、文化娱乐等。以文化娱乐领域

为例，女性在游戏、影视、文学等方面的消费支出不断增加。Sensor Tower 发布的《2023 年女性青睐的

手游市场洞察》显示，全球女性用户比例超过 50%的手游贡献了近 30%的总收入[3]，同时，女性在社交

媒体上的活跃度也较高，她们的消费决策和消费体验分享对其他消费者具有重要影响。 

2.2. 情感治愈营销理论 

2.2.1. 情感治愈营销的概念 
情感治愈营销是指企业或品牌通过洞察消费者的情感需求，以情感为纽带，为消费者提供具有治愈

功能的产品或服务，并在营销过程中传递温暖、关怀、安慰等情感价值，从而增强消费者的情感认同和

忠诚度。 
在文娱产业，尤其在粉丝情感劳动的表现形态中，粉丝的消费性情感投入构成了粉丝经济顺畅运转

的基石。粉丝通过购买偶像相关产品，赋予偶像成为产品或内容增值象征的角色[4]，在购买实体产品的

同时，也选购了附带偶像符号的产品。这一消费性情感劳动形式与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不谋而合。

在由符号构建的符码世界中，物品的使用价值逐渐被象征价值和符号价值所取代。这种符号价值渗透于

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促使人们从消费物品转向消费符号[5]。 
进一步来看，情感治愈营销在本质上是一种对消费者情感资源的深度挖掘与利用，消费者在购买具

有情感治愈属性的产品或服务时，也投入了情感劳动。 

2.2.2. 情感治愈营销的理论基础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由美国杰出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 1943 年在其论文《人类动机理论》中

首次提出[6]。该理论认为，人类的需求由低到高可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

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情感治愈营销主要满足了消费者归属与爱的需求以及情感层面的自我实现需求，通

过提供情感关怀和陪伴，让消费者感受到被理解和尊重。 
消费者行为学理论认为，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不仅受到产品功能和价格的影响，还受到情感因素的驱

动。情感治愈营销通过触动消费者的情感按钮，引发情感共鸣，从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和品牌忠诚

度。 

3. 她经济背景下女性消费群体特征分析 

3.1. 消费能力与意愿 

3.1.1. 经济独立驱动消费能力跃迁 
伴随高等教育普及率提升与职业发展路径拓宽，当代女性群体经济独立性显著增强。数据显示我国

15~64 岁女性劳动参与率为 68.57%，高于欧盟国家，15 岁以上女性就业率为 66.01%，高于世界大多数国

家[7]，稳定的收入来源使其消费决策自主性提升。在文化娱乐消费领域，女性群体展现出强劲的消费实

力：以游戏市场为例，女性玩家不仅高频次购买虚拟道具、皮肤等数字商品，更形成涵盖手办、联名服

饰等实体衍生品的消费链条，其消费场景的延展性远超传统消费模式。 

3.1.2. 消费意愿升级与精神消费转向 
消费观念迭代促使女性消费重心从物质刚需向精神价值倾斜。马斯洛需求理论视角下，该群体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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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消费行为中的自我愉悦感与生活品质提升，推动文化娱乐消费呈现三大特征：情感价值导向，偏好具

