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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虽多但操作繁琐、遥控器按键难以识别、说明书字体太小看不清楚……“越智能越

不会用”是不少老年人在使用智能家电时面临的难题。专家认为，银发经济前景可期，应尊

重老年消费者的特定需求，积极推动家电产业适老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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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子元

“年轻人不爱看，中年人没空看，老年人

不会看，小朋友不让看。”这一对电视的描述

形象地道出了其在不少家庭中的尴尬处境。

尽管不断更新迭代、越来越智能，电视机销量

下滑的趋势却未能扭转。数据显示，2022 年

中国彩电市场零售量规模为 3634 万台，跌至

近 13年最低。

功能虽多但操作繁琐、开机步骤多广告

长、遥控器按键老年人难以识别、说明书字体

太小看不清楚……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家

庭，不少“想看却不会看”智能电视的老年人

对记者表示：“如今的电视，真是越智能越不

知道该怎么用了。”

专家认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

加深，银发经济前景可期。应尊重老年消费者

的特定需求，积极推动家电产业适老化发展。

被智能电视“困住”的老年人

“80 后”周政杰目前和父母住在一起，每

天上班出门前，他都会把电视打开调好要看

的频道。“如果我忘了打开，父母有时能够找

到想看的节目，但大多数情况是他们找了半

天根本不知道要打开哪个软件。”看到父母经

常因为找不到想看的节目只能关机重启，他

更愿意自己多做一些。

“现在的智能电视配备了两三个遥控器，

我经常拿错，发现不能调台再换另一个遥控

器。打开陌生的页面，我都不敢操作。”周政

杰的父亲告诉记者，如今的电视显示页面复

杂、系统经常更新变动，好不容易记住的使用

流程换个页面又忘了。

被智能电视“困住”的老年人不在少数。

根据中国家电网公布的《2022 国内市场适老

化电视调研报告》，将近五成的使用者表示，

在开机后不能直达想看的电视节目；有 28%的

人不知道怎么切换机顶盒和电视台；还有

17.6%的人因为遥控器太多，不知道该用哪个。

“使用电视的搜索功能，经常没按完键就

超时了，需要重新输入，我一个年轻人都得尝

试好几次才能成功。”家住天津的吴涛在社交

平台上对智能电视吐槽，“现在的电视系统一

边要求下载各种播放软件，一边容易内存不

够，使用三四年就明显卡顿。广告弹屏也越

来越多，还可能使人因误操作掉入消费陷阱，

对银发族很不友好。”

“智能”本应是让生活更方便

今年春节，在北京工作的刘怡然回到湖

南老家，看到家中几十年的老电视时常画面

闪烁，老人要坐得很近才能看清屏幕上的字

体，就给家中购置了一台新电视。但她最近

和爷爷视频通话时发现，换了新电视反而没

人看了。

“安装时告诉老人如何开机调台，后来爷

爷又问过我几次，他自己也对照说明书学习，

但每次都是越用越生气。”刘怡然失望地说，

“换电视本是想让老人更方便使用，特意选择

了屏幕字体大，能语音控制的智能电视，但很

明显，爷爷对电视不同于以往的操作并不能

适应。”

过去，电视机的操作很简单，打开直接进

入电视频道，只需使用遥控器切换频道、调节

音量，即可随心转换到自己喜欢的节目，很多

老年人更习惯这种简单易上手的操作。

如今，电视业务运营商在提供更多功能

和服务的同时，广告弹屏也越来越多，智能电

视的学习门槛越来越高。“智能”的标准原本

很简单，就是让生活更方便，但上网搜索“智

能电视”，弹出的关联词几乎都是“怎么用”。

不仅是智能电视，全自动洗衣机、集约式

微波炉等家用电器也在逐一告别传统的“打

开即用”“一键启动”等方式，更多的功能带来

的是更复杂的使用方法。

北京马甸桥大中电器电视销售人员告诉

记者：“如今大部分智能电视都具备长辈模

式，开启后字体和功能会更适应老年人需求，

可以设置直接打开直播功能，也可以关闭部

分广告。”

