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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化浪潮中，企业的战略变革迫在眉睫，海尔作为家电及智能家居行业的佼佼者备受瞩目。本研究

聚焦海尔在数字化转型下的战略变革实践，深入探究其所处数字化环境的机遇与挑战。海尔积极探寻变

革路径，在业务模式上向智能家居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构建生态品牌；组织架构向网络化转变，

激发员工潜能；技术创新持续投入，力求领先。但变革过程中，技术创新遭遇迭代压力与转化困境，组

织变革面临传统思维束缚与管控难题，市场竞争受跨界者冲击且在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时需平衡成本与

效率。本论文旨在通过剖析海尔案例，为其战略决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亦为相关学术研究及其

他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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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ization trend,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is imminent, and Haier, a lead-
ing player in the home appliance and smart home industry,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Haier’s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practice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elving into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its digital environment. Haier actively seeks transfor-
mation paths, transforming its business model into a provider of smart home overall solutions, build-
ing an ecological brand; i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s transformed towards networked structures, 
unleashing the potential of its employees; and it continues to invest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im-
ing for leadership. However,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has encountered iterative pressure and con-
version difficulties in term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has faced the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thinking and control problems, and market competition has been im-
pacted by cross-industry players and needs to balance costs and efficiency in meeting user person-
alized needs. This thesis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Haier’s stra-
tegic decision-mak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Haier case, and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related academic research and other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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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当前，传统企业面临的重大变革就是互联网转型，企业只有将互联网的优势与自身的产品或服务优

势充分结合，才能获得新时代的竞争力。数字化时代以技术创新为显著特征，其中大数据、人工智能、

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尤为迅猛，对企业运营环境带来了深刻的改变。这些技术推动了业务流程的再造，

使得企业能够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化手段提升运营效率，减少人为错误，加快决策速度。这一过程印证了

战略变革理论中关于技术驱动组织适应性的观点[1]。数字化转型强调以客户为中心，企业必须通过提供

个性化服务和增强客户互动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期望，体现了战略风险理论中对市场动态响应的核

心要求[2]。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为企业战略变革提供了新工具[3]，但也加剧了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1]。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则在自动化、预测分析和智能决策支持等方面为企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为企业战

略变革提供了新的工具和可能性[1]。数字化时代的技术发展不仅改变了企业内部的运作方式，也重塑了

企业与市场、客户之间的关系，还推动了供应链的精细化和透明化管理，促进了商业模式的创新，并导

致了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要求企业必须适应这些变化，以保持竞争力和市场地位，这凸显了在动态环境

下进行战略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论文聚焦于数字化转型这一深刻影响企业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以海尔这一具有广泛影响力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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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的企业为核心研究对象，深入探究其在战略变革进程中的实践路径，并全面剖析其应对各类挑战所

采用的有效方法。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深入探讨海尔企业在数字化浪潮中企业战略变革的路径及其应

对挑战的方法，揭示其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揭示海尔如何通过战略调整和创

新实践，在数字化浪潮中保持竞争优势并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对海尔集团的案例研究，本论文为其他

企业提供借鉴和参考，特别是在数字化转型与战略管理领域。 

1.2.2. 研究意义 
对于海尔这样的制造业巨头，数字化转型是机遇也是挑战。要优化业务流程、调整组织结构，在全

球推进本土化战略时发挥优势响应市场需求。组织变革需激发员工潜能，环保要求增添研发生产压力，

数字化平台建设需加大投入并攻克技术难题。通过对海尔集团战略管理实践的分析，能够帮助企业把握

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优化战略决策，提升竞争力，而且还能够丰富数字化转型[3]与战略管理[4]领域的理

论研究成果为战略变革理论[1]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应用提供新的实证证据。此外，本研究的发现将为其他

行业的企业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参考，特别是在制定和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时，可以吸取海尔的经验教训，

