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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符号价值作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在当代社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网购商品符

号价值的生成依托互联网技术赋能、消费文化渗透及商业策略驱动，并在身份认同、社交互动、情感寄

托维度呈现多元特征，并且对消费者、社会经济与文化具有双重影响，应通过培育消费者理性认知、强

化企业社会责任、推动多元文化数字化传播，构建符号价值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使网购消费回归“服

务生活”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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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in Baudrillard’s theory of consumer society, symbolic value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generation of symbolic value in online shopping commodities relies 
on the empower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infiltration of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driving 
force of commercial strategies. It exhibits diverse characteristics in dimensions such as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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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emotional sustenance, and exerts dual impacts on consumers, 
social economy, and culture. To address this, it is essential to cultivate consumers’ rational cogni-
tion, strength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omote the digital dissemination of diverse 
cultures, thereby constructing a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symbolic valu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guiding online consumption back to its essence of “serving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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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数字化浪潮的双重驱动下，消费社会已然成为现代社会的显著形态。随着科技

革新，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商品种类愈发丰富，数量也日益充足，这为消费社会的形成筑牢了物质根基。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消费不再仅仅局限于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其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逐渐演变成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和文化现象。 
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为消费社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网购应运而生并迅速风靡。网购突破了传

统购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消费者只需轻点鼠标或滑动屏幕，便能轻松浏览和购买来自世界各地的

商品。便捷性、丰富的商品选择以及诱人的价格优势，使网购吸引了庞大的消费群体，已然成为现代消

费的主流方式之一。 
在网购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让・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为我们深入剖析网购商品提供了独特且

深刻的视角。鲍德里亚在 1991 年发表的《消费社会》一书中，开创性地提出了“消费社会”概念，并系

统阐述了符号消费理论。他认为，在消费社会中，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更承载着丰富的符号意义，

人们对商品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其符号价值的追求[1]。在网购平台上，消费者面对海量的商品信息，

品牌、款式、包装等元素所传递的符号价值，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购买决策。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

理论，为我们理解网购商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使我们能够从符号价值的角度，深入探究消费者在

网购过程中的行为逻辑和心理动机，进而揭示网购市场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内涵。 

2.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概述 

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以符号价值为核心，指出当代社会从生产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在他看来，

消费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于消费逻辑取代生产逻辑成为社会运行的主导机制[1]。传统生产社会以满足物质

生存需求为核心，消费从属于生产；而消费社会因生产力高度发展形成商品丰盛的景象，鲍德里亚在《消

费社会》一书的最后这样描述他所处的丰盛的社会：“这是一个充斥着预防性白色的饱和了的社会，一

个没有眩晕没有历史的社会，一个除了自身之外没有其他神话的社会。”([1] p. 203)这种“丰盛”不仅是

物质数量的充裕，更表现为商品符号意义的空前丰富——每个商品都超越实用功能，成为承载社会、文

化、心理意义的符号载体，共同构成庞大的符号体系。 
符号消费是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指消费者对商品符号价值的追逐超越了对使用价值的需求。在消费

社会中，商品的符号价值通过品牌、款式、包装、广告等元素得以建构，这些符号意义并非商品固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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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文化通过广告传媒、时尚潮流等渠道赋予的。消费者购买行为从满足实用需求转变为对符号意义

的获取。人们购买奢侈品、限量版商品或网红产品，本质上是通过消费符号来展示社会身份、进行社会

比较，在符号体系中确立自身位置。 
消费社会的异化现象亦围绕符号价值展开。消费者在广告传媒的符号操控下，逐渐丧失消费自主性，

将社会建构的符号意义内化为自身需求，陷入“为消费而消费”的怪圈。同时，符号消费构建了隐性的

社会等级制度，鲍德里亚指出：“消费的一个基本机制，就是集团、阶级、种性(及个体)的形式自主化。”

([1] p. 231)不同阶层通过消费不同符号等级的商品来区隔身份，消费成为社会分层的工具，强化了阶层固

化与不平等。 
鲍德里亚的理论深刻揭示了消费社会的本质——人们并非消费商品本身，而是消费其背后的符号象

征。用张一兵教授解读鲍德里亚的话来说就是：“人们今天在消费中更受吸引的不是物品本身的功能，

而是某种被制造出来的符码意义。”[2]从实用功能到符号价值的转变，不仅重构了人与商品的关系，更

塑造了以符号区分为核心的社会文化景观。鲍德里亚指出：“所有的商品都是一些关系进程、制度进程、

转移进程、文化进程的纽结，而不只是工业进程的纽结。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人们不能单纯地交换

