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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电（二）智能家电迈入全屋生态系统阶段              看好 

2020 年 9 月 23 日   行业研究/专题报告 

家电行业近一年市场表现   

智能家电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2019 年全球智能家电市场规模约为 16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8%，中国智能家电占整体家电市场的 41%，空调、彩

电、冰箱、洗衣机、厨电等超过 30个品类已经带上智能标签。整体上，智

能家电的普及率以彩电最高，白电次之，厨小电相对偏低，生活家电增速

明显，国内家电产业已经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智能化产业链。 

更新需求推动智能家电普及 我国家电市场当下呈现新增与更新需求并存

的格局。更新需求对价格的敏感度相对偏低，整体价格弹性偏小，助力提

升客单价。《关于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推动家电消费更新的实施方

案》支持绿色、智能家电的销售，促进家电产品更新换代的政策将倒逼产

业升级，带动整个家电产业链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根据我们测算仅 2020 年，

预计有约 1.5亿台家电产品达到安全使用年限，为更新需求提供巨大储备。 

家电头部企业智能化布局进入提速阶段 1）美的集团——全屋智慧解决方

案赋能终端零售，以“智慧家居+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双智”战略，以大

数据和 AI 为驱动，打造以“没有交互”为目标的真正智能家电新品。截

至 2019年末，美的集团在全球已累计销售超过 7,000万台智能家电产品，

智能设备与云端交互超万亿次，预计 2020年累计销售达 9000万台。2）海

尔智家——快速推进智慧家庭场景方案落地，实现智能家电和工业智造双

轮驱动；以“成套和场景销售代替单品销售”的新模式，持续推进家装建

材等前置类渠道布局与模式升级、打造“一站式、全场景、定制化”的解

决方案。20H1，公司智慧家电销量同比增长 20%；成套销量增长 55%，成套

销额同比增长 107%，成套单用户价值提升 89%；场景方案销售 62.7万套，

同比增长 65.75%。3）海信集团——智能家电+智慧商用双向发展，12年开

始，集团围绕“智能化战略”对白电和黑电产业进行系统性布局，同时向

智慧商用等智能显示方向延伸。其中，海信视像形成以高清智慧显示为核

心竞争力，产品不断从家庭向智慧商用等新型显示场景扩展。 

风险提示：消费需求不及预期；地产调控政策风险；物联网推进不及预期；

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智能产品发展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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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家电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1.1 19 年全球家电缓慢回暖，20 年呈 V 走势 

全球市场 根据 Statista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家电规模达到 5623亿美元，其

中主要冰、洗、厨家电的销售规模达到 2031亿美元，同比增长 3.4%。整体而言，发达

国家需求稳定，发展中国家渗透率较低，增长较快。分地区看，东南亚市场较为平稳，

日韩市场竞争加剧。 

图 1：19 年全球家电规模（亿美元） 

 

数据来源：Statista，山西证券研究所 

目前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的白色家电生产基地，占全球白电产能 60%—70%。其中，

空调产能约占全球 80%，冰箱和洗衣机约占 50%左右。上半年，我国黑电以外的家电出

口额达 1870亿元，同比增长 4.2%；电视出口额 378亿元，同比下降 10.7%。除黑电外，

其余家电产品出口受疫情影响较小，表现明显好于预期。 

20 年上半年海尔海外收入 479 亿元，占比达 49%，近 100%为自主品牌收入，实现

了由“单一品牌”的国际化转型为“多品牌”的全球化，提升了在主流市场的主流份

额。美的海外销售占公司总销售 40%以上，海外终端销售网点突破 30,000家。 

表 1：2019 各区域 TOP 品牌  

全球 亚太 北美 西欧 其它地区 

海尔 海尔 惠而浦 博世 伊莱克斯 

惠而浦 美的 海尔 惠而浦 海尔 

美的 LG 伊莱克斯 ARCELIK LG 

伊莱克斯 三星 LG 伊莱克斯 三星 

博世 松下 三星 海尔 博世 

来源：Euromoniter，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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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海尔海外收入（百万元）  图 3：美的海外收入（百万元）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国内市场 据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家电市场零

售额规模 3365.2 亿元，同比下滑接近 20%，二季度我国家电市场零售额达 2486 亿元，

是一季度的两倍，同比增 2.64%。截至 8月，我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累

计为 5131 亿元，累计下滑 9 %，受持续的线上促销活动影响，家电销售下降幅度明显

收敛，推迟的消费有所释放。 

图 4：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累计零售额及增速 

 

