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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已连续多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第

一拉动力。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如

何更好地激发消费潜力？中原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

会委员王军认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立

足内需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基础和前提，这

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广阔空间。

王军表示，超大规模市场可以把经济

循环中的生产和消费有机结合起来，不仅

能通过强大生产能力支撑国内巨大市场需

求，而且可以通过巨大市场体量反哺生产

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可以通

过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大力

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

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提高收入是稳消费的核心与根本。”

王军表示，收入是消费的前提，消费是增长

的支撑。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各地

需要以内需为经济发展根本动力。而扩大

内需依赖于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没有收

入的持续增长，就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

王军认为，应将居民收入倍增上升为国家

发展战略，这是从根本上激活消费、持续推

动经济增长的关键。

王军表示，应抓住疫情防控进入常态

化后消费快速恢复的时间窗口，进一步采

取鼓励消费的政策，包括促进就业、完善社

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等；支持和促进餐

饮、零售、文化娱乐、旅游等传统服务类消

费继续改善，助力新型消费发展壮大；逐步

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的购买规

定；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各

个档次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继续减税让利

于民；延长公共假期，增加中小学生春假，

鼓励在职职工带薪休假等。

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访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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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与智能生活的

理念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

从照明到安防，从厨房到娱

乐，智慧产品已经覆盖生活

的方方面面。但目前市场上

不少打着智慧品牌的家电产

品却受到消费者频频吐槽：

譬如市场上流行的一些智能

家电都配有巨大的显示屏，

给消费者营造出一种“有大

屏就很智能”的错觉，但实际

上并没有真正解决消费者生

活中的痛点问题。就拿一些

智能冰箱上的显示屏来说，

无非是增加了智能菜谱等无

关痛痒的功能，而消费者可

能更需要被提示冰箱里的哪

些食品即将过期。

科技让生活变得更加美

好，人们理想中的家居产品

可以让家里所有的电器设备

按照自己的意愿为自己服

务，让工作和生活变得更加

快捷高效。消费者的新需求

催生智能家居产业迎来发展

黄金期，特别是新冠肺炎疫

情之后的“宅经济”更激发起

智能家居产业发展的创新动

力，不仅传统家电产业纷纷

加速推动智能化转型与升

级，不少互联网公司也开始

搭建自己的智能家居平台。

相信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智

能家居产品的创新与市场落

地速度将会不断加快，为人

们的生活创造无限可能。

不过，有着红火发展前

景的智能家居市场背后也存在着不少隐忧。一些家

电企业对产品进行过度开发，但华而不实的产品并

不能满足消费者现实生活场景需要；一些智能家电

陷入“炫技”的误区，将智能化变得更加繁琐复杂，而

用户体验并没有革命性升级，安全性也得不到保

障。一些智能锁接二连三出现问题，给用户带来安

全隐患；一些智能电器无缘无故停止工作，不仅维修

成本高昂，售后服务也不尽如人意……

消费者愿意为省时、省事、省力的智能产品支付

更多金钱，并不是愿意为那些华而不实、故弄玄虚的

产品埋单。科技赋能的本质是提升消费者的体验内

涵，而不是滥用技术抬高商品价格，智能化更不应简

单地与“更贵”“更复杂”画上等号。风生水起的智能

家居产业不应该迷失在技术流中，企业只有读懂消

费者的真实需求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让家居产品真

正“智慧”起来。

俯下身去为消费者解决最现实的问题，这才是

智能家电行业起飞的最好姿态。让人人都用得起智

能家电，每个家庭都能轻松体验智慧生活，这不仅是

消费者的心声，也应该是企业努力的方向。企业需

要通过全新技术赋能研发、制造、渠道、服务等全产

业链，引领家电产业转型升级，用叫好又叫座的智能

产品推动智慧生活加速到来。

图① 参观者在日前开幕的2021年

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上观看智

能家电。 龙 巍摄（中经视觉）

图② 上海市闵行区新虹街道引入

智慧管理系统，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上

图为该街道陆生余老人展示用养老手环

检测心率；下图为陆生余通过手环呼叫

紧急联系人。

新华社记者 王 翔摄

图③ 在不久前开幕的2021世界移

动通信大会上，参观者品尝由机器人制

作的咖啡。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智能家居开启智慧生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沈沈 慧慧

