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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国电视开机率跌至 30%”冲上热搜，“电视机是否会被淘汰”受到关注。电视机

日均开机率下降的原因，既有小屏崛起带来的外部冲击，也不乏使用体验差等自身问题。专

家认为，坚持产品创新、提升用户体验，有助于让电视重新赢得消费者青睐。

阅 读 提 示本报记者 赵欢

“租房两年，电视一次都没打开过。”近

日，在山东烟台工作的李女士告诉记者，对她

而言，电视成了房间内最用不上的物件，“甚

至动了搬走它的念头”。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4 年中国智

能电视交互新趋势报告》显示，自 2016 年以

来，我国电视机日均开机率经历断崖式下跌，

由 70%下降到 2022 年的不足 30%。日前，“我

国电视开机率跌至 30%”冲上热搜，“电视机

是否会被淘汰”受到关注。

曾经，电视机是家家必备的家电产品，常

年占据客厅“C 位”。而如今，不少居民表示

家里的电视机“好几个月没打开过”“放在那

落灰”。电视为何不再“受宠”？谁还守在电

视机前？电视机能否重回客厅“C 位”？带着

这些问题，《工人日报》记者展开了采访。

小屏冲击、体验感差等“劝退”观众

就当下电视开机率话题，记者采访了多

位消费者，不少人给出了“不怎么看了”“近期

几乎没打开过”的回答。不爱看电视的原因，

既包括手机、平板等小屏崛起带来的冲击，同

时不乏电视自身存在的使用体验差等问题。

“现在手机、平板等多种设备小巧便携，

可以随时随地刷短视频、看剧，生活中根本用

不到电视。”李女士说，小屏设备观众自主可

控，能倍速、能暂停，想看什么节目就能选什

么节目；而电视因为位置固定、单向传播等特

点，对于想要随时随地获取信息并实时互动

的用户来说，有些缺乏吸引力。

电视操作复杂，也是不少人心生“嫌弃”

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电视开机率跌至 30%”

的热搜话题下，有网友表示，打开电视需要两

个遥控器配合，步骤繁琐，在电视上找某一频

道较为麻烦。“别说是家里老人了，年轻人开

个电视都要好好研究一会儿。”采访中，不少

受访者也表示，电视开机后一般要看 15 秒～

20秒的广告，页面才能跳转，如要观看电视频

道，需要再进行手动操作，而要想跳过广告，

就必须充会员。

“不是电视不想开，是电视会员开不起。”

来自广州的郭先生说，无论是电视机自带软

件，还是各视频平台的电视端，几乎都得充会

员后才能观看完整的节目。“更糟心的是，电

视端和手机端会员不通用，手机端充了 VIP，

还得加钱充 SVIP 才能在电视端使用。”郭先

生表示，这种操作是“劝退”他看电视的主要

原因。

在多数消费者心中地位依然稳固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电视机在一部分

年轻消费者心中的地位依然稳固，只是他们

对于电视的需求变得更加个性化。

“屏幕大是电视吸引我的主要原因。”26
岁的陆女士有在家中锻炼身体的习惯，她告

诉记者，自己锻炼时会打开电视，将掌上游

戏机和电视连接起来。“掌上游戏机的小屏

幕看起来费劲，尤其是做有氧拳击、健身环

等几项运动时，跟练很不方便。把画面传输

到电视上，看得更清楚，锻炼效果也更好。”

陆女士说。

不少消费者和陆女士一样，对电视机的

大屏青睐有加。常住北京的 80后胡先生每次

看球赛，必定会打开家中的电视机：“大屏比

小屏的冲击感更强，视听效果更好。”

