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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今年春晚上，一群跳“秧歌”的机器人
以灵动的舞姿和高度智能化的表现，成为
万众瞩目的焦点。其中名为         1
的人形机器人更是走红网络，尽管售价高
达      元，仍被迅速预订一空。这一现
象背后，是“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新定
义“买卖”这一传统概念，将消费从单纯的
物质交换过程转变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
一种途径。

随着        大模型的横空出世，人工
智能正迅速破圈，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在
消费领域的应用也愈发广泛深入。国务院
常务会议提出“人工智能+消费”的概念，是
对这一趋势的肯定和推动，为消费市场的未
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人工智能+”顺应了消费市场新趋势，
聚焦于新业态、新场景、新热点，通过深度挖
掘和分析消费者需求，不断丰富商品品类和
消费供给。这种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思维方

式，是“人工智能+”在消费领域应用的核
心。它并非简单地将人工智能技术套用到
消费行业，而是通过新技术深度融入，催生
出新生产力，为消费市场带来新产业、新模
式、新动能。

在上海，智能无人便利店和自动售货机
的出现，就是这一理念在消费领域的生动实
践。这些店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动
化运营和管理，为消费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便捷购物体验，让科技魅力触手可及，为传
统商业模式注入了新灵魂。

通过颠覆式的技术革新，“人工智能+消
费”也悄然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为
消费市场的未来展现无限可能。比如，人工
智能从根本上改变了消费者的决策过程。
传统消费场景下，消费者购买决策主要基于
个人经验、口碑传播和有限市场信息。而通
过人工智能赋能，消费者能接触到更全面、
更加个性化的信息。人工智能算法还能分

析消费者的历史购买记录、浏览行为、社交
媒体互动等多维度数据，提供量身定制的产
品推荐和购物建议。目前，美团、大众点评
等平台已经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为用户推送
符合兴趣的商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多元化
需求，提升消费体验。

多技术融合也是推动“人工智能+消
费”发展的关键，人工智能将与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更紧密结
合，与可穿戴设备和智能家居等产品融为
一体，进一步推动智能化服务在消费领域
的普及。

人工智能还在消费过程中引入了更多
互动性和趣味性。通过虚拟现实（  ）和增
强现实（  ）技术，消费者可以虚拟试穿衣
物、试装家具，甚至体验旅游目的地的风
光。这种沉浸式购物体验满足了消费者的
好奇心和探索欲，激发了购买意愿。同时，
智能客服、聊天机器人等形式提供了  小

时不间断的客户服务，进一步提升了购物
体验。

当然，“人工智能+消费”的意义远不止
于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和满意度，更重要的
是推动了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催生了新型
消费模式和场景。以元宵节热销的汤圆为
例，在“人工智能+消费”模式下，人工智能不
仅能帮助商家精准分析消费者口味偏好，还
能通过优化线上购物平台界面设计和交互
流程，提升购物体验。消费者在指尖轻触
间，就能享受虚拟试吃、  购物等前沿科技
带来的沉浸式体验。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消
费市场持续升级的重要力量，不仅重塑消费
文化，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惊喜和改
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和应用，
消费市场将迎来更加智能化、个性化、便捷
化的未来，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消费场景和
更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人工智能+，塑造消费新格局
方 翔

平台申请显著增加
家住宝山大场镇的林姝彤特别

喜爱小动物，已有15年以上小动物

喂养经验，这两年开始兼职上门宠

物喂养，同时接单热带鱼、柯尔鸭、

金丝熊等异宠喂养。上门喂养服务

内容基本是给宠物加粮、换水、铲

屎、打扫、陪玩等。单次价格从40

元至100元不等，一般会根据上门

距离远近、宠物种类和数量等，确定

最终服务价格。工作时，她会戴上

一次性手套、鞋套入户，视频记录服

务全过程。

也有不少网友注册成为挂靠平

台的“伴宠专员”。在“来宠”“咕噜”