数据来源：统计局，山西证券研究所 

作为市场日趋饱和的耐用品，国内家电消费受疫情冲击较为明显。均价方面，空

调单价下降超过 10%，冰洗均价降幅在 6%，全行业基本通过以价换量求生存。随着疫

情防控向好的方向发展，及促消政策的生效，厂商都在积极调整营销策略，目前市场

基本复苏到去年同期水平且小有增长。 

1.2 智能家电渗透率逐年提升 

2019 年，全球智能家电市场规模约为 1300 亿美元，我们预测 2020 年全球智能家

电市场规模达到1670亿美元。全球41%的受访者愿意花更多的钱购买智能家电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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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的受访者愿意通过智能家用科技分享个人数据。其中 Z 世代群体对拥有智能家电

的愿望最为强烈。据前瞻经济学人推测（按超过 30 个家电品类统计），2019 年中国智

能家电的市场规模超过 4000 亿元，预计到 2024 年中国智能家电市场规模将突破 7000

亿元。 

 图 5：国内智能家电规模预测（亿元） 

 

 

 数据来源：前瞻经济学人，山西证券研究所 

国内家电智能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 2014年，家电行业的智能化概念和

技术才逐步开始落地。2015年，随着工业 4.0以及“互联网+”概念的提出，家电企业

与互联网巨头在资本与战略合作上开始深入。2017年 11月，家电协会标准《智能家电

云云互联互通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个智能家电互联互通团体标准。随着物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加速，消费者对智能家电互联互通、全屋智能的要

求不断提升，促使企业从制造销售向智慧家庭生活服务商与运营商转型。 

图 6：国内智能家电发展历程 

 

数据来源：百度，山西证券研究所 

分品类来看，19 年智能彩电零售额份额占比达到 98%，其次智能冰箱、智能洗衣

机、智能空调在各自子行业的市场零售额占比分别为 36%、29%、49%。其中空调、洗衣

机的智能产品占比较 18年分别减少 2.5pct和 6pct，我们认为主要是受行业周期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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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动消化库存导致低端线占比快速提升所致。此外，空净器和净水器的智能化占

比增速较为明显达到 7%。整体上，智能家电的普及率以彩电最高，白电次之，厨小电

相对偏低，生活家电增速明显。 

图 7：18、19 年智能家电渗透率比较  图 8：智能家电历年渗透率 

 

 

 

数据来源：中怡康，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怡康，山西证券研究所 

1.3 上半年地产精装中智能配套率逆势提升 

终端用户消费习惯向智能化、体验性、社群化发生显著迁移，智能化配套给房地

产带来的增值效应突出，以及国家政策明显引导等多因素驱动开发商加快智能化产品

在精装房的布局。虽然今年有疫情影响，但智能家居配套率却在稳步上升。近年家电

头部公司与知名房地产商在智慧社区、智慧物业等合作程度明显加深，全套智慧家居

解决方案明显成熟。 

上半年，精装修市场开盘规模为 108 万套，同比下降 33%，二季度下降幅度收窄，

市场逐步回暖，尤其 6 月份接近去年同期水平。市场进入恢复期，且速度超出预期。

奥维云网地产大数据显示： 20年1-7月全国精装修新开盘项目1592个，同比下降23.1%，

其中智能家居配套率达 82.2%，较去年同期上升 7个百分点。 

目前，智能安防、智能门锁的配套率是最高的，智能家电的配套率不足 5%。随着

随着国内精装房配套持续升级，5G 、AI、大数据以及 IOT技术的高速发展，全屋智能

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欢迎。将多种功能或多个设备被集成到 APP，直接操控 APP可达到

多品类集成的目标，实现全屋家电互联、远程操控，满足不同用户的各种智能化场景。 

图 9：精装修市场开盘规模（万套）及增速  图 10：智能家居配套率 

0%

20%

40%

60%

80%

100%

120%
2018 2019 73% 

83% 85% 92% 

11% 
16% 

31% 

45% 

6% 10% 
17% 

25% 

1% 4% 7% 9% 

0%

20%

40%

60%

80%

100%

2015 2016 2017 2018

智能彩电 智能空调 
智能洗衣机 智能冰箱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专题报告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9  

 

 

 

数据来源：奥维，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奥维，山西证券研究所 

2．存量市场推动家电行业智能化发展 

2.1 人口分布优化提升高端家电份额 

4 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2020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

的通知，指出加快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增强城市群

和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协调发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从历年城镇化发展来看，我国城镇化进程基本处

