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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取自英文“Goods”（商品）的音
译，一般指以漫画、动漫、游戏等IP为原型制
作的周边商品，包括“吧唧”（徽章）、立牌、钥
匙扣、镭射票等。与“谷子”对应，购买这些商
品的行为被称为“吃谷”，由此形成“谷圈”。

近年来，随着二次元文化的深入和粉丝
经济的崛起，“谷子”在线上线下受到不少年
轻人追捧，因个别限量版产品价格惊人，也被
戏称为“塑料黄金”。“谷圈”持续走热的同时，
一些乱象随之滋生。

“谷子”热度攀升受追捧

近日，在广西南宁市朝阳广场一处商圈，
许多招牌上带有“吃谷”“集谷”“谷屋”等字眼
的店铺里，生意十分火爆，有的店铺更是排起
长龙。店铺货架上，随处可见动漫、游戏等周
边产品。

记者走访发现，这些产品体积小、重量
轻、材质不算昂贵，比如铁片制成的“吧唧”、
亚克力板制成的立牌、硬卡纸制成的色纸等，
而初高中生是这些“谷店”的消费主力。

“对我们来说，‘谷子’不仅仅是商品，还
代表对某个作品的热爱和对某个角色的支
持。”正在挑选产品的小周告诉记者，自己今
年15岁，班上很多同学都会在周末来“谷店”
逛一逛。

除了线下火热，线上对“谷子”的讨论也
在持续。在抖音平台，“谷子”相关话题播放
量已超100亿人次；在小红书平台，“谷子”相
关话题浏览量已超20亿人次。微博平台也成
为年轻二次元人群聚集的最大社区之一。

根据数据机构QuestMobile发布的《年轻
人群生活偏好及购买行为研究报告》，全网二
次元及游戏用户规模已达5亿，占据全网四成
比例，其主力军为“90后”“00后”人群。

在这个小众的圈子里，隐藏着巨大的消
费密码。在线下，“谷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在线上，大量“卖谷”直播间入驻电商平台，同
样蓬勃发展的还有二手交易和私域拼团“买
谷”生意。

来自上海的大学生余嘉轩是一名二次元
资深爱好者，他告诉记者，为保证正版，他更
倾向于在官方渠道购买，但很多时候一些限
量版或地区限定的“谷子”只能通过代购或二
手市场才能获得。

同时，由于“谷子”多为海外原版或工厂
定制，为平摊运输成本和降低定制价格，很多
人选择拼团“吃谷”，交易一般发生在微信、
QQ等私域，而且大多采取预售制，等待周期
漫长。

“我现在手头就有十几个‘买谷’群。”小
余说，他们先在社交平台搜索对应“谷子”的
推车（团员宣传）信息，再联系对方加入 QQ
群等，登记参团信息后使用拼谷小程序下单。

记者在多个“买谷”群内看到，不少成员
会在“买谷”之余分享生活、交流课业等。初

二女生小吴说，在学校里，一些学生会把零
食、文具等卖了换现金“买谷”。“‘谷子’能带
来满足感，下课后，同学还会凑过来看我的

‘谷子’，开启聊天话题。”小吴说。
热衷“买谷”的年轻人，也热爱在社交媒

体上发帖“晒谷”。在社交平台上，“吃谷—晒
单—录开箱—买收纳—拍谷美—扎痛包—摆
痛桌痛房痛车”已形成一条链路循环，甚至衍
生出“摆阵”这一玩法，即把收藏的“谷子”平
铺到房屋各个角落，极具视觉震撼力。

一些年轻人“吃谷”遭遇陷阱

随着“谷子”市场不断升温，一些乱象随
之滋生。

在“谷圈”中，“谷子”通常分为普谷、湖景
谷和海景谷，普谷相对容易获得且价格适中，
湖景谷和海景谷则因具有限定特征且数量稀
少，价格相对较高。此外还有粉丝自制的“同
人谷”，其价格比官方授权 IP 制作和售卖的

“谷子”低得多，是不少学生党的选择。
一名“吃谷”6年的爱好者说，一些“谷子”

原本价格不贵，一旦贴上“稀有”“限量”等标
签，转手价格就翻了好几倍。如果是某个热
门IP的全球限量发行款，加上获取渠道本身
就很难，价格更会被热炒，少则几千元，多则
上万元，“好看不值钱，限量才值钱”。

限量版的稀缺性加上粉丝强烈的购买欲
望，跟风“炒谷”的人不在少数，有时还滋生出
一些“赌博式”的玩法。有的商家和投机者趁
机哄抬价格，导致部分“谷子”价格远超其实
际价值，但最终砸在手上的也不少。“一开始
说是限量发售，后来又大量再贩，这是常有的
事。”一名“吃谷”爱好者透露。

随着“谷圈”的火爆，一些诈骗分子也趁
机入局。多地公安机关发现，近期涉“谷圈”
的虚假购物类、假冒公检法类的诈骗案件频
发。骗子利用热门动漫周边产品，通过社交
群聊渠道发布贩售广告，以低价出售为诱饵，
对迷恋“谷子”的孩子们实施诈骗。

前不久，北京警方公开一起案例，一名13
岁的学生肖某向警方报案，称其浏览某社交
平台寻找《排球少年》徽章时，被诱骗加入一
个QQ群。诈骗分子以挑选喜爱的徽章为幌
子，索取肖某个人信息，后以未成年人购买需
承担法律责任为由，对肖某进行警告，还冒充
民警，通过视频通话方式恐吓肖某利用父母
的手机登录银行APP并扫码支付，最终肖某
被骗9999.93元。

