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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ICT技术发展趋势---宽带化

视频业务和互联网3D应用等对网络带宽需求的迅猛增长成

为推动通信网络技术宽带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固定宽带接入
技术目前是重点

FTTH/FTTx在全
球大规模商用；

欧洲宽带接入速
度平均达16M；

美国达到50M；

日韩达到100M。

移动与无线接入

的宽带化进程加快

3G增强型技术
全球部署已超过
230个，接入速率
已达14M；

WiMAX成为国
际电联3G标准，
未来两年将规模
商用。

网络其它层面的

宽带化齐头并进

IP路由器技术向
更高速率发展；

高端路由器已能
支持40Gb/s端口；

超大容量WDM

已达160×10G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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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ICT技术发展趋势---移动化

移动互联网作为3G和4G的杀手应用将促进宽带移动通信发

展，并带动互联网服务向移动用户和物体的渗透

移动通信

的互联网化

互联网业务

的移动化

Mobile Internet

移动互联网业务
将促进3G、4G网
络和技术的发展。

融合移动通信与
互联网特点的业务
创新则是移动互联
网业务发展的方向。

移动互联网最大
特点是随时随地和
充分个性化。

移动互联网将互
联网服务延伸到移
动用户和物体。



泛在网/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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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ICT技术发展趋势---泛在化

物联网和泛在网将推动ICT技术在各行各业的集成创新和应

用，并给网络技术提出新的技术创新需求

推动相关领域发展，
推进社会信息化

推动新技术发展

智能交通

智能物流

智能家居

公共安全

智能农业

智能工业

新一代智能传感器与执行器技术

嵌入式芯片与软件

RFID联网技术

短距无线通信技术

物体标识与IPSO技术

云计算及其互联网资源虚拟化技术



感知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技术是ICT技术三大支柱
ICT技术是构建信息社会的基础

信息
获取

信息产生、感知、收集

、识别等

信息
传递

实现信息快速、可靠、

安全的转移

信息
处理

信息存储、加工、计算

、分析、显示、控制等

计算
技术

通信
技术

感知
技术

ICT

技
术

信
息
处
理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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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技术是信息社会中的电子五官

电 子 五 官
眼 耳 鼻 口 身

光

超炫
的光
虚拟
键盘

味

酒精
超标
检测

声

城市
噪音
监控

烟

环境
烟雾
探测

力

重力感
应手机

感知技术是从自
然信源中获取和
识别信息的技术

• 传感器：热敏元件、
光敏元件、气敏元件…

• 传感器网络：将大量
多种类传感器节点组成
自治网络。

• RFID ：通过射频信
号自劢识别目标对象
并获取相关数据

• 二维码：行排式、
矩阵式

• 媒体采集： 文字、
语音、图像…

传感
技术

识别
技术

主要技术范畴



市场趋势--发展前景广阔

>30% CAGR

vs.

•非常丰富的应用
•全球现有比人口多10倍的机器、
500亿联网的对象
•饱和度很低、持续不断高增长

•NTT DoCoMo估计2010年有2/3的移动通
信连接将是非P2P；
•Analysts Ovum预测2010年移动运营商
20%收入将来自M2M；
•数量庞大的传感器和RFID将成为支配
终端。



交 流 内 容

2 泛在网/物联网的发展现状

3 泛在网/物联网的应用

1 全球信息通信技术发展趋势



泛在网/物联网成为重塑国家长期竞争力、抢占后
危机时代战略制高点的先导领域

美国

行动部署
—经济刺激计划中数百亿美元支持物联网相关应用

—支持IBM的“智慧地球”

—已有优势：RFID EPCglobal的主导地位、国防部“智能微尘”

欧盟

行动部署

—2009《欧盟物联网行动计划》

—2009《欧盟物联网战略研究路线图》

—政策框架与法律准备

1

0

（智慧地球）…是长期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也是美国在21世纪重新获得竞争
力的关键所在。-奥巴马

物联网将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
键资源…未来5-15年中将极大改变
社会发展方式…欧盟要在利用其实
现经济增长和人的发展中扮演全球
领导角色

