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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实习生 徐欣怡

在今年春节假期，很多电商平台和

快递公司表示“春节不打烊”。大家在春

节期间的网购体验如何？本周，中国青年

报 社 社 会 调 查 中 心 联 合 问 卷 网（wen⁃
juan.com），对 2011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

调查显示，对于今年电商“春节不打烊”，

61.1%的受访者觉得买年货更快捷方便，

90.5%的受访者希望“春节不打烊”模式

在未来节庆中推广。

“春节不打烊”61.1%受
访者觉得买年货更快捷方便

“虽然不是冲着‘春节不打烊’特意

来网购的，但有这样的活动，下单会更干

脆。”来自四川攀枝花的大学生赵婷（化
名），在春节前关注了很多电商平台推出

的“春节不打烊”活动，并网购了衣服和

化 妆 品 ，“ 有 些 商 品 会 有 满 减 活 动 和 折

扣，比较划算”。

“过年备年货，要买的东西很多，直

接去超市更方便。”70 后许兰（化名）说，

自己比较习惯去超市买年货，觉得网购

下 单 比 较 费 时 ，“ 女 儿 今 年 春 节 期 间 网

购，东西送到了我家的快递点。但快递点

在便利店里，要等初五才上班”。

数 据 显 示 ， 今 年 电 商 “ 春 节 不 打

烊”，受访者的主要感受有买年货更快

捷 方 便 （61.1% ） 和 购 物 更 划 算

（61.1%）， 但 也 有 36.9%的 受 访 者 表 示

没有线下买年货的感觉。

家住济南的王芳（化名），假期最后

几天一直在家中看书，书是春节期间网

购的，“看到很多平台过年都不停业，就

在春节期间网购了，物流很给力”。

“从出订单到配送都很快。”家住江苏

无锡的李畅，初一网购下单了鲜花，第二天

一早就收到了，“以前也有过年买花的习

惯，但春节期间许多电商不发货，节前买来

还没等过完春节，花就谢了。今年在春节期

间网购很方便，给电商和物流点赞”。

调查中，91.8%的受访者对春节期间

的 电 商 服 务 满 意 ，其 中 22.6%的 受 访 者

表示非常满意。

90.5%受访者希望“春
节不打烊”模式在未来节庆
中推广

在杭州上学的小江（化名）说，今年

春节期间因为所在地区有疫情，所以没

有网购，但她关注到了很多电商平台“春

节不打烊”的活动，“通常网店到了春节

会放假，要等假期结束才能复工，所以遇

到不打烊的店铺还是很开心的，会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下单”。

“不过，除了及时发货，物流也要跟

上。”小江觉得，物流也是电商重要的一

环，如果电商节庆期间正常下单，物流也

要能保证在假期配送，“不然东西卡在半

路，还不如不搞这类活动了”。

赵婷说，“春节不打烊”确实比较方

便，可以随时想买就买，不用等那么久。

她期待在以后节庆活动中，可以继续推

广不打烊的电商模式，“同时也要进一步

提升物流速度以及客服服务”。

数据显示，90.5%的受访者希望“春

节不打烊”模式在未来节庆中推广，其中

29.4%的受访者表示特别希望。

北京的 90 后徐娇（化名）所住小区

里有个果蔬电商的配送站点，前一天下

单，第二天可以取货，春节前配送站贴出

告示，过年会休息 5 天，“我们也都表示

理解，毕竟人家过年也需要休假”。徐娇

觉得，不打烊不一定是“必须”的，但如果

推出了不打烊活动，就需要完善相关的

服务细节，既保证一线劳动者的权益，又

给消费者带来良好的购物体验。

91.8%受访者
对春节电商服务满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实习生 徐欣怡

今年春节假期，很多平台推出了优惠

活动，“春节不打烊”，将大家的消费热情带

动了起来。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今年春节

期间（1 月 31 日至 2 月 6 日），全国邮政快递

业共揽收和投递快递包裹 7.49 亿件，较去

年农历同期增长 16%。

本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 问 卷 网（wenjuan.com），对 2011 名 受 访

