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大 数 据 与 决 策 研 究  
（ 政 策 与 技 术 跟 踪 专 题 ）  

2022 年第 21 期（总第 131 期） 

  

                                       

 

编者按：2021 年，智能物联网产业面临的环境有所变化，

新冠病毒的存在已常态化，防疫抗疫进入了拉锯阶段；波及

全球的“芯片荒”也正在重塑中国产业链；“双碳”和元宇

宙风口，为智能物联网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十四五”规

划和《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出台为智

能物联网产业发展注入新一轮政策动能。本期主要介绍智能

物联网相关技术情况。 

本期要目 
 智能物联网概述 
 智能物联网的主要应用 

 智能物联网产业链及价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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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物联网概述 
 

一、智能物联网的概念 

智能物联网（AIoT）是 2018 年兴起的概念，指系统通

过各种信息传感器实时采集各类信息（一般是在监控、互动、

连接情境下的），在终端设备、边缘域或云中心通过机器学

习对数据进行智能化分析，包括定位、比对、预测、调度等。

在技术层面，人工智能使物联网获取感知与识别能力、物联

网为人工智能提供训练算法的数据，在商业层面，二者共同

作用于实体经济，促使产业升级、体验优化。从具体类型来

看，主要有具备感知/交互能力的智能联网设备、通过机器

学习手段进行设备资产管理、拥有联网设备和 AI 能力的系

统性解决方案等三大类。从协同环节来看，主要解决感知智

能化、分析智能化与控制/执行智能化的问题。 

二、智能物联网的技术架构 

AIoT 的体系架构中主要包括智能设备及解决方案、操作

系统 OS 层、基础设施等三大层级，并最终通过集成服务进

行交付。智能化设备是 AIoT 的“五官”与“手脚”，可以

完成视图、音频、压力、温度等数据收集，并执行抓取、分

拣、搬运等行为，通常是物联网设备与解决方案搭配向客户

提供，这一层涉及设备形态多样化，玩家众多。OS 层相当

于 AIoT 的“大脑”，主要能够对设备层进行连接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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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智能分析与数据处理能力，将针对场景的核心应用固化

为功能模块等，这一层对业务逻辑、统一建模、全链路技术

能力、高并发支撑能力等要求较高，通常以 PaaS[平台即服

务]形态存在。基础设施层是 AIoT 的“躯干”，提供服务器、

存储、AI 训练和部署能力等 IT 基础设施。 
 

图 1 智能物联网的技术架构 

 

 

（来源：《中国智能物联网（AIoT）白皮书（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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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物联网的主要应用市场 

AIoT 产业的应用市场根据驱动力可分为消费驱动应用

市场、政策驱动应用市场和产业驱动应用市场。当前大颗粒

度应用市场主要集中在政策驱动和消费驱动应用市场。在

AIoT 政策驱动应用市场，由于大量政策鼓励和政府支持，往

往产业落地应用较快，目前已在以智慧表计为代表的公共事

业领域形成规模化落地的 AIoT 应用场景，市场需求持续释

放。而在路灯、安防等领域，AIoT 也在快速渗透，这些市场

规模的增长，直接与政府的规划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相关。以

智慧方案为例，市场预测其市场规模 2025 年将超千亿元。 

消费驱动的应用市场，由于应用技术成熟较快，个人消

费者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已经出现了智能家居等规模化应用

市场。有关数据显示，2021 年上半年中国智能家居设备市场

出货量达 1 亿台，同比增长 13.7%；预计全年出货 2.3 亿台，

同比增长 14.6%，市场扩大主要依靠于智能灯、智能门锁、

智能小家电等受市场认可的智能单品带动。预计未来五年中

国智能家居设备市场出货量将以 21.4%的复合增长率快速增

长，2025 年市场出货量将接近 5.4 亿台，全屋智能解决方案

的推广将成为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车联网也是在未来数年内有望规模化落地和释放市场

需求的大颗粒度市场。2021 年全国对车联网的发展给予大量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信
息
中
心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大
数
据
研
究
院



