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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背景构建智能的消费者与设计师服务精准对接的系统架构，以满足

消费者个性化的家居定制需求。方法 对“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家居定制设计中涉及的有关对接、匹

配、互动的三大关键要素进行融入分析，并通过小米商城的案例分析揭示目前家居定制系统普遍存在的

问题。结果 构建了家居定制设计参与人无障碍、精准对接、匹配、互动的智能系统框架。结论 本研究

为消费者与设计师无缝对接、匹配与互动的智能家居定制设计实践奠定理论基础，为以“客户导向”的

“人工智能+”的家居定制设计系统架构的构建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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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Customization Design System Based on “AI+” 

HUANG Bai 
(Jiangmen Polytechnic, Jiangmen 529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lligent experience of home customization design will become a service within the reach of con-

sume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build an op-

timal home customization design system based on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consumers and designers for barrier free and accurate intelligent docking, matching and interaction, and 

to cater to consumers’ pursuit of personalization in home customization design, such as cultural background, artistic taste, 

aesthetic and so 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technology and the three key elements of docking, 

matching and interaction involved in the traditional home customization design, the problems of the current home cus-

tomization system are revealed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Xiaomi Mall. The intelligent system framework of barrier free, 

precise docking, matching and interaction for participants in home customization design is constructed. This study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practice of smart home customization design that consumers and designers can seamlessly connect, 

match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me 

product customization design service system architecture based on “customer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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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经历了第

一代知识驱动和第二代数据驱动后，现在进入第三代

人工智能时代。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院长、中

国科学院院士张钹阐释道：“第三代人工智能就是把

前两种办法结合起来，这个想法跟艺术创作的很接

近”[1]。近几年，定制家居产品的消费呈上升趋势。

定制类家居产品不但迎合了现代住宅不同的构造需

要，在外形、功能、品位方面也充分满足了消费者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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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的需求。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智能家居的重要应用

领域，以功能渗透的形式进入并深刻影响消费者的生

活，如智能电视、智能音响、智能桌椅、智能服务型

机器人等新型数字家居产品，消费者可以在定制智能

家居产品过程中将设计思想传达给设计师，设计师根

据消费者提出的家居需求进行针对性的设计和创作。

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基础上建立的智能系统，

通过定制过程，可以极大地满足消费者在外观、材质、

功能及品质等全方位的家居需求，在“人工智能+”

相关技术的不断推进与深入发展下，为消费者带来更

好的设计互动体验，且家居定制产业及其设计系统将

会被赋予更高的艺术营销价值[2]。 

1  研究综述   

近几年，多数研究者根据“人工智能+”技术发

展的趋势，进行了大量相关的研究。缪炜[3]提出语音

交互正在改变智能家居的形态，语音识别控制系统作

为语音控制家电的灵魂，受到整个智慧家居行业的关

注的研究人员。冉琛雯、张珣[4]提出了智能家居系统

界面定制技术以提高用户界面定制的效率。窦炎[5]开

展了基于家居智能系统的基本功能、运行原理以及其

与现代家居设计之间关系的现代家居设计与家居智

能系统的应用研究。郭宇[6]针对人工智能对家居设计

带来的潜在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物联网发展

到终极模式就是人工智能，是目前智能家居的高等版

本。Bill Moggridge[7]提出互动设计的理念，强调互动

设计对消费者至关重要。覃京燕[8-9]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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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另一项研究中探讨了

人工智能等新型科技影响下审美意识的嬗变，提出了

创新设计的审美意识的“鉴”“赏”“创”3 个方面，

在感知、感受、趣味、理想、标准、创新 6 个维度形

成了对人工智能与创新设计的交互影响。 

研究人员在“人工智能+”与家居定制设计的融

入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10]。从不同角度探究人工智能

技术与家居定制设计间的关系与融入应用的不同方

式，在近几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针对“人工

智能+”在家居产品定制设计中解决参与人无缝对接

与互动的应用鲜有研究。本研究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探讨基于“人工智能+”的家居定制设计系统

