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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陆 俊

今年“双11”，家居业迎来了久违的
消费大增长。相比前两年的“双11”,今
年的“双11”更加红火，而其中最红火的
品类之一，就是家居。记者梳理各大平
台及商场最新的“双11”战报，发现家居
品类的销售同比大幅增长，有的甚至增
长十几倍。今年“双 11”家居业为什么
这样“红”？创新服务、低价实惠、“取旧
安新”、贴心解决消费者收货安装等痛
点，是家居消费提振的重要推力。

各方早早开展家居“双11”预热

早在“双 11”之前，各大电商平台
和家居连锁卖场就火热地开展了家居
预热、促销活动，提早聚集了较大的关
注度和人气。比如天猫家装家居在“双
11”之前发起领航计划，与超 50家企业
签约促销，覆盖了家纺布艺、家具、厨卫
&全屋智能等多个细分行业，平台对签
约企业在成交、供给、内容&直播、用户
等领域均有激励。

京东则早早联合多个家居品牌发
布十大适老新品及上亿元暖阳补贴活
动，囊括了卫生间、门厅、客厅、厨房、卧
室等五大空间场景。

知名家居连锁卖场居然之家与天
猫联手，共战“双 11”，开展“老汪来了”
和“总裁‘价’到”淘宝直播活动，通过

“家具家电以旧换新”“家有困难找居
然”“旧房焕新颜”三大营销 IP和厂商提
供的爆品和权益，联动全国卖场，进行
全域传播，全力冲刺“双11”营销。

家居卖场的另一个龙头企业红星
美凯龙，也在“双 11”之前就开展了“百
团大战”和“城市之星”超级活动，联手
淘系 88VIP、聚划算、淘宝直播、天猫好
房等超级渠道资源，打造了声势浩大的

“双11”活动。
此外，还有欧派、顾家、慕思、恒洁、

九牧、科勒厨卫、林氏家居等 10余家上
市家居企业开展了“双 11”系列的营销
活动。平台、卖场、企业、品牌多方发

力，为今年“双11”带来了一场家居促销
大戏。

家居“双11”战报很亮眼

在火热促销的加持下，今年“双

11”战报，家居业的表现很亮眼。据
天猫数据，10 月 31 日晚 8 点，天猫

“双 11”正式开卖，家装家居品牌爆
发式增长。首小时，806 个品牌成交
超去年全天，其中，1 小时内，林氏木
业、源氏木语、全友、喜临门、九牧、
顾家、芝华仕、TATA 等品牌迈入“亿
元俱乐部”。开售 4 小时，林氏木业、
源氏木语成交额突破 10 亿元大关，
成为家装家居行业“MVP”。

在快手平台，“双 11”购物狂欢节
期间，消电家居品牌 GMV 同比增长
624%，消电家居行业支付单均价同
比增长 96%，泛货架场景 GMV 同比
增长 340%。

京东家电家居“双 11”全周期战
报显示，源氏木语、帕沙曼、亚朵星
球、特福等近 1000 个家居品牌成交
额同比增长 200%以上；喜临门、霍尼
韦尔、爱果乐等超 2000 个家电家居
品牌成交额同比增长超 100%。

新消费需求和年轻消费群体贡献值不小

今年“双 11”家居消费火爆，新消
费需求和年轻消费群体的贡献值不
小。天猫、快手等平台数据显示，家
居消费主力人群呈现出生活地域广
泛，消费能力与消费习惯多样化的特
点。主要分为七大类人群：实力大女
主、资深中产、精致辣妹、活力银发、
小镇新青年、潮流新生代、新晋父母
等。

这届年轻人越来越倾向把钱花
在“悦己”上，为快乐买单。外观时
尚、好看又好用的潮流家居单品销售
创下高峰，其中，大头杯品牌 STAN⁃
LEY 首小时成交量同比去年翻了一
番，精致刀具品牌OOU同比去年首小
时成交量增长超 2264%。

可以看出，在各大电商平台上，
“双 11”主要消费群体是年轻人群，而
“双 11”的主打产品，也是针对年轻群
体的时尚、个性化产品，这也是“双
11”消费的一个变化和趋势。

解决消费痛点激发消费潜力

除了新消费需求和年轻消费
群体，还有哪些因素促成了今年“双
11”家居消费比往年火爆？记者梳理
发现，从商家的角度来看，除了年年
主打的低价、实惠外，今年还有许多
创新服务，贴心解决了家居消费者收
货、安装等痛点，这些也成为提振家
居消费的重要推力。

对于消费者来说，网购家具、抽
油烟机、燃气具、厨卫用具等大件物
品，收货和安装、组装非常麻烦，是家
居消费的一大痛点。如何解决这一
痛点对于提振家居消费具有重要的
意义。据天猫家装家居服务与供应
链负责人介绍，今年“双 11”天猫家
装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送装环节，自
营物流覆盖全国 193 座城市，17 个类
目都享有标准化免费送装服务，全国
有 2.5 万名上门师傅、4000 余名天猫
自营的送装师傅全力保障“双 11”需
求。

