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联网运营平台解决方案  

“物联网”被称为继计算机、因特网之后～世界信息产业的第三次浪潮。业内 [论文

摘要 ]  

认为～物联网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大大节约成本 ,可以为全球经济的复苏提供技术动

力。我

国也正在高度关注、重视物联网的研究～工信部会同有关部门～在新一代信息技术

方面正在

[1 ]开展研究。本论文分析了全球范围内、国内以及作为物联网主要推动者的运营商的物

联

网发展现状～进而对物联网业务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之后重点详细规划了物联

网运营平

台的整体概念设计方案。首先～分析了物联网运营平台的潜在需求～从整体方面详

述了物联

网运营平台的总体设计～包括平台的总体架构及功能框架 ,其次～从物联网应用系统

和终端

两方面解析了接入设计方案～详解了整体解决方案的组成原理 ,最后～以企业物联网

应用、

个人物联网应用两种不同的应用场景～分别描述了应用场景的概念设计。  

[关键词 ]物联网～信息技术～因特网～平台～终端  

[Abstract]  " Internet  of  th ings"  i s  ca l led af ter  the  computer ,  

the  Internet ,  the  th i rd  wave of  wor ld  in format ion indust ry .  

The indust ry  be l ieves  that  the  Internet  of  th ings  can 

improve the economic  benef i t ,  great ly  save  cost ;  Can 

prov ide technica l  power  for  the  recovery  of  the  g lobal  

economy.  Our  country  i s  a l so  h igh at tent ion ,  a t 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 of  Internet  of  th ings ,  work  in



 conjunct ion wi th  the  re levant  departments  of  the  le t ter ,  i s  

conduct ing research in  a  new generat ion of  in format ion 

technology .  Th is  paper  ana lyzes  the  g lobal  and domest ic  as  

wel l  as  Internet  of  pr ime mover  operator  of  the  current  

s i tuat ion of  the  deve lopment  of  the  Internet  of  th ings ,  and 

in-depth ana lys i s  of  iot  bus iness  deve lopment  tendency ,  

a f ter  deta i led p lanning i s  main ly  focused on the Internet  of  

th ings  operat ing p lat form of  the  overa l l  concept  des ign .  

F i r s t  of  a l l ,  the  paper  ana lyzes  the  potent ia l  demand of  iot  

operat ion p lat form,  f rom the overa l l  aspects  descr ibed the  

overa l l  des ign of  the  operat ion p lat form for  the  Internet  of  

th ings  inc luding p lat form overa l l  a rch i tecture  and 

funct iona l  f ramework ;  Secondly ,  f rom two aspects  of  the  

Internet  of  th ings  appl icat ion system and termina l  pars ing 

the  access  des ign ,  pr inc ip le  of  exp lanat ion of  the  overa l l  

so lut ion ;  F ina l ly ,  the  character  of  enterpr i se  Internet  

appl icat ions ,  a  networked appl icat ion of  two d i f ferent  

appl icat ion scenar ios ,  respect ive ly  descr ibes  the  conceptua l  

des ign of  appl icat ion scenar i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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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中山大学成人教育本科毕业论文  

1 绪论  

1 .1  课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物联网的概念是在1999年提出的，其英文名称为"The Internet  of  

Th ings"。由该名称可见，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这有两层

意思 :第一，物联网的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之上的

延伸和扩展的一种网络 ;第二，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

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  



物联网应用十分广泛，可以说无处不在。而物联网中最主要的核心部分就

是机器之间的互联、互通，也就是俗称的M2M(M2M:“Machine to  

Machine”或“Man to  Machine”或“Man to  

Man”，即“机器对机器”或“人对机器”或“人对人”;主要是指通过

“无线网络”传递信息和后端的服务器网络来实现机器对机器或人对机器

的实时数据交换，也就是机器互联、互通 )。M2M应用遍及电力、交通、

工业控制、零售、公共事业管理、医疗、水利、石油等多个行业，对于车

辆防盗、安全监测、精细农业、人员定位、医疗状况监控、自动售货、公

共交通

[2 ]管理等，M2M可以说是无所不能。 

目前，物联网相关技术已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和制高点，也是广东大力支

持和发展的技术，因此通过研究物联网的相关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挑战

物联网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发展我国具有自主产权的物联网技术，推动

我国在该领域的跨越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国际战略意义，物联网相关

理论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3 ]已被列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的一项重要的内

