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眠的消费者失眠的消费者””催生睡眠经济新蓝海催生睡眠经济新蓝海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在刚刚过去的世界睡眠
日，记者进行了一项采访调查：

“你的睡眠质量怎么样？”当被
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许多受
访者都摇了摇头：“不太好！”

良好的睡眠是健康之源。
现如今，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不
少现代人饱受入睡困难、睡眠
时长不够、睡眠质量差等困
扰。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
人愿意为睡眠质量买单，由此
催生了睡眠经济。

一夜好眠成不少人奢望

“睡个好觉比爱重要”，这
句网络流行语背后，揭示着身
体运行的规律。

世界睡眠协会秘书长、亚
洲睡眠医学会主席、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主任
韩芳表示，睡眠可以帮助身体
修复和恢复能量，改善免疫系
统和心情，同时也有助于大脑
记忆和学习能力的发展。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神经
内科主任张如旭表示，良好睡
眠可从四个方面来判断：一是
入睡顺利，10—15分钟进入梦
乡；二是整个睡眠过程完整，不
在中途醒来；三是规律睡眠；四
是睡醒后感觉舒适、神清气爽。

一方面，是“好好睡一觉”
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是低睡
眠质量人群人数日益增长。

中国睡眠研究会联合天猫
健康发布的《2023年中国睡眠
健康洞察报告》（以下简称《洞
察报告》）中显示，国人睡眠时
长低于世界均值，近半数人不
满睡眠现状；七成以上的受访
者存在失眠问题。

北京白领小李告诉记者，
失眠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而
且不论几点入睡，天刚蒙蒙亮都
会自然醒。“最多只能睡6小时，
醒来后头昏脑胀不舒服。”他说。

来自山西的张先生也同样
长期经受着睡眠困扰：“已经对

‘安定’产生药物依赖了，不吃
睡不着。但就算吃了药，睡着
也在半夜2点以后了。”

记者了解到，影响睡眠质
量的成因可分为四类：生理因
素（如心血管疾病）、心理因素
（如紧张、焦虑），环境因素（如
睡眠空间、亮度）、生活习惯
等。《洞察报告》调查发现，情绪
性失眠成为影响睡眠的主因。

睡不好有哪些影响？有研
究显示，长期的睡眠不足会加
大患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
肥胖的风险，损害认知功能、记
忆力和免疫系统，还会诱发精
神类疾病。

产品服务多元化

喷助眠喷雾、点香薰蜡烛、
吃褪黑素软糖、戴蒸汽眼罩
……这是30岁的张女士每天
睡觉前的必经流程。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像张
女士一样，意识到了“睡得好”
和“睡得饱”的重要性，主动寻
求睡眠障碍的解决方案，这也
给睡眠经济带来新的商机。

记者以“助眠神器”作为关
键词进行搜索，发现市场的产
品琳琅满目，从助眠产品品类
看，大致可以分为“让自己舒
服”和“让环境舒服”两类，100
元—200元的产品销量较高；
智能睡眠仪的综合排名超过了
睡眠精油、助眠喷雾、助眠香薰
和白噪音耳机等产品，在搜索
榜单排名前列。

值得关注的是，据天眼查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3000余家
睡眠经济相关企业（名称或经
营范围含“助眠、失眠、睡眠”，
且状态为在业、存续、迁入、迁
出）。其中，约68%的企业成立
于5年内。从地区分布来看，
广东省的睡眠经济相关企业最
多，数量超900家；其次是北京
市，数量近300家。

从企业发展趋势来看，近5
年来，每年均有超400家睡眠
经济相关企业注册成立。其
中，2018年注册量一度达到峰
值，有近600家企业成立。

与此同时，近5年我国睡
眠相关专利申请数量逐年递
增，其中2021、2022年每年新
增睡眠相关专利申请均超
2000件。

“睡眠经济虽然起步较晚，
但近年来行业发展进入快速

期。”艾媒咨询分析师告诉记
者，2016—2020年间，中国睡
眠经济整体市场规模已从
2616.3 亿元增长至 3778.6 亿
元，增长44.42%，预计未来随
着睡眠产品市场渗透率不断提
高，产品类型不断增多，市场规
模将继续保持增长趋势。

上述分析师表示，总体来
讲当前睡眠经济仍为概念状
态，行业发展较为分散。未来
随着年轻一代生活、工作压力
不断加大，将会进一步促进睡
眠经济行业发展，产品向多元
化趋势发展，从传统床具纺织
品拓展到睡眠保健品和助眠
APP领域，入局者数量增加也
将推动市场竞争加剧。

