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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乐家智慧居住区产业技术联盟

2020 年工作总结

一、 标准化工作

1、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工作

1）2020 年 4 月 9 日，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创新司批复组建国际电工委员

会智能家居和办公建筑系统标准化评估组（IEC/SEG9）国内专家组，联盟承担国

内专家组秘书处工作。主要负责参与 IEC/SEG9 相关工作，开展国内智能建筑及智

能家居共性技术标准研究，收集国内相关信息，推动我国智能建筑及智能家居的

标准国际化。

2020 年 4-11 月已开展工作：

1、汇总专家对 IEC/SEG9 国内专家组工作建议，

2、召开 4次线上工作会议，组织 1次线下专家座谈及企业考察交流活动；

3、9月 25 日，在北京召开 IEC/SEG9 国内专家组成立大会；

4、编制完成《中国智能建筑与智能家居标准研究报告》；

5、开展智能建筑及智能家居的产教融合基地建设。

2）2020 年 12 月，联盟作为 IEEE PES 智慧楼宇、负载和客户系统技术委员会（中

国）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分委会秘书处，开展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分委会筹备工作，

旨在解决中国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对中国可持续能源战略

中的促进低碳宜居城市形态的发展、提升公共建筑能效、规模化商业化的优质项

目三大重要领域提供支持。

2、做好全国智慧住区分委会（SAC/TC 426 SC1）

重点为住建部、全国智标委提供标准、技术、应用支持，积极开展产业政策技

术研究、标准编制、企业标准化服务等工作。

3、组建筹备 4个专业委员会

2020 年 9 月 25 日,根据产业需求，组织成立智慧园区专业委员会,由全国智标

委智慧居住区分技术委员会、中关村乐家智慧居住区产业技术联盟、中国产业园

区与产城融合联盟、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组建，开展园区标准体系研究、

编制制定、产业研究、试点应用等工作。

2020 年 11 月，根据产业需求，筹备智能家居检测认证专业委员会,为智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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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产业提供服务，提供技术应用、技术研发、系统测试等服务平台，形成开放共

赢、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引导产品形态、应用场景与服务模式的规范发展与持

续创新。

2020 年 12 月，根据产业需求，筹备智慧消防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智慧消防

的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设计研发制造、产品应用，系统集成建设管理与服务平台

建设和评价领域的相关技术标准制定、项目实施方案的咨询、相关行业发展报告

编制，以及智慧消防系统建设和运营评价工作。

2020 年 12 月，为支撑住建领域《关于加快发展数字家庭 提高住宅品质的指

导意见》，落实数字家庭平台、技术、标准规划，正在向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申请筹备组建数字家庭专业委员会，构建数字家庭标准体系，开展产业领域互联

互通关键标准、安全标准、数字家庭工程标准编制，指导产品、应用示范要求，

实现跨领域跨行业产品与平台的互联互通，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4、标准编制

1）国家标准：3项

—— 发布 3项，国标《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技术应用 智能硬件技术要求》

GB/T 38319-2019、《物联网智能家居 用户界面描述方法》GB/T 39189-2020、《既

有建筑节能改造智能化技术要求》GB/T 39583-2020

2）团体标准：11 项

—— 发布 6项，《居住区智能化改造技术规程》《智慧公寓建设评价规范》《长

租公寓（含公租房）智能化技术》《物联网智能家居 安全技术要求》《绿色智慧产

业园区评价标准》；

—— 在编 4项，《智能门锁自动控制模块技术要求》《绿色智能居家养老系统

设计标准》《智慧门厅场景技术要求》《智慧社区大数据平台技术要求》《智慧城市

智慧多功能杆工程技术规范》

中关村标准：1项

—— 发布《社区疫情防控信息化平台技术要求》。

二、 产业研究

1、协助住建部制定《关于加快发展数字家庭 提高住宅品质的指导意见》

充分发挥市场在数字家庭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强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更好

发挥政府在规划布局、安全保障、政策制定等方面作用，推动形成多元化参与协

同机制。推动跨领域跨行业产品与平台互联互通，强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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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第六版（IPv6）与智能家居的协同应用，带动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营造跨界

