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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今越来越多的厂商将目光瞄准了智能家居行业，但是，目前市场对
于智能家居的反应并不热烈，许多致力于智能家居的企业也是处于勉强维持的
尴尬境地。

智能家居离我们有多远？
姻本报实习生胡萍 见习记者赵广立

基础科学研究总的目标是
建立共识性理论。在实际的科
研活动中，基于已有的共识性
理论来评价具体科研项目的可
行性、预期成果及学术价值是
很自然的事情。也是各国科研
管理的基本原则。

一个一般的假定是：被授
权的学术群体（如由具体学科
的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能
够作出正确的评价。而这个自
信的前提条件是：该学术群体
把握了该具体学科的共识性
理论。

在实践中，人们也认识
到：对于不同具体学科背景的
学者，或是同一学科背景但着
重的研究方向不同的学者，他
们对共识性理论的把握程度
是差别很大的，而且，各自认
可的共识性理论也是有很大
差别的。从而，在客观现实性
上否定了具体学科的共识性
理论的唯一性。

因此，在实践上，被授权
的学术群体能够作出的实际
评价是多个的，甚至于是相互
矛盾的。

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
点、对特定的科研项目，要使得
实际评价结果唯一化（也就是
必须给出一个资助与否的评价
结论），学术委员会唯一能追求
的是基于普遍性的理论来认可
或否定。

所以，一个逻辑性的结论
就是：在实际的科研活动中，基
于学术委员会各成员的普遍性
认可的理论来评价具体科研项
目的可行性、预期成果及学术
价值是实际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说，由机构主导的
科研项目评审制度的本质就是
用其成员普遍性认可的（而不
是科学意义上的共识性）理论
来评价具体科研项目的可行
性、预期成果及学术价值。从
而，正如大家习以为常的现象，
学术委员会各成员的理论水平
决定了评审结果的科学性成分

到底有多大。
这种依赖于其成员学术水平的集体评审制

的特点是：参与评审的成员越多，其基于普遍认
可性理论的权重越突出（离科学上的共识性越
远）；参与评审的不同学科的成员越多，其普遍
认可性的基础科学理论越“科普”化（科学理论
深度越低）；同一个项目被评审的次数越多，其
科学理论基础越是非科学化。

这是一个悖论。成立各类委员会的目的是
审查科研项目的科学性，而参与审查的成员越
多项目获得“科学、客观”评价的成分越低，离科
学性越远。对我国学术界而言，这个悖论现象在
过去的 20 多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因此，要想提高我国的科学进步水平，有两
个根本要素：一是承认被授权的学术群体未必
能够作出正确的评价；必须确保被授权的具体
学科的学术群体把握了该学科的共识性理论和
有争议的非共识性理论；二是有争议的非共识
性理论的研究能得到生存空间和持续性支持。

（作者系河南理工大学测绘与国土信息工
程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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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客酷品

定向扩音器
这个四次元“玩具”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动画片

《哆啦 A 梦》，在嘈杂的人群中对准想要说话的人
使用，就如同耳边私语一样只有他 / 她自己才能
听得到。

端茶递水的机器人
她是一个非常懂事的机器人服务员，当你向

前台告知自己房间所需物品后，他们会派出这台
机器人为你送去。与旅店网络相联的她可以自行
判断楼层与房间，当到达你门前后，她会通过电话
告知。房间开门时她的储藏室上盖便会打开，你可
以通过触摸屏与其交流。

番茄豆袋相机脚架
在使用三脚架拍照片的时候，如果碰上地面

凹凸不平的情况，要来回调整半天。而这只可爱的
番茄豆袋脚架却没有那么麻烦，就如同整理荞麦
枕头形状一样简单，轻轻松松就能搞定角度和位
置，而且不会轻易被风刮跑。

水龙头下的旋拧开关
这款水龙头的开关在出水口正下方，像是一

个倒挂的喷泉，如此的设计能保持开关时刻干净，
每次打开阀门都能先将其冲洗一番，降低细菌传
染的概率。

悬浮蓝牙音箱
这款磁悬浮蓝牙音箱启动之后，会在底座上

一直旋转，你可以通过蓝牙与之相连，其内置锂电
池可持续工作 15 小时。平时可放在桌面，而出门
时，随手放进书包里就好。

野外生存自行车
这是一辆为野外生存而设计的自行车，它搭

载着一个 50cc 的汽油发动机，行程达 120 英里 /
加仑。同时车上还配备了各种应急物品，如十字
弓、斧头、鱼叉、汽油桶、光照系统、绳索，甚至还有
放手机的支架等等，强有力的 DH 框架保证在恶
劣环境下都能良好行驶，能极大提升生存概率。

