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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赣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一家电
子产品生产企业内，
工人在智能化生产线
上加工将出口国外的
5G手机显示屏。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手机换新频率降低

“我这款手机是2019年买的，已经用了2
年半的时间，虽然掉电有点快，但手机整体没
啥大问题，反应速度也不错。”在河南郑州工作
的王诗诚说，手机主要作为社交和浏览工具
用，他不玩游戏，对手机功能要求不高，如果没
有特别喜欢的新款手机，就先不换了。与前几
年每推出新款手机就会迎来一波换购潮不同，
目前国内消费者更换手机的频率有所降低，
一部手机一般能用1年至3年时间。

这种趋势反映在生产端，体现为国内手
机市场出货量有所下降。工信部数据显示，今
年 5 月，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 2080.5 万部，同
比下降9.4%。1-5月，国内市场手机总体出货
量累计1.08亿部，同比下降27.1%。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国内手机
销量创下了过去 15 个月来的新低，为 1486.4
万部。相比之下，2021年全年，国内市场手机
总体出货量累计3.51亿部，同比增长13.9%。

随着5G的普及，行业内原本期望能由此
带来5G手机持续热销。然而，工信部数据显
示，今年前5个月，5G手机出货量8620.7万
部，同比下降 20.2%，虽然占到同期手机出
货量的79.7%，但销量远不及上年。

“95后”杨西西介绍，她去年10月刚换了
5G手机，“主要看上了这款手机的高颜值，陶
瓷机身和隐藏在屏幕下的相机大大提高了智

能手机的颜值。既然要换，不如就换一个最
新的5G手机。”

笔者在采访中发现，手机使用不到 1 年
的消费者大多使用5G手机，而使用超过2年
的消费者大部分还在使用4G手机。“4G手机
也很好用，不会因为 5G 出来就换手机。不
过，下一次换手机的时候，我会考虑选一款
5G手机。”王诗诚说。

除了手机，平板电脑销量也有所下滑。
Canalys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平
板电脑出货量为470万台，同比下跌13%，出
货量连续下跌。

“我2020年买了一台平板电脑，主要用来
看视频和做笔记。”在广东读大学的张晨说，这
台2400元左右的平板电脑已经用了快2年，除
了掉电速度有所加快，目前还没有出现卡顿现
象。“这台平板虽然不是新款，但可以满足我
的日常使用需求，因此暂没有换新的打算。”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 月份，限额以
上单位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394亿元，同
比降低7.7%。今年以来，消费类电子产品销
量明显下滑。

值得一提的是，消费电子产品更新频率

放慢、销量下滑是全球性的现象。今年一季度
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约 3.1 亿部，同比下滑
约11%。Canalys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球可
穿戴腕带设备出货量下降4%，降至4170万部。

一些电子产品吸引力不够

消费类电子产品为啥销量放慢了？
“旧手机没啥毛病”“厂家推出的新款没

有新亮点”……多位消费者谈到，一方面，消
费类电子产品质量较为稳定，近年来电池等
部件的质量明显提升，用上 2 年不成问题。
另一方面，厂商推出的新产品吸引力不够，
虽然有一些锦上添花的新功能，但不足以吸
引消费者换新。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信息政
策所工程师王丽颖分析，全球智能手机销量
下滑，有疫情因素的影响。在需求端，前两
年，疫情下居家办公、远程学习、在线娱乐
等需求带来消费类电子产品销量迅速增长，
而随着这类需求基本得到满足，智能手机和
平板电脑等产品的市场需求回归平稳，销量

同比有所下降。在供给端，今年 3 月以来，
受疫情影响，中国多地消费电子产业链生产
与运输受阻，消费类电子产品出货量下降，并
影响出口。国际上，疫情使集散、运输、仓储等
国际物流关键环节之间无法及时高效连接，全
球运输成本大幅增加，波及中国生产的消费电
子产品在国际市场的销售，OPPO等中国手机
厂商对部分国家出货量减少。

“更重要的是消费类电子产品创新不足，
在基本需求满足后，对消费者没有产生新的
吸引力。”王丽颖分析，近几年，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形态变化趋于停滞，大
多仅在功能上进行微小调整，缺少变革式创
新，难以激发消费者的购物意愿。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5月，国内手
机上市新机型累计 167 款，同比下降 7.7%，
其中5G手机87款，同比下降3.3%。

从事数据分析工作的陈诚对消费类电子
产品十分关注，“我发现，近年来平板电脑往
往在屏幕大小、拍摄像素、内存大小上与老
款有所差异。还有的主打教育、阅读功能，
以营造差异性，但核心功能没变。对于普通
消费者来说，一台平板电脑只要不卡顿、续

航能力足够，换新意愿就没有那么强烈。”
此外，市场上主要品牌纷纷瞄准高端市

场，产品价格逐渐走高。数据显示，2021年
智能手机平均售价同比上涨10%。以国产智
能手机为例，近年多个新款机型价格高于
4000元，折叠手机价格更突破万元。价格高
企，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消费者换新意愿。