  — 5 —

支持。2021 年中央部委接连印发了《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

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

纲要》《综合运输服务“十四五”发展规划》等相关文件，

从国家层面推动智能网联汽车的推广和大规模落地应用。同

时，各地也相继推出了支持智能网联化汽车应用发展的政策

和措施，为新型汽车提供技术验证、应用探索的空间（表 1）。

应用实践和数据量是智能网联汽车应用技术进步的基石，大

量保障和推进措施的推出，有助于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成熟，

加速产品市场渗透。 

表 1 2021 年各地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推广项目 

时间 地区 内容 

2021.1 浙江 
绍兴越东路智慧快速路中兴大道跨线桥通车，并迎来了自

动驾驶车——红旗 EV，助力绍兴打造国内领先的“自动

驾驶车路协同创新示范城市”。 

2021.1 广东 
广州首次在中心城区开放自动驾驶测试路段，路段位于琶

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的核心区域，为二级测试道

路，全长约 11 公里，对所有符合条件企业开放。 

2021.5 河南 

郑州首条 L3 级智能网联快速公交获批，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快速公交系统 L3 级智能网联系统，概算总投资近 3 亿

元。项目服务中国（河南）自由贸易区郑州片区经济发展，

构建“人—车—路—站—云”协同的新一代智慧交通系统。

2021.6 湖北 
武汉建成中国首个全 5G 接入开放道路自动驾驶示范区，

示范区已建立了车路协同的智慧交通体系，为进一步探索

自动驾驶的商业化应用场景奠定了基础。 

2021.6 江苏 
苏州第二条自动驾驶公交车线路面向市民全面开放，路线

总长为 4.6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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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地区 内容

2021.6 江苏

全国首条未来高速公路江苏五峰山长江大桥南北公路接

线工程正式建成。该无人驾驶高速借助 5G 通信技术，推

进 BIM、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与高速公路建

设深度融合，建立全息感知的数据采集及传输系统。

2021.7 广东

广州发布了《关于逐步分区域先行先试不同混行环境下智

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应用示范运营政策的意见》《在

不同混行环境下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应用示范

运营的工作方案》两个政策文件，将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现行发展基础上，启动自动驾驶混行试点。

2021.7 北京

北京市推出全国首个高速公路及城市快速路自动驾驶测

试管理政策，先行开放京台高速北京段（五环路—六环路）

双向 10 公里路段，进行前期道路测试验证。 

2021.8 江苏

全国规模最大的双向 170 公里的智能网联汽车开放测试

道路群将在无锡市多区同步启用，实现开放测试道路与权

威封闭测试区的无缝衔接。

2021.9 广东

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广州公交集团自动驾驶便民线

路项目运营方案》，广州计划开通 6 条自动驾驶运营示范

线路。

2021.11 上海

上海市交通委公布上海最新开放临港新片区 386 区块全

域、嘉定新城全域共 372 条 722.60 公里道路，新增 7000
余个可测交通场景。

2021.11 江苏

江苏省 342 省道智慧公路科技示范工程通过验收，这是全

国首个面向已建、大流量普通国省道的智慧公路科技示范

工程，是江苏交通新基建第一批示范项目，被列入交通

强国江苏方案创新驱动发展样板。

（来源：《2022 中国 AIoT 产业全景图谱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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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物联网产业链及价值分布 

AIoT 行业产业链可分为四个层级：感知层、传输层、平

台层、应用及服务层。感知层的作用是数据信息的采集，包

括传感器和芯片在内的底层元器件、智能终端设备、适配于

IoT 智能终端的操作系统及软件、为智能终端设备的智能分

析提供底层支持的 AI 算法/解决方案提供商是核心，例如科

大讯飞等；传输层的作用是传输来自感知层的数据信息，通

信模组及通信服务提供商是其重要组成，例如中国移动、

Orange 等；平台层的作用是存储数据和分析数据，主要参与

者为 IoT 平台服务商，例如涂鸦智能等；应用及服务层的作

用是为产业链下游提供应用服务，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

下，应用服务所产生的价值得到提升，例如：白色鸟、施耐

德电气、西门子等。

综合分析，AIoT 相对拓展了 IoT 原有的产业链，更强调

AI 芯片、AI 解决方案服务商、AI 开放平台，因此软件开发/

系统集成/AI 增值服务成为 AIoT 产业链的重要部分。根据有

关统计，AIoT 产业链的价值可大致分为硬件/智能终端（芯

片、传感器、模组、智能终端）25%，通信服务 10%，平台

服务 10%，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增值服务/应用服务 55%（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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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智能物联网产业链及价值分布 

 

（来源：《2021 全球 AIoT 开发者生态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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