京东家电家居在“双 11”期间也
推出了以旧换新服务，通过免费上门
拆卸清运以及高力度的购新补贴，家
电品类即送即装服务成交额同比增
长超 120%。家具品类提供送装一体
服务的商品成交额同比增长 100%。

可以看出，家居业“双 11”已经出
现了很多新变化，价格已经不是竞争
的唯一手段，未来，创新服务、产品品
质、物流水平、交付能力、新需求、新
设计等将成为“双 11”营销的关键词。

“经济行稳致远，家居才能升级蝶变。”“我
国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房时期”“智能家居是在
互联网影响之下物联化的体现”……来自全国
20多个省（区、市）的专家、企业家等 600人，聚
焦行业热点话题，共同探讨行业新趋势，为我国
定制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

首届叶集定制家居暨供应链产业博览会日
前在安徽叶集举办。为期 3天的展会，共举办
中国定制家居供应链高峰论坛、智能家居创新
发展峰会等 9场论坛和现场活动，吸引参展企
业 500多家，累计参观观众 3.5万余人次，现场
成交额2.86亿元，意向成交额9.85亿元。

木业和家居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大

“木材加工行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前三季度，木业与其他产业一样，面临
诸多困难。但随着国内稳经济、稳预期政策陆
续出台落地，经济企稳回升态势明显。”中国木
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会长李佳峰说。

“经济行稳致远，家居才能升级蝶变。”国家
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经济学博士邹士年介绍，
目前，国内经济发展进入跨越期、发展方式进入
转型期、工业化进入拓展期、城镇化进入提质
期、老龄化进入中度期的“五期并存”时期。从9
月份全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提供的数据看，经
济总体呈现回升态势。1—7月，全国规模以上
建材家居卖场累计销售额为 8696.7亿元，同比
上 涨 16.11% ；7 月 ，建 材 家 居 景 气 指 数 为
117.68，环比上涨1.04点，同比上涨1.66点。

据贝壳研究院测算，到 2025年，家装家居
市场总体规模达 5万亿元，到 2030年达 7万亿
元，年均增长超6%，未来家居市场前景看好。

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房时期，以
旧楼改造、存量提升为核心的“城市更新”将成
为主导。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在改变，消费观念
由“性价比”向“质价比”转变。邹士年说，“面对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趋势及消费者需求变化的

现实，转型发展是家居行业的必然趋势。”
“木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息息相

关。我国具备完整的工业产业链，有14亿多人
口的超大规模消费市场，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2万美元，这些有利
因素是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的
底气，也是中国木业持续恢复、回升向好的基础
和根本。”李佳峰对我国木业及家居行业未来充
满信心。

定制家居呈多元化发展趋势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家居产品生产基地和消
费市场，随着家具制造业的细分及消费者的个
性化需求，定制家居逐渐兴起。

“定制家具的发展经历了单品类定制、多品
类叠加、多品类融合和多空间集成 4个阶段。”
志邦家居产品总监黄顺柳从消费者需求发展的
角度，阐述了定制家具从最初的解决基本功能
需求的无品牌，到消费觉醒、品牌效应初现的轻
品牌，品质需求、品牌效应凸显的重品牌，再到
互联网时代、更重性价比的功能演化。同时，从
公司配套一体的定制家居实践，通过全空间全
案设计+全品类系统集成+全服务智能衔接呈现
了整家系统集成的全能解决方案。

对定制家居未来发展趋势，专家学者和企
业家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多元答案。

邹士年认为，随着智能技术发展，以及消费
者对个性、环保、健康、品质等要求越来越高，未
来家居行业将呈现定制化、智能化、绿色化、品
牌化、标准化的发展趋势。建议家居企业积极
探索绿色转型、数字赋能新途径，做大做强企业
品牌。

深圳家具研究院院长许柏鸣从消费者需要
省心省力，空间需要协同设计，企业需以用户为
中心倒推供给方式等角度分析，认为定制家具
要走整家集成之路，向系统家具发展。

北京闼闼同创工贸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岩从

门的角度，畅谈了全屋定制发展趋势，得出探索
顺应趋势、发挥优势、把握态势的发展之路。

广州天之湘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承
恒则从跨技术融合发展角度，分享了全屋定制
与人造板饰面材料的创新与发展，感慨饰面人
造板是自然，更是艺术。

智能家居成行业新宠

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年轻消费群体对智
能家居产品更为关注，智能家居成为近年来家
居市场的新宠。

“因智能家居更加贴近未来生活方式而逐
渐成为时代赋予行业的又一风口，是家居行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李佳峰说，智能
家居是在互联网影响之下物联化的体现，是通
过物联网技术将家中的各种设备连接到一起，
用以提供和实现门窗家电控制、照明暖通控制、
室内外遥控、防盗报警、环境监测等多种功能和
手段。与普通家居相比，智能家居不仅具有传
统的居住功能，兼备建筑、网络通信、信息家电、
设备自动化，而且可以提供全方位的信息交互
功能。