避免常见的陷阱[5]，从而更有效地应对数字化带来的挑战。通过系统地分析海尔的战略变革路径和挑战

应对策略，将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提供新的视角和深刻的洞见，推动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发展[6]。 

2. 大数据技术下海尔企业转型的发展现状 

2.1. 海尔企业数字化转型概述 

企业基本概况 
海尔集团成立于 1984 年，历经名牌战略(1984~1991)、多元化战略、国际化战略及网络化战略四个阶

段，逐步从青岛电冰箱总厂发展为全球家电行业领军企业。其业务涵盖家电、智能家居、金融、物流等

多元领域。海尔连续 7 年作为全球唯一物联网生态品牌上榜，品牌价值实现了超 47%的持续增长；2024
年，海尔集团实现全球收入 4016 亿元，同比增长 8%；全球利润总额 302 亿元，同比增长 13%，占据显

著优势 1。核心竞争力体现为：海尔拥有中国首家企业工业设计中心、首批获工信部认定的国家级工业设

计中心，累计申请专利 11.9 万项(含发明专利 7.5 万项)2，构建了“研发–生产–市场”全链条创新能力。

用户中心模式：首创“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实现员工价值与用户需求的深度耦合，形成以用户终身价

值为核心的差异化竞争策略。 

2.2. 数字化转型动因分析 

首先，在其外部环境驱动，国际品牌(如三星、LG)的技术壁垒与新兴互联网品牌(如小米生态链)的商

业模式创新，倒逼海尔通过数字化提升产品智能化与市场响应效率。行业竞争焦点转向智能化、个性化

与生态化，传统硬件销售模式面临增长瓶颈。用户对定制化产品(如分区可调的智能冰箱)及全流程数字化

服务(如 APP 远程控制、在线客服)的需求激增，驱动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物联网与 AI 技术推动家电

设备互联互通(如智能家居场景联动)，大数据分析赋能精准营销与生产优化，成为企业差异化竞争的核心

要素。 
其次，内部发展需求中，传统层级制导致信息孤岛与决策迟滞，亟需通过 ERP、CRM 系统实现流程

数字化与跨部门协同。供应链复杂度提升，需依托数字化平台(如 COSMO Plat)实现实时数据共享与动态

调度。业务增长乏力，传统家电市场趋于饱和，需拓展智能家居服务、数据增值业务等高附加值领域。

 

 

1数据来源: 海尔集团. 《七度蝉联全球百强唯一物联网生态品牌》[EB/OL]. (2025-05-16).  
https://www.haier.com/press-events/news/20250516_264537.shtml 
2数据来源: 海尔集团. 《科技创新白皮书》[R/OL]. (2023). https://www.haier.com/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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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同质化严重，需通过数字化手段构建“硬件 + 服务 + 生态”的复合盈利模式。 

2.3. 数字化转型阶段演进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经历了从探索到深化的发展阶段。探索期(1990 年代末~21 世纪初)，通过引入 ERP
系统优化财务与生产流程、构建 CRM 体系管理客户数据，实现了库存周转率提升 15%、客户投诉处理

效率提高 20%，奠定了数字化管理基础。进入加速期(21 世纪初~2010 年代中期)，核心突破在于建设数

字化工厂(应用 MES 系统和工业机器人)，使生产效率提升 30%、次品率下降 20%；同时推出的工业互联

网平台 COSMO Plat 实现了用户需求驱动的柔性化生产，供应链协同效率提升 40%，企业因此成为全球

智能制造标杆并获评“灯塔工厂”。当前处于深化期(2010 年代中期至今)，战略升级聚焦生态化转型，推

出卡萨帝、三翼鸟等生态品牌整合智能家居硬件与场景化服务，高端市场占有率突破 35%；在数字化治

理方面，构建平台化组织架构(小微创业模式)，数据驱动决策覆盖率超 80%，营销 ROI 提升 50%，最终

带来用户复购率增长 25%、智慧家庭解决方案满意度达 92%的成果，企业运营效率与创新能力稳居行业

前列。 

3. 大数据下海尔企业转型面临的挑战 

3.1. 技术与基建转型难题 

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海尔集团正在遭遇一系列独特而复杂的发展困境。技术与基础设施的升级

