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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家用投影市场一池春水
林子涵

一句“把影院搬回家”曾是多少家庭
的梦想。从彩色电视到液晶电视，从激光
电视到智慧大屏，视听追求不断升级。如
今，消费者又多了一项新选择——家用投
影仪。一键画面校正、AI语音点播、沉浸
式观看体验……轻便、智能的家用投影仪
正在走进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客厅，撬动一
场视听变革。

从“看电视”到“看投影”，视听花
样翻新的背后，是澎湃的消费需求。对中
国的消费群体而言，电视商品更大屏、更
高清、更绚丽早已不是新鲜事。能否看4K
大片、玩体感游戏，是否方便上网课、学
健身，是否便携、易用等，才是他们更关
心的功能。以家用投影仪为代表的“黑科
技”满足了用户日益多层次、多样化、个
性化的消费需求，从而备受青睐。数据显
示，中国投影仪出货量仅 2020年上半年就

超过 168 万 台 ， 全 年 销 量 可 达 约 370 万
台；其中家用投影仪市场增长迅猛，出
货量占比已超过投影仪整体市场的 70%。
新消费的活力，正在让优质产品飞入寻
常百姓家，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

新消费需求也离不开高质量供给的引
领。从有线电视到网络电视，从球面屏到
平面屏，从显示设备到可穿戴设备……数
十年间，正因为科技的赋能，千篇一律的
电视机才能变为满目琳琅的新选择。从有
屏到无屏，从单向到交互，变化的是物理

实体，跨越的是技术难关，产出的是创新
产品，启发的是消费需求。技术的变化让
影音更加有声有色，也让美好生活的改变
愈发可感可知。

但当我们为家用投影仪等新消费趋势
喝彩时，也不应该忽视视听服务市场的老
问题。开屏广告如何规范？视频收费是否
合理？“青少年模式”是否真正做到青少年
友好？种种新现象有待规则及时跟进，帮
助行业把短板补齐、在变化中完善。垂直
细化的管理不仅能体现服务型政府的治理
温度，更能激活家用投影市场一池春水，

规范行业走稳走远。
一部高质量的家用投影仪还是一台功

能专一的计算机，光机及其芯片是这台特
殊计算机的中枢。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
国投影仪行业目前还面临不少“卡脖子”
的技术困境，如何突破芯片研发难题、摆
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尴尬境地、追赶国
外品牌的先发优势，实现从芯片、算法到
光机的全自主国产化，这些问题值得中国
企业继续下足苦功。当前，疫情催生的

“宅经济”现象为家用投影仪市场添了一把
火，但其中不乏低价低质产品带来的销量

泡沫。这股火热的劲头能否持续，关键要
看国产品牌是否有长远战略、不断通过技
术创新引领消费需求。

可以期待，5G的进步将为家庭影音视
听按下加速键，AI技术将助力更便利的智
能交互应用，国产品牌将持续发力更优的
商业服务模式，行业规范的建立和完善也
将保护新业态良性成长。多种内外因素有
利于培育消费新增长点、进一步激活内需
市场潜力。

设备迭代不会停歇，消费升级不会止
步。未来，消费者视听的世界必将精彩
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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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屏需求旺盛

把影院搬进自家客厅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谁家要是买到一台会
播放影像的“方盒子”，可会叫人好生艳羡。
晚间吃过饭，邻里乡亲们带上小板凳，从里屋
围坐到外屋，盯着“方盒子”里《霍元甲》的
精彩打斗。有时屏幕突然闪现“雪花”，大家
你拍拍盒子，我扒拉天线，等着信号复原。风
雨无阻，如痴如醉。

伴随经济前行与技术变革，电视机的形态
和功能也在变化：黑白变彩电，台式变立体，
厚屏变超薄。现如今，电视的屏幕越来越大，
人们对观影体验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四川成都的潘先生家里，有一套近10个年
头的家庭影院：一台投影机，两个落地音响，
一大块幕布，一台厚重的DVD……然而，这套
10年前花费几万元配置的设备，在潘先生家里
的热乎劲却只维持了不到2年。

“整套设备搭配五、六个遥控器，操作流
程实在繁琐。”潘先生介绍，要在家里享受一
次观影，得先把幕布放下来，设置投影机，调
试好音响……繁杂的开机操作之后，调出影片
还得再折腾半天。久而久之，这套体积庞大、
操作复杂的机器积了灰。