的构建，解决传统家居定制设计中参与人智能对接与

互动的问题，为实现无障碍，精准的设计匹配与互动

实践提供理论借鉴。 

2  主要参与人目标需求分析 

2.1  消费者方目标需求分析 

由于非定制类家居产品只能达到消费者对生活

起居的基本要求，从使用功能、产品的款式个性化、

尺寸和文化艺术性等方面都不能较好地迎合各类消

费者不同的文化品位、艺术追求等的需要，尤其当下，

多数消费者不能更好地通过广泛的家居平台真正对

接自己所欣赏的家居设计师，即使在购买力较好的情

况下，对于在家居文化艺术品位方面适合自己的设计

师无从知晓，甚至在家居设计的艺术品位上只处于趋

从地位，消费者的设计需求未被充分的挖掘以至于无

法满足其潜在目标需求。那么，消费者的针对性智能

化设计服务的提供与相关业务的无缝对接是“人工智

能+”定制家居设计研究的核心，以消费者的文化背

景、艺术品位、审美追求等目标需求的驱动下的智能

化设计对应匹配是“人工智能+”家居定制设计的关

键所在。 

2.2  设计师方目标需求分析 

传统家居生产商多数为满足基本的家居市场需

要，忽略了日益增长的消费者在家居个性化、文化艺

术品位追求差异化方面的变化。这也使得更多的家居

综合体门可罗雀，而家居设计师们却苦于无法遇到在

家居创意和艺术设计方面能真正被欣赏的消费者。由

于环境受限、受众群过窄、设计与市场对接滞后的种

种原因逐渐陷入“产不对销，销不对意”的境遇。系

统的设计须清楚的认识到这一问题所在。更多的消费

者恰恰是因为周到的家居设计服务对一件家居产品

产生兴趣进而产生消费行为，这个看似不突出的环节

却在整个家居供应链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应用

“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时，智能的挖掘与匹配也

须考虑到人性化的功能需求。尤其是设计师及作品在

平台市场中被目标消费者直观了解和关注的需求满

足，无疑是吸引设计师注册、使用并提升系统认可度

的关键。 

2.3  系统目标需求分析 

设计系统作为消费者与设计师之间的桥梁，充当

着家居定制设计系统的规则制定者、构架设计者与参

与人协调者，是实现消费者与设计师无缝对接与互动

的关键实施者。首先，系统可借助大数据的挖掘和分

析过程，通过消费者的特征值提取、计算和分析消费

者的文化背景、艺术品位及设计需求，以便于进行后

期的精准匹配。其次，匹配指标与特征值之间的相关

性与关联度，选取与匹配指标相关性较高的特征值。

再次，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具备学习性的特点，在消费

者不断在系统界面浏览、搜索相关的内容或尝试与感

兴趣的设计师进行沟通时，系统将历史浏览内容和数

据进行智能的挖掘与分析，对消费者的家居艺术设计

喜好进行有效地自动匹配，不仅可以通过消费者的历

史使用记录中的有价值部分进行精准提取和内容利

用，还可以在智能算法分析后对消费者的潜在设计需

求进行预测，挖掘消费者的家居艺术消费欲望，为消

费者推荐更为满意的家居设计作品，引导消费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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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设计选择。最后，协调各参与者的关系。 

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支持下，系统具备了

自主智能研发能力，可以专注定制家居市场消费者的

个性需求的研究，还可以帮助消费者与匹配的设计师

及作品进行近距离互动，实现消费者与设计师，甚至

是在定制设计成功后与生产商间多渠道多选择的多

维关系互通的局面。 

3  消费者与设计师无缝对接与互动的三大

关键点及相关案例 

3.1  定制设计的准备条件：需求挖掘与智能分析 

消费者的需求挖掘及智能分析是整个定制设计

系统的核心。准确的消费者特征描述及数据对系统的

智能化分析并执行之后的设计匹配任务具有决定性

的作用。根据消费者在系统的参与阶段，特征描述与

数据可以在消费者注册阶段与使用系统一段时间发

出设计需求后的历史数据两个阶段产生。作为定制设

计的准备条件（需求挖掘与智能分析）的依据。 

基于人工智能的设计系统是围绕消费者需求触

发的设计系统。传统生产商在进行家居产品提供的过

程中，设计环节是根据市场中消费者上季度或整年度

的家居产品销售情况为依据，来制定生产计划或进行

必要的创新预测，且创新预测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具

有滞后性，须经过设计作品进行大批量生产投入市场

后，检验其是否被消费者所接受，进而判断家居产品

创新设计成功与否。而设计服务系统则可以在较大程

度下避免超前于市场的设计创新预测失败的情况。因

此，系统的消费者需求的挖掘和基于“人工智能+”

技术的智能算法分别开展对消费者的生理、心理和行

为方面的分析，尤其是针对有过多次定制设计记录的

消费者数据应予以重点挖掘分析。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消费者需求挖掘

和智能分析方法主要有两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可以直接借助家居设计作品的历史消费规

