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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 AI）对家居设计带来的可能影响。方法 从

人们日常生活对家居设计的需求出发，研究人工智能对家居服务方式带来的影响以及物体形态可能会发

生的变化。结论 物联网发展到终极模式就是人工智能，是目前智能家居的高等版本，人工智能的快速

发展不可避免，这种发展对未来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将带来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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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ome Design 

GUO Yu 
(Sichuan Fine Art Institute,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possible eff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on home design. Starting from the demand 

of people's daily life on home design, it studies how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ld effect the home service mode and the 

probable change of object shape. The ultimate mode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may be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ich is 

the advanced version of smart hom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inevitable, and this development 

way will bring great influence on human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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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这个科幻小说家多年以前提出的概

念，正在一步步坚定地向现实走来，计算机战胜国际

象棋、战胜围棋，还在继续向人类引以为傲的领域进

行挑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工智能”不可避免渗

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

何让“人工智能”更好地理解人类、服务人类，也是国

内外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本文从“人工智能”对家居

设计的影响出发，探讨“人工智能”对家居形态以及对

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勾勒出未来家居设计的轮廓与

方向，希望对当前“人工智能”的研究者有所启发。 

1  人工智能结合家居设计的历史与时代需求 

1.1  历史上隐约浮现的人工智能需求 

自从人类这一物种形成之时，就对整个世界产生

重大影响：人类的需求，客观上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

方向，但也正如马斯洛的理论[1]，人类必须满足基本

的生存需要，从生理需要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才能有

可能会出现更高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要如安全

的需要。 

人类在满足基本“食取果腹，衣取蔽体”等生存目

标后，却没有停止对他们更进一步的追求，对衣食住

行这些生存需要孜孜不倦的升级研究，最终演变成为

艺术和文化，并将伴随人类历史始终。 

家居设计也是根植于人类对生存环境的种种基

本需求，并伴随着人类文明水平发展而发展。在古代，

由于受当时社会整体技术水平限制，人们对优质智能

的生活环境大多是一种臆想。 

以室内照明技术为例，在电灯出现之前的几千年

中，人类夜晚的照明主要依赖动植物油脂燃料燃烧形

成的光亮，亮度极低，而且夜间必须按时熄灭火烛，

如有特需，还要事先禀报上级批准。重点部位的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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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严格，如宋代真宗下诏：“皇城内诸司，在京百

司库务、仓、草场，无留火种，如致延燔，所犯人洎

官吏，悉自斩。番休者减一等。” 

现实的情况不尽人意，古人只好发挥想象，很多

作品也描绘他们心目中关于“室内照明”的优秀设计。

如在干宝的《搜神记》中，记载了隋侯之珠，“珠盈

径寸，纯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烛室。”

