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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家庭软装平均花费占装修平均总费用的四成——

好大的软装家居市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 雪

高档手工地毯素有“软黄金”之
称，李思哲作为一家地毯公司的领头
人，他当然希望人们看到地毯的收藏价
值，但他更希望地毯作为一件普通的家
居产品走进千千万万的百姓家中，提升
品位，扮靓生活。对此，李思哲很有信
心，因为他看好地毯行业背后正迅速扩
张的软装家居市场。

地毯可以提升家装品位

“目前，国内普通家庭使用地毯的
确实不多，我们的产品以出口和工程类
使用为主。”李思哲说，国内普通人家
一般没有用地毯的习惯，很多人怕清洁
打理起来麻烦。他曾经在外国留学，据
他观察，外国家庭使用地毯是很常见的
事情，北美、中东地区都是地毯的主
销区。

然而，要说起地毯在我国的历史却
颇为深远。宋冰是家居类公众号菠萝斑
马居住指南的创始人。她介绍，白居易
的 《红线毯》 里曾写道：“一丈毯，千
两丝”。唐朝时期，达官贵人就习惯在
地毯上喝酒吟唱，到了明朝，地毯和榫
卯家具一样，越来越普及，清朝光绪年
间，北京式地毯在美国万国博览会上拿
到了一等奖，从此闻名海外，开启了外
销之路，因为质量好、价格低，广受
欢迎。

“二战以后，美国地毯行业呈井喷
式发展，地毯铺在精装房里，普通人也
能用得起，家家户户开始普及。”宋冰
说，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国际需求的持续增长使得我国地毯行业
再次兴起。“不过，后来由于机织地毯
的冲击，以及观念、管理等问题，我国
的羊毛手工地毯行业逐渐走向没落。”

李思哲也听家里的祖辈说起过地毯
行业曾经的红火时光。“最好的时候，
京津冀地区就有上百家地毯厂，在我们
的出口贸易中占到 50%。”李思哲希望
通过他们这一代年轻人的一点点努力，
让这个走下坡路的行业重焕新生。他看
重国内普通家庭的消费潜力，“一类是
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喜欢坐在地毯上和
朋友聚会聊天。对于他们来说，地毯是
一件时尚单品，不仅可以铺在地上，还
可以挂在墙上、放在柜子上，成为一种
装饰。还有一类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中
产家庭，他们愿意为家里的软装花心
思，地毯是整体设计风格里的一部分，
用得好可以成为提升家装品位的点睛之
品”。

慢慢培养地毯使用习惯

在北京文博会上，李思哲还带了两
块以小朋友的画作为原型定制的小型地
毯。“花上几百元钱，等上十几天，你
自己挑选的画作、照片就能变成一块地
毯，一份独一无二的纪念。”李思哲正
在为地毯进入普通家庭做着努力，定制
化成了一个突破口。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自家的装
修有独特风格。“我们会和家装设计

师、消费者沟通，为客户定制专属产
品。”赵昆是一名地毯设计师。他介
绍，地毯的纹样图案好看只是设计师考
虑的一个方面，设计师同时还要根据每
个家庭的个性需求，考虑地毯的密实
度、弹性等功能属性，满足不同年龄人
的使用感受。在制作工艺上，赵昆目前
采用手工枪刺的方式，类似于缝纫机，
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让定制化地毯的
成本低于很多人的想象，更易于接受。

“不愿意使用地毯的原因，是担心
地毯不好打理，时间久了存在卫生隐
患。”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李思
哲说，其实真正好的地毯并没有大家想
得那么容易沾灰。针对消费者的顾虑，
他还是从两个方面作出了创新：一个是
在羊毛、化纤、棉、真丝等传统材料之
外，运用玉米纤维、竹纤维等新材料制
作地毯，让地毯更容易打理；另一个是
完善售后，定期上门为客户提供专业清
洗、护理服务。

为了让更多人尝试使用地毯，李
思哲还动起了“共享地毯”的脑筋。

“每个月花几十元钱，就可以租一块地
毯回家。”他说，有的人想让自己家里
常常有新鲜感，地毯容易更换，用腻
了可以再租一块新的，还有的人租房
住，不想花钱重新装修，由着自己的
喜好租一块地毯也能让居住环境变得

干净、温馨。“从实际操作角度看，地
毯的复用不是问题，经过专业的清洗
护 理 后 ， 地 毯 翻 新 的 效 果 能 达 到
90%。”他希望有更多的人不是在想
象，而是真正尝试使用后，慢慢培养
出使用地毯的习惯。

软装家居市场迎黄金时代

李思哲的种种努力才刚刚起步，他
坦言，要让地毯走进更多普通人的家里
需要一个过程，但他看好未来的地毯市
场，因为他相信未来的软装家居市场整
体会有更大的空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简装修、精装饰是潮流所向，
地毯、窗帘、床品、饰品等等软装家居
用品都会成为精装饰的入手点。