等宠物服务平台，认证宠托师数量

已超4500人。宠物生活服务平台

“小布在家服务”数据显示，从1月

份开始至春节假期结束，伴宠专员

的申请注册量出现显著增加，新增

申请数量达到了5000多份。收入

方面，“小布在家服务”平台伴宠专

员在春节期间，部分收入可过万，约

60%专员收入在3000元至5000元，

接单量集中在40单至60单之间，少

数可超百单。“小布在家服务”创始

人彭德政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春节

假期订单涨幅超110%，营收涨幅

85%。

记者调查发现，大部分宠物服

务平台要求从业者具备宠物医疗知

识，并通过实名认证、保证金缴纳等

流程，如“小布在家服务”要求注册

用户通过养宠知识测试、真人携宠

面试等8项审核机制。截至2024年

11月，该平台已进行300余场培训，

培养了一万余名伴宠专员，其中大

部分是95后、00后年轻人，他们既

养宠物，又做宠物服务。

入职门槛越来越高
随着客户需求的多元化，除喂食、清洁

和记录过程等基本操作外，专业服务平台

的宠托师还需要为宠物洗澡、代购药品，甚

至需要安抚宠物分离焦虑、播放主人录音

等情感化服务。入职门槛也从简单的喂食

铲屎，升级为包含健康监测、心理安抚、定

制服务等的综合性照护。

然而，行业爆发式增长的同

时，服务安全和标准化等问题也随

之浮现。这几年不乏“上门喂养”

引起的损坏物品、宠物受伤甚至死

亡的纠纷。对此，阿派关爱小动物

社会发展中心负责人陈嫱评价，宠

托师、伴宠专员等新职业的崛起，

从侧面反映了养宠人士从盲目跟

风养宠，逐渐转变为理性爱宠，并

开始懂得尊重小生命，不再把小猫

小狗当作物品、随意抛弃。但是这

些新职业尚无足够的时间培育成

熟，同时有待市场规范，所以目前

很难给予统一评价标准。

“工作服务的对象是不会说话

的‘毛孩子’，最终的满意度到底如

何，只能由宠主主观感受。”据陈嫱

观察，大部分的养宠人士包容度还

是很高的，只要看到对方提供了相

对负责和细致的服务，就会感觉自

己的宠物被好好照顾到。

资格认证尚不明确
目前，社交网络充斥着海量宠

托师培训相关信息，有些培训学校

甚至自诩为“唯一官方报考途径”，

事实果真如此吗？国际辅助犬组

织驯导师、而行上海导盲犬学校创

始人王春笋解答，目前国内尚无明

确的国家层面的规范和监管来专

门界定宠托师证书的效力。“网上

确实有不少机构都在发证，但由于

这些机构都是民间自发，没有官方

授权，证书的权威性还有待甄别，

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禁止这类

民间协会颁发宠物相关的技能证

书。”王春笋表示，如果机构是按照

其注册地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注

册登记，且在其业务范围内开展宠

托师培训及证书颁发的，就认定其

合法合规。

《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

书》显示，2024年中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

模突破3002亿元，中国城镇犬猫数量突破

1.2亿只。其中，春节假期催生的“留守宠

物”超过800万只，带动上门喂养服务需求

激增。养宠人士都在期待各方群策群力，

带动宠托师等职业健康有序发展，而非野

蛮生长。 本报记者 钱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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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环球港双子塔楼最高层首次对公众开放，近可看苏州

河，远可望“三件套”，繁华都市景观尽收眼底。从258米高的观光平

台俯瞰浦江两岸的独特体验，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游览，而30元的

团购价也让大家觉得颇有性价比，摄影爱好者更是频繁前来“打卡”，

只为用这独特的视角捕捉上海的美。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影报道

登环球港最高层 眺美丽天际线

“春节上门喂猫服务圆满结束收入 万”的话题近期冲上热搜，
网友纷纷表示“我也想接单”。在小红书，上海宠物上门喂养相关笔
记超   万篇，有些年轻博主直接自己做老板接单。

■ 摄影爱好者熟门熟路早早选好机位，晚来的市民只能“见缝插针”

■ 昨天下午，摄影爱好者在环球港顶层平台，等待傍晚天空的“蓝调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