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3.8%的受访者在

春节期间网购了，80.3%的受访者表示电商

“ 春 节 不 打 烊 ”让 自 己 感 受 到 了 年 味 儿 ，

63.3%受访者觉得春节网购需要改进发货

延迟滞后问题。

受 访 者 中 ， 来 自 一 线 城 市 的 占

28.2%， 二 线 城 市 的 占 39.7%， 三 四 线 城

市的占 20.1%，城镇或县城的占 8.2%，农

村的占 3.7%。

93.8%受访者春节期间网购了

来 自 四 川 攀 枝 花 的 大 学 生 赵 婷（化
名），在春节假期前就关注到，很多电商平

台推出了“春节不打烊”活动，所以在过年

期间网购了衣服和化妆品。有些平台推出

了折扣促销活动，购物比较划算。

在杭州桐庐工作的小金（化名）春节期

间网购了手机壳，“发货很及时，从深圳到

杭州总共用了两天多的时间”。

调查中，93.8%的受访者在春节期间网

购 了 。年 货 礼 品（73.1%）和 生 活 用 品

（72.0%）是受访者网购的主要物品，其他还

有美妆护肤（45.2%）、防疫用品（33.5%）和

电子设备（29.7%）等。

家住江苏无锡的李畅，在春节假期网

购了鲜花，“物流很快，前一晚下单，第二天

一早就送到了”。

李畅说，以前过年期间不少电商和快

递就停工了，需要在节前把过年需要的东

西购买齐全，但今年可以在假期中随时网

购，“过去想买鲜花，只能在春节前买，还没

等过完年，花就谢了。今年是初二一早收到

网购的鲜花，整个春节假期家中都是花香

环绕，过年很有氛围”。

在苏州就地过年的刘周周（化名），在

春节假期陆续收到了很多来自老家湖北的

特产，“过年期间拆快递，感受到了家人浓

浓的爱意和满满的年味儿”。

调查中，80.3%的受访者觉得电商“春

节 不 打 烊 ”让 自 己 感 受 到 了 年 味 儿 ，其 中

24.0%的受访者觉得年味儿更浓了。

63.3% 受 访 者 觉 得 春 节
网 购 需 要 改 进 发 货 延 迟 滞 后
问题

小金发现，虽然春节期间很多电商平

台都打出了不打烊的口号，但并不是完全

不歇业。“我在网上出售了一双球鞋，买家

正月初一付款后要求发货，我就叫了快递

上门取件，但被取消了说无法上门。我就去

线下网点寄件，但去了几个发现都是关门

的，直到初三才把快递寄出去”。

小金还发现，虽然很多商家春节期间

可 以 正 常 下 单，但 缺 少 在 线 的 人 工 客 服 ，

“我买手机壳，咨询了很多家，都是智能客

服助手回复我的”。

“ 我 的 几 个 快 递 都 停 在 成 都 两 三 天

了 。” 赵 婷 说 ， 虽 然 电 商 像 平 时 一 样 发

货，但春节期间物流比平时慢，“反映给

物流客服，也不能及时回复，要等第二天

才能收到回复”。

数据显示，对于电商“春节不打烊”，受

访者认为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发货延迟

滞后（63.3%）、配送不及时（50.0%）。其他还

有：客服服务不及时（28.7%）、货品种类不

齐全（25.9%）、价格比节前贵（24.6%）和物

品质量不够好（19.1%）等。

家住北京的 90 后徐娇 （化名），想在

春节期间买新衣服，特意浏览了电商平台

上显示“过年不打烊”的店铺，但是她发

现，虽然这些店铺都正常营业，但有的商

家表示有些地区快递停运，依旧要等到年

后快递恢复才能发货。“不仅如此，我看

上的几件款式、颜色很热门的衣服，都断

货了，卖家说春节期间没法补货，最后也

没网购成”。

“电商不打烊，不仅要让消费者下单

更方便，也要保障整个物流过程的顺畅，

这才是真正的不打烊。”徐娇觉得，如果

某个环节服务不及时到位，会影响消费者

在节庆中的购物体验。

调查中，对于“春节不打烊”这类电

商服务，受访者的建议有：节庆活动力度

更大，有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物流服务

有效对接，客服等服务更加周到，及时满

足顾客需求以及丰富产品推销形式，提升

购物体验等。

“过年不打烊，对电商物流各个环节

都提出了要求。”徐娇期待可以从售前服

务 、 物 流 配 送 等 多 个 环 节 ， 提 升 服 务 质

量，从而让大家拥有更好的购物体验。

“过年期间，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方

便快捷的电商服务，很感谢快递小哥等工

作人员。”李畅期待，在开展节庆不打烊

活动时，要对相关行业的劳动者提供充分

的保障。

93.8%受访者在春节期间网购了
80.3%受访者表示电商“春节不打烊”让自己感受到了年味儿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伟

