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姓关注
责任编辑：刘玉槐  美编：唐君恺  校对：董建敏 2022 年 9 月 22 日    星期四

8版

本社地址：宝鸡市经二路东段 5 号        邮政编码：721000        网址：www.cn0917.com        办公室电话：（0917）3214884        电子邮箱：bjrbs@vip.163.com         投稿邮箱 :bjrbbjchb@163.com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917）3273248     广告热线：（0917）3273352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6103001000003      发行热线：（0917）3273234     定价：每月36元   零售每份2元      宝鸡日报印务有限公司印

宅在家里，不用自己动手，
衣食住行都能搞定。如今，借助

“互联网+”，以智能家电、上门
服务、预制食品等为代表的“网
宅经济”快速兴起，受到年轻人
的追捧，然而，不少人却担心年
轻一代因此变成网络的附庸。

网宅经济实际上是消费者
花钱买服务。或者说，消费者可
以花钱，买到更多高质量的个性
化服务。就像洗衣机的出现，让
人们不再用搓板洗衣服，自行车
的出现，让双脚不再长途奔波一
样，正是因为有了现代科技的进
步，我们才有了更多省时省力的
选择，才有可能享受到更加便利
的生活，并可以在自己不擅长的
领域偶尔“懒一下”。因此，网宅
经济是科技发展的象征，更是社
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从这个角度
来说，年轻人能积极接受新事
物，享受时代发展的红利，是值
得肯定的。

但 是，也 应 该 看 到，一 些
年轻人因为过度沉溺“网宅经
济 ”，变 得 既 宅 又 懒，失 去 与

他人沟通交流的兴趣，长此以
往，身心都会受到损害。需要
强 调 的 是，“ 网 宅 经 济 ”的 多
样化与“劳动光荣”并不矛盾。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劳动最光
荣”，劳动的过程中，激发了人
们创造的热情。在当下快节奏
的工作生活中，人们愿意付一
些费用，节约一些时间，让自
己得到更好的休息，或者把精
力放在自己更擅长的事情上，
这是社会分工细化的体现。如
果只是一味地享受科技进步
的 便 利，放 弃 基 本 的 社 交 活
动，只是借助外卖、服务、智能
家电，享受生活，变成真正的
懒人，就不足取了。

“网宅经济”的基础是科技
的进步。从钻木取火到电灯的发
明，从烽火台传信到电话的发
明，都是人们不断解放双手，将
劳动过程变得更加简单、迅捷的
过程。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正确驾
驭网络，让网络为我所用，而不
是当网络的奴隶，成为“网宅经
济”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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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看待网宅经济
关华

解放双手的高科技家用电器、优质高效的上门服务……“网宅
经济”已经渗透到宝鸡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现代生
活新风

尚

本报记者 郑晔

网宅经济

智能扫地机新品成市民新宠

智能马桶深受消费者喜爱

不断升温

“网宅经济”方兴未艾

周末的早上，家住市区新苑路的

小周晨练回来，熟练地用指纹密码打

开家门。“打开窗帘”“打开客厅空调，

25 度！”一进门，她就发出一系列指

令，家里立刻变得明亮、舒适。

冲完澡，她用智能面包机和破壁

机做个简单的早餐。吃饭的时候，她

顺手用手机App 开启扫地机器人，

一边用餐，一边看着圆鼓鼓的机器人

前前后后地忙碌；打扫完，机器人还

会自己返回充电座充电。

到了中午，小周不打算吃外卖，

就在生鲜平台买了一些新鲜食材，不

一会儿就送到了家。吃完饭，启动洗

碗机，也避免了洗碗的麻烦。

这是小周周末的休闲时光，也是

她精心打造的精致生活。她说：“我

不喜欢拖地，更不喜欢洗碗，出去锻

炼也不喜欢带着钥匙。去年装修新家

的时候，我就通过安装智能家居用

品，让自己从家务中解脱出来。”

