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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规划路径叠加拖布自清洁，升级版

扫地机器人让日常清洁更轻松；搭载全新传

感器的空气净化器，不仅噪声小、耗能低，还

能远程一键除醛送风；实时视频引导、自动蒸

汽清洁，新式蒸烤炸一体机让厨房新手爱上

下厨……在家电卖场走上一圈，不同品类琳

琅满目，新意扑面而来。

各大家电品牌的持续上新，映射着家电

产业的涌动活力。作为我国传统优势产业，

家电产业也是工业稳增长、促消费的重要引

擎 。 今 年 以 来 ，家 电 产 业 呈 现 出 哪 些 新 特

点？更好激发家电市场对促消费、扩内需的

作用，应从何处着手？记者采访了行业专家

及部分家电企业。

提升创新能力
发展全屋智能

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6 月，家电行业企业

实现营收 9145 亿元，同比增长 7.1%；实现利

润 674.9 亿元，同比增长 20.2%。

家电行业的增长韧性从何而来？来自迈

向中高端的持续创新。

“今年以来，高端产品订单需求旺盛。二

季度，智能空气净化器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

8.6%，增长主要由 3000 元以上的中高端机型

贡献。”小米环境电器产品经理鲁毅介绍。

“当前，我国家电市场已进入以高端化为

特点的更新换代阶段。”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副理事长徐东生看

来，今年以来，中国家电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趋

势更加明显，以绿色智能为特点的高端产品

供给充足有效，带动产业运行稳中有进。

走 进 华 为 方 舟 壹 号 空 间 智 能 开 放 实 验

室，借由一块手持智能中控屏，全屋家电实现

互联互通：看电视时，一键开启观影模式，享

受沉浸影音；睡觉时，语音唤醒 AI 助手，远程

控制灯光、空调……

“从智能家电到全屋智能，家电产业增长

空间在不断拓宽。”华为终端有限公司全屋智

能产品线总裁邵洋说，依托鸿蒙生态，将居住

空间内的各个智能设备有机连接，更好满足

了人们对智能生活的需求。截至今年 6 月底，

华为全屋智能全国门店已超过 200 家，5800 多

件智能单品可以接入全屋智能。

海尔创立全屋智能场景品牌“三翼鸟”，

美的发布“美的美家”全屋智能产品体系……

“多种智能产品展开协作，更强大的智慧能力

被整合，正在让智能家电变得更懂用户。”徐

东生说，全屋智能的转变，在为用户带来个性

化、定制化体验的同时，也成为拉动家电行业

增长的新引擎。

推动存量更新
完善应用生态

数据显示，1 至 6 月，家用电器和音像器

材类销售 4270 亿元，同比增速从去年全年的

下降 3.9%转为增长 1.0%。“主要家电企业效益

水平显著改善，但进一步扩大家电消费仍有

空间。”徐东生说。

“我国成熟家电品类渗透率较高，行业需

求更多来自存量更新。”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产业所研究员徐建伟说，在家用产品耐用性