今年春节档共有 8 部电影上映，并在

除夕至正月初六（1 月 31 日至 2 月 6 日）期

间，创造了超过 60 亿元票房的历史第二好

成绩。对于今年的春节档电影，大家有怎样

的感受？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发布的一项有

1511 名受访者参与的调查显示，选择春节

档电影，51.3%的受访者青睐打动人心有共

鸣的，50.6%的受访者会选择适合全家人观

看的，45.4%的受访者更看重电影叙事完整

有逻辑。对于今年的春节档电影，50.5%的

受访者觉得类型丰富多样，38.4%的受访者

感觉有厚重的历史感。

超 半 数 受 访 者 青 睐 打 动
人心有共鸣的春节档电影

在今年的春节档电影开启预售后，家

住长沙的范志航（化名）就提前预订了大年

初一的电影票，选择去观看《长津湖之水门

桥》。“因为去年看了第一部，当时就挺打动

我的，尤其是战争场面很振奋人心，所以在

第二部定档后，就非常期待能再去电影院

支持一下”。为此，范志航特地选了 IMAX
场次，多花了几十元，但他觉得很值，“这种

电影看大屏幕，会觉得更加震撼”。

今年在北京就地过年的彭冉冉（化名）

也选择了 《长津湖之水门桥》，“因为有前

作珠玉在前，破了很多纪录，主演演技也

都很不错，相信续作一定不会差”。对彭

冉冉来说，选择电影时最关注口碑，“如

果评价不好，即使热度再高，也不会选择

去影院观看”。

调查显示，34.7%的受访者表示观看了

今 年 的 春 节 档 电 影 ，还 有 38.4%的 受 访 者

打算去看，26.9%的受访者坦言不会去看。

选择春节档电影，51.3%的受访者表示

青睐打动人心有共鸣的电影，50.6%的受访

者会选择适合全家人观看的，45.4%的受访

者更看重电影叙事完整有逻辑。其他还有：

电 影 口 碑 好（44.9%），主 创 阵 容 强 大

（32.4%），喜剧效果足（32.0%），影院防疫到

位（24.1%），视听上有冲击力（23.4%），热闹

喜庆（18.3%）。

在合肥工作的王晓宁（化名）大年初三

就上岗值班了，节后轮休的她去看了《这个

杀手不太冷静》这部喜剧电影，她觉得看电

影很重要的一点是能够开心放松，尤其是

在 春 节 期 间 ，热 闹 欢 乐 会 更 有 节 日 氛 围 ，

“虽然我去看电影的时候假期已经结束了，

但影院里人还挺多的。尤其是大家一起大

笑的时候，让我感觉春节似乎还没过完”。

受 访 者 为 今 年 的 春 节 档
电影打出均分 7.8 分

王 晓 宁 在 看 完 电 影 后 ，给 电 影 打 了 6
分，她觉得整体上是一部合格的喜剧，有不

少 的 笑 点 ，但 也 有 一 些 令 人 尴 尬 的 地 方 ，

“评价喜剧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笑不笑，这一

点上电影是成功了的，但我觉得还少了些

回味”。

调查显示，对于今年的春节档电影，受

访者平均打出了 7.8 分。其中 65.4%的受访

者打出了 8 分及以上。

在苏州上班的张鸣（化名）没去看春节

档电影，他感到，今年的春节档电影票价比

较高，“打开手机订票页面，一张票基本都

得 70 元以上，就不太想去看了”。

对于今年春节档电影，50.5%的受访者

觉得类型丰富多样，38.4%的受访者感觉有

厚重的历史感，37.4%的受访者认为质量较

高。其他还有：温情暖心（36.6%），情节惊险

刺激（36.3%），有泪有笑（34.0%），票价太高

（18.2%）等。

彭冉冉也感觉今年的票价比往年贵了

不少，有的影院除了不同场次价格不一样，

不同座位之间价格也不一样，比较影响个

人的观影体验。

受 访 者 中 ，00 后 占 26.6% ，90 后 占

39.8%，80 后占 26.5%，70 后占 5.6%。来自一

线 城 市 的 占 31.0% ，来 自 二 线 城 市 的 占

38.3%，三 四 线 城 市 的 占 20.3%，县 城 或 城

镇的占 7.4%，农村的占 3.0%。

受访者为今年春节档电影打出均分7.8分
看春节档电影 超半数受访者青睐打动人心有共鸣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实习生 王九龙

虎年春节刚过，不少未婚青年都在春

节期间被催婚催恋。有网友感慨“每逢佳节

被催婚”。年轻人会如何应对催婚催恋？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对 2021 名 未

婚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8.2%的受

访未婚青年都经历过“催婚催恋”。80.6%
的受访未婚青年坦言被“催”增加了春节

走亲访友的压力。面对催婚催恋，59.2%
的 受 访 未 婚 青 年 会 转 移 话 题 和 注 意 力 ，

53.0%的受访未婚青年会无论对方说啥都

表示赞同。

受访未婚青年中，00 后占 17.7%，95
后 占 39.8% ， 90 后 占 32.0% ， 85 后 占

10.4%。男性占 40.6%，女性占 59.4%。

68.2% 受 访 未 婚 青 年 都
经历过“催婚催恋”

