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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全屋智能
□杨 光

全屋智能是
家庭环境下“一切
服务数据化”和

“一切数据服务
化”，与智能单品
完全是两套运行
逻辑

书中财富

国际市场研究机构 IDC 预计，2022
年中国全屋智能市场销售额将突破 100
亿元，未来五年的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46.9%。越来越多的厂商介入，全屋智
能领域正从一个科技词汇演变为一种
消费趋向。

趋势已成共识，但企业要脱颖而出
也绝非易事。曾为“家庭物联网第一
股”的云米就在“风口”之上遭遇业绩急
转直下。财报显示，云米去年三季度实
现营收 6.858 亿元，同比下滑 35%；净亏
损 7960 万元，同比扩大 2.7 倍。作为行
业黑马，云米曾在 2016 年至 2019 年创
造过营收暴涨 15 倍、净利润暴涨 18 倍
的增长故事。

究其根本，很大程度上是对全屋智
能这一行业演进的不适应。相比于智
能单品，全屋智能是一个系统化部署的
方案。目标用户群体也不只是初期主
动试水的年轻群体，而是涵盖老人、孩
子在内的全部家庭成员。这就意味着
需要探索降低使用门槛，变以用户操作
驱动的有感体验为主动服务的无感体
验。而这一切的基础是家庭环境下“一
切服务数据化”和“一切数据服务化”，
与智能单品完全是两套运行逻辑。

在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用户家庭试
水单品智能或者局部智能的当下，一个
家庭空间可能存在多种品牌的智能产
品。将一切服务数据化，需要厂商合力
破除连接的壁垒，满足家庭从局部智能
到全屋智能化的需求。IDC 把平台生

态将“延续支线互通发展路径”和“环境
智能将成为智能家居平台能力升级的
重要方向之一”，列为 2023 年中国智能
家居市场的十大洞察中前两位，并预
测今年将有约 44%的智能家居设备支
持接入 2 个及以上平台；传感类设备出
货量将接近 480 万台，同比增长 20%。
将一切数据服务化，需要用数字化的
方式处理用户需求，需要高质量的交
互技术。海尔智家把智家大脑作为构
架全屋智能的关键，通过迭代全屋网
络连接能力和人声交互定位技术，来
实现更流畅链接、精准应答的智慧生
活场景体验。

家庭空间是一个使用时间可以长
达数十年的住居载体，承载了人生在不
同阶段对于生活的不同追求。在全屋
智能领域，生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具
有高成长性，可以一步步丰富完善家庭
数字化转型的体验。华为全屋智能在
过去一年发布了三次升级，迭代到空间
智能 3.0，背后离不开不断扩充鸿蒙智
联生态，从而实现提供更加整合化、空
间智能化的全屋体验。此外，华为还发
挥通信技术优势，通过 PLC和无线双网
架构的“后装方案”，化解升级数字化过
程中复杂的安装工期对用户现有生活
的影响。海尔智家旗下三翼鸟在生态
培育的同时，发力家电和家居融合服务
能力提升，在品牌发布两周年之际，三
翼鸟宣布从“全球首个场景品牌”升级
为“智慧家庭场景品牌”，即从智慧家电
出发，逐渐融合智慧家居、智慧家装的
产品与服务，共同为用户提供智慧场景
解决方案。

无论是华为的“空间智能”，还是三
翼鸟的“智慧家庭场景品牌”，都聚焦于
组成家庭生活的空间和场景，强调连
接、生态和服务对构建全屋智能的重要
意义，进而不断扩宽数字化家庭的应用
边界。而这才是全屋智能时代竞争的
焦点。

与进步时代作别？

书名：《韧性时代》
作者：杰里米·里夫金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第三次工业革命》《零边际成本
社会》作者，著名未来学家杰里米·里
夫金用新书《韧性时代》再次对未来给
出判断。

在他看来，长久以来人们置身的
是一个“进步时代”，效率、进步，被认
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带来繁荣的
同时，病毒不断涌现，气候逐步变暖，
混乱程度不断加剧也如影随形。而现
在，“进步时代”正在落幕，一个强大的
新叙事，即韧性时代，正在兴起。

在进步时代，效率是组织时间的
黄金标准，刺激我们以更快的速度甚
至更短的时间实现对地球资源的征用
和商品化，目标是增加人类社会的财
富。空间成为自然资源消耗的代名
词，而政府和社会的主要作用是将自
然作为财产进行管理。这使人类成为
地球的主宰，但同时也导向了自然世
界的毁灭。

在新的时代，效率开始让位于个
体的适应性，人类社会将从偏好增长
转向生态繁荣，从金融资本转向生态
资本，从生产力转向可再生性，从过
度消费转向生态管理，从全球化转向
全球本土化。未来的人们将更加深
刻地理解自己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我
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一个由微生物
和各种元素组成的生态系统。支持
进步时代的陈旧的科学方法也被淘
汰，让位于一种称为复杂自适应系统
思维的新科学方法。同样，超然的理
性正在失去声望，而同理心和亲生命
意识成为常态。