不愿意手捧手机，买一个懒人支

架；不愿意跑腿去买药，网上下单几

分钟送到；就连许多餐厅堂食送餐，

都用上了机器人服务员。小周说，在

和朋友的交流中，她发现，因为“宅”，

大家都享受过各式各样的新服务。但

是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些服务让大

家感受到更大的便利和乐趣。

懒人沙发、电动牙刷……细想起

来，“网宅经济”已经渗透到市民生活

的方方面面。所谓的“网宅经济”，也

叫“懒人经济”，电子商务、网络购买

商品和服务是其主要内容，即足不出

户通过网络或电话订购自己所需要

的商品和服务。一位长期研究社会经

济学的资深人士认为，“网宅经济”实

际上是满足一种新型的消费需求，从

本质上讲，是基于人们想省时省力、

图方便的想法催生的。随着现代人生

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在工作、通勤和

社交之外，渴望更多属于自己的空

间。因此，干家务、购物等活动能省则

省，能有替代品就使用替代品，于是

“网宅经济”便应运而生。

尽管“网

宅经济”的提

法由来已久，

但真正开始

蓬 勃 兴 起

也 就 是 近

几 年 的 事

情。据国家金

融与发展实

验室发布的《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指数

报告》显示，我国居民消费向发展和享

受型倾斜。2018年以来，扫地机器人、

电动牙刷、洗碗机销售同比分别增长

132%、122%、121%。仅2018年，中国

人因为“偷懒”创造了超160亿元的产

值，增长了70%。2021年，我国智能家

居设备市场出货量超过 2.2亿台，预

计2022年出货量将突破2.6亿台。

需求旺盛

“网宅经济”丰富多元

科技是由人的需求推动的。实

际上，“网宅经济”业态因需求旺盛

而火爆，因新的需求而变得更加丰

富而多元。

首先是产品。人们有需求，市

场有回应。记者在位于市区金

台大道的某家居城看到，智

能马桶、智能直饮水机

等产品，都占据各品牌卖场的中心位

置，向客户重点推介。某品牌的最新款

智能马桶，除了加热、冲洗等功能外，

甚至还增加了脚感冲水功能。“有了这

个功能，都不用手动按钮去冲水，脚轻

轻一抬就完成了。”销售人员介绍说。

“全屋智能是流行趋势，建议你

装修时提前布线，否则后悔都来不

及。”市民高女士最近准备开始装修

房屋，和设计师一沟通，才发现智能

家居已经成了新一轮装修的热点。设

计师告诉她：全屋智能可以实现对

灯光、电器的智能化控制以及防盗等

功能，让家居生活更加美好。据介绍，

根据智能程度的高低，市民安装全屋

智能的费用通常在 4000 元至 30000

元之间，“年轻人安装得比较多。”市

区高新大道一家装饰公司的设计师

杨伟明说。

其次是服务。在有市场代劳的情

况下，更多的人愿意为生活便利和舒

适付费，这样，可以省出更多的时间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27 岁的小尹刚刚有了自己的小

家庭，但他和妻子都不喜欢洗菜切

菜。自从在超市发现了预制菜后，仿

佛给他们打开了新生活的大门。切好

的肉片、码好的配菜，拿回家，只需

要按照菜谱加工一下就好了，省事省

力。“我现在已经学会做

‘清熘鱼片’‘酸菜老

鸭汤’这样好几道

高大上的菜品

了，家人都对

我刮目相看。”小尹不

无得意地说。此后，他们

经常通过网络购买预

制菜，丰富自家的餐桌。

如今，在我市，迎合市

场需求加工预制菜的企业已

经有近十家。在金台区牛氏庙

农达康蔬菜精深加工车间和丰

谷中央厨房，一体化的蔬菜加工

生产线让农产品加工变得异常简

单——在这里，一筐筐土豆从分拣、去

皮、清洗到切片或切丝，只需短短几秒

钟；之后，干净新鲜的蔬菜被包装成

袋，消费者购买后可直接烹饪。每天，

仅这里就要向我市及西安市场通过冷

链输送4万份半成品“美味菜肴”。

在“网宅经济”盛行的当下，我市

的企业也不甘落后，在巨大的市场份

额中分一杯羹。从真空包装的擀面

皮，到机器做的正宗臊子面，都借助

发达的物流和高智能的专业设备，为

“网宅经济”的发展壮大再添一把火。　　

取舍在人

理性对待“网宅经济” 

“‘网宅经济’的兴起实际上是社

会文明的体现。”陕西省社科院宝鸡

分院特约研究员王恭说。王恭解释

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各类家用

智能产品层出不穷，行业划分也越来

越细，这就使得更多的市民能享受到

现代科技的便利，也把人们从繁重的

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提高了人们的

生活品位，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王恭也提出，“网宅经济”

的确方便了人的生活，但过度依赖则

不可取。他提出，很多年轻人热衷于

点外卖、叫人跑腿，“能叫手机办的事

情，绝不自己干。”抱着这样的想法去

生活，以致丧失基本的生活能力和社

交圈，长此以往，肯定会影响身心健

康。因此，他建议，不论“网宅经济”发

展到什么程度，决定性的因素始终在

人。因此，要正确处理好智能家电与

家务劳动的关系，在空闲的时候，也

要适度放弃扫地机、洗碗机等智能家

电，享受劳动的快乐。

“网宅经济”的快速兴起伴随着

安全和服务质量如何保障。记者在

我市某社交平台搜索“上门”，出现

“上门美甲”“上门收纳”“上门换窗

纱”“上门遛猫遛狗”等多种服务项

目，而评价中，不乏“乱报价”“与约定

服务不符”等投诉。此外，由于相关管

理机制不健全，一些上门服务存在一

定的安全隐患，客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由此看来，“网宅经济”的发展还

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智能炒菜机让人做饭更加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