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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联网概念及产业分析
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的概念最早是在 1999 年提出的。1999 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成立了自动识别技术中心，提出了基于射频识
别技术(RFID)的物联网的概念。2005 年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了“ITU
Internet Reports: The Internet of Things”，物联网通信时代从此揭开序幕。
顾名思义，单从字面上理解物联网指的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这里面有
两层意思：第一，物联网的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
上的延伸和扩展的网络；第二，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
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严格意义上说“物联网”是通过射频识
别、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
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以实现智
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可以说，物联网是继计
算机、互联网之后兴起的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

美国政府在 2008 年底将 IBM 公司提出的“智慧的地球”计划作为
美国信息化战略的重要内容，并将物联网列为“2025 年对美国利益潜在
影响最大的关键技术”。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后，将“新能源”和“物联
网”列为振兴经济的两大“武器”，并视“物联网”为振兴经济、确立竞争
优势的关键战略。在短期，该战略要求政府投资于诸如智能铁路、智能
高速公路、智能电网等基础设施，能够刺激短期经济增长，创造大量就
业岗位；其次，新一代的智能基础设施将为未来的科技创新开拓巨大的
空间，有利于增强国家的长期竞争力；另外，物联网的应用能够提高资
源与环境的利用率。欧盟在物联网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开始推动物
联网的主要技术 RFID 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应用，着力解决安全
和隐私、国际治理、无线频率和标准等问题。2009 年 6 月，《欧盟物联网
行动计划报告》提出 14 项行动计划，试图夺取物联网发展主导地位。同
年 10 月，欧盟推出“物联网战略研究路线图”，力推物联网在航空航天、
汽车、医疗、能源等 18 个主要领域应用，明确 12 项关键技术，首推智能
汽车和智能建筑。日本在 2009 年 3 月提出“数字日本创新计划”，同年 7
月进一步提出“I-Japan 战略 2015”，其中交通、医疗、智能家居、环境监
测、物联网是重点。

我国也将物联网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予以重点关注和推进。国务
院 2006 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中关于“重要领域及其优先主题”、“重大专项”和“前沿技术”部分
均有涉及物联网的内容。温家宝总理 2009 年 11 月 3 日在向首都科技
界发表题为“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时明确指出“要着力
突破传感网、物联网关键技术，及早部署后 IP 时代相关技术研发，使信
息网络产业成为推动产业升级、迈向信息社会的‘发动机’”。尤其是
2010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物联网的研发应用”，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胡锦涛 6 月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加快发展物联网技术”
的提法等，标志着物联网进入国家战略层面。并且我国已将物联网纳入
“十二五”专题规划，计划在 2011～2015 年，初步形成从传感器、芯片、

软件、终端、整机、网络到业务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并培育一批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因此，“十二五”将是中国物联网的重大发展契机，
包括核心技术等均会有所突破。

目前物联网发展的关键技术标准和协议虽未统一，但各国已在一
些领域加快应用，如商业零售、物流、环境监测、生物医药、智能基础设
施等领域。欧洲智能系统集成技术平台组织（EPoSS）在《Internet of Things
in 2020》中预测，物联网的发展将经历四个阶段：2010 年之前广泛应用
于物流、零售和制药等领域；2010－2015 年实现物与物之间的互联；
2015－2020 年进入半智能化；2020 年之后实现全智能化。根据此报告，
目前物联网的应用和产业发展整体上仍处于第一阶段，欧美国家主要
将 RFID 技术应用于交通、车辆管理、身份识别、生产线自动化控制、仓
储管理及物资跟踪等领域。RFID 在欧美国家已具有成熟的“产业链”，
如飞利浦、西门子等半导体厂商垄断了 RFID 芯片市场；IBM、惠普、微
软等国际巨头抢占了 RFID 中间件、系统集成研究的有利位置；不少公
司提供 RFID 标签、天线、读写器等产品和设备；沃尔玛、麦德龙等零售
巨头和宝洁、宝马、大众等顶级制造商已把 RFID 技术应用于供应链管
理。目前物联网在我国虽然只有小规模应用，但物联网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地位已经确定，北京、江苏、广东、浙江等地方政府已开始抓紧布局。

2. 物联网在无锡

2009 年 8 月 7 日温家宝总理在无锡视察时指出“我们要在激烈的
竞争中，或者是逼人的形势下，迅速地建立中国的传感网中心，或者叫
‘感知中国’的中心，就定在无锡！”之后，无锡几乎成为中国物联网的代

