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研究是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委托零点有数科技（原零点研究咨

询集团）所做的专项调研。项目获得了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的鼎力

支持。喜临门中国睡眠指数是首个全国范围的公众睡眠状况调研，2017

年是该项调研展开的第五个年度。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床具行业的领军企业，始终以“致力

于人类健康睡眠”为使命，是行业科学睡眠领导者，专注于设计、研发、

生产、销售以寝具为核心的高品质家具。

零点有数科技是源自中国的国际化数据智能服务机构，旗下包括创新

数据开发中心、公共事务数据事业群、商业数据事业群、未来商习院。零

点有数自1992年成立以来发布了一系列指数研究成果。

今年1月,“2017喜临门中国睡眠指数调查”在北京正式启动。本年度

的调查方法为入户面访、拦截访问和网络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覆盖全国

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含西藏）。此次调研实地执行历时1个月，

最终获得7116条有效数据。数据库包括了对性别、年龄、职业、收入状

况、所在城市等大量信息的分析。

关于本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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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喜临门中国睡眠指数”项目组成员

本次研究得到了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阿裕、零点有数董

事长袁岳和原中国睡眠研究会秘书长、原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家委员

会秘书长汪光亮的大力支持。

调查结果于2017年3月17日在中国北京公布。登陆喜临门官方网站

http://www.chinabed.com、关注喜临门公众号“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可下载查看完整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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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喜临门中国睡眠指数”已进入第5

个年头。5年来中国人不停的谈梦想、谈创业、谈

互联网+、谈二孩、谈雾霾，还有睡眠。

睡眠指数的变化

五
年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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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临门中国睡眠指数”五年追踪研究显示，2013年以来，国

人睡眠指数稳中上升。2017年睡眠指数得分为74.2分，五年来中国

人睡眠指数得分第一次超过70分。与五年前相比，睡眠指数增长了

将近10分，可以说，国人离科学优质睡眠迈进了一大步，当然这离

良好目标尚有一段距离。

睡眠品质持续趋好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64.3分

66.5分

66.7分

69.0分

74.2分

附图 2013-2017年喜临门睡眠指数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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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的改善是一个综合工程。睡眠既是个人之事，也和整个社会环境有关。近5年来，我们看到，社会

民生、居民收入等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更可贵的是，整个社会都在以更大的力度倡导提升幸福感、弘扬社

会正能量，社会心态逐步开始转变。这些变化会让人越来越感到心安，这为公众的睡眠改善提供了良好的社

会环境。

但睡眠终究是自己的，改善睡眠离不开个人睡眠管理意识、能力和行为的改变。我们以“改善睡眠”为

关键词进行百度指数的检索，发现最近5年来，公众对改善睡眠的关注度在2014年后出现了快速的增长。这

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具有了睡眠管理的意识，这是睡眠品质持续趋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年来，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睡眠

附图 “改善睡眠”百度指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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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律 比较规律 不太规律 非常不规律

2015年 8.7% 50.2% 33.7% 6.3%

2016年 7.2% 63.6% 25.8% 2.8%

2017年 7.4% 66.6% 22.9% 2.6%

第二个改变是在睡眠时间方面。调查显

示，5年来，公众的睡眠时长均在7-9小时之

间，符合国际社会对科学睡眠时长的界定。

在入睡时间点方面，几年来公众睡觉时间点

基本在23点之前，起床时间点基本在早上7

点之前，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我们可以明

显发现，24点之后睡觉的公众比例在逐渐减

少，从2015年时的32.5%，降至2017年的

10.1%。

通过对历年数据的对比发现，公众在睡

眠管理上做出了很多行为改变，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规律睡眠和睡眠时间。

第一个改变是在睡眠规律方面。调查显

示，最近三年公众睡眠有规律的比例出现了

大幅增加。2015年时表示作息比较规律和非

常规律的比例为58.9%，而这一比例在2016

年上升为70.8%，2017年更是达到74.0%。

人们在睡眠管理上做出了更多的行为改变

附表 2015年-2017年公众睡眠作息是否规律的比例

年份 入睡时间点 起床时间点 睡眠时长
24点后

睡觉比例

2015 22点48分 6点40分 8小时12分 32.5%

2016 22点39分 6点42分 8小时 18.2%

2017 22点42分 6点54分 8小时12分 10.1%

附表 2015年-2017年工作日睡眠时长和睡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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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犯困时，是否能及时入睡 环境改变时，是否可以适应
白天有了负面情绪，
是否影响晚上睡眠