日韩

战略部署

—均在2004年启动泛在国家战略，物
联网被纳入其国家整体发展重点

—金融危机后再次强化、更新

—物联网应用、基础设施和技术产业
发展列入其优先行动议程



2010年6月7日

中国科学院第十五
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
院第十次院士大会

要抓住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机遇，
创新信息产业技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发展和普及互联网技术，加快发展物联网技
术，重视网络计算和信息存储技术开发，加
快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积极研发和建设新一
代互联网，改变我国信息资源行业分隔、核
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促进信息共享，保
障信息安全。要积极发展智能宽带无线网络、
先进传感和显示、先进可靠软件技术，建设
由传感网络、通信设施、网络超算、智能软
件构成的智能基础设施，按照可靠、低成本
信息化的要求，构建泛在的信息网络体系，
使基于数据和知识的产业成为重要新兴支柱
产业，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

加快发展物联网技术，构建泛在的信息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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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在(联)网（Ubiquitous Networking）

互联网

泛在网

通信网

移劢网
NGN

行业网

物流
电力 农业

安全监测

泛在网实质是泛在联网（Ubiquitous 
networking），它是通信网、互联网、
行业物联网的集合体

物联网可以是独立的物理网，也可以
是构架在通信网、互联网、行业网上
的逻辑网络

物联网



物联网的网络分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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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集成 云计算 解析服务 网络管理 Web服务

物联网应用

应用基础设施/中间件

专网电信网/互联网

物联网网关

传感器 执行器 RFID 二维码 智能装置

通信模块 延伸网络

信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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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层

网络层

传感器 RFID标签 二维码 智能装置执行器

通信模块

通信网/互联网 行业物联网

泛在协同阶段：可分为感知层、网络层、协作层和应用层四层。

协作层

应用层

协同认证授权 “服务”协同 标识关联 协同结算

泛在网的网络分层模型



物联网：是指通过部署具有一定感

知、计算、执行和通信等能力的各种

设备，获得物理世界的信息，通过网

络实现信息的传输、协同和处理，从

而实现广域的人与物、物与物之间信

息交换的互联的网络。

。
传感器
网络 物联网 泛在网

传感器网：通过有线或近距离无线网络通信技术相互连接、交换传送传感数

据的传感器节点所构成的局域网络。

泛在网：是指基于个人和社会的需求，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按需进
行的信息获取、信息传递、信息存储、信息处理，具有环境感知、内容感知能力和
智能性，为个人和社会提供泛在的、无所不含的信息服务和应用的网络。

物联网是当前研究和应用的重点

泛在网和物联网的关系



物联网是信息化发展深化的必然阶段，其本
质是对物理世界的智能感知和控制

两化融合的关键基础战略性新兴产业

以人依靠机器生产产品变成

机器围绕人生产产品成为可

能，个性化制造和规模化协

同创新有机结合将成为重要

的生产方式。

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

，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既

代表科技创新方向，也代表产业发展方

向，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

大引领带动作用，通过努力能够发展成

为我们的先导性和支柱性产业

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变革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和管理模式



物联网发展的关键要素

网 络

应 用

感 知

技术

标准

隐私

安全

法律、政策、国际治理

标
识/

资
源

服务业

制造业



国外: 物联网技术应用处于起步阶段

• 美国：RFID第一大应用国，应用案例占全球59%。五大
电信运营商都加速开拓“智能电网”、M2M等智能

• 欧盟：应用大多围绕RFID和M2M展开，如医疗、能源、
物流、生产、零售等领域

• 日本：移劢支付、电网、远程监测、智能家居和汽车联
网等方面的应用已初具规模，如国家级传感器网络DICE 
Grid、安全管理、灾难应对、智能家居、医疗监测、移
劢POS、车辆应急响应系统等，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金
融领域物联网应用Felica（RFID手机支付）。