“消费类电子产品市场已经饱和，用户手
里的旧产品依然可以用，而新产品创新有限且
价格偏高，难以吸引消费者购买。”一直致力于
科技创新领域研究的专家张孝荣分析，如果终
端产品的性价比不足以打动消费者，销量放
缓是必然的。

消费者期待更多创新

每年“6·18”等电商促销节，消费类电子产
品销量往往会有一波明显增长。今年“6·18”
期间，不少消费类电子产品促销力度大，以较
大程度的优惠，如直接降价、赠送礼券等方式
吸引消费者，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小米有关
负责人介绍，小米线上线下同时发力，“6·18”
期间小米之家手机销量同比增长28%。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破局的关键在于制
造商能否通过创新提升使用体验、刺激消费。

王丽颖认为，消费类电子企业应充分利
用数字技术对生产、运营、管理、营销等环节进
行全方位、多角度、全链条的改造和应用，这
是提高经营效率、赋能产品销量的快速通道。

行业企业已认识到当前消费类电子创新
的重要性。小米有关负责人说，未来5年，小米
的研发投入将超过1000 亿元，同时坚定推进
新零售变革，通过推进数字化、业务创新，激发
企业韧性与活力。OPPO方面表示，未来将持
续在折叠屏手机上投入大量研发资源。realme
（真我）6月11日带来了首款平板产品，未来也
将继续发力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生态。

多位专家建议，制造企业应积极布局并
拓展其他具备高增长潜力的产品。例如，
AR/VR的零部件应用、智能穿戴设备、智能
驾驶所需各种设备等都可能是引领下一波消
费电子产业热潮的创新点。

尽管上半年销量不尽如人意，但相关企
业对下半年的市场仍有信心。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10月、11月和12月，
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分别为3360万部、3525.2
万部和3340万部，同比分别增长28.4%、19.2%
和25.6%，是全年销量较高的月份。王丽颖分
析，下半年，随着疫情逐渐稳定、复工复产
有序推进、各地拉动消费政策显效，整个消
费电子市场有望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消费
能力的释放而有所回暖，“不过，要获得如前
些年那样的高增长，还是需要企业研发出能
带给消费者全新体验的产品。”

今年前5个月，国内市场手机总体出货量同比下降27.1%，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步下滑——

你的手机有多久没换了？
徐佩玉 李 婕

今年前5个月，国内市场手机总体出货量同比下降27.1%，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步下滑——

你的手机有多久没换了？
徐佩玉 李 婕

你有多久没换手机了？不少消
费者反馈，自己已经一两年或更长
时间没有购买新手机或新平板电
脑了。从“出新必换”到“多年不
换”，消费者更换消费类电子产品
的频率出现明显下降。体现在供
给端，是国内消费类电子产品出
货量出现下滑。

消费者为啥不爱换手机了？这
给消费电子行业释放了什么信号？

··广告广告··

十点一刻（22：15）是由上海羽量酒业有限公司（简称“羽量酒业”）

创立的新生代低度酒饮品品牌。面对品质化、体验化、年轻化的消费趋

势，羽量酒业秉持“无创新，不未来”的价值理念，推出面向年轻消费群

体的低度酒饮品。羽量酒业以“无糖气泡酒”这一新品类为切入点，针

对年轻受众群体，创新定制符合他们消费习惯的饮品。

在基酒配置上，羽量酒业建立风味实验室，作为产品研发的策源

地。实验室通过全球集智，汇集国内外专业酿酒师、品酒师、调酒师及

产品研发团队共同打造3.9%—4.9%vol低度酒饮品。精细的调味工艺

和严格的质检流程保证了低度酒饮用口感。

在无糖配置上，十点一刻严格按照国家标准中对无糖饮料的界定，

采用赤藓糖醇来提供甜味，赤藓糖醇具有低热量特点，其产生的自然香

甜让产品口感有一定保障。严谨的成分配置让十点一刻在保留较强的

口味复配包容性的基础上，实现低热量摄入。

在口味调配上，十点一刻目前已推出八种口

味，均为复合口味。2020年，十点一刻推出海盐

柚子味、白桃乌龙味、草莓玫瑰味和咖啡威士忌味

四种系列口味。前三种口味酒精含量为3.9%vol，

咖啡威士忌口味的酒精含量为4.9%vol。混合口味

的搭配让消费者感受到多种元素的碰撞，带给消

费者多元的口味体验与惊喜感。2021年，十点一

刻研发推出四种新口味，分别为樱花荔枝味、茉

莉清茶味、蜜桃奶油味和柠檬生姜味。每一种口

味都复合两种以上元素，经过团队反复尝试和雕

琢，最大程度凸显复合口味的层次感和气泡的清

爽感。

十点一刻作为羽量酒业推出的新生代低度酒饮品，以年轻、美味、

有特色为创新点，致力于满足年轻受众群体的消费需求。未来，羽量

酒业将进一步加快研发创新和成果转化，丰富气泡酒产品矩阵，持续

推出更多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助力低度酒饮品领域健康发展。

数据来源：上海羽量酒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