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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推动家居消费新趋势
超过八成家庭已入门智能家居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35128元，人均消费支出24100元。其

中23.4%是居住消费支出，为5641元，占比23.4%，

增长8.2%，稳居衣食住行消费支出第二位。据其

给出的指标解释，居住消费包含水、电、燃料、物业

管理以及居民请家装公司对自住房进行的装修、

维护费用，以及房租和自有住房折算租金，而家

具、家电则归类为“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粗略

一看，不难发现家居消费依旧占据居民日常支出

的大头。

这几年，人们的家居消费发生新的变化。好

好住发布的《后疫情时代家的新刚需——2022 中

国家庭居家生活消费新趋势》（下称“新趋势”）显

示，66%的家庭做饭更频繁，76%的家庭每天要在厨

房待2小时以上；除菌相关产品和内容，在疫情后

热度飙升 432%；另外，85%的家庭已入门智能家

居，以提高居家的舒适度……“基于自身App大数

据和深度用户调研的数据支持，总结出洗碗机、烘

干机、智能马桶成为中国家庭的‘新三大件’，成为

‘家的新刚需’”。

时间回溯到过去，“三大件”这一表述曾是国

人用来衡量一个家庭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重要

标志。从上世纪70年代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

80 年代的彩电、冰箱、洗衣机，90 年代的电话、电

脑、空调……直至当下，该含义不仅与家电有关，

还向住房、生活品质等方面延伸。人们所追求的

居住环境不再是一个单纯供休憩的场所，而是一

个可以涵盖所有生活场景的“家”。落脚到具体的

家居产品上，消费者对其提出更高的要求与期待：

不仅用户能从洗衣、洗碗、拖地等繁琐家务中被解

救出来，更可以体验到舒适、健康的生活。而长时

间的居家生活恰恰给这些期待提供了实践的机

会，也让消费者更加清楚认识到什么才是理想家

真正的必备品。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人们宅家的
时间大大延长，生活习惯随之发生许多变化
——居家办公不再是新鲜话题；在家烹饪次
数增多，厨房成为了新的社交场所；健身、露
营等活动也被搬到客厅、阳台；健康意识的凸
显进一步催生各类抗菌环保家居产品的出现
……人们因此对于家居生活也投放了更多的
关注度。对于其中的企业而言，如何迎合新
消费趋势与需求，从而营造新的生活方式，也
不失为一个迅速发展的风口。

青睐全屋智能、一站式家装、追求品质与实用……

居家生活消费新趋势： 成新“三大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