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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家居类消费增长迅速，旅游游
览、文化艺术体育服务需求旺盛……国
家税务总局5日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
显示，春节假期国内消费市场亮点多、
活力足。与上年春节假期相比，全国消
费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增长 10.8%，
其中，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
长9.9%和12.3%。

补贴政策加力带动家电家居类商
品消费快速增长——

春节假期，在以旧换新政策加力带动
下，消费者“焕新”热情高涨，促进家居家
电产品消费走高。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
售收入同比增长166.4%，其中电视机等
家用视听设备同比增长226.8%。手机、智
能手表等数码产品纳入购新补贴范围，带
动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1.9%。
建筑及装潢材料等与家居装修相关的商
品销售也呈快速增长态势，同比增长
15.5%。

旅游服务消费持续较快增长——
春节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火热，旅游

相关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7.5%。休闲
观光活动、公园景区服务、游乐园服务销
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1.9%、59.5%、
14.1%。民宿行业结合当地特色为游客提
供更加个性的住宿体验，受到消费者欢
迎，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6%。

文化艺术体育服务热度上升——
春节假期，各地围绕冰雪、演艺、民

俗等主题，开展丰富文化活动，文化艺
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3%。其中，
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艺术表演场馆销
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9%、65.9%。春
节假期，体育娱乐及运动健康消费需求
较旺，体育场馆服务、体育健身服务销
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35%和224.1%。

食品类商品消费增势较好——
春节假期，各地食品市场供应充

足，粮油食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

百货零售、便利店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
长5.2%和16.1%。

“春节假期是展望全年经济的一个
窗口。各地在春节期间结合地方文化特
色，不断创新消费场景，进一步巩固消
费回暖势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
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丽芬说，假日市
场活跃繁荣，为提振全年经济增添了信
心，开了个好头。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挪威机器人初创公司1X科技推
出家用双足人形机器人 NEO Beta
可冲咖啡、叠衣服、递送物品，俨然一
位“机器人管家”；美国斯坦福大学等
推 出 家 务 机 器 人 原 型 Mobile
ALOHA，能完成做滑蛋虾仁、拉拉
链、帮助人剃须等“高阶任务”；中国
优理奇机器人科技公司正在逐步推
进机器人“进家”计划……

已在工厂、商超、餐厅等场景逐
步落地的机器人，目前还没有“敲
开”普通人的家门，但最近一年来该
领域的新进展，让人们再次燃起对
机器人“进家”的希望。

——高需求 难上岗——

面对家政、育儿、养老等庞大的
需求缺口，人们对家用机器人的期
待越来越高。然而，此前家用机器人
主要停留于厂商和研究机构的实验
室与宣传片中，在各大展会的亮相
也只是“惊鸿一瞥”。

家用机器人为何迟迟没能“进
家门”？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家用机器
人落地面临的挑战，那便是“家庭场
景复杂多变，人类需求千差万别”，
这对于机器人泛化能力要求极高。

“相比工业场景，家庭场景中的
机器人需要具备很强的适应性，既
要能够处理不同的任务，还要确保
价格落在用户可接受的范围。”优理
奇机器人科技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
行官杨丰瑜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工业机器人已被广泛用于自动
化生产、汽车制造、物流等领域，服
务机器人也逐渐在一些商超、餐厅
用于导购和点菜等。由于技术难度
和安全性要求更高，直接面向消费
者的家用机器人虽然落地相对滞
后，但是发展空间巨大。

在优必选科技创始人、董事长
兼 CEO 周剑看来，智能制造是人形
机器人首个大规模应用的领域，商
用服务场景是机器人最快应用的市
场，而家庭落地场景则是机器人最
具潜力的应用市场。

——路线图 多样化——

推动家用机器人落地，什么才
是“最优路线”？不同企业实现路径
各异，但大家的普遍共识是未来3到
5年，家用机器人一定会在部分家庭
场景中落地。

对于家用机器人来说，家务劳
动就像“升级打怪”。清华大学交叉
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许华哲预计，
未来5年，家用机器人“进家”很可能
从最简单的单一场景任务开始，最

容易实现的就是“抓取和放置”。比如，可
能出现一个扫地机“升级版”，除扫地外还
能完成收拾桌面、扔垃圾等简单任务，随
后再过渡到更复杂的叠衣服、整理床铺等
高精度操作。

杨丰瑜也认为，家用机器人会在3到
5 年内逐步进入更多家庭，在清扫、洗衣
等特定任务场景中展现价值，这一阶段的
重点在于通过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并不
断优化用户体验。

