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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泉州分行

赋能民营经济 助力产业振兴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消费者对智能家
居已经不再陌生。相关数据显示，与智能设
备相关的APP月活用户规模可达3.5亿，其
中，智能家居占比近80%。同时，智能家居
产业链越来越完整，从上游的软硬件厂商，
到中游的互联网、家电、终端及通信厂商，以
及下游的服务商，整个市场持续扩容。

业内人士表示，通过十余年的发展，
国家和各级政府扶持政策不断推出，当前
智能家居已经从以产品为中心发展到以
场景为中心，最终进入以用户为中心的阶
段。其中，智能家电、安防、影音娱乐应用
场景落地较快，定制化智能家居解决方案
进一步刺激了消费端的活力。

持续吸引潜在用户

目前，中国智能家居行业逐步从围绕
着单品控制为核心的智能单品阶段，发展
至以场景多元化为主的互联互通阶段。
2022年开启3.0主动智能阶段，从用户的
使用习惯分析，自觉提供主动式服务，提
供定制化智慧解决方案，打造“千人千面”
的智能家居。

国家和各级政府发布一系列政策扶
持智能家居产业发展，强调设备互联、场
景互通，加强主动智能技术创新和场景化
建设。比如，在消费端鼓励“智能家居下
乡”，鼓励零售企业加速渠道下沉，通过发
放补贴，激发消费者对绿色智能家电的需
求，加快以旧换新。

据介绍，根据产品设备特点，智能家
居可分为六大类型：智能家电、智能安防
监控、智能影音娱乐、智能照明、智能连接
控制、智能家庭能源管理。其中，家电、安
防、影音娱乐应用场景落地较快，各类
APP不断涌现。同时，智能家居市场向生
态化发展，基于集中控制需求，综合管理
类APP用户量更高；各类智能单品在内容
平台中保持高热度，持续吸引潜在用户。

业内人士表示，智能家居作为蓝海市
场，巨头争相布局，资本市场愈发热闹，各
细分赛道均有较高投融资热度，如乐生智
能、德施曼、欧瑞博、小度科技等。

积极拓展互联生态

当前，中国智能家居市场主要参与者

形成三大阵营，即家电制造商、终端厂商、
互联网企业，各阵营间优势互补，形成良
性竞争局面。

据了解，小米、华为凭借手机端的用
户基础和互联生态，抢占先机，智能摄像
头、智能音箱等品类发展较早，亦有较高
用户量；美的率先发展主动智能生态，引
领行业跨越式升级，推动智能家居从“被
动智能”向“主动智能”跃迁与落地；海尔
的场景品牌“三翼鸟”，以用户场景需求为
中心，串联各类家电产品，提供全屋场景
解决方案，从单品销售转型为场景销售。

在终端厂商板块，华为充分利用其在
连接协议、操作系统方面的优势，依托鸿
蒙智联开放平台，联合家居企业，打造品
类丰富的智能家居生态圈，着重发展全屋
智能；小米借助生态链抢占先机，通过投
资孵化的方式，发展生态链智能硬件生产
商，推出各类小家电产品，打造智能家居
品牌；并围绕米家APP，通过单品生态实
现一系列场景联动。

在互联网企业方面，百度通过小度智
能音箱快速切入智能家居市场，凭借AI
语音交互、物联网等深厚的技术积累，发

挥平台、流量优势，吸引合作厂商接入百
度智能家居开放平台，形成生态圈；阿里
以天猫精灵智能音箱作为主入口，核心为
构建开放式平台，为硬件合作方提供大数
据、云计算等人工智能技术，凭借企业流
量快速抢占市场。

男性成为典型受众

从用户画像上看，智能家居用户线上
活跃度高，拥有较高的消费能力，偏好智
能化、科技化生活。身处一线城市的“80
后”男性用户为智能家居APP的主要受
众，收入相对较高并有一定的财富积累，
线上高消费能力强。对于短视频、社交、资
讯平台都是高频使用应用，内容营销价值
高，形成了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生成式AI技术
将带来智能家居交互方式的颠覆式升级，
将使家居产品对用户意图的理解更加智
能，从而进一步提供个性化的建议和服
务。更多用户选择从家电产品升级智能化
方面逐渐接触智能生活，智能家电市场将
迎来更多竞争者。 （记者 肖西婷）

定制化解决方案刺激消费活力

智能家居产业链越来越完整

由福建省住建厅指导、泉州市住建局主
办的“福建省装配式装修观摩会”近日圆满
落下幕。

泉州市装协作为观摩团发起单位，组织
省装协、福州和厦门装协三个协会同行抵达
洲建集团，开启本次观摩之旅。本次观摩路
线包括泉州市东海悦华酒店（装配式装修试
点项目）、泉州市建筑服务产业园多功能厅、
洲建集团装配式装修研发和实训基地展厅、
方圆集团国家住宅工程中心方圆豪山研发
基地等。方圆豪山研发基地是观摩会最后一
站，来自福、厦、泉三地的老总、企业代表汇
聚在研发基地的诗宿营地，互动交流，共话
企业升级转型之路。

