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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许多新兴的产业、系统性的产业一样，标准化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标准化，对讲机时代不

会过渡到手机时代；如果没有标准化，计算机网络永

远处在局域网不会出现互联网。

物联网的标准化是国家在该
领域实力的综合体现

物联网的标准化是国家在该领域综合实力的体

现，而架构标准则是标准化的核心，就像宪法之于法

律的意义。

我国在 2014 年 1 月提交了物联网顶层架构国际

标准立项申请，至 3 月投票结束，第一轮没有通过，

2014 年 5 月再次提交，9 月正式通过。这是美日等西

方发达国家同盟没有预料到的。

互联网的架构是美国人的，因为中国拿到了国际

物联网架构的设计权、主导权，物联网架构是中国人

的。当时我们非常高兴、自豪、开心、激动、兴奋，标准

通过以后我们曾觉得高枕无忧了。

但是，2014 年 11 月，美国人表示，物联网太重要

了，提出要单独成立一个标准工作组，并把中国人提的

物联网架构，从 WG7标准工作组转到 WG10工作组。

当时我们想不通美国怎么这么好，我们的架构标准项

目通过以后，他们开始支持我们了，重视架构设计了？

到 2015 年 1 月，首次 WG10 工作组大会召开，我

们才意识到美国的目的。他们提出来按照 ISO 国际

标准组织的规则，架构项目组从 WG7转移到 WG10，

但主编辑可以重选。美国国标委组织了美国国际知

名的 IT 企业，组成了联合团队，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

一起想把中国“运作掉”。

我国国家标准委高度重视，给国际标准组织发去

了郑重声明，对此事表示坚决抗议。但我们是否参加

这个主编辑竞选？参加了表示承认它的规则是合法

的，但不参加机会可能就没有了。国标委适时作出重

要决定——参加竞选，中国电子标准化研究院和感知

科技有限公司、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等派出了 10多

个团队，到多个国家进行沟通交流。今年5月20日，在

WG10的大会上，感知中国终于再次当选全球物联网

架构主编辑，从架构主导到操盘手都是中国人。

这个时候好像能够稍微喘口气，其实不然，美国

等国的反攻力度非常大，虽然现在我们仍然保持着引

领全球物联网架构领先的地位。

物联网起源于多个领域

多个领域都在推进物联网的研究，很多条线都在

做物联网。

电信领域推动物联网的研究应用是较早的领域

之一，叫 M2M（机器到机器的通讯），目前的发展不像

想象得那么快。

互联网领域，则是大家所熟知的 IOT（Internet

of Things 物的互联网），1999 年 MIT 提出，是强调把

互联网延伸到物体上的连接，最初 IOT的声音并不是

很大，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现在 IOT 的声音大过

了 M2M，但是，这一领域真正的大的典型应用还没有

出现。

传感器领域，则称之为网络化的传感器，较为知

名的如 Smart Dust（智能尘埃）于 1997年被提出，这个

领域实际上也是很小,大约 2000 年过后的几年，这一

条线的热度非常高。

传感器网络领域，早年也是物联网的强大的生力

军，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从军用开始应用到民用，

最著名的是ZigBee联盟，但更注重于短距离互联。

溯源、标识领域，就是大家熟悉的激光码、条码、

二维码、RFID 等，RFID 最早出现于上世纪 60年代，

美国的一个敌我识别系统。但是市场总空间还是很

小，功能很弱，主要是标识。

智能化也是在物联网领域声音比较大的另一个

分支，强调物联网的核心是智能化，以 IBM 为代表，

比如智慧地球、智慧城市。

在 工 业 自 动 化 的 领 域 ，美 国 2006 年 提 出 了

CPS(Cyber-Physical Systems信息物理系统)，目前主要

还是在学术界有一些声音，在应用层面声音不是很大。

还有众多的行业，比如安防、消防、环保等等，都

从各自的领域提出了物联网的需求，并实践探索。

在中国，我们感知中国则把物联网作为物理在研

究，从 1999 年开始，从实体世界的角度研究推动物联

网技术和标准，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不管哪个领域探索物联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就是面向实体世界，解决我们现实实体世界中的