不少人选择在二手平台或通过“黄牛”购
买行情紧俏的“谷子”，或是走海外团购渠道，
都有较大受骗风险。不仅海外代购人或“团
长”可能会卷款跑路，一些代购的“谷子”未按
照规定申报还可能涉嫌走私问题。

日前有媒体曝光一起“谷圈”代购跑路事
件。2023年，一个群主收取了600多人的货款
20余万元，却一年都没有发货。受害者采取
了曝光账号发避雷帖、让平台封禁代购支付
账号等措施，但很难真正挽回损失。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以“谷子”为关键词
搜索，发现大量“避雷”“避坑”帖子，多与拼
团、代购有关，而这些吐槽帖多以维权无门而
告终。

一名“谷子”卖家透露，因“谷圈”有大量
未成年人，他们大多选择先在闲鱼上跟买家
沟通，再转到私域进行交易。

在现实中，未成年人“开团”现象也普遍
存在。由于未成年人身份保护，即使他们卷
款跑路，也很难追究其法律责任。一些不良
分子利用这一点，以未成年人身份开设多个
跟团群骗取钱财，受害者往往面临投诉无门、
追款困难的困境。

多名“吃谷”爱好者告诉记者，团长跑路
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退群、拉黑团员、已读不
回等。“由于交易发生在私域，没有平台保障
和监管，团长往往处于‘一言堂’的地位，我们

也没办法，因为不买就更无处可买。”上海大
学生张某说，由于“谷圈”拼团一般单次金额
不大，即使集体报警立案，也很难追回。

引导与治理并举
推动“谷圈”健康发展

受访人士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谷
子”。从本质上看，“谷圈”与集邮圈、水浒卡
圈等没有多大区别，都是通过共同的文化产
品消费趣味，从而达到社交目的及满足情绪
价值。年轻群体的“谷子”消费可视为一种

“成长性消费偏好”。
“热衷‘谷圈’消费，反映了当代青少年的

兴趣爱好、消费观念和文化认同。”广西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党琼说，动画、漫画和
游戏（ACG）文化对青少年有很强的吸引力，

“谷圈”作为其衍生产品，满足了他们对偶像
和IP的情感需求。在“谷圈”中，青少年可以
找到兴趣相投的群体，通过分享和交流增强
归属感，购买和展示稀有谷子成为青少年表
达自我身份的一种方式。

“个别商家利用限量发售、联名合作以及
盲盒等营销手段制造消费焦虑，会加剧攀比
现象的蔓延，进而强化消费行为。”党琼说，需
要警惕的是，“谷圈”中的攀比消费容易导致
未成年人将价值观建立在物质拥有上，而非
作品本身的文化内涵，这可能会使未成年人
陷入“消费内卷”，从而产生焦虑等心理问题。

北京颐合中鸿（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邢
通远认为，利用出售“谷子”卷款跑路、“退圈
免费送”等手段骗取财物的，可能构成诈骗
罪；“冒充公检法假借影响个人声誉进行威
胁”的，涉嫌招摇撞骗罪。

广西桂玺律师事务所张哲律师认为，如
果未成年人作为“团长”被骗，一方面是受害
者，但对于“团员”而言是一定程度的加害
者。此时要具体分析该“团长”在组团过程中
所实施的具体行为，比如是否具有非法占有
的目的、是否明知上游商家诈骗但仍为其提
供辅助、便利等，以此综合判断是否构成犯
罪。

受访专家和学者认为，推动“谷圈”健康
发展，一方面要对“谷圈”相关乱象进行有效
监管和引导，减少和防止对青少年的消极影
响；另一方面，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和引导，
培养正确的消费观、娱乐观，保护和鼓励广大
青少年群体探索个性化的文化生产方式。

“当前造成‘谷圈’市场混乱、产生大量受
害者的重要原因，就是脱离严格监管的平台
进行私域交易。”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秘书长唐楚尧说，私域交易缺乏规范的交易
记录和凭证，导致侵权证据难以收集，这是

“谷子”交易侵权事件的处置难点。
唐楚尧认为，监管部门应加大对私域交

易平台的监管力度，打击侵权行为，并通过宣
传教育等方式，提升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在
市场层面，应警惕盲目炒作和虚假营销行为，
并与电商平台合作强化交易监管，打击假货
和诈骗，保护消费者权益。”

未成年人的“买谷”行为，还需要学校和
家长的引导和监督，避免过度消费、攀比消费
等不良倾向。邢通远认为，家长和学校应加
强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消费行为以及身心
发展的关注，并加强教育引导，帮助孩子树立
理性消费观，引导其健康参与“谷圈”，提高对
诈骗手段的警惕，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党琼认为，“谷子”产业要实现长远发展，
还需要注重文化价值的提升。在产品层面，
应突出原创设计和故事性，增加文化附加值，
引导消费者关注作品本身而非盲目追求稀
缺。同时，产业可以通过丰富产品种类和创
新商业模式，拓展产业链，例如开发虚拟内
容、IP衍生服务以及主题场景体验，创造更多
的文化价值和消费体验。 据《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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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一名聊城一名““吃谷吃谷””爱好爱好
者购买的者购买的““谷子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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