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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建材消费纠纷成投诉热点
工期延误、货不对板乱象频现

新快报讯 记者梁茹欣报道
近 日 ，中 国 消 费 者 协 会 发 布

“2023 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

理投诉情况分析”。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

理消费者投诉 615365 件，家装建

材行业投诉成为其中热点问题

之一。

从整体来看，投诉量最多的

是售后服务问题、合同问题，以及

质量问题，占比分别为 36.77%、

23.68%、19.04%。与 2022 年上半

年相比，今年上半年售后服务、价

格问题投诉比重上升较多，合同、

质量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明显，其

余类投诉变化幅度较小。

在家居建材领域，前 6 个月

房屋及建材类投诉量为 16342
件，投诉比重为 2.66%，在商品大

类方面位居第六位；房屋装修及

物业服务类投诉量为 10344 件，

投诉比重 1.68%，在服务大类方

面排名第八位。在具体商品投

诉 中 ，家 具 类 投 诉 量 为 13935
件，同比上升 11.44%，投诉量居

第八位。

中国消费者协会针对家装建

材行业投诉情况分析称，今年以

来，随着家装建材行业蓬勃发展，

相关领域消费纠纷也大量增加。

家装领域消费纠纷普遍存在案件

复杂、调解难度大等特点。一是

装修工期延误，如经营者不按合

同约定时间交付家具产品或不按

约定时间施工。二是全屋定制家

具货不对板，如家具成品的尺寸、

款式、颜色与合同约定和设计图

不符。三是家装材料以次充好，

以普通材料冒充环保材料。如

宣称家装材料为“欧标”，但实际

并无相关具体标准。四是家具

建材卖场以约定或单方声明排

除法定责任。如卖场内商家跑

路，卖场以消费者未直接与其签

订购买合同为由，拒绝承担柜台

出租者义务。

根据三维家公开的终审判决书节选

内容，法院判定，群核科技侵害了“三维

家家居web3D设计软件V2.0”中7个涉案

权利软件著作权，要求群核科技赔偿三

维家经济损失21万元、合理维权费用6万

元，合计27万元。据悉，三维家于2015年

3 月对外发布该软件并进行了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登记。而涉案的七个权利代码

文件为实现线框图功能的核心代码，能

够绘制场景的线框图。

记者梳理时间线发现，两家公司围

绕软件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等方面

展开数次诉讼交锋，最早可以追溯到

2019年8月。当时，群核科技通过发明人

及 专 利 权 人 刘 某 对 其 授 予 专 利 号

“201510075889.4”独占许可的方式对三

维家发起相关诉讼。

2020年1月，三维家起诉群核科技软

件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三维家方

面主张，群核科技旗下平台酷家乐推出的

在线设计软件直接抄袭、复制、使用三维

家权利代码，并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

代码且未表明三维家的开发者身份，涉嫌

擅自修改软件源代码等。2022年3月，广

州知识产权法院一审判决群核科技侵权

事实成立。2022年7月，群核科技不服判

决结果，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6
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软件著作权侵

权纠纷愈加普遍。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

院知识产权法庭年度报告（2022）发布。

报告显示，2022 年新收的 2956 件民事二

审实体案件中，计算机软件纠纷有 648
件，占比约 21.92%。拉长时间线来看，

2019-2022年受理的 8436件民事二审实

体案件中，计算机软件纠纷1743件，占比

也达到两成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软件著作权侵权

案件中，往往存在着直接举证责任难度大

等问题。此次判决也给出了堪称“教科书

式”的结果，即部分代码在具有独创性、构

成相对完整的表达的前提下可视为作品

的认定。在二审过程中，群核科技曾主张

涉案代码属于三维家软件产品中的部分

代码，不能独立运行因此无法独立实现功

能，不属于著作权法所称作品。

而最高人民法院在终审判决书中明

确，“涉案权利代码由七个代码文件组

成，是涉案软件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

该部分代码亦可以较为完整地实现涉案

软件的线框图功能，可以认定为创作完

成的作品，三维家公司作为在作品上署

名的人，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有权利

就涉案权利代码主张著作权”。

家居设计软件部分代码是否受保护？1

两大头部企业“扯头花”近 年
家居设计软件行业产权产权保护和创新亟待加强

4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就杭

州群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群核科技”）侵害了广东三维家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维家”）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最终