可以 不可以 易适应 难适应 不影响 影响

2015年 70.0% 28.2% 55.9% 42.5% 21.4% 77.3%

2016年 66.3% 32.5% 54.5% 44.5% 19.7% 79.7%

2017年 76.5% 22.5% 64.8% 33.8% 32.2% 67.0%

近些年来，公众的睡眠管理能力出现了明显的提高，特别是在

及时入睡、环境适应和摆脱情绪影响方面。

调查显示，在及时入睡方面，2015年时70%的人表示可以及时

上床睡觉，2017年这一比例增至76.5%。

在环境适应性方面，环境改变时，容易适应睡眠的公众比例从

2015年的55.9%上升为2017年的64.8%。

在摆脱情绪影响方面，白天负面情绪不会影响睡眠的公众比例，

在2015年和2016年时基本接近，分别为21.4%，19.7%，2017年则

上涨为33.2%。

人们对睡眠的管理调节能力增强了

附表 2015年-2017年睡眠管理能力改变情况



年年岁岁“睡”相似，岁岁年年“数” 不同。持续关注睡眠五个年头，

睡眠指数在不同方面悄然呈现出新的趋势。

睡眠的新趋势

与

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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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 74.3 74.3

77.6

67.2
68.8

69.5 70.4

60.4

62.1 61.5

71.5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2016年

2014年

2017年

北上广一线城市的逃离又逃回，每年都能引起很多人内心的五

味陈杂。2016年4个小时逃离北上广，更是让人们热议哪里才是离

美梦最近的地方？是工作机会更多的一线城市，还是安逸节奏稍慢

的中小城市？

调查发现，这些年来，不同城市呈现出经济水平越高而睡眠品

质越低的趋势，四线城市睡眠指数最高，一线城市指数最低。但大

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2014年时，四线城市的睡

眠指数比一线城市高出了11.1分，而2017年时这一差值仅为3.8分。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大城市人为美好的睡眠不甘落后。

小城市人睡更好，但大城市人的努力有上升势头

附图 不同级别城市睡眠指数得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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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 80后 70后 60后 50后及之前

2014年-2017年以来，睡眠品质均呈现出高代际人群优于低代

际人群的趋势。但80、90后睡眠指数保持了更高的涨幅。他们与

老一代人的差距开始逐渐缩小。

究其原因，可能与80、90后越来越多地进行规律睡眠、越多

地能及时入睡以及更好地调节白天负面情绪有关。比如有规律性

睡眠的90后、80后比例，2017年较2016年高出约3个百分点、较

2015年高出10个以上百分点，其他两个方面也表现出相似的良好

趋势。

年轻一代正在加快改变自己的睡眠

附图 2014-2017年不同代际人群睡眠指数得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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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睡眠品质向好，但是入睡困难、失

眠依然较为常见，是老大难问题。

经常入睡困难在近三年数据中显示呈下

降趋势，从2015年的37.8%下降到了2017年

的17.6%。

2017年间或失眠的比例仍然超过2成。

进一步分析发现，女性出现过失眠比例高于

男性，分别为31.0%，26.5%。

入睡困难，真是老大难

附表 2013-2017年入睡困难比例

附表 2017年有稳定工作者关于睡眠经常出现的情况

2015年37.8%

2016年
2017年

28.8%

17.6%

22.1%

5.9%

10.5%

4.6%

间或失眠

连续失眠

间或通宵

连续通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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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下就能睡着、一觉睡到自然醒是不少人的心愿。本次调查显示，睡眠问题经常出现比例超过15%的