律、消费者的基本信息如学习、生活、工作、家庭环

境的描述，家居产品的文字描述及场景绘制图景等，

依据相关的描述和数据对消费者青睐的定制设计类

型进行分析后，予以精准建议和意见的输出；定量分

析可以依据每位消费者注册后，真实产生的历史定制

设计数据进行智能运算，在动态的记录变化和不断的

机器运算学习中弹性制定对消费者的推荐策略。 

3.2  定制设计匹配：消费者与设计师的精准匹配 

基于“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系统，是在智能

算法的驱动下完成消费者与设计师的精准匹配工作

的，是依据消费者描述及数据智能分析后针对目标需

求输出进行的智能算法匹配。 

为消费者定制家居提取精准数据，匹配设计品位

相同的设计师显得尤为重要。基于“人工智能+”技

术，在消费者与设计师匹配的这个环节可以分为两

类，一类为初始用户的匹配；另一类为常驻用户匹配。

根据数据类型及标准值的设置，根据指标的不同权重

可以得出描述消费者文化艺术品位特征的综合值，该

综合值可以对应系统中在注册的设计师设计风格与

品位等指标计算后的综合值进行匹配，匹配的结果有

可能是一对一的形式，也有可能是一对多的形式。消

费者可以根据输出的匹配结果自行选择，选择的依据

可以将各设计师的年龄、性别、性格特点、文化背景、

艺术品位、风格、设计作品等项挑选部分为消费者开

放分享，供消费者进行挑选和判断。在这个过程中，

智能化的匹配过程主要体现在两者综合值的智能匹

配过程，这个环节决定了匹配输出的结果的客观性和

消费者的家居定制设计的满意度，系统的匹配机制是

否有效，两者的评定指标是否合理，以及综合值的对

应匹配效果是否理想，可以通过消费者在定制设计完

成后对结束项进行评分来判断，智能匹配过程可以根

据满意度评分来自动调整匹配规则。 

3.3  定制设计互动：智能化实现良好的互动体验 

交互技术是人工智能技术中的一项重要技术。交

互技术是实现互动的关键，智能化的交互技术可以加

强消费者的情境感知、意识感知与情绪感知。以“人

工智能+”相关技术为基础的人性化的为互动设计，

可以从根本上提升消费者的设计体验，提高消费者设

计参与度，赋予设计过程与设计成果以灵魂，促进设

计创新。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家居设计系统中的交

互技术可以促进消费者、设计师、生产商三者间的无

障碍互动和精准互动。在信息孤岛的影响下，传统家

居定制中，广大消费者的艺术品位往往被忽略，通常

在短期内还未知名的设计师也无从知晓消费者的互

动渠道，由互动障碍造成的消费者需求的忽视和设计

资源的浪费，使家居定制迫切需要改善广泛的家居定

制设计互动环境。 

“人工智能+”交互技术将消费者对家居设计的

文化背景需求、情感需求、艺术品位需求、审美需求

等通过算法融入的形式与体验及输出信息紧密结合，

通过以人为中心的机器逻辑推理，动态响应消费者的

思维和行为变化，提升互动体验，最终找出影响家居

定制设计满意度的方法。 

3.4  小米 APP 案例及分析 

由于智能家居产业及其规模的高速发展，我国智

能家居产业中除了众多老牌家居品牌，如格力、海尔

等企业推出了智能家电、智能 APP 的应用外，还有

新兴互联网企业，如小米、京东等推出了 APP 应用，

一方面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在智能家居领域

欲扩大知名度，成为行业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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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 APP 中集成了一整套智能家居产品的销售