与此同时，电视依旧是一些中老年人观

看新闻、影视剧的主要渠道。对于他们而言，

在某时段收看某电视节目，仍是固定动作。

75 岁的赵爷爷告诉记者，他保持每天收看新

闻联播和天气预报的习惯。“对我来说，没有

能替代电视机的产品。”赵爷爷说。

在一项“你认为电视机会被淘汰吗”的网

络投票中，52.5%的网友持否定答案。在他们

看来，电视是家务伴侣，是做饭期间的背景音

乐，是避免冷清的氛围感“神器”——可以不

看，但必须开着，“听个响儿”也是种乐趣。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会长彭健锋表

示，现代生活繁忙和移动终端普及必然会导

致电视机日均开机率下跌，但电视或者说客

厅大屏永远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从使用场景

看，电视直播、视频点播、运动健身、主机游戏

等应用，在大屏上的体验感是‘秒杀’小屏

的。”彭健锋说。

双管齐下重新赢得市场青睐

根据奥维云网 2023年国内彩电市场出货

报告，65 英寸是电视机销售量额正负增长的

分界线。2023 年，65 英寸以下中小尺寸电视

机销售均负增长，而 65 英寸以上所有大尺寸

电视几乎都保持正增长，其中，75英寸以上超

大屏量额实现 2倍以上的增长。

彭健锋认为，随着我国平板显示产业的

崛起，大屏电视的价格越来越亲民，“换台大

电视对提高消费者美好生活品质的效果是立

竿见影的”。

当下，“好电视”的标准持续抬升，超大、

超清、超薄、超护眼等多元需求涌现，智能化

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希望电视机能像手

机一样交互，实现左右滑动、手动点按等，而

不是只能依靠遥控器操作。”陆女士表示，从

触屏到手势、体感，她对具有智能交互功能的

电视机十分期待。

彭健锋认为，一台超高清智能电视好比

一套精美的餐具，要把“美食”做好，人们才

有更多使用“餐具”的动力。未来，可以通过

市场化手段推动电视节目和大屏应用加速

创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视听、娱乐和生

活需求。

除了做好“美食”，也必须优化“餐具”的

使用体验。彭健锋表示，有关部门正在推动

视听友好工作，电视和机顶盒遥控器“二合

一”等工程将有助于大幅提升用户体验。

2023 年 8 月以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

有线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三大领域开展

了“双治理”工作，即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

复杂治理。目前，已达到“收费包压减 50%、

提升消费透明度”的治理目标。

“坚持产品创新、提升用户体验，双管齐

下有助于促进电视市场的繁荣，让电视重新

赢得消费者青睐。”彭健锋说。

视听娱乐需求不断升级，“好电视”标准持续提高

开机率断崖式下跌，电视机如何重回客厅“C位”？

本报记者 王羡茹 周怿

随着激昂的喊麦声以及按铃器叮当声响

起，一件件商品流水般被送上直播间，成千上

万的消费者在主播卖力的推销下点进购买链

接……如今，网络直播间已成为线上消费的

重要场所。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3年 1月～10
月，网络直播销售额超 2.2 万亿元，同比增长

58.9%，占网络零售额的 18.1%。然而，随着市

场规模快速增长，直播带货乱象频发，直播电

商成为监管重点对象。但记者采访调查发

现，在严监管之下，一些直播带货“套路升

级”，部分商家为牟利深入“研究”消费者心

理，不断打“擦边球”规避监管，侵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手段更隐蔽，消费维权难度增大。

制造“1元书”等低价噱头引流

“1元 1本书便宜卖了”“图书论斤卖”……

今年以来，不少图书直播间挂上类似标题，出

现在用户的直播首页中。一些消费者被吸引

进入直播间后，才发现真正能够以 1元购得的

图书只有一两种，并且这些书籍多为短篇名

著、养生指南等，畅销书仍需原价才能购得。

图书主播李浩向记者表示：“现在图书直

播行业竞争太激烈了，有时候只能用这种 1元

或是其他低价标题吸引用户点击进入，以增

加直播间的人气和曝光度。”

记者采访了解到，出于成本考量，这种低

价售卖的图书多是公版或成本较低的图书，

包括一些库存书、畅销书的旧版以及部分销

量不好的书。

同时，这些低价销售的图书，质量也难以

保障。北京图书爱好者徐宗伟曾出于好奇，

在某“论斤卖书”的直播间里，花 15.8元买了 1
斤图书，一共 5本。“其中 3本书的书皮特别皱

巴，字也很小，翻开书油墨味很大，装帧很差，

感觉下一秒就要散架了。”徐宗伟说。

因为价格低、维权繁琐，徐宗伟自认倒霉

未找商家协商退货。“就当买了个教训，之后

我再看到这种低价卖书的直播间，就赶紧划

走了。”徐宗伟表示。

用“假身份”换观众“真共情”