这样的亮度在昏暗的古代夜晚显得格外明亮。而在中

国古代志怪小说中凡人遇到神仙的情节里，很多都有

神仙居室内非常光亮，但又找不到发光源的类似描

写，这样的想象已经很接近今天的室内智能照明技

术。 

在西方也是如此，文艺复兴时期哪怕是最富裕的

荷兰，入夜后也是一片黑暗，《伦勃朗传》描写当时

伦勃朗在阿姆斯特丹进行创作时，主要靠白天画画，

有时晚上需要画画时仅靠一根蜡烛照明，眼睛几乎失

明的描写[2]。 

一种新能源被人类认识之后，首先是从改善自身

生存环境开始的，如 1831 年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的

效应，并由此发明了世界上第 1 台能产生连续电流的

发电机，1879 年爱迪生发明了世界上第 1 只实用的

白炽灯泡，从照明革命开始，人类进入电气时代。同

样，在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其他领域，以电这种当时

最高技术为基础的运用迅速得到广泛推广，电风扇、

电冰箱、电视机等日用家电也成为人们现代生活中密

不可分的部分。 

1.2  相关领域的技术突破带来的人工智能爆发 

人类在经历了以蒸汽动力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

革命和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现在正在进

入网络时代、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时代[3]，这场以

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

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是涉及诸多领域

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人工智能正是其中的一个

突破关键。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

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

相似的方式作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

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

系统等。 

一般认为，1956 年的达特茅斯会议奠定了人工

智能的基础，但自该理论提出以来的几十年中，人工

智能发展非常缓慢，这是因为人工智能不是一个狭窄

专业的迭代发展，而是一个宽口径、多专业有机聚合

的交叉领域，这其中信息技术、计算技术、控制技术

最为重要。 

以信息的采集过程中重要的图像信息采集为例，

早期的摄像头受生产技术限制，像素极低。1969 年

由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维拉·波义耳和乔治·史密斯就

发明了可以光电转换的 CCD 技术，1975 年柯达成功

研制 100×100 像素（0.01 百万像素）的 CCD 相机，

但那个时代的摄像头显然无法应对高质量高效率的

图像采集任务。随着材料研究的发展以及新技术的不

断涌现，当前一般的手机摄像头都能达到 2000 万左

右的像素，而且图像采集仍在朝高像素的道路发展，

最终这些图像采集方式将转换为机器视觉[4]。 

信息的计算是人工智能的核心，人工智能归根到

底要靠计算机计算能力的突破才能带动关联领域的

进展，进而实现真正的智能进化。计算机的快速发展

有目共睹，但要处理人工智能级别的海量信息，在摩

尔定律即将到达极限的今天，传统的计算方式恐怕难

以完成，目前量子计算机和神经网络计算机都具有非

常大的发展潜力，或许是人工智能真正实现的一个助

推器。 

1.3  人工智能化影响下的未来家居设计 

目前，人们对家居环境的人工智能化受当前科技

发展限制，还仅仅停留在“物联网”[5]的概念阶段，物

联网的目标，是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了物品与物品之

间，人与物、物与物都能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物联

网引导下的家居设计一般称为“智能家居设计”，是以

住宅为平台，利用技术将家居生活有关的设施集成，

构建高效的住宅设施与家庭日程事务的管理系统。 

现有智能家居设计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对现有家

居构造及设备的智能控制上，如家电远程控制、防盗

监控等，主要实现的方式是通过传感器收据数据及数

据分析，这种方式对现有家居设计的造型几乎不产生

影响。 

当计算机的发展超越冯诺依曼计算机体系，实现

计算能力的跨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后，人工

智能将首先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并给家居设计带来

深远影响。 

2  人工智能发展对家居设计带来的影响 

2.1  技术、功能、造型的相互影响 

人工智能的有效运行需要几个方面的协同运作

——信息的采集与分析、信息的计算与存储和命令的

执行与反馈。以人工智能主导的家居设计在造型上、

操作上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人工智能主导下的家居设计，随着智能化程度提

高，很多功能是复合叠加在一起的，一个物体承担多

种功能。以墙壁和地面为例，随着材料学及人工智能

发展，墙壁可以是遮挡光线的实体，也可以允许其中

一部分墙体让光线进入，墙就具备了窗户的功能；夜

晚，墙体的一部分区域可以转换成播放视频的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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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发出合适照度的光线。这样，外露的室内灯光