在智能家居创新发展峰会上，深圳联恒智
控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黎宇从品牌、体验、生态
3个方面介绍了小米米家平台全屋智能的赋能
方案，同时分享了 20个智能场景，以及针对不
同场景所提供的智能化解决方案。

广东欧派克家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
始人罗荣表示，智能家居是智能单品和智能系
统的结合，智能轨道、磁悬浮轨道是智能隔断产
品的重要硬件支撑。

摩根集团战略总经理胡先华表示，摩根的
高速成长在于走以自主研发总线控制技术、无
线控制技术和云计算为核心，由全球著名艺术
大师来设计不同系列的产品面板，并与多家全
球顶级品牌进行战略合作的摩根高端智能成长
之路。 （中国绿色时报）

最近有位朋友刚搬进装修好的房子，先
是发现部分地砖松动，后又发现改过后的暖
气有渗水的现象，他多次找装修公司维修，
维修一次要一次钱，弄得他精神快崩溃了。
装修本该是让人对居住环境改善怀有美好
期待，是件高兴的事，却总让人糟心。家装
行业沉疴顽疾不彻底根除，家装烦心之事还
将会层出不穷。

相信不少业主在房屋装修中都会遭遇
类似的情况：一是价格不透明，在装修行业
中消费者往往难以准确了解每个环节的价
格和成本，容易被报价混乱、隐藏增项等套
路所困扰；二是施工质量难以保证，一些装
修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存在质量控制不严、材
料使用不当，甚至还会有偷工减料、以次充
好等问题，导致装修反复返工；三是服务不
到位，一些装修公司存在售前咨询说大话、
施工期间沟通不畅、售后无门或互相扯皮的
情况。

有关家装的吐槽和投诉充斥各个投诉
平台：整装套餐不是整体负责、免费设计不
是真的免费、定制家具都是过时款式、一线
品牌建材都是不进入渠道的“特供”产品、报
价藏着诸多猫腻……

治理家装乱象，住建部曾发布《关于进
一步加强城市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
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装修活动中各方和
各相关部门的责任，有助于遏制城市房屋室

内装饰装修违法违规行为。中国建筑装饰
协会也组织编制《中国家装行业自律公约》，
针对家装行业中的企业发展良莠不齐，过度
营销现象层出不穷，消费者满意度较低等问
题，以行业组织的力量来开展行业自律。

但至今，家装行业陈疴顽疾仍屡禁不
止。主要原因是行业标准与管理能力跟不
上发展步伐，行业不但缺乏相应的质检标准
和监督机制，而且行业准入门槛低、专业能
力参差不齐。所以，加强家装行业“全链条”
监管势在必行，必须设立入门资质，持证上
岗制度，而且必须全程监管，强有力的监管
主体和切实有效的治理手段及时跟进，才能
彻底根除这个行业的顽疾。这就要求相关
部门在分工明确的基础上协同配合，形成强
大的合力，加强家装业准入门槛，加大从业
者培训力度和约束力度，引进从业者职业道
德规范考核，加大市场和行业监管和惩戒力
度。

解决家装行业乱象难题，并非一朝一夕
之事，行业协会、监管部门、家装企业需要各
司其职，共同推动问题的解决，尤其是作为
家装企业，需要摒弃短视思维，多些长远眼
光，以诚信树品牌，靠质量赢口碑。我们期
待相关各方共同努力，培育健全的市场信用
体系、有效的行业自律机制，培养具备良好
职业道德的从业队伍，为家装行业发展营造
良好生态。

本报讯 根据俄罗斯国家森林核算
及管理组织 Roslesinforg 提供的林业综
合信息系统数据显示，2023上半年，俄
罗斯向48个国家提供了1000万m3的出
口木材。其中对中国的锯材出口量已超
600万m3，相较去年同期的612.1万m3提
升6.3%。而原木则下降32.2%至95.6万
m3。俄罗斯木材工业正在迅速将自己的
出口目标重新定位到中国。

本报讯 据今日家居报道，预计到
2027年，中东豪华家具市场的复合年增
长率将达到 4.02%，市场规模将增长
3.5067亿美元。办公空间数量的增加是
推动市场增长的关键因素。由于不同的
国际企业在该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可
用办公空间和工作机会的数量也随之增
加。中东其他城市对办公空间的需求也
在持续增长。

本报讯 2023年上半年，越南林产
品出口额约为 64.2 亿美元，同比下降
28.8%。其中家具产品出口额为 59.6亿
美元，同比下降 29%。由于美国、日本、
韩国、中国、英国和欧盟等主要市场的需
求下降，家具公司在出口方面增长艰
难。越南家具行业今年设定的出口增长
目标是较去年增长 2.5%，相当于 175亿
美元。

从“双11”战报看家居消费

我国木业家居行业升级蝶变
家装 要舒心不要糟心

□ 双 木

上半年俄罗斯出口木材1000万m3

中东豪华家具市场预计呈增长态势

越南上半年家具产品出口59.6亿美元

同比下降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