商品。他们同时还交换了一些象征、含义、服务及信息。”([1] p. 180)消费作为符号实践，既承载着个体

身份认同的心理需求，也成为社会结构维系的重要机制。 

3. 网购商品符号价值的生成机制 

3.1. 技术赋能：互联网与电商平台的催化 

互联网的普及与电商平台的蓬勃发展，为网购商品符号价值的生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符号价值

生成的重要技术驱动力。互联网打破了传统购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搭建起了一个跨越地域界限的

庞大购物网络。消费者无需再受限于实体店的营业时间和地理位置，随时随地都能通过网络接入电商平

台，浏览来自全球各地的商品信息。这使得商品的展示范围得到了极大拓展，商品所承载的符号价值有

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互联网的出现，让消费者接触到更多元化的商品符号价值。 
电商平台的大数据分析技术，为精准推送提供了有力支持，使商品符号价值能够更精准地触达目标

消费者。正如顾梦莎所言：“数字技术的发展让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更加有迹可寻，网络媒介技术的发展

又强化了商品的符号价值，被大数据窃取的消费行为偏好极易被网络传播媒介建构的‘虚拟的’乃至‘虚

假的’生活方式引导和操纵。”[3]电商平台通过收集消费者的浏览记录、购买行为、搜索关键词等多维

度数据，利用先进的算法模型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从而精准洞察消费者的兴趣偏好、消费习惯和

潜在需求。基于这些数据分析结果，平台能够为消费者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商品推荐列表，将那些与消费

者符号价值需求高度契合的商品精准地推送到消费者面前。这种精准推送机制，不仅提高了消费者发现

心仪商品的效率，还增强了消费者对商品符号价值的认同感和购买意愿，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符号价值的

实现。 

3.2. 文化渗透：消费文化的导向作用 

消费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网购商品符号价值的生成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

在当今社会，消费文化强调个性表达、时尚潮流以及身份认同，这些理念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如社交媒

体、时尚杂志、网络广告等，深入消费者的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众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在社交媒

体平台上，时尚博主、网红们通过分享自己的穿搭、美妆经验，展示各种品牌的商品，将时尚、个性的消

费理念传递给粉丝。粉丝们在模仿和追求这些时尚潮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特定品牌和商品的偏好，

这些商品也因此被赋予了代表时尚、个性的符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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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消费者在网购时，不再仅仅关注商品的实用功能，更注重商品所承载的

文化意义和符号价值。商品成为了消费者表达自我、展示个性和社会地位的重要载体。以国潮商品为例，

近年来，随着国潮文化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热衷于购买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商品。这些商品

不仅在设计上融入了京剧脸谱、剪纸艺术、传统诗词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更在品牌理念上强调文化自

信和民族自豪感。杨玉洁与万伦来指出，新国潮具有重精神的文化内涵，其中蕴含着重要的符号价值[4]。
消费者购买国潮商品，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物质需求，更是通过这种消费行为，表达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热

爱和对国家的认同感，国潮商品也因此承载了文化自信、民族认同等符号价值。 
消费文化通过引导消费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为网购商品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符号价值，

使商品在满足消费者物质需求的同时，更能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3.3. 商业策略：品牌塑造与营销推广 

3.3.1. 品牌符号化塑造 
陈静指出：“在当今中国品牌所表现的消费文化除了其实用性符号意义之外，更是一种传递品位、

格调、身份、职业和文化的符号，品牌符号化生存已经成为表现消费文化的觉悟性存在方式与生活方式。”

[5]品牌符号化塑造正是赋予网购商品符号价值的关键商业策略。品牌通过精心设计标识、讲述动人故事、

塑造独特形象等方式，逐渐演变成具有丰富内涵的符号。 
姚曦指出，品牌标识是品牌符号化的形式，也是品牌符号化的基础[6]。一个简洁、独特且富有寓意

的标识，能够在消费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品牌符号的重要载体。苹果公司的苹果标识，不仅具

有极高的辨识度，更代表着创新、科技与时尚。这个标识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图形意义，成为苹果品牌符

号价值的象征，当消费者看到这个标识时，脑海中就会立刻浮现出苹果产品的高品质、先进技术以及独

特的设计风格。 
品牌故事也是品牌符号化塑造的重要手段。品牌通过讲述自身的起源、发展历程、核心理念以及与

消费者之间的情感故事，赋予品牌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情感价值，使品牌在消费者心中建立起情感连接，

成为消费者表达自我和情感认同的符号。正如姚曦所言：“品牌图像、服务承诺、品牌精神、品牌营销方

式以及品牌文化等则是品牌符号的内容，品牌符号的解释项需要由品牌利益相关者共同发挥作用形成。”