物体、屏幕或者类似视频装置取消，整个室内大空间

应该非常简洁。 

单个家居物品也会随着室内造型的简化而简洁。如

书房的办公桌，显示器以墙面显示或者全息显示，已经

不再占用书桌空间；键盘与办公桌桌面合体；操作上多

采用手势控制；没有硬盘，存储空间都在云端，整个书

桌上面了无一物，这样的家居局部也肯定是具有简洁效

果的。简单合乎经济效益，容易制造，而省下来的制造

成本可以直接转移给消费者[6]。另外，消费者的居家行

为特点决定着家居产品设计的智能化[7]。 

2.2  技术的发展带来交互操作的简单易用 

人工智能对于家居服务来讲，已经不是单纯地存

储信息、处理海量数据，它的要求是让设备能够听懂

人类的话、明白人的意图并能够作出判断，最后将方

案付诸实施。 

设备通过摄像头等广电转换设备来读取信息比

较容易，能够听懂人类的语言，理解其中的含义比较

困难，也是当前人工智能研究的重点之一，如果设备

能够听懂并理解主人的语言，在家居设施服务的人机

交互操作上，肯定是重大革命。 

人与设备之间的交互最早是直接操纵，逐渐发展

成为无线控制以及集成图形控制，当人工智能发展到

足够成熟时，人与设备之间的交流就像人与人之间一

样，用最自然、最简单的语言方式进行交流。 

这种人机交互操作，还处于不断研究发展中，也取

得了很大成果。在国内率先推出语音云服务的科大讯飞

公司，语音交互技术先进，其推出的语音输入法对标准

普通话的识别正确率已提升到 95%以上[8]，而人类专业

的语言学家也为 95%，这说明机器在这方面已经高度的

接近人类水平。除了语言交互外，以人类肢体语言为基

础的体感交互；以人体各种数据检测为基础的反馈及预

测；以图形化、具象化的输入终端，也都是重要的人机

交流手段。这些高质量的人机互动交流方式，都将让未

来家居设备的操作便利而又简单。 

2.3  人工智能发展对人的生活起居方式带来的影响 

2007 年，智能手机问世，短短时间内，智能手

机已经深刻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从早上被手机上的闹

钟惊醒到上班途中的读新闻、看微博；从买午餐的手

机支付到 APP 办公；从下午的手机娱乐视频到晚上

的刷朋友圈，一整天几乎离不开手机的运作。而功能

要超过智能手机数千倍的人工智能，将带给人们的生

活带来巨大影响。 

一般的家务技能可能消退：人工智能主导下的家

居生活，大部分家务由机器设备代劳，智能化的操作，

将人从家务琐事中解放，最终可能导致人们一般家务

技能的消退。 

低效率的信息获取方式可能绝迹：人工智能可以

从亿万海量信息中根据人的需求进行有效搜索，今天

人们获取信息采用的看电视、看报纸等方式由于效率

太低而被抛弃。 

虚拟现实可能是娱乐方式中最吸引人的：人工智

能主导的虚拟现实网络，作为娱乐接口，可以容纳众

多项目，运算能力的提高带来高度沉浸感，成为主流

娱乐方式。 

身体更加健康：人工智能可以实时监控人体各项

数据指标，对身体机能进行评估，根据评估资料提出

健康建议，指导主人进行锻炼活动。具备深度学习的

人工智能，还能够将主人日常的生活行动进行记录，

并不断积累，再根据主人当前的观测数据，作出推断，

并及时发出警告。 

3  无法预测的发展终极 

3.1  传统学术界对人工智能发展的警惕 

自从 AlphaGo 对人类的棋类艺术发起挑战，人工

智能俨然成为当前最重要的一个话题， 越来越多的

学者、专家加入到研究的行列。一般理论认为，机器

永远不会具有人类智能，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

出现超越或控制人类的机器[9]。同时，在人工智能蓬

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也有科学家对人工智能的快速

发展保持警惕。2017 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上，著名

科学家霍金通过视频发表了《让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及

其赖以生存的家园》的主题演讲。他表示，人工智能

的崛起可能是人类文明的终结。这不是霍金第一次提

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给人类带来危险，他曾向英国

《独立报》表示，人类必须建立有效机制，尽早识别

威胁所在，防止新科技（人工智能）对人类带来的威

胁进一步上升。 

人工智能时代在改变社会的同时，必将产生新的

安全形势[10]。科学家的担忧不无道理，机器的进化比

人类要快速的多，在科幻作品中有一个人工智能达到

人类智能的时刻，它被称为“奇点”。在这些作品的描

述中，机器智慧一旦超越人类，人类就无法再阻拦机

器的加速度发展，最终，人类沦为机器的奴隶。人工

智能何时能够达到人类普遍智能水平？对几百位科

学家的问卷显示，他们预测的这一时刻是 2040 年，

因此，认真对待人工智能可能产生的威胁，也是人类

在大力发展这一科技需要同时做的工作。 

3.2  不可逆的发展道路 

2016 年 7 月，在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科

技创新规划》中，人工智能被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中

的一项列入规划，该规划显示人工智能发展已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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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战略，在以后数十年中，对人工智能的投入将

是恒定主题。 

未来已来，人类在人工智能研究上已是不可逆的

发展潮流，关注、了解、学习、适应，也许是人类的

下 一 步 与 人 工 智 能 在 一 起 的 生 活 方 式 ， 正 如 曼 纽

尔·卡斯特尔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曾说过：“人类

进入网络社会，人类的文明才刚刚开始[11]。”那么，

人类进入人工时代，是文明的加速发展还是文明的毁

灭，都是无人能够回答的问题。 

4  结语 

人类科技进入加速发展的时代，特别是以计算机

为代表的当代先进技术，正在加速迭代发展，人类正

站在一个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大门之前，不管赞成或是

反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也无法逆转，它

将对一切领域产生颠覆性的影响，这种发展对未来人

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将带来巨大改变。中国作为快速发

展的国家，也应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结合自身情况，构建完善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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