有叙事深度与情感张力的产品；审美经济驱动，对设计美学、艺术质感要求严苛；个性化消费崛起，追

求符合个人兴趣标签的专属产品。这种消费升级趋势为文化娱乐产业创造了新的价值增长点。 

3.2. 情感需求偏好 

3.2.1. 情感交互与虚拟陪伴需求 
在文化娱乐消费决策中，情感价值已成为核心考量要素。女性消费者倾向选择能构建情感联结的产

品，沉浸式体验通过多感官刺激让用户身临其境[8]，从而产生情感共鸣与心理慰藉。以乙女游戏为例，

其通过细腻的剧情设计、角色互动机制，构建起虚拟情感陪伴体系，满足用户对亲密关系模拟、情感投

射的需求，印证了情感交互在文化消费中的重要性。 

3.2.2. 审美异化与个性化表达诉求 
女性群体对文化娱乐产品的审美评判呈现多元化、精细化特征。视觉层面，偏好唯美、精致的美术

风格；叙事层面，注重剧情逻辑性与人物塑造丰满度；功能层面，追求产品定制化体验。这种审美追求

与个性化需求的融合，催生了如游戏角色自定义外观、剧情分支选择等创新功能，体现出女性消费者在

文化消费中从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参与者的身份转变。 

4. 《恋与深空》基于她经济的市场定位 

4.1. 目标受众精准定位 

4.1.1. 年龄与性别维度的垂直化锁定 
《恋与深空》采用精准化市场细分策略，将核心目标受众锚定在 18~35 岁的年轻女性群体，该年龄

段女性正处于情感需求旺盛、审美观念活跃的人生阶段，且具备较强的消费决策自主权。游戏研发团队

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深度剖析这一群体对浪漫情感、美学体验和精神愉悦的迫切需求，通过差异

化的产品设计，构建起符合其心理预期的沉浸式体验场景。在视觉设计上，运用高饱和度的梦幻色调与

细腻的人物建模；在叙事架构中，植入浪漫主义的情感线索，成功实现目标客群的精准触达。 

4.1.2. 兴趣图谱与消费行为的深度契合 
基于对女性玩家兴趣偏好与消费心理的系统性研究，《恋与深空》创新性地融合恋爱养成与星际冒

险两大核心元素。游戏通过打造多维度的剧情分支系统、角色个性化互动模式，满足用户对情感共鸣与

专属体验的双重需求。同时，围绕 IP 衍生开发限量皮肤、主题盲盒等文创产品，构建起“内容消费 + 实
体收藏”的闭环消费生态，精准匹配年轻女性追求稀缺性、仪式感的消费特征。 

4.2. 品牌形象塑造契合她经济 

4.2.1. 浪漫主义美学体系的构建 
《恋与深空》通过视觉符号与叙事语言的协同运作，构建起极具辨识度的浪漫主义品牌调性。在视

觉传达层面，采用超现实星际场景与柔焦光影技术，将星云流转、悬浮岛屿等元素进行艺术化处理，营

造出虚实交融的梦幻意境；在角色设计上，赋予男性角色精致的五官轮廓与符合当代审美的服饰造型，

配合充满诗意的台词对白，形成立体化的浪漫氛围。这种美学体系不仅契合女性群体对“美”的感知阈

值，更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引发情感共振，助力品牌形象的快速扩散。 

4.2.2. 情感陪伴价值的具象化表达 
游戏将情感陪伴价值转化为可感知的交互体验，构建起虚拟情感联结体系。依据情感消费理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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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中的男性角色被赋予独立人格与成长线，通过智能对话系统、节日专属剧情等方式，实现与玩家的高