趋势：物联网应用将朝着规模化、智能化和协同化方向发展



我国物联网技术应用现状

成为美、英后
全球第三大应
用市场

传感器应用
基于传感器的物
联网应用开始
出现在各个领
域

—上海浦东机
场防入侵应用
—上海世博会
应用（拟建）
—太湖水文及
排污监测应用

RFID应用

2009年RFID应用份额：
证照防伪45.2%；
电子支付占24.9%；
出入控制15.9%；
仓储物流6.4%；
物品追踪等其它
7.6%

M2M应用
已规模开展，运
营商M2M终端
超过500万

M2M应用示例：
智能电网：南方电网、北京、重

庆等104万台电表的远程抄表。
智能交通：北京、上海、辽宁等

地超过110万台车载。
社区管理：重庆市1200部电梯

部署带有传感器的M2M终端。



物联网应用的三种提供方式

电信运营商
驱动的M2M业

务

行业主导的
物联网应用

电信运营商和
行业协作的
物联网应用



物联网应用整体处于起步阶段，发达国家凭借其信息化优势在实践中领先
—闭环应用居多

—RFID物联网应用相对成熟，无线传感器应用仍处于试验阶段

—成本、标准化和核心技术是主要瓶颈

—美国、欧盟、日韩在RFID、传感器、电网、医疗、交通、金融等领域领先

物联网应用：整体起步，发达国家领先

传感器

传感器物联网已应用于各
个领域

RFID

美、英后全球第三大应用市场

M2M（机器通信）

M2M终端超过400万，应用于
电表、汽车等

经济运行

战略性
基础设施

民生服务

智能电网：智能变电、配电、用电、调度、风光储等智能电网示范工程

智能交通：智能化管理应用探索，ETC系统广泛推广

环保与公共安全：小规模生态环境监测、机场防入侵等

工业：生产过程控制，供应链管理，能耗和污染物排放监测

农业：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监测、生产精细管理、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服务业：金融支付、智能卡、物流业RFID应用

公共安全 智能家居、智能医疗

国内物联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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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相关国际标准组织和工业组织

传感网

应用

业务平台

IP网络

远距离

传输网 网关

无线

有线

IPSO
IPV6

Hardware and 

Protocols

ZigBee Alliance.
ZB Application Profiles 3GPP

SA1， SA3， ，…

IETF 6LowPAN
Phy-Mac Over IPV6 

OMA

GSMA
SCAG，…

IETF ROLL
Routing over Low Power 

Lossy Networks

ITU-T
NGN CENELEC

Smart Metering

CEN
Smart Metering

ISO/IEC JTC1
UWSN

IEEE
802.15.4

ESMIG
Metering

WOSA

KNX

ZCL

HGI
Home Gateway

Initiative

EPCGlobal
GS1

Utilities
Metering

OASIS

W3C

W-M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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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SI
M2M TC

来源：

ETSI  M2M TC



国内物联网主要标准组织

TC10-泛
在网技术
委员会

泛在网总体
工作组

泛在网
应用工作

组

泛在网
网络工作

组

泛在网
感知/延伸
工作组

中国通信标
准化协会
（CCSA）

TC1） TC2）
…

总体组

泛在网的需求

物联网网总体框架与技术要求

泛在网络标识、解析与寻址体系

应用组

基于物联网的矿业安全监控应用

基于物联网的健康监控应用

基于物联网的家庭安全监控应用

基于物联网的社区信息服务应用

网络与感知延伸组

泛在网IPv6相关技术

M2M应用通信协议技术要求



面临的主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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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巨大市场与现实长尾化需求的矛盾

应用、技术、产业间的协同，避免应用、科研和产业脱节

标准化分散,尚无体系化标准

由上而下的推进方法，以市场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和内生动
力尚未形成

条块分割造成的新一轮行业壁垒和资源重复建设

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威胁和挑战

法律制度和体制机制的超前准备



智慧地球

Friendly

Government

F

Intelligent

Land

I

Regenerative

Economy

R

Secure & Safe 
Social 

Environment

S

Tailored
u-Life 

Service

T

Balanced Global 

Leadership

B

Ecological

Industrial Infra

E

Streamlining

Social Infra

S

Transparent
Technological 

Infra

T

The “FIRST” Strategy

The “BEST” Strategy

ADVANCED KOREA

The FIRST u-Society on the BEST u-Infrastructure

U-Japan U-Korea I-Europe感知中国

泛在网是感知中国的基础设施
感知中国是泛在网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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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十大重点应用

应用引领：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以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
的先导应用为引领，着力推进应用、技术、和产业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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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网智能电网

智能工业智能工业

精细农牧业精细农牧业

金融服务业金融服务业

智能交通智能交通

环境保护环境保护

智能物流智能物流

智能家居智能家居智能医疗智能医疗

战略性基础设施
公共安全公共安全

经济运行

民生服务

智能城市 生产性
智能服务



物联网的信息服务--旅游信息服务

个人保健

自然环境

公共信息

商品信息

交通管理

监控信息

出行导航

支付信息

气象信息

市政信息

安全信息

位置信息

http://sc.52design.com/down_pic_x/201008/slico1008_52design.com_012.jpg


泛在/物联网应用—基于位置的服务



泛在/物联网应用 –信息服务



泛在/物联网应用—导航系统



泛在/物联网应用 –导航服务



泛在/物联网应用 –导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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