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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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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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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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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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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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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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建？——当前保障性住房建设存
在短板；住房制度和供应体系仍需完善

提及中国的住房保障体系，可以谈到三
大主体：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
房。

先说公租房，主要面向城镇住房、收入困
难家庭，解决的是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

共有产权住房，针对的是有一定积累和
能力但买不起商品住房的购房者。共有产权
住房每平方米的单价远低于普通商品房，但
购房者只拥有房屋的部分产权，目的是满足
无房刚需家庭的住房需求。

在国内保租房建设有序推进的情况下，
为什么要建设新一轮保障房？区别于以公租
房、保租房为主体的保障房体系，近期启动的
新一轮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有何特点？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司局负责人介
绍，之所以启动新一轮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
是因为此前商品房和保障房的“双轮驱动”存
在一长一短的情况。保障性住房建设相对滞
后，在住房供给中占比偏低，不能满足需求，
存在短板。特别是在一、二线大城市，由于房
价高，部分工薪收入群体买不起商品住房。
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是在新形势下适应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新要求，完善住房制度和供
应体系、重构市场和保障关系的一项重大改
革。

重点保障谁？——一类是住房有困难且
收入不高的工薪收入群体；另一类是城市需
要引进的科技人员、教师、医护人员等

近日，位于深圳的首批13个配售型保障
性住房项目集中开工。其中，福田区、南山
区、宝安区、龙岗区、龙华区和坪山区各2个项
目，光明区1个项目，总用地面积17.7万平方
米，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面积 75.7 万平方
米，总投资约125亿元，房源合计1万余套。这
是中国提出发展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以来，全
国范围内首次较大规模的集中开工。

这些保障性住房重点保障的是谁？哪些
人可以申购配售型保障住房？

“新一轮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家庭为单位，
保障对象只能购买一套保障性住房。”住建部
有关负责人介绍，保障性住房重点针对的是
两类群体：一类是住房有困难且收入不高的
工薪收入群体；另一类是城市需要引进的科
技人员、教师、医护人员等。此外，有条件的
地方可以逐步覆盖其他群体。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明确要实施严格的
封闭管理，禁止违规将新建的配售型保障性
住房变更为商品住房流入市场。”住建部有关
负责人表示，“不得上市交易、实施严格封闭
管理”是区分保障性住房和市场化住房的一
个重要举措，可以最大限度保障保障性住房
供给。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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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 2024 年全国中医药
局长会议获悉，2023年我国中医
药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预计
全年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
疗量达12.8亿人次，实现稳中增
长。

截至2023年底我国将14个
中医医院纳入国家医学中心创
建单位，布局建设27个中医类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推进62个中西
医协同“旗舰”医院、138 个中医
特色重点医院建设。同时强化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支持 440
个县级中医医院开展中医特色
优势专科等方面建设，培养2万
余名中医馆骨干人才。

截至目前，89%的二级及以
上公立综合医院设有中医类临
床科室，23 个省份中医馆基本
实现全覆盖，群众看中医更便
捷。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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