频次情感互动。这种将情感需求转化为产品功能的设计策略，使《恋与深空》突破传统游戏的娱乐属性

边界，建立起“情感寄托型”品牌认知，显著提升用户的品牌忠诚度与情感黏性。 

5. 《恋与深空》情感治愈营销的策略 

5.1. 打造情感寄托，引发深度共鸣 

在角色塑造上，《恋与深空》运用心理学中的情感投射理论，为每个角色赋予独特的性格、外貌和

背景故事，使玩家能够在角色身上找到情感共鸣和自我投射。游戏中的男性角色各具特色，有温柔体贴

的暖男，有高冷傲娇的霸总，还有阳光开朗的大男孩等。这些角色不仅外貌英俊帅气，而且性格魅力十

足，他们会在游戏中与玩家进行各种互动，如关心玩家的日常生活、为玩家排忧解难等，让玩家感受到

被关注和被爱护。从消费行为学角度来看，这种情感上的满足会促使玩家对角色产生强烈的喜爱和依赖，

从而愿意为角色付费，购买相关的道具和周边产品。 

5.2. 构建情感脉络，推动沉浸体验 

作为从女性心理角度出发，致力于满足女性情感需求的乙女手游，其擅于塑造超脱于现实的完美爱

情故事[9]，此游戏采用叙事心理学的方法，构建了一个充满浪漫和奇幻色彩的剧情世界，让玩家在游戏

中体验到爱情、友情和冒险的乐趣。剧情以玩家与男性角色之间的恋爱故事为主线，同时穿插了各种悬

疑和冒险元素，使剧情更加丰富多样。 
在剧情设计上，《恋与深空》采用代入式叙事手法，凭借细腻的文案与精湛的动画团队协作，致力

于构建一个完整而丰富的虚拟世界。在游戏体验中，玩家更加注重“舞台”和“剧本”本身，她们从游戏

卡面、人物立绘和配音中获得审美愉悦，并从游戏剧情中获得故事性满足，另外，乙女游戏不仅利用各

类符号构建了故事，还建立了陪伴系统为玩家提供日常性陪伴，具有工具性价值[10]。 

5.3. 延伸情感体验，强化品牌记忆 

通过推出各种精美的周边产品，如角色手办、海报、钥匙链等，游戏将虚拟的角色形象转化为现实

的物品，让玩家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游戏的存在和情感氛围。从品牌营销的角度来看，周边产品不

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种品牌文化的传播载体，能够强化玩家对游戏品牌的记忆和认同。 
在周边产品的设计上，游戏注重与角色和剧情的关联性，力求将游戏中的情感元素融入产品中。例

如，推出的角色手办会根据角色的形象和特点进行精心设计，不仅造型逼真，而且还会附带一些与角色

相关的小道具。同时，周边产品的包装也会采用与游戏风格一致的设计，进一步营造出游戏的情感氛围。 

6. 《恋与深空》多元传播策略的实践与成效 

6.1. 社交媒体矩阵的精准渗透 

《恋与深空》构建了以微博、抖音、小红书为核心的社交媒体传播矩阵，通过差异化内容运营实现

精准触达。在微博平台，官方账号以剧情 PV、角色海报及活动预告为核心内容，结合#恋与深空心动瞬

间#、#深空浪漫故事#等话题营销，借助热搜机制实现流量爆发。 
在抖音平台，官方通过发布剧情高光片段、角色技能展示及趣味短视频，依托平台算法向恋爱、科

幻题材兴趣用户定向推送。同时与头部游戏达人、生活娱乐博主深度合作，产出剧情解析、角色混剪等

UGC 内容，借助达人的粉丝效应扩大传播半径。 
小红书则聚焦“种草”生态，官方账号围绕游戏美学、角色穿搭、剧情亮点等内容输出，同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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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有礼”机制激励用户自发创作。 

6.2. 多元联名合作，拓宽传播版图 

品牌联名是一种很热门的营销方式，可以融合品牌双方的优势，增加品牌的热度和产品的曝光度，

还可以开拓新的目标群体，达到“1 + 1 > 2”的效果[11]。 
2024 年 3 月，《恋与深空》与淘宝强强联合，推出独家内容 IP 系列活动“春日漫步心动向你”。活

动涵盖线上互动任务、福利抽奖，线下商圈踏春打卡以及“春日漫步巡杭非遗”云打卡直播。在直播中，

邀请非遗手艺人于余杭油纸伞上书写游戏角色名字，促成传统文化与游戏 IP 的创新联动。此系列活动带

动游戏制作方官方旗舰店叠纸心意成交量持续攀升，线下商圈打卡活动更是在微博、小红书、抖音等社

交平台霸屏多日，游戏角色巨幅海报成为 coser 热门打卡点。 
茶饮品牌古茗与《恋与深空》的联名同样成效显著。2024 年 6 月，古茗官宣联名并推出联名饮品与

