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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据多家海外媒体报道：首席执行
官安迪·贾西正在牵头进行成本削减评估，
并砍掉公司尚未盈利的业务，其中近年来明
星产品Alexa业务，正被领导层们密切评估。

据内部文件显示，最近几年，包括Alexa
在内的设备部门每年的运营亏损超过 50亿
美元。

从现实来说，Alexa以AI语言对话的方
式打开了智能音箱市场的大门，并确立了在
这一市场的领导地位，其也被外界广泛视为
是继云计算之后，找到的又一个万亿级的新
业务市场，同时是持续创新能力的有力佐
证。所以此番若领导层们真对Alexa业务动
手，这于和整体智能音箱市场而言，都是一
次重大打击。

但从现实来说，领导层们对Alexa业务
密切评估，也是当智能音箱市场需求不振、
发展不顺的一个缩影和强烈信号。

疾风骤雨般的崛起
可能也没想到，其在2014年推出的内置

Alexa智能语音助手的音箱设备Echo，会打
开智能音箱市场的魔法大门，同时也吸引了
包括、苹果、百度、阿里、小米、华为等国内外
众多厂商投身其中。

彼时，大家对智能音箱产品有着各种憧
憬。

原因有三：
一是智能音箱产品为当时急需找到落

地载体的智能语音技术等AI技术，找到了一
个非常好的落地载体。

二是智能音箱设备也开辟出了一条新
的硬件增长赛道，特别是在当时智能手机市
场增速已经式微但众多厂商（特别是互联网
厂商）亦无法入局智能手机市场的现实下，
这为阿里、百度等互联网厂商们找到了入局
硬件市场的新机会。

三是AI技术以及后续带屏智能音箱的
出现，其亦被众多互联网公司视为是摆脱智
能手机厂商，自己控制新入口的可能，也正
是基于此，众多厂商在智能音箱设备上除开
天气播报、音乐播放等常规服务外，亦是在
智能音箱设备中带来了健身课程、流媒体服

务、网络购物、视频通话、家庭监控等功能。
也正是基于此，智能音箱亦被视为是接管家
庭，成为智能家居控制中枢的绝佳选择。

也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智能音箱市
场在随后几年以极高的市场增长率快速崛
起，一路从2016年的600万台暴增至2019年
的1.47亿台。

猝不及防的停滞
若故事一直照着这样的剧情发展，那应

当是一场皆大欢喜的事情，但市场的有趣之
处或在于许多事情总是超乎预期、事与愿
违。事实上，在经历 2018年和 2019年带来
的高增狂热之后，智能音箱市场并未如诸多
机构预期的那样保持持续的高增长，反而是
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入了增长停滞期乃至
是走起了增速下坡路，这在今年表现得尤为
明显。

并且展望未来，智能音箱产品整体增速
亦不乐观。

诸如Omdia发布的数据就显示：2021-
2026年北美地区智能音箱年出货量的年复
合增长率预计仅有1.3%，其中智能音箱的年
复合增长率跌至负数，也仅有0.2%。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智能音箱市场突然
哑火？

可以说，智能音箱的需求衰退，不仅比
预期来得更早，更是令业界猝不及防。

在此，问题也随之而来，是什么原因让
原本火热的智能音箱市场，在突然之间就需
求哑火，进入了增速停滞期？

对此，许多人将其归咎为智能音箱市场
份额高度集中于头部厂商，导致整体市场缺
乏新鲜血液进入，创新缺乏、竞争不足。

若从市场份额来看，智能音箱市场的确
是一个份额高度集中于头部厂商的市场
——在全球范围内，、、苹果、百度、小米、阿
里这六大厂商占据了全球市场超八成的市
场份额，国内市场则是百度、小米、阿里、华
为四强分割了超过 90%的市场份额。这一
格局，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让后来者鲜有
机会。