名词。一年后的今天，无锡已经成为物联网领域的“领跑者”。在过去的
一年里,无锡传感网中心的传感器产品已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上海世
博会场馆被成功应用。目前，无锡正在从教育研究到产业应用，多层面、
全方位推进物联网建设，尤其在被称为制高点的“标准化”方面，无锡加
快全国标准化委员会传感网标准机构落户进程。国际的物联网标准有
五项，无锡参加三项，牵头一项；国家的物联网标准十项，无锡参加九
项，牵头三项。此外，无锡近期重点推进物联网在电力、交通、环保、水
利、安保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应用示范项目。截至今年 7 月底，无锡共签
约物联网项目 139 项，总投资约 111 亿元，物联网公司达 248 家，初步
形成人才和项目的集聚态势。

无锡市物联网的发展重点是物联网技术、物联网产业、物联网应
用、物联网平台、物联网企业集聚。其中应着力发展的物联网技术包括
新型传感器及传感节点研发技术、传感节点组网与协同处理技术、物联
网软件及系统集成技术、物联网应用抽象及标准化技术、物联网共性支
撑技术等，要求我们时刻瞄准国际发展前沿，攻克制约物联网产业发展
的核心关键技术，积极引进国际物联网先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
新，加强共性技术研究，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物联网标准体系和专
利池，提升物联网产业发展自主可控能力与国际竞争力。对于物联网产
业的发展应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利用物联网产业爆发力强、关联度大、
应用范围广的特点，以应用为突破和带动，强化商业模式，按照产业关
联度大小，重点培育和发展物联网核心产业、支撑产业和带动产业三大
重点产业领域。（1）物联网核心产业。在“共性平台 + 应用子集”架构下，
重点发展与物联网产业链紧密相关的硬件、软件、系统集成和运营与服
务四大核心领域，着力打造各类传感器、新型传感网芯片设计、制造和
封装、软件 / 中间件、系统集成、网络服务、内容服务、物联网技术应用等
产业，加快形成物联网核心产品及高端服务的产业集群；（2）物联网支
撑产业。积极培育、扶持和引进微纳器件、集成电路、通信设备、微能源、
新材料、计算机、软件等物联网产业发展所必须的支撑产业；（3）物联网
带动产业。利用物联网大规模产业化和应用对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和传统产业带来的根本变革，重点推进带动效应大的现代装备制造业、
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消费电子、交通运输及其它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和发展。

在物联网的发展中，虽然关键技术和承载网络依然存在很多需要
解决的问题，但技术和网络只是实现的手段，物联网真正的核心在于服
务和应用，可以说物联网的成败在应用。因此，面向重点领域，先期在工
业、农业、物流、电力、交通、环保、水利、医疗、安保、家居、园区等领域建
设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为物联网的应用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市场环
境，培育完整的市场应用服务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同时，物联网平台的
建设也是物联网发展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应采取引进、合作、培育等
方式，快速集聚一批国家、省、市物联网领域高层次科研力量和研发机
构，按照统一规划、市场运作、鼓励企业参与的原则，建立健全物联网技
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所需的各级各类服务平台，协调发展各平台的优势。
最后，物联网产业要想发展壮大还应尽力集聚物联网企业，通过优化人
才、资本、政策和服务环境，加快集聚物联网企业，鼓励建立物联网产业
联盟，培育具有持续创新能力和完整配套能力的企业集群。诚如江苏省
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表示，100 个人跑马拉松，到最后十个人、
五个人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竞争。“为保持可持续的竞争力，无锡将继续
打造‘人才特区’，在尊重和使用人才方面实现更大突破，为创新道路提
供不竭的发展动力。”

3. 结论
综上，在物联网领域，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基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

上。我国必须抓住历史机遇，突破一些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建立自主
化技术体系，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和可持续竞争力。但是，作
为一种新兴产业，物联网在国内一些地区已有“热发展”的势头，不少专
家提醒，发展物联网要“冷思考”，切忌“头脑发热”。应该说物联网还不
是一个成熟产业，如果没有政府宏观统一的协调和规划，容易陷入某种
程度的混乱无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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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物联网的基本概念、发展过程、关键技术，分析了中国物联网的产业发展情况，讨论了无锡市作为“感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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