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产品更新周期较长，倘若

产品新功能无法有效改善消费痛点，更新换

代的需求便会萎缩。

以空气净化器为例，“随着空气质量不断

改善和建材甲醛释放的管控更加严格，产品

除醛需求逐渐减弱。”鲁毅说，目前公司正在

研发更多种类的气体传感器及过滤技术，同

时增添智能待机功能，减少滤芯更换频次，从

而降低使用成本。

更 多 品 牌 正 以 集 成 化 让 传 统 家 电 产 品

焕发新活力。卡萨帝星云空调集成了空调、

加湿器、净化器、消毒机、空气扇等功能，实

现一机四季可用；海信在原有产品基础上集

成超声波洗眼镜装置，产品既能洗衣服还能

清洗眼镜、首饰……“功能的集成化不是家

电单品随意的组合，而是根据特定场景下用

户的操作习惯，最大限度满足用户需求。”徐

东生说，集成化正在让传统家电释放出更多

增长空间。

“持续拓宽的新品类、新场景和新应用，

是家电行业增长的潜力所在。”徐建伟表示，

目前家电领域智能化创新活跃，但不同品牌

的家电产品在应用生态上缺乏衔接甚至不够

兼容，成为阻碍家电消费的一个短板。

各类智能化设备越来越多，连通生态孤

岛、实现跨品牌互联互通，成为智能家电发

展的必然。“全屋智能的构建，离不开家电、

家 居 、通 信 、互 联 网 、内 容 服 务 商 等 多 方 的

参与。”徐东生介绍，今年 6 月，中国家用电

器协会和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联合发布了

《中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白皮书（2023 年）》，

进一步推动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从“有”

到“好”。

扩大优质供给
拓展农村市场

家电消费作为传统消费的主要领域，也

是恢复和扩大消费的重要发力点，如何看待

其增长前景？

“ 从 行 业 趋 势 看 ，主 要 家 电 品 类 如 冰

箱 、空 调 、洗 衣 机 ，其 智 能 产 品 市 场 渗 透 率

在 逐 年 提 升 。”徐 东 生 说 。 相 关 数 据 显 示，

2021 年我国智能家电市场规模突破 5500 亿

元，2022 年超过 6500 亿元，预计 2023 年将超

7300 亿元。

“相较一些发达国家，目前我国每百户智

能家电拥有水平仍有差距，提高其渗透率有

较大空间，家电消费成长潜力大、动力强。”徐

建伟说。

步入存量市场，家电业如何从高速增长

迈向高质量发展，更好激发家电消费潜力？

一方面，不断扩大优质供给，推动智能家

电产品升级和附加值提升。

“随着家电行业竞争格局不断优化，行业

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在领军企业、创新企业带

动下，绿色智能家电产品占比大幅提高，为扩

大家电消费提供了坚实支撑。”徐建伟提出，

与家电消费升级相适应，需要在家电以旧换

新、推广智能集成家电、废旧家电回收等方面

精准施策。

近日，《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

知》明确提出，推广智能家电、集成家电、功能

化 家 具 等 产 品 ，提 升 家 居 智 能 化 绿 色 化 水

平。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何亚琼表示，

下一步将支持家电行业以用户为中心推动定

制化、精益化发展，实现需求实时响应、全程

实时可视和资源无缝对接，不断推出更多场

景化、智能化、系列化的家电产品。

另一方面，持续拓展农村市场，加快推动

绿色智能家电下乡。

随着农民收入不断提升，生活水平持续

改善，农村市场正在成为刺激家电需求的新

增长点。数据显示，今年前 5 月，家电以旧换

新和绿色智能家电下乡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83.7%和 12.6%。徐建伟提出，应加快建设多

层级消费中心，大力推动绿色智能家电下乡，

更好完善农村家电售后服务体系。

上半年家电行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2%

家电转型升级 激发消费潜力
本报记者 韩 鑫

本报北京 8月 10日电 （记者李心萍）记者从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获悉：今年 1 至 7
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713 亿元、同比增长 7%。

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

全力推动“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的铁路重大工程项目，

紧盯计划开通项目、重点在建项目、新开工项目，科学调

配建设资源，优化施工组织安排，强化现场督导检查，同

时 加 强 与 有 关 部 门 、企 业 的 沟 通 协 调 ，积 极 推 进 征 地 拆

迁、市政配套建设和外部环境整治等工作，保持铁路建设

稳步有序推进。

7 月份，一批提质改造项目投产运营，为暑期出游带

来新选择。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提质工程完工，首

开时速 160 公里高原复兴号动车组，坐着火车去格尔木、

德令哈更加便捷；兰新高铁兰州至西宁段提质工程完成，

常态化按时速 250 公里高标运营，兰州至西宁最快 59 分钟

可达。

在建项目扎实有效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捷报频传。重

庆至黔江铁路刘家山隧道、滇藏铁路丽江至香格里拉段哈

巴雪山隧道贯通，成都至宜宾高铁全线铺轨完成，广汕高

铁、川青铁路青白江至镇江关段启动联调联试，沪宁沿江高

铁联调联试试验时速达 385 公里。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铁集团将紧密对接国家战略

