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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专注于海外市场的智能家居品牌Co⁃
zyla宣布完成 4000万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

轮融资由三合资本、麦客基金联合领投，产业链

伙伴欣旺达、通力股份、宇泽资本共同跟投，宇

泽资本担任长期独家财务顾问。令外界颇为关

注的是，这家智能家居企业“意外很年轻”。Co⁃
zyla于 2022年成立，创始人兼CEO姚立此前任

联想集团全球副总裁、智能互联设备事业部总

经理，今年11月初，该公司才刚刚上线了第一款

产品智能云相框。

事实上，智能家居企业的投融资消息贯穿

2022年全年。今年1月，全宅智能家居品牌欧瑞

博宣布完成10亿元的融资，资方包括腾讯、华兴

新经济基金、索菲亚、富森美、萍乡国资。2月 7
日，智能家居品牌致瓴宣布完成 5000万元Pre-
A轮融资。4月，智能家居品牌贝氪科技传出获

得 6000万元A轮融资的消息。10月，智能门锁

品牌德施曼智能锁完成D轮融资，完成融资后

其估值达10亿美金，跻身独角兽行列……

时间回溯到 2013年前后，智能家居的融资

事件数由此井喷，并在 2016年达到 131起，之后

的年份逐渐放缓乃至下滑。尽管近些年融资事

件数量有所下滑，但融资金额整体呈上升趋势，

资本愈加青睐向头部企业重金押注。前瞻产业

研究院于今年发布的《2022-2027年中国智能家

居行业市场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

告》（下称“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智能家居行

业融资金额达到近年来顶峰，共计 346.8亿元，

融资事件数量为 109起。截至 2022年 9月 8日，

今年我国智能家居行业共发生融资事件 47起，

融资金额为 106.9 亿元。单笔融资金额方面，

2015-2019年我国智能家居行业单笔融资金额

均在 2亿元以下，2020年开始超过 2亿元，2021
年达到3.2亿元，为近年来最高。

行业分析认为，智能家居如此受资本青睐，

与其行业发展潜力和当前消费者对于各种智能

家居设备的强劲需求脱不开关系。据CSHIA智

能家居产业联盟发布的《中国智能家居生态发

展白皮书》显示，2016-2020年间，我国智能家居

市场规模由 2608.5 亿元增长至 5144.7 亿元，年

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18.51%，2021年中国智能家

居行业市场规模约为5800亿元。亿欧智库预测

的数据也与此相差无几：2017-2025年，我国智

能家居市场规模复合年均增长率约15.8%，预计

2025年有望突破8000亿元。

七成融资流向智能硬件
智能家居企业年尾加场冲刺资本市场

在刚刚过去的11月份，智
能家居赛道趁着年底“冲业绩”
的当口，迎来小波资本热潮。
官宣获得融资、IPO成功过会、
重启IPO辅导等比比皆是。有
业内人士表示，之所以出现扎
堆融资或上市热潮，除了智能
家居企业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较
大之外，也是企业为提升自身
资金能力、品牌、市场地位等方
面的竞争力做战略扩张。

■新快报记者 梁茹欣/文 图/VCG

投融资领域方面，去年不少获得

融资的企业聚集在智能安防、智能光

感及部分智能小家电等垂直细分领域

上。另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2021-
2022年的投融资热点主要分布在智能

硬件和先进制造领域，其中智能硬件

领域投融资事件占比超过七成。

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

毅向新快报记者表示，资本热衷智能

硬件领域，主要是因为该领域的市场

进入门槛相对低，技术相对成熟，这

也是市场需求量比较大的品类方向

之一。“智能硬件成为热门融资领域，

一方面是大部分企业通常不具备足

够强大的技术能力，能整合起智能家

居全部链条生产与研发。而从局部

领域的智能硬件入手，无论是对应家

电、门锁、扫地机器人，还是智能床垫

等，都更有利于企业打进市场，也符

合消费者对智能家居产品逐步升级

的需求。”