应用的产业生态。

2、住建部科技项目《智慧住区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及试点应用》

完成《智慧住区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及试点应用》验收，同时在杭州、青

岛、佛山等地开展试点应用工作。该项目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构建智慧住

区评价指标体系，目的是希望规范智慧住区中系统的通用要求，让企业建设有依

据，让百姓购买有保障，从而使智慧住区建设有序健康的发展；二是在智慧住区

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寻求试点应用，通过实践检验评价指标体系的适用性，

以使智慧住区的评价指标体系更规范和更实用。

3、编制完成《中国智能建筑与智能家居标准研究报告》

报告在智能建筑和智能家居标准的调研和统计方面兼顾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

不仅对国内核心标准、衍生标准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和比较研究，还重点梳理了国

际同领域标准制定情况、重要事件、工作动态。本报告认为，技术和行业发展状

况与标准制定有直接关联，好的标准应源自行业需求，应根据行业发展诉求更加

科学合理的布局标准、制定标准，使标准的发展与行业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闭环。

因此，本报告除了对标准自身进行研究外，还对与标准密切相关的行业现状、研

究前沿、热点领域、重要机构、投资状况等支撑性内容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及研究，

以提供更加客观科学的决策支持信息。

4、申请 2 项住建部科技项目《智能家居设备安全认证平台》《智能养老系统技术

研究与示范》

在智能家居安全领域、智能养老领域进行专项研究。

三、 会议活动

1、组织联盟年会及大型研讨交流活动 1次（线下）；

2、组织《智慧公寓建设评价规范》《长租公寓（含公租房）智能化技术》《物联网

智能家居 安全技术要求》《绿色智慧产业园区评价标准》等标准化专题会议 8 次

（线上）；

3、组织“疫情对智能家居行业的变革思考”“ 如何为养老筑起“智慧”防线”““标

准”助力，智慧园区如何乘势而上”等 7场线上专题沙龙培训；

4、参与中关村管委会、相关部委、中关村标准化协会、德胜商会组织的会议活动

10 多次。

四、 试点应用



4

标准落地应用，针对已发布实施的《智慧公寓建设评价规范》，正在对天津、

杭州等地区的多个试点项目进行应用评价，为智慧公寓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规范和

参考。

五、 产业合作

1、与青岛海尔共同开展智能家居、智慧园区项目合作；

2、与北京海林共同开展智能建筑领域的合作；

3、与秦皇岛尼特开展智慧消防领域合作。

六、 京津冀合作

1、与天津市智能建筑联合创新中心探索智能建筑方面的合作；

2、计划与秦皇岛消防企业共同组建智慧消防专委会，实现人防、技防结合的信息

互通联动，旨在推动智慧消防的发展与创新，推广智慧消防技术的应用与普及，

促进我国智慧消防整体水平的提高。

七、 产教融合基地建设

与联合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共同筹建“产教联盟”，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面向

智慧建筑、智能家居行业需求及升级发展需要，开展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实训

基地建设和社会服务等工作。

八、 党建工作情况

4月 23 日，联盟积极参加中共北京市中关村社团第二联合委员会举办的“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关于当前疫情防控的思考”专题党课活动，联盟

要坚决听党指挥，坚决以自主创新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本次党课

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金哲博士主讲，采取线上召开方式，课程首先抛出这

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这一观点，总结

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从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医疗供给和战略储备不足等角度深刻剖析了疫情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

从党的坚强领导、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科学战役四个维度

提出要坚定抗疫必胜的信心。

7月 1日，北京市中关村社团第二联合党委组织线上观看《战“疫”一线党旗

红》宣传片。中关村乐家智慧居住区产业技术联盟参与线上观看。通过观看宣传

片、集体研讨、撰写观后感等形式各联盟党员加深了学习体会，并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形势下积极为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发展献计献策。

12 月 11 日，联盟积极参加北京市中关村社团第二联合党委 2020 年全体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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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北京市行业协会商会综合党委委员、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副主任庞庆

涛出席并致辞。通过此次会议，明确了未来党建工作重点和方向，讨论解决了党

建工作中遇到的有关问题，进一步加强了党委领导班子建设，坚定践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

个维护”，以适应新时代党建工作的新要求，为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凝聚力和先进

性打下坚实的基础。

12 月 25 日，联盟积极参加北京市中关村社团第二联合党委联合中关村智联软

件服务业质量创新联盟组织的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圆明园遗址，对党员和

积极分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廉政文化教育。为进一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坚持

全面从严治党、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精神，牢记初心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