但实际使用中，长辈模式似乎并未发挥

作用。“字体和模块虽然都会变得更大更清

楚，但电视作为家庭共同使用频率比较高的

电器，经常需要关闭长辈模式，每次打开又关

闭也很麻烦。”吴涛说。

推动家电产业适老化发展

“老年人可能身体机能退化、体力下降甚

至行动不便，对社会的认知降低，无法跟进科

技发展，但家用电器越来越呈现出高科技、信

息化、智能化的特点，从而出现对老年人不友

好的现象，这一现实情况值得关注。”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

中心主任苏号朋对记者说。

4 月 18 日，亿邦智库发布的《与老同行：

2023银发人群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随着

中国社会老龄化步伐加快，银发经济成了新的

“朝阳市场”，前景可期。针对老年人生活习惯、

生理特点等因素，便捷性、安全性、功能性、健康

性成为适老家电功能卖点的4个主流方向。

有关专家表示，老年人使用家用电器时

的特殊需求主要表现为产品介绍和使用说明

需要文字简明，易于理解；尽量是整体机，无

需安装或者安装简单，操作简便；老年人对产

品功能需求降低，因此电器功能应尽可能简

化，无需太多功能；质保时间长，故障少，返修

率低；商家能够上门从事售后服务等。

“商家应当根据不同消费群体的年龄、知

识、体力脑力状况，推出差异化产品。针对老

年消费者，就应该推出操作简便、安全可靠、

使用时间长、功能较少的电器。”苏号朋强调，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的倒退，而恰恰是社

会进步的表现，因为这种发展模式更尊重人

性，尊重老年消费者的特定需求，体现了社会

对老年人的关爱和保护。

苏号朋建议，相关主管部门应当积极推

动家电产业适老化发展，制定相应的社会政

策和产业政策。支持生产厂家和专业机构共

同合作，就适老型家用电器开展专题调研和

设计，推出符合老年消费者实际需求的家电

产品，使之既可以为厂家带来利润，又可以改

善老年人的生活。

操作繁琐、长辈模式不实用，好不容易记住的使用流程换个页面又忘了……

家用电器“越智能越不会用”让银发族心急
操作繁琐、长辈模式不实用，好不容易记住的使用流程换个页面又忘了……

家用电器“越智能越不会用”让银发族心急

本报记者 时斓娜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总局

联合印发《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从加强从业主体管理、合理

确定经纪服务收费、严格实行明码标价、加强

个人信息保护、提升管理服务水平等10个方面

提出意见，要求加强房地产经纪行业管理。

这对房地产经纪行业来说，无疑是一重磅

消息。从 1998年正式确立房地产市场化方向

以来，房地产经纪服务行业在我国已走过 20

多年的发展历史，对促进房屋交易、提高交易

效率、保障交易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

房地产市场逐渐步入存量时代，对经纪服务的

依赖进一步增强，出台新规对行业进行管理指

导，既是对行业的肯定，又是对行业的鞭策。

房地产存量时代，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

被逐渐打破，人们对交易的制度性成本更为敏

感。动辄数万元乃至数十万元的中介费，成为

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的障碍之一。实现盘活

存量、带动增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必由

之路。而从整体内容看，如何确定经纪服务收

费标准和方式，正是《意见》的重中之重。

在《意见》的 10 条举措中，涉及经纪服务

收费问题的便有 3条，包括合理确定经纪服务

收费、严格实行明码标价，严禁操作经纪服务

收费。其中，“引导由交易双方共同承担经纪

服务费用”或成二手房交易服务新模式。

纵观世界主要国家的经纪服务费用支付

模式，多为卖家支付或买卖双方共同承担，而

我国的交易习惯则是由买方承担几乎所有的

中介费和相关服务费，导致即使我国是全球中

介费率较低的国家之一，买方仍然感到“压力

山大”。交易双方共同承担并合理降低经纪服

务费用，有望适度降低购房者的置业成本。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意见》鼓励“按照成

交价格越高、服务费率越低的原则实行分档

定价”，打破传统只设定一个档位、以成交价

格乘以服务费率确定费用的模式，为经纪服

务收费提供了新思路，使之更加适度、合理。

但政策并未对费率进行直接管制，而是将定

价权交给市场，兼顾了健康发展与底线管理。

区分基本服务和延伸服务，也是《意见》

的一项新提法。房地产经纪服务既包括为促

成房屋交易提供的一揽子必要服务，也包括

接受交易当事人委托提供的代办贷款等额外

服务。对经纪服务内容进行界定和区分，为

的是分别明确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这有助

于购房者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服务，避免被混

合标价或捆绑收费。高质量的延伸服务，也

是未来行业探索的新方向。

针对不具备经纪服务资格的“黑中介”，

《意见》明确要求经纪服务机构需向所在地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备案，市、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门全面推行经纪从业人员实名登记。为