和民生需求，加大年内计划开通项目、重点在建项目和运输

急需项目推进力度，为率先实现铁路现代化、勇当服务和支

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车头”提供坚强有力保障。

前7月铁路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3713亿元

同比增长7%

本报北京 8月 10日电 （记者王浩）记者从中国长江三

峡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 月 8 日，长江干流乌东德、白鹤滩、

溪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 6 座梯级电站单日发电量超

10 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 30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约 80 万吨，这也是 2023 年 6 座梯级电站单日发电量首次突

破 10 亿千瓦时大关。

入夏以来，梯级电站受电区域用电负荷大幅攀升。三峡

集团全力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在上级调度部门的指

导下，密切关注长江流域水雨情，优化调度方案，落实设备巡

检维护，为受电区域提供安全稳定的清洁电能。8 月 8 日，梯

级电站高峰运行机组达 97 台，最大出力超 5600 万千瓦，世界

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充分发挥能源保供骨干电源点作用。

长江干流6座梯级电站

单日发电今年首超10亿千瓦时

本报海口 8月 10日电 （记者孙海天）记者从南方电网

海南电网公司获悉：位于海南的 500 千伏省域数字电网正

式开始建设。据介绍，该项目投资约 52 亿元，将建成 500 千

伏“口”字形环网架构，预计 2025 年建成投产。

为保障海南省核电与海上风电送出和消纳，海南 500 千

伏环网工程项目于 2023 年初完成备案，并被纳入海南自贸

港重大项目。计划建设 3 座 500 千伏变电站，新建 5 台 500
千伏主变压器，变电容量共计 375 万千伏安。新建 838 公里

500 千伏输电线路，线路途经 14 个市县，形成完整的“口”字

形环网架构。项目将数字技术贯通规划、设计、施工、投产、

运维全周期，建设数字电网全景“一张图”管控平台，积极打

造省域 500 千伏主干数字电网标杆。

海南打造500千伏省域数字电网

将形成“口”字形环网架构

本报杭州 8 月 10 日电 （记者窦瀚洋）8 月 10 日，浙江

华捷新能源运营服务有限公司领取到营业执照，这是浙江

颁发的第 1000 万张营业执照，意味着浙江经营主体总量达

到 1000 万户，浙江成为全国第五个经营主体总量达到千万

户的省份。

今年以来，浙江以更大力度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推动经

济运行回升向好、预期转强。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浙江省市场监管部门将围绕经营主体需

求，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加强服务赋能，推动经营主体

量的稳定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浙江经营主体数量达1000万户

本报鄂尔多斯 8月 10日电 （记者丁怡婷）记者从 9 日

举行的全国露天煤矿绿色低碳发展现场会上获悉：截至去

年底，全国共有露天煤矿 357 处，产能 11.62 亿吨，平均产能

325 万吨/年，约为井工煤矿的 3 倍，千万吨级露天煤矿超过

30 处。从地区分布看，内蒙古和新疆两地的露天煤矿数量

和产能占比分别达到全国的 75%和 85%左右。

据介绍，2022 年我国露天煤矿产量首次突破 10 亿吨、

达到 10.57 亿吨，以占比约 8%的煤矿数量贡献了全国约

23%的煤炭产量，产量占比较 2000 年提高了 19 个百分点。

供应能力持续增强的同时，露天煤矿的智能开采水平

加速提升。以智能综合管控平台、边坡监测、三维地质模

型构建、无人驾驶、智能穿爆等为代表的智能化应用场景不

断丰富。

清洁高效利用和节能降耗成效显著。一批露天煤矿跳

出“挖煤、卖煤”的传统路子，将“乌金”锤炼成“绿金”。在国

能准能集团，煤炭通过纳米化处理后形成新型特种燃料，具

有燃料固含低、点火温度低、燃料热值高等特点，不仅可以

降低火力发电煤耗，还拓展了煤炭资源的应用空间。

去年我国露天煤矿

产量首次突破10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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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至 6 月，家电行
业企业实现营收9145亿元，
同比增长 7.1%；实现利润
674.9亿元，同比增长20.2%。
面向未来，随着推动存量更
新、扩大优质供给、引导家电
下乡的步伐不断加快，家电
产业的发展潜力将得到进一
步激发。

