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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09年8月，温家宝总理在无锡提出&ldquo;感知中国&rdquo;理念后，传感网概念随之在神州

大地升温。其实，传感网并不是新生事物，当前已经处于第四代传感网发展阶段，整个行业

也由前两年的热炒逐步趋于理性。

本报告在全面介绍传感网概念、核心技术、发展历程、发展环境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和研究

了传感网行业应用市场，并基于传感网行业调研，对国内传感网产业发展现状、市场格局和

竞争态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国内传感网产业发展前景进行了研判，并从战略和策略两个层

面，聚焦传感网产品发展提出了建议。

本报告的主要观点：

1.    目前，国内传感网产业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政策、经济、技术环境都有诸多利好因

素。

2.    传感网在环境监测、医疗健康、工业控制、设施管理、智能城市、智能交通、智能楼宇、

智能家居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

3.    传感网的规模应用尚需时日，当前存在着政策环境有待完善和优化、业界标准有待统一、

核心技术有待突破、产业链有待整合、商业模式有待创新等方面的问题和发展障碍，面临着

来自技术和市场的双重挑战。

4.    传感网大发展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也将是产业一次重新 &ldquo;洗牌&rdquo;的过程，

那些拥有核心技术、不断创新商业模式的企业将会掌握产业链话语权。

5.    传感网行业的竞争将是全方位的竞争：产业链上下游间的竞争、国企与外企的竞争、国企

之间的竞争、不同标准间的竞争、不同技术制式间的竞争等。

6.    国内传感网市场潜力巨大。预计到2015年，国内传感网/物联网整体市场规模将达到7500亿

元，国内传感器市场年平均销售增长率将达30%，有望达3000亿元以上的规模。

7.    产品开发战略建议：根据用户潜在需求，广泛研究竞争对手优势和弱项，不断进行产品质

量改进和新产品开发。一是正确选择产品开发方向；二是有效确定目标市场；三是不断改造

和优化产品开发体系。

8.    产品组合战略建议：本着主副分明、减少盲目、确立优势、着眼长远的原则，从产品前景

和企业资源匹配度两个维度对产品进行评估，确保所有业务单元之间的资源共享和形成合力

。

9.    产品营销战略建议：宏观层对营销组合变量（价格、产品、广告等）综合运用；中观层对



营销组合中某个要素方式进行抉择；微观层确立某个具体的营销决定。

10.    具体策略建议：

①    坚守核心市场，聚焦战略主业

②    整合优质资源，打造明星产品

③    提升经营能力，善用人才资源

④    明确品牌形象，主打产业&ldquo;低碳&rdquo;牌

⑤    密切跟进业内动态，最大限度规避风险

本报告还对国家传感网标准工作组（WGSN）进行了全景式研究。

最后部分重点介绍了国内部分主要的传感网企业，梳理了其产品线，并基于企业发展现状、

态势及中心对行业的理解，客观、独到地分析了各自的成长性和发展战略。

 