在外观设计方面，未来家用机器人也
不一定会采用人形机器人形态，即拥有运
动控制能力要求较高的双足双手。

“家用机器人不需要完全模仿人类的
形态，而是更注重功能与家居环境的融
合。”杨丰瑜说，出于便捷性及成本考虑，
其公司研发的机器人Wanda就采用轮式
底盘设计。

美 国 机 器 人 初 创 公 司 Weave
Robotics 发布的家用机器人 Isaac 也采
用轮式底盘和双臂夹爪设计，其夹爪能捡
拾玩具、为宠物更换食盆、给人端红酒。这

两家企业是少数选择直面家庭客户的机
器人公司，前者计划到2025年秋季交付
首批30台Isaac，后者也正向目标家庭用
户分批交付产品。

“如果机器人能解决在泛化要求高的
消费者端的问题，再进入泛化要求低的商
业端实现更多任务也比较轻松。”杨丰瑜
说。

出于安全性考虑，也有厂商选择让机
器人在进入家庭前先在养老院等“中间场
所”试水。中国乐聚机器人公司与养老机
构探讨合作，该公司研发的“夸父”机器人
正在接受送水、送饭、送药等任务训练。

——观未来 存挑战——

业内专家预计，未来5到10年内，随
着视觉、听觉、触觉等感知系统以及末端
泛化操作水平的进步，家用机器人有望普
及。这不仅需要技术突破，更依赖于消费
者接受度的提升和市场的逐渐成熟。

要为机器人“进家”铺好路，还需要诸
多前瞻性思考与准备。首先就是安全性问

题，在家里机器人与人类朝夕近距
离接触，必须在技术层面保证与人
的利益“对齐”。

“我们需要制定严格的安全标
准和规范，确保机器人在各种情况
下都不会对人类造成伤害，包括物
理安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优
必选科技副总裁焦继超说，在为机
器人设定任务目标时就应确保这些
目标与人类的期望和利益相一致。

未来，当机器人成为家庭一员，人
机关系也会发生深刻变化，甚至可能
重构我们对社会互动的理解。针对相
关领域的前瞻研究应尽早展开。

杨丰瑜说，以儿童教育为例，如
果机器人设计得当、使用合理，可以
成为培养同理心和合作精神的工
具。但如果父母在儿童教育和陪伴
过程中过度依赖机器人，长期与机
器人互动的孩子在情感共鸣、同理
心等方面可能有所欠缺。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酒店太贵了，#饭店太贵了，
不出去玩了便宜可以考虑，我没钱我
一分钱都没有，#奶茶好贵我从来没
有喝过，有没有0.01的羽绒服……”
这段带着话题“#标签”、让人有点摸
不着头脑的评论，是用户为对抗“大
数据杀熟”精心撰写的反向评论，其
内容虽略显夸张，却囊括了衣食住行
等日常消费，目的是“驯化”大数据，
争取相应权益。（1月20日光明网）

数字浪潮席卷之下，大数据已
然深度嵌入公众的日常生活。从外
卖、快递、网约车的便捷选择，到机
票、酒店预订等旅行规划，公众衣
食住行、社交互动中都有大数据的
身影。然而，“同样的路程，不同用
户车费不同”“同一件商品，换个账
号就能有 10 元差价”“多次浏览后
价格自动上涨”……打开社交媒体
平台，消费者关于“大数据杀熟”的
吐槽不胜枚举。这些看似不经意的
数字游戏，实则是对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侵蚀。中国消费者协会最新数
据显示，“平台经济‘大数据杀熟’
频现”仍然是2024年上半年十大消
费维权热点之一。

不同于传统商业规则中的杀
熟，大数据杀熟往往更有杀伤力。
一方面，它更精准——通过数据分
析，商家能够准确识别出消费者的
支付意愿上限，从而实现利润最大
化。一旦消费者因为信任或习惯省
去“比价”环节，就容易成为“杀熟”
的对象。另一方面，它更隐蔽——
大数据杀熟频频得手的背后，是算
法机制对消费者权益的不断试探。
当大数据杀熟成为平台的常规操
作，陷入“十面埋伏”的消费者不仅
难以逃脱，也很难进行有效维权。

某种程度上说，“反向驯化”
是消费者的自救“突围”。为了避
开平台的用户画像，他们当起了

“伪装者”，装新用户、装不常用、
装不喜欢，隐藏自己在网络平台
上的行为轨迹，干扰算法对用户
消费偏好的推测；化身网络“穷
人”，在各大平台展开赛博哭穷，
企图以此混淆算法对其经济状况
的判定，进而获得“优惠价”。从当
前的反馈看，一波反向操作后，确
有部分商品的价格存在一定程度
的下降，但其背后付出的人力、精
力成本，也让本应便捷的在线服
务，变得令人疲惫不已。