（上接第一版）

2021 年 8 月，交通运输部印发的《交通运

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1—

2025 年）》提 出 ，建 设 港 口 智 慧 物 流 服 务 平

台。推进港口经营单位与相关部门、企业和

社会团体间信息互联共享，推动物流作业协

同，提高物流便利化和业务效率。

“有了关港集疏港智慧平台，预订车辆更方

便了。”在天津港码头，某物流科技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张磊说，“如今，我们在关港集疏港智

慧平台上输入用车需求，很快就有车队来对接，

货物和运力能够及时匹配，提高了运输效率。”

5 月，天津印发《天津市促进港产城高质

量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推动关港集

疏港智慧平台应用被列为“做优城市航运服

务功能”的一项重要举措。截至 6 月 25 日，天

津关港集疏港智慧平台已认证司机 2.7 万名、

车辆 2.3 万辆，累计开展集疏运业务量超过

500 万标准箱，辐射 29 个省份。

多措并举，助力外贸促稳
提质

从港口出发，与世界相连。

一个个忙碌作业的港口，一箱箱频繁流

转的货物，强劲有力的物流网络既见证着中

国外贸“量”的稳定增长，也映照着“质”的不

断提升。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 7 个月，我国进出口

总值 23.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0.4%。各地港口

加速转型、提升效能，多措并举推动外贸促稳

提质。

锚定智能转型，增强发展实力。

走进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 10号泊位，新一

批远程自动化龙门吊卸船工作紧张开展。目

前，梅山港区自动化龙门吊达 108台，占比近六

成，自动化设备规模居全国前列。“智能设备的

规模化，为港区高效运转奠定了坚实基础，助推

集装箱吞吐量不断突破。”丁送平说。

国网浙江电力助推智能船舶港口岸电提

速推广应用。以乐清金洋码头为例，各类装

卸及运输设备 70 余台已全部实现绿色用电，

仅该港口龙门吊，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167 吨。

发展多式联运，提升运营效率。

在加快建设水公铁集疏运中心、罗泾港

区集装箱改造等重点工程的同时，上海港大

力发展多式联运，推动“公转铁、公转水”以及

“水水中转”，努力提高国际中转效率和质量，

推动上海港与江河铁公等运输方式高效衔

接。“公转水”产品经升级推广后，上半年，上

海港出口箱量同比增长近 40%。

据统计，上半年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

增长约 9.4%，通过强化港口铁水联运功能，

有 效 降 低 了 物 流 成 本 、提 升 了 运 营 效 率 。

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继续会同相关部门，

充 分 发 挥 水 路 、铁 路 运 输 比 较 优 势 和 综 合

运输组合效率，加快推动集疏港铁路建设，

提 升 铁 水 联 运 服 务 效 能 ，增 强 港 口 集 聚 辐

射能力。

搭建服务平台，提高服务效能。

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组织实施港口服

务能力提升工程，持续提升冷藏集装箱港航

服务品质、加快提升港口作业效率、建立完善

“一站式”网上业务受理服务平台，11 个沿海

集装箱枢纽海港已基本建立“一站式”网上业

务受理服务平台，网上业务受理单数比例已

达 86%，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专家表示，随着我国经济运行持续好转，

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港口运行质量和

效率将持续改善，为促进外贸完成促稳提质

目标提供重要保障。

近年来，甘肃省张掖市坚持绿色发展，稳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治理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了生产、生活、生态共融的良好局面。

图为 8 月 8 日，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镇，祁连山下的农田和村庄美景如画。 王 将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