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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的科技大市场
“六一”“端午”相逢，小朋友和

大朋友都喜欢。在消费持续升级

背景下，传统与潮流碰撞、科技与

童趣相融。市场上有哪些新亮

点？儿童消费又有哪些新趋势？

如何更好保障消费者权益？就此，

记者近日进行了采访。

产品场景更加多元
“小朋友”有“大市场”。在刚

刚闭幕的第二十一届中国（深圳）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动画

片主角猪猪侠走出屏幕，化身“猪

猪侠 AI毛绒”，能说会唱，还会根

据用户的情绪和性格提供个性化

互动体验；熊出没IP再现新品，熊

大和熊二的毛绒花和水果毛绒形

象清新又可爱……多款热门IP新

品，展现儿童消费市场活力。

国内市场玩具零售总额继续

保持增长。据中国玩具和婴童用

品协会发布的《2025 年中国玩具

和婴童用品行业发展白皮书》统

计，2024 年，国内市场玩具（不含

潮玩）零售总额为 978.5 亿元，比

上年增长 7.9%；潮流和收藏玩具

零售总额为465.7亿元，潮流和收

藏玩具及周边产品零售总额为

558.3亿元。

“近年来，随着家庭收入提高、

育儿理念转变和科技进步推动，儿

童消费从基础生存消费向体验型、

发展型消费升级，呈现出多元化、

升级化、互动化、社交化和智慧化

等特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

商学院教授孙瑾认为，其中，在线

教育、智能工具、AI伴读、VR教育

等不断渗透家庭和校园，提升儿童

学习的趣味性与互动性。新生代

父母依赖第三方测评、专家推荐和

社交平台口碑，在购买前进行全面

信息比对，追求产品的品质、性价

比与服务保障。

在儿童消费市场，体验式消费

明显增长。“什么值得买”电商营

销负责人张宇昂分析，一方面，主

打高质量陪伴的“沉浸式遛娃”方

式成为年轻父母的首选，融合游

乐、教育、互动等多元体验的新型

儿童乐园、亲子农场、户外研学等

项目受到青睐；另一方面，近年

来，亲子旅行市场活跃，一些适合

亲子游玩的目的地、主题公园、酒

店等受到热捧。

科技元素增强体验
一根头发的直径怎样测量？

在-110℃的环境中“冻”一分钟是

什么感觉？近日，中国科学院第

21 届公众科学日活动如期举办，

吸引了不少家长和孩子打卡参与。

“科学太神奇了！”家住北京市

西城区的宋明辉在爸爸妈妈的陪

同下，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体验完

趣味射箭、羽毛球制作、单车发电

等游戏，还顺便买了几本科普绘

本。“激发孩子的科学梦想，比买

玩具更有意义。”宋明辉的妈妈告

诉记者，今年孩子上小学三年级，

她为孩子购买的科普类读物已有

四五十本。

相关数据显示，自 2021 年以

来，少儿科普百科超越儿童文学，

成为我国少儿图书市场的最大品

类。2022 年和 2023 年，少儿科普

百科图书每年的动销品种数已超

过6万种。

“近年来科普类童书保持高速

增长态势。我们出版的多本科普

童书，表现均超预期。”以《DK博物

大百科》为例，中国科学技术出版

社有限公司青少一分社编辑林然

告诉记者，该书自 2018 年上市以

来，迄今销量已超过200万册。

从沉浸式的科技馆体验到能

亲手操作的实验套装，再到寓教于

乐的科普节目、科普旅行，如今，

各式各样的科普消费正受到越来

越多家长的青睐，并逐渐成为文旅

市场新的增长点。

教育、健康与科技一起，正成

为儿童消费市场的“新三样”。

孙瑾认为，传统学科类教育逐

步让位于研学游、文艺鉴赏、少儿

编程等更具互动性和成长价值的

体验型项目，寓教于乐成为家庭消

费的核心理念，家长更关注孩子的

全面发展和未来竞争力。

“高科技产品受到家长们的追

捧，家长倾向通过科技产品辅助学

习和安全监护。比如儿童智能手

表、智能学习机等商品品类在消费

市场都表现不俗。”张宇昂说。

白皮书显示，除产品安全性和

价格外，教育性依然是受访消费者

购买玩具的首要考虑因素，占比为

27.7%，IP 授权形象排名第二，占

比为23.3%；直播平台是受访消费

者购买玩具占比增幅最大渠道。

健康与运动产品受到消费者

关注。“从体能训练、视力保护再

到营养管理等，家长们全方位关注

儿童身心发育，健康消费升级，在

一定程度上也推动相关服务和产

品的细分化、专业化发展。”孙瑾

说。

“人工智能+”服务业态增多，

科技元素增强服务体验。随着大

数据、AI 技术的应用和家庭教育

观念转变，儿童消费从“大众化供

给”转向“精准化匹配”。孙瑾说，

儿童消费强调深入了解并尊重儿

童的需求，例如商家依据不同年龄

段的目标儿童推出不同类型的儿

童绘本；同时，也更强调家庭成员

的深度参与和情感联结，例如亲子

共读、亲子手工互动等亲子共创消

费的兴起。

打造健康消费环境
近年来，儿童兴趣班倒闭或

“跑路”的消息，让不少消费者烦

心。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助

理姜洁分析，这类纠纷主要涉及经

营者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务，属

于典型的合同违约纠纷。兴趣班通

常会招收众多学生，一旦跑路，往往

会涉及多个家庭的利益，形成群体

性纠纷，权益保护难度大。

“查人不易，找店更难，有的经

营者可能会采取转移资金、注销公

司等方式逃避责任，导致消费者的

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姜洁分析，

一些家长在缴费时可能没有签订

正式合同，或者合同条款不明确，