设想一下：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睡眼惺

忪的你，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伸个懒腰开始起

床。此时，窗帘自动徐徐拉开，房间里传来一

个甜美的声音，温柔地提示你今天的天气、穿

衣指数等。当你走进洗漱间，只需手指轻点

屏幕，墙上的智能魔镜便会自动为你播放当

天的新闻、交通路况……

5G时代，随着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的快速

发展，那些曾经出现在科幻电影中的一幕幕

如今已在现实中上演。奥维云网监测数据显

示，2020 年我国智能家居配置率较上年增加

15.1%，达到 84.2%。智能家居正成为越来越

多人的消费“新宠”。

进入寻常百姓家

早上上班赶时间，到了单位才发现出门

时竟然忘了带钥匙，类似的事情让许多消费

者烦恼不已。山东省枣庄市市民沈潺潺就曾

“深受其害”。“有一次出门太着急，一不小心

把钥匙落在了家里，最后只能请开锁公司帮

忙。”去年，趁着装修新家的机会，沈潺潺安装

了一款智能门锁，“现在外出回家，不用翻包

找钥匙，方便多了”。

输入提前设置好的密码即可轻松开门，

凭借实用性与高颜值，近年来智能门锁迅速

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奥维云网地产大数据

显示，2020 年 1 月至 10 月，新开盘项目精装

住宅市场总量为 238.7 万套，智能门锁的配

套规模为 151.7 万套，配套率为 63.6%，较去

年同期上升17.1%。

智能门锁的走俏，只是近年来智能家居

产品逐步进入百姓生活的一个缩影。“开业之

初，很多人只是进来看看热闹，问问这，问问

那，真正购买的不多。现在，随着消费者慢慢

熟悉了各种智能家居设备的性能，购买使用

的人越来越多。”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小米

王府井店店长赵伟华告诉记者，目前店里热

销的智能家居产品有智能马桶、智能洗衣机、

智能电视机、智能净水器等，这些备受消费者

青睐的智能家居产品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

就是可以通过手机远距离操控，从而进一步

解放我们的双手，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

利、舒适。“比如智能冰箱，不仅可以检测到存

放在里面的食物的状况，还可以借助智能语

音对话在冰箱上完成食材采购。”赵伟华说。

与消费者的便捷性诉求相对应，智能家

居产业蓬勃发展。根据阿里巴巴天猫精灵数

据，去年天猫“双十一”当天，智能家居生态销

售额 2 分钟破亿，1 小时卖出了超过 100 万台

智能家居设备。其中，以智能厨电、家庭健

身、宠物智能家居为代表的“智能新物种”成

为“双十一”的“黑马”。

而这只是个开始。36 氪研究院发布的

《2020 年智能家居行业研究报告》预计，2020

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将达 2064亿元，同

比增长 45.15%，至 2023 年，市场规模将达

5176亿元，行业发展空间巨大。

逆势上扬为哪般

“小度小度，给我放首儿歌”“小度小度，

帮我查下天气”，说起去年入手的百度智能音

箱，北京市丰台区居民肖云颖很是喜欢，“下

班回家一进门，只要喊声‘小度小度’，它就会

自动蹦出来为我放歌，当初买时也就几百块

钱，没想到哄孩子特别好使”。

和肖云颖一样，许多消费者在去年添置

了智能音箱。信息技术、通信行业和消费科

技市场研究机构Strategy Analytics前不久发

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

严峻的市场挑战，但 2020年全球智能音箱销

量却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突破1.5亿台。

疫情笼罩之下，以智能音箱为代表的智

能家居产品为何能够逆势上扬？业内人士分

析，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疫情期间大众社

交生活减少，居家时间的增加和活动场所受

限，激发了人们对智能家居产品的需求；二是

突然来袭的疫情让很多人意识到了家人和健

康的重要性，反映在数据层面，就是改善家庭

及家庭成员生活品质的智能家居产品销量激

增，消费者为老人和孩子下单的趋势日益明

显；三是一些智能家居产品体积小、价格低、

免安装的优势，加速了消费者购买决策。

一组数据印证了有关判断。天猫等平台

日前发布的《2020 下沉市场智能家居消费洞

察》显示，智能开关、智能电蒸箱、智能落地灯

等客单价在 50 元到 300 元之间的小家电，在

下沉市场的年销量同比增速均超过300%。

“根据我们的分析，目前家电产品的主力

消费群体是出生在 1985 年至 1990 年这个区

间的年轻人，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他

们更愿意追求并尝试新鲜的高科技产品，对

一些能联网的智能家居产品也更感兴趣。”正

在上海参加 2021 年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

览会的智能家居产业联盟（CSHIA）秘书长

周军发现，今年展会上到处是智能家电，参展

的企业几乎无一例外都在布局智能家电。“前

几年或许有人还会问，让电饭煲联网、让冰箱

联网有意义吗？这两年基本没人再问这个问

题了。”周军说。

理想生活还有多远

“现在我买来的很多智能家居单品，单个

看还挺智能，但放在一起却没法带来整体的

智能居家体验。”肖云颖的心声道出了当前智

能家居产业的痛点——产品孤岛问题。《2020

年智能家居行业研究报告》显示，94%的受访

者使用过智能家居单品，但仅有 2%的消费者

使用了全屋智能家居系统。

“当前智能家居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和

挑战在于技术，很多智能家居单品目前只是

将人的需求与设备进行绑定，让其在单一维

度上实现互联互通。”业内人士认为，眼下智

能家居产品的开发各自为战现象突出，由于

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各设备厂商之间并没

有开放协议。如此一来，各产品之间彼此孤

立、无法互通，难以形成真正的智能家居，极

大地影响了用户体验。

“现阶段我国智能家居产品大多还停留

在控制智能阶段，要实现完全的智能化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在周军看来，“随着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下一步智

