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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为“睡眠自由”掏
过腰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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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断涌现的睡眠需求，科技

型企业、家居品牌商、医药保健企业等

纷纷进场掘金。天眼查数据显示，我

国现有 3000 余家睡眠经济相关企

业。其中，约 68%的企业成立于 5 年

内。

地区分布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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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立

数量方面，近几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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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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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的细分赛道，其市场表现

和潜力各有不同。头豹研究院在

《2021中国睡眠经济行业概览》里，将

睡眠经济划分为家居硬件、助眠 APP

和辅助类产品等三大板块。其中家居

硬件类的消费规模占总体睡眠经济的

比例约为 70%，其次则是治疗失眠的

药物和促进用户入睡的保健品等辅助

类产品，消费规模占比约为20%，助眠

APP消费规模最低，约为10%。

在上述的三大板块中，“硬科技”

“床垫”等产品较受市场追捧。以硬件

市场的代表产品睡眠仪为例，2021年

该产品全渠道全年规模为 7.5 亿元，

2022年市场持续扩张，规模有望达到

近10亿元，同比增速25%以上。其中

有超过 40%的睡眠仪企业分布在广

东，聚焦零售业、科技推广、批发行业，

产品以保健类为主。

同时，消费者日常熟悉的床垫产

品也呈现出智能、科技、高端的特点。

诸如可以通过采集睡眠数据、分析睡

眠质量和提供智能化的睡眠方案，对

用户的睡眠环境、睡眠质量和睡眠习

惯进行监测和调节，以帮助用户提高

睡眠质量等。

不过，这些产品是否真正能为消

费者提供足够的满意效果，不少人仍

是“说不明、道不清”，消费者也心存疑

窦。有业内人士指出，睡眠问题成因

复杂，市面上的睡眠产品难以做到针

对性解决每位消费者的睡眠痛点。此

外，产品同质化严重，创新型产品较

少，以及市场监管多有模糊之处，产品

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验证和无明确的

标准要求，这些因素都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睡眠产品的更新迭代与睡眠经济

的持续发展。

一直以来，在豆瓣、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有关失

眠、助眠的话题热度颇高。例如，在豆瓣“睡吧-和失眠说再

见”小组，聚集了超7万名成员，入睡困难、失眠焦虑是他们大

多数人的常态。有网友分享自己失眠多年的帖子，更是引发

不少人的共鸣和讨论。

面对失眠困扰，每个人的应对方法各有不同。苏轼度

过失眠夜的妙法，是“怀民亦未寝”，寻访好友观赏月色；明

代著名画家沈周在“弗能复寐”中，干脆披衣坐起，点上

一盏烛灯，案前习画，夜坐听音。相较古人颇带浪漫色

彩的失眠经历，现代人的“睡眠自救”方法是借助各种

“睡眠黑科技”产品。有些入睡困难的人群，在这一点上

可谓表现得仪式感十足：在睡前的舒缓放松阶段，要先

泡泡脚，点上木质清香的香薰蜡烛；然后躺在记忆功能

的乳胶枕、智能床垫上；打开助眠音频，听着丛林鸟鸣

声、雨打窗户的声音戴上蒸汽眼罩、睡眠仪，闭上双眼。

以上种种物品，都可归纳于睡眠产品一栏。当前，

市面上的睡眠产品不只是局限于床具纺织品，还逐渐拓

展到睡眠保健品、睡眠食品和助眠App领域，再到周边

的睡眠仪、氛围灯、智能床等睡眠硬件产品上，甚至催生

了“助眠直播”“哄睡师”等新兴服务。在社交平台，一些

“哄睡博主”还会通过播放舒缓音乐、冥想等方式帮助粉

丝入睡。

新快报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睡眠神器”“失眠”“助

眠”关键词，显示匹配结果有褪黑素、睡眠精油、助眠喷

雾、助眠香薰、白噪音耳机、睡眠仪等产品，价格从数十

元到上千元不等。据艾普思咨询数据显示，在消费者购

买的助眠产品品类方面，助眠香薰/精油、助眠片和助眠

枕头的销量占比排行前三，分别为 27.78%、24.09%、

14.25%，平均单价为71.21元、56.84元和108.64元。

除了各种助眠产品之外，“哄睡”服务同样颇受部分

消费者青睐。记者咨询一家提供哄睡服务的电商店铺，

发现有文字加语音条、语音通话两种服务内容，价格等

级分为“金牌”“盲盒”“镇店”“神级”“首席”“锦鲤”等六

种，收费价格依次递增。以语音通话为例，按照上述等级，15

分钟内收费20-150元。其中，“锦鲤”等级的语音通话最贵，

每小时收费可达到 520 元。消费者还可指定“哄睡师”的性

别。另外，该店铺当月的月销量已超过2万单。

“睡眠自救”方法层出不穷 催生“哄睡”新兴服务

产品同质化和缺乏标准规范
睡眠经济发展多有掣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