除了“低价”乱象，直播平台上还存在以

“大学生”“医生”等身份进行直播引流带货的

现象，直播地点有的在校园、有的在医院、有

的在工厂。

大学生王若经常观看直播，她告诉记者：

“因为我自己是学生，所以对一位自称是‘大

学生’的主播比较信任。但在她的直播间里

买了一款护肤品后，发现产品效果并没有她

介绍的那么好。”

这时，王若才开始怀疑，自己碰上了披着

“假学生”外衣的“真主播”。“虽然她简介里有

‘大学生’标签，但未必真的是大学生。哪有

学生一天到晚都在直播带货的，难道不用上

课吗？”王若说。

有业内人士透露，类似“角色扮演”在直播

带货中并不鲜见。观众以为看到的是个人主

播，其实背后都有团队包装。所谓的“大学生”

“医生”等身份，只是主播扮演的角色，目的是

为了让观众产生共情，方便更好卖货。

“表演能力强、表达能力强、有应变能力，

这些是招募主播的标准。这种‘假身份’主播

即便被揭穿，甚至被举报关闭直播间或是封

禁账号，影响也不会太大，换个新账号又可以

继续开播。”该业内人士说。

玩文字游戏误导消费者

近日，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赵先生点进

一个白酒直播间，赫然看到链接上写着“53度

贵州茅台酒 1599元一瓶”。

“市场上，53度飞天茅台价格在一瓶两三

千元，但一些平台有秒杀、抢购活动，确实会以

1500 元左右的价格销售。”赵先生表示，当时

主播声嘶力竭地表示机会难得，让他以为是商

家在搞促销，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抢了一瓶。

“过几天，酒送到了，才发现买到的是一

瓶 375 毫升的‘巽风’茅台。”赵先生回忆说，

“主播介绍时只说是正品茅台，假一赔十，却

只字未提酒的品种、规格。如今回过头想想，

真是字字有玄机。”赵先生最终并没有退货，

因为退货还要自掏运费。

有业内人士表示，这是打“擦边球”的常

见套路：商家刻意隐瞒商品关键信息，用似是

而非的内容混淆概念，让消费者产生错误认

识，从而诱导其下单。

黑龙江滨利律师事务所律师田先策表

示，上述套路对消费者的多方面权益造成了

侵犯，但由于商家精于钻空子、打“擦边球”，

消费者维权难度大。他呼吁，监管部门和直

播平台应加大对此类“擦边”行为的监管力

度，切实把消费者利益放在首位，让无良商家

无处遁形。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研究”消费者心理很深入，商家侵权手段越来越隐蔽

直播带货套路“再升级”，消费者维权“有点难”

本报讯 （记者周怿）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火电行业建

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试行）》（以下简

称《指南》），将温室气体管控纳入环评管理，规范重点行业温

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方法。《指南》将自 2024 年 7 月

1日起施行。

生态环境部环评司有关负责人介绍，火电行业是大气污

染物和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源，在火电行业开展建设项目温

室气体排放环评，有利于发挥环评源头控制作用，促进协同减

污降碳技术措施的示范应用，进一步提升火电行业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水平。

《指南》聚焦行业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源项，暂未对协同处

置固体废物的火电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

提出要求。

该负责人表示，考虑到全国碳市场建设运行的持续深入，

未来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可为全国碳市

场配额总量目标及分配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并起到增量预

警作用，为做好统筹衔接，确保核算边界与结果既统一又有可

比性，《指南》将核算边界分为主要边界与其他边界两类，其

中，主要边界与目前碳市场管控核算边界（发电设施）一致。

发挥环评源头控制作用

温室气体管控纳入火电项目环评管理

本报讯 （记者邹倜然）近日，长三角三省

一市首次联合发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事项

目清单。清单包含建设轨道上的长三角、长

三角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一张网、长

三角“跨省高效办成一件事”、医保跨省结算

提质扩面、长三角养老服务一体化、长三角

“一卡通”提质扩面、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打造“东方山水韵 自在长三角”文旅品牌、和

美乡村共建共享等 10个方面实事项目。

在交通出行方面，清单提出建设轨道上

的长三角，长三角地区新增建成铁路里程 660
公里，杭温铁路、池黄高铁等建成通车，沪苏

湖铁路力争通车。长三角新能源汽车充换电

基础设施一张网，长三角地区新建公共充电

桩 7 万个以上，车桩比力争达到 1.9 之内，公

共充电桩累计达到 60 万个以上，加快推动长

三角新能源充换电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在医疗养老方面，医保跨省结算提质扩

面，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病种扩增至 8
个以上，争取社区（乡镇）卫生服务中心以上

