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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开关能“管”全屋家电
北京市民徐女士是一位智能家居“达人”，她的手机

操作界面里，家庭灯光、空调温度、房屋清扫等应用程序
一应俱全。徐女士说：“目前用起来最方便的智能家居是
窗帘。在手机上选择‘回家模式’，窗帘会自动关闭，客厅
灯随即打开并调至合适亮度。我家属于基础款智能家
居，只能实现手机远程控制，更高级的智能控制可以实现
全屋联动，在中央控制系统里集成照明、空调、窗帘、音乐
等诸多功能，一个智能开关可以控制全屋家电，同时支持
触屏、语音、APP等多种交互方式。”

春节前，山东济南的李女士乔迁新居，在新房装修
中，大大小小的智能家居产品同样给她与家人带来许多
便利，还给房屋增添了时尚元素。安防摄像头就是其中
之一，“当我人在单位接到快递小哥电话时，就会告诉他

‘放在门口就行’，我可以通过‘智能猫眼’在手机端随时
看到家门口发生的事情。”李女士说。

智能家居产品的需求近年来持续增长。数据显
示，去年“双11”期间，天猫平台上监控安防和智能家居
行业预售 30 分钟成交量明显增长。其中，小米全屋智
能相关品类整体预售成交接近翻倍，华为等品牌的智
能安防产品预售成交大幅增长；在京东平台上，智能浴
室柜等产品销量同样实现较大幅度增长。业内人士认
为，随着技术进步和消费者对生活品质的更高追求，智
能家居产品正在快速普及，满足了消费者的许多个性
化需求。

利好政策相继出台
随着5G技术的普及，智能家居相关产业的应用范围

越来越广，一些智能家居企业正提前做好布局，做好技术
积累和未来展望。在河北省智能家居产业联盟秘书长张
晓晓看来，智能家居与传统家居相比的优势在于物联网
助力，网络实现了电器间的联合，与此同时，智慧场景整
体提升了家居的便利性、安全性、环保性。

在智能家居市场快速增长的同时，一系列利好政策
相继出台，更为行业发展添了一把火。2022年8月，工业
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联合发布《推进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

出到2025年，家居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高质量产品供
给明显增加，同时明确，在家居产业培育50个左右知名
品牌，建立500家智能家居体验中心，以高质量供给促进
家居品牌品质消费，还要加快智能家居领域标准体系建
设，开展从单品智能到设备互联再到场景互通的基础标
准研究和标准应用示范。

2022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十四五”扩大
内需战略实施方案》，提出持续提升传统消费，加快培育
新型消费，增加智能家电消费，促进家庭装修消费，推动
数字家庭发展，加快研发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可穿戴
设备、智能家居、智能教学助手、医疗机器人等智能化产
品。

张晓晓认为，从智慧城市建设的角度来看，每个人对
自己家庭居住氛围的营造和生活场景的建设，也是智慧
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家居是家庭智能化的起步，
对智慧城市的建设也是一种完善和推动。

“鸡肋”功能亟需改进
虽然为生活增添了不少便利，但现阶段智能家居有

时也会影响用户体验，一些功能尚需完善。
由于家中养了一只宠物狗，徐女士在客厅安装了智

能语音互动、镜头可跟随的宠物摄像头。这款智能设备
在安装之初的确成了她的好帮手，尤其在徐女士出差时，
可以随时看到家中情况。但很快，她发现了一些功能设
置的“鸡肋”。“比如小狗要在镜头前停留超过10秒，我才
能在录像回放中看到这一段，如果我想看几天前的录像，
不可以选择日期，只能按时间轴一点点往回找，这就很不
方便。”徐女士说。

徐女士的烦恼并非个例。一些智能家居产品现阶段
还存在创新不足、功能较为简单、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
让一些消费者在选择智能家居时心存疑虑。

专家认为，智能家居产品的行业标准亟待建立，以实
现不同品牌、平台、类型的智能家居产品间相互兼容。智
能家居企业要从用户需求出发，丰富产品功能，同时做好
售后服务工作，让消费者既获得智能体验，也用得舒心、
放心。

记者 孙亚慧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干家务，智能家居产品来帮忙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长兴博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MT 车间内，工人正在全自动流水生
产线上赶制智能家居订单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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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持续饱和、消费意愿进一步下降的行业
预期中，2022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迎来了出货量、
销量十年新低。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最新数据显
示，2022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要产品
中，智能手机产量11.7亿台，同比下降8%。