驳回群核科技上诉，维持原判，三维家获得胜诉。
由于双方两家公司均是家居设计软件领域的头

部企业，彼此之间这起拉锯近4年的侵权纠纷在行业
内引起不小的讨论波澜。针对此次诉讼结果，记者
近日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分别向群核科技、三维
家等方面发起采访。截至发稿前，两家公司暂

未作出正式回应。

从企业发展时间轴来看，这数次的

官司诉讼几乎贯穿两家公司发展的重要

节点。在 2019 年首次诉讼交锋中，三维

家、群核科技于当年10月分别完成C轮、E
轮融资，彼时三维家融资金额超过5亿元，

群核科技的估值金额也超过10亿美元。

2021 年，成立 10 年的群核科技曾多

次冲击上市，但均铩羽而归。当年 6月，

群核科技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招

股书。同年 11月，群核科技再度传出从

美国改道香港上市的消息，但最终依旧

不了了之。此前，群核科技在招股书上

披露，公司在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

第一季度的营收分别为2.82亿元、3.53亿

元及 1.01 亿元，毛利率分别是 69%、68%
和66%。尽管营收有所增长，但群核科技

一直处于持续亏损状态中，从 2019 年至

2021年3月底，该公司已经累计净亏6.74
亿元。对此，群核科技在财报中称，系研

发、销售和营销费用高投入所致。

同样头顶国产家居工业软件独角兽

光环的三维家，也时常出现在资本市场

上。自 2013 年成立以来，该企业曾获得

阿里巴巴、软银中国、红星美凯龙、广发

证券等资本的青睐，其技术应用范围涵

盖了定制、卫浴、瓷砖、顶墙、铝门窗、整

木等领域。今年6月，在三维家宣布胜诉

的同时，其刚刚完成D轮数亿元融资，投

资方为国科投资、汇川技术，投后估值将

达近6亿美元。

知识产权纠纷贯穿市场竞争始终2

一直以来，家居行业存在着生产端

供应链效率低下、销售端获客难成本高

等问题，行业整体数字化成为了家居企

业降本增效的关键。而相较其他行业的

工业软件发展进程，家居业的工业软件

变革一直稍显缓慢。随着年轻一代成为

市场消费主力，设计风格多样、满足定制

化需求及省心省力逐渐成为他们的消费

新诉求，整家定制趋势应时而起，多品类

融合销售也对于家居企业的设计效果呈

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相应的，具备云原生化、易用、好用

等优势的家居设计软件渐渐受到市场追

捧，其中便包括以群核科技、三维家等企

业为代表推出的 3D 云设计软件。与此

同时，该市场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根据公开市场调研数据测算，2022 年我

国家居设计软件市场规模达104亿元，在

工业软件市场规模中的占比为 3.9%；预

计 2031年将达 382亿元，2022-2031年年

均复合增长率均达15.6%。

不过，按照业内普遍认可的说法，这

类企业单纯靠软件服务如效果图软件，

很难实现规模化盈利，其竞争焦点近些

年也逐渐转向到能否实现设计生产一体

化及前后端打通上。而除了酷家乐、三

维家以外，该赛道上还涌现了打扮家、设

计云、爱福窝、修嗒嗒、圆方软件等企

业。另外，家装品牌、电商平台等近年来

也通过自行研发或与其他企业合作等方

式推出相应设计软件。如近期淘宝新上

线AI装修产品“真能造”，可免费给用户

生成10种风格的装修设计图。

对此，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

张毅向新快报记者指出，家居设计软件

赛道参与者众多，头部竞争日趋激烈。

从一定意义上讲，企业之间通过官司诉

讼等方式，以此消耗对方的精力和时

间，也成为他们在市场竞争中的一种手

段。但从促进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角

度出发，只有通过技术的持续性研发投

入创新，满足和解决消费者的需求痛

点，从而打出专属自身的产品特色、拓

宽好市场，才是这些企业在未来竞争中

的根本出路。

提升技术创新或成行业出路3

■新快报记者 梁茹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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