其实，操作繁冗、片源稀少正是传统电视
行业所面临的问题之一。此外，大屏电视价格
居高不下，让许多消费者望而生畏；手机、
iPad等移动屏幕成为当下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主
要渠道，电视机的开机率越来越低。受成本制
约与消费喜好变化等因素影响，电视行业逐渐
式微。

与此同时，原先应用于商务和教育领域的
投影仪瞄准了家用场景。

胡震宇是火乐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这
家成立于2011年的公司最早生产的是面向商用
市场的投影仪，但彼时投影仪搭载的还是
Windows 系统，“相当于一台投影仪里装了一
台电脑”，成本高，受众少，并未在更广泛的
市场范围内激起水花。

转机出现在 2014 年前后。2013 年 8 月，
国 务 院 发 布 “ 宽 带 中 国 ” 战 略 实 施 方 案 ；
2014年 2月，工信部宣布继续实施“宽带中国

2014专项行动”。4G网络建设加速推进和“宽
带中国”战略加速落实，让投影行业嗅到了
市场先机。

“互联网的带宽发展让消费者‘在线观看
视频’需求得以实现。”胡震宇回忆，安卓系
统的崛起和优酷、爱奇艺等网络视频平台内容
的接入，让观众能以更便捷方式和更低成本收
看更多影片。借着互联网平台的红利，外观小
巧、操作简便、片源丰富、便宜实惠的投影仪
迎来一片蓝海。

“家用投影仪的诞生，让‘家庭影院’真
正走入千家万户。”胡震宇说。

技术搭配服务

做有温度的投影产品

如果说互联网平台的崛起让家庭影院得以
撕掉“看片困难”“价格昂贵”“操作繁琐”等
标签，那么软硬件技术的成熟则使投影仪不再
仅是观影机器，而是一台兼具教育、游戏、运
动等功能且有温度、懂用户的娱乐终端。

“我想看电影 《美丽人生》。”按下遥控器
上的语音键，投影仪用户小陶发出指令，短短
几秒钟，墙面上的投影便跳转到了她想看的电
影页面。

几个月前，小陶花1000多元在网上购买了
一款国产品牌“极米”投影仪。“自己独居租
房，房东没有配备电视，手机和电脑的屏幕又
太小，相比之下投影仪观感更好，性价比也更
高。”小陶说，最让她爱不释手的是投影仪

“即拿即播”，不像电视摆放位置固定。朋友聚
会时置于餐桌，晚上睡前投屏在卧室天花板
上，无需多加操作，几秒后机器便会自动对
焦，即可享受观影。

无论是语音点播还是自动对焦，投影仪的
智能化得益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支撑。软件
层面，精准的算法能够记录用户的使用习惯，
从而提供更贴近个人需求的服务。硬件方面，
中央处理器芯片作为智能投影的“大脑”，用
来处理接收到的信息和指令，而投影仪中搭载
的摄像头模组和传感器，则赋予智能投影视觉
和感知的能力。

“以全自动梯形校正为例，摄像头模组在
拍摄前方画面后会将信息传输至处理器芯片，

芯片通过对信息的解析来识别当前摄影机摆放
的位置。”极米科技董事长钟波向本报记者介
绍，“搭配 TOF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处理器
会从空间和距离上对当前环境形成更立体的感
知，从而实现精准的画面校正。”

智能的另一面是科技的温度。国产投影品
牌在满足智能观影需求的基础上，还创新出不
少人性化的功能。比如，投影仪上搭载的光脉
冲发射器可感知和识别人体，有人靠近时会迅
速识别并关闭光源，避免光线直射人眼；再
如，借助 FindMe 遥控器找回技术，用户在找
不到遥控器时只需在公众号后台点击菜单里的

“找到遥控器”，就能通过遥控器发出的“滴
滴”声快速找回。

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消费体验也是不同投影
品牌的共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众多投影品
牌建立起与消费者直接对话的渠道：极米在
App上设立了产品专家咨询入口，为用户匹配
专属顾问，保障用户反馈的问题能被快速高效
地解决；在当贝投影旗下的硬件产品交流平台