22 岁 的 陈 可 （化名） 是 天 津 某 高 校

研究生，现在是单身。新年聚餐期间，总

是被亲戚们催恋，“大家边吃边聊天，吃

着吃着一定会问起我来，‘小可有男朋友

了 吗 ’‘ 今 年 都 多 大 了 ， 该 找 男 朋 友

啦’⋯⋯”陈可坦言，这是和亲朋们聊天

永远绕不开的话题。

24 岁 的 单 身 青 年 余 齐 （化 名） 介

绍，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也经历了几

次被“催”，“我爸妈、七大姑八大姨，无

一不提及。大家直奔主题，告诉我‘年龄

不小了，要考虑婚恋问题了’”。

68.2%的受访未婚青年都经历过“催

婚催恋”。交互分析发现，受访 90 后未婚

青年被“催”比例最高，为 81.3%，其次

是 95 后 （74.8%）。 男 性 （73.6%） 被

“催”比例高于女性 （64.6%）。

社 调 中 心 2017 年 做 过 的 相 关 调 查 显

示，被长辈催过婚的适龄未婚青年占比为

85.1%。如今这一比例 （68.2%） 有了明显

的下降。

天 津 社 会 科 学 院 原 首 席 专 家 、 天 津

婚 姻 家 庭 研 究 会 会 长 潘 允 康 表 示 ， 如 今

在 婚 育 问 题 上 ， 一 个 突 出 的 表 现 是 ， 年

轻人不着急，父母着急、不断催。“这个

现 象 体 现 出 两 代 人 的 观 念 差 异 。 都 说

‘ 男 大 当 婚 ， 女 大 当 嫁 ’， 在 很 多 中 国 父

母 心 中 ， 抚 养 儿 女 有 一 套 程 序 ， 生 育 、

养 育 、 教 育 、 成 家 立 业 。 只 有 当 儿 女 成

家 立 业 了 ， 才 会 放 下 心 来 。 也 担 心 儿 女

错过时机”。

80.6% 受 访 未 婚 青 年 坦
言 被“催”增 加 了 春 节 走 亲 访
友的压力

陈可表示，每次和亲戚聊天，都会重

复一遍相同的话题，“我被‘催’成了大

家的重点谈资，现在自己都有些麻木了。

但次数多了，心情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

余齐则表示，他已经对被“催”感到

“无所谓”了，“我觉得现在年龄还小，一

点也不着急。如果再长几岁，压力感和焦

虑感应该会增加不少”。

在 北 京 工 作 的 29 岁 的 楚 婕 （化名）

目前有交往对象，还没有结婚的打算。但

每次见到亲戚，都要被催婚，令她感到烦

闷。“我始终觉得婚恋是自己的事情，也

比较享受当下的生活状态。大家的催促只

是提供建议，说明他们关心我。但频繁被