于稳中有涨的良性发展。疫情期间导致全国居民平均收入下降，消费也变得谨慎，抗

风险意识提升。上半年城镇人均支出下降 11%，农村人均支出下降 6%，城镇居民的非

必要性支出占总支出更高，弹性更大。 

人口分布方面，根据我们对全国常住人口测算来看，一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速维持

小幅增长，三四线地区（含农村地区）的人口基数占比更高，同时随着城镇化的不断

推进，农村人口不断向三四线转化，三四线人口增幅将提升最快。城镇与农村居民消

费占比结构的变化与城镇化率和居民收入增速有密切关系，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结构。 

图 11：城镇化率及增速（%）  图 12：全国常住人口分布测算（万人）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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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速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同比增

速在我们观察的时间段上具有较强正相关性（+0.64）。虽然我国经济增速受人口红利

等因素影响有进一步下行的压力，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未来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将继续

对消费形成支撑。从薪酬层面来看，省会城市的在岗职工平均薪酬绝对值继续保持明

显优势；从增速来看，省会城市的人均工资增速为 10.6%，地、县级市的增速分别为

12.4%和 19%增长更快。 

图 13：各地平均薪酬（元）及同比（%）  图 14：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居民消费在可选消费和必需消费上表现明显分化。细分来看，食品烟酒、衣着等

刚需型日常消费占比在持续下降，医疗保健、通信和教育娱乐的消费占比在稳步上升。

可选消费受经济周期影响收入弹性较大，受居民收入和物价水平的持续提升，通常具

有较大的上涨空间。作为可选消费，家电产业升级主要体现在消费者对品牌、性能的

追求。高端家电的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主要集中在国产巨头（海尔、美的、格力）

和德日韩（西门子、三星和三菱等），且外企占比明显下降，除空调外，冰洗外国品牌

市占率均在个位数。 

图 15：各项人均消费支出占比（%）   图 16：高端家电品牌集中度提升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奥维，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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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到 2020年初步建立符合我国智慧家庭产业发展需要的标准体系。物联网、语音识

别、AI 感知技术取得重大进展。理论上，5G 网速能够达到 10Gb/s(1.25GB/s)，基于

5G 技术的应用，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的相融合将使全屋智能家居的使用体验得到优化。

截至 20 年 7 月份移动+电信的 5G 用户达到 8455 万户，使用人数显著激增，为全屋智

能普及提供客观条件。 

图 17：5G手机累计出货量占比（%）  图 18：中移动&中国电信 5G 用户（万户）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2.2 更新需求推动智能家电普及 

我国家电市场当下呈现存量市场和增量市场并存的格局。根据我们测算（以家庭

实际使用电器年限在 10-15 年且购买时间越长存量越低），仅 2020 年，预计有约 1.5

亿台家电产品达到安全使用年限，空调超过 4100 万台，冰箱超过 3500 万台，洗衣机

超过 3300万台，LCD电视 3600万台，为更新需求提供了巨大的储备。更新需求对价格

的敏感度相对偏低，整体价格弹性偏小，有效提升客单价。 

表 2：预计 2020 年各家电的存量数量（万台） 

  空调 冰箱 洗衣机 LCD TV 

测算 1 66484 45598 37231 46181 

测算 2 74339 53248 42073 50761 

测算 3 70073 49104 39643 47941 

测算 4 69009 48074 39109 46449 

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5 月公布的《关于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推动家电消费更新的实施方案》完善

回收处理体系。方案支持绿色、智能家电的销售，促进家电产品更新换代的政策将倒

逼产业升级，带动整个家电产业链上下游产业的发展。 

表 3：2019-至今政府刺激家电消费的重要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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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部门 文件 政策内容 

2019.2 

国家发改

委等十部

门 

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

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

实施方案（2019 年） 

支持绿色、智能家电销售。促进家电产品更新换代。

加快推进超高清视频产品消费。 

2019.6 

发改委、生

态环境部、

商务部 

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 畅

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 

四是畅通资源循环利用，构建绿色产业生态。严格

执行老旧产品淘汰规定，着力完善废旧产品回收拆

解体系。推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改革，积

极化解拆解企业经营压力。加快建立废旧电子产品

信息安全管理规范，构建再制造企业及产品监管机

制，不断提高旧产品资源利用水平。 

2019.8 
国务院办

公厅 

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

费的意见 

鼓励具备条件的流通企业回收消费者淘汰的废旧

电子电器产品，折价置换超高清电视、节能冰箱、

洗衣机、空调、智能手机等绿色、节能、智能电子

电器产品，扩大绿色智能消费。有条件的地方对开

展相关产品促销活动、建设信息平台和回收体系等

给予一定支持。 

2020.3 

国家发改

委等 23个

部门 

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 加快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 