从行业产业链上下游来看，智能

家居上游主要涉及元器件工业、中间

件供应等方面。其中，智能硬件提供

生产智能家居产品中所使用的传感

器、芯片、材料屏幕等核心零部件。

同时，囿于家居行业存在产品可替代

性、同质化的属性，智能家居开发商

往往掌握着更为强势的话语权。而

身处中下游的企业，亦需要融资等手

段扩大企业声量，让更多品牌、开发

商或供应商，乃至消费者所熟知，进

而抢占更多市场份额。

为此，不少企业都会将融资获得

的资金投放在产品研发和市场投放

上。例如，欧瑞博将今年年初获得的

10亿元融资，用于智能家居产品与系

统创新，全宅智能操作系统及 AIoT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投入，以及智能家

居生态与零售平台的构建。德施曼

则将资金用于打造智能锁行业高端

品牌，特别是一线城市高势能广告的

集中投放，以及一线城市数百家大型

超级体验店建设等方面。

不过，张毅提到，目前智能硬件的

同质化问题非常严重，市场竞争日趋

白热化，而且企业的大多融资重在营

销和生产方面，而对于产品创新的研

发方面总体力量和资金倾斜不足。从

长期发展来看，产品创新恰恰才是企

业未来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随着人工智能、5G 等技术的应

用愈发成熟，以及利好政策陆续出

台，今年以来，有多家智能家居企业

排队上市中。报告显示，我国智能家

居行业11492家存续及在业企业中有

11383 家未上市，智能家居行业企业

的上市率约为 0.9%。上市企业以新

四板、新三板和 A 股企业为主，截至

2022年 9月，新四板企业共 56家，新

三板企业共27家，A股企业共26家。

然而，当前经济面临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压力，企业通

过上市融资“输血”是否会迎来新发

展？对于企业预上市热潮的到来，

CSHIA智能家居产业联盟执行秘书

长王胜阳表示对此持谨慎观望态度，

“眼下正值家居市场下行周期，算不

上是上市的好时机，企业顺其而然为

主，在此方面的发声并不多。”

先推进上市流程，待到合适的时

机再谈价，以获得更高的估值，成为

当下不少上市“预备役”的普遍做

法。在行业方面，美的、海尔等家电

巨头旗下的智能家居品牌都采取了

分拆上市的方式。今年 9月，美的集

团旗下的美智光电与中信证券签署

辅导协议，重新启动 IPO；几乎同一

时间，海尔旗下有屋智能也传出重新

筹备上市计划的消息。从海康威视

分拆出来的萤石网络则先一步拿到

“入场券”，其科创板 IPO事项目前已

获得注册批复。

不同细分赛道上，企业的上市之

路也有明显不同。以照明领域为例，

雷特科技、恒太照明、欧曼科技、西默

电气等新三板创新层企业，今年纷纷

在北交所申请上市。其中，从事智能

电源及LED控制器研发、生产及销售

的雷特科技，从 5月公司申报上市材

料获受理到 11 月拿到发行批文，仅

用时约 6个月。而在业内人士看来，

在北交所上市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为

后续转板科创板或者创业板做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智能家居当前从

单品向全屋延伸，部分企业宣称“提

供一站式全屋智能解决方案”，试图

借助大而全的产品线拓展来收获用

户。但在消费感知层面上，这些智能

产品依旧面临着同质化严重、无法互

通互联等问题，用户体验实际并不

佳。对这些企业来说，上市实则一把

“双刃剑”。一方面，上市能让企业提

高价值，在募资建厂、增加研发费用、

新建渠道等方面迅速募集资金，提高

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让企业财

务数据一目了然，并要接受公众的监

督和相关机构的审查等。

“之所以寻求融资或上市，除了

智能家居企业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较

大之外，也是企业为提升自身资金能

力、品牌、市场地位等方面的竞争力

做战略扩张。”在张毅看来，上市是资

本套现最主要的考核指标也是最重

要的驱动力。“但是对于不具备足够

研发创新力的企业而言，上市可能会

变成一场灾难的开始。上市不代表

成功，企业可持续发展才是真理。”

七成融资流向智能硬件领域

融资重在营销和生产，产品创新倾斜度不足

分拆上市、转战北交所寻“跳板”

智能家居企业的资本之路漫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