目录

第一章    传感网概述    

1.1.    传感网概念    

1.2.    传感网简介    

1.2.1.    发展历程    

1.2.2.    应用领域及前景    

1.2.3.    传感网与物联网    

1.3.    传感网的发展现状    

1.3.1.    国际传感网的发展现状    

1.3.2.    国内传感网的发展现状    

第二章    传感网产业发展环境    

2.1.    政策环境    

2.1.1.    国家层面对传感网发展高度重视    

2.1.2.    相关部委多次出台传感网相关发展政策    

2.1.3.    地方政府积极规划传感网发展并出台相关扶持政策    

2.2.    经济环境    

2.2.1.    国内经济保持持续、快速的发展    

2.2.2.    低碳经济的要求为传感网发展提供了良机    

2.3.    技术环境    

2.3.1.    国内具备传感网技术研发基础    



2.3.2.    国内具备传感网技术产业化能力    

第三章    传感网技术及标准发展    

3.1.    传感器技术简介    

3.1.1.    定义与概念    

3.1.2.    传感器分类    

3.2.    传感网相关技术介绍    

3.2.1.    数据采集    

3.2.2.    网络拓扑控制    

3.2.3.    网络融合    

3.2.4.    协同信息处理    

3.2.5.    时间同步    

3.2.6.    定位技术    

3.2.7.    数据管理    

3.2.8.    网络安全    

3.3.    传感网相关标准情况    

3.3.1.    传感网标准体系框架    

3.3.2.    传感网相关标准简介    

3.4.    无线传感网（WSN）发展情况    

3.4.1.    无线传感网（WSN）国内发展概况    

3.4.2.    无线传感网（WSN）行业用户应用情况    

3.5.    传感网标准工作组（WGSN）    

3.5.1.    传感网标准工作组介绍    

3.5.1.1.    WGSN简介    

3.5.1.2.    WGSN章程    

3.5.1.3.    WGSN工作规范    

3.5.1.4.    WGSN组织机构    

3.5.1.5.    WGSN成员单位    

3.5.1.6.    联系信息    

3.5.1.7.    WGSN项目组设置    

3.5.2.    WGSN传感网标准研发现状    

3.5.2.1.    WGSN标准研发计划    

3.5.2.2.    WGSN最新动态    



第四章    传感网产业行业应用市场    

4.1.    环境监测领域    

4.1.1.    市场状况及规模    

4.1.2.    应用案例    

4.1.2.1.    案例1：矿井环境监控    

4.1.2.2.    案例2：生态环境监测    

4.1.2.3.    案例3：污水处理的水质监控    

4.1.2.4.    案例4：地质灾害（山体滑坡）预防监测    

4.1.2.5.    案例5：生物传感器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    

4.2.    医疗健康领域    

4.2.1.    市场状况及规模    

4.2.2.    应用案例    

4.2.2.1.    案例1：&ldquo;佩戴式&rdquo;医疗健康护理监测    

4.2.2.2.    案例2：智能医疗病房    

4.2.2.3.    案例3：智能型医疗器械    

4.2.2.4.    案例4：基于无线医疗传感器的健康手机    

4.2.2.5.    案例5：医疗假体应用    

4.2.2.6.    案例6：未来衣服将安装传感器监控人体健康    

4.3.    工业控制领域    

4.3.1.    市场状况及规模    

4.3.2.    应用案例    

4.3.2.1.    案例1：基于传感网技术的无线智能抄水表系统    

4.3.2.2.    案例2：传感器在数控机床上的应用    

4.3.2.3.    案例3：传感器在汽车中的应用    

4.3.2.4.    案例4：位移传感器在高精度胶水涂布机中的应用    

4.3.2.5.    案例5：测温电缆在工业消防系统中的应用    

4.3.2.6.    案例6：化学传感器在石化工业中的应用    

4.4.    设施管理领域    

4.4.1.    市场状况及规模    

4.4.2.    应用案例    

4.4.2.1.    案例1：建筑物强度结构健康监测    

4.4.2.2.    案例2：桥梁强度结构健康监测    



4.4.2.3.    案例3：博物馆智能防盗系统    

4.4.2.4.    案例4：展览会场的保安系统    

4.4.2.5.    案例5：传感器在汽车防盗系统中的应用    

4.5.    城市智能管理    

4.5.1.    应用案例    

4.5.1.1.    案例：平安城市安防传感网应用系统    

4.6.    交通管理领域    

4.6.1.    市场状况及规模    

4.6.2.    交通管理应用需求    

4.6.3.    应用案例    

4.7.    智能楼宇领域    

4.7.1.    主要需求分析    

4.7.2.    应用案例    

4.7.2.1.    案例1：智能楼宇的安全性方案    

4.7.2.2.    案例2：智能楼宇的照明控制    

4.8.    智能家居领域    

4.8.1.    智能家居概念    

4.8.2.    市场状况及规模    

4.8.3.    应用案例    

4.8.3.1.    案例1：智能家居解决方案一    

4.8.3.2.    案例2：智能家居解决方案二    

第五章    中国传感网产业面临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5.1.    中国传感网发展面临的问题    

5.1.1.    政策环境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5.1.1.1.    需要加大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力度    

5.1.1.2.    需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5.1.1.3.    需要引导社会资金流入传感网产业    

5.1.1.4.    需要建立产学研联合攻关体制    

5.1.1.5.    需要优化人才的培养和利用机制    

5.1.1.6.    需要加快传感网领域相关立法工作进度    

5.1.2.    传感网标准制订需要进一步加快    

5.1.3.    传感网核心技术有待突破    



5.1.4.    产业链需要整合，商业模式尚未成熟    

5.2.    发展传感网的意义    

5.2.1.    促进中国&ldquo;科技强国&rdquo;发展战略    

5.2.2.    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5.2.3.    极大地带动相关产业的互相促进与发展    