推动家电、消费电子产品更新消费；消费模式方面

加快培育线上线下融合等新模式，在消费区域方面

重点发动县域消费引擎，在消费群体方面着重增强

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鼓励消费者使用绿色智能

产品等领域提出加快构建“智能+”消费生态体系

（建设“智慧商店”“智慧街区”“智慧商圈”）；

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 

2020.5 
发改委等 7

部门 

关于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

系推动家电消费更新的实施方

案 

健全回收网络；优化回收渠道；增强处理能力；开

展以旧换新；促进家电加快更新升级；新型消费模

式；健全相关标准法规；加强废旧家电监管 

2020.6 

家电协会&

家电（回

收）企业&

销售平台 

家电“以旧换新”倡议书 

“以旧换新”活动将跨越 6-10月家电消费旺季，

广大消费者可通过家电回收、电商销售平台等渠道

参与活动。各电商销售平台及流通企业，通过“消

费惠民”、“优质生活”等多样化、个性化的让利

优惠方式，吸引消费者根据自身需求参与活动。包

括海尔、美的、方太、老板在内的 45家企业。 

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3 家电巨头的智能化布局趋于完善 

3.1 美的集团——全屋智慧解决方案赋能终端零售 

美的多年来坚持以“智慧家居+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双智”战略。公司 18 年成

立 IoT 公司，通过对云平台、美居 APP、智能连接模块和售后服务等方面持续优化。

目前，通过对外拓展战略合作和开发者平台联合建设打造智慧家庭生态圈，美的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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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单品的灵活定制和全屋套系化定制。18年开设美的慧生活体验中心 139 家，升

级 375 家旗舰店为美的慧生活体验中心；19年在国内开设美的慧生活体验中心逾 260 

家，超过 770 家旗舰店升级为美的慧生活体验中心。 

图 19：美的智能家居战略发展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山西证券研究所 

表 4：美的历年智能战略梳理 

时间 公司整体智能战略梳理 

2014 

发布 M-smart智慧家居战略，依托物联网、云计算推出了“空气智慧管家”、“营养智

慧管家”、“水健康智慧管家”、“能源安防智慧管家”四大智慧家居管家系统，并提

出了“1+1+1”（智慧管家系统 +M-smart互动社区 +M-box管理中心）的战略核心。成

立智慧家居研究院，打造千万级 M-Smart社区   智能热水器  中央空调的智能网络控

制系统。计划推出 25款智能新品 

美的和阿里巴巴签订了高级别的云端战略合作协议，并推出了搭载云计算技术的物联网

智能空调，物联网智能冰箱。与小米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在智能家居产业链、

移动互联网电商业务开展全面深度合作。 

2014年，公司对内统一协作，完成了近 30个品类智能产品原型机的开发及 30个智能

单品的互联互通。安卓及苹果版的美居 APP上线发布，美的智慧家居系统的整体云平台

初步搭建。对外开放融合，与阿里、京东、华为、高通、东软、TI、博通、马威尔、LeTV、

国家无线电监测检测中心、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港科大在多个层面开展合作，完成了

第三方云平台的接入。 

2015 

完成了 WIFI模块、美的智慧云及系统核心 SDK（软件包）开发，持续优化美居 APP，实

现快速连接、语音控制等功能，并搭建用户社区平台，实现了与消费者直接互动，管家

系统初具雏形；实现 M-Smart在外部多平台的接入。 

2016 

公司与华为、腾讯、英飞凌、欧普、中国电子标准化研究院、飞利浦、中国移动等成立

智能家居安全联合实验室，与华为、国家电网、中粮、鸿雁、安吉星、微鲸、艾拉网络

等公司打造智慧家庭生态圈。 

公司与恒大、保利、碧桂园、中粮等知名房地产商在智慧社区、智慧物业等方面展开了

深入合作并项目落地，初步形成以智慧家居套装、智享租、智能硬件、智能核心模组等

为核心的全套智慧家居解决方案。 

2017 

逐步拓展海外物联网+业务，完善 Echo/Alexa 生态的融入。 

推动 M-Smart大平台生态圈的建设，美的智慧家居发布美居 APP 4.0版本。并推动落地

对接到恒大、碧桂园、万科等地产项目。同时，加强 M-Smart全系统的对外开放，累计

2014 

•提出M-
Smart战
略 

 