分别是多梦（25.0%）、醒了以后睡不着（23.5%）、入睡困难（17.6%）、醒后疲惫（15.7%）、夜间

易醒或早醒（15.3%）。

我们把经常出现睡眠问题出现1-2的人界定为轻微睡眠困难者，出现3-5个的人为轻度睡眠困难者，出

现6-10个的人为中度睡眠困难，出现10个以上的人为重度睡眠困难者。分析发现，轻微睡眠困难者占多

数，占总调查人群中的50.3%，轻度睡眠困难者比例也超过2成（23.3%），可见睡眠问题形势依然比较

严峻。

轻微睡眠困难者很普遍

附图 2017年经常出现睡眠问题个数的分布情况

0个 1-2个 3-5个 6-10个 10个以上

22.0%

50.3%

23.3%

3.0%
0.2%

附表 经常出现的各种睡眠问题比例

经常出现的情况 出现比例 经常出现的情况 出现比例

多梦 25.0% 夜间易醒或早醒 15.3%

醒了以后睡不着 23.5% 夜间多次去厕所 13.7%

入睡困难 17.6% 咳嗽或鼾声高 12.3%

醒后疲惫 15.7% 从梦中惊醒 9.9%



工作与睡眠，如何平衡

古人有言：“不觅仙方觅睡方。”生活节奏

紧张，在工作中也能享有安稳的睡眠，是多么美

好。本次调查显示，30.5%的人经常为了工作早

起，21.6%的人做梦梦见过工作，12.9%的人出

现过因越工作越精神。如何保持工作与睡眠的平

衡，是现代人越来越应该注意和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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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睡

50.3%
有时睡

39.7%

经常睡

7.2%

几乎每次都睡

2.0%
说不清

0.8%

本次调查显示，乘坐公交车和自己开车上班是主要的通勤方

式，分别占比29.6%，24.1%。进一步调查发现，全国通勤时长平

均为40.4分钟。

尽管国人工作时睡眠时长均值达到8小时12分钟，并不算短，

但除却自己开车步行等客观条件不能进行睡觉的人外，有48.9％

的人会在上班路上再进行补觉。

上班路上进行补觉占比48.9%

附图 上下班各种交通工具通常乘坐比例

交通方式 比例

公交车 29.6%

自己开车 24.1%

步行 14.5%

自行车 12.6%

地铁 11.6%

乘坐出租车或私家车 3.5%

电动车摩托车等其他 3.3%

单位通勤车 0.8%

附图 通勤途中睡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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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20.7%

10.3%

4.8%

偶尔能睡着

大部分时候都能睡着

从来睡不着

几乎每次都能睡着

49.1%

24.4%

23.3%

1.8%

1.5%

不怎么安稳

很不安稳

比较安稳

说不清

非常安稳

53.0%

24.5%

18.9%

3.6%

小部分时间在睡

差不多半程时间在睡

大部分时间在睡

几乎坐车的全程都在睡

进一步对在上班路上睡过觉的人进行调查，发现尽管睡半程时

间以上的人比例接近五成，但是大部分时候能睡着或者几乎每次都

能睡着的比例不足三成，仅25.5%，并且表示睡不安稳的人的比例

达到73.5%。

上班路上睡好觉？不容易！

附图 通勤路上睡觉时程、睡得着、睡觉安稳情况

睡觉时程 睡得着吗 睡的安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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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33.3%

27.0%

20.0%

16.2%

15.9%

6.4%

3.6%

2.2%

因座椅不舒适而睡得身体难受

因睡着坐过站

睡着了急刹车而撞到头

因睡觉流口水、张嘴

不知不觉靠在陌生人身上

醒来之后感冒了

因睡着丢东西

带鸵鸟枕等睡眠工具上车，后来觉得尴尬

睡着了走光

调查显示，在上班路上睡不安稳的原因主要归结于以下痛点：因座椅不舒适而睡得身体难受位列痛点

榜首，选择比例高达41.0%；因睡着坐过站的人也不在少数，选择比例为33.3%；睡着了急刹车而撞到头、

睡觉流口水/张嘴的现象也超过2成，分别为27.0%，20%。

移动睡眠的九大痛点！

附图 上班路上的那些睡觉痛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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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氛若煅汗如奔，日午枕书眠扩烦。几刻梦游仙境里，北窗睡觉爽心魂。”午休自古以来就在生活中

占有一定的地位。许多研究表明，午休可带来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放松。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现代人

利用午休时间来缓解疲劳的习惯是怎样的呢？

2013年和2017年均对午睡进行了调查，2013年一周内有午睡的比例为31.5%，2017年这一比例上升为

45.8%。进一步调查显示，公众平均午睡时间为34.3分钟。

而上班期间午睡这件事规避不开两个痛点，一是睡的不舒服，午睡的人群中，趴着睡比例最高，占比

50.9%。二是因工作占有而不能午睡。事实上，午睡时间从没被工作占用过的比例仅10.3%。

工作半天，有个午觉可好？

附图 午睡习惯、睡姿、工作占用午睡情况

不午睡,52.6%

一周1-2天午睡,14.7%

一周3-4天午睡,13.5%

几乎天天午睡,19.2%

趴着睡,50.9%

坐着睡,30.5%

躺着睡,18.7%

从没占用过,10.3%

偶尔占用,65.3%

较常占用,18.6%

经常占有,5.1%

说不清,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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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睡

