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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经信通信〔2023〕9号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印发《重庆市智能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 

行动计划（2023—2027年）》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委，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

区、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全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加快构建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我委组织制定了《重庆市智能

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7 年）》，经市政府同

意，现予印发，请结合本地实际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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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3年 11月 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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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智能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2023—2027年） 

 

智能家居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家居产品深度融合的产物，涵

盖智能家电、服务机器人、先进视听、智能安防、智能卫浴等领

域，是当前全球消费升级的重要着力点。为贯彻落实推动我市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文件精神，加快我市智能家居新型产业集群

化发展，特制定本五年行动计划。 

一、总体思路 

以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为主线，适应新型家

居消费升级需求，重点面向“1+1+N”（“1”：智能家电，“1”：

服务机器人，“N”：先进视听、智能安防、智能卫浴等）产品，

大力实施产业链条协同、科技创新引领、质量品牌提升、制造能

力升级、优质企业引育、应用生态构建等六大行动，推动我市智

能家居品牌化、定制化、创新化发展，培育更多全球优势产品，

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二、发展目标 

到 2027 年，全市现代智能家居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创新能

力明显增强，高质量产品供给明显增加，初步形成供给创造需求、

需求牵引供给的更高水平良性循环。建设市级智能工厂、数字化

车间等示范项目不低于 20个，培育世界知名品牌不低于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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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国内拳头产品不少于 20 个，全市智能家居产业集群产值规

模突破 800亿元，成为我国高水平特色智能家居产业集群之一。 

三、重点方向 

（一）持续巩固智能家电优势行业，打造国内领先的智能家

电产业集群。 

发挥家电龙头企业技术积累，开发具备智能感知、智能检测、

智慧调节、智能互动等功能的高端智能冰箱、智能空调、智能洗

衣机等产品，提档升级白色家电。鼓励照明企业开发智能吸顶灯、

智能床头灯、智能筒射灯、磁吸轨道灯等产品，打造全屋智能照

明方案。加快语音识别、人机交互、内容服务、智能家居控制等

新技术导入智能家电应用终端，着力发展相关芯片、控制器、智

能传感器等关键零部件。 

（二）壮大服务机器人规模，探索建立虚拟机器人园区，完

善机器人生态体系。 

发挥机器人龙头企业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售后全产业链

优势，推动平面清洁机器人、立面清洁机器人、柔面清洁机器人

等重点产品持续做大规模。瞄准看护机器人、陪伴机器人、教育

机器人、烹饪机器人等新兴市场需求，引进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

力的科技型企业，着力攻克人工智能开源开放的训练平台、训练

框架以及情感识别、消除歧义、知识图谱等关键技术。围绕服务

机器人产业链短板，加快补齐 AI芯片、电机、激光传感器、电

路板等核心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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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 N 个新兴集群，培育国内先进视听品牌、西部

第一智能安防生产基地、渝西第一智能厨卫产业集群。 

依托先进视听龙头企业，持续做大激光电视整机、新型智慧

商显、影音娱乐等终端产品规模。在投影光机国产化基础上，探

索布局基于激光投影的激光光源、光学镜头等感光器件，以及图

像芯片、4K/8K显示面板等超高清视频终端核心器件。 

发挥安防龙头企业在智能门锁、安防品牌及技术优势，鼓励

可视猫眼指静脉智能门锁、掌静脉人脸识别智能锁等高端产品扩

能上量，加快布局一体化智能门、智能水电表、智能视频监控、

智能楼宇对讲等产品。补齐广角高清摄像头、图像传感器、中控

设备、电子材料、芯片等关键零部件短板。 

发挥卫浴龙头企业在全球中高端卫浴领域的品牌优势，在现

有智能洁具等产品基础上，扩大定制化、适老化、环境智能等高

附加值产品规模。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研发智能镜柜、感应

龙头、智能洗手机等智能化厨卫新品、推广全屋定制系列，持续

提升产业能级、扩大行业竞争力。 

四、空间布局 

以江北区、南岸区、九龙坡区为核心，联动万州区、开州区

等区县，提档升级企业在智能冰箱、智能空调、智能洗衣机等领

域关键技术，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家电产品融合应用，打造国

内领先的智能家电产业集群。 

以两江新区为核心，联动渝北区、北碚区、九龙坡区等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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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立物理上分离、逻辑上聚合的虚拟机器人产业园区，加快