2015 

•优化美
居app，
搭建用
户社区
平台 

 

2016 

•打造智
慧家庭
生态
园，拓
展海外
物联网 

 

2017 

•智慧社
区与家
居融合
首创全
屋家电
体验馆 

 

2018 

•整合智
慧家居
业务，
成立 
IoT 公
司 

 

2019 

•打造智
能场景
AI交互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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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 M-Smart合作伙伴 105家。 

2018 

美的慧生活全屋智能解决方案。在建材家装渠道开设美的慧生活体验中心，拓展 B2B 业

务，与全国房地产行业前 20 强以及长租公寓运营领域前 20 强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美的整合智慧家居业务，成立 IoT 公司。美的 IoT 分别完成与包括阿里云、天猫、华

为、OPPO、VIVO、创维等多家平台或厂商的合作项目上线，并参与国内和国际 IoT 相

关标准建设，加速与外部的连接融合，打造美的智慧家居生态圈。完成三端连接体验优

化 1.0 版本以及美居 APP 5.0 上线 

2019 

美的美居 APP 6.0版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新增 18种 AI语音控制和 AI图像食谱等功能，

打造行业首个智能场景 AI交互平台，可实现多屏语音智能交互。截至 2019年末，美的

集团在全球已累计销售超过 7,000万台智能家电产品，上千万家庭及用户通过美居 APP

获取智能服务，智能设备与云端交互超万亿次。 

与长租公寓知名企业自如友家在用户运营与商业化推广方面进行合作，推动生态合作品

牌的全屋智能解决方案。 

2020H1 

在地级市及以上市场的建材家装渠道累计建成超过 340 家美的慧生活体验中心，超过

2,000家旗舰店和家装店、超过半数的卖场门店以及 500 家专卖店实现智能家电场景落

地，在渠道和用户层面逐步输出和强化美的全屋智能家电解决方案。 

美的智能家电激活率较年初提升 33%，线下渠道智能产品出样率达 78%，智能化进程加

速，累计创建用户智能场景超过 14万个。超过千万家庭使用美的美居智能家居服务，

人机互动智能服务超 1.5亿次，智能云管家服务的用户数上半年同比增长达 88%。 

来源：公司官网，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1)美的智慧生活社区解决方案：通过统一整合的云管理为社区内的业务、安防、

照明、泊车等提供更智能、更节能、更高质量的服务；2）智能生活场景解决方案：包

括智能控制系统、智能照明系统、影音娱乐系统、智能安防系统的各类智能设备互联。 

图 20：美的云平台主要功能  图 21：美的智慧生活社区解决方案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山西证券研究所 

 

美居智慧生活平台融合最新移动互联网、AI、大数据、云平台、智能物联等先进

技术，搭载“美居”智慧家居平台，实现全屋家电互联、远程操控和智能自学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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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接收指令 43亿次/日，心跳次数约 78亿次/日。美的云平台已与 15家国内外主流终

端平台达成合作，与 5 家汽车品牌建立车家互联系统，以实现车载系统远程控制智能

家电。 

图 22：美居智慧家居生活平台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山西证券研究所 

美的美居 APP 是美的提供智能家电和智能家居服务的统一入口。它支持集团旗下

所有品牌以及加入美的美居生态链的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实现对全品类家电智慧场

景的覆盖。截至 19 年末，美的集团在全球已累计销售超过 7,000 万台智能家电产品，

智能设备与云端交互超万亿次，预计 20年累计销售达 9500 万台。 

图 23：美居 APP 主要功能 

 

数据来源：美的美居，山西证券研究所 

美的 IoT 开发平台基于 AI、云计算和 5G 通讯技术，智能生态覆盖 AI 技术、IoT

安全、智能硬件、内容资源以及互联网服务等领域，与腾讯，华为，百度签署战略合

作，接入的硬件拥有包括美居 APP、华为 APP、小美音箱、天猫音箱等。 

图 24：与三方平台云云对接  图 25：IOT 合作伙伴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专题报告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16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山西证券研究所 

