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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万物互联的关键一环，智能家居的出现和普及已经势不可当，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新技术正在
重构智能家居。只有成为智能家居行业的先行者，才能抢占“风口”。
《智能家居：商业模式+案例分析+应用实战》紧扣“智能家居”，从3个方面进行专业、深层次的讲
解。首要方面是基础篇，从智能家居的发展现状、产业链、商业分析、抢占入口等方面进行阐述，让
读者对智能家居有个初步的认识；第二个方面是技术篇，从智能家居的控制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
术和智能系统设计等方面进行讲解，加深了读者对智能家居的了解；第三个方面是应用篇，讲解各类
很好的智能单品及智能家电。
《智能家居：商业模式+案例分析+应用实战》结构清晰、逻辑严谨、知识全面、实战性强，适合智能
家居领域的从业者，以及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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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6　咕咚HB-B021 智能手环／　225
16．3　小米智能单品分享／　225
16．3．1　小蚁智能摄像机／　226
16．3．2　小米盒子及mini 版／　226
16．3．3　小米智能插座／　227
16．3．4　小米空气净化器／　227
16．3．5　Yeelight 智能灯泡和床头灯／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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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感觉就是把PPT搬成书而已
2、通过这本书终于把智能家居和物联网的几个重要理念给搞明白了，以前真的被这些眼花缭乱的专
业术语给绕晕了，书写的相当好，值得一读。
3、看完之后挺有收获，一本书把智能家居的理念讲得通透明确，既有商业模式分析也有精彩的案例
剖析，把智能家居的精髓完整地展现了出来，值得一读。
4、对于不太了解智能家居的人来说，基础部分的描述很好理解，轻轻松松就能让人触碰到智能家居
的真理之门。案例和商业模式分析的价值更大，对真正需要的人来说，非常有帮助。
5、像培训课程及PPT演说，能深入浅出地把机械理论说明白，而且内容比较全面，对“智能家居”商
业模式探讨和案例分析列举部分，素材也算跟得上当前，刚好对我有用（项目调研），但是对市面上
智能单品介绍的章节太简单马虎了事，美中不足。
6、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家居是未来家居的发展趋势，对这个领域的探索和布局已经慢慢开始，其中蕴
含了无数的机会，书中对此领域的诠释很到位，颇有参考价值。
7、系统地阐述了物联网和智能家居时代的思维和玩法。不仅涵盖了各种类型的经典案例，还有大量
的观点阐述，参考价值颇高
8、理念讲得挺透彻，商业模式分析和案例剖析都很精彩，让人能比较容易就能理解到智能家居的精
髓，读完之后有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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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还是不错的，讲解得很到位。不止清晰地讲述了商业模式，还有很透彻的案例分析。在一定的基
础上使其更容易理解和明白。再加上应用实战的讲解。结构条理比较清晰明了，能让我看了之后，多
数地方是明白的。只是有少数的地方需要慢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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