“当贝社区”中，用户可以对产品提出问题或
建议：“机器播放一段时间后对焦模糊怎么
办”“建议增加投影仪音量调节的次数”……
在留言区，当贝投影的产品经理对用户问题进
行一对一答复，或将其提出的建议纳入产品设
计的考量因素。

“通过社区交流，用户能深度参与到我们
的产品规划中。”当贝投影的首席执行官金凌
琳说，“当用户发现自己的建议被实现后会非
常惊喜，并成为我们的‘自来粉’，极大提升
了他们的参与感和满足感。”

市场成绩亮眼

行业自律以期更好发展

疫情催生的“宅家模式”让线上办公、在
线教育等需求剧增。2020年 5月，国家卫健委
印发《儿童青少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近视预防
指引》，指出应尽可能选择大屏幕电子产品，
其中位列优先次序第一的是投影仪。漫反射模
式的投影仪比自发光模式的电视更加护眼，受
到众多消费者偏爱。

京东数据显示，2020年春节期间，京东平
台的投影机品类成交额同比增长166%，其中家

用智能投影成交额同比增长 200%；在天猫平
台，2020年投影仪商家数量增至5000多家，较
2019年的2000多家增长近2倍；据洛图科技的

《中国智能投影零售市场月度追踪》 报告统
计，在2020年“双11”大促的刺激下，中国智
能投影线上市场销量首次突破40万台，2020年
前11个月的销量已超2019年全年销售总量。

值得关注的是，在2020年“双11”数码品
类的销售额排行榜上，极米和火乐科技旗下的
坚果投影均跻身前10名，除了这两个品牌，榜
单中其他数码产品为苹果、华为、联想等手机
和电脑品牌。说明投影仪这个相对年轻的品类
已然在数码产品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不过，投影行业也存在鱼龙混杂的现象，
尤其在线上平台。在某知名电商平台搜索“投
影仪”，销量排名前 10 的店铺中有 8 家投影仪
价格在千元以下，为 100 元到 900 元不等。业
内人士告诉记者，千元以下的投影仪常常存在
虚标“流明”（用于表明投影仪发光亮度的数
据）、噪声过大等问题，尤其是虚标产品指数
的行为已经涉嫌欺诈消费者，不仅影响消费者
的购物体验，还会扰乱投影市场的秩序。

上个月，俞先生从某电商平台购入一台
320 元的投影仪，提到这次购买经历，他直呼

“体验感极差”。“物流公司没有包装好，产品
到手都摔碎了，来回换货又花了 100 多元运
费。”他抱怨道，“便宜的投影仪效果的确有
限，必须在没有一点光线的环境里才能用，但
是时间长了就会头晕。”最后，俞先生的投影
仪仅用了3次就闲置了。

胡震宇认为，整治行业乱象需靠政策管控
和电商平台制约，同时行业也应形成自律。

“通过降低消费者体验来削减成本的方法不可
取。”他说，“未来，投影品牌应做好技术升
级，努力实现核心技术国产化，以此降低核心
上游零部件的成本，从而为消费者提供体验
佳、性价比高的产品。”

谈及投影品牌的增量市场，多个投影仪商
家表示，注重线下体验式场景营销、拓展海外
市场将成为发力重点。时代华纳日前宣布2021
年新上映的电影将在线上线下同步发行。“这
意味着投影仪将可能成为电影发行平台。”胡
震宇说。顺应数字信息时代发展的投影仪，作
为承载数字信息的大屏设备，仍具备广阔的成
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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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家里的电视多久没打开了？
曾经，电视作为人们获取信息、消遣

娱乐的重要载体，一度是国人客厅里的标
配。随着技术不断革新，电视的样式越来
越多，看电视的人却似乎在减少。

2020年，中国彩电市场零售量同比下
降9.1%，零售额规模同比下降11.7%。与
之形成对比的，是投影仪这个新品类正在
悄然崛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买电
视，而在家里放置一个小巧的投影仪。

这些消费者为什么喜欢用投影仪？相
比电视，投影仪有什么特殊“魔力”？当前
市场上的投影品牌成绩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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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贝研发的最新旗舰投影仪F3。
当贝供图

极米H3成为天猫“双11”第一个单品成交过亿元的投影产品。
极米供图

坚果投影用户在家里用投影仪看电影。
坚果投影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