整治获取个人信息后“狂轰滥炸”的推销行

为，《意见》强调，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发送

商业性短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

应该看到，此次有关房地产经纪服务的

意见，并非仅针对费用问题，而是同时整合从

业主体管理、规范交易、违法违规行为整治、

行业自律等多维度内容，旨在促进行业长远

发展的系统性规范。

立足于今年房地产市场回暖趋势，房地产

经纪服务面临新的发展机会，《意见》恰逢其时

出台有助于推动行业良性发展。而从中长期

来看，对房地产经纪服务全链条加以规范，促

进收费合理透明、服务质量提升，将进一步激

发市场活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房地产经纪服务新规出台释放哪些信号？

5月 11日，在邹城市某流体控制技术
公司，工人在质检高端流体阀。

近年来，山东省邹城市坚持工业强市、
产业兴市不动摇，聚力打造千亿产业集群、
培育百亿强企方阵，推动制造业实现规模
总量、产业集群、创新能力、产业生态“四个
跃升”。2023年一季度，邹城市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速20.8%。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聚力产业集群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北京 5月 11日电 （记者杨召奎）今天，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举行“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

绍“保障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有关情况。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丛亮在发

布会上表示，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十九连丰，总产量连续 8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口粮自给率在 100%以上，谷物自

给率在 95%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大概 480 公斤，高于国际

公认的 400 公斤粮食安全线，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

对安全。

近年来，受疫情延宕、经济下行、极端天气、地缘冲突等因

素影响，国际粮食市场波动较大。与之相比，我国粮价总体保

持平稳，在合理区间运行，粮食市场没有脱销断档，始终保持

了充足供应，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消费需求，为促进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粮食流通方面，我国持续加大粮食仓储物流现代化建

设，全国标准粮食仓房完好仓容近 7亿吨，仓储条件总体达到

世界较先进水平，粮食物流网络更加健全。粮食储备体系进

一步完善，政府粮食储备数量足、质量好，有效发挥了守底线、

稳预期、保安全的关键作用。应急供应体系比较完善，完全有

能力应对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突发事件。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丛亮表示，今年，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将切实提升粮食收储调控能力，不断提高粮食安全

依法治理水平，深入开展粮食节约行动，加快构建更高层次、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确

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谷物自给率在 95%以上，口粮自给率在 100%以上

我国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本报北京5月11日电 （记者北梦原）今年是自贸试验区

建设十周年。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今年一季度，自贸试验区外贸外资实现较快增长。21个自贸

