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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运当头：彩票幻想下的运气文化
——基于 N市彩票机构运营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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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经济复苏之际，我国彩票的销售额增长迅猛，彩民的购彩行为呈现出新的特点与趋势。本文基于对 N 市彩

票售彩者、购彩者的观察与访谈，从制度对行动取向的影响出发，提出了幻想 - 运气 - 税收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彩票游戏

的社会意涵、民众购彩的主观意义，试图将彩票议题引入社会学的反思话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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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通过彩票销售渠道筹集的公益金已经成为了我国

福利事业与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根据《慈

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2）》测算，中国

在 2022 年获得的社会公益捐助总额中有 42% 来自彩票

公益金，具体金额为 1062 亿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社保基金年度报告（2022）》则指出，在中央财

政净拨入全国社保基金的累计款项中，中央彩票公益金

拨款累计达 4,301.53 亿元，占财政净拨入累计款项近

40%，超过了一般公共预算等其他款项累计拨款的占比，

成为全国社保基金的主要来源。体彩公益金更是被成为

我国体育事业的“生命线”，被官方认为对体育事业的

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尽管彩票的相关议题正不断成为舆论反思的焦点，

学界对我国彩票的研究总体仍没有跳出经济层面的研

究，多数研究聚焦于如何通过改进管理方式、了解彩民

对彩票认知情况、分析购彩行为的影响因素以提升彩票

的销量 [1][2][3][4][5][6]，只有少数研究以提升彩票的公益

性为目的，去分析彩票公益金的管理与购彩成瘾机制 [7]

[8][9] 对此，本文尝试将中国彩票引入社会学议题，基于

笔者在 N 市多个彩票销售点的访谈、观察，试图利用幻

想 - 运气 - 税收的理论框架，从对于彩票游戏兜售幻想

的本质分析出发，通过“运气文化”的视角探讨行动者

购彩的主观意义与社会动机，最终希望搭建粗浅的理论

框架解释如下问题：当今社会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热

衷于买彩票？人们购买彩票是基于何种动机？彩票在具

体社会情境中是怎样销售的？

二、彩票游戏：兜售幻想的社会安全阀

彩票游戏本质上是在向社会底层兜售一种超越阶

层现实的幻想：你可以获得一笔突然出现的、改变生活

的财富，彻底摆脱现实的阶层境遇，实现社会阶层的向

上流动。即使部分调查数据表明购彩者愿意“见好就收”，

几百元、几千元的中奖案例（这笔中奖金额常直接被用

于短期的高额消费）对购彩者具有一定吸引力，但无论

是从世界各国发行彩票的经验还是从笔者自身对购彩

者、彩票营销的观察来看，唯有百万甚至上亿中奖金额

背后的社会流动幻想能够解释购彩者的狂热参与和彩票

机制（以及各种赌博机制）的长盛不衰。这一点在 N 市

长久经营的彩票销售点通常为百万级中奖点的现象上也

得到了印证。

这种“可以”的幻想虽然在所有彩票游戏机制中

都被设计为一种极小的概率，但彩票发行者可以通过对

中奖案例进行神秘化宣传，让民众更相信自己拥有使中

奖概率偏向于自己的“运气”。世界各国公立彩票发行

的原因无不在于利用国家信誉来保证购彩者中奖概率的

公正平等与彩票游戏本身的正当性，进而兜售上述幻想

来筹集政府需要的财政资金。这些财政资金或是直接用

来充实国库，服务于医疗、教育、卫生、军队等建设；

或是投入社会福利事业救助弱势群体，如伤亡的军人及

其家属、受灾群众、残疾人、贫困者、孤儿、老年人等；

或是投入体育事业，用于运动员的培养与体育场地的建

设。[10] 正是因为彩票销售所得参与政府对于社会公共

产品的分配，许多西方学者将彩票视为一种选择性销售

税。

然而，这种税收更具社会学意味的特质在于其承

载着“社会安全阀”的功能，即在彩票场域内，实现社

会流动的机遇完全归结于似乎能够超越一切社会条件、

进而也是超越一切社会问题阻力的个体运气。笔者认为，

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越是缓慢，社会分层越趋于固化，

社会分化越严重，社会对于物质消费需求越高，社会底

层就越倾向于将社会流动的幻想寄托在彩票中奖上。这

种幻想越是强烈，人们越是趋向于相信自己有中奖的运

气。此外，政府、媒体对于彩票中奖的诱导性、神秘性

宣传往往能够强烈地激发民众的社会流动幻想与对自身

运气的信任，进而产生大量的、反复的购彩行为。

由此，彩票的销售与宣传形成了一个鼓吹、兜售、

维持社会流动幻想的场域。每一个获得巨额彩票奖金、

进而实现社会流动的中奖案例，及当事人如何使用运气

都会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同时也会成为中奖彩票

销售点极力宣传的“成功案例”。媒体与政府的宣传最

终会使部分底层将彩票作为一个正当性的、触手可得的

社会流动投机渠道进行考虑，但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早已

通过精密的设计使得返奖金额必然不会超过销售额，且

尽可能地使真实的中奖概率隐而不显，所以购彩者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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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气的信任几乎只能沦为“次捐赠”或税收。国家信誉