[6]可口可乐作为全球知名的饮料品牌，其品牌故事充满了活力、快乐和分享的元素。从 1886 年诞生以

来，可口可乐始终围绕着“快乐”这一核心价值，通过广告、营销活动等方式，讲述着一个个与快乐相关

的故事，将快乐、分享的理念传递给全球消费者。在世界杯等大型体育赛事期间，可口可乐的广告中常

常出现各国球迷欢聚一堂，共同畅饮可口可乐，为自己支持的球队欢呼的场景，将可口可乐与快乐、团

结、激情等情感符号紧密联系在一起。消费者在购买可口可乐时，不仅仅是在购买一瓶饮料，更是在购

买一种快乐、分享的情感体验，通过饮用可口可乐，他们能够融入到这种充满活力和欢乐的氛围中，表

达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积极向上的态度。 
品牌形象的塑造还包括品牌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等方面。一些高端品牌通过塑造奢华、精

致的品牌形象，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和对社会地位的彰显需求。路易威登作为全球著名的奢

侈品牌，以其精湛的工艺、独特的设计和高昂的价格，塑造了高端、奢华的品牌形象。其经典的 Monogram
花纹手袋，成为了时尚界的标志性单品，代表着高贵、优雅和时尚品味。购买路易威登手袋的消费者，

往往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财富、社会地位和时尚眼光，通过拥有这个品牌的产品，他们能够在社交场合中

获得他人的认可和羡慕，从而满足自己对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的追求。 
品牌通过这些方式，成功地将自身塑造成具有丰富符号价值的象征，吸引消费者购买其商品，以获

取品牌所代表的身份认同、情感满足和社会地位等符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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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营销手段的符号建构 
陈晓琳与李亚雄指出：“在鲍德里亚看来，由于大众媒体不断地更新和强化象征时尚、地位和个性

的商品符号，导致商品的符号价值超越了其使用价值。”[7]广告、促销、网红带货等多样化的营销手段，

在网购商品符号价值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 
广告作为品牌传播的重要途径，通过巧妙的创意、精美的画面和富有感染力的文案，将商品与特定

的符号意义紧密相连，赋予商品丰富的符号价值。汽车品牌在广告中常常强调其产品的豪华配置、卓越

性能以及独特的设计风格，将汽车与成功、尊贵、品味等符号意义相联结，使消费者在看到广告后，自

然而然地将购买该品牌汽车视为一种成功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正如林安蕾所言：“在消费社会中，商品

的符号价值离不开广告对商品的包装，商业广告也成了消费社会的衍生物。在商业广告对商品的包装下，

不同层次的商品象征着不同的身份阶层、社会名望或时尚品位。”[8] 
促销活动同样能够为商品赋予独特的符号价值。“双十一”作为全球知名的网购促销狂欢节，各大

电商平台和商家通过大规模的促销活动，如限时折扣、满减优惠、红包雨等，营造出一种购物狂欢的氛

围，将“双十一”打造成一个具有特殊符号意义的购物节日。在“双十一”期间，消费者往往会因为追求

优惠而大量购买商品，这种购物行为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实际需求，更多的是受到“双十一”所代表的购

物狂欢、实惠购物等符号意义的影响。 
网红带货作为新兴的营销方式，借助网红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和粉丝基础，为商品赋予了潮流、

时尚、个性化等符号价值。网红们通过展示商品的使用效果、分享自己的使用体验和推荐理由，引导粉

丝购买商品。在美妆领域，美妆网红通过直播展示化妆品的使用效果，分享化妆技巧和护肤心得，使粉

丝们认为购买网红推荐的美妆产品，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美丽、时尚，跟上潮流趋势。 
这些营销手段通过不同的方式，为网购商品赋予了丰富多样的符号价值，引导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推动了商品在市场中的流通和销售。 

4. 网购商品符号价值的多维呈现 

4.1. 身份认同维度：彰显个性与社会地位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者的身份认同需求成为推动符号消费的重要动力，网购商品为消费者提供了满

足这一需求的广阔平台。 
消费者通过购买特定的网购商品，展示自己独特的个性品味，从而在社会群体中找到自我认同和归

属感。对于追求时尚潮流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往往热衷于在网购平台上购买小众设计师品牌的服装。这

些品牌的服装通常具有独特的设计风格，融合了当下流行的时尚元素，与大众品牌的服装形成鲜明对比。

通过穿着这些小众品牌的服装，年轻人能够展示自己与众不同的时尚品味，表达自己对个性和独特性的

追求，从而在追求时尚的社交圈子中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 
网购商品也成为消费者展示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一阵见血地指出：“富

