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昱见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昱

始于谣言，终于抢购

“全美的抢购和短缺令人始料未及……
我们正夜以继日地工作，帮助这一生活必需
品重新摆上货架。”4月2日，美国最大的卫生
纸生产商金佰利公司北美家庭护理总裁马
斯托里德斯对媒体做出上述承诺。

在被世界卫生组织点名为当前疫情
“震中”的美国，最抢手的生活必需品竟是
卫生纸。美国纸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从
2月28日至3月21日，美国人在卫生纸上的
花费超过14亿美元。仅上周，美国卫生纸类
厂商的净收入就超过3 . 78亿美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了123%。这个行业是疫情之下百
业萧条的美国为数不多逆势增长的行业。

抢购卫生纸也已席卷世界。在美国旧金
山，3月中旬出现过一家大型商超开门营业
不到30分钟卫生纸就被抢购一空，个别顾客
为抢最后一箱卫生纸大打出手的新闻。在澳
大利亚，3月4日曾发生过一起为争抢卫生纸
而动刀，最后惊动警察的事件。在日本，早在3
月初，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超市就纷纷推
出“卫生纸每人一包”的限购令，甚至有人还
跑到公共厕所偷卫生纸……

然而，据日本媒体报道，卫生纸抢购已
被证实起源于一则谣言——— 今年2月底，日
本社交网络上突然流传一种说法：“卫生纸
原材料来自中国，而中国一些厂家受疫情
影响将无法按时向日本交货。”还有一种说
法是，卫生纸和口罩用的是“同一种原料”，
口罩短缺，势必引发卫生纸短缺。

随即，东京、大阪等地出现卫生纸抢购
潮，最迟到3月3日，东京一些大超市已出现
卫生纸大面积缺货的情况。日本政府不得
不出面辟谣，首相安倍晋三3月2日公开澄
清：日本98%的卫生纸都是本国制造，国民
完全不必抢购。

但卫生纸的抢购潮不但没有减弱，反
而迅速“传染”到了澳大利亚，最迟至3月中
旬，澳大利亚也推出了卫生纸限购政策。接
下来是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相继“中招”。卫
生纸恐慌，就像瘟疫一样，从一个谣言开
始，席卷了全世界。

奇葩心理在作祟

灾难总和紧缺相伴。疫情会造成很多物
资紧缺，尤其是那些对全球化依赖度较高、
产地相对集中的物资。但卫生纸不属于这一
类，即便是发达国家，也基本是自产自销卫
生纸。在日本，正如安倍所言，98%的卫生纸
都是本国制造，善于资源回收利用的日本
人，甚至做到了70%以上原料纸浆通过回收
利用实现。在澳大利亚，卫生纸自产率也在
95%以上，澳大利亚甚至还对外出口用于造
纸的木材原浆。即便是人均卫生纸用量最大
的美国，卫生纸进口率也只有10%，还都是从
邻近的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

最早闹卫生纸恐慌的日本，媒体的相关
调查早就展开了。日媒调查发现，东京、大阪
等地的卫生纸恐慌，可能与日本便利店和家
庭的独特情况有关。由于卫生纸体积庞大，

而日本城市居住面积狭小，一般城市居民很
少会在家囤积卫生纸，只在需要时才去便利
店购买。对于日本各便利店而言，由于卫生
纸利润低还占地方，所以库存也十分有限，
主要依靠日本发达的交通实现快捷的物流
运送。正是这种“紧平衡”状态，导致抢购一旦
发生，便利店会出现束手无策的情况。

在人均居住面积较大、库存容量巨大
的大型商超遍地的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卫
生纸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英国《卫报》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
出，在欧美的大型商超内，一般都有一整排
货架摆放卫生纸等产品，而卫生纸体积大，
被买空后就显得非常醒目，空货架很容易
引发人们“担心买不到”的心理。“比起50罐
焗豆子或洗手液，50包卫生纸消失后，更加
醒目。”消费者心理专家格雷斯教授在接受
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说。

此外，还有专家指出，人们对卫生纸的
抢购“错失恐惧症”也在作祟，因为当人们
看到别人都在抢购某种商品时，总觉得这
里面必有原因，因此生怕自己错过。澳大利
亚社会学者加尔格指出，“关键是没有人知
道疫情走势如何，最后会不会更加严重。”
人们因而希望有备无患，认为这是他们为
取得某种控制感所能做的唯一的事。廉价、
量足的卫生纸，刚好成为人们填补心理空
缺的最好抓手。

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在通货膨胀的
背景下，纽约和东京等特大城市就曾出现
过卫生纸抢购潮。“一遇危机，就抢卫生
纸”，几乎成了一种规律。

被创造的“必需品”

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不能说欧美民众
抢卫生纸是一种单纯的不理性。

从发明源头上看，卫生纸验证了消费
主义的那个著名论断——— 公众的需求是被

商家制造出来的。1903年，美国史古脱纸业
公司因为失误，错购一批普通纸张，由于运
送过程中的疏忽，造成纸面受潮无法正常
使用。公司不得不紧急开会商讨对策，众人
一筹莫展时，一位主管的鼻子突然流血，旁
人急忙拿起一张受潮的纸张帮他擦拭，结
果擦出了卫生纸的灵感。一年后，卫生纸就
替代了抹布、手绢，开始在美国上流社会家
庭中普及，这家企业绝处逢生，还开启了接
下来的卫生纸使用和普及历程。

当年“将错就错”开卖卫生纸的史古脱
纸业不会想到，卫生纸如今会成为一种在灾
难时被疯抢的“生活必需品”。眼下，全球民众
的卫生纸用量也很惊人，国际自然资源保护
委员会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消
费者每年人均使用约141卷卫生纸，英国为
127卷，日本为91卷，法国为71卷，中国为49
卷。其中，卫生纸使用速度最快的美国，每人
平均约两天半就会用掉1卷卫生纸。

奢侈的美国人不仅用卫生纸如厕，还
用它擦鼻子、抹桌子、清洗厨房用具……总
之，一切能用抹布或手绢干的活，在美国都
已被卫生纸替代了。这种习惯也得到了欧
洲的效仿，自本世纪初以来，欧洲卫生纸的
需求量20年内增长了40%。随着疫情加重，
欧美民众对卫生纸的需求可能会更大。

新冠肺炎疫情带给欧美普通公众的启
示就俩字：消毒。日常生活中除了各式各样
的消毒水，能给公众“干净”暗示的就是卫
生纸了。这种一次性消耗品，满足了公众

“认为病毒已被消除干净”的安全预期。疫
病流行期的安全需求，反过来又进一步加
大了公众对卫生纸的依赖。尤其像欧美这
样的传统用纸大户，依赖程度更高。

受疫情影响，很多欧美国家的工厂面
临停工问题，增长的卫生纸需求与堪忧的
产能之间会不会引发矛盾？这个问题谁也
不敢打包票。如果疫情在欧美持续加重，那
些在超市疯抢卫生纸的欧美民众，他们真
的不理性吗？还真不好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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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
下，各国民
众在防疫的
同时也开始
抢购食品和
生活用品。
令人始料未
及的是，在
这场抢购潮
中，最先出
现全球性紧
缺的并非粮
食等物资，
而 是 卫 生
纸！在日本、
美国、澳大
利亚和欧洲
等地，卫生
纸都成了最
抢 手 的 物
资，有人甚
至为了争抢
它不惜暴力
相向。卫生
纸怎么就成
了抢手货？

昱见
遇见历史 预见未来

2月29日，在美国洛杉矶，一名顾客推着囤购的生活必需品，其中就包括几大包卫生纸。 新华/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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