问题。

物联网与互联网真的不一样，
是超越互联网的

互联网带我们进入了一个虚拟世界，但是虚拟世

界解决不了雾霾、交通、安全、能源、健康等实体世界

的问题。

物联网是人类社会螺旋式发展的使然，人类社会

的发展从原始社会茹毛饮血的实体世界、到中世纪的

精神世界、到现在以互联网为主的虚拟世界，但现在

的实体世界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安全问题等等，虚

拟世界是解决不了的，需要实体世界的物联网，从这

个角度来说，物联网是人类社会螺旋式发展的再次回

归，但这次回归追求的是人与实体世界的和谐、共融、

共存、共发展，它一定会带来巨大的科研、技术、市场、

生活的方式的根本变革。

据麦肯锡的研究，到 2025 年物联网终端将达到

250 亿，他们是按照计算机数亿、手机数十亿、物联网

数百亿来计算，但我认为，物联网的数量级不是十倍

于手机的，至少是百倍以上。即便如此，250亿也是了

不起的数字，届时，市场规模达到 6万亿美金，带动关

联经济 36 万亿美金。谷歌曾预计在物联网时代互联

网将消失，当然不是消失，是我们的生活工作中起到

主导作用的将变成物联网。

今天，互联网发展到了顶峰时期，解决的是信息

共享、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说互联网带来的地球

村是信息的地球村，那么，物联网则是实体世界的地

球村。一早起来，奥巴马在美国接见了谁，大家上网

一查就知道。但这就叫地球村吗？你在邻居家喝茶，

一墙之隔，家里被盗了，你知道吗？不知道。所以，互

联网带来的地球村，只是信息的地球村，而非实体世

界的地球村。

实体世界要靠什么？要靠物联网。

互联网与物联网真的不一样。互联网的信息都

是人工输进去的，都是事后的、主观的，有真的，也有

假的。物联网是把实体世界的每一个脉动以人为不

可操纵的方式联到物联网体系，它是客观的，内容是

真实的、实时的，可预警或可预测的。物联网上的信

息是实体世界的镜像反映。

从这个角度来讲，物联网是超越互联网的。

物联网是超越智能化的

你半夜开车时，遇到红灯，即使没人没车你也不

能通过，这不合理，这是浪费资源，这是智能化带来的

智能交通的红绿灯控制车流。物联网来了，把它变革

成了车流量控制红绿灯，并已经有现实的应用。通过

智能安防的摄像机系统抓捕逃犯，这是智能化做到的

事后追踪，而物联网却能做到事先预警，防范于未

然。从这些角度看，物联网是超越智能化的。

物联网不仅仅是物物互联，万
物互联不是物联网的显著特征

用 RFID 做仓库管理，瞬间就能知道仓库里有什

么货。但是用 RFID 做溯源可能就有问题了，比如

“标识猪肉”，用 POS 机或手机扫一下，就知道这个猪

肉是哪个养猪场养的，你觉得这样就安全吗？中途调

包怎么办？仓储物流中变质了谁负责？因此 RFID

做不到全程监管。物联网能，物联网对动产的全程无

遗漏环节的监管也投入应用了。从这个角度讲，物联

网的核心不是物和物的互联，物联网是超越 RFID

的、超越物物互联的。

物联网的四大本质特征和社
会属性

每个领域都在从各自的领域理解、探索着物联

网，路径不同，殊途能够同归吗？可以说，每一个领域

的物联网都是物联网的一部分，单一都有很大的局

限，我们用什么来把这些集大成，解决纷繁复杂的实

体世界的问题？

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互联网延伸到物联网”，其

实互联网的核心是信息共享，信息内容的服务就是信

息共享，互联网核心不是网，是信息共享系统，网络是

它的手段。物联网也不是网，“网”是物联网的手段，

“信息内容、信息共享”是物联网的手段，物联网是面

向实体世界的感知和感知的服务。

如果说物联网是互联网的延伸，那物联网的架构

就是互联网的。实际上，物联网的架构应该是一个全

新的体系。RFID、IOT、M2M 等等都是物联网的一部

分，它们需要有一个集大成的东西组成物联网的整体。

那么它的核心究竟是什么？肯定不能简单的想

象成是互联网的延伸，我们来看看物联网有别于互联

网、移动通信网等的四大本质特征。

首先，关注外部。互联网关注的是内部，物联网

关注的是外部。

其次，不确定性。物联网关注的外部事件是不确

定性的，互联网关注的网络内的信息内容是确定的。

互联网上的信息，全球人民去看，都是一样的，是确定

的，除非人为把内容改了。但对于物联网来说，假如我

在这个屋子里布了很多物联网的终端，目的是防止有

人破门而入，那么，你总不能规定，必须在雨天一个 1

米 82的男人，破门而入的时候先迈左脚吧，你们看，物

联网关心的外部事件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

确定的，但互联网关注网络内的信息内容是确定的。

第三，不可重复。物联网关心的事件不能复制，

比如今天某个时刻有人把我手机偷走了，这个时间、

地点、小偷的行为，不可复制。互联网关心的内容复

制太容易了。

第四，事件驱动。物联网面向的是纷繁复杂的外

部物理实体世界，互联网关注网络内部的信息内容是

人为输入的，用互联网的架构去满足物理实体世界的

事件肯定是不行的。不同的任务、不同的目标、不同

的环境，要求物联网的架构组织、任务分工、协同体系