试验区进出口额 1.8 万亿元，同比增长 6.6%，高出全国 1.8 个

百分点；实际使用外资 719 亿元，同比增长 22.1%，高出全国

17.2个百分点。自贸试验区进出口总额和实际使用外资占 21
个省（区、市）的比重分别为 19.4%和 18.1%。

具体来看，自贸试验区主要从以下四方面促进外贸外资

发展：一是强化制度创新赋能发展。自贸试验区坚持以制度

创新为根本动力，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各项

措施叠加效应日益显现。例如，广东自贸试验区实施 RCEP
原产地签证无纸化申报，快件、易腐品出口 6 小时内放行。

二是聚焦重点产业促进发展。自贸试验区精准施策推动发

展优势产业，有力促进外向型产业发展。例如，上海自贸试

验区深入实施“全球营运商计划”，支持总部企业叠加新型贸

易、资金管理等复合型功能。三是提供精准服务保障发展。

多地自贸试验区建立了外贸外资企业“白名单”、服务台账

等，加强生产经营服务保障。四是畅通物流通道服务发展。

自贸试验区积极强化国际物流通达能力，创新推动物流、运

输、通关便利，服务外向型经济发展。上海、安徽等自贸试验

区联合开展“长三角海关特殊货物检查作业一体化改革”，跨

境贸易通关时间大幅压缩。

进出口额增长 6.6%，实际使用外资增长 22.1%

一季度自贸试验区外贸外资增长较快

本报北京5月11日电 （记者周怿）国家

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 4月到税务部门新办

理税种认定、发票领用、申报纳税等涉税事项

的经营主体（以下简称“新办涉税经营主体”）

148 万户，同比增长 28.8%。其中，企业、个体

工商户分别新办 71 万户和 75.9 万户，同比分

别增长 25.6%和 33.6%。

分产业看，第一、二、三产业的新办涉税

经营主体分别为 4.6 万户、17.4 万户和 126 万

户，同比分别增长 39.3%、12.1%和 31.1%。分

行业看，20个行业门类中，17个行业新办涉税

经营主体数量同比正增长，其中，交通运输

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增长较

快，同比分别增长 124.2%、58.4%和 45.9%；制

造业同比增长 4.6%。

分经济类型看，民营经济新办涉税经营

主体 146.4万户，同比增长 28.7%；外资经济新

办涉税经营主体 0.6万户，同比增长 87.9%；国

有和集体经济新办涉税经营主体 1万户，同比

增长 17.5%。分地区看，东、中、西部新办涉税

经营主体分别为 70.3 万户、35.3 万户和 42.4
万户，同比分别增长 32.8%、25.4%和 25.2%。

截至 4月底，全国涉税经营主体共 8615.5
万户，同比增长 7.4%。其中，前 4 个月领用发

票、有收入申报的活跃涉税经营主体 6045.9
万户，同比增长 4.6%，占全部涉税经营主体的

70.2%，税收活跃度超七成。

4月份全国新办涉税经营主体148万户

本报北京5月11日电 （记者王冬梅）中

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的《中国

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可持续发展报

告》显示，2022 年，中国海油实现油气总产量

1.2亿吨油当量，创历史新高。

其中，国内原油和天然气分别同比增产

339 万吨和 27 亿立方米，原油增量占全国总

增量的 60％以上，增量占比连续 4 年列国内

首位，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主力军”作用更加

凸 显 。 生 产 成 品 油 1462 万 吨 ，进 口

LNG2669 万 吨 ，天 然 气 发 电 量 218 亿 千 瓦

时，国内天然气销量 614 亿立方米，缴纳利

税费 2191.6 亿元，海外项目实现油气产量

4624 万吨油当量。

据悉，这是中国海油连续第 18 年发布可

持续发展报告，报告被中国社科院综合评定

为五星级。同时，中国海油首次联合公司全

部 5 家控股上市公司进行 ESG 报告集中发

布，集中展示中国海油及控股上市公司在促

进经济增长、加强环境保护、推动社会进步

三个维度的表现情况，并将“海外社会责任

报告”独立成篇。

中国海油油气总产量创历史新高 本报北京5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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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市场供应总体充足，消费需求逐步恢

复，CPI环比下降 0.1%，同比上涨 0.1%；PPI环比下降 0.5%，同

比下降 3.6%。

CPI方面，从同比看，CPI 上涨 0.1%，涨幅比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同比涨幅回落较多，主要是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

高。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0.4%，涨幅比上月回落 2 个百分点。

食品中，禽肉类、鲜果、食用油和猪肉价格分别上涨 6.7%、

5.3%、4.8%和 4%，涨幅均有回落；鲜菜价格下降 13.5%，降幅扩

大 2.4个百分点。

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0.1%，涨幅回落 0.2 个百分点。非

食品中，服务价格上涨 1%，涨幅扩大 0.2 个百分点，其中出行

类服务恢复较好，飞机票、宾馆住宿、旅游和交通工具租赁费

价格涨幅在 7.2%～28.7%之间；工业消费品价格下降 1.5%，降

幅扩大 0.7个百分点，主要是能源价格回落较多，其中汽油和

柴油价格分别下降 10.6%和 11.5%，降幅分别扩大 4 和 4.2 个

百分点。

PPI方面，PPI同比下降 3.6%，降幅比上月扩大 1.1个百分

点。同比降幅扩大，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石油、黑色金属等行

业对比基数走高，以及近期国内外需求偏弱。

市场供应总体充足，消费需求逐步恢复

4月份CPI同比上涨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