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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逛街买衣服方面，男人
和女人简直来自两个不同的星
球。男人纳闷：女人逛了那么
一大圈为什么可以不买任何东
西？女人纳闷：男人为什么看中
了就买也不比较一下价格呢？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这里面包含的
经济学原理。

对于男人来说，逛了一整天，
总不能白逛，要不之前的时间、精
力就白白投入了，所以期待着购买
一件商品让自己的投资变得有价
值，这就陷入了沉没成本的误区。
沉没成本经常会导致我们为考虑过
去的付出而在购物时浪费更多的时
间、精力和财力。这就好比一个男人
买了一条不合身的裤子，不仅无法挽
回已经付出的成本，还可能招来家人
的埋怨。

女人在购物时喜欢货比三家，也就
是经济学上的联合评估，与之相应的单
独评估即是对单独一个商品的评价。女
人喜欢联合评估是因为她们相信，商品
的优劣是在对比中产生的，比较越多，她
们越能选出好的。其实联合评估也是有
其缺点的，就好比经过千挑万选，女人终
于挑中那件“不买会死”的衣服，回到家后
才发现“不过如此”。

我们在单独评估的时候，往往注重那
些容易评价的因素，在联合评估时则会注
重那些不易评价的因素。如选择买哪种
裙子，女人会考虑衣领、腰带、花边、颜色、
扣子等，但是衣服买回家后她会更注重衣
服的舒适度和款式。换言之，买到商品之
后评价的方向就会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有
时候货比三家并不利于我们做出正确选择
的原因了。

Tips

1.网购时，对于可买可不买的衣服，可以先
加入购物车，一周后再决定是否购买。

2.网购不等于低价，可将同款商品在不同
电商之间进行对比后再选择在哪个电商购买。

□本刊记者 郭飞飞

“双十一”期间淘宝卖出了约50亿元的服装，占350亿元总销售额的
1/7,其中女装销量是男装的6倍。在日常开支中，服装的占比并不算低，
对于女人来说，更是如此。买衣服可不是看中了就买这么简单的事，在
那些置装达人看来，怎样买衣服最省钱，怎样才能确保最高性价比，这些
都是要考虑的。

对穿衣打扮颇为讲究的景女士在买
衣服方面自然也是高手，她一般选择在
商场店庆、节假日搞活动期间购买服
装。她说：“全年买衣服最划算的时间段
是 9 月至 10 月，这时候夏装处于清仓阶

段，秋冬装处于反季销售时期，价格都
相对较低。”

热爱购物的景女士自然不会错过
“双十一”网购狂欢节。她给我们算了一
笔账：11月11日当天她一共买了8件东
西，对比12日的价格，靴子省了330元、
上衣省了80元……虽然有两件衣服价
格不变，但还是省下了550元，如果把参
照物换成实体店的价格，省得就更多
了。所以景女士由衷地感慨：“要是天天
都是‘双十一’就好了！”

置装经
男女有别

燕飞是一名刚刚参加工作的公
务员，每月工资约1500元的她从不
向父母伸手要钱，除去日常开支，每
月还坚持存款300元。同事们都很纳
闷，她是如何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
的。燕飞说：“我的置装经验总结起来
就是只买适合自己的，从来不看牌子
买衣服。同款的衣服在品牌店可能卖

上千元，小牌子的可能只要300元。我的
工资不算高，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我肯
定会买价格便宜的。不过，到了打折季，
品牌店也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燕飞认为，刚刚参加工作的女孩子，
不能把所有钱都用于穿衣打扮，一定要
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在她看来，存钱
不在多少，关键是要养成储蓄的习惯。

郑先生目前是一家物业公司的管
理人员，他置装时一般会选择国内一
线品牌的中高端产品。郑先生说：“我
一般会先到实体店转转，看到舒适、有
质感、款式新的服装我会上身试一试，
如果合适的话，我就会在网上搜索同款

服装的价格，然后确定是线上购买还是
线下购买。”

郑先生本人比较喜欢军旅风的时
尚男装，是战地吉普等品牌的忠实客
户。“我经常购买固定品牌的服装，不仅
能积分，还能享受折扣。”郑先生说。

人物：燕飞 置装心得：牌子都是浮云 低价才是王道

人物：郑先生 置装心得：线上线下相结合 固定品牌得实惠

人物：景女士 置装心得：低价优惠不常有 该出手时就出手

既要面子
也要“里子”

我们买衣服是为了“装
点门面”，但也要考虑
钱包的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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