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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建材家居景气指数BHI6月份为
121.61，环比下跌4.42点，同比上涨4.97点。
全国规模以上建材家居卖场6月销售额为
1351.06 亿元，环比上涨 4.89%，同比上涨
7.93%；1-6月累计销售额为6881.80亿元，
同比下跌8.12%。

中国建材流通协会行业研究部分析认
为：6月BHI受天气炎热、南方多雨等季节
因素影响而有所回落，全国建材家居市场步
入传统夏日淡季。2024上半年，国内外环境
复杂多变，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当前
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全国建
材家居市场上半年“内卷”加剧，但行业整体
仍然孕育着巨大的机遇。

6月南方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地
区则开启了高温闷热模式，本月BHI在传
统家装淡季高位回落属情理之中。但在“以
旧换新”政策激励、端午假期助推，以及

“618”大型促销活动的共同作用下，加上企
业半年冲量策略，使得6月出现“看少买多”
现象。数据显示，虽然6月BHI分指数“人气
指数”环比下跌62.87点，但全国规模以上
建材家居卖场销售额达到1351.06亿元，环
比上涨4.89%。

与全国房地产市场唇齿相依的全国建
材家居市场，上半年行业竞争日渐加剧。上
半年规模以上建材家居卖场累计销售额为
6881.80亿元，同比下跌8.12%。业内人士表
示，这也与去年上半年建材家居消费需求集
中释放，数据基数较高有关。行业的发展往
往机遇与挑战并存，行业“内卷”的同时，仍
要关注到上半年全国建材家居市场展现出
的诸多特点。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建材家居以存量
房再装修为主导的市场份额在逐步增大。随
着泛家居市场存量时代的到来，新房市场对
建材家居市场的催动效应将变得有限，存量
房产再装修市场未来将成为驱动建材家居
市场增长的主要力量。

6月BHI分指数“出租率指数”为90.56
点，环比下跌 0.02 点，同比下跌 1.78 点。
2020年以来，该分指数一直处于较低点位
（2019年同期，该值为95.52），销售渠道的
多元化发展，行业流量呈碎片化趋势使得
部分终端卖场空置率持续走高，传统建
材家居卖场运营压力较大，市场竞争日趋
激烈。

从建材家居消费需求侧来看，35岁以
下消费者对环保健康、科技智能等升级型需
求日益凸显，且智能美观也是当前“以旧换
新”的重要消费动机。在当前数字经济大背
景下，新的消费方向和应用场景应运而生，
智能家居作为新兴消费应用场景，正成为市
场发展的新契机和增长点。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下半年行业发展仍
然面临一些不确定性，消费信心和市场环境
仍需继续提振和改善，但家居建材消费作为
消费者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载体，支撑
行业持续发展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下半年调
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以及推动新型消费快速增长等
政策红利将持续见效，行业发展信心将进一
步恢复。建议企业理性看待市场变化，积极
探寻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机遇，唯
有不断创新，才能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立于
不败之地。

（钟昕）

6月景气指数微跌

上半年建材家居
市场竞争加剧

车市“内卷”下，降价成为各大车企提
升销量、抢占市场份额的重要手段之一。

但在日前，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
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指出，虽然国内乘用
车市场普遍降价，但乘用车零售均价却越
来越贵。

乘联会数据显示，2019年，国内乘用

车零售平均价格为14.2万元，2020年为
15.3 万元，到2023年提升至16万元。而
2024年1-6月，国内乘用车零售均价更攀
升至17.9万元，较2019年上涨3.7万元。

“这主要是因为混合动力汽车和增程
式汽车的价格较高，形成结构性拉动，同
时，原有的传统燃油车也出现平均销售价

格上涨情况，而传统燃油车高端化也带动
了平均价格的上涨。”崔东树解释称，2024
年，车市消费结构高端化特征进一步强化。

乘联会相关数据显示，从2019年到
2024年上半年，国内20万元以上乘用车
市场份额持续上升，而10万元以下的中
低端乘用车占比却在减少。

来自乘联会的相关数据显示，2019
年至2023年，20万元至30万元乘用车零
售占比从10%提升至 16.3%，30 万元至
40万元乘用车零售占比从 6.4%提升至
10.6%，40 万元以上乘用车零售占比从
1.7%提升至3.2%。2024年上半年，20万
元至 30 万元的乘用车零售占比达到
16.9%；30万元至40万元乘用车零售占
比为11.6%；40万元以上乘用车零售占比
达到3.6%。

“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汽车品牌持续向
上发力高端市场，带来的新能源乘用车高
端化发展趋势明显。”崔东树认为。

（中新）

消费结构高端化特征进一步强化

上半年买车均价比5年前贵3.7万元

保险公司理赔效率提升

上半年赔付总额超700亿元
理赔服务是兑现保险承诺的

最终体现，也是评判保险公司运营
能力的重要指标。截至 7 月 16 日，
包括国寿寿险、新华保险、平安人
寿在内的超 20 家保险公司公布了
2024年上半年理赔服务报告。