改造，对海尔而言，是一项尤为艰巨的任务。巨额的资金投入已成为海尔构建先进数字化体系的必要条

件。面对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张和消费者数据量的爆炸性增长，海尔不得不投入数以亿计的资金用于购置

高性能、大容量的存储设备阵列，以应对海量生产数据、市场销售数据、用户行为数据的存储需求。巨

额资金投入与系统兼容性问题凸显了战略实施阶段的“刚性风险”[4]，传统层级制下的技术迭代滞后进

一步放大了该风险。 
海尔在云计算平台的搭建上也面临巨大挑战。服务器集群的购置、部署以及云服务架构的设计与优

化，不仅初期建设成本高昂，后续的维护与升级费用同样给海尔的财务状况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如何在

资金规划与资源调配上进行精准管理，成为海尔当前必须面对的发展难题。 
技术兼容性与稳定性的确保，对海尔来说如同走钢丝。作为一家业务多元化的全球化企业，海尔内

部众多业务系统如 MES、ERP、CRM 等的整合，以及不同生产基地、研发中心、销售区域部署的硬件设

备间的协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技术挑战。海尔技术团队需要解决不同供应商设备的数据传输协议和接

口标准问题，以及业务系统间的数据交互挑战，这些问题的存在可能导致生产计划与实际执行脱节，严

重影响企业的运营效率。 
技术的快速迭代和更新换代，使得海尔必须不断引入新的系统和设备，而如何保证这些新元素与原

有系统的兼容性，避免系统故障，成为了海尔技术团队持续攻关的重点。为此，海尔亟需建立一支高水

平、专业化的技术研发与运维团队，以应对不断涌现的兼容性和稳定性问题，确保企业数字化转型之路

的顺畅。这些都是海尔当前面临的发展困境。 

3.2. 数据治理安全挑战 

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征途中，海尔集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数据管理挑战。随着业务版图全球化扩张，

海尔的数据量激增，从全球生产基地的生产工艺数据、设备运行数据，到数百万用户使用海尔智能家电

产生的行为数据，再到供应链中的交易与物流数据，海量的信息洪流对海尔的数据收集能力提出了严峻

考验。确保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异构数据完整、准确地采集，已成为海尔当前发展的关键难题。面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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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需求，海尔亟需构建一个大规模、高可靠性的数据存储架构，以应对数据海洋的膨胀。在海量的数据

中梳理出有序的分类与标签体系，对于海尔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同时，海尔需要利用先进的数据

挖掘技术和强大的计算资源，从庞杂的数据中提炼出有价值的商业洞察，这无疑增加了数据处理的复杂

性。海尔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以维护数据标准统一、流程规范，确保数据生命周期

内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对海尔而言，保护用户数据安全和隐私是企业的立身之本。掌握着大量敏感信息的海尔，一旦数据

安全防线失守，不仅会侵害用户权益，损害企业声誉，更可能导致市场信任危机，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

因此，海尔正面临着加强数据安全防护、构建坚固数据防泄漏体系的紧迫发展困境。 

3.3. 市场竞争加剧的压力 

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下，家电及智能家居市场的竞争格局经历了深刻的重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

杂多变态势[7]。海尔作为行业的领军企业，首当其冲地面临着来自各方的激烈竞争挑战。据市场调研机

构 Gartner 的数据显示，过去五年间，全球智能家居市场的新进入者数量以每年约 20%的速度递增，这些

新进入者凭借创新性的互联网思维和新兴技术[8]，对传统市场格局发起了猛烈冲击。跨行业巨头的跨界

竞争成为海尔不可忽视的挑战之一。海尔通过加大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从 2018 年的