是不一样的。比如，小偷是从窗子跳进来，还是破门

而入，感知他行为的终端分布、系统是不一样的，小偷

的事件驱动了此次事件的物联网架构组成。

这四大本质，用什么样的架构体系才能满足？要

找到以不变应万变的架构，那就是最灵活的“团队”架

构。“团队”不是“单个人”，物联网终端是打着引号的

人——智能终端，它们形成团队，有组织、有分工、有纪

律，不同任务、目标、环境，它们的组织分工协同是不一

样的，这叫团队协作，是社会属性，是物联网的核心。

团队的社会属性以其高度自适应能力的多变架

构，向下兼容 RFID、M2M、互联网等等，它是超越互

联网并兼容互联网的协同分工的团队属性的全新的

体系，而社会属性让体系架构变得越来越简单。

比如说，今天下午来听我演讲的嘉宾，此刻你们

都不是主角，我是主角，就算领导吧，讲完之后，我就

不是主角了，不是领导了，这就是事件驱动下的分工

协同。社会属性是物联网的核心，团队的意义在于团

队总比一个人牛吧，这就是为什么智能化是红绿灯控

制车流量，而物联网能做到车流量控制红绿灯，RFID

做不到对动产的全程监管，物联网能做到有组织动态

全程无遗漏环节的监管，这就是物联网比智能化牛、

比互联网牛的原因，物联网是超越智能化、超越互联

网的全新系统。

什么是物联网？物联网是面向实体物理世界，以

感知互动为目的，以团队化的社会属性架构为核心，

是建立在智能化和网络化基础之上的，超越智能化、

超越互联网的，是物理与信息深度融合的全新系统，

关注的是实体世界的事件。

物联网是超越智能化的就不要智能化了，物联网

超过互联网就不要互联网了，行吗？那不行。物联网

是建立在智能化和网络化基础之上的全新的社会属

性的体系，社会属性向下兼容互联网和智能化的。

大数据是信息共享，是互联网的产物，是网络结

合计算来实现数据挖掘和服务。物联网的核心是大

数据吗？不是，大数据是根据历史情况进行趋势判

断，不能判断某个具体事件。物联网关注的是外部物

理世界的事件，提供事件的服务，是大事件，事件是数

据的物理属性的封装，不是大数据。

它是超越互联网，让 IT 从虚拟世界走向实体世

界，让整个 IT 体系从智能化的架构走向社会化属性

的架构，社会化架构就是自我组织的架构，是一种高

度自适应、自我完善的架构。

用共性平台+应用子集的方式
解决规模产业化的瓶颈问题

在互联网、在大数据、在计算机上超越美国，好

难，几乎不可能。在这一次物联网带来的信息产业浪

潮里，我们要干什么？要补短腿、走捷径，发展物联

网！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跑，永远无法超越。

发展物联网产业，关键是什么？为什么现在的物

联网公司，一个又一个都是小微企业，没有长大？

物联网庞大的市场被多样化的应用场景分成一

个又一个小块块，每一块都不足够大，你怎么规模产

业化？这也是全球物联网规模产业化的瓶颈问题。

物联网企业都很小，不是能力不够，因为细分市

场就这么大。有一个行业也是这样，就是软件产业，

游戏软件、动漫软件、3D 软件、管理软件等等，我们要

做软件，该做什么？你们看看，软件业，谁是老大？是

微软，是比尔·盖茨，他们主要就做了操作系统，操作

系统就是五花八门应用软件的共性部分、共性平台。

五花八门的物联网应用，虽然都不一样，但它总归是

物联网，总归有 70%—80%是一样的，这就是共性。我

们把共性部分凝练出来，把不是共性的部分甩出去，

形成共性平台+应用子集的模式，就可以解决物联网

规模产业化瓶颈问题了。

物联网的共性平台包括软件、硬件、模块、协同、

网络应用、服务等等，是一个大的架构，比软件操作系

统复杂多了，形成平台没那么简单。那么，可以用共

性平台+应用子集的方式，来解决全球物联网规模产

业化的瓶颈问题。

那么，健康监测的物联网、平安家居的物联网、太

湖蓝藻检测的物联网等等，共性在什么地方？靠什么

来凝练？

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看似完全不同的物联网应

用系统，哪有共性，靠什么来凝练共性？就要找到一

个以不变应万变的架构，什么是那个不变的架构？不

变的核心就是变，就是社会属性的变，有协同、有分

工、有组织、有纪律的团队属性，才能凝练出共性，形

成共性平台+应用子集，解决物联网规模产业化的瓶

颈问题，你们看，这个思维特别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美国人哪搞得懂？

我们是全球唯一攻克了物联网共性的团队，找不

到共性就做不了标准，共性是物联网标准制定的基

础，没有共性，你可以制定安防物联网标准、交通物联

网标准，但制定不了物联网的标准！这也是我们能主

导国际标准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共性的凝练、共

性平台的建设是物联网规模产业化的基础。

这么多的领域都从自己本领域出发，在推动物联

网发展，产业发展遇到瓶颈，而我们用社会属性找到

了共性架构体系，形成了集大成的全新架构，并加以

实现，形成标准，对国际标准化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物联网的体系会给我们的行业，我们的金融，我