和服务链，所有商城中的智能家居都可以通过小米商

城的智控 APP 来实现操作和控制，如米家 APP 和小

爱音响。小米有品智能家居产品含智能电视、洗衣机、

扫地机器人音响等智能产品，因小米公司在进行手机

的生产制造时就已经采取过邀请消费者参与手机产

品研发的策略，所以此类智能产品皆可以由小米发布

的智能套装来进行对应的操作，如智能音响可以帮助

消费者实现指令下达；智能门窗感应器可以满足防风

防雨、感应遥控等需求；智能插座满足消费者定时与

远程控制功能等。智能扫地机器人以及智能净水器等

都足以证明此类平台对智能化家居产品设计与创新

充分考虑了消费者的显性需求与隐形需求，平台的智

能化服务也沿袭了手机创新设计的策略，其中支持与

消费者进行深度互动的小米有品也在与智能化服务

上进行了较大的推进，如 APP 平台智能语音交互功

能为消费者的系统应用提供便利；鼓励消费者参与智

能家居产品的设计过程，见图 1。 

然而，小米商城 APP 的家居定制设计智能服务

未能真正实现，这也是目前家居智能定制系统普遍存

在的问题，其具体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平台智能化仍维持“以产定销”的模式，

未满足真实的用户需求。小米 APP 中家居产品定制

功能的设计对于用户的智能化需求痛点把握不够清

晰，主要是通过大数据的广泛调研与分析进行平台功

能的制定与设计，执行消费者广泛需求与爱好的设计

思路，不具有平台功能的“客户导向”思维，这是定

制设计的关键痛点。 

第二，智能定制平台的互联存在障碍。智能定制

需要更广泛的实体线下资源作为支撑。小米商城 APP

中的家居业从设计、生产、销售到售后服务整个环节

都为闭环系统，其数据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对于独立

消费者与设计师在设计服务的精准对接方面存在较

大的障碍[11-12]，闭环系统造成的信息孤岛现象对家居

定制服务存在阻碍，而与同行业其他平台互联又存在

数据泄露的问题，这是小米 APP 中定制业务实现真

正智能服务的重要制约因素。 

对于以上小米 APP 两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定制

家居行业其他企业系统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如何将消

费者需求与匹配的设计师成功进行无缝对接，独立的

智能家居产品控制系统及其合理的系统框架设计可

以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企业平台阻碍，吸引优秀设计师

注册，提高消费者需求匹配率，实现“客户导向”的

家居智能定制设计。 
 

 
 

图 1  小米有品平台用户参与模式 
Fig.1  User participation mode of Xiaomi Youpin platform 

4  基于“人工智能+”家居产品定制系统架

构设计思路 

为凸显系统设计对接与匹配的功能，基于“人工

智能+”家居定制设计系统架构下将消费者和设计师

两大主模块进行了突出描绘，见图 2。消费者模块为

驱动模块，即系统将以消费者的特征描述和数据挖掘

结果作为依据为其执行智能对接和匹配，消费者模块

将用户分为新用户，即未产生任何定制设计需求订单

的注册用户和产生历史定制记录的用户两大类。设计

师模块可以分为生产商旗下的设计师组和独立设计

师组。选择生产商设计师团队的消费者可以在生产商

管辖的设计师团队中按照相同的规则进行小范围选

取，满足对于家居品牌认可度较高的消费者的设计意

愿。选择独立设计师的消费者可以在独立设计师组中

进行设计师的对接和匹配。不论是生产商设计师还是

独立设计师，他们的信息基本是相同的，包含个人基

本信息、设计作品展示、好评率、单品排名、定制成

功率、合作排名。根据定制设计成功数量和成功率的

变化，这些按权重进行计算的指标项的最后评分也会

动态变化。 

首先，设计对接工作。对于新用户，系统会根据

其个人基本信息进行特征信息的描述，个人基本信息

有：年龄、性别、性格特点、文化背景、喜爱的设计

类型、审美偏好六项内容，系统将从消费者对此六项

内容的选择进行智能分析，分析结果以客观描述的形

式进行记录并予以评分，利于划分消费者所属的定制

区间和类型。产生历史定制记录的用户已经有相应的

个人基本信息、喜爱的家居风格图片展示信息、历史

定制数量、历史定制成功率、历史定制好评率（对设

计师的好评）、历史定制匹配率六大数据组，每一项

可以赋予不同的权重来进行计算挖掘，得出消费者相

应的特征数据值。 

其次，设计匹配工作。系统将消费者挖掘得到的

特征数据值与设计师分值进行匹配查找，将相对应区

间的设计师数据进行全部输出处理，输出的设计师由

消费者自行挑选成功后，匹配成功。若消费者不满意

系统匹配的设计师数据，则匹配失败，失败后，系统

将此次匹配失败的数据存入消费者的历史定制匹配

率中，重新将匹配率计算出来，并且淘汰此前与该区

间相似的设计师数据，重新进行运算后输出新的设计

师数据让消费者再次进行选择，循环往复，直至匹配

成功为止。 

再次，无障碍互动环节。在匹配成功后，设计师

会与消费者进行针对定制家居的相应的沟通和交流，

在此过程中，设计师与消费者会有大量的互动，这里

涉及文本信息、语音信息、视频信息等的传输，所以

在此环节需要系统构建优质的互动环境，以利于定制

设计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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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人工智能+”的家居定制设计系统框架图 
Fig.2  Framework of home customization design system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最后，定制成功。消费者与设计师的相关数据都

会发生变化，系统将对双方进行动态智能运算，更新

数据，以利于下一个消费者进行智能对接与匹配。另

外，不论匹配成功或失败，设计师未被消费者选择的

情况下，数据不会发生改变，只有匹配成功后，设计

师的个人信息才会产生变化。定制设计成功或失败，

都将对设计师的评分产生影响。 

5  结语 

基于“人工智能+”的家居定制设计系统，改变

了传统定制家居业的信息孤岛现象造成的消费者与

设计师对接、匹配、互动难的问题。在消费者数据挖

掘为依据的智能驱动下，智能分析对接设计师，使具

有不同文化背景、艺术品位、审美追求的消费者轻松

匹配满意的设计师，完善家居定制设计的个性化服

务。基于“人工智能+”的家居定制系统利用智能算

法改变传统家居定制设计模式，以“客户导向”为核

心思路，提高家居定制设计环节的效率，为家居定制

业的智能化的实践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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