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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耐用品消费潜力

沈

慧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呈现升

级发展态势，其中耐用品的更新

迭代能够较好满足居民的品质

生活需求，是推动消费升级的重

要体现之一。

洗 衣 机 多 了“ 智 慧 键 ”
本报记者 李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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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家 庭““ 大 件 儿大 件 儿 ””加 速 迭 代加 速 迭 代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静原郭静原

开学季来了，给孩子

换部新手机、买台新电脑；

“双 11”到了，给家里换个

双开门大冰箱，再添置一

台扫地机器人⋯⋯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

费能力进一步增强，不知

不觉间，曾经流行的耐用

品悄悄换了“新颜”，在升

级换代中迸发出巨大的增

长潜力。

所谓耐用消费品，是

指那些使用寿命较长、一

般可多次使用的消费品。

从上世纪 80 年代结婚时

必备的手表、自行车、缝纫

机“老三件”，到 90 年代流

行 的 彩 电 、冰 箱 、洗 衣 机

“新三件”，再到现在的消

费“新宠”——手机、电脑、

汽车⋯⋯“三大件”的变迁

承载着时代留下的烙印，

也见证着以耐用消费品为

代表的国民消费水平的变

化。展望未来，随着居民

收入稳步增长、市场供给

不断完善、消费理念更新

升级，耐用品消费潜力有

望进一步释放。

从数量上看，我国城

乡居民主要耐用消费品拥

有量不断增多，以汽车、空

调、移动电话等为代表的

耐用消费品走进了千家万

户，但在一些小城市特别

是广大农村，耐用品消费

市 场 还 未 饱 和 。 2022 年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

家用汽车、空调、计算机分别只有城镇居民的 63%、56.4%、

39.4%，仍然蕴藏着较大的消费潜力；与此同时，对绿色化、

智能化产品的需求也正在形成和释放。

从结构上看，伴随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居民品质化需求

持续增加，我国耐用品消费迎来结构性机遇。以家用电器

为例，虽然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传统耐用品的需求已相对

饱和，但面对不断推陈出新的新技术、新设计、新功能，消费

者依然愿意为此买单。就拿 2023 年“十一”假期来说，苏宁

易购数据显示，9 月 28 日至 10 月 6 日，家电家装局改换新订

单量同比增长了 122%，80 英寸以上大屏彩电订单量同比增

长超 200%，500L 以上冰箱、14 套以上洗碗机销量同比增长

97%、154%，洗地机、扫地机器人等智能清洁机器人订单量

同比增长 83%⋯⋯可以预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

我国消费形态从基本生活型转向发展享受型，未来居民家

庭耐用品升级换代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这将为耐用品市

场注入澎湃动力。

当然也要看到，当前耐用品消费由“有”向“优”的消费

升级潜力虽然旺盛，但也面临着更新换代周期延长、售后服

务不透明等弱项短板问题。进一步深挖耐用品消费潜力，

我们期待相关企业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

加快推动耐用品技术创新，也期待相关部门积极顺应消费

升级新趋势，在优化消费环境的同时加大家电下乡、以旧换

新等政策支持力度，共同推动耐用品消费持续升温、升级。

说起耐用消费品，其实就是家里的“大

件 儿 ”，从 上 世 纪 七 八 十 年 代 的“ 三 转 一

响”——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和收音机，到

如今的电视机、空调、汽车等。居民生活水

平“节节高”的幸福密码，就藏在这些不断升

级换代的家庭“大件儿”里。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城乡居民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不断

