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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惠淘旧宝
在日本，物价上涨，旧物吃香。与其花钱

买，不如以物易物。

名古屋市有一家名为“收藏精华”的商

店。乍一看，这是一家旧货店，但它又不仅是

旧货店，在这里，所有的物品都可用于交换，

品类从日用商品、服饰鞋帽，到小众藏品，丰

富多样。

“哇，这个颜色好赞！”在店里，一名女性

顾客看上了一双有着亮丽装饰的高跟鞋，鞋

子标价900日元（约合人民币43元）。她打算

用自己一副价值1000日元的闲置眼镜来交

换。“可以吗？”与店主确认后，交易成功。“能

通过物品交换淘到喜欢的东西，真是太棒

了。”顾客非常满意。

这家易物商店开业已超过10年，最初是

一家服装店。如今，店里的服饰、日用品人气

渐涨。店主片桐健二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大

量的客户资源。

为什么这一老式交易方式会在数字时代

再度走红？“现在物价上涨，能够不额外花钱

得到过去制造的好物件，很有吸引力。”一名

顾客的话很有代表性。

店主片桐健二这样诠释他的经营理念：

“我想从事一份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状况下

都能生存下来的工作，一份无论在什么样的

情况下都能帮助到他人的工作。因

此，我们以物易物，也不抬高好物的价

格。”

无独有偶，在地球另一端的阿根

廷，生活成本的高涨令当地的以物易

物市场一度流行。一些民众甚至组织

起了“易物俱乐部”，用衣物、鞋等闲置

物品换取牛奶、面包和牙膏等必需品，

渡过暂时的现金不足难关。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物美价廉，以

物易物为人称道的还有它所带来的人

际纽带。

东京一家名为“eatoco”的咖啡馆

同样推行以物易物。顾客可以用他们

的闲置物品换取店里的商品。

“这是我女儿小时候常看的图画

书。”一位母亲和她念三年级的女儿来

到店里，用她们的“库存”换到了一个

布娃娃、一支笔和一双拖鞋。

“即使没有钱，也可以通过交换来

互相帮助。”这位母亲说，“我认为这很

有趣，人与人之间能建立起快乐的纽

带。我希望孩子来体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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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折价购
除了在实体店面对面地以物易物，线上平

台也为远程交易提供了可能。一个名为Tiptop

的海外应用程序让网购客户可以用闲置旧物代

替货币来结账。

Tiptop最初于2023年推出，它连接到用户

的电子邮箱账户，并在他们的收件箱中搜索其

网购商品的收据，以便估算未来转售这些东西

的折价。最近，Tiptop作为一种支付选项出现

在电子商务中，并提供以旧换新服务。

当用户在线购物准备结账时，单击页面上

的“Tiptop”按钮，然后在下拉菜单里选择要交

易的闲置产品，填写产品的品牌、型号和状况。

接着，Tiptop会弹出一个金额，表示通过以旧换

新将使原价下降多少。如果用户认可这个金

额，就能成交。

之后，Tiptop将为用户预付运费，用户需要

在几天内将旧物寄出。Tiptop收到旧物后，可

能将转售该物品并保留赚取的利润。用户也可

以先选择全额支付新产品的费用，然后，在

Tiptop收到用户提供的旧物件并折算后，获得

部分退款。

哪些旧物可以在Tiptop折价呢？创始人莱

曼说，他们可以接受多种旧物，类别包括旧手

机、笔记本电脑等电子设备以及家居用品等，总

共约有5万种产品。Tiptop使用一些算法，根据

市场价值和折旧来动态估计旧物价值。不过，

也有一些物品因为运输成本太高而被劝退。

Tiptop运营模式的灵感来自莱曼的自身经

历。当时，他的屋子里堆满了各种闲置物品。

莱曼说，消费电子产品通常具有非常快的升级

周期，厂商总是试图让客户每年购买最新产品，

但旧物件的处理却成了麻烦。

尽管一些制造商可以接受以旧换新，但一

般只限于自家产品，有时还会附加条件，比如客

户需要购买新产品或服务，或者只获得积分。

而一些收旧平台的操作比较繁琐，用户需要拍

照、写清单、沟通、发货。因为怕麻烦，很多人把

旧设备堆在家里，不再使用，也不去处理。

在莱曼看来，手头所有东西都是一种资

源。“这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银行账户’。如

果想获得新产品，不妨用旧物件来做点什么，这

是一种可以帮助你降低支出的方式。”

老物也创新
在欧洲一家知名运动服饰企业，一群实

习生启动了一个名为“交换商店”的项目，联

动企业与校园，推动资源循环利用，践行可持

续生活理念。

项目创始人之一乔凡娜说，她希望能为

有意义的事做些贡献，“可持续发展”成为她

和伙伴们的共识。经过集思广益，开一家二

手店的想法就此萌生。

“我们决定把它称为‘交换商店’，可以在

这里用二手物品换取积分，然后兑换其他想

要的物品。”乔凡娜说，“这是我们减少浪费、

让旧装备重获新生的方式。”

该项目的创始人自嘲为“节俭三人组”：

艾米专注创意举措，麦拉投入数据分析，乔凡

娜则负责沟通。他们在校园里获得了一个空

间，这是“交换商店”的开业基础。来自多部

门的实习生和志愿者发挥不同领域的才能，

包括信息分析、数字化、运营、传播和营销

等。此外，公司设在校园里的一个创客实验

室发挥聚合作用，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工具，举

办推广活动，帮助年轻人将创意变为现实。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交换商店”在

2022年10月正式推出，并在第一个月里就吸

引了400多人前来易物。

到2024年，“交换商店”已发展成一个拥

有1200多名成员的社区，他们举办跳蚤市

场、开设研讨会，还推出了快闪店。团队成员

说，每一项活动都强化了他们的信念，就是让

可持续发展变得触手可及和有趣。

谈及该项目的成功经验，乔凡娜认为他

们的营销策略很给力，“群发邮件、社交平台

和口口相传被证明非常有效。”

在“交换商店”，主打的虽然是旧物，但同

样能激发创新。在跳蚤市场活动中，众多设

计师、时尚达人来到现场，展示二手物件的时

尚魅力与创意潜能。

同样是年轻人，在美国的佐治亚大学，学

生们在校园里创办了一家易物商店，以减少

服饰、书本及日用品等的浪费，降低过多垃圾

产生的污染。

易物店的营销和传播总监索米娅 ·马利

克说，随着快时尚的兴起，现在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需要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

店里还设有一个修补工作室，提供材料

并教人们如何修理物品。

阿比盖尔 ·文蒂米利亚是这家店的常客，

从大二开始，她每周都会来这里一次，留下一

些闲置物品，再看看能不能换些东西。“这是

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来这里是我每个星期

的快乐时光。”

花钱购得新品和二手产品，或者卖掉闲
置物品“折现”，都很常见。如今，一种古老的
交易方式正在翻红，那就是以物易物——不
用货币流转，让各自的“旧爱”成为对方的“新
欢”，在资源重组中实现皆大欢喜，在循环利
用中推动可持续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年轻人是推动这波流行

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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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用一副闲置眼镜换得一双高跟鞋

 “ 交 换

商店”受到

年轻人的

青睐

▼米娅 ·马

利克介绍

佐治亚大

学的易物

商店

 佐 治 亚

大学校园里

的易物商店

本版图片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