5.3.    中国传感网产业发展趋势    

5.3.1.    产业标准制订进一步加快    

5.3.2.    产业链不断整合和变革    

5.3.3.    商业模式不断被创新    

第六章    传感网产业及竞争分析    

6.1.    传感网产业市场格局与竞争趋势    

6.1.1.    传感网产业链分析    

6.1.2.    芯片产业市场格局及竞争态势    

6.1.2.1.    芯片厂商的产品策略对产业链的影响    

6.1.2.2.    芯片产业主要竞争者分析    

6.1.3.    传感网技术竞争分析    

6.1.3.1.    &ldquo;WSN&rdquo;VS有线传感网    

6.1.3.2.    &ldquo;WSN&rdquo;VS遥感    

6.1.3.3.    &ldquo;WSN&rdquo;VS&ldquo;GPRS&rdquo;    

6.2.    传感网行业发展的促进因素    

6.2.1.    技术驱动    

6.2.1.1.    MEMS传感器的发展    

6.2.1.2.    AD-HOC技术的发展    

6.2.1.3.    低功率射频芯片的发展    

6.2.2.    需求推动    

6.2.3.    政策促动    

6.3.    传感网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6.3.1.    技术挑战    

6.3.1.1.    延长节点工作时间    

6.3.1.2.    标准化    

6.3.1.3.    增加通信距离    

6.3.1.4.    节点小型化    



6.3.2.    市场挑战    

6.3.2.1.    市场需求的挖掘    

6.3.2.2.    成熟商业模式的建立    

6.3.2.3.    形成成熟的行业应用    

6.3.2.4.    寻找最合适的应用场景    

6.4.    中国传感网行业的监管机制    

6.5.    中国传感网市场状况及发展态势    

6.5.1.    市场现状    

6.5.2.    发展态势研判    

6.5.3.    发展规模预测    

6.6.    传感网产业的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6.6.1.    战略层面    

6.6.1.1.    产品开发战略    

6.6.1.2.    产品组合战略    

6.6.1.3.    产品营销战略    

6.6.2.    策略层面    

6.6.2.1.    坚守核心市场，聚焦战略主业    

6.6.2.2.    整合优质资源，打造明星产品    

6.6.2.3.    提升经营能力，善用人才资源    

6.6.2.4.    明确品牌形象，主打产业&ldquo;低碳&rdquo;牌    

6.6.2.5.    密切跟进业内动态，最大限度规避风险    

第七章    传感网相关企业介绍    

7.1.    无锡信大气象传感网科技有限公司    

7.1.1.    公司概况    

7.1.2.    企业产品介绍    

7.1.3.    企业成长性分析    

7.1.4.    发展战略    

7.2.    美新半导体（无锡）有限公司    

7.2.1.    公司概况    

7.2.2.    企业产品介绍    

7.2.3.    企业成长性分析    

7.2.4.    发展战略    



7.3.    无锡睿网科技有限公司    

7.3.1.    公司概况    

7.3.2.    企业产品介绍    

7.3.3.    企业成长性分析    

7.3.4.    发展战略    

7.4.    中科南扬传感网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7.4.1.    公司概况    

7.4.2.    企业产品介绍    

7.4.3.    企业成长性分析    

7.4.4.    发展战略    

7.5.    中兴智能交通（无锡）有限公司    

7.5.1.    公司概况    

7.5.2.    企业产品介绍    

7.5.3.    企业成长性分析    

7.5.4.    发展战略    

附件一：《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传感网标准工作组章程》    

附件二：《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传感网标准工作组工作细则》    

附表1：《传感网标准工作组成员单位申请表》    

附表2：《新项目组建议表》    

附表3：《项目组成员申请表》    

附表4：《新工作项目建议表》    

附表5：《项目组召集人申请表》    

附件三：WGSN成员表（2011年6月）    

参考文献    

 

图表目录

图表1：传感网概念示意图    

图表2：传感网发展历程示意图    

图表3：传感网标准体系框架    

图表4：传感网IEEE 802.15.4 及 ZIGBEE 协议栈架构    

图表5：WGSN组织机构设置图    

图表6：WGSN传感网标准研发计划表    



图表7：智能交通信息采集的无线传感网结构    

图表8：传感网智能家居应用示意图1    

图表9：传感网智能家居应用示意图2    

图表10：传感网产业链示意图    

图表11：有线传感网与WSN竞争优劣分析    

图表12：遥感技术与WSN竞争优劣分析    

图表13：GPRS技术与WSN竞争优劣分析    

图表14：2010年国内物联网主要行业市场规模（亿元）及份额    

图表15：2010年国内传感器分领域市场份额    

图表16：传感网市场发展态势研判    

图表17：国内物联网产业总体市场规模预测（亿元）    

图表18：国内物联网产业分行业规模预测（亿元）    

图表19：国内传感器市场总体规模发展预期（亿元）    

 

  详细请访问：http://www.bosidata.com/qtIT1203/C347750TQV.html

http://www.bosidata.com/qtIT1203/C347750TQV.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