英国伦敦动物园每年会定期给
园内所有动物做常规“体检”，大到
猩猩、羊驼，小到蜗牛等，都要一一
过磅、量尺寸，并作记录。然后，动物
园会将测量数据公布在动物管理信
息系统，可供全世界动物园共享。每
次体检，动物园管理员都得“绞尽脑
汁”，以吸引动物们乖乖配合测量。

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人还没到家，牛奶机已经开始煮牛奶；电
饭煲中洗净的米饭进入蒸煮状态；客厅的立式
空调自动打开并调到合适温度；水龙头的水正
以 50℃的温度缓缓注入浴缸；卧室的窗帘已
经拉上……”这是早些年人们描绘的智能家居
图景。

然而，智能家居能做的远远不止这些，它
正随着物联网时代的到来进一步迸发活力。

如今越来越多的目光瞄准了这一朝阳行
业，微软、谷歌、飞利浦等跨国企业纷纷介入；
智能家居软件也开始与有海量用户的社交软
件对接，通过微信、语音软件就可以控制智能
家居系统；智能家居概念股持续上扬……至
此，智能家居的概念甚嚣尘上，大有喷薄欲出
之势。

与此并不相称的是，目前市场对于智能家
居的反应并不热烈，许多致力于智能家居的企
业也是处于勉强维持的尴尬境地。尽管我国拥
有 1 亿多潜在的智能家居客户，但让住户真正
愿用、乐用并享用智能家居带来的便捷和舒适，
仍是众多科技工程师和厂家未来探索的方向。

智能家居远兮近兮

“互联网 + 居家设备 = 智能家居？”致力
于智能家居市场开发的闪联信息产业协会副
秘书长王斌质疑道，智能家居的发展事实上并
不意味着更简单的物联接、更便捷的终端控

制，它的真正意义是满足人们对现代生活的种
种需求，让生活更从容、更舒适。

而在南京物联有限公司媒体发言人张晓
君看来，智能家居实质上是一种互动的生活，
不光给人的衣食住行，甚至在娱乐、教育等方
面都能带来便利，其宗旨为了给众多家庭带来
人性化的、娱乐化的感受，让人们认识到它是
一种时尚高效的家居和办公方式，简而言之，
智能家居的存在不仅可以加速信息化沟通，同
时也可以升华人们的生活。

早就有声音宣称，2014 年是智能家居崛起
的一年，智能家居开始走近人们的日常生活。
这一年，众多新兴科技企业纷纷加入智能家居
的行列，华为、科大讯飞、阿里巴巴、百度等的
参与就是很好的例证。

然而，国际物联网贸易与应用促进协会研
究部主任潘岐灼说，这只是一种并不客观的错
觉。

“当前智能家居行业发展存在着一些伪命
题。”潘岐灼把智能家居行业的发展比喻成

“熬汤”，他认为当前最大的变化是，熬汤的厨
师出现了极大的变化———传统的家电企业、互
联网公司正在积极进入智能家居，但并非所有
人都清楚这锅汤到底是要熬成什么样的一锅
汤，“问题是，这锅汤极大可能是老火汤”。

“在我看来，现在的智能家居还只能说是
智能硬件与家居产品的一种物理结合。”张晓
君告诉记者，尽管很多人认为智能家居至今已
经历了将 30 多年的发展，而事实并非如此。