们的电商，我们的商务，我们的工业，我们的经济带来

一个什么样的变革？将会是非常了不起的变革，根本

性的变革，全局性、系统性的变革。

从“互联网+”到“物联网×”，
传统行业转型升级之路

“互联网+”加的是传统各行各业，解决的是传统

行业流通领域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物联网则是面向实

体世界，是对传统行业的核心、模式的深刻变革，是虚

实交融的实体经济，对传统行业的影响远超过互联

网，因此，我们称之为“物联网×”。物联网将推动

“互联网+”时代到“物联网×”时代。

有人说海涛你从科学家转型企业家成功了，我说

我的转型的成功在于我没有转型，我发挥长板理论。

我们在基础理论、体系架构、共性平台、标准制定、关

键技术上很牛，但行业应用不是我们的强项，我们就

通过“物联网×”改造传统产业，“物联网×”的核心是

共性平台，我们和行业应用类企业多种形式的合作，

共同发展，这样的成功案例已经太多了，现在已经有

数十家公司改造成功，好的公司市场估值一年左右的

时间翻好几十倍。

物联网改造几乎不挑行业，基本没有行业是不需

要物联网的，它是传统行业改造转型的全新之路。

物联网金融——金融模式新
革命

物联网×金融会是什么？是物联网金融，一个全

新的领域，是我们和平安银行全球首创的新领域。互

联网金融现在很火很火，互联网上信息是人输进去

的，互联网金融只是实现了信息流和资金流的二流合

一，缺乏对实体企业的有效掌控，互联网金融和传统

金融一样是主观信用体系。物联网是面向实体世界

的，物联网上的信息是通过物联网终端和系统形成的

物理世界的镜像反映，是客观的，物联网金融是客观

信用体系。物联网金融才是实现了资金流、信息流、

实体流的三流合一，全面降低虚拟经济的风险，将深

刻而深远地变革银行、证券、保险、租赁、投资等众多

金融领域的原有模式。

物联网金融太大，我们先关注物联网银行，聚焦

物联网银行中的动产金融。动产贷款风险很大，但用

物联网对动产实现全程无遗漏环节的监管，对银行来

说抵押的动产具备了不动产的属性，风险降低了，从

而避免钢贸事件的再次发生。同样，物联网金融将从

根本上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我们和平安银

行的动产金融产品已经正式发布，并全面推广。

还有物联网保险、物联网投行、物联网典当等等，

物联网可以渗透到金融的各个领域，是金融模式的新

革命。

物联网电商——客观诚信商
业体系的建立

物联网×电商，会让电商模式发生根本的变革。

我们最担心互联网电商上的假货，物联网电商依托物

联网技术，对商品实现全程无遗漏环节的监管，物联

网电商上卖家无假货，商家无需额外抵押物可在线贷

款。也可同时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产能过剩的问题。

这也是咱们全球首创的新领域，也已经全面落地。

物联网推动工业 4.0，超越智能
制造

物联网×工业将使工业发生新的革命。第一次

工业革命是蒸汽机，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力，第三次

工业革命是制造业与 IT、电子的结合，它带来了智能

化、自动化、精准制造。工业 4.0——是信息物理系统

（就是物联网）支撑下的工业第四次革命。超越智能

化、超越互联网的物联网体系，带给工业 4.0到底是什

么？物联网推动工业制造是智能制造吗？肯定不是，

至少应该是超越智能制造的。物联网以其社会属性

的架构，关注的是制造环节间的协同，产业链间的融

合，研、产、融、商深度融合的边际效应，推动制造业的

服务和运营商，这才是工业 4.0要做的事情。

谈到“工业 4.0”、“制造 2025”的时候，如果我们还

只是追求智能制造，那我们就赶不上德国和日本，就

始终是跟在人家后面跑，更别提超车了。我们用物联

网推动的工业 4.0来超越他们的工业 3.0，用制造服务

和运营来超越智能制造，这才是中国要做的事情。

感知中国梦，用物联网助推我
中华复兴之梦

打造“物联网×”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众创空