周边，还在线下打造主题快闪店。因目标用户高度重合，此次联名精准触达年轻女性群体。游戏周边强

大的社交属性被进一步放大，用户主动成为宣传者，在社交媒体分享打卡与互动体验，制造大量 UGC 内

容，极大提升了品牌声量。  
此外，《恋与深空》还与诸多领域展开合作。与国家体育总局携手，在法国奥运会为奥运健儿加油

助威，提升品牌正能量形象；联动《摇滚莫扎特》推出新主题曲，融合音乐艺术与游戏文化；开展非遗绣

球联名，将广西传统绣球这一爱情象征与游戏元素结合，赋予联名产品深厚文化底蕴；在苹果主题店、

罗森、肯德基、携程[12]等开展联动活动，通过丰富多样的线下场景，增强玩家的沉浸式体验，拓宽品牌

传播渠道，吸引不同圈层的潜在用户。 

6.3. 线下活动传播 

《恋与深空》为实现品牌与用户的深度互动，通过主题展览与粉丝见面会构建沉浸式线下体验场景。

主题展览精心选址于上海静安大悦城、北京三里屯太古里等高流量商圈，借助商圈庞大的人流基础，有

效提升活动曝光度。展览现场设置 VR 星际探险、剧情解谜等互动区域，将游戏场景实体化，让玩家仿

佛置身于游戏世界之中，全方位感受游戏魅力。粉丝见面会则为玩家提供了与游戏角色“近距离接触”

的机会，进一步拉近了品牌与用户之间的距离。活动结束后，官方制作的精彩回顾视频在全平台发布，

形成长尾传播效应，持续扩大活动影响力。 

6.4. 优质内容驱动的口碑积淀 

游戏以精品化内容生产为核心策略构建口碑基石。在剧情创作上，邀请专业编剧团队打造融合情感

叙事与科幻设定的剧本，通过细腻的情节铺陈与立体的角色塑造，让玩家在沉浸式体验中与故事产生深

度情感共鸣。在画面表现方面，采用次世代引擎技术提升视觉呈现水准。开发过程中，对角色细节进行

极致打磨，发丝精度达到高规格标准；场景构建上，光影渲染历经长时间精心雕琢，力求呈现电影级视

觉效果，为玩家带来极具冲击力的感官体验。 

7. 《恋与深空》营销与传播的成效与启示 

7.1. 营销与传播成效 

《恋与深空》通过多维营销策略的协同发力，实现市场表现与品牌价值的双重突破。游戏上线后迅

速引发关注，据 Sensor Tower 数据，《恋与深空》上线不到两周就获得了超过 540 万次下载[13]，在用户

规模与活跃度层面表现亮眼，社交媒体热度持续攀升，相关话题讨论氛围热烈。同时，品牌影响力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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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衍生品领域，带动周边产品销售成绩显著，品牌搜索指数实现大幅提升。 

7.2. 对行业发展的启示 

当前女性向游戏作品呈现出井喷态势，然而并非所有作品都能长久吸引玩家，多数作品依旧昙花一

现，仅有少数作品依然聚集着大量人气。究其根本，这一现象主要由其故事题材和游戏角色的吸引力所

决定[14]。《恋与深空》的成功验证了“精准定位–情感赋能–多元传播–口碑裂变”的营销范式。其经

验表明：深度洞察目标群体需求，将情感价值融入产品内核；构建“线上矩阵 + 线下体验 + 社交裂变”

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立用户共创机制激发口碑传播，是文化娱乐产品破圈的关键路径。该模式为“她

经济”背景下的行业创新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8. 结语 

本研究聚焦“她经济”与情感消费趋势，剖析《恋与深空》的成功之道。理论上，借“她经济”及情

感治愈营销理论，阐明女性消费群体变化。实践中，游戏精准锁定年轻女性，从角色、剧情、周边入手满

足情感需求；传播上，构建线上线下结合的立体体系。其“精准定位–情感赋能–多元传播–口碑裂变”

的模式，为文化娱乐产业提供了深度洞察需求、融合线上线下、激发用户共创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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