71.8%

偶尔睡

22.2%

经常睡

2.9%

几乎每次都睡

0.9%

说不清

2.2%

日常工作中，布置、协调、研讨工作都免不了要开会。会议名目繁多，按时间可有早会、周例会、月

例会、季度会、半年会、年会等形式；按参与人数又可分为小组会、部门会、全员会等，俗话说文山会海。

新闻报道某某领导开会打瞌睡的现象不少见；也时有听到看到单位开会，某某员工一坐下就没有看到昂起

的头。那开会睡觉的比例有多少呢？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单位组织开会时，从不睡的比例为71.8%，经常睡或几乎每次都睡得比例为

3.8%，还有22.2%的人表示偶尔会睡。

单位开会，偷偷睡个觉吧

附图 单位组织开会睡觉情况



经济、交通快速发展，不同城市间的连接

越来越紧密，人们之间信息资源的互换越来越

频繁。出差似乎成了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旅行也变得让人向往。舟车劳顿，离开熟悉的

床，异地而眠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差旅劳顿，如何饱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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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情况出差似乎都是那么匆匆忙忙，怕因为路上交通状况而误了飞机、高铁。又或者出差行程太

赶，任务重，而食不安夜不寐？

本次调查的人群中，近一年出过差的人占比49.5%。这部分人中，出差当天早上会提前醒的人占比

78.4%，平均来看，出差时当天早上会提前1小时18分钟早早醒来。而且出差时通常睡眠质量差的人提前

醒的更早。

出差事情在心头，
平均会早醒1小时18分钟！

附图 出差时不同睡眠质量的人出差当天提前醒来的情况

34.4%

比较差

1小时

24分钟

5.8%

非常好

1小时

6分钟

52.9%

比较好

1.0小时

4.4%

非常差

1小时

48分钟

提
前
醒
时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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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睡眠时长方面，调查显示，出差期间，四成出差的人睡眠时

间比平常短。

在入睡时间方面，36.9%的人入睡时间比平常晚，平均晚1小时

12分钟；26.9%的人入睡比平时早，平均早1小时6分钟。

出差睡眠：睡的又短又晚

附图 与平时相比，出差期间睡眠时长、入睡早晚情况

4.0%

36.0% 36.5%

21.0%

2.5%

短很多 短一些 差不多 长一些 长很多

26.9%

36.1% 36.9%

早 差不多 晚

平均早了1小时6分钟 平均晚了1小时12分钟

入睡

早晚

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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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36.7%

30.8%

28.4%

22.9%

18.4%

16.8%

14.2%

11.5%

酒店太吵

寝具差

挑床

觉得酒店没有安全感

工作或行程紧张不能好好睡

工作太累睡不着

睡得晚

精神紧张导致失眠

要起早睡不着

42.8%

32.8%

30.0%

29.7%

18.0%

12.3%

1.7%

不用早起

不用定点上班

不用照顾孩子

睡得早

寝具好

生活规律适应能力好

睡眠环境好

睡眠神助攻：不用照顾熊孩子、不用早起

本次调查显示，出差睡的好得益于好的睡

眠环境（42.8%）、不用早起（32.8%）、不

用定点上班（ 30.0% ）、不用照顾孩子

（29.7%）。

出差睡不好五大罪责在挑床（43.7%）、

工作或行程紧张不能好好睡（36.7%）、觉得

酒店没有安全感（30.8%）、精神紧张导致失

眠（28.4%）、睡得晚（22.9%）。

附图 出差睡眠好的原因 附图 出差睡眠不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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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头, 

11.9%

床垫, 

12.0%

被套, 

16.6%

床, 20.5%

被子, 32.8%

异地而眠，房间不一样了，床不一样了……整个睡眠环境都发生了改变。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差旅住

