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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大量文献资料为基础，以国外物联网战略、规划、政策、产业、技术和应用发展为主线，以主
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对象，反映世界物联网的发展状况及最新动向，为我国物联网产业的发展
提供经验借鉴。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对国外物联网发展概况进行综述，针对国外主要国家的物联网战略布局和发展政
策、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企业和组织机构以及物联网的典型应用进行深入剖析，分析国外物联网
发展对我国的启示，最后对世界物联网的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总结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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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标准全球通用 EPCglobal努力推动全球标准的目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为了促进贸易伙伴间信息和物体的交流。
为交流信息，贸易伙伴必须提前就拟交换数据的结构和含义以及交换机制达成一致。
EPCglobal标准包括构成跨企业交流基础的数据标准和信息交流标准。
同样，为交换实物，贸易伙伴也需提前就实物如何以双方都能理解的方式携带电子产品代码达成一致
。
EPCglobal标准包括针对RFID设备的规范，以及管理这些设备上EPC编码的数据标准。
 其次是为了培育系统组件的竞争市场，EPCglobal标准定义了系统组件之间的接口。
这种接口便于在不同厂商（或内部）生产的组件中实现互操作性。
反过来，这又为终端用户提供了多种选择，既包括在贸易伙伴之间实施信息交流的系统，也包括完全
内部使用的系统。
最后是为了鼓励创新。
EPCglobal标准定义的是接口而非实施，鼓励实施者在产品和系统上进行创新，而由接口标准来保证竞
争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
EPCglobal积极创建并鼓励使用全球标准，目的是确保EPCglobal架构框架在世界范围内畅通无阻，并激
励方案供应商支持该框架。
EPCglobal推动充分利用现有的全球标准（如有），并配合公认的全球标准组织。
 二、系统实现开放 EPCglobal架构框架是以一种开放且与厂家中立的方式进行组织的。
架构组件之间的所有接口都在开放标准中加以说明。
该开放标准由社会团体通过EPCglobal标准开发进程或另一个标准组织内的类似过程提出。
在合规系统的背景下，EPCglobal的知识产权政策是尽量保障EPCglobal标准实施的自由、开放权利。
 三、平台保持独立 EPCglobal架构框架可在不同的软件和硬件平台上实施，规范与平台无关。
这意味着抽象意义中的数据结构和语义与数据存取服务的具体细节是分别进行定义的，且受特殊接口
协议的约束。
 四、架构维持弹性 EPCglobal架构框架可根据终端用户的需求进行扩展，从完全在一个终端用户内部
执行的最小试验实施过程，到贯穿整个供应链的全局（全球）实施过程。
这些规范提供了一组数据类型及操作（运算）的核心集合，也提供了该核心集合借以针对特定行业或
应用领域进行扩展的若干方法。
扩展不仅以尽量充分利用标准框架的方式为将要面对的专有要求做好了准备，也为标准的长期演化和
成长提供了一条自然途径。
 五、强调信息安全 在设计上，EPCglobal架构框架突出了公司内外的安全运行环境。
安全特性要么内建于规范之中，要么提出了最佳安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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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联网在中国:国外物联网透视》既适合各级行政和行业主管部门、发展规划部门、科技政策和管理
研究部门以及物联网研发机构相关人员阅读，也可以作为高等学校物联网相关专业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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