催婚，导致我有时会动摇自己的决定，引

发了一些思考，也感到心烦”。

80.6%的 受 访 未 婚 青 年 坦 言 被 “ 催 ”

增加了春节走亲访友的压力。交互分析结

果显示，受访 90 后未婚群体 （85.0%） 普

遍感到压力大，其次是 95 后 （84.0%）。

在本次调查中，谈到阻碍交友结婚的

因素，32.8%的受访未婚青年指出，是对

长辈催促的反感。

河北唐山退休居民张阿姨的女儿今年

32 岁了，一直没有对象。相比以前，这

两年张阿姨的心态平和淡定了许多。“原

来是真着急，逢年过节就和女儿念叨，我

们娘俩经常因此闹不愉快，孩子回家也不

开心。后来我想通了，儿孙自有儿孙福，

做长辈的也要体谅儿女，得顺其自然”。

“现在的年轻人有独立的价值观、世

界观，生活中追求自我和自立。父母要理

解 子 女 ， 强 势 地 干 预 甚 至 决 定 子 女 的 婚

姻， 就 会 产 生 一 些 矛 盾 。” 潘 允 康 认 为 ，

父母关心子女婚姻没有错，但要把握度，

否则可能起到反作用。“要意识到，自己

代替不了子女，适当提醒一下就可以。现

在有些家庭催婚催得厉害，子女都不敢回

家了”。

面对催婚催恋 59.2%受
访 未 婚 青 年 会 转 移 话 题 和 注
意力

面对催恋，陈可的办法就是打“马虎

眼 ”， 通 过 别 的 事 情 来 转 移 大 家 的 关 注

点。“我感觉这招挺好用。比如我会把话

题带到我的学习或即将面临的求职上去。

说 一 说 自 己 的 学 习 计 划 、 未 来 的 工 作 打

算，大家的注意力很快就被转移了”。

余齐对记者说，当他被催恋，他的办

法 就 是 会 应 和 几 句 ， 搪 塞 一 下 ，“ 比 如 ，

‘你们说得都对，但是我还小，还没有稳

定的工作’，百试百灵”。

潘允康建议，父母应该顺其自然，不

要把儿女的婚恋问题、生育问题等，当作

相聚的首要话题，不然容易产生反效果。

“作为子女，也应该理解父母。而且父母

的阅历更丰富，很大程度上要比年轻人更

有经验，听听也没有坏处”。

你 的 “ 防 催 指 南 ” 有 哪 些 ？ 调 查 显

示，59.2%的受访未婚青年会转移话题和

注意力，53.0%的受访未婚青年会无论对

方说啥都表示赞同，44.8%的受访未婚青

年会把自己变得很忙，42.6%的受访未婚

青年会先发制人，关心询问对方。

“每逢佳节被催婚”68.2%受访未婚青年经历过“催婚催恋”
80.6%受访未婚青年坦言被“催”增加了春节走亲访友的压力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伟