也增加了维权的难度。

为打造儿童友好型消费环境，

姜洁认为，相关部门应严格按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对儿童消费市

场的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

违规行为。对于发现的问题，要及

时依法处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通过各种渠

道和方式，加强对家长和儿童的消

费教育，提高其维权意识和能力。

“对于儿童消费需求，需多方

协同促进消费提质升级。”孙瑾认

为，首先，完善标准与监管机制，

通过建立分级认证标准、加强产品

检测、推广家长参与的“消费体验

官”机制，形成“生产—流通—服

务”全链条质量管控，保障儿童消

费安全。其次，推动业态融合与消

费场景创新，打通“教育+文旅”

“数字+阅读”“绿色+体育”“国潮+

个性化”等多元场景，推动消费体

验融合创新。最后，充分利用数字

技术，依托 AI算法构建智能匹配

系统，发展线上营养咨询、在线课

堂，突破时空限制，打造沉浸式互

动基础设施，建设儿童友好型文化

空间或者开发跨代际 IP产品，促

进寓教于乐和亲子互动。

“企业作为供给侧主力，应深

入洞察家庭与儿童多样化需求，提

升产品的细分化、安全性与环保

性，积极利用数字化营销和社群分

析用户需求。”孙瑾认为，政府部

门则需在政策层面加大对绿色、智

能、文化类儿童产品和服务的支持

力度，例如设立儿童消费券，推动

跨部门协作，探索优化中小学假

期，促进亲子消费场景扩容。家长

个人也应发挥作用，通过社交媒体

提升科学育儿意识，形成健康理性

的儿童消费观念。

（来源：经济日报）

中国单方面免签“朋友圈”再增5国
中方对巴西、阿根廷、智利、

秘鲁、乌拉圭5国持普通护照人员

试行免签政策，中国单方面免签

“朋友圈”又添新成员。

2025 年 6月 1日起至 2026 年

5月31日，上述5国持普通护照人

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

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

可免办签证入境。

这是中方免签政策首次拓展

到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至

此，适用单方面免签政策来华国

家已扩展至43个。

“我高兴又迫切地等待着家

人的到来。”在安徽外国语大学担

任西班牙语教师的智利公民卡罗

莱纳·阿拉亚兴奋地说。

阿拉亚得知中国免签政策扩

大后，立刻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

这一好消息，收获许多亲友点

赞。她感慨道：“现在有了免签政

策，父母来看望我们就方便多

了。盼望在中国迎接他们！”

致力于研究中巴关系的巴西

学者菲利普·波尔图已在中国生

活一年多。在得知免签消息后，

波尔图说：“我的妈妈今年52岁，

还从来没有出国旅行过。中国很

可能成为她第一个海外旅行目的

地。以前我的巴西朋友只能通过

我的社交媒体了解中国，现在有

了免签政策，相信他们很快就能

亲自来体验这个国家了。”

不断扩大的免签国家范围，

向世界展示的不仅是中国热情友

善的待客之道，还有中国同各国

互利共赢的交往之道。

来自秘鲁的伊丽莎白·塔科

目前在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

学院攻读国际商务硕士。她表

示，免签政策不仅有助于加强中

国与拉美国家在文化、旅游方面

的交流，也能为密切中拉经济合

作提供更多机会。

阿根廷智库机构阿根廷国际

关系理事会的卡罗拉·拉蒙表示，

近年来，阿中两国在留学生交流、

文化合作、体育互动等多领域交流

合作取得长足发展。中方扩大免

签国家范围，将进一步促进中阿乃

至中拉各领域交流和人员往来。

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

已十年有余，双方往来频繁，合

作 不 断 深 化 ，取 得 丰 硕 成 果 。

2024 年，中拉双边贸易额突破

5000 亿美元。中国产品广泛出

口到拉美国家，来自拉美地区的

车厘子、牛肉等也融入中国家庭

的日常饮食。

（来源：人民网）

阿尔及利亚空军老战士结束访华
5 名曾在中国接受培训的阿

尔及利亚空军老战士30日上午圆

满结束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时

隔半个多世纪后，他们又一次满

载美好的在华经历，飞回阿尔及

利亚。

本次访问由中国退役军人事

务部、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

和阿尔及利亚老战士及相关权利

享有者部共同推动。在华期间，5

名阿尔及利亚空军老战士前往北

京、石家庄、西安等地，重返曾经

接受培训的学校，与昔日教员会

面，感受新时代中国发展成就。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参观期间，阿尔及利亚空军老战

士拉赫达尔来到展陈的米格-15

战斗机旁。“我的中国教练是曾在

抗美援朝战争中参战的空军飞行

员。”他回忆道，“我用米格-15战

斗机进行训练，回国后便成为了

阿尔及利亚的空军教练。”

据悉，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

代，两批共27名阿尔及利亚空军

学员曾赴中国接受航空培训，回

国后成为推动阿尔及利亚空军发

展的中坚力量。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