酒店最影响睡眠的因素当属房间的隔音效果，选择比为33.5%，其次是卫生问题（24.8%）。

酒店寝具关心度方面，32.8%的人最关心被子，20.5%的人最关心床，16.6%的人最关心被套，关心床

垫和枕头的人也都超过了10%，分别为12.0%和11.9%。

差旅住酒店：隔音要好，被子要好

附图 酒店睡觉影响因素情况

附图 酒店寝具关心情况

6.5%

33.5%
24.8%

9.5%
8.9%

8.1%
7.1%

房间隔音效果
卫生问题

房间内声音

光线
寝具

房间空间

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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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成人住酒店遇到隔壁啪啪啪

调查显示，在酒店入住时，有38.1%的人会开灯睡觉；遇到过

隔壁啪啪啪的人为22.3%；而遇到过上门提供情色服务的人也接近

2成；因为床上用品不好更换房间、裸睡或只穿内裤睡的比例，均

在16%左右。

附图 在酒店入住遇到的情况

38.1%

22.3%

19.1%

16.7%

16.3%

15.1%

12.1%

11.2%

10.6%

7.2%

开灯睡觉

遇到过隔壁啪啪啪

遇到过上门提供色情服务

因为床上用品不好更换房间

裸睡或只穿内裤睡

根据自己喜好让酒店更换床垫、枕头等床上用品

对床品过敏

自带床单枕头

因为床上用品不好更换酒店

没有特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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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调查发现，认为差旅回来后的一两天内，睡眠质量变更

好的人约有四成（38.2%），没太大的变化的有52.8%，变更差的

人有9.0%。

差旅回来后，四成人睡的更好了！

附图 差旅之后回来的一两天睡眠质量变化情况

38.2%

更好了

52.8%

没太大变化

9.0%

更差了



睡眠是项每天约花费三分之一时间进行的

重要活动。而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工作属性和

要求，这使得不同职业的人群呈现出相异的睡

眠特点；中国不同省份的人们因着不同的自然

环境、社会文化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性格，

这必然也会给睡眠带有很多地域色彩。

睡眠版图



喜临门中国睡眠指数
China Sleep Quality Index2017CSI

睡眠指数
Sleep Quality

28

职业 睡眠指数得分 睡眠时长（小时） 起床时间 睡觉时间

工人 75.7 8小时8分钟 6点45分 22点37分

医务人员 75.4 8小时7分钟 6点52分 22点45分

销售 75.0 8小时5分钟 7点0分 22点5分

媒体从业人员 73.4 7小时59分钟 7点15分 23点16分

金融从业者/投资人员 73.4 8小时1分钟 6点58分 22点58分

企业人员/职业经理人 73.2 7小时53分钟 6点46分 22点52分

公务员 73.1 7小时5分钟 6点45分 22点57分

广告/公关从业者 73.1 8小时25分钟 7点17分 22点52分

IT/互联网/通信从业人员 72.4 7小时56分钟 6点59分 23点4分

教师 71.8 7小时52分钟 6点38分 22点47分

调查显示，工人、医务人员、销售三类职业人群睡眠指数得分排名前三，得分均在75分以上。

教师的睡眠得分最低，仅为71.8分，同时教师不到7点就要起床，起床时间在不同职业中最早。教师每

天的睡眠时间不足8小时。IT从业者的得分仅为72.4分，仅比教师高出0.6分。

媒体人则是睡眠时间最晚的群体，平均23点16分睡觉。

教师的睡眠不容乐观

附表 2017年各职业睡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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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睡眠品质第一

2017年各省会城市睡眠指数前三名分别是西宁、上海和海口，三个城市得分相当，均在77分以上。

乌鲁木齐、广州、成都三城市得分排名垫底，得分均在72分以下。

附表 2017年各省睡眠指数得分排名情况

城市 得分 排名 城市 得分 排名

西宁 77.6 1 西安 74.4 16

上海 77.4 2 兰州 74.3 17

海口 77.2 3 福州 74.1 18

南昌 75.9 4 昆明 73.9 19

杭州 75.8 5 沈阳 73.9 19

济南 75.8 5 武汉 73.9 21

呼和浩特 75.7 7 合肥 73.9 21

银川 75.6 8 贵阳 73.6 23

太原 75.4 9 长春 73.5 24

哈尔滨 75.2 10 南京 73.4 25

北京 75.1 11 南宁 72.8 26

郑州 74.9 12 石家庄 72.2 27

重庆 74.9 12 成都 72.0 28

天津 74.6 14 广州 71.5 29

长沙 74.4 15 乌鲁木齐 71.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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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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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线上数据根据2017年1月《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公布的各省网民