3.2 海尔智家——快速推进智慧家庭场景方案落地 

近年随着 5G落地，海尔快速从中国头部家电制造品牌转型为物联网生态品牌。18

年海尔建设 4 个智慧家庭城市体验中心、423 个全屋智慧家庭集成店，3037 个全网智

慧家庭体验店。19 年公司智能家电激活量增长 63%，19 年底海尔智家 APP 上线，整合

了 U+、顺逛、海尔服务、官网等多个平台的功能模块，推出 70 多项个性化主动服务，

赋能场景体验升级，用户黏性提升。智家 APP发布当天累计下载量 1800万次，全网销

售额 1.16 亿元，场景销售超过 3 万套。截止 2020 年 7 月，海尔智家 APP 用户日活峰

值达到 52.2万人，活跃资源方 9289家。  

图 26：海尔智能发展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山西证券研究所 

表 5：Haier智能业务发展梳理 

时间 公司整体智能战略梳理 

2013 
以智慧家电为中心，开展智慧生活相关专利技术标准、系统与产品研发，向“硬件+软件

+内容+运营服务”的平台型企业转型升级。 

2014 
全球首个开放的智慧生活生态系统——U+智慧生活开放平台。 

以 U+智慧家庭为中心构建“一云 N端”的产业架构，将每类家电产品都变成互联网终端。 

2015 

海尔 U+智慧生活 APP 正式发布。以 U+智慧生活平台为基础，通过 U+APP 推广与 U+云平

台升级实现用户流量提升，实现智慧家庭生态圈的不断升级扩容。 

U+云平台与苹果 Homekit、Allseen、google Brillo/Weave、华为 hilink等协议实现互

• “硬件+软件
+内容+运营

服务” 

2013 

• U+开放平台
推动智慧家
庭战略 

2014 
• U+智慧生活
APP正式发
布 

2015 

•公司U+ + 
U+home OS 
+COSMOPlat 

2016 
•U++COSMOP
lat +顺逛
社群平台 

2017 

• 智慧家庭平台
“1+2+3N” 

• COSMOPlat 

• 智慧成套场景体
验店 

2018 
•海尔智家 
APP 上线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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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互通，接入智能硬件品类超过 120种；完成云平台的基础架构建设；生态圈资源引进

第三方资源超过 120家，与微软、华为、魅族等企业进行战略与业务合作；聚集超过十

万创客，产生八百多个创业创新项目；协同生态圈资源投资五十多个项目 

2016 
公司向物联网平台转型，公司 U+智慧生活平台（U+ home OS）+智能制造平台（COSMOPlat） 

发布生态资源开放平台——海盟网 

2017 

打造 U+智慧生活云平台、COSMOPlat 工业互联网云平台、顺逛社群交互平台等三大平台，

创造全场景智能生活体验。 

“4+7+N” 智慧全场景 定制化成套方案:“4”是指 4大物理空间，包含智慧客厅、智慧

厨房、智慧浴室、智慧卧室，“7”代表的是全屋空气、全屋用水、全屋洗护、全屋安防、

全屋语音、全屋健康、全屋信息 7大全屋解决方案，而 N是个变量，是用户无限变化的

可能。 

推进智慧云店建设，实现用户触点在小区、装饰公司、乡镇与村级网络的深度覆盖。 

顺逛平台通过“三店合一”打通线上店、线下店、微店，实现营销网、物流网、信息网

和服务 网融合，打造多入口、全天候的社群交互平台。 

2018 

智慧家庭生活平台：IoT+AI”双引擎为核心，发布并夯实“1+2+3N”平台战略： 即“1”

个智慧家庭操作系统——UHomeOS，“2”引擎——“IoT+AI”，实现“3”类定制能力—

—“定制交互，定制场景和定制服务”。面向全类型家庭个性化用户需求，迭代设计“5+7+N”

家庭空间和领域生活解决方案，落地 7大品牌套系产品 

智慧成套场景体验店，实现市场终端的成套展示、成套设计、成套销售与成套服务。 

推出行业首个 E+物联云平台，并上市了以物联网磁悬浮为代表的全系列物联网中央空调

产品。 

2019 

公司覆盖了智慧家庭、大规模定制、智能制造、智能工厂、智能生产、工业大数据、工

业互联网等 7大领域。 

公司提供成套智慧家庭解决方案，通过以“AI+IoT”为核心的赋能平台，实现从“连接

智能→交互智能→决策智能”的迭代，持续优化“5+7+N”智慧家庭场景体验 

3月，公司发布七大品牌全套系智慧家庭产品；6月，完成更名“海尔智家”，品牌定位

进一步清晰；9月，行业首家智慧场景交互体验中心——海尔智家 001号体验中心在上

海投入运营；12月，海尔智家 APP 上线。 

2020H1 

围绕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与“1+N”服务能力的整合落地，重点引入家装、暖通、家居、