《韧性时代》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反思人类自进步时代

以来的成就，特别是对效率至上主义
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人类从时间和空
间两个维度对自然资源进行了掠夺和
占有，创造了巨额的财富，同时也对环
境造成了巨大破坏。效率提升所带来
的负面影响，就是人类整体韧性的降
低，无论是社会系统还是自然系统，都
变得越来越脆弱。人类发展的基石变
得摇摇欲坠。

第二部分，重新梳理了人和自然
的关系。地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自适
应系统，而人类只是生态系统中一个
很小的部分。岩石圈中的矿物质和营
养物质、水圈中的水，以及大气圈层中
的氧气都以原子和分子的形式不断地
在我们体内快速流动。我们的身体也
不独属于我们自己，而是与许多其他
生命形式共享，比如——细菌、病毒、
蛋白质、古生菌和真菌所共享。我们
不仅深受昼夜交替的生物钟影响，还
受整个地球的电磁场影响。这一切都
说明，人类只有与自然相契合，才能走
得长远。

第三部分，勾勒和规划一个全新
的发展模式，即韧性时代。包括：研究
方法的转变，从培根式的科学方法转
变为适应性社会/复杂生态系统；基础
设施的大变革，从集中式到分布式，从
投资到共享等；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
比如生物区治理的兴起，从代议制民
主转向分布式同行治理等；人类思维
模式的转变，从万物主宰到亲生命意
识的觉醒等。

置身这个变革的时代，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正在对人类秩序带来深刻的
影响与冲击，它们注定会带来深远的
政治与社会效应。未来究竟会发生什
么样的变化？该如何应对？里夫金当
然不可能给出标准答案，但他提出了
新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引发了新
的思索。这种思维空间的拓展是我们
面对未来时极为需要的。

迈向批量化智造
青岛领科汇创打造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批量化3D打印智能工厂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晓峰

度过煎熬的产业阵痛期，3D打印正步入快速
成长的新阶段。

位于动车小镇的青岛领科汇创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工艺精湛的汽车零部件、栩栩如生的影视道
具、小巧细致的海工装备模型……见证着3D打印
行业应用的悄然提速。迥异于传统印象中的工
厂，这里白天静悄悄更像个写字楼，技术人员在线
上接单、设计，晚上变为“黑灯工厂”，3D打印机全
自动化运行，成品通过快递发往全国各地。

“领科汇创拥有100多台3D打印机，80%以上
的产品最快可以实现24小时内出货，打造北方地
区规模最大的批量化3D打印智能工厂。”领科汇
创总经理刘刚介绍。

3D打印又称增材制造，是通过逐层打印方式
来构造物体的一种新技术。从 C919大飞机到冬
奥会运动装备，再到电动汽车，3D 打印正应用到
越来越多的领域。《2021 年中国增材制造产业发
展调研报告》显示，2021 年我国增材制造企业营
收约为 265 亿元，近 4 年平均增长率为 30%，较全
球年均复合增长率20.4%高出10个百分点。

成本大幅下降

回溯9年前刘刚入行的时候，3D打印还是一
项“高冷”技术，其真正大规模走向生产线不过是
最近几年的事情。

“相比几年前，3D打印产业发生了巨大变化，
成本大幅下降，设备价格降低了2/3，材料价格降
低了80%。”刘刚表示，过去3D打印企业普遍使用
进口设备，一台工业级 3D 打印机就要百万元起
步；现在主流设备实现了国产替代，国产光固化
3D打印机甚至开始大量出口国外。

在他看来，3D 打印行业至少经历了两轮洗
牌，最初价格昂贵、工艺也不成熟，一批创业公司
没能顶住生存危机，只有那些靠核心技术制胜的
企业才迎来产业向上加速的拐点。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能够印证他的判断——中
国增材制造规模以上企业由 2016年的 20余家增
长至 2021 年的 100 余家，营业收入逾 1 亿元的企
业数量已超过40家。

头部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表现更为抢眼。集材
料、设备、打印服务为一体全产业链布局的西安铂
力特于2019年登陆A股，号称“科创板3D打印第
一股”；工业级3D打印龙头企业湖南华曙高科在
科创板 IPO顺利过会，今年即将推开资本市场大
门；3D打印头部企业上海联泰科技连续完成两轮
亿元融资；专注口腔医疗的浙江迅实科技2022年
获得逾1亿美元D轮融资……

现阶段，3D 打印主流技术有 SLA（光固化）、
SLS（选择性激光烧结）、SLM（选择性激光熔化）、
FDM（熔融沉积成型）等。领科汇创主攻光固化
领域，采用光敏树脂材料，用于快速原型制造。