据不完全统计，已披露报告的
保险公司上半年赔付总额超过700
亿元，其中，国寿寿险、平安人寿赔
付超百亿元；客户获赔率普遍超过
98%，最高达 99.8%。借助信息技术
手段及与医院合作推出的预赔和
直赔等服务，保险公司理赔效率普
遍提升，理赔时效缩短至 1 天内。
不过，从赔付支出看，占据许多公
司赔付大头的重疾险，件均保额较
低的问题仍待解决。

透过理赔报告，消费者也可获
得一些选保险的参考。例如，在现
实生活中，覆盖骨折、摔伤、动物抓
伤、呼吸道感染等责任的医疗险更

“实用”。而无论医疗险还是重疾
险，出险客户都呈年轻化趋势，因
此，年轻人也需重视并提前做好保
障兜底。

整体赔付效率继续提升

进入7月以来，已有包括国寿寿险、
平安人寿、新华保险在内的超20家保险
公司公布了2024年理赔服务半年报，赔
付总额超过700亿元。

其中，两家公司赔付金额超过百亿
元，分别是国寿寿险302.6亿元、平安人
寿206亿元，新华保险理赔金额超73亿
元，目前位列第三。此外，泰康在线、瑞众
人寿、阳光人寿、富德生命人寿的理赔金
额均达到20亿元及以上，分别为28亿
元、28.27亿元、21.8亿元、20亿元。

保险中介机构方面，截至6月30日，
在蚂蚁保平台上，合作保险机构累计向

用户理赔140亿元，同比增长30%；元保
上半年医疗险单人累计最高赔付达134
万元，单人累计最多赔付70次。

在投保人重点关注的获赔率和赔付
时效上，不少保险公司都优化理赔流程并
借助信息技术手段，理赔方式呈快速、在
线、智能化趋势。已披露理赔半年报的险
企获赔率普遍超过98%，其中，最高的是
中信保诚人寿，获赔率达99.8%；国寿寿
险获赔率为99.7%；获赔率超过99%的还
有平安人寿、中汇人寿、农银人寿、中银三
星人寿、长城人寿、大都会人寿。

作为另一个影响理赔体验的重要指
标，多数险企理赔时效缩短至1天内。例
如，国寿寿险整体赔付时效0.34天，同比
提速 13%；新华保险件均理赔时长为
0.71天，5000元以内小额理赔5日结案
率超 99%；瑞众保险小额理赔时效仅
0.14天，小额理赔获赔率为99.63%；平
安人寿55%的案件可在30分钟内完成
闪赔结案，平均闪赔时效仅7.4分钟；泰
康在线平均约每0.29秒完成1例赔案。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保险公司和医院合
作推出的预赔和直赔等服务，也提升了
理赔效率。

重疾险件均保额仍较低

从赔付支出看，重疾险和医疗险一直
是理赔支付的大头。其中，医疗赔案件数
占比普遍较高，例如平安人寿上半年理赔
258万件，其中医疗赔付占93%；阳光人
寿医疗赔案件数占比为84.7%。金额占比
较高的则是重疾险，平安人寿赔付金额占
比中，49%是重疾，31%是医疗；阳光人寿
赔付金额占比中，60.7%是重疾，22.4%是
身故类型，16.5%是医疗类型。

尽管理赔金额总数高，但长期存在
的问题是件均保额较低。从各家数据看，
恶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疾病等是排在
前列的“隐形杀手”，也是重疾险出险率
偏高的疾病。而件均重疾赔付金额仍普
遍在10万元上下，与重疾康复一般所需
的10万元-50万元不等的费用相比，保
障缺口依然较大。

另有业内人士提到，当前许多险企面
向细分市场创新产品，开展特色化服务，
找准差异化优势。不过，从理赔报告看，多
数公司仍普遍从年龄和性别维度划分，少
有险企提及对慢病人群、失能人群的理赔

概况，这也反映出人身险公司在产品创
新、承保精细化层面依然有上升空间。

站在消费者角度，透过理赔报告可以
在选择保险时获得一些参考。从“实用性”
来看，医疗险可有效覆盖生活中容易出现
的风险和疾病。以平安人寿理赔服务半年
报为例，医疗理赔件占比达93%，意外医
疗前三赔付原因分别为：动物抓伤、骨折、
摔伤/扭伤，疾病医疗前三赔付原因则为
呼吸道感染、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

此外，当前重疾险和住院医疗险的理
赔年龄都呈年轻化趋势。作为对接多家保
险公司的平台，蚂蚁保的理赔服务半年报
显示，从重疾险理赔年龄分布看，20-39岁
年轻人占比达41%，同比增长6%，基本和
40-59岁中年人群的占比相当。因此，无论
年轻人还是中年人都需重视重疾风险。

长城人寿在理赔半年报中称，从保
费与赔款比值看，意外险、定寿险、重疾
险等杠杆类险种保障效果好、费用低，可
以弥补家庭身故与健康等基本风险保障
缺口；万能险、增额终身寿险、两全险等
保值类险种赔付增加，反映越来越多的
家庭客户开始为应对经济不确定性及养
老风险进行准备。 （中新）

保险赔付效率提升保险赔付效率提升，，使被保险人权益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使被保险人权益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CFP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