全屋智能等 4类新客户，覆盖全国 180个核心地市。 

上海 001体验中心线上线下 OTO体验模式，按“方案、场景、生态”实现局部装修一体

化销售。上半年新增 225家海尔智家 001号店。 

来源：公司官网，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海尔 U-home安家平台是为家庭、社区、城市的智慧安防，提供安防报警、家居控

制、远程监控等硬件设备，及实现互联互通的操作软件，并聚合第三方服务资源的物

联网平台。 

图 27：海尔 U-home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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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Haier，山西证券研究所 

20H1，公司智慧家电销量同比增长 20%；网器绑定量增长 111%；成套销量增长 55%，

成套销售占比 29.64%，同比提升 4.8个百分点，成套销额同比增长 107%，成套单用户

价值提升 89%；场景方案销售 62.7 万套，同比增长 65.75%；物联网生态收入 37.7亿，

同比增长 96%。 

图 28：部分海尔智能家电品类 

 

数据来源：Haier，山西证券研究所 

上半年，公司在国内的智慧家庭业务中冰箱收入 146.8 亿元，空调 134 亿元，洗

衣机 104亿元，水家电 45亿元，厨电 13亿元，分别同比变动-8.3%、-3%、-3.5%、-4.5%

和-3.2%。 

图 29：全屋销售额（亿元）及收入占比  图 30：国内智慧家庭各业务销售收入（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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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31：国内智慧家庭各业务利润（亿元）  图 32：国内智慧家庭各业务利润率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山西证券研究所 

3.3 海信集团——智能家电+智慧商用双向发展 

海信集团目前涵盖多媒体、家电、IT 智能信息系统和现代地产的产业格局，拥有

海信视像和海信家电两家上市公司，海信、科龙、容声、东芝电视等多个品牌。2012

年开始，集团围绕“智能化战略”对白电和黑电产业进行系统性布局。除智能家电，

集团还向智慧商用（智能会议、智能显示、智能教育）等智能显示方向延伸。 

表 6：海信集团智能业务发展梳理 

时间 公司整体智能战略梳理 

2012 围绕“智能化战略”进行一系列产业布局 

2013 
冰箱(海信博纳（Bauna）系列第二代智能冰箱)、推出了互联网空调产品(苹果派 A8

系列) 

2014 
中国电信集团与海信等彩电企业、芯片厂家、渠道商和应用提供商等共同发起成立了

中国首个“智慧家庭产业联盟”，旨在共同为用户提供家庭信息化服务综合解决方案。 

2015 

集中发力于智能变频空调领域，发布了“淘汰定速，全面普及智能空调”战略 

借助海信集团“海视云”平台，通过打通产品的使用运行、在线销售、服务运维等环

节， 

构建系统级的产品智能运营平台，实现从单机产品智能化到系统化智能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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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推出了搭载智能 4.0系统的海信第四代智能冰箱，通过海信智能云技术平台，借

助智能物联网技术手段，实现冰箱产品在线购物、食品存储周期查询，在线菜肴、智

能温控等功能，智能产品进一步丰富 

2016 在空调方面，公司进行了“智能生态圈”战略布局 

2017 
携手京东联合推出的“京信智能冰箱”，搭建了基于物联网的产品应用场景，可通过

手机查看和管理食材，通过冰箱一键购物，实现智能冰箱的跨越发展。 

2019 
海信视像：Hi Table智能操作系统实现了智能设备动态交互控制，开发智能会议、智

慧教育、智能显示产品，产品不断从家庭向智慧商用等新型显示场景扩展延伸 

来源：海信集团官网，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18 年 3月，海信智慧家居 HI-SMART 3.0系统发布，它包含安防、健康、照明等基

本系统，以及可视对讲、家庭影音娱乐等享受型系统。其中，娱乐中心以海信电视为

主导，配合背景音乐、家庭影院、智能灯光、智能窗帘等营造家庭休闲娱乐氛围；健

康中心以海信冰箱、洗衣机、净水系统为主导；控制中心以智能开关、插座及场景面

板为主导。 

图 33：Hi-Smart 3.0 系统功能  图 34：产品类型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山西证券研究所 