2.8%提升至 2023 年的 3.5%3，致力于提升产品的互联互通性和用户体验的无缝衔接，以巩固和拓展市场

份额。新兴创业公司则专注于某一细分领域，通过差异化竞争策略在市场中崭露头角。它们凭借敏捷的

产品开发机制和精准的市场定位，迅速推出满足特定用户群体需求的个性化智能产品。据不完全统计，

在年轻租房群体的便携式小型智能家电市场中，新兴创业公司的产品种类在过去三年内增长了 50%。这

些创业公司虽然在规模和资源上不及海尔，但它们的创新性产品和灵活的市场策略，使得海尔在部分细

分市场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压力。对此，海尔积极调整战略布局，一方面加大在研发创新方面的投入，推

出针对细分市场的高性价比产品系列，如迷你系列智能家电，满足年轻消费者的需求；海尔通过持续加

大在海外研发中心的建设投入，与全球顶尖科研机构合作，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技术创新能力，同时加

强品牌建设和全球市场渠道拓展，通过赞助国际体育赛事、举办海外新品发布会等活动，提升海尔品牌

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海关总署在今年 8 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从 2023 年 3 月到 2024 年 7
月，中国家电出口已连续 17 个月同比正增长[4]，今年前 7 个月，国产家电累计出口 4091.9 亿元，同比

增长高达 18.1%4，巩固和拓展市场份额，持续保持市场领先地位。跨界竞争与细分市场冲击表明，企业

需通过“生态位跃迁”寻找新增长点[2]，但该过程可能因外部不确定性削弱组织韧性。 

3.4. 用户需求个性化与多样化的挑战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全面到来，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用户需求呈现出高度

个性化、多样化且快速变化的显著特征。这种变化趋势对海尔的传统生产与营销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

要求其精准把握用户需求动态，并能够迅速做出响应，实现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向大规模定制化生产的

转型升级。大规模定制化转型要求打破“错位风险”[4]，即战略实施能力与用户需求脱节，亟需建立需

求精准洞察与敏捷响应机制[9]。在用户交互平台建设方面，海尔搭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用户沟通桥梁。

一方面，海尔通过官方网站、手机 APP、社交媒体账号等线上平台，为用户提供便捷的产品咨询、购买、

售后服务渠道，同时鼓励用户分享使用体验和产品改进建议，形成用户与企业之间的双向互动机制。例

如，在海尔智家 APP 上，用户不仅可以远程控制家中的智能家电设备，还能够参与产品社区讨论，提出

自己对产品功能创新的想法和需求，海尔的研发团队则会定期收集和分析这些用户反馈，将其作为产品

 

 

3数据来源: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海尔智家 2023 年年度报告》[R]. (2024-04). 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http://www.sse.com.cn/ 
4数据来源: 海尔集团. 《欧洲市场拓展报告》[R/OL]. (2024-09-10). https://www.haier.com/press-events/news/20240910 249434.shtm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243
http://www.sse.com.cn/
https://www.haier.com/press-events/news/20240910_249434.shtml


张玉龙，汤天轶 
 

 

DOI: 10.12677/ecl.2025.1472243 847 电子商务评论 
 

升级和新品研发的重要依据。 

4. 大数据下海尔企业转型的发展对策 

4.1. 技术整合与标准化推进措施 

针对前述挑战，海尔采取的对策体现了企业战略变革中资源重组、能力构建和组织适应性调整的核

心思想，特别是在应对技术和数据挑战方面，其标准化和平台化举措符合信息系统集成与数据治理的最

佳实践。在应对市场与用户挑战方面，其敏捷化和用户中心化策略则呼应了动态能力理论和服务主导逻

辑的要求。 

4.1.1. 建立统一技术标准 
海尔要从企业整体战略高度出发，制定一套全面、严谨且具有前瞻性的内部统一技术接口与数据传

输标准规范。统一技术标准可降低系统复杂性引发的“治理风险”[4]，这一标准规范应涵盖企业生产、

研发、销售、管理等各个环节所涉及的各类设备和系统，包括生产制造执行系统(MES)、企业资源计划系

统(ERP)、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以及智能生产设备、传感器、数据采集终端等。 
在新设备和系统采购环节，将技术标准的遵循情况作为重要的选型依据，要求供应商提供符合海尔