实现芯片、传感器、电机等关键零部件本土配套，强化智能服务

机器人等推广应用，构建完善的机器人产业发展运营服务生态体

系。 

以两江新区为核心，着力提升先进视听核心关键技术，打造

国内拳头产品，并努力培育国产替代首选品牌和全球领先头部智

能视听企业；以铜梁区、大渡口区智能安防产业园为核心平台，

联动璧山区、合川区等区县，打造西部第一智能安防生产基地；

以江津区、荣昌区为核心，联动永川区、大足区等区县持续壮大

智能卫浴产业规模，推动国内外知名品牌及上下游企业聚链成

群，打造渝西第一智能卫浴产业集群。 

五、主要任务 

（一）产业链条协同行动。 

1.以智能家居终端企业为牵引，填补产业链短板。全面梳理

智能家居重点企业主导产品、产能规模、拟配套对象等信息，形

成产品供需“两张清单”。鼓励智能家居大型企业带动中小企业

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家居创新

成果产业化探索和试点。引导智能家居企业联合零部件生产、技

术开发、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等共同推进新技术新产品验证，加

速产品迭代升级。 

2.强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终端产品深度融合，推动跨行业跨

领域协同。鼓励智能家电、智能安防、服务机器人等细分领域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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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破除壁垒，打通不同品牌、系统、平台之间的交互入口。鼓励

智能家居企业联动基础电信服务商、互联网应用商、云服务平台

集成商等，输出智能家居整体解决方案。发展基于 5G、物联网、

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终端产品，深化应用感应控制、语音

控制等技术手段，构建跨界应用的产业生态。 

（二）科技创新引领行动。 

1.实施核心技术联合攻关，提升家居产品智能化水平。依托

龙头企业组建上下游企业创新联合体，围绕智慧娱乐、居家体验、

家庭安全、环境监测等领域，实施一批智能家居产业链关键技术

协同创新项目。系统梳理智能家居产业技术图谱，形成企业关键

核心技术需求清单，加快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关键零部件、

基础软件等关键环节创新突破。 

2.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推动创新资源要素集聚。鼓励龙

头企业牵头争创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支持重庆大

学、重庆邮电大学、重庆理工大学等高校院所建立共享实验室、

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站等创新平台，促进产业联动创新。 

（三）质量品牌提升行动。 

1.培育壮大设计主体，提升产品设计能力。充分发挥重庆三

峡智能家居设计研究院等机构设计优势，积极打造智能家居领域

市级工业设计研究院，支持设计驱动型企业创建市级工业设计中

心，遴选培育一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指导智能家居企业参加

中国国际工业设计博览会、世界工业设计大会等活动，组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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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评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IF设计奖、红点设计奖等工业设计顶

