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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智能硬件是继智能手机之后的一个科技概念，通过软硬件结合的方式，对传统设备进行改

造，进而让其拥有智能化的功能。智能化之后，硬件具备连接的能力，实现互联网服务的加

载，形成&ldquo;云+端&rdquo;的典型架构，具备了大数据等附加价值。  

      智能硬件是一个科技概念，指通过将硬件和软件相结合对传统设备进行智能化改造。而智

能硬件移动应用则是软件，通过应用连接智能硬件，操作简单，开发简便，各式应用层出不

穷，也是企业获取用户的重要入口。[2] 

      改造对象可能是电子设备，例如手表、电视和其他电器；也可能是以前没有电子化的设备

，例如门锁、茶杯、汽车甚至房子。

      智能硬件已经从可穿戴设备延伸到智能电视、智能家居、智能汽车、医疗健康、智能玩具

、机器人等领域。比较典型的智能硬件包括Google Glass、三星Gear、FitBit、麦开水杯、咕咚

手环、Tesla、乐视电视等。

      智能硬件是以平台性底层软硬件为基础，以智能传感互联、人机交互、新型显示及大数据

处理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特征，以新设计、新材料、新工艺硬件为载体的新型智能终端产品

及服务。随着技术升级、关联基础设施完善和应用服务市场的不断成熟，智能硬件的产品形

态从智能手机延伸到智能可穿戴、智能家居、智能车载、医疗健康、智能无人系统等，成为

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的交汇点。

      智能硬件发展进入市场启动期 智能硬件市场认可度在2014年以前长期静默，在 去年的强势

调整下，即将进入冷静发展的时期，资源将 向大平台聚集。 2007年iPhone的出现，在重新定

义手机的同时也 重新定义了移动互联网，2012年SmartWatch的出现，使智能硬件快速进入了

消费市场，同时物联网进入了 产品化的时代，2015年产品品类爆发式增长。智能硬 件处于市

场摸索期，此时的智能硬件市场发展比较缓 慢，市场处于挖掘客户需求、尝试产品形态以及

收集用 户数据阶段。表现出的特征为：产品同质化严重，技术 优势不明显，微利竞争，用户

粘度低。 

      2016年智能硬件将进入市场启动期，随着产业 链的成熟，芯片、传感器、通信技术、云平

台以及大数 据等的有效支撑，智能硬件平台集大数据服务平台搭 建完毕，基于创新的服务类

产品逐步成熟，产品差异 化将加大。

 2012-2016年中国智能硬件市场规模统计及预测

 

      目前，国内智能硬件市场也主要集中于智能家居和可穿戴设备。其中，智能手环和智能路



由器的销量已成规模。

 2015年中国智能硬件细分市场结构（单位：%）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智能硬件行业深度研究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

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智能硬件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智能硬件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

智能硬件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智能硬件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智能硬件

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智能硬件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智能

硬件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智能硬件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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