标准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并在合同中明确技术标准条款和违约责任。对于现有设备和系统，成立专门的

技术改造小组，制定详细的改造计划和时间表，逐步推进其向统一标准的升级改造。通过这种方式，有

效减少因技术标准不一致导致的兼容性问题，提高系统集成效率，降低系统维护成本和故障风险，为企

业数字化系统的高效协同运作奠定坚实基础。 

4.1.2. 构建中间件平台 
投入专业的技术研发力量，开发一套通用的中间件软件平台，以解决不同系统和设备间的数据格式

转换、协议适配等关键问题。该中间件平台应具备高度的灵活性和扩展性，能够适应企业复杂多变的技

术环境和业务需求。 
在数据格式转换方面，支持常见的数据格式如 XML、JSON、CSV 等之间的相互转换，并能够根据

企业特定的数据结构和业务规则进行定制化开发。在协议适配方面，针对不同供应商设备所采用的各类

数据传输协议，如 Modbus、OPC UA、Profibus 等，实现无缝对接和稳定通信。通过中间件平台的应用，

降低了系统整合的技术难度，提高了数据交互的稳定性与实时性，确保生产、管理各环节能够顺畅协同，

避免因数据传输不畅或格式不兼容导致的生产中断、信息延误等问题，保障企业数字化生产和运营的连

续性和高效性。 

4.2. 数据采集与存储优化 

4.2.1. 强化数据采集能力 
建立统一采集平台：开发一个集中式的数据采集平台，整合来自全球生产基地、用户端以及供应链

等各数据源的接口，确保能够稳定、高效地获取异构数据。运用智能传感器和自动化采集工具，提高生

产工艺数据和设备运行数据的采集频率和精度，同时优化数据采集协议，保障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数据质量监控机制：在采集过程中嵌入实时数据质量监控模块，对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进行

校验，一旦发现异常数据，立即启动追溯和纠错程序。通过设定数据质量阈值和告警规则，及时通知相

关部门进行数据修复，确保进入存储环节的数据质量可靠。混合云存储方案：采用混合云存储模式，将

核心敏感数据存储在企业内部私有云，利用其高安全性和可控性保障关键数据的存储；对于非敏感且量

大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如部分用户行为数据和物流数据，存储在公有云平台，借助其强大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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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成本优势，满足大规模数据存储需求。同时，通过多云管理技术实现数据在不同云平台之间的灵活

调度和备份，提高数据存储的可靠性和可用性。 

4.2.2. 数据治理与分析提升 
制定数据标准规范：建立涵盖数据定义、格式、编码规则、安全级别等全方位的数据标准体系，确

保企业内各部门、各业务环节产生的数据遵循统一规范。设立数据治理委员会，负责监督和推动数据标

准的执行，定期对数据进行审核和评估，对不符合标准的数据进行清理和整改，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准

确性。优化数据治理流程：设计从数据产生、采集、存储、处理到应用的全生命周期治理流程，明确各环

节的责任部门和人员，确保数据治理工作的有序开展。引入数据治理工具，实现数据质量管理、元数据

管理、主数据管理等流程的自动化和可视化，提高数据治理效率和效果。建设大数据分析平台：搭建基

于 Hadoop、Spark 等大数据技术的分析平台，整合企业内外部数据资源，提供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

力。引入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算法库，支持数据挖掘、预测分析、用户画像等高级数据分析应用，帮助企

业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商业洞察，如用户需求趋势、产品质量改进方向、供应链优化策略等。培

养数据分析人才团队：加强数据分析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组建跨学科的数据科学家团队，包括统计学、