有业内人士曾这样形象地比喻：
把家完全装修好后倒过来，能够掉下
来的部分就是软装。宋冰同样看好软
装家居市场的发展，她认为当前市场
有三个趋势：“第一是住宅市场上精装
房越来越多。过去人们装修的重点是
硬装，后来慢慢到软装，因为房子本
身是精装修好的。第二是消费频次，
从10年装一次，装完10年都不动，到
如今的中高频，消费者希望通过日常
家居布置的调整，给生活带来更多体
验。第三是消费理念，上一代消费者

的理念是舍得在实木地板、水晶吊
灯、大理石、花岗岩等‘硬货’上花
钱，现如今，黑白灰基调的简洁装修
更常见，但是在不起眼的地方，大家
对生活舒适感的要求越来越高，比如
毛巾，床单，烘干机等等。”

眼下，我国软装家居市场让人有着
巨大的想象空间。据估算，这个市场有
4万亿元左右的规模。还有一组调查数
据显示，2012 年我国家庭的软装平均
花费就已占到装修平均总费用的 40%
以上。

然而，与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相比，专家表示，国内提供软装家居
产品和服务的企业还需在很多方面加
把劲。比如，现在的一些生产企业还
停留在相互抄袭的层次上，或者是什
么产品好卖大家就一哄而上的阶段，
产品同质化、缺少新意的问题比较严
重。比如，与近几年在中国市场迅速
开店扩张的洋品牌相比，国内还缺少
一些叫得响的软装产品品牌。再比
如，国内软装设计行业缺乏领军人物
和团队，很多设计师都是其他相关领
域转型而来，或者是积累了一定设计
经验后给自己戴上了软装设计师的帽
子，造成行业的混乱。不过，有差距
也意味着有机会，想要在家居市场多
分一块蛋糕，不妨抓紧时间练好内功。

惟敬业，方能精业
瞿长福

怎样才能把一件事情做好？或许每
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但笔者知道的一
个经典答案，却缘于一块挂毯。

记得，是参观一家地毯厂。在展室
墙壁上，挂着一幅幅精美绝伦的挂毯，那
些色彩斑斓，像天鹅绒一样柔顺的挂毯，
或绿草萋萋，或高山流水，或鸟语花香，
美轮美奂的图案织锦给人梦幻的感觉。
主人介绍，这样一幅挂毯仅工序就十几
道，需要手艺精湛的技师耗时一个月甚
至几个月，一块手帕大小的羊毛挂毯需
要艺人飞刀砍线1万多次。当然，这样的
挂毯也物有所值，价格不菲。

在一块几平方尺的挂毯上飞针走
线，动辄几个月，虽栩栩如生地编织出让
人如醉如痴的美妙世界，但技师本身的
工作其实是枯燥、单调的，所谓奉献美
丽，独自寂寞。同行忍不住问技师：怎样
才能像你这样在寂寞中成就技艺？技师
的回答很简单：就是敬业，只有敬业，才
能精业。

惟敬业，方能精业，这是笔者听到的

最简节也最有力的答案。的确，我们时
常会羡慕那些事业精进、术业有专攻，或
者在某方面拥有独门绝活甚至登峰造极
的专家大师、专家能人。可我们忽视了，
他们成功的路径虽然各不相同，对成功
的追求也千差万别，但背后的核心道理
却是相同的、共通的。那就是，他们具有
比常人更强的敬业精神。有了这份对事
业的热爱与敬重，才有了对事业的执着
与坚韧，才有了哪怕是平平常常的一件
小事，也能兢兢业业地出彩出活。

这一道理，前人已经用足迹作了深
刻验证。过去艺人入行、手艺人收徒，都
要有专门的拜师仪式。为什么？其他道
理不说，拜师学艺，拜的是师傅，也拜的
是这一行业、这一手艺。师傅需要徒弟
对他尊敬尊重，也需要徒弟对他这一行
业技艺尊敬尊重，没有对这一行业的尊
敬热爱，最终也将没有对师傅本人的尊
敬热爱。虽然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
元，可古往今来有多少个这样的“状
元”？这其实更多的是对手艺人的鼓励

与激励，目的在于激发艺人对本行业的
自豪感、荣誉感和敬业精神。

大家知道，精业之道，首在敬业。只
有敬业爱业，才是做好这一行业最好的
老师。试想，在“万般皆下品”的时代，手
艺人虽贵为民间奇人，终究是引车卖浆
之流，敬业重业爱业便尤显尊贵。非如
此，不可能有业精技进，也不可能有术业
传承。也惟有视职业如生命、视手艺为
终身的使命感与匠人精神，才可能在各
个寻常行业不断地出现不同寻常的人，
鲁班、神乎其技的“庖丁”、咫尺之间有乾
坤的“核舟奇人”等等。