的医院全部实现跨省异地直接结算。推进长

三角养老机构等级评定、服务标准、养老护理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结果共享互认。

民生服务方面，全年完成“你点我检”监

督抽检和快检累计不少于 20 万批次，推动重

点品种追溯信息贯通，确保米面油肉蛋奶等

重点食品合格率稳定在 99%以上。实现长三

角 3000 家以上文旅场馆（图书馆、博物馆、A
级旅游景区等）和健身场馆“一卡通用”，“一

卡通”服务项目增加至 70项以上。

长三角发布一体化发展实事项目清单

6月 12日，观众在交易会上参观超声治
疗机器人。

当日，第十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
口交易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开幕。本届交易

会总展出面积为3.5万平方米，汇聚来自全球
10个国家和地区及全国 19个省区市的创新
成果，参展企业近千家。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第十届中国（上海）国际
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开幕

本报北京6月12日电 （记者杨召奎）为维护市场经营秩

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全国市场监管系统近期开展了“特

供酒”清源打链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售“特供酒”违法行为。

为此，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今天提醒广大消费者，警惕“特供酒”

“专供酒”宣传陷阱。

北京市消协指出，在很多消费者心中，带有“特供”“专供”

“内供”标签的产品，有着获取渠道特殊、独家供应、稀有等特

殊属性。一些不法经营者也会让消费者误以为“特供酒”就是

高品质、高档次的品牌白酒，误以为花小钱就能体验到“特殊

产品”。但其实“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等都属于违法商

品，此类产品往往是将小酒厂、小作坊生产的成本低廉的白

酒，经过包装，进行虚假宣传而成，市场上流通的“特供酒”均

为假酒，是不法分子扰乱市场秩序的“工具”。

北京市消协表示，“特供酒”的标识或宣传往往含有“特

供”“专供”“内供”或含有党政机关等类似内容，如“XX 牌内

供酒”“XX 机关专用酒”等字眼，还可能使用与“特供”“专供”

“内供”意思相同或相近的字词及其拼音、英文、谐音等形式内

容，皆为不法分子通过包装和宣传手段进行炒作，赚取不法利

益，属于违法行为。

北京市消协提醒消费者，消费者在酒品消费中应杜绝跟

风、虚荣的消费意识，保持冷静客观的消费心态，从观念上拒

绝“特供酒”，不给不法分子留空子。

花小钱可体验到“特殊产品”？北京市消协提示——

警惕“特供酒”“专供酒”宣传陷阱

本报北京6月12日电 （记者时斓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

布的全国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数据显示，5 月，CPI 同比上涨 0.3%，环比下降 0.1%；

PPI同比下降 1.4%，环比上涨 0.2%。

5 月，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CPI 同比涨幅与上月相

同。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2%，降幅比上月收窄 0.7 个百分点。

食品中，猪肉、淡水鱼和鲜菜价格分别上涨 4.6%、3.3%和

2.3%，涨幅均有扩大；鸡蛋、鲜果和食用油价格分别下降

8.5%、6.7%和 5.1%，降幅均有收窄；牛肉、羊肉和禽肉类价格分

别下降 12.9%、7.5%和 2.9%，降幅继续扩大。

5 月，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0.8%，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

百分点。其中，能源价格上涨 3.4%，涨幅回落 0.2 个百分点；

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0.1%，涨幅回落 0.3 个百分

点；服务价格上涨 0.8%，涨幅与上月相同。

从环比看，CPI 下降 0.1%。其中，食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1%转为持平，非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0.3%转为下降 0.2%。

PPI 方面，5 月，受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及国内工

业品市场供需关系改善等因素影响，全国 PPI环比由降转涨，

同比降幅收窄。从同比看，PPI 下降 1.4%，降幅比上月收窄

1.1个百分点；从环比看，PPI由上月下降 0.2%转为上涨 0.2%，

改变了前 6个月连续下降的趋势。

5月全国CPI同比上涨0.3%
PPI同比下降 1.4%，降幅收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