裕、‘富有’其实只是幸福的符号的积累。”([1] p. 9)在社会阶层分化的背景下，消费成为一种社会区分

的方式，不同阶层的消费者通过购买不同档次和品牌的商品来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在网购市场中，奢

侈品的线上销售增长迅速，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不仅仅是在购买商品的使用价值，更是在购买一种身

份和地位的象征，来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满足自己对身份认同的追求。 

4.2. 社交互动维度：分享与社交资本积累 

在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网购商品成为了社交分享的热门对象，消费者通过晒单、评价等行为，在

社交平台上积极分享自己的网购经历和所购商品。同时，消费者在购买网购产品前会提前在各种社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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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上参考商品用户的评价，殷国鹏指出：“国际著名市场研究公司 Jupiter Research 调查分析显示：超过

75%的消费者在线购买商品之前，会参考互联网用户所写的产品评论信息。”[9]这些行为背后蕴含着丰

富的社交互动价值，成为消费者积累社交资本的重要途径。 
在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平台上，美妆产品的分享内容层出不穷。许多消费者在网购美妆产品后，会

精心拍摄产品图片，详细记录使用过程和效果，并分享自己的化妆技巧和护肤心得。一位消费者在小红

书上分享了自己网购某品牌口红的经历，她不仅展示了口红的外观、色号，还分享了在不同场合下的使

用搭配，以及使用后的真实感受，这种分享不仅为其他消费者提供了有价值的购物参考，还吸引了众多

网友的点赞、评论和关注，使分享者在社交平台上获得了更多的曝光和认可，从而积累了社交资本。 

4.3. 情感寄托维度：满足心理需求与情感联结 

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人们面临着来自工作、生活等多方面的压力，内心渴望情感的慰

藉与心灵的放松。网购商品以其独特的符号价值，成为消费者情感寄托的重要载体，满足了他们的心理

需求。 
俞林认为：“为了缓解心理压力、寻求心理平衡，人们就会通过怀旧消费方式来实现心理保护，其

本质就是寻求心理安全感。”[10]怀旧商品在网购市场中颇受欢迎，许多消费者热衷于购买具有怀旧元素

的商品，如复古款式的服装、老式唱片、童年零食等。这些商品不仅仅是物质实体，更是情感的纽带，承

载着消费者过去的美好回忆，成为他们重温旧时光、寻找情感慰藉的寄托。同时，定制商品也充分体现

了消费者对专属感和个性化情感需求的追求。消费者通过定制商品，将自己的独特想法、情感元素融入

其中，使其成为独一无二的专属物品。比如，定制一款带有情侣照片和纪念日的情侣对戒，对于情侣来

说，这种对戒不仅仅是装饰品，更承载着他们之间深厚的爱情和独特的回忆，具有无法替代的情感价值。

定制商品满足了消费者对独特性和专属感的追求，使他们在拥有商品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情感

体验，增强了消费者与商品之间的情感联结。 

5. 网购商品符号价值带来的影响 

5.1. 对消费者的双重影响 

网购商品的符号价值对消费者的影响呈现出鲜明的双面性，既在个性表达、文化体验与社交互动中

带来积极赋能，也在消费理性与价值判断层面引发潜在风险。 
从积极面来看，符号价值为消费者构建了多元的自我表达空间。网购平台上商品的符号属性，能够

使消费者能够突破地域与时间限制，精准匹配符合自身个性的商品，消费者从而可以在物质消费中嵌入

个人审美符号，完成对独特身份标签的建构。同时，符号价值成为文化体验的载体，消费者可通过购买

异国特色商品，在使用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吸收其背后蕴含的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实现消费体验从物质

占有到文化认知的升级。此外，符号价值还成为社交手段，消费者在分享网购商品时，如晒单、测评、穿

搭分享等，实质是在传播自身认同的符号意义，这种基于符号价值的互动不仅增强了社交黏性，更促使

同类消费群体的聚合，形成以符号为纽带的虚拟社群。 
然而，符号价值的过度强化也引发消费行为的异化。当广告与社交媒体将商品符号与社会地位、身

份认同深度绑定，部分消费者易陷入“符号拜物教”，将符号价值等同于自我价值。同时，容易导致攀比

心理，消费者为保持社交圈层中的符号地位，不断升级消费档次，使消费行为脱离真实需求，沦为身份

焦虑的填充物。 

5.2. 对社会经济的双重影响 

网购商品符号价值对电商经济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消费者对商品符号价值的追求，激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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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购买欲望，促使他们在网购平台上频繁购物，从而直接带动了电商平台销售额的增长。2024 年“双