至于今天，我们对工匠精神、匠人之
魂已经有了更为透彻生动的诠释。从广
为传扬的钳工胡双钱、镗工大王戎鹏强、
高级技师耿家盛等，他们在普通岗位中
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水准，把匠人精神
写进了车床轴承，到令许多人感到不可
思议的柳传志、马云，同样源于一份敬业
执着，才造就了今天的传奇。当年马云
创办阿里巴巴时，能理解的人很少，更别

说支持者，有谁知道他内心的那份坚毅
与执着其实首先源自热爱。他选择了网
络、敬重网络，才会专注网络、挖掘网络，
乃成就于网络，也成就了网络。

当然，我们绝大多数人不可能达到
“一流匠人”的声名水准，无法拥有顶尖
“达人”的财富声望，但这并不妨碍我们
对事业的虔诚与挚爱，对岗位的尊重与
匠心。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造就一条
通往希望与梦想的大道。否则，就可能
陷入空想或妄想。俗话说人往高处走，
可那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你得有对高
处的追求与热爱，不然就可能反复“跳
槽”、终身纠结于“归去来兮”。与其这
样，不如坚守职业、干一行爱一行，把自
己炼成“高处”。

是的，台上有多惊艳，台下就有多辛
苦。那份辛苦，是因为那份热爱、那份敬
业，这种热爱与敬业是匠人精神的灵魂，
是成功之道的内核。有了这，即便小事，
可以做大；没有这，大事，也可能变小，甚
至，没了。

左图：李思哲希望地毯作为一
件普通家居品走进千千万万百姓家
里，提高生活品位，扮靓生活。

下图：菠萝斑马居住指南出品的手工真丝地毯。 张 雪摄

智慧出行成城市出行趋势
李治国

行走中用手机刷一下，乘客感受不到延迟停
顿，能迅速进站乘车，世界上唯一一条高速磁浮商
业运营线上海磁浮线开通了刷手机进出站服务。

今年10月30日，上海地铁宣布，上海磁浮线
率先开通刷码乘车进出站服务。明年初，上海地
铁也将全线开通这项服务。乘客可通过一款名为

“Metro大都会”的APP二维码过闸功能，直接刷
手机二维码进站乘车，支付宝付款。

上海磁浮线日均接送乘客10000人次，上海
地铁日均接送乘客近千万人次。此前，乘坐磁浮
列车和地铁的乘客，都需到服务台或自助机购票，
或用交通卡刷卡，购买交通卡需要押金，并在服务
台充值，在线充值还须线下去圈存充值才能使用。

上海地铁方面称，手机刷码过闸的功能上线，
解决了购票排队、现金购票、兑换零钱，以及实体
卡携带不便的麻烦，极大降低了时间成本，提升了
乘客的购票体验。

现实中，很多乘客都曾遭遇过丢失公交卡的
事，甚至刚充了值卡就丢了。现在刷手机进出站
支付宝付款，不再有丢卡的烦恼，刷一下手机，潇
洒进出站。

这并非支付宝与上海地铁乘客的第一次亲密
接触。之前一些站点的自助购票机已经支持支付
宝付款，此次刷手机进出站支付宝付款让乘客更
加方便。

进出闸无延迟达到毫秒级速度的支付宝刷脸
实人认证也达到金融级安全要求。据了解，上海
地铁与支付宝技术合作的“Metro 大都会”APP
采用“二维码双脱机回写”技术，可实现刷码乘车，
快速进站，操作熟练的乘客感受不到延迟。

支付宝行业集成部总经理徐文海介绍，基于
支付宝“先乘后付”的信用能力，只需在“Metro大
都会”APP中一键绑定支付宝“先乘后付”通道，
无需押金，乘车刷码无停顿过闸进站，出站后扣除
乘车费用。“在没有网络信号的环境下，或支付宝
账号内没有余额，也能保障乘客先乘车的便利。”

上海有着日均千万级的乘客量，为了从容应
对乘车高峰，“Metro大都会”APP采用了支付宝
平台以及阿里云计算来保障。基于高德地图技
术，乘客可以事先做好出行规划和精确导航，甚至
可以查找到地铁出口和卫生间。另外，乘客还可
以在APP中查找到地铁周边一公里生活圈的口
碑商家。

据上海地铁方面透露，上海地铁的出入闸机
正在改装测试，力争全网开通刷手机进出站。明
年初新开通的17号线、9号线三期，浦江线所有闸
机可实现二维码“刷码过闸”，全网络其余线路，每
站将开通“2进2出”的专用闸机。届时，乘客只需
带着手机就可以在上海乘坐磁浮列车和地铁，并
用支付宝付款。

智慧出行已成为城市的出行趋势，今年9月
20日，北京地铁机场线实现刷二维码进出站，支
付宝付款。乘客通过易通行APP二维码过闸功
能，可使用手机刷二维码直接进出站。预计明年
一季度，北京地铁全网所有线路和车站都能实现
手机刷二维码进出站。

在上海地铁站，行走中用手机刷一下，乘客感
受不到延迟停顿，就可迅速进站。 李治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