担保的游戏公平与彩票销售额的公益用途，又使得购彩

者只能将无法中奖的矛头指向自己虚无缥缈的“运气”。

但对于底层而言，放弃自己对于运气的信任，转而相信

社会选拔机制的公正性往往等同于将自己的阶层境况合

法化。其次，缺乏运气似乎意味着一个人即使具备其他

有利的社会条件，也无法实现社会流动，进一步威胁着

购彩者的阶层认同。因此，就购彩者的主观意义而言，

对运气信任的坚韧之处在于它意味着一种阶层跃升的希

望，社会流动的彩票幻想本身就能够充实信任运气的理

由，“不甘心”正是驱动社会底层购彩行为的持续化、

普遍化的心理机制。再次，购买彩票就是在购买未来美

好生活的希望，购买未来美好希望的同时也是在缓解既

有社会分层的失望，减少参与社会竞争的倦怠感。只要

社会分层固化，以及阶层消费要求普遍高于阶层经济水

平的社会矛盾仍在，加之购买彩票相比起金融投资、赌

博是知识门槛最低、风险最小且合法的投机渠道，彩票

就能发挥“社会安全阀”的功能，将社会流动的希望与

幻想混淆，将阶层难以实现流动的矛盾转化为自身运气

无法发挥功能的矛盾，与此同时为政府发挥其公共职能

提供大量资金。

三、购彩的主观意义：幻想 -运气文化的再生产

“运气”是人们认识其行动成果的重要概念。虽

然彩票的社会流动幻想会鼓励民众相信自身运气，运气

对于社会行动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彩票这个场域。运气被

认为是一种有利于某件理想事件发生的关键因素，但该

因素难以被人力所控制。当运气与更为系统的信仰体系

结合时，对运气的渴望会转变为对神灵的信任，运气被

期望发挥的作用比购彩时更为复杂、广泛，对上述“有

利于某件理想事件发生的关键因素”的控制也会走向制

度化、体系化，即行动者可以通过事先规定的繁杂信仰

仪式来不断获得对于某种关键有利因素的控制感。在运

气连续统的另一端，运气被期望发挥的作用减小，使用

的领域趋于狭窄，对运气的控制感更为模糊。青年人对

盲盒的购买潮流即体现了运气在低级状态的运用。盲盒

内可能含有的商品在购买之初就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形成

了喜好等级，消费者会初步地对运气是否能够达到消费

目的进行评估，随后在仪式性地挑选出盲盒完成购买。

盲盒消费最好的情况是消费者的“手气”得到了验证，

即运气以更低廉的价格获取到了消费者事先看中的商

品。

与其他运气文化相比，购彩者期望的运气则纯粹

是一种“财运”，即突出强调通过“好”运气及时地获

得一笔巨额财富，以实现工薪阶层迅速的向上流动。

以 N 市各彩票销售点对于购彩行动的调研为例，

购彩者进入彩票销售点场域的一个最为直接因素是受到

乐观偏差的影响，即认为拥有小概率事件发生在自己身

上的运气。这种乐观偏差在社会情境中受到强烈地诱导，

如经过彩票销售点时能够轻易地从该店的红色“喜报”

上得知该点在近期曾有人中过怎样巨额的奖金。所有人

在进入彩票销售点前，都曾驻足抬头对该店的中奖案例

投以惊讶的目光，表达中奖容易的乐观估计后走到自助

销售机前排队购彩，这也说明彩票的自我强化机制。对

彩票的乐观偏差还会通过线上媒介进行传播，如媒体利

用短视频的形式报道某购彩者因中奖将自己店铺砸烂现

象，这种“亲眼所见”的体验偏差也容易主观地拉近购

彩者与中奖的距离。在购彩过程中，购彩者会利用各种

手段选择出运气最可能发挥作用的彩票，如通过带数字

的宗教阵法对中奖的“运气数字”进行选择、选择曾中

过奖的自助销售机购彩、触摸中奖彩票来“沾点运气”

或直接利用“直觉”等。随着购彩中奖的不断失败，购

彩者很可能认为运气具有补偿机制，出现“差点就中奖”