海信视像在形成以高清智慧显示为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产品布局从智慧家庭向智

慧商用等新型显示场景扩展延伸。19 年公司基于自主研发的 Hi Table 智能操作系统

推出的社交电视 S7，实现了全场景语音、AloT、多屏互动等智慧家居功能，AI 健身、

AR 变妆、跨屏 K 歌等社交互动功能，教育、购物、游戏等智慧生活服务，以及与其

它智能设备动态交互控制。 

公司聚焦细分市场，持续加强在商业显示领域的拓展，整合内外部资源，实现在

智能商业显示领域的产品开发。智能会议领域：公司推出 As Board 全场景会议平板系

列，19 年已服务数千家企业；智慧教育领域：公司持续推出交互式触控一体机、智慧

Hi-
Smart 
3.0 

娱乐中心
（电视主

导） 

健康中心
（冰箱、
洗衣机、
净水主
导） 

环境中心
（空调、
空净器、
新风主
导） 

安防中心
（安防监
控设备为
主导） 

控制中心
（开关、
插座及面
板为主
导） 

环境
电器 

家居安
防 

厨房
电器 

卫浴电
器 

便捷
传感 

影音娱
乐 

空气
健康 

卫浴电
器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专题报告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21  

黑板、家教触控机等种类多样的教育屏显产品；智能显示方案：公司通过自主开发的

多媒体信息发布系统、客户服务系统、集控运维管理系统等应用系统，已在轨道交通、

机场显示等场景实现落地。 

图 35：海信视像智能操作系统 hi-table  图 36：智能显示应用 

 

 

 

数据来源：海信视像公告，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海信视像公告，山西证券研究所 

20 年上半年，海信互联网电视全球用户突破 5748万，同比增长 29.7%，国内日活

用户数峰值超过 2490万，同比增长 38.3%，日均观看时长达 412分钟，同比提升 84分

钟，付费用户数同比提升 50.6%，日均 VV量超过 3.2亿次。 

图 37：海信互联网电视全球激活用户数（万）  图 38：海信电视日均观看时间（分钟） 

 

 

 

数据来源：海信视像公告，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海信视像公告，山西证券研究所 

3.4 四川长虹——全方位打造智能产业 

2012年，长虹开始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16年率先推出了全球第一台人工智能电

视，实现人工智能与黑电垂直业务领域的深度融合。公司除了在产品终端大力发展智

能化外，在生产制造端同样进行布局——智慧显示终端智能制造产业园开始试生产，

智能白电及特种业务为核心的经开区工业园实现全面投产。 

美菱智汇家是长虹及美菱的智能家电统一控制中心与健康生活服务平台，用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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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智汇家 APP对长虹智能空调、美菱智能冰箱、长虹智能小家电进行操控。 

表 7：四川长虹智能业务发展梳理 

时间 公司整体智能战略梳理 

2013 

智能家电的基础上对外发布家庭互联网解决方案。 

长虹智能空调率先全国首发 

推出全球首个完整实现互联、互通、互控的家庭互联网产品形态 

2014 
长虹及美菱基于家庭互联网搭建统一云平台，发布基于家庭互联网的差异化终端品牌—

发布 CHiQ智能电视、CHiQ 冰箱、CHiQ空调。 

2015 推出全球首台移动互联电视 

2016 

美菱推出了全球首个立体生态圈——智汇家生态圈，将白电系融入其中。 

发布全球首个开放的物联运营支撑平台，实现个人定制化的智能终端与跨界协同新商业

模式下的更广泛内容与服务协同 

2017 

发布人工智能新品旗舰电视 Q5N和 Q5A(OLED电视)系列，实现了智能冰箱、空调、空气

净化器、音响、灯光、窗帘、安防设备等的互联互通。 

家庭智慧应用解决方案 

长虹与海思（华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物联网”和产品应用展开实质性

合作。 

全球首款声纹识别人工智能电视 CHiQ——Q5K 

2018 

推出人工智能智慧家庭解决方案（CHiQ Life），首次提出基于全空间语音交互等人工智

能技术， 

首家长虹美菱智慧生活馆 

推出全球首款打通一三产业的智慧厨房系统。 

长虹美菱与人工智能领军企业深兰科技签约开展战略合作，共同打造全新智能生态。 

长虹智能制造产业园开工。 

2019 
以智慧显示终端及相关配套为核心的智能制造产业园，已实现试生产；以智能白电及特

种业务为核心的经开区工业园，已实现全面投产。 

20H1 
长虹智慧显示工厂拥有亚洲先进的智能电视大规模及个性化定制兼容生产线，是行业首

批“5G+工业互联网”智能生产线 

来源：四川长虹官网，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4. 风险提示 

1）消费需求不及预期； 

2）地产调控政策风险； 

3）物联网推进不及预期； 

4）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 

5）智能产品表现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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