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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经
济

记者｜应　琛

　　人们不能过度依赖“代经济”，切勿任何事情都找人代办而使得自己的能力逐日退化。美食、美景、美好生活还是要靠

自己多多体验。

一周三次，才花了 184 元”。

但价格因素之外，朱虹表示，

更重要的原因是，猫咪对环境很敏

感，更换环境、接触新的猫咪等都

可能产生应激反应，严重的还有可

能引发疾病，“我家的猫以前就因

为频繁寄养在朋友家，过度紧张引

发了尿路感染”。

“代经济”的出现，有人从中

得到了便利，也有人通过售卖自己

的“闲暇”找到新的创收点。

看到网络上很多网友纷纷开设

“代服务”，刚毕业不久的小廖也

加入了“代服务”的大军。他告诉

记者，因为工作性质比较灵活，只

需要提前预约安排好工作，“周中

和周末都可以接单，而收费按照办

事的时间成本和难易程度来收费”。

 替人到政府部门办事是小廖接

单最多的业务。而每次接单前，他也

会给出客户最合理的方案，用他的话

说“并不是什么钱都赚”。“有次有

个客户让我帮她去上图还书，但因为

我家住在 8 号线到底，如果我先从家

到她那里取书，再去上图，最后回家，

真的一切皆能代？

一大早，用手机预约完代扔垃圾

服务后，背上从海外代购买回

来的包包出门；到了公司，又在某

APP 上找代跑腿的小哥送了一份加

急文件；下午，快递来了，家中无人，

只能放在楼下的代收点；晚上和朋

友聚餐，喝点小酒也没问题，找个

代驾把车开回家即可。

生活的多样性，导致需求的多

样性。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生活

似乎被一个“代”字包围。以“代

服务”为主的各类跑腿平台已步入

大众视野，二手平台上的各类“娱

乐向”服务也应运而生。

“代经济”，就这样横空出世。

人们开始热火朝天地讨论它。有人

说，这是进入后工业社会服务业兴

起的社会基础，具有逻辑上的必然

性。也有人说，像之前的无数个伪

概念一样，它注定昙花一现。

如今被炒起来的“代经济”，

究竟是下一个风口，还是资本浪潮

下的又一个泡沫？

你出钱，我出力

在“代经济”范畴中，活跃度

最高的当属跑腿行业。

记者在手机APP商店搜索“跑腿”

后，看到了包括美团跑腿、UU 跑腿、

一喂跑腿、邻趣等多款跑腿 APP。这

些 APP 除了跑腿服务外，还提供搬

运货物、照顾宠物等各式“代服务”。

从事律师工作的朱虹是上述软

件的常客。谈及客户体验，她表示：

“我从宝山区送一个物品到虹桥商

务区，如果自己过去的话，无论是

坐地铁还是开车，都要 1 个多小时。

但若请人跑腿代送的话，只需要花

费 40 元，而且还节省了很多时间。”

在朱虹看来，生活节奏的加快致使

时间变得非常宝贵，有人代劳生活

可以变得更高效，“完全可以用跑

腿的时间创造更多的价值”。

除了跑腿，朱虹用的最多的就

是代照顾宠物。“上门喂猫、清理

粪便一次 58 元，额外陪猫玩 20 分

钟 15 元，洗耳朵剪指甲一次 10 元，

这样的上门服务我觉得挺好。”由

于工作原因，朱虹需要经常出差，

“我也上网了解过宠物寄养，但一

般的宠物店每天需要 80 元，相对高

端的宠物酒店则需要 200 元左右，

如果我要出门一周，寄养至少需要

花费五六百元。但像这样找人上门，

　　“代经济”作为社会分工精细化的产物，是让更专业

或更合适的人去为消费者解决问题，它正在融入每个人的

生活，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消费升级的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