增多。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居民每百户

家 用 汽 车 拥 有 量 为 43.5 辆 ，比 上 年 增 长

4.3%；每百户排油烟机拥有量为 64.6 台，增

长 2.4%；每百户空调拥有量为 133.9 台，增

长 2.1%。面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加速迭代、

拓展，耐用消费品也迎来品质升级和智慧

更新。

打好智能牌

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郑海亮工作之余

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家居卖场。“我家是老房

子，卫生间地漏总是反水有臭味。本来只是

想看看有什么解决办法，逛得多了觉得智能

马桶、智能浴霸都非常好用，现在打算把整

个卫生间重新装修一遍。”郑海亮说。

在居然之家通州智能家居体验中心，近

10 万平方米的 6 层场馆内，入驻品牌商家超

过 340 个，智能、体验业态占比近 70%，涵盖

从设计到装修，从购买建材到家具配套、软

装布艺以及智慧家电等各个消费环节。卖

场首层规划的智能家居家电专区，还引进了

新能源汽车、智能终端设备和智能安防系统

等相关业态，能够展现车与家之间的联动。

当车主启动回家模式时，车机自动发起回家

导航，同时可以通过全屋智能中控屏告知家

人路况、天气和预估到家时间；家中无人时，

可在车内提前开启家中空调、新风等。

“智能家居产品能够带给大家更为便捷

舒适的居家体验，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

睐。家居家电企业需要积极适应快速变化

的消费需求和技术更新，提供符合消费者需

求和喜好的产品与设计方案，满足多样化的

消费选择。”居然之家智能软辅事业部总经

理郭晋勇表示，居然之家将持续通过数字化

赋能，加快推动“大家居”与“大消费”的融合

发展，促进家居行业转型与消费升级。

近年来，家居大件消费品质化、个性化

需求不断提升。空调要买带空气净化功能

的，冰箱要选抗菌、保鲜和净味三效一体的，

洗衣机要买高效除螨杀菌的，电视不仅要全

面屏还得护眼⋯⋯各大厂商相继推出“家电

家居一站购”的商业和消费模式，通过搭建

与健康生活、科技新居等主题相关的居家消

费场景，线上线下融合开展全渠道营销，持

续激发家居消费潜力。

“过去企业卖产品掌握的只是销售数

据，除非用户使用中遇到问题报修，不然企

业与消费者之间打交道的机会太少。进入

消费升级时代，借力互联网大数据和云平

台，全国有多少烤箱在工作？北方在秋季做

哪一类菜比较多？更多后台数据实时更新，

有望转化为新的服务。”中国智能家居产业

联盟秘书长周军说。

周军认为，当前，数据是最核心的企业

资产。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升级，家

居家电企业要坚持以用户为中心，持续打

磨、细化居家场景中的痛点需求，为消费者

提供全环节服务的智慧家生活。

拓宽新赛道

在以美好生活需求为驱动力、伴随着技

术迭代和品质升级的产业新机遇下，家电、

家具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正加速拓宽赛道，

寻求新的增长点。

报告显示，从线上消费来看，截至 2023

年 7 月，中等收入群体活跃用户规模达到

2.45 亿 ，同 比 增 长 6.4% ，全 网 占 比 提 升 至

20%。中等收入群体追求品质生活，首先关

注消费体验，其次才是价格，绿色化、智能化

产品逐渐成为他们的消费首选。

在绿色低碳赛道，家居企业在原材料的

选购过程中更遵循环保原则，同时在研发端

积极考虑环保场景和空间，在制造端和应用

端则努力提升科技能力和应用管理；以清洁

能源为基础的新一代智能汽车市场，也在不

断落实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及可

再生清洁能源的推广与应用，致力于为用户

带来“更省、更远、更安全”的用车体验。

面对“银发经济”发展的蓬勃态势，在适

老家电领域，相关电器品类日益丰富细分，

已经从往年单一的取暖器、按摩椅、足浴盆

等偏“关怀”作用的产品，逐步发展成为适配

更多生活场景的各类家电产品，并迅速走进

老年消费者家中。

2023 年 10 月 22 日，记者在北京朝阳路

苏宁易购商场内的格力电器专柜前看到，正

忙于新房装修的市民王柳霞下单了 2 台空

气净化器，“客厅、卧室各一台”。

在促进技术迭代和布局新赛道方面，头

部家电企业正发挥出关键作用。在家用消

费品板块，格力已经从“好空调，格力造”进

入“好电器，格力造”阶段，譬如利用其在压

缩机领域的技术优势，研发出热泵洗护机，

37℃体感烘干和精准控温，让消费者在家就

能享受免熨烫、免护理的体验。格力还陆续

开发完善甲醛猎手系列空气净化器，全线升

级了除醛、除菌、除异味、除过敏原等性能

指标。

格力电器业务负责人表示，要满足不同

消费群体的多样化需求，首先是产品的品质

要过硬。“好电器，格力造”就是用空调的标

准来要求格力的每一个产品，把每一个产品

都做到极致。在多元化开拓中继续保持专

业化优势，企业才能获得长久发展。

越来越多新势力入局，也让产品创新更

有意思。依靠强大的智能物联竞争力，百度

推出的“添添闺蜜机”2个月就卖出了 1亿元，

27 英寸可移动超大智能平板主打和闺蜜一

样，随时随地陪伴你一起唱歌、健身和看

剧。“我们乐于看到更多富有创意、更加贴心

的家电产品进入市场，这也意味着基于

家的场景可以挖掘和细分的创新机会

还有很多，关键在于企业是不是真的懂

消费者喜欢什么，从而依托新一代用户

对家的理解，打造出符合这个时代特色

的生活‘大件儿’。”周军说。

发力促消费

受 多 重 因 素 影 响 ，2023 年 上 半 年 ，家

电、家具、家装等家居消费表现较为疲弱，限

额以上单位家电、家具零售额同比仅增长

1.0%和 3.8%，建材零售额同比下降 6.7%。

而在 2023 年一季度汽车产销同比下滑

的情况下，2023 年二季度汽车产销明显恢

复。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成为最大亮点。

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已累计突破 2000 万