尖奖项。 

2.严控产品质量性能，夯实品牌建设基础。强化标准引领，

支持智能家居龙头企业、科研院所、协会等单位参与相关领域国

际、国家、行业、地方、团体标准制（修）订，开展从单品智能

到设备互联、场景互通的基础标准研究，推动市内企业广泛开展

对标达标。支持“链主”企业联合上下游企业建立质量追溯机制，

形成原材料、元器件产品质量追溯数据库。推广应用智能化设备

和数字化管理工具，强化生产过程监督管理，提高产品一致性和

稳定性。引导企业积极对标国际先进标准，以先进标准引领质量

提升，实现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 

3.加强品牌宣传推广，打造智能家居名片。鼓励龙头企业积

极参与柏林电子消费展等国际高端展会，支持智能家居企业参加

“渝商美品”等推介活动，提升“重庆造”智能家居品牌知名度。

支持智能家居品牌企业在渝建设全球总店、旗舰店、概念店，推

进首店品牌聚集。鼓励行业协会、重点企业及专业机构以集体商

标、证明商标等形式，联合打造智能家居区域公共品牌。 

（四）制造能力升级行动。 

1.实施智能制造工程，促进产业提质增效。鼓励智能制造优

势企业加快制造技术突破、工艺创新及业务流程再造，争创国家

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和优秀场景。推动产业链骨干企业加大智能制

造装备和信息系统集成应用，创建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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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实施低成本、快部署、

易运维的数智化改造，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为重点打造一批数字

化转型“小灯塔”企业。 

2.推行绿色制造工艺，提升清洁生产水平。支持企业开展节

能诊断，实施综合能源系统节能改造。鼓励企业在保障产品质量

和使用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材料环保替代。推广智能家居终端产

品回收与资源综合利用，鼓励企业采用可回收、轻量化包装材料。 

（五）优质企业引育行动。 

1.强化重大项目招引，推动产业聚链成群。围绕服务机器人、

智能电视、智能音响、VR/AR 等高附加值终端产品定向定企开

展招商，支持相关企业在渝投资建设研发中心及制造基地。聚焦

产业链上下游短板及关键环节，重点引进广角高清摄像头、芯片、

传感器、电路板、电机等核心元器件和零组件配套项目。 

2.实施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支持龙头

骨干企业争当标准“领跑者”，推动产品质量提升、产业升级。

支持创新型企业开展上市培育，支持领军企业、“链主”企业、

行业龙头企业等争创国家级技术创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产品）。支持培育一批中小企业成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增强创新型企业引领带动作用。 

（六）应用生态构建行动。 

1.推动全屋智能场景落地，引领行业“主动智能”发展。支

持智能品牌商联合打造全屋智能生态链，输出一站式全屋智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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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支持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等开展全屋智能家居试

点，打造智能样板间，适时向办公楼宇、学校、医院等领域推广

应用。 

2.推进智能家居与智慧社区共融共建，促进智慧生活落地。

支持社区安装云门禁、云车场、云可视对讲、智慧门、智慧梯控

等，拓展智能安防产品应用场景。支持智能家居、物业企业等联

手打造智慧社区综合云平台，提供远程控制、家具家电控制等智

慧服务。支持企业在社区建设智慧家庭体验中心、智能电器生活

馆、健康照明体验中心，引导家居消费升级。 

3.推动公共服务平台共建共享，强化产业联动创新。支持智

能家居行业制造业成果转化中心建设，打造一批智能家居工业互

联网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鼓励科

研院校、领航企业等搭建科研设备共享平台，为智能家居中小企

业赋能，降低企业创新成本。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 

建立市区（县）共同推进智能家居产业发展的协调机制，统

筹谋划全市智能家居重大政策、重大工程专项、重要工作安排。

分解落实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清单化、项目化、事项化抓好工

作落实。定期组织召开工作推进会议，及时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

的突出问题，确保有关事项落实。 

（二）加大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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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产业基金引导作用，支持智能家居产业

链关键环节提升、产业服务体系建设，鼓励社会资金、金融资本

参与产业发展。强化智能家居产业关键技术研发、应用示范等项

目的支持力度，对自主研发企业人才引进、设备升级、国产芯片

软硬件、节能绿色等方面予以积极支持。 

（三）强化人才供给。 

面向国内外引进领军型高精尖人才和工匠型技能型人才，实

施高端引智行动。支持职业院校建设人才技能实训基地，培养智

能家居发展亟需的技能型人才。鼓励企业联合人才培养机构采取

定向委培、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等方式培育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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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11月 2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