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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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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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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客观、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物联网产业的发展，揭示了物联网兴起的社会和技术背景，
分析了国内外倡导物联网发展的根本原因，描述了我国启动物联网相关技术应用的过程，以及在各相
关政府部门政策支持下的初步成果，物联网的产业布局和发展战略。

深入浅出地描述了我国物联网RFID应用10年的探索与实践，介绍了物联网在中国从小到大发展的历程
，以及技术的进步，真实再现了三金工程规模发展，以及全球物联网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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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计算机2000年计时问题 计算机2000年计时问题（以下简称Y2K问题），是指起
于20世纪60年代，在计算机软、硬件系统中，为节省存储空间，只采用了两位十进制数记录年份，因
此当时间从1999年的12月31日跨入2000年1月1日时，就会出现2000年被误认为1990年的问题。
正是这看来简单的一个小小的误解，却会影响计算机系统的正常运行，引发经济上、军事上、科学计
算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更大的错误，甚至给人类生活带来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和
造成整个社会生活的混乱。
 据电子工业部了解，各国政府对2000年计时问题都非常重视。
例如，美国克林顿总统于1998年2月4日发布了总统行政命令，指示白宫专门成立“2000年计算机转换
总统委员会”，负责贯彻政府已经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并协调联邦政府部门在2000年计时问题方面的
工作，每季度向总统报告一次进度。
2月5日白宫专门小组批准了HR3116号法案，以便保证金融机构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防止2000年计时
问题导致计算机系统的瘫痪。
政府各相关部门都积极行动起来，落实政策和措施。
 日本政府为帮助中小企业购买面向2000年的新系统来替换旧系统，推行低息贷款和税收优惠两项计划
。
 英国首相布莱尔宣布，英政府将拨1亿英镑，组成一支2万人的技术队伍解决计算机2000年计时问题，
促使英国在未来成为高技术国家。
 荷兰航空公司出于安全的考虑在2000年1月1日关闭部分有2000年计时问题的航线。
 2.Y2K问题对我国的影响 由于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应用无处不在，这就使得受2000年计时问题影响的领
域几乎无法超脱。
无论是金融财税、股票、保险，还是通信网络、公共医疗、交通运输、公用设施和社会福利，都将受
到影响。
更严重的是网络化应用的发展，使联网的任何一部分的“崩溃”，都可能像一颗“定时炸弹”连累他
人受害。
据美国分析，解决全球2000年问题难度极大，其花费将达3000～6000亿美金，并将影响国家的经济增
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使经济发展受损。
 解决计算机2000年计时问题，从技术上讲主要是修改主机软件程序，对于网络系统来讲，虽然结构复
杂，但还是可以完成的，但真正的难度在于管理和组织协调。
在我国具体表现为： （1）硬件的多样化。
世界上各主要计算机公司的产品都能找到，型号繁多，环境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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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探索中国物联网之路》深入浅出地描述了我国物联网RFID应用10年的探索与实践，介绍了物联网在
中国从小到大发展的历程，以及技术的进步，真实再现了三金工程规模发展，以及全球物联网的未来
发展。
《探索中国物联网之路》既可作为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领导、从事信息化相关工作的管理、技术人
员了解和掌握我国信息化进程的参考书，也可以作为高等学校和信息化相关专业从业人员的培训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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