主办单位推荐的四大项目各具特色，代
表当下装配式装修工程的发展方向，泉州企
业在装配式装修方面的长足进步得到同行
肯定。福州装协书记陈金敏感慨地说，本次
观摩收获很大，泉州企业在装配式装修方面
的发展确实值得学习。省装协秘书长蔡理怀
表示，举办全省性大规模建筑装饰领域观摩
活动，对推动行业发展有很大意义，同道同
行，互利互惠。

（何珊珊 施晓亮）

三地协会组团观摩

泉州装配式装修
获得同行肯定

民营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力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
要内容。中行泉州分行成立于
1961年3月1日，是泉州市历史
最悠久的现代商业银行之一，自
泉州民营经济起步之日，中行泉
州分行便与其携手同行。近年
来，该行积极创新信贷产品，夯
实企业服务，持续为民营经济发
展提供信贷支持，以金融之力激
活民营经济发展活力。今年以
来，中行泉州分行对民企金融服
务支持力度和覆盖范围继续扩
大，至9月底，该行民营企业贷
款余额达140亿元，金融服务覆
盖5029家民企及个体。

▲今年7月，中国银行泉州分行参加建陶
行业专场“金融超市”银企对接活动，为客户介
绍多款普惠产品。

“输血造氧”助力新能源企业研发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薄弱领域进行
设备更新改造，有利于扩大制造业市场
需求，增强发展后劲。中行泉州分行积
极响应国务院会议部署，加大对新能源
行业的服务力度，向实体经济提供低成
本资金，向制造业等领域发放低息贷
款，支持企业投建研发基地、提高产品
竞争力。

泉州某制造企业为中行长期结算客
户，是国内领先的新能源设备生产企业，
曾被授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其
产品荣获国内外多项认证及奖项。2021
年年底，该企业筹建研发基地，筹备开发
若干具有完全独立知识产权并会推动行
业跨越式发展的迭代核心技术，有望成
为泉州市创建新能源产业创新示范核心
区的重要支撑。在获悉企业有投建研发

基地的资金需求后，该行第一时间与其
取得联系，探讨授信支持事宜，同时结合
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政策，为其量
身定做低息贷款方案。

该行于2022年国庆期间组建了专
项项目小组，及时把握政策时机，为该企
业核定新增1.5亿元专项额度用于研发
基地项目设备采购，并于去年12月为其
投放0.94亿元低息贷款，为企业研发基
地的顺利投建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

今年以来，该行累计为制造业行业
客户投放中长期贷款79亿元，较年初净
增25亿元，增长率达47.83%，用实际行
动响应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努力
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金融春雨”润泽乡村产业新振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金融
为产业赋能，能够推进金融服务乡村振

兴工作进入“快车道”。中行泉州分行发
挥国有大行优势，全力助推产业发展，通
过创新“惠如愿-专精特新贷”等特色信
贷产品，主动对接“专精特新”等创新企
业客群融资需求，破解科技型小微企业
融资难问题，助推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以先进制造业带动县域及乡村经济
发展。

同时，该行积极开拓县域市场，持续
推动乡村振兴贷和“一县一品”专项行
动，立足县域推出特色助农信贷产品，如

“水头石材总部厂房贷”“永春芦柑贷”
“德化陶瓷贷”等。该行持续强化县域金
融发展力量，拓展金融服务“最后一公
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为农村产业发
展、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该行贯彻落实监管部门乡村振兴15
条，今年以来，累计投放涉农贷款266亿
元，乡村振兴金融服务贷款余额 50亿
元。贷款数额增长的背后，有乡村产业发
展的带动，也有金融活水对产业发展的
有力支撑。

未来，中行泉州分行将继续扛起服
务民营企业的金融责任，创新机制、丰富
产品，着力为民企办实事、解难题；以持
续深化服务民营企业长效机制建设为抓
手，依托全球化、综合化特色服务优势，
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质效，为民营企
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陈榆）

在近日金融业发布的多份政策文件中，
保险支持科技创新被频繁提及。国家金融监
管总局近日在向各地监管局、各类金融机构
下发的《关于金融支持恢复和扩大消费的通
知》中指出，提升重点行业保障水平，开发科
技保险产品，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10
月，山东、广州、深圳等地也集中出台相关文
件，支持保险公司推广各类科技保险和新型
保险产品，提升对科技型企业的服务能力和
投资力度。

“在科技的开发创新与应用中，不可避免
地伴随着风险的发生，涉及生产、研发、人员、
贸易链、信用链等方面，按照时序将科技风险
划分为科技研发风险、成果转化风险和市场
风险。”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
谢远涛看来，科技保险有效分散了研发项目
的科技风险，降低了项目因科技风险而失败
的可能，提高了科技研发的效率。

在顶层设计层面，监管部门早已为科技
保险发展指明方向。2021年 11月，原银保
监会印发《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支持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的指导意见》，要求保险机构强
化科技保险保障作用及强化科技保险服务。

从实践层面来看，近年来，保险业从产
品和资金两端发力，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支持
力度。还有险企瞄准小微科创企业市场服务
空白，推出标准化保险产品“科研保”，充分
利用线上化手段投保，借助企业服务生态资
源，高效触达包括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内的
科技型创新企业，满足科技企业研发风险分
散的需求。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科技保
险险种超过20个，覆盖科技企业产品研发、
知识产权保护、贷款保证等方面，助力提高
科技企业的风险保障水平。 （中新）

保险行业加码
科技保险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