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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总序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产业革命，正推动着各国经济的
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进步。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信息化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与现代化水平
的重要标志。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信息化工作，紧紧抓住全球信息技术革命和信息化发展的难得历史机遇，不失时机
地将信息化建设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大力推进国民经济与社会服务的信息化，以加快实现我国工业化
和现代化，并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的先导、支柱与战略性产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上。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要优先发展信息产业
，大力推广信息技术应用。
党的“十六大”把大力推进信息化作为我国在21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明确要
求“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五化并举”与“两化融合发展”的目标，再次强调了走新型工业化道
路，大力推广信息技术应用与推动国家信息化建设的战略方针。
在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指导，各部门、各地方及各界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下，我国的信息产业持
续高速发展，信息技术应用与信息化建设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取得了利国惠民、举世瞩目
的骄人业绩。
　　近几年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各国政要纷纷以政治家的胆略和战略思维提出了振兴本
国经济、确立竞争优势的关键战略。
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把“智慧地球”上升为国家战略；欧盟也在同年推出《欧洲物联网行动计划
》；我国领导在2009年提出了“感知中国”的理念，并于2010年把包含物联网在内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等7个重点产业，列入“国务院加快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同时纳入我国“十二
五”重点发展战略及规划。
日本在2009年颁布了新一代信息化战略“i-Japan”；韩国2006年提出“u-Korea”战略，2009年具体推
出IT839战略以呼应“u-Korea”战略；澳大利亚推出了基于智慧城市和智能电网的国家发展战略；此
外，还有“数字英国”、“数字法国”、“新加坡智慧国2015（iN2015）”等，都从国家角度提出了
重大信息化发展目标，作为各国走出金融危机、重振经济的重要战略举措。
　　物联网在中国的迅速兴起绝非炒作。
我们认为它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产业创新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是中国信息化重大工程，特
别是国家金卡工程最近10年的创新应用、大胆探索与成功实践所奠定的市场与应用基础，是中国信息
化建设在更高层面，向更广领域纵深发展的必然结果。
　　近两年来，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基层调研，多次强调要依靠科技创新
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要注重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变，重视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并对建
设“感知中国”、积极发展物联网应用等做出明确指示。
中央领导在视察过程中，充分肯定了国家金卡工程银行卡产业发展及城市多功能卡应用和物联网RFID
行业应用示范工程取得的成果，鼓励我国信息业界加强对超高频UHF等核心芯片的研发，并就推动物
联网产业和应用发展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就加快标准制定、核心技术产品研发、抢占科技制高点
、掌握发展主动权等，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发挥信息产业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倍增器”、发展
方式的“转换器”和产业升级的“助推器”作用，促进两化融合发展，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
信息产业发展与国家信息化之路。
　　我们编辑出版“物联网在中国”系列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旨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物联网发
展之路，通过全面介绍中国物联网的发展背景、体系架构、技术标准体系、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与产业
体系、典型应用系统及重点领域、公共服务平台及服务业发展等，为各级政府部门、广大用户及信息
业界提供决策参考和工作指南，以推动物联网产业与应用在中国的健康有序发展。
　　“丛书”首批20分册将于2012年6月正式发行，我们衷心感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大力支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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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并给予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感谢国务院各相关
部门、行业及有关地方，以及我国信息产业界相关企事业单位对“丛书”编写工作的指导、支持和积
极参与；感谢社会各界朋友的支持与帮助。
谨以此“丛书”献给为中国的信息化事业奋力拼搏的人们！
　　“物联网在中国”系列丛书编委会主编　　潘云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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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物联网与广播电视技术为背景，系统地论述了物联网与广播电视的紧密联系。
本书首先提出广电网络能够提供广电物联网应用，其特点是以高速交互的视音频应用为基础、以人和
家庭为中心。
之后介绍了实现广电物联网应用的技术架构，包括网络架构、业务平台、内容分发网络、终端、运营
支撑系统、安全与监管等关键技术。
然后，本书介绍了基于高速交互视音频业务的广电物联网应用示例，包括交互视频、多媒体通信、视
频监控、智能家居、家庭健康管理和数字家庭。
在此基础上，本书详细给出了几个广电物联网应用典型解决方案，包括交互视频、智能缴费、亲人关
怀、智能家居、智能交通和电子阅报栏，针对每一个典型解决方案，本书都深入系统地讨论了基于有
线或无线广电网络的技术实现方式、业务形态和实际具体应用模式。
最后，从广电网络运营商的角度，本书介绍了江苏有线、北京歌华有线、上海东方有线实际开展物联
网应用的成功实践。
此外，作为全书的结束语，本书还展望了广电物联网应用的未来。
本书内容丰富、理论联系实际，可作为广播电视技术人员、广电网络运营商制定技术路线和运营策略
的参考书，以及高等学校广播电视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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