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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参与相关技术研发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其在各行各业的渗

透也越来越深，特别是在智慧家庭领域，已经从传统的机械控制转向智能控制，与用户的交互也从原来的被动

响应转向基于家庭大脑的主动感知与主动服务方式。越来越多的用户参与到需求共创中，带动企业进一步优化

产品，提升技术服务能力，促使更多人性化场景不断涌现。

新一代的智慧家庭是以住宅为平台，融合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及人工智能

技术，将家居设备智能控制、家庭环境感知、家人健康感知、家庭安全感知、影音娱乐、信息管理交互、消费

服务等家庭生活有效结合，形成了“场-云-管-边-端”一体化服务系统，在行业内统称为“家庭大脑”。通

过家庭大脑的感知和思考，主动为用户创造更健康、安全、舒适、便捷、低碳的个性化家庭生活环境。

为实现此目标，需要相关行业共同参与建设，通过共建共创来促进全行业健康发展。基于此背景，海尔智

家联合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智能家居产业联盟、微软中国、腾讯云、科大讯飞、吉利等行业优秀单位、企业

一起，结合各领域自身优势，提出了家庭大脑技术架构，进而科学有效地指导未来智慧家庭能力建设。

本次《家庭大脑白皮书》的编制，旨在通过携手智慧家庭领域上下游优秀企业，共同发起对未来家庭大脑

的定义，探索规划技术架构的发展路径和全场景能力构建，让从业者能够清晰的掌握行业发展趋势，明确企业

定位，实现生态共创共赢并吸引更多企业加入，推动行业快速、健康、有序发展。有了基础架构指导和方向引

领，通过生态链上下游企业和单位共同参与，共创共赢，才能实现全场景主动服务的美好愿景。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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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用户对于智慧家庭的要求不断提

升，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被动式响应，而是转向更深层次的以家庭大脑为

核心的主动式服务。家庭大脑的核心价值在于以人为中心，将场景、空

间、设备任意结合，通过感知用户习惯、设备状态和环境等因素，为用

户提供个性化的主动服务，打造无处不在、自主思考、自然交互、安全

可靠、主动服务的交互体验，让每个家庭都能获得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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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美国诞生了世界公认的第一幢智能建筑——都市办公大楼，这标志着智能建筑及智慧家庭发展的起

步。 1994年，比尔·盖茨的智能化豪宅完工，智能化系统和智慧家庭开始进入普通人的视线。国内智慧家庭产业

尽管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惊人。在历经萌芽期、开创期、徘徊期、融合演变期后，智慧家庭迎来爆发期，其市场

规模和销售额均呈现倍数型增长，足以证明用户对智慧家庭的接受和认可。

当前，智慧家庭更加强调以用户体验为中心，建设“家庭大脑”自感知、自学习、自进化技术基础，实现智慧

家庭的主动服务能力。相对于传统智能家居基于IoT的远程控制方式，“家庭大脑”是基于AI+IoT能力，通过感知

用户相关数据，构建用户画像，通过自主思考为用户进行个性化精准服务。通过增强家居设备的互联、互通互控

性，突出人与“家”之间的自然交互关系。

2021年，家电龙头海尔智家牵头发布《智慧家庭智能家居智能化能力等级评估模型》，从智能化等级到评估

标准，构建了完善的智慧家庭智能化等级的评价方法，填补了行业空白。评估模型以智慧家庭系统为评估主体，以

人机智能协同理论为基础，通过系统的用户体验作为评估要素，分析用户与智慧家庭系统的关系及业务模式。该标

准提出了智慧家庭智能化等级的定义（L1-L5），分别对应智慧家庭发展的5个阶段：单机智能（L1）、协作智能

（L2）、决策智能（L3），以及即将实现的高度主动智能（L4）和泛在智能（L5）。该标准的发布，从根本上

解决了长期困扰智慧家庭行业等级标准缺失的问题，为用户提供了智慧家庭智能化水平判断依据。

1.1.智慧家庭的发展与演变

目前，智慧家庭历经单机智能、协作智能，决策智能阶段，逐步跨区高度主动智能阶段。在不久的将来，中国

智慧家庭产业有望凭借人工智能、物联网及云计算等技术发展和应用领域的拓宽，跨领域、跨品牌、跨生态互联

互通的全面成熟，智慧家庭将逐步迈入泛在智能阶段。

单机智能 ：以智能单品设备控制为核心，在智能单品阶段中，智慧家庭产品通过传感技术接收信息并发出相

应指令；智能单品及其子系统接收该指令并做出判断反馈，完成相应动作以减少用户手动操作步骤。例如：空调通

过温度传感器、实现自动控温能力等。

协作智能 ：在智能家电单品智能的基础上，形成了智慧家庭跨空间、跨设备的场景。注重通过网络通讯、物

联网等技术将智能控制、数据信息交互能力结合，实现智能设备互联，搭建多元化场景的设备联动。例如：冰箱能

联动烤箱、电视联动洗衣机的洗涤程序、新风系统可以联动空调等。

图1 中国智慧家庭发展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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