必须认识到，无论是“赛博哭
穷”，还是“反向驯化”，其本质都是
消费者对交易公平的呼唤。当前，
数字技术对公众生活数据的记录
几乎无孔不入。与千变万化的算法
机制相比，纯“手动”的反向驯化不
仅精力有限，也很容易被技术识
破。面对人与技术、平台之间不断
加重的权力失衡，抵御大数据杀
熟，仅靠用户“变脸”，还远远不够。
对此，既要完善治理体系，以刚性
手段推进平台算法和治理透明化，
倒逼平台诚信经营；也要实现技术
升级，推进“反杀熟”等甄别技术的
研发和应用，为消费者提供价格监
测、隐私保护等实用手段，以技术
制衡技术，守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来源：广州日报

春节消费市场有哪些亮点？
发票数据告诉你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读懂“反向驯化”

背后的期待
□刘硕

家用机器人何时来“敲门”
□新华社记者 彭茜 张漫子

2024年9月3日，客户在体验陪伴机器人。在唐山市高新区机器人展示体验中心，一款陪伴机器人成为客商们争相体验
的“明星”产品。只需要把手臂放入机器人，就能快速检测心率、血压、血氧等多项健康指标。 □新华社供图

这是2024年11月9日在第七届进博会服务贸易展区伊藤忠商事展
台拍摄的痴呆症护理辅助机器人。

第七届进博会服务贸易展区以数字化为轴，形成“绿色低碳、稳链强
链、数智未来”三位一体的展区主题。展区致力于服务全行业数字化转
型，持续为实体经济聚智赋能。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2月4日，游客在河北省遵化市
团瓢庄镇一处雪乡景区游玩。

春节假期，多地景区景点的特
色冰雪旅游项目和冰雪运动场所
迎来众多市民游客。人们体验冰雪
乐趣、欢度新春佳节。

新华社发（刘满仓摄）

秀秀咱的冰雪热度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记者董
瑞丰）正月初六迎来立春节气。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王健全表
示，立春标志着春天的开始，气温逐渐
上升，比较适合老年人进行户外活动，
建议适量增加舒缓运动。

王健全建议，老年人可选择在公园
或河边空气清新的地方散步，每次半小
时到一小时，也可以打太极拳或练八段
锦，有效锻炼身体协调性和平衡能力。
对于身体状况比较良好、有一定运动基
础的老年人来说，可以进行广场舞等强
度中等的运动。

王健全提醒，老年人运动还有一些
注意事项，比如做好热身、注意保暖、补
充水分。运动宜舒缓，强度不宜过大。

专家建议立春后老年
人增加舒缓运动

新华社天津2月5日电 （记者张
建新、栗雅婷）春节假期结束后，有些人
会感到疲倦、昏昏欲睡、精神不济、情绪
低落，还可能出现恶心、腹泻、食欲不振
等胃肠道不适。专家表示，这有可能是

“节后综合征”的表现，可以从调整作
息、适当运动、健康饮食等多方面进行
调整。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全科医学二
科主任医师李俊峰表示，“节后综合征”
是假期后常见的身心反应，突然从“假
期模式”切换到“工作模式”，不太适应
也属正常。假期作息紊乱、过度兴奋及
劳累、手机等电子产品使用时间过长、
饮食不规律等都是“节后综合征”的诱
因。

面对“节后综合征”，该如何调整？
李俊峰表示，有“节后综合征”也不必太
担心。从医学角度来讲，“节后综合征”
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病症。很多人在节
假日会熬夜，再加上路途奔波，生物钟
完全被打乱，节后要及时进行作息调
整。饮食上应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多
吃新鲜蔬果，减少肠胃压力。

专家还建议，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
可以保持身体活力，不仅有助于提升工
作效率，还能缓解“节后综合征”带来的
疲劳感。同时节后回到工作中，要积极
调整心态，多与人交流，给自己和他人
以正向的心理暗示。

节后如何恢复活力？
专家来支招

新华社天津2月5日电 记者近日
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两款分别适用于
苯丙酮尿症、甲基丙二酸血症和丙酸血
症罕见病患儿食用的特医食品获得产
品注册，实现国产产品零的突破，有利
于提升罕见病特医食品的可及性。

这是市场监管总局首批适用优先
审评审批程序的快速审批产品，其审评
时限从 60 个工作日压缩至 20 个工作
日，并优先安排对其进行现场核查和抽
样检测。据介绍，苯丙酮尿症、甲基丙二
酸血症和丙酸血症均属于氨基酸代谢
障碍类罕见病，特医食品是此类罕见病
临床治疗中的主要治疗方式，患者需及
时、终生、足量使用特医食品。

两款罕见病特医食品

通过注册审批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记者魏玉
坤）记者5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随
着一系列举措发力显效，我国社会物流
成本呈稳步下降态势。最新统计核算结
果显示，2024 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
与 GDP 的比率为 14.1%，比 2023 年下
降0.3个百分点，降至2006年正式建立
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

从主要物流环节来看，2024 年，运
输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下降 0.2 个百分
点，管理费用与GDP的比率下降0.1个
百分点。

2024年我国社会物流总
费用与GDP的比率降至
历年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