辆，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在产业化、市场

化的基础上，迈入规模化、全球化的高质量

发展新阶段。

“耐用品市场竞争较为激烈，企业一方

面不断加大新品研发力度，产品质量变好、

性能更稳定，耐用消费品生命周期得以延

长；另一方面提高生产和流通效率，降低耐

用品生产成本和价格，也能让消费者获得更

多实惠。”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所助理

研究员姜照表示，从全球各国消费发展经验

来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

会逐渐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当前我国

消费发展符合国际规律。

2023 年 7 月，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市场

监管总局等 12 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家居消

费的若干措施》，提出以绿色化、智能化、适

老化为发力点，提升供给质量，创新消费场

景，优化消费环境，促进家居消费恢复和升

级。紧随其后，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市

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汽车消费

的若干措施》，提出了多项进一步稳定和扩

大汽车消费、优化汽车购买使用管理制度的

措施。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呈现升级发展态

势，其中耐用品的更新迭代能够较好满足居

民的品质生活需求，是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

体现之一。因此，在推动恢复和扩大消费过

程中，发展汽车、家居等耐用品消费是重要

着力点之一。”姜照说。

大宗耐用品消费可以发挥稳住消费增

长基本盘的作用，也是提升国人生活幸福感

的“牛鼻子”。姜照建议，顺应消费升级趋

势，耐用品消费行业、企业要健全用户反馈

机制，特别是要将消费者反馈融入产品研发

环节，从而更精准地把握消费者实际需求，

推动产品优化升级，改善消费者的使用体

验。另外，企业也要积极发展订单生产、反

向 定 制 等 模 式 ，

快速响应消费者

需要。

洗衣机是常见的耐用消费品。据了解，一台洗

衣机的寿命可达 10 年至 12 年。洗得干净、耐用是

以往消费者购买洗衣机时考虑的关键因素。而近

年来，随着消费者的洗衣需求从“洗得干净”转向

“洗得方便”，再到如今进入“精致洗护”新阶段，洗

衣机的使用功能和场景不断实现迭代升级。

智慧洗、空气洗、烘洗一体化⋯⋯近日，记者走

进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居然之家十里河店，探寻在

传统洗衣刚性需求外，智能洗衣机如何贴近消费者

的生活场景，开启家庭洗衣的全新体验。

一键开启洗衣“懒人”模式。许多智能洗衣机

功能多元，但复杂的操作界面，常常让消费者陷入

使用困扰。“以前洗衣模式有一大堆，但现在的洗衣

机都配备了一键制洗的智慧键，能够自动完成衣物

识别和清洗。”海尔智家十里河店店长宋路安说。

现场不少消费者都有疑问，洗衣机怎么识别衣

物？“现在的洗衣机智能系统通过称重，就能自动检

测衣服的面料和吸水性，然后选择合适的清洗方

式。比如化纤和棉的吸水量不一样，重量自然就不

一样。”宋路安解释道。

“下班前就可以通过手机指挥洗衣机工作，等

回家后衣服就洗好了，确实省时省心又方便。”消

费者张鸿远分享了自己对一键制洗功能的使用

感受。

您需要一台烘干机吗？区别于传统依赖阳光的

晾衣方式，这种不受天气影响又能快速烘干的洗衣

机正受到年轻消费者的青睐。一台烘干机可以解决

烘干、除皱、除菌、净味等所有护衣需求，烘干后衣物

也无需再挂到阳台晾晒，能够节省家庭空间。

针对不同使用场景，市面上既有单独的烘干

机，也有洗烘一体机。但就目前的购买情况来看，

宋路安表示，来店里购买烘干机的大多是二三十岁

的年轻人，老年消费群体较少。目前烘干机在国内

仍处于普及阶段，未来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节 能 健 康 成 洗 护 新 标 配 。 与 过 去 全 水 洗 不

同，智能洗衣机配备的空气护理模式通过热风加

水蒸气的方式，能除尘杀菌除螨，为消费者带来节

能健康新体验。“以前用水洗，现在是空气洗。”正

在海尔智家选购洗衣机的消费者李伟杰告诉记

者，自己穿了一两天的衣服不脏但需要清洗，传统

的洗衣方式费力废水还不环保，空气洗既节水又

能达到清洁目的，因此在购买洗衣机时十分看重

这一功能。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消费者在选购洗衣机

时都会关注能效标识。通过能效标识，消费者可以

清楚地了解这台洗衣机的耗电量、用水量和洗净

比。通常 1 级低耗节能、洗净比为 1∶1 的洗衣机在

同规格条件下，用电量更少、洗得更干净。

工人在广西柳州市柳江区一家电器企业的车间里检查即将下线的热泵产品工人在广西柳州市柳江区一家电器企业的车间里检查即将下线的热泵产品。。 黎寒池黎寒池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市民在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一家超市选购取暖器市民在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一家超市选购取暖器。。

谢万柏谢万柏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浙江慈溪的浙江华光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车间内浙江慈溪的浙江华光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在生产咖啡机工人们在生产咖啡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徐徐 昱昱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