但要将智能音箱需求停滞的责任全部

归咎于头部厂商吃掉了太多份额，也显然是
有失公允。

且不说智能手机市场多年来都是份额
高度集中于头部厂商，但智能手机市场依旧
是个十亿级销量的市场，就智能音箱市场本
身而言，头部厂商之间的厮杀也是分外激
烈，并没有因为份额集中就停止前进，这从
他们之间血腥的价格厮杀也可见一斑。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在我看来或是这
样几方面的原因综合造就了智能音箱市场
的需求哑火。

一是智能音箱设备的非必需性
虽然厂商们将智能音箱视为是新入口，

是接管家庭智能设备的中枢，但尴尬的事情
在于，这多是厂商们的一厢情愿。而于家庭
（用户）而言，智能音箱其实是一个非必需产
品，其并没有手机那样的重要性，这也就让
智能音箱成为了家庭中可有可无的存在。

这中非必需的尴尬地位，导致用户在经
济情况好的时候，可能花几百元买一个放置
在家里，用它听听音乐，播放一下天气预报，
感受一下语言控制，到也无所谓乃至可以说
是一个时髦的事情；但在经济下行、预期不
景气的现实下，收缩对非必要产品的支出，
会是许多人的选择。这从智能音箱自 2020
年开始就进入增速哑火期，也可见一斑。并
且这种收缩不仅体现在智能音箱上，其在智
能手表、无线耳机等产品上，亦有同样体现，
事实上即使是智能手机这样的必需品，当前
也有更多用户倾向于购买二手手机。

二是厂商过早的收割用户
如果说非必需性已让用户在经济下行

期倾向于保守购买，那么厂商们在智能音箱
上过早过急的收割用户，则又为用户抛弃智
能音箱深踩了一脚油门。

于现实而言，在残酷的价格战下，几乎
所有厂商在智能音箱硬件上都是亏钱的存
在。但显然的是，这种持续的亏损，于厂商
而言是难以接受、难以持续的。

而当硬件难赚钱，厂商们自然也就把注
意力放在了智能音箱的灵魂——系统软件
上去了，想要做的是复制他们在互联网上惯

用的“硬件赔钱、服务赚钱”套路。
所以我们看到，许多智能音箱产品从原

来的没有广告变成了有广告并且还无孔不
入、从原来听音乐、看视频只需要在手机端
购买了会员即可，变为了需要在智能音箱上
单独购买会员，等等神操作带给用户的不仅
是体验的迅速变差，更是使用成本的提升，
更何况还有众多智能音箱的智能化，也多少
有些名不符实，并没有厂商宣传的那么美好
——用户的语言指令、并不能进行识别于执
行。

三是整体市场玩家都“太聪明”了
随着苹果和安卓的成功，市场玩家们无

一不认识到了入口的重要性，也自然都想把
入口牢牢的把握在自己手中，都不愿意成为
拱手为他人做嫁衣。也正是这种整个市场
玩家都太聪明的现实，使得厂商想把智能音
箱这一新设备形态打造为智能家庭控制中
枢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变得阻力重重。

如我们所见，在智能音箱之后，许多家
电厂商也推出了各种智能电视以及与智能
音箱功能类似的带屏家电设备，诸如带屏幕
的智能冰箱等，来与智能音箱争夺家庭地
位，让智能音箱故事中最重要的智能家居篇
章举步维艰。

所以综合来看：作为非必需品的智能音
箱，遇上经济下行期和厂商名不符实的功能
宣传以及互联网模式收割，用户对其需求自
然也不会旺盛。

相对于手机、PC等产品而言，智能音箱
其实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品形态，从诞生至
今也才仅仅八年时间。坦率说，作为非必需
产品，其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达成年销量
过亿的市场规模，已是不错成绩。而如今进
入增速停滞乃至是衰退期，也与当前整体电
子消费市场需求疲软的大环境以及厂商们
操之过急的收割行为，有着密切关系。

而若当整体消费需求改善，个人认为智
能音箱也或将恢复增长，当然这也需要厂商
们在智能音箱产品上切实努力加强技术创
新，收敛收割用户的迫切，为用户带来实际
的智能化体验。

从众星捧月到前路暗淡，智能音箱做错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