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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2年中国智能家电远程控制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

章。报告介绍了智能家电远程控制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智能家电远程控制产业运行环境、分

析了中国智能家电远程控制行业的现状、中国智能家电远程控制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智能

家电远程控制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智能家电远程控制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

预测。您若想对智能家电远程控制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智能家电远程控制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在互联网大潮的冲击下，&ldquo;智能家电&rdquo;的概念开始兴起。中国家电网发布的《中

国高端家电市场报告》显示，已经有40.7%的用户选择了&ldquo;智能化&rdquo;这一属性，预

计到2015年，这个数据会上涨到60%。 

     电信网、互联网、电视网的三网融合，电视、手机、PAD、电脑&ldquo;四屏合一&rdquo;，

使得空间压缩、时间延伸，智能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三网融合及物联网技术 应用后，

冰箱、电灯、空调、电视、DVD、音响、微波炉、洗衣机等所有电器都将进入智能时代。通

过手机或其他集成设备即可方便地控制所有家电，从而为家电 产品互联互通和产品升级带来

发展空间。众多家电厂商纷纷发布智能家电产品，更是加速了中国智能家电产品的市场步伐

，这将带来又一次行业的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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