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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棉花娃娃 衍生大大商机
一个玩偶均价60多元，受众群体以00后和90后为主；玩家猛增带动供应链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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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玩偶有魔力
吸引年轻人“入坑”

徐佳是在2020年入了棉花娃娃的
坑。“棉花娃娃真的有魔力，我是见一个爱
一个，忍不住一直入手。”徐佳说，她已经
到手40多只棉花娃娃，还有十几只已购
买但还没有收到货。

今年18岁的刘可欣也是养“娃”家族
的一员，吸引她成为一名“娃妈”的理由很
简单，“娃娃足够可爱，我的零花钱也负担
得起。”她说，她认识的大多数“娃妈”也多
是基于以上两点理由“入坑”的。

“棉花娃娃的受众群体以00后和部
分90后为主，它的价格并不贵，养‘娃’不
会给他们造成太大负担。”刘可欣介绍，

“一只普通娃娃的价格在六七十元左右，
再高一点也就100多元，很贵的娃娃比较
少见，购买的人也不多。”从去年下半年

“入坑”后，她已经拥有十几只棉花娃娃，
均价在65元左右。

资深玩家爱个性化定制
有的制作周期长达一年

大大的眼睛、圆滚滚的身体，大多数
棉花娃娃都是这种萌系外表。一些年轻人
为了追求个性，不再满足于这种统一的审
美，开始自己设计娃娃的外表。眼下，拼团
定制棉花娃娃成了年轻人较为流行的养

“娃”方式。
魏楠去年来到厦门上大学，年仅19

岁的她已是资深“团妈”，也就是开定制团
的团长。“我高中时会在父母的允许下，用
零花钱购买喜欢的棉花娃娃。”魏楠说，

“现在上了大学，有了做自己喜欢的娃娃
想法，开始了自己开团的路。”

魏楠介绍，一般情况下，一只棉花娃
娃的诞生流程是：“团妈”找到喜欢的画
手，画手依据“团妈”的要求进行形象创
作，画出图稿。随后，“团妈”先在社交平台
发出稿图，征集意向，若人数达到预期，就
开始联系工厂依据稿图进行打样。在打样
完成后，“团妈”会通过社交平台发起开
团，当达到一定数量后即开团成功，“团
妈”就会依据终样跟工厂下单制作。

“由于不同‘团妈’在组织能力等方面
存在差异，所以很多情况下成团下单后，
等待发货的时间通常要数个月，有时甚至
可能超过一年。”魏楠说，尽管如此，真心
喜欢棉花娃娃的人哪怕知道等待周期很
长，仍会毫不犹豫地跟团。

这些棉花娃娃又
萌又可爱，每次看到
它们，我都开心极了！”

90后“娃妈”徐佳说。徐佳口中的“棉花
娃娃”，是指主体用棉花制成的玩偶娃娃。

它属于偶像经济产物：一些经纪公司把娱乐
明星的形象卡通化，并制成高10厘米至20厘
米的棉花娃娃，在公开平台进行售卖。形象可
爱又自带流量的棉花娃娃，就这样成为受粉
丝欢迎的明星周边产品。
如今，原创的无属性娃娃受到年轻群体

的追捧，并逐渐从小众走向大众。
文/图记者刘佳盈

制作工序较复杂
人工成本会更高

刘可欣现在跟朋友外出游玩，都会带上
一只棉花娃娃。她还专门为娃娃准备了很多
衣服，不同场合给娃娃更换不同风格的衣服，
逛街穿汉服、JK制服，上学穿“制服”，毕业有

“学士服”……
给娃娃置办衣服、首饰、娃屋，为娃娃二

次改造：装骨架、打腮红、做发型，这样一套操
作下来，开销不小。“这些配套操作也衍生出
了一系列相关产业链。”魏楠说，她有时也会
接几单娃娃改造业务，赚取零花钱。

位于石狮的一家毛绒玩具厂的老板施世
平是魏楠的合作伙伴，他们已经一起定制了3
只“棉花娃娃”。“从第一次只做200只，到最
近一次做了1000多只，这合作是越做越大。”
施世平说，他对这样一只小小的娃娃如此风
靡感到不可思议。

“棉花娃娃有很多刺绣、车缝、整形和制
作毛发的细节，这些都需要手工制作，因此对
人工和工艺有较高的要求。”施世平说，棉花
娃娃的制作工序比普通毛绒玩具复杂，如果
再加上给娃娃做骨架支撑，人工成本就更高。

“在跟魏楠合作前，我们厂并没有接触这
类业务，一开始一个师傅做一只娃娃要两个
小时左右，一天下来只能做4只。”施世平说，
经过一年的培训，现在师傅做一只娃娃只需
要40分钟，一天可以做12只，“产能有了些许
提高。”

有的工厂加开生产线
月产量有望达2万只

根据微店App发布的《2021棉花娃娃玩
家洞察报告》显示，每只棉花娃娃的均价为62
元。相比于2017年仅有几万人在线购买棉花
娃娃及配套产品，2021年线上购买棉花娃娃
的玩家已达到百万人之多。

“玩家的暴涨，吸引了更多像我这样的年轻
人投身到棉花娃娃的创业活动中。”连宇晴大学
读的是服装设计专业，毕业两年的她选择自己
创业，和两名好友共同开设了一间小型工作室，
专门做棉花娃娃。和大部分“娃妈”一样，她们也
是由粉丝转化而来，一边“为爱发电”，一边将兴
趣玩成事业。不过，连宇晴表示，因为在经营方
面不太擅长，再受限于团队、厂商等关键环节，
工作室时常出现生产周期过长、品控“翻车”等
问题。她透露，面对短期内棉花娃娃大幅提升
的需求量，很多工作室和厂商都显得准备不足。

“市场端需求升级，势必带动供应链端调
整升级。”施世平表示，他们厂原先只开了一
条生产线制作棉花娃娃，一共有5位师傅。如
今，他与魏楠开始探讨娃娃衣着和其他配饰
的合作，今年内会多开一条生产线满足需求，

“目标就是明年年初月产量能到2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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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佳展示
她的第一只棉花
娃娃。

◀给娃娃准备一个
衣柜是一些“娃妈”的
乐趣。

■“娃妈”家中的棉花娃娃展示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