容。 1.2 研究内容 

本论文着眼于物联网业务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研究物联网运营

平台的相关理论，并提出整体概念设计方案。以国内外物联网发展现状为

基础，了解物联网的特点及其业务拓展分析，进而深入研究物联网运营平

台，并详细提出物联网运营平台的概念设计方案 :首先，详述了物联网运

营平台的总体设计，包括需求分析、总体架构及功能框架 ;其次，详细叙

述了物联网应用系统接入设计和物联网终端接入设计 ;最后，介绍了企业

物联网应用场景，个人物联网应用场景。  

1 

中山大学成人教育本科毕业论文  

2 物联网发展现状及分析  



2 .1  物联网架构  

物联网是将各种信息传感设备 (如射频识别 (RF ID)装置、红外感应器、全

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 )与互联网结合起来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让所

有物品与网络连接在一起，方便识别、管理和监控，在此基础上实现融合

的应用，最终为

[4 ]人们提供无所不在的全方位服务。 

物联网架构分三层，分别是 :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具体如下图所示 :  

图2-1 物联网三层架构  

感知层实现全面感知，就是让“物”会“说话”，成为“智能物件”，将

其进行识别或数据采集 ;网络层实现识别和采集到的信息的可靠传递，就

是通过现有的五花八门的有线和无线通信网络将信息进行可靠传输 ;而应

用层对应智能处理，对感知采集上来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展示，进而进行控

制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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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物联网发展现状  

2 .2 .1  全球物联网发展现状  

物联网市场的发展将分三个阶段。2003 年到2009 

年是物联网市场的初创期，在这个阶段内，商业模式还处于摸索中，产业

关注的焦点普遍存在于新生纵向市场的开拓上，传统运营商占据主导地位

，在为行业客户提供定制个性化解决方案中，运营商的移动蜂窝网络具有

无可比拟的优势。  

随着第二阶段的到来，纵向市场将被打破，横向市场将得到发展，物联网

服务提供商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越来越多的网络类型都将应用于解决

方案当中，服务提供商将飞速增加。  

第三个阶段是成熟阶段，家庭和个人应用将成为物联网的主要力量，产业

链将整合，发展模式将简化。  

目前全球市场属于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中间段，已经出现了 Jasper  

Wire less  

和Wyless  

这样的全球化的物联网服务提供商，而传统电信运营商仍处于主导地位，

应用客户也以企业客户为主。  

物联网市场方面，2009年M2M模块的全球发货量达到4千万片，在201

3年将达到9千5百万片。同时，全球范围的统计，运营商在移动M2M上

收入在2008年达到30亿英镑，而到2012年，达到89亿英镑 ;预计2035

年前后，我国的物联网终端将达到数千亿个 ;到2050年，传感器将在生活

中无处不在。  



[5 ]  图2-1 M2M模块发货量预测(单位: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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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中国物联网发展现状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很多物联网产业也从中收益，很多政府部门

和企业就是采用物联网方案实现信息化，应用涉及到石化、零售、物流、

水利、医疗、汽车等行业。可以看出，我国近几年物联网的应用发展迅速

，以GPS 

技术或者有线网络为主，而基于移动通信应用则较少。目前阶段还是以政

府和企业应用为主，虽然使用相应业务的部门和企业不一定将其看作是物

联网业务，而只看作是单独的行业信息化应用，但是确实推动了我国物联

网应用市场的发展。  

与国外的产业发展状况相比，产业链环节有所缺失，特别是物联网服务商

等重要的环节。这说明，虽然我国物联网业务应用市场已经初具规模，但

产业还比较零散，市场尚处于摸索阶段，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我

国物联网产业的优势环节有电信运营商、系统集成商和通信模块商。  

2 .2 .3  运营商物联网发展现状  



物联网是继计算机、互联网与移动通信网之后的又一次信息产业浪潮，是

一个全新的技术领域，全球有1亿9千万的机器设备于2012年通过物联网

进行连

[6 ]接和共享信息。 

就当前而言，计算机和手持设备是 IT的主体，主要是上图中的内圈设备。

外圈中的物体的数量规模庞大，在未来将从各个维度从后台支撑人类的 IT

需求，物联网给 IT和通信带来了广阔的新市场。  

面对物联网的发展，全球主要运营商都从组织保障、产业链合作、业务应

用开发与服务方面加快了整体性布局和探索。  

2 .3  物联网业务拓展分析  

在国内市场，仅RFID市场领域，2009年中国市场规模就达50亿元，年

复合增长率为33%，其中电子标签超过38亿元、读写器接近7亿元、软

件和服务达到5亿元。因此催生的电信、信息存储处理、 IT服务整体解决

方案市场等等，更是极具潜力。物联网因此被视为比互联网大30倍的产

业，将会成为国内下一个上亿级的通信市场。  

物联网是一个巨大但挑战极大的市场，面对众多的行业市场，如何在产业

链中站稳并壮大，如何形成规模，如何标准化各种应用终端，如何利用平

台来占据产业链优势地位，如何与 ICT结合都是一道道难题。物联网市场

发展是一个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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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产业链复杂，作为物联网业务核心服务提供，电信运营商在物联