的控制幻觉，即购彩者会认为此前购彩没有中奖出现的

频次将增大自己下次购彩中奖的概率，甚至是一种“非

常接近于成功的失败”。这种控制幻觉轻则使人形成购

彩习惯，重则容易使人产生赌徒行为，成为所谓的“问

题彩民”。

彩票兜售幻想与希望的另一个重要例证在于，部

分购彩者会把购彩视为在购买“积极未来生活的白日

梦”。此时，是否中奖变得无关紧要，购彩者对运气控

制中奖概率的期望下降，更重要的是幻想“运气可能发

生”本身，即能够在仪式性购彩、刮彩、开彩的过程中

不断评估自己中奖的可能性与憧憬“说不定”中奖后的

美好生活，以缓解自己在现实中的压力。这种心理在反

复购彩、购买数字型彩票中更为明显，因为数字型彩票

的中奖金额更大，开奖的时间间隙也更长，这意味着期

待的时间被拉长且幻想更强烈。

彩票运营的市场逻辑，为购彩的运气文化注入了

更浓烈的幻想色彩。N 市的彩票销售点越来越趋向于采

用“幻想诱导式布置”：可视化的中奖案例大量且密集

地以横幅、粘贴、玻璃柜排列、海报等形式展示，中奖

金额格外亮眼地用油性笔写在开奖彩票的正面；彩票上

充斥着随处可见的运气符号，如财神、锦鲤、元宝、钻

石、如意等；兑奖时销售机跳出的微笑财神、播放喜庆

音乐；销售点布置的诱导标语为了迎合年轻人的渴望，

出现了“你的梦想是什么？”、“财富自由，照顾爱人”、

“海边别墅、环游世界、守护恋人、中大奖”、“你买

彩票中 100 万的概率，可比你在人生中赚到 100 万的概

率要高多了！”等字样；小型的彩票自助机销售点大量

地开进 N 市繁华商圈的地铁口、大型商场各楼层，某地

铁口的福彩销售机几乎遍布出入口的必经路段，形成了

一条“幻想刺激链”，以方便路过的民众在接受彩票幻

想、决定尝试运气后随时购彩。更值得商榷的是，即开

型彩票销售点已经以便利店为载体，进入到 N 市部分大

学的便利店，店内粘贴的几个彩票中奖案例表明了该店

彩票的销量。

笔者认为，理想状态下，购彩的运气实践有可能

转化为一种有利于丰富民众精神生活的、健康的休闲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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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活动。不被社会流动幻想所吸引的少数年轻购彩者注

重结伴购彩过程中相互检验对方运气的娱乐性。这种购

彩动机更注重于实现社群的亲密体验本身，因而使购彩

者在理想状态下能够避免各种购彩的主观偏差。笔者认

为，持有这种购彩动机的购彩者比例可以通过增加彩票

的艺术收藏价值、加强彩票销售点对于公益金用途的公

开与案例宣传、强制在各购买渠道公开不同彩票中奖率

等方式扩大，代表了购彩者结构中的合理部分，有利于

推动购彩者的均层化，更能发挥彩票对社会主流价值观

念的建设作用

四、研究结论

经前文论证，我们认为，销售彩票的本质是向社

会底层兜售一种社会流动的幻想，并鼓吹这种幻想可以

通过彩票中奖、获得一笔巨额财富来实现。在阶层趋于

固化、阶层消费要求普遍高于阶层经济水平的社会背景

下，民众试图使用运气进行选彩购彩，加之政府、媒体

的诱导，形成了一个鼓吹、兜售、维持社会流动幻想的、

以彩票销售点为核心的场域，该场域通过其机制混淆切

实的希望与幻想，将社会矛盾的导向个人运气，发挥了

社会安全阀的功能，同时以最小社会成本为政府履行公

共职能提供了可观的软性税收。运气被认为是难以被人

力控制的一种有利于某件理想事件发生的关键因素，是

人们理解其社会行动的重要概念。在彩票场域的运气文

化中，购彩者容易产生乐观偏差与控制幻觉，控制幻觉

体现在运气被期望用于以某种方式控制中奖率，使中奖

率偏向于购彩者，还体现在购彩者在不断中奖失败后认

为运气具有补偿机制，会产生一种无限接近于中奖的幻

觉。当中奖期望消退时，“积极未来生活的白日梦”，

即以购彩来维持对社会流动的纯粹幻想会成为购彩者的

主要动机。彩票机构的“幻想诱导式”布置以及其市场

扩展战略为彩票的运气文化注入了更为浓厚的幻想色

彩。只有强烈的中奖期望让位于购彩的其他功能，如试

探运气的娱乐性、注重彩票公益性与收藏价值时，人们

在购彩中才能保持良好的社会心态、回归购彩的公益、

娱乐初心。总体而言，本文通过对于幻想 - 运气 - 税收

的探讨，为我国彩票的社会学思考提供了一个粗浅理论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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