“我们有几大优势，一是设备和材料自主化，
与战略合作伙伴威斯坦共同研发，可针对不同客
户需求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二是技术积累，形成
了汽车、航空航天、文创等领域成熟的应用案例，
更加明白如何结合3D打印和传统工艺去解决客
户的需求；三是产业化规模，3D 打印机数量超过
100 台，能够快速满足批量化制造需求。”刘刚告
诉记者。

批量化趋势明显

长久以来，3D 打印面临一大瓶颈，即主要用
于个性化定制或高附加值产品，不适用于批量化
生产。

但随着成本下降、效率提升和场景拓展，3D

打印在航空航天、汽车、医疗、消费电子等领域批
量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工信部公布的首批增材
制造典型应用场景名单中，涵盖工业、医疗、建筑、
文化等领域的36个典型应用场景。C919大飞机
的研发和制造过程中，就运用了不少3D打印技术
以及特殊金属材料来制造客机零部件。

汽车是3D打印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领科汇
创服务的近 1100 个客户中，40%来自于汽车行
业。去年，领科汇创更是成为一汽解放集团的一
级供应商，为青岛、长春等生产基地提供3D打印
服务。

“3D打印的定位是个性化定制+小批量。比
如一个批次几百上千件的汽车产品，现在很多都
是直接3D打印，比开模具的费用要低。我们去年
用3D打印批量生产过几千套汽车内饰件，如果是
开模具，几十个零件就要开几十套模具，成本远高
于3D打印。”刘刚表示。

除了航空航天、汽车、医疗，3D打印还不断向
影视道具、文创产品、纺织服装等领域渗透。

采访前，刘刚在东方影都洽谈了一笔业务，几
部新电影打算用3D打印技术制作道具。近年来，
在青岛置景拍摄的《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

《满江红》等国产大片，大量使用的3D打印技术为
视觉效果大大加分，满足了影视行业个性化、复杂
化、快速制作的需求。参与其中的刘刚感受颇深，

“3D 打印已经成为影视剧必备的一项技术，用得
最多的是古装剧，其次是科幻剧。”

3D打印也是纺织行业的革命性解决方案，阿
迪达斯、锐步、亚瑟士等品牌都推出了限量版 3D
打印鞋。刘刚展示了一双匹克的3D打印运动鞋，
鞋面不是传统的针织工艺，而是打印而成。

替代还是相辅相成？

提到3D打印与传统制造的关系，最常用的一

个词是“颠覆”。
相比传统制造，3D 打印确实有独特的优势，

包括容易实现复杂零件制造、加工过程中没有切
割废料、大大缩短产品开发和制造周期等。但是
就大规模生产而言，3D打印仍然无法与传统制造
竞争。

传统制造的特点是随着产量的增加而边际成
本下降，比如仅生产一辆汽车的成本是极其巨大
的，而生产 100 辆汽车的成本就低得多，生产
10000 辆汽车的成本更低。而 3D 打印的批量化
难以减少边际成本，生产100辆汽车与生产10000
辆汽车的成本相差不大。

“在3D打印与传统制造之间，存在一个边际
线，几千件以上更适合传统制造，几千件以下 3D
打印更有优势。”刘刚认为，3D 打印完全替代传
统制造是一种误区，很多时候需要同时使用 3D
打印和传统制造技术，两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
相辅相成。

在为一家无人机企业打印零部件时，刘刚曾
经被材料问题困住——无人机的承载能力和续
航能力是其核心指标，零部件的轻量化尤为重
要。光固化 3D 打印常用的树脂、尼龙材料虽然
轻便，但很脆弱，达不到高强度、耐低温要求，“我
们最终采用了一种 3D 打印+覆膜的技术，即在
3D 打印的基础上结合传统工艺，外部再包裹一
层特殊的耐低温材料，攻克了长久以来困扰无人
机研发的一大难题。产品最终出来后做了大量
试验，包括无人机在冷库中长时间飞行，一点问
题都没有。”

如何让更多的传统制造企业“尝鲜”3D打印？
刘刚认为，青岛 3D打印企业过于分散，缺少

龙头企业，也没有一个专门的3D打印产业园。可
以借鉴南方城市经验，在3D打印产业链上精准支
持相关的设备、材料、应用企业，通过发放创新券
的形式鼓励3D打印行业发展与创新。

相比几年前，3D 打
印产业发生了巨大变
化，成本大幅下降，设备
价格降低了 2/3，材料价
格降低了80%。

在3D打印与传统制
造之间，存在一个边际
线，几千件以上更适合传
统制造，几千件以下 3D
打印更有优势。3D打印
完全替代传统制造是一
种误区，很多时候需要同
时使用3D打印和传统制
造技术，两者不是替代关
系，而是相辅相成。

“

■领科汇创的3D打印车间。

▲

3D 打印的
海工装备模型。

▲

3D打印的
零部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