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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产品&服务&渠道数字化实现增量，企业内部转型

降本增效、驱动成长









数字化技术重塑产品、服务，新市场开拓实现增量。家居智能互联提升用户体

验，有效解决消费者痛点。智能家居市场规模稳健扩张，渗透率处于低位，未

来提升空间巨大。传统家装行业商业模式复杂，弱规模效应限制企业成长空

间，市场规模超 3 万亿元，但区域型装企占比达到 60%~70%。头部企业推动

数字化转型升级&AIGC 深度赋能，全面提效有望实现破局。

C 端数字消费重要性凸显，B 端数字化采购大有可为。

家居品牌布局线上，传统卖场加快数字化转型。中国家居零售线上渠道占比持

续提升，2022 年达到 22.2%。龙头企业持续完善线上布局，服务体验属性类产

品线上销售存在局限性，以线下引流&品牌推广为主；标品属性类产品将线上

平台作为重要渠道，2022 年好太太电商渠道营收占比超 60%。同时，传统家

居卖场推进数字化转型，业务全链路线上化，获取线上流量为门店品牌赋能。

文具线上渠道占比提升，龙头布局快速拓展。中国为全球第二大书写工具市

场，规模稳健成长，疫情加速线上渠道占比提升，2022 年达到 24.4%。天猫淘

宝为主要平台，2023 年销售额实现 398.09 亿元，同比下降 6.09%。晨光股份

积极布局线上渠道，规模快速扩张，2023 年上半年同比增长 60%。

跨境电商维持高景气度，品牌出海空间广阔。海外主要市场消费者跨境电商使

用率超过 30%，销售额占比仅个位数水平，未来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全球 B2C  

跨境电商市场规模有望以 29%的 CAGR 快速成长，中国跨境出口产品最受消

费者欢迎，因而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规模不断扩张，B2C 模式占比稳步提升。

采购数字化降本增效，政策助力渗透率提升。2022 年，中国企业采购规模达

173 万亿元，其中数字化采购为 14.32 万亿元，渗透率达到 8.26%，同比提升

1.02 pct，未来在产业数字化进程中仍具备较大提升空间。驱动来看，政策发

布支持数字化转型，合规要求央国企采购数字化，超四成央国企渗透率超过

50%；数字化采购全方位实现成本节约，转型过程中供应链采购、管理、运营

成本明显下降，且全链条协同响应速度提高 21%。

轻工制造企业管理数字化转型，工业 4.0 改造生产。行业龙头在把握外部环境

数字化（如产品数字化、渠道数字化）所带来的新市场机遇的同时，也对自身

内部经营能力进行数字化建设，强化整体的经营竞争力。同时，制造端推进数

智化生产，工业 4.0 应用建设先进工厂，实现生产效率明显提升，并降本增效。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轻工制造行业存在以下机会，1）产品及服务数字

化，智能家居市场渗透率处于低位，未来成长空间巨大，家装产业数字化转

型破解规模困局；2）渠道数字化，家居及文具等消费行业线上渠道持续发展

，跨境电商品牌出海快速成长，B 端采购数字化具备万亿级市场；3）企业内部

管理数字化转型及工业 4.0 改造生产，提效降本促进利润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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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数字化技术重塑产品、服务，新市场开拓实现增量

 （一）家居智能互联提升体验，低渗透率维持快速成长

 

家居产品数字化发展，智能家居进入全面爆发阶段。智能家居是以住宅为载体，利用新一

代通信信息技术，实现系统平台、家居产品的互联互通，满足用户信息获取和使用的智能化生

活服务系统，具有集中管理、远程功能控制、场景互联互通、自主学习迭代等功能。当前各行

业龙头均积极推进生态圈布局，大量投入研发实现技术突破，解决消费者痛点，有效地提升了

消费者体验，部分品类已实现快速成长，未来其余品类均有望迎来快速发展。

 

 

图1：中国智能家居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 

 

智能家居市场稳健扩张，智能家电占比过半。据 Statista 统计数据，中国智能家居市场规

模已于 2022 年达到 6,515.6 亿元，同比增长 12.33%，6 年 CAGR 为 16.48%，预计 2023 年将达

到 7,157.1 亿元，同比增长 9.85%。品类拆分来看，智能家电、家居安防、控制与连接为最主

要的市场，分别占比 51.94%、15.03%、13.79%。

  图2：中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亿元）  

 

 

 

图3：中国智能家居细分板块占比（2022 年，按收入）

  资料来源：Statista  资料来源：Statista 

 

中国智能家居渗透率处于低位，未来提升空间巨大。据 Statista 统计数据，2022 年，中国

智能家居渗透率为 16.63%，全球、美国及欧洲分别为 14.19%、43.8%、17.85%。展望未来，伴

随中国智能家居产业进入爆发期及中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中国智能家居渗透率将稳步提

升，于 2028 年达到 39.19%，较 2022 年提升 22.56 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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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数据为支撑，准确理解用户行为，精准、主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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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云平台、云计算的优势特点，延伸数据采集范围，

• 洞察用户需求，通过用户调研与大数据分析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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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种类单一，无法适配多样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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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全球及各区域、国家智能家居渗透率

 资料来源：Statista 

 

提高舒适度、解放双手、手机/语音操控是核心需求。据 CBNData 调研数据，消费者选购

智能家居的基础述求主要在于提高居住舒适度 （63%）、高实用性而解放双手 （55%）、能手

机/语音操控 （43%）。同时，提高安全感 （41%）也是重要述求之一，尤其是养宠一族及有娃

家庭对安全感的述求更加强烈，具体体现为外出时查看家中情况、时刻看到孩子成长瞬间、独

处时自由安全的空间等。

  图5：消费者心目中的理想智能家居功能（2021 年）  

 

 

 

图6：不同家庭结构对理想智能家居的偏好 TOP5

  资料来源：CBNData  资料来源：CBNData 

 

智能马桶市场规模持续扩张，产品升级深受消费者认可。据观研报告网、奥维云网统计数

据，全渠道来看，2022 年，中国智能马桶市场规模为 150.5 亿元，同比增长 2.24%，销量为 550

万台，同比增长 12.02%。线上渠道来看，2023 年，中国线上智能马桶零售额达到 68.4 亿元，

同比增长 10%，5 年 CAGR 为 14.34%，预计 2024 年将增长 12.3%达到 76.9 亿元；线上销量达

到 308 万台，同比增长 19.7%，5 年 CAGR 为 20.75%，预计 2024 年将增长 18.1%达到 363.3 万

台。智能马桶在传统马桶基础上增加臀部清洗、干燥、除臭等功能，有效提升使用者舒适度及

卫生水平，因而广受消费者认同，实现快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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