十一”期间，淘宝天猫平台的总交易额再创新高，达到数千亿元，其中，品牌服装、高端电子产品、美妆

护肤等具有丰富符号价值的商品品类，成为销售额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尹志洪认为，购物节是一次电商

行业格局重塑的机会，同时也将给国内中小企业带来无限商机，并且他还指出，电子商务能大幅降低中

小企业的运营成本、为中小企业提供市场机会[11]。因此，这种强劲的消费需求，不仅为电商平台带来了

丰厚的利润，也促进了电商行业的繁荣发展，吸引了更多的企业和资本进入电商领域，推动了电商技术

的创新和服务的优化，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从消费升级的角度来看，网购商品符号价值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消费升级。消费者越来越

倾向于购买具有环保、健康、时尚等符号价值的商品，有机食品、智能健康设备、时尚设计师品牌服装

等商品在网购市场中的销量逐年攀升。这种消费升级趋势，促使企业加大在产品研发、设计和品牌建设

方面的投入，不断提升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推动了整个产业的升级和转型。 
然而，网购商品符号价值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为了赋予商品更高的

符号价值，获取竞争优势，往往会在品牌塑造、营销推广等方面投入大量的资源。这些成本最终会转嫁

到商品价格上，导致商品价格虚高，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成本。 
同时，刘祥苑指出，“消费主义奉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抛弃的生活逻辑，其消费的目的不是

获得使用价值而是获得符号价值、象征性价值，如过度包装、‘一次性’消费带来大量的生活垃圾和废

弃物，给环境造成负担。”[12]过度追求商品符号价值，还可能导致资源的浪费。当消费者仅仅为了追求

商品的符号价值而购买商品，而不考虑商品的实际使用价值时，就容易出现购买后闲置或丢弃的情况，

造成资源的浪费。大量的包装材料也随着商品符号价值的提升而增加，这些包装材料往往在商品使用后

就被丢弃，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5.3. 对社会文化的双重影响 

网购商品符号价值在文化层面具有积极的影响，它丰富了文化内涵，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不

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商品，往往承载着各自独特的文化元素，通过网购平台，这些商品能够跨越地域界

限，被全球各地的消费者所购买和了解，从而实现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一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

商品，也通过网购平台走向世界，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和喜爱中国传统文化，增强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

响力。 
网购商品符号价值也可能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文化同质化和消费主义盛行的问题。

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一些具有强大符号价值的国际品牌和流行文化，通过网购平台迅速传播，

对本土文化造成了冲击，导致文化的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年轻人热衷于购买欧美

品牌的服装、电子产品等，这些品牌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逐渐渗透到年轻人的生活中，使他们

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逐渐降低。同时，张晓兰指出，符号能最终导致人们的休息、娱乐和消费都被裹挟

进了资本消费主义运转轨道之中[13]。消费主义的盛行会使得人们过于追求物质享受和商品的符号价值，

忽视了精神文化的追求。一些消费者在网购时，盲目追求名牌、奢侈品，将消费视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

象征，陷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导致社会价值观的扭曲。 

6. 结语 

在消费社会与数字技术交织的语境下，网购商品的符号价值既推动着消费文化的多元演进，也暗藏

着符号逻辑主导下的消费异化隐忧。面向未来，需以多元主体协同重构符号价值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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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费者而言，应在符号消费中建立理性认知边界。既要借助商品符号实现个性表达与文化体验的

升级，更需警惕符号价值对使用需求的遮蔽，避免陷入“为符号而消费”的认知陷阱。消费者需在网红

营销、限量抢购等场景中保持自主判断，让消费回归“服务生活”的本质。对企业与平台而言，需平衡

商业逻辑与社会价值。在品牌符号建构中，应减少过度依赖概念炒作与符号溢价的营销模式，将资源更

多投向产品功能优化与文化内涵深耕。在社会文化层面，需以技术赋能促进多元文化的平等对话。借助

网购平台的传播优势，一方面加强本土文化符号的数字化传播，提升文化认同的深度与广度，另一方面

通过政策引导与公众教育，警惕消费主义对文化多样性的同质化侵蚀，培育“符号消费–文化传承–精

神丰富”的正向循环，让网购场域成为文化创新与价值共生的新载体。 
鲍德里亚理论的启示在于，消费社会的终极命题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唯有在符号消费的浪潮

中坚守理性底色，在商业创新中注入人文关怀，才能让网购时代的消费实践既彰显个体的文化主体性，

又推动社会向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的方向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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