近几年，国产电影票房屡创佳绩，出现

了数部超过 50 亿元的高票房电影，展现了

国产电影的强劲势头。对于国产电影，大家

还有哪些期待？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

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发布的

一项有 1511 名受访者参与的调查显示，对

于国产电影，59.5%的受访者认为应不拘题

材，丰富电影类型。

家住长沙的范志航（化名）感觉近几年

国产电影的平均水准有提高，最明显的是

大家对于烂片的抵制更加坚决了，“之前有

的电影靠演员、靠宣传就能拿下不少票房，

但现在口碑更为重要，如果评价不好，即使

阵 容 再 强 大 ，电 影 票 房 也 会 受 到 很 大 影

响”。范志航觉得，在不同类型的国产电影

中，战争片进步很大，“像今年的 《长津

湖之水门桥》，拍得就挺不错的，既有宏

大 的 战 斗 场 面 ， 也 有 扣 人 心 弦 的 故 事 内

核，很有感染力”。

95 后 王 晓 宁（化名）觉 得 近 几 年 进 步

最大的是国产动画电影，出现了不少佳作，

塑造了不少经典的人物形象，“从大圣到白

蛇，再到哪吒，几乎每一年国产动画都能带

给我们惊喜，而且在制作上更加精美，故事

的表达也有了很大提升，不再只面向少儿

观众，引起了更多人的情感共鸣”。

调查显示，对于近些年进步较大的国

产电影类型，48.6%的受访者认为是战争

片，45.9%的受访者觉得是喜剧片，38.1%
的受访者表示是科幻片，36.0%的受访者

认 为 是 动 画 片 。 其 他 还 有 ： 故 事 片

（24.1%）、 爱 情 片 （20.2%）、 历 史 片

（24.4%）、动作片（19.8%）、警匪片（15.1%）、

恐怖片（5.2%）等。

王晓宁觉得，虽然国产电影在票房上

屡创佳绩，但跟国外的大片相比，还有一定

的不足，尤其缺少系列之作，“像国外很多

电影都有续集、前传，丰富了故事体系，相

互之间还有联动，能够持续地吸引人去观

看，这一点国产电影还有明显不足，即使有

续作，但口碑很难维持，需要更多的电影人

投入到创作中去，形成自己的品牌”。

调 查 显 示 ， 对 于 国 产 电 影 的 期 待 ，

59.5%的受访者认为应不拘题材，丰富电

影 类 型 ， 54.4% 的 受 访 者 觉 得 应 立 足 本

土，讲好中国故事，53.0%的受访者表示

要不断创新，打造特色 IP，52.4%的受访

者 期 待 加 强 剧 本 创 作 ， 保 证 故 事 完 整 严

谨 ， 36.3%的 受 访 者 期 待 提 高 特 效 技 术 ，

画面更加精美震撼。

90 后张鸣（化名）平时喜欢看电影，以

文艺片和故事片居多。他觉得国产电影近

几年在特效上进步很大，所以在战争电影、

科幻电影、动画电影上出了不少好的作品，

尤其是画面效果更加逼真、更加精细，给观

众带来了不错的观影体验。但张鸣觉得，国

产电影还应该在创作上进一步加强，尤其

是剧本创作上，“现在有些电影缺乏创新，

很多情节不用看都知道会怎么演，陷入了

套路之中，希望在创作上能多开脑洞，呈现

出更多更精彩的故事”。

此次调查的受访者中，00 后占 26.6%，

90 后 占 39.8% ，80 后 占 26.5% ，70 后 占

5.6%。来自一线城市的占 31.0%，来自二线

城 市 的 占 38.3%，三 四 线 城 市 的 占 20.3%，

县城或城镇的占 7.4%，农村的占 3.0%。

这些年我们看过的国产电影 受访者认为战争片喜剧片进步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