计算机科学、管理学等专业人才，提升企业数据分析能力和创新思维。通过内部培训、外部进修、项目

实践等方式，提高团队成员的数据建模、算法应用、数据可视化等技能水平，为企业的数据驱动决策提

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4.3. 提升市场响应与用户运营能力 

4.3.1. 构建敏捷市场洞察与响应机制 
海尔构建了一套全面、高效的市场情报收集与分析体系，整合了大数据分析、社交媒体监测、行业

趋势研究等多种手段，实时跟踪市场动态、竞争对手行为以及用户需求变化。通过与专业的数据服务公

司合作，收集和分析海量的市场数据，包括销售数据、用户评价数据、行业报告数据等，利用数据挖掘

和机器学习算法，精准洞察市场趋势和用户痛点。例如，从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用户讨论和反馈中，及时

发现用户对于智能家电节能环保功能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以及对某些竞争对手产品在这方面的不满，海

尔迅速组织研发团队对产品进行优化升级，推出了具有更高效节能技术的智能家电产品系列，赢得了市

场先机。在市场响应流程方面，海尔建立了快速决策与执行的机制。这一机制体现动态能力理论[4]，打

破传统的层级式决策模式，引入项目制和敏捷团队运作方式，对于市场变化能够迅速做出决策，并快速

调配资源付诸实施。 

4.3.2. 深化用户关系管理与体验优化 
海尔以用户为中心构建了全生命周期的用户关系管理体系，从用户的潜在需求挖掘、产品购买决策

支持、使用过程中的服务保障到产品更新换代的引导，为用户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服务体验。通过建

立用户社区，海尔聚集了大量的忠实用户，用户可以在社区中分享使用心得、提出产品改进建议、参与

产品设计和测试等活动。例如，在海尔的智能空调用户社区中，用户反馈空调的智能控温功能在某些特

定场景下不够精准，海尔的技术团队根据用户反馈迅速进行了算法优化和软件升级，解决了用户的问题，

提高了用户满意度，同时也增强了用户对品牌的粘性和忠诚度。会员制度也是海尔用户关系管理的重要

手段之一。为会员提供积分兑换、专属优惠、优先购买权、上门保养服务等一系列特权，根据会员的消

费金额、消费频次、参与活动情况等维度进行会员等级划分，为不同等级的会员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和权

益，激励用户持续消费和参与品牌互动。例如，在智能家电的手机 APP 设计中，通过用户调研和可用性

测试，不断优化界面布局、操作流程和功能模块，使其更加简洁、直观、易用，用户满意度得到显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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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同时，海尔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定制，根据用户的使用习惯、生活场景和需求偏好，为

用户量身打造专属的智能家居解决方案，实现从产品销售向用户价值创造的转变，凭借优质的用户口碑

和品牌形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赢得了用户的信赖和市场份额的稳步增长。用户共创模式验

证了服务化战略需以产品技术创新为支撑。 

4.4. 用户个性化需求响应优化 

为有效应对用户需求高度个性化、多样化且快速变化的挑战，海尔聚焦于构建精准洞察、柔性响应

和深度互动的能力体系。 

4.4.1. 深化用户画像与需求预测 
依海尔依托其构建的大数据分析平台，深度融合用户画像构建、需求预测与柔性化生产能力。通过

全面整合来自线上(天猫、京东等占 90%以上线上渠道的电商数据、APP 交互、覆盖 80%以上相关话题的

社交媒体评论)、线下(覆盖全国 95%以上专卖店的销售数据、体验馆信息)及产品使用过程(超 1000 万条

的售后反馈、设备数据)的全触点海量数据，海尔运用先进的数据挖掘算法(如聚类分析、关联规则挖掘)
和机器学习模型，对用户购买行为、使用习惯、偏好特征、地域差异等进行全方位精细化分析。例如，通

过分析地域性数据，精准识别出南方用户对空调除湿功能的高需求与北方用户对制热及空气净化的偏好。

这种深度挖掘不仅识别显性需求，更能发现潜在需求和场景痛点(如特定人群的便捷操作需求)，构建出精

细化的用户画像，为产品研发和服务设计提供精准数据基础 5。 
基于这些精准洞察，海尔的核心武器——工业互联网平台 COSMO Plat 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平台将