“人们对智能家居的定义要早于真正意义上的
智能家居的出现。因为智能家居和物联网是紧
密结合的，可以说是其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物联网的概念才出现几年，怎么能说智能家居
已发展 30 多年了呢？”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智能家居，譬
如用手机远程控制或定时开启家里的设备，让
空调自动打开、热水器自动加热、白炽灯自动
亮起等等，这些不过是几种智能单品的呈现，
还属于智能家居概念的雏形。”张晓君说，“我
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家居离我们还很远，但
它一定会到来。”

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景也
称，家居的“智能化”要经过一个演进路径，需要
从单品慢慢过渡到家庭、城市和社会，因此现今
阶段下的智能家居还只是这个路径中的一个小
小站牌，距离终点站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家居智能化路途漫长

2006 年，美的集团和闪联结缘，美的集团
正式进入智能家居领域。2008 年，康佳集团

“数字家庭网络显示终端平台的研发以及产业
化”被授予深圳市科技创新奖，该平台宣示康
佳加入智能家居行列。2009 年，海尔与中国电
信联手，以 U-home 技术平台叩开智能家居的
大门。

各大家电企业雄心勃勃，从中不难看出无
论革新的进度如何，“智能家居”在眼下已然成
为一块金字招牌。然而，尽管智能家居在市场
被翻炒得火热，许多展会上也不时出现相关智
能产品的身影，但众多从事智能家居行业的人
士一致认为，智能家居实质的发展才刚起步，
很多难题还尚待解决。

“现在很多最终用户对智能家居的概念并
不明确。”张晓君说，“从市场现状来看，智能家
居尚处于概念炒作阶段，真正了解智能家居、
对智能家居产品有切身需求、深入了解的终端
用户并不多。”

“智能家居市场目前并不成熟，消费者对
智能家居概念的了解仍需要一段时间。”在张
晓君看来，这种理解误差导致的需求不高才是
智能家居面临的最大问题。

“就像卖东西，商家自己对这个产品的用
途及意义都解释不清楚，如何让你的顾客去接
受你的产品？这就给消费者带来了很大的理解
偏差。”张晓君说，“现在有很多人会把智能家
居理解为智能家具。”

潘岐灼认为，目前智能家居面临的困难，
除了客户对智能家居这个概念的模糊外，智能
家居市场价格、性能、安装与售后都缺乏统一
的衡量标准也成为其发展的阻碍。

“但我认为上述困难都不是最主要的障

碍，智能家居的体验感不足才是智能家居发展
受到的最大阻碍。受以前工业技术的影响，智
能家居在设计上遗留了大量旧工业化色彩，从
而使得这种智能家居的设计在体验感上有很
大的缺陷。”潘岐灼说。

家居如何真正智能

“智能家居的未来应该去中心化，它不会
是只有一个唯一的入口。”王斌日前在 2014 智
能家居世界大会上说，目前智能家居市场的大
趋势就是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企业，都在做平
台，都要做一体化。但对于用户来说，智能家居
的价值体现在其功能的可靠性以及不需太多
的注意力上。

这与潘岐灼不谋而合：“爱好者和懒人，是
技术进步的最大推动力。”

张晓君则认为，智能家居市场的开拓，首
先技术上必须完善。“人们对事物都有一个初
步印象。一旦老百姓对产品的第一印象反感
了，那么再想让他接受，就很难了。所以我们必
须让客户在接触时，就从内心接受它，而不是
排斥。”

而这距离人们爱上智能家居，还有很远的
路要走。

“智能家居想要进一步发展，应该做到不
断满足客户的需求和爱好。”潘岐灼认为，此外
要让客户看到这种产品所带来的显性和隐性
效益，前者譬如节能减排，后者譬如时尚、可穿
戴。

“智能家居发展到最后，应当是一种无需
借助任何终端设备，就可直接将人的感官感受
传递给家居设备，让它们能够读懂人的心思。
这便是物联网时代所提倡的‘传感’———我感
觉空调温度低了，有些冷，这时空调能够感知
并自动将温度调低；我感觉地脏了，清洁机器
人就能读懂我的意思，去擦地。”张晓君说，这
是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家居———家居设备与人
脑直接对话。“而要实现这个理念，我们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我们需要一个过程，同时也需要
特定的时代背景。”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奇思妙想的动物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