能家居产业发展的目标是感知智能，再然后

是认知智能。届时，真正的智能家居将触手

可及。”

对此，格力电器有关负责人也深有感

触。这位负责人表示，未来的智能电器会以

系统化、集成式的方式服务用户，而不是仅仅

发挥单个智能电器的功能，但当前智能家居

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系统集成性太差。

不同品牌产品兼容性差只是一方面。“开

启智慧生活，我们推出的‘格力零碳健康家’

可通过语音空调控制全屋设备，为全屋家电

的互联互通、快速响应提供保障。”该负责人

表示，智能家电虽然可以根据记忆或 AI感应

智能判断用户的使用习惯、潜在需求等并自

动运行某些功能，更好地服务用户，让人们有

条件享受更加舒适的体验，但需要注意的是，

不能因收集用户数据而侵犯了用户隐私。

本版编辑 陈 郁 美 编 高 妍

汽车消费日益普遍，同时，汽车消费纠纷也成

为易发问题。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统计，

2018 年至 2020 年，该院审结的涉机动车交易纠纷

案件中，汽车消费类案件占七成。

办案法官介绍，其中，“约定高配，交付低配”的

情况，在汽车消费类纠纷案件中比较常见。例如，

在一个案例中，消费者与一家汽车销售公司签订了

合同，约定购买一辆价格 13.83 万元的新能源汽

车。宣传彩页显示该车辆续航里程为 501 公里。

消费者提车后却发现，车辆证明文件上标注的实际

续航里程是476公里。

电动汽车续航里程是衡量车辆价值的一项重

要指标，也是消费者购买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消费者认为这家汽车销售公司的做法是虚假宣传，

于是到法院起诉该公司。法院经审理认为，汽车销

售公司在没有充分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交付了低

于双方约定配置的车辆，违反了合同约定。

汽车消费类案件的审理周期一般长于其他消

费者权益案件。办案法官介绍，汽车消费具有产品

价值高、技术作业复杂、交易手续环节多、售后服务

周期长等特点，加之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之间信

息不对称，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比如，购车

合同是消费者主张权利的重要依据。然而，在汽车

消费中消费者往往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购车经

验和法律意识，难以有效辨别合同条款中对自己不

利的相关约定。

对于涉及车辆质量的案件，法官指出，此类案

件相比纯粹的买卖合同纠纷来说要复杂得多，因为

涉及技术因素往往需要鉴定、检测来判断问题所

在。消费者维权过程中，无论是证据采集还是鉴定

认证、责任判定等方面，往往耗时较长，这对于维权

者来说，既费时又费力。

法院调研还发现，在二手车市场，车辆来源不

明、权属不清、涉案车辆信息未如实告知买家等问

题往往变成消费陷阱。

据了解，近三年来，北京二中院审理的二手车

交易案件中，因车辆权属产生纠纷的占 45%。民法

典规定，机动车的所有权从交付时就发生转让。只

是未经登记不能售予第三人，车辆真实的权利人与

登记的权利人常常不一致，这导致二手车在多次流

转中非常容易发生权属纠纷。

二手车一旦发生权属纠纷，消费者将无法使用

车辆。因此，法官提醒，消费者购买二手车时，除了

要关注车辆质量和外观，还应当注意审查车辆权

属，仔细查验车辆的相关证明、权利凭证，尽量避免

购买多次转让、权属不清的车辆。

众多案例提醒消费者，必须关注汽车消费风

险。首先，要擦亮双眼，通过正规渠道购车。法官

建议，消费者在对车辆进行精挑细选的同时，还应

留存车辆购买、使用过程中的重要证据。对于销售

者作出的承诺，需要在书面合同中予以明确，对于

自身特别关注的具体问题，更应明确约定。

法官建议，应对二手车交易市场加强监管，出

现纠纷后先协调解决。相关部门应制定统一的标

准合同文本，进一步明确行业标准并加强监管，规

范市场行为，为消费者查询提供便利，让汽车消费

更放心。

汽车消费类纠纷易发，注意避坑——

买车擦亮双眼 入手精挑细选
本报记者 李万祥 实习生 牛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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