此外，该分析师还提到，随
着助眠产品的专业性和科技性
提高，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的新
零售轻店模式，能够提供完整
的产品体验，也是未来重要发
展方向之一。

除各种类助眠产品之外，
睡眠经济也催生了新服务。较
为典型的是哄睡服务，比如“哄
睡师”。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时
发现，“哄睡师”通过实时通
话、语音或者直播等渠道提供
哄睡服务，价格从每小时几十
元到几百元不等。此外，近年
来也有部分酒店推出线下助
眠师服务。

对此，艾媒咨询分析师认
为，助眠服务是由于时代生活

压力应运而生的服务，具有其
他助眠产品无法具备的沉浸感
体验，但如何走出“野蛮生长”
阶段，提供出高品质、高体验的
助眠服务将是每个助眠服务企
业应该着重思考的问题。

专家：睡眠经济应精准发力

从产品到服务，睡眠经济
崛起，但我们的睡眠真的变得
更好了吗？

前不久，由喜临门睡眠研
究院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
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
心和知萌咨询机构研创，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
睡眠研究报告2023》（以下简
称《报告》）在北京发布。

《报告》显示，2022年大众
睡得更晚、起得更晚，入睡时间
集中在23时至1时，比2021年
大众的集中入睡时间向后推迟
了1个小时。10.40%的受访者
睡眠质量自评为“不好”或“非
常差”，民众睡眠时长有待增
加、睡眠质量自评有待提升。

“花了这么多钱只为睡个
好觉，但该睡不着还是睡不
着。”张女士的经历是不少消费
者的真实情况，在采访中，很多
人表示睡眠产品于自身而言收
效甚微。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当
前中国睡眠经济发展首要挑战
在于大多数助眠产品的技术
仍未成熟，或者缺乏足够的临
床数据验证，导致助眠效果较
弱，对改善用户睡眠的实际效
果难以衡量，制约了助眠产品
的更新迭代与睡眠经济的长
久发展。

“睡眠经济与其他经济不
同，应向更加专业和精准的方
向发力。”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
理研究院副院长、产业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宋向清建议，从长
远发展来看，应该更多发展大
健康产业，并将一些治疗服务
转变为预防服务，同时要借助
人工智能等方式，针对不同失
眠群体开发出更为精准化、精
细化的服务。此外，还需要相
关部门加强监管，推动行业标
准化、品牌化、连锁化发展，改
变市场目前的混乱态势。

商务部商务部：：城乡消费呈现稳步恢复态势城乡消费呈现稳步恢复态势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
品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
消费促进司司长徐兴锋表示，消
费市场呈现稳步恢复的态势。

徐兴锋介绍，从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1—2月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数据，以及商务部开
展的商务大数据对3月上旬和
中旬重点监测零售企业的监测

情况来看，消费市场呈现稳步
恢复的态势。主要呈现几个方
面的特点：一是商品消费提档升
级。1-2月，限额以上单位化妆
品、金银珠宝、家具等升级类商
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3.8%、
5.9%和5.2%；消费品进口额增
长2%左右。从海南情况来看，
一季度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达
169亿元，同比增长18%。

二是服务消费明显回升。
3月份，全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

数为56.9%，比上月上升1.3个
百分点，连续3个月处于扩张区
间。1—2月，全国餐饮收入同
比增长9.2%，北京一些老字号
餐饮企业顾客盈门，收入增长
20%以上。一季度全国电影票
房收入同比增长13.5%，海南等
地的旅游收入增长20%以上。

三是线上消费平稳增长。
1—2月，全国网上零售额超过
2万亿元，同比增长6.2%。其
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到

1.7万亿元，同比增长5.3%。快
递业务量达到164亿件，同比
增长4.6%。

四是线下消费逐步回暖。
各地步行街、商圈客流量明显
增加，市场销售持续回升。3月
份，零售业景气指数为50.6%，
持续回升。1—2月，限额以上
零售业单位中，便利店、百货
店、专业店零售额同比增长
10%、5.5%和3.6%。

五是城乡消费同步恢复。

城市商业加快提升，1—2月城
镇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3.4%。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稳步
推进，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4.5%。江苏、河南、湖北、四川
是消费大省，社零总额增长都
超过4%，对全国的消费增长发
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下一步，随着扩内需促消
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供给结
构不断优化，预计消费市场将
继续呈现恢复发展态势。

江苏太仓：
推进智能制造 打造“绿色工厂”

4月6日，中国建材集团旗下北新建材

（苏州）有限公司经过技改后的两条全自动

智能纸面石膏板生产线每分钟产能达85

米。该公司近来年积极推进“绿色工厂”建

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建筑节能和装

配式建筑，推进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预

计今年可实现各类建筑石膏板产量3000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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