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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菜靠配送、看病靠在线问诊、上课靠网络直
播、健身也远程……疫情影响下，大家自觉“宅在
家”，带火了一批“宅经济”业态。“宅经济”是疫情影
响下的昙花一现，还是有更大增长空间？

居家防疫带火“宅经济”，前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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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过后，这些行业的火爆还
会持续吗？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生
活、工作逐步恢复调整，一些“宅
经济”业态难免会有所降温。但此
次疫情促使数字技术进入大规模
应用阶段，也进一步培育了线上
消费习惯，相关行业需要进一步
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将疫情期
间的流量变现，才能实现可持续
发展。

“疫情客观上倒逼了电子商务
发展，但疫情过去都会正常化，生鲜
到家等业态未来会继续做大，但一
些业态可能就没之前那么火爆了。
比如在线教育，作为一种辅助技术
是很好的补充，但替代不了面对面、
因材施教的线下教学。”商务部研究
院研究员梅新育说。

“线下机构的优势就是看得
见 的 服 务 、体 验 ，现 在 被 迫 转 到
线上，老师看不到学生的真实状
态，效果大打折扣。”一名培训班
老师说。

相比线下教育，在线教育虽然
有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但劣势也
比较明显，个性化、互动性差，对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要求高，绝大多
数家长依然会选择线下培训。“如果
在线教育无法提供更好的学习体
验，火爆很难持续。”一些接受采访
的业内人士表示。

对于健身行业来说，“云健身”
是特殊时期健身房维系用户的权
宜之计。疫情过后，多数的健身还
是会回归线下。除了原来的会员之
外，收获的流量有多少能变现？“疫

情让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明显
提高，长期来看，公众对健身的需
求呈上升趋势。”有从业者认为，无
论哪种形式，优质的服务才能吸引
客户。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现在谈扭
转生鲜电商行业局势还为时尚早。
疫情期间，受制于严格的社区进出
管理制度和避险心理，不少人转为
线上购买，但由于供应链等瓶颈，电
商平台缺货、增加运费、延时配送等
问题让用户实际体验并不好。疫情
过后，需求会自然回落。虽然培养了
一些用户的消费习惯，但最终能留
下多少还是未知数。

“‘宅经济’本质上是互联网经
济，这种服务经济形态适应了新崛
起的年轻一代消费人群的消费习
惯，即使疫情结束之后，‘宅经济’会
冷下来不少，但整体仍会持续发
展。”田国强说。

疫情过后“宅经济”前景如何？

这些“宅经济”业态并非什么新鲜事
物，业内人士认为，疫情期间“宅经济”的
快速增长，一类受益于巨大的市场需求，
比如生鲜电商、在线医疗，还有一些属于
相关行业的自救叠加需求，比如在线教
育、直播健身等。

此前，围绕生鲜电商的话题多是烧
钱、亏损甚至倒闭，此次疫情让生鲜电商
脱颖而出，巨大的需求刺激销售暴涨。一
些平台数据显示，不仅销售额大涨，客单
价也有了显著上涨。叮咚买菜数据显示，
近期每日新增用户4万多人，客单价增加
约70%。

火爆行情下，买菜成了“抢菜”，多个
平台需要预约配送名额，有的甚至需要在

零点预约。不少用户吐槽，“买菜要拼手
速，犹豫一下就约不上了，即使约上了，也
不一定能按时收到。”

同样被需求刺激暴涨的还有在线问
诊。对疾病的担忧，去医院的风险，疫情带
来的多重焦虑让很多人选择了新的途径
——网上问诊。易观数据显示，春节以来，
互联网医疗在线问诊领域独立App日活
最高峰接近700万人。

而在线教育、直播健身的火爆，却
并非完全是由需求刺激的。疫情期间，
线下培训班全部停课，借由延迟开学，

多家教育培训机构以“停课不停学”的
名义迅速推出了免费课程。有业内人
士告诉记者，其实这也属于行业自救。

“线下停课令很多培训机构承受巨大
损失，学员流失是其需要面对的最大
危机。在线教育一直以来获客成本较
高，此次的免费课让各机构都得到了
海量用户。”

同样，由于绝大多数健身房的收入
都来自线下，疫情期间门店无法开业，
不少健身机构面临危机。与快手、抖音
等短视频平台合作录播短视频、开展训

练营直播业务、推出“一对一”直播教学
……多家健身机构通过形式多样的“云
健身”来“求生”，而“宅够了”的公众也
有健身需求。数据显示，在不到一个月
内，健身机构乐刻推出的健身视频全网
播放量达20亿。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
强认为，疫情打乱了众多以线下经营为主
的企业的阵脚，迎合“宅”需求，线下企业
主动加速了线上化。

疫情还扩大了“宅经济”受众人群。互
联网评论家丁道师表示，原本“90后”“00
后”是在宅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是“宅
经济”主体，而这次疫情让更多年龄层也
成为用户。

需求刺激、行业自救催生“宅经济”火爆

虽然宅在家，生活依然要继续，由此催生了新的
消费需求。近期，不少互联网应用平台业务规模大
增，下载量、用户使用时长和用户活跃度等数据都明
显提升。

——生鲜配送。蔬菜食品是刚需，巨大的需
求推动下，线上生鲜平台迎来暴涨。28 岁的张永
明是叮咚买菜上海的一名送菜员，以前他一天最
多 也 就 送 100 单 ，但 近 一 个 月 来 ，他 已 经 送 了
4000 多单。

数据显示，大多数生鲜平台的订单都爆发性增
长。京东到家的粮油副食商品、肉品销售额同比去
年春节增长7倍，每日优鲜交易额同比去年春节增
长约4倍，苏宁到家业务规模同比增长4倍……

——在线医疗。2 月以来，卫健委多次发文指
出，充分发挥互联网医院、互联网诊疗的独特优势，
鼓励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和慢性病的复诊和药品配
送服务。

易观数据显示，疫情以来，30余家互联网医疗
平台或企业针对疫情开展线上义诊及健康防护科
普，跨地域调动医生超10万名。

“疫情期间，平安好医生 App 累计访问人次达
11.1亿，新注册用户量增长10倍，新增用户日均问
诊量是平时的9倍。”平安好医生董事长兼CEO王
涛说。

——在线教育。学校延迟开学，学生全民开启
在线学习模式。多家在线教育培训机构及线下培训
机构纷纷推出在线免费课程，有数据显示，近期教
育行业App日均用户规模达到1.27亿人。

在家上课直接拉动了相关电子产品销售。据苏
宁易购数据显示，近期学习所需的电脑、平板、打印
机等销量快速增长，其中打印机增长同比超200%。

——直播健身。疫情期间，健身房闭店，不少健
身机构将业务从线下移到了线上，通过直播带领会
员在家健身。一兆韦德、威尔士等健身房都纷纷开
启线上直播教学课程，在线健身平台 Keep 运动直
播累计参与人数超过 5000 万，超级猩猩的抖音平
台高峰时期 19 万人在线观看，乐刻在快手平台的
专题播放页面播放量超千万。

直播健身直接带动了一些运动器材的热销。网
红主播李佳琦在直播卖瑜伽垫时，从说开始到1.5万
个瑜伽垫售罄，只用了30几秒。

火爆的“宅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