数量进行加权。由于加权后四舍五入的影响，

报告结果可能出现下列情况：

报告阅读相关说明

附录一：

频数为0，但百分比却不是0，

或频数不为0，但是百分比却为0。

频数相同，

但是百分比稍有差异

频数或百分比手动相加与

总计稍有差异

原因
由于频数只保留整数，百分比保留

1位小数。

因为显示的频数是四舍五入后的整

数部分，百分比是实际值的计算。

四舍五入后保留的位数不同，

显示出来的值与实际值有差异。

一、报告中出现的特殊情况说明

问卷问题多以四分制请受访对象打分，在计算

指数及指标得分时换算为百分制。

二、问卷量表与分数转换报告中出现的特殊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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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龄分布

三、背景变量及人口学分类标准

2. 不同类型城市分布

本报告中，一二三四线城市划分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

争力研究中心出版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

争力报告》。

本报告中，考虑到分析的维度，我们将执行地

及受访对象的年龄及城市级别等统一合码归类如

下：

90后 80后 70后 60后 50后及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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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7年喜临门中国睡眠指数指标体系

2017年喜临门中国睡眠指数测量的指标体系基本沿用了2014-

2016年的指标体系。

指数说明

附录二：

总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睡眠品质

充足感
白天精力充足程度

睡眠饱足程度

支配力

及时入眠能力

规律睡眠能力

情绪控制能力

环境适应性

健康度 睡眠问题严重程度

附图 2017年喜临门中国睡眠指数指标体系

二、专家团队构成

在指标建立之初，我们邀请到来自心理学、社会学、医学、经济学

及人口学等专业领域的专家、知名媒体从业人士和政府部门官员共计11

位。2017年研究团队在修正指标体系的过程中仍得到来自这些专家的专

业意见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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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采取定量问卷调研的方式。

考虑到项目执行难度和可行性，本次调查数据获取采取线上线下调查相

结合的方式。数据收集的实地工作于2017年2月至2017年3月期间完成。最

终线上调查收集4117有效样本量；入户访问完成1018有效样本量，拦截访

问完成1981个有效样本量，合计7116有效样本量。

线上调查样本库覆盖全国30省。本次调查通过IP定向的方式，往全国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含西藏、港澳台）随机推送，获取受访者。

入户访问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进行，按照”城市-城区-街道-社区-家

庭（户）-个人“的流程选取目标受访对象，访问员手持Pad进行面访。

拦截访问主要在社区门口等人流量较大的地方进行，按照隔五抽一的原

则选取目标受访对象，访问员手持Pad进行面访。

二、数据处理

本次调查在所有问卷回收后，经过复核编码工作录入计算机，经过逻辑查错形成最终数据库。使用

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按2017年1月《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各省份网民规模对数据予

以加权处理，显著性检验P值取≤0.05。在95%的置信度下本次调查的抽样误差为±0.6%。

技术说明

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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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喜临门）是国内床具行业的领军企业，始终以

“致力于人类健康睡眠”为使命，专注于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以寝具为核心的高

品质家具。

“喜临门”品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美誉度、忠诚度和影响力，在业内率先荣获

“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等称号，2009年被评为“2009中国家具最具影响力

品牌”。凭借较强的品牌知名度、完善的营销网络、优秀的产品质量，公司核心产品

床垫已经占据市场领先地位，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信赖，“健康”、“优质”

已经成为消费者对公司产品的认知。喜临门同时也具有较强的设计研发实力，是“国

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轻工行业标准

《木制宾馆家具》和《软体家具弹簧软床垫》的主要起草单位。已获得29项专利。

喜临门产品已为希尔顿、万豪等200余家五星级酒店和钓鱼台国宾馆总统楼、人

民大会堂及国家大剧院所采用，并和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稳固的贸易往来，营

销网络遍及全世界。

喜临门的发展愿景为：以“致力于人类健康睡眠”为使命，不断开发具有高科技

含量的新产品，逐步扩大生产能力，建立并完善布局合理、可控性强、高效运营的营

销网络，满足国际和国内市场日益提高的消费需求，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巩固公司

在寝具行业的龙头地位，并最终成为全球床具行业的领先者。

关于喜临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