互联网数据中心（IDC）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2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比2021年下降13.2%，降
至2.86亿部，为十年来首次低于3亿部。在达到顶峰
的2016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为4.7亿部，同比萎
缩约四成。

产量、出货量、销量，无一不指向智能手机市场
萎顿下行。

多因素导致智能手机产业低迷
从全球市场看，苹果、三星、小米、OPPO、vivo五

大厂商集体暴跌，第四季度的表现尤为糟糕，智能手
机出货量同比下降18.3%，至3.03亿部，创下有史以
来最大单季降幅。

有业内分析师指出，2022年末，三星和苹果的出
货量均受到重创。尽管在第三季度曾出现一定的企
稳迹象，但亚太地区和欧洲在2022年第四季度的市
场表现却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

“我们从未见过假日季（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如
此之低。”IDC研究总监波帕尔说，“尽管去年四季度
的大规模促销活动有助于消耗现有库存，但并未刺
激出货量增长。”

消费者换机动力不足，让电子快消品变成了生
活耐用品，智能手机进入发展瓶颈。

“疫情对手机产业的影响只是雪上加霜。”谈及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连续下降的主要原因，IDC中国

高级分析师郭天翔总结道，市场饱和、换机周期加
长，技术发展遇到瓶颈、新品创新不足，5G推动作用
低于预期、缺乏新的“杀手级”应用，产品质量越来越
好、性能过剩等各种因素叠加，造成了如今的局面。

折叠屏手机有亮眼表现
IDC数据显示，2022年各国产品牌中，仅有荣耀

的出货量同比增幅达到34.4%。科纳仕（Canalys）数
据也显示，荣耀的出货量为 5220 万台，增长了 1200
万台，与出货量第一名vivo的市场份额差距不断缩
小。

与传统直板智能手机惨淡的市场行情不同，折
叠屏手机2022年的增长超出了预期。

IDC数据显示，2022年第四季度，中国折叠屏产
品单季出货量再创新高，出货超过110万台。全年出
货量近330万台，同比增长118%，折叠屏产品在国内
智能机市场中占比从2021年的0.5%上升到了1.2%。

2022年，华为牢牢占据国内折叠屏市场第一的
位置，市场份额达 47.4%；三星占据 16.5%的市场份
额；凭借 Find N 系列的全年稳定表现，OPPO 获得
13.8%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三。

尽管目前市面上的折叠屏产品或多或少还存在
着低刷新率、耗电较快、软件无法适配等短板，但依
然受到消费者的追捧，折叠屏手机的市场表现超出
了预期，如IDC分析师张祺所言，在创新及差异化方
面，折叠屏手机将会以更多产品、更低价格、更激烈
的竞争为市场带来活力和亮点。

创新依然是关键竞争力
2023年，中国智能手机销量降幅预计将收窄，但

不会出现立即反弹，市场回暖还需要时间，市场复苏
之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手机从零部件采购到整机量产需要一定时间。
目前，各手机品牌已完成了全年生产规划，不约而同
调低了出货量，预计2023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将低
于12亿台。

“少犯错误、多做正确事，稳健经营。”这是今年
初 vivo 创始人沈炜在年会上反复提及的几个关键
词。“可以预见，未来三到五年的形势都会比较严
峻。”沈炜说。

张祺表示，随着中国智能手机市场转换为成熟
市场，预计2023年市场仍会围绕高端化、差异化两条
主线。高端智能手机利润相对较高，也更顺应中国
整体消费升级的主旋律。

从2022年智能手机整体市场表现看，消费者更
愿为“新产品、新体验”买单，产品的差异化与创新，
依然是最重要的竞争力之一。

尽管市场复苏还有待时日，但增长之苗已萌芽，
折叠屏手机将成为今年手机市场新的突破点与增长
点。

记者 刘艳 来源：科技日报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一片低迷中折叠屏逆势增长

清晨，AI助手被语音唤醒后播放几首
悦耳的歌曲；黄昏，在下班路上打开扫地
机器人的控制程序，回家后地面早已被打
扫干净……如今，远程监控、智能交互等
新功能在家居产品中逐渐普及，智能家居
产品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好帮手，带来诸多
便利，智能家居产业正迎来更大发展空
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