用户端的个性化需求(如源自画像分析的地域性功能需求)直接对接生产系统，支持模块化设计和混线生

产。通过高效整合与标准化技术，COSMO Plat 确保了从用户需求到生产指令的数据流无缝贯通，使海尔

能够以可控的成本和效率，实现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向大规模定制化生产的转型。这最终赋能海尔精准

研发和生产符合不同用户需求的差异化产品(如满足地域需求的定制空调、分区可调的冰箱)，显著提升产

品的市场适应性与用户满意度。 

4.4.2. 构建用户共创与敏捷迭代闭环 
海尔通过建立用户社区、会员体系和 APP 平台作为用户深度参与的核心阵地。在智慧住居领域，海

尔智家致力于智慧家庭垂域模型发展和创新，将智慧产品和服务送进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 亿用

户家庭，智慧场景品牌三翼鸟每个月为用户提供超 80 亿次智慧生活服务。在国内，海尔智家平台活跃用

户超 1000 万；在美国，Smart HQ 平台联网用户超 400 万，实现了用户、家电和生态方间的智能交互；

在欧洲，Hon APP 平台接入了 Candy、Hoover 等多个品牌，注册用户已超 925 万；在日本，AQUA 正持

续加速布局智慧社区；在东南亚，海尔智家也在通过 Hai smart 平台为当地用户提供智慧家庭服务……截

至目前，海尔智慧家庭的海外注册用户总数已经超过了 2000 万，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智慧生活迭代和跃升

的热潮。让用户亲身感受海尔产品的创新功能和智能场景应用，直接与企业的产品专家和设计师进行面

对面交流，使企业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用户的实际需求和潜在期望，进一步优化产品设计和用户体验。

基于用户画像的会员等级制度和权益设计(如钻石会员的深度保养、新品试用)，有效提升了高价值用户的

粘性和满意度，同时收集更深入的个性化服务需求数据。 
通过以上措施，海尔将用户个性化需求的挑战转化为深化用户连接、驱动产品创新和提升服务价值

的机遇，有效支撑了其从硬件制造商向“硬件 + 服务 + 生态”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战略转型。 

 

 

5数据来源: 海尔集团. 《海尔智家 APP 用户生态报告》[R/OL]. (2025-05-15). 
https://www.haier.com/press-events/news/20250515_2644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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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海尔构建了强大的数据收集与分析体系，整合线上线下多渠道数据，深入洞察消费者行为和市场趋

势，为企业决策提供精准依据。其中海尔智能家居生态系统不断完善，通过物联网连接众多智能家电产

品，实现用户的个性化场景定制，提升用户体验，增强品牌粘性。面对大数据下的战略变革挑战，海尔

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技术创新上，持续投入研发资源，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突破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关键技术，提升产品智能化水平，并利用大数据优化研发流程，加速创新迭代。组织架构方面，打

破传统层级，构建网络化组织，推行小微创业机制，激发员工创新积极性与自主性，同时加强内部协作

与信息流通。海尔案例对数字化时代企业战略变革具有深刻启示，在数字化浪潮中保持领先地位，为其

他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借鉴，引领行业变革方向。本研究对海尔案例的分析虽较为全面，

但仍存在一定改进空间。在案例分析深度上，以小微创业机制为例，对小微公司成长的探讨未充分考虑

不同业务领域的差异，后续研究可细化分类，深入挖掘各类型小微公司的独特发展路径与应对策略，完

善对海尔组织变革微观机制的揭示。深化数字化技术在企业战略各环节作用机制研究也至关重要。探究

人工智能在企业决策中的应用与评估，研究区块链对供应链管理及信任机制的优化，明确 5G 技术的变

革潜力与实现路径，为企业应用数字化技术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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