网产业发展中可起到龙头作用，能够轻而易举管理一个传感网络和通信网

络，从而增强他们现有的能力，成为物联网产业很好的整合者。  

下面就从行业应用、APRU值这两方面对我国电信运营商物联网业务拓展

进行分析。  



2 .3 .1  行业应用  

中国通信行业的行业应用市场经过近几年的培育，其经济、社会效果已经

显现，无论对于行业用户，还是对于电信运营商、系统集成商和设备制造

商，行业应用解决方案都给参与各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可以预见，行业应用将进入加速跑阶段。推动力一方面来自于3G的全面

发展，3G比2G、2 .5G具有更大的系统容量、更好的通信质量，能更好

地实现无缝漫游及为用户提供包括话音、数据及多媒体等在内的多种业务

，3G能够有效满足行业用户对移动办公、移动定位和远程控制等方面的

要求。此外，中国信息化的发展迅猛，信息化需求旺盛，这将在政策方面

推动行业应用市场的拓展。  

综观国际上的行业应用发展，电信运营商都是作为行业应用的整合者，但

行业应用的本身不是与运营商传统业务紧密相连，作为增值服务，与设备

厂商及行业应用提供商之间的合作需要多方博弈。  

行业领域都有长期合作的 IT服务提供商、系统集成商，他们是行业解决方

案的最主要提供者，具有丰富的系统开发与实施经验。建设物联网业务管

理平台，对应用、终端的管理和接入，实现使所有机器设备都具备联网和

通信能力的目标，就可突出电信运营商的优势。  

2 .3 .2  APRU 

据市场数据分析，  从2008 年到2010 年，  每个GSM/GPRS 

模块将从30 美元降到24 美元 ; EDGE 模块将从42 美元降到26 

美元 ;WCDMA 模块将从125 美元降到80 美元 ;CDMA1xRTT 

模块将从60 美元降到50 美元 ;CDMA EV-DO 

模块将从130 美元降到105 

美元。另外一些通信模块商为了降低模块价格和成本，在3G 

领域提供不支持HSPA 的UMTS 模块，因为很多物联网业务并不需

[7 ]。 要很高的带宽。通信模块价格的降低将对物联网市场有极大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随着电信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电信资费的下降已经成为了最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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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的趋势，其中也包含数据业务。电信数据业务资费的下降将带来物联

网业务更大的市场，并且不会直接引起物联网业务ARPU 

值的下降。因为随着宽带物联网的应用，物联网业务量将有所提升，比如

汽车信息通信将从车辆事故救助转变为车内信息服务，基于传感器网络的

安全防护系统将增加无线宽带视频监测等。电信数据业务资费的降低以及

物联网宽带新业务的应用将使物联网业务的ARPU 

稳定增长，并且有可能在几年后赶上话音业务的水平。来自ABI  

Research

公司的市场调研报告，分析了中国移动市场M2M模块供应商的战略对策

，并预

[8 ]测移动M2M模块运营和收入增长的时期从2010年到2016年。 

综合考虑，通信模块终端价格的电信数据业务价格的降低将使物联网业务

应用的门槛降低，以及物联网业务ARPU 

的稳定增长，将会促进电信运营商物联网业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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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物联网运营平台总体设计  

3 .1  需求分析  



物联网运营商发展物联网业务的主要模式，发展可大致分三个阶段。在第

一阶段，运营商将在全网终端管理平台尚未部署的情况下，以较为成熟的

应用快速落地部署 ;在第二个阶段，运营商将加快推进终端标准化，降低

终端生产成本，建设开放的物联网管理平台，并提升物联网业务的附加值

、建设标准化的行业应用 ;在第三个阶段，将探讨引入公用物联网终端接

入网络的可能性，这样，网络中的每一个物联网通信终端都可以为多个用

户的传感器网络所共享，最终形成一个电信级的“物联网”。在第三阶段

业务规模足够大的情况下，可探讨使用独立

[9 ]号段、独立载频单独为物联网应用提供服务的可能性。 

图3-1 :运营商物联网业务发展阶段  

目前，我国的物联网运营商都是处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迈进阶段。在现

阶段，物联网运营商建立物联网运营平台，引入各类物联网终端 (传感器 )

和行业应用SI，逐步形成以运营商为中心的物联网领域价值链，提升物联

网业务的价值，可带来更好的运营效益。  

同时，物联网运营商在物联网运营平台的基础上，抓住行业领域共性，推

出标准化的产品，降低成本，将可解决终端的接入和管理，降低物联网终

端的接入门槛，从长远来说对物联网业务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的。  

3 .2  物联网运营平台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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