间新模式。对于创业企业、传统产业用“物联网×”进

行技术改造、模式再造，物联网金融提供融资，物联网

电商提供市场订单的服务，与中国科技网合作打造众

创空间的虚拟载体，与地方政府合作提供物理载体，

形成全新的众创空间新模式，我们也已经拥有数十个

成功案例了。

物联网推动全新的经济运行
新模式，助推大国崛起

物联网×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模式

再造，物联网×金融——物联网金融对产业链的资

金支持，物联网×电商——物联网电商提供大宗原

材料到商品的订单，三者的融合，让智能制造的运营

商——产业链的运营产生交叉融合，将诞生市场计划

经济体系，克服产能过剩。物联网将带来全新的经济

增长新模式，助推“一带一路”经济一体化，促进中国

成为全球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整合者，这是中国大国崛

起的重要机遇。

物联网思维助推中华思维主
导世界

互联网思维现在被提得非常多。今天我说物联

网思维，如何从互联网思维推到物联网思维？

互联网思维是去中心化的扁平思维，是以人为本

的人人生而平等思维，是确定性思维，是逻辑推理思

维，非常符合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物联网思维不再是扁平思维，是有组织、有分工、

有协同的社会化体系思维，不再是以人为本，而追求

的是人与实体世界的和谐共融共存共发展，天地人的

合一，物联网思维是不确定性思维，是中国人的中华

思维方式。

从这个角度来说，互联网是西方思维，物联网是

中华思维，物联网思维也将推动全球从西方思维为主

演变到中华思维为主，物联网一定是中国人在主导，

因为它符合我们中华思维，中国的世纪到来了。

物联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螺旋式回归，是信息产

业第三次产业浪潮、工业第四次革命的核心支撑，它

将带来经济运行方式的变革。物联网将推动以西方

思维为主的世界到以中华思维主导的地球，这是中国

大国崛起的理论依据。

[根据刘海涛博士于2015年 9月 11日下午于科
技部召开的科技创新大讲堂（第六期）演讲编辑整理]

刘海涛博士简介

刘海涛博士是国家 973 物联网首席科学家；国家

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物联网基础标准工

作组组长；国家传感器网络标准工作组组长；国际物

联网标准化主编辑。同时也是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

院院长、感知科技总裁。

刘海涛博士于 1999 年与国际同步独立开始物

联网相关领域研究，所带领的“感知中国”团队的中

国专家，主导国际标准组织物联网标准制定，在物联

网标准化中，主编辑和联合主编辑席位数居全球首

位，牵头制定国际物联网架构标准，为中国在物联网

国际标准体系中赢得最高话语权，使我国在物联网

领域国际竞争中站到了历史高点。同时，作为感知

科技总裁，刘海涛博士在物联网产业创新发展上成

绩斐然。

他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上海市科技

进步一等奖二项，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2009

年获 CCTV 中国年度经济人物，2012 年获得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2015年又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物联网与感知中国梦
□ 国家973物联网首席科学家 国家物联网基础标准工作组组长 刘海涛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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