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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智慧社会与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一起被正式写进报告，

并提出要推进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何把握创新 2.0 的时代机遇，利用物联网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形成的新网络、新数据环境，推动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是落实十九大精神的重要课题。 

 

一、智慧社会：创新 2.0 时代的社会新形态 

Smart Society: New Type of Society in Era of Innovation 2.0 

以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创新形态的演变，并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社会形

态的深刻变革。智慧社会是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是新网络、新

数据条件下面向创新 2.0 的社会新形态。智慧社会强调基于以物联网为代表的新网络、新数据环境，

汇聚大众智慧和群众力量，激发社会活力，将人民生活、工作、交往的社会空间作为开放的众创空间，

推动社会创新，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各方参与协同众创，推进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创新，实现让人民

生活更加美好的愿景。 

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智慧社会的重要物质技术，而与信息时代、网络社会相适应的以人为

本、数字支撑、创新驱动的创新 2.0 形态是智慧社会的核心。智慧社会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创新 2.0，

是以“以人民为中心”为理念，以城乡一体化和数字公平为基本原则，兼顾顶层设计和大众创新的社

会发展和社会运行模式。我国智慧社会将在新型智慧城市发展实践基础上，统筹考虑“供给端”与“需

求端”的深入融合，最大限度释放智能化发展社会红利，探索自顶向下与自底向上相融合的社会发展

与治理新模式。  

智慧社会是未来社会形态的新蓝图。发展智慧社会是提高我国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

化水平的必然选择，也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的必然选择。因此，智慧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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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应既能促进我国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创新型国家，又能在智慧化管理和服务中兼顾

城乡差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各项需求、普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在其

中扮演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物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集大成 

Internet of Things: Integration of New Generation of ICT 

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催生了以用户

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

特征的面向知识社会的创新 2.0，而创新

2.0 又反过来作用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形态

的形成与发展，重塑了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新形态。 

物联网通过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实时

采集任何需要监控、连接、互动的物体或

过程等各种需要的信息，与互联网结合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以实现物与物、物与人，所有的物品与

网络的连接，方便识别、管理和控制。物联网基于感知技术，融合了各类应用的服务型网络系统，其

特征在于感知、互联和智能的叠加，将各种不同类型的网络全面互联，通过传感器节点和城市基础设

施感知环境、状态、位置等信息，有指向性地进行网络资源的连接和信息融合，采集和存储着物理与

虚拟的海量信息，通过分析处理与决策，完成从信息到知识、再到控制指挥的智能演化，实现处理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物联网与传统互联网相比，有四个鲜明的特征。 

首先，它是各种感知技术的广泛应用。物联网上部署了海量的多种类型传感器，每个传感器都是

一个信息源，不同类别的传感器所捕获的信息内容和信息格式不同。传感器获得的数据具有实时性，

按一定的频率周期性的采集环境信息，不断更新数据。 

其次，它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上的泛在网络。物联网技术的重要基础和核心仍旧是互联网，通过

各种有线和无线网络与互联网融合，将物体的信息实时准确地传递出去。在物联网上的传感器定时采

集的信息需要通过网络传输，由于其数量极其庞大，形成了海量信息，在传输过程中，为了保障数据

的正确性和及时性，必须适应各种异构网络和协议。 

再次，物联网不仅仅提供了传感器的连接，其本身也具有智能处理的能力，能够对物体实施智能

控制。物联网将传感器和智能处理相结合，利用云计算、模式识别等各种智能技术，扩充其应用领域。

从传感器获得的海量信息中分析、加工和处理出有意义的数据，以适应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发现新

的应用领域和应用模式。 

最后，物联网的精神实质是提供不拘泥于任何场合，任何时间的应用场景与用户的自由互动，它

依托云服务平台和互通互联的嵌入式处理软件，弱化技术色彩，强化与用户之间的良性互动，更佳的

用户体验，更及时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建模，更自如的工作和生活，是通往智能生活、智慧社会的物理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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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通过智能感知、识别技术与普适计算、泛在网络的融合应用，被称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典

型代表，是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世界信息产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度

集成和综合运用。物联网是互联网应用的拓展，是创新 2.0 时代下一代互联网的特征；云计算是物联

网的基石，支撑了基于创新 2.0 的大众参与的计算模式；物联网还催生了大数据，为以用户为中心、

从封闭的实验室创新转变为以社会为舞台的开放创新提供了新机遇。 

 

三、创新 2.0：物联网发展的灵魂 

Innovation 2.0: Soul of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Things 

邬贺铨院士认为，“与其说物联网是网络，不如说物联网是业务和应用”。物联网对应用牵引、用

户体验的强调也使得业界越来越形成一种共识：应用创新是物联网发展的核心，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的

创新 2.0 是物联网发展的灵魂。 

物联网发展所形成的新网络、新技术环境，改变了传统的用户体验设计。传统的用户体验通常经

特定设计、在特定的实验环境，在实验室中进行。而物联网及移动泛在技术的发展，使得技术创新形

态发生转变，以用户为中心、以社会实践为舞台、以人为本的创新 2.0 形态正在显现，实际生活场景

下的用户体验也被称为创新 2.0 模式的精髓。信息技术领域所逐渐熟知的用户体验设计也正从二维屏

幕 UI 设计，转化为实际生活中的三维真实环境交互设计，以真实生活场景中的用户为中心进行设计、

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的创新 2.0 模式，如 Living Lab 生活实验室及 Fab Lab 微观装配实验室，将给智

慧社会建设带来新的机遇。 

中国互联网的先驱及最早组建者陆首群

教授在阐述创新 2.0 时认为，虚拟网络空间

的形成与发展是创新 2.0 形成的背景，而创

新 2.0 机制正是借助虚空（Cyber）之力重

构或创新实空（Physical）业态。物联网作为

了融合虚拟数字空间和实体物理空间的技

术，不仅将继续推动创新 2.0 及各种众创模

式的深入发展，也将在创新 2.0 模式的引领

下实现应用牵引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创新 2.0 时代物联网的发展，让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互联，每一个人和物不仅是数据的使用

者，更是数据的生产者，物联感知数据围绕人的各种生产、生活而产生，数据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数据

样本而是广阔社会空间的全数据。无所不在的网络、无所不在的计算、无所不在的数据、无所不在的

感知、无所不在的知识，一起推进了无所不在的创新，推动了创新 2.0 的形成和“互联网+”的演进

与发展，推动了数字向智能再向智慧的演进。 

 

四、基于物联网与创新 2.0 的城域开放众创空间 

City as an Open Mass Innovation Space Based on Internet of Things and Innovation 2.0 

物联网的发展融合了虚拟和实体空间，进一步推动了创新的民主化进程，重新定义了创新中用户

的角色、应用的价值、协同的内涵和大众的力量，推动了全球创客运动以及众创的浪潮。创新 2.0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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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放置在复杂性科学的视野下，被认为是科学 2.0、技术 2.0、管理与制度 2.0 协同作用推动的。

在科学 2.0 方面，依托跨领域专家与大众的参与，以科学研究为先导，强化知识管理、强化科学研究

与教育培训及科学传播的融合。在技术 2.0 方面，由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双螺旋驱动的技术创新，以

标准化为轴心，强化政用产学研一体的需求与价值实现。在管理与制度 2.0 方面，现代科技引领的管

理与制度创新则以数字化、信息化为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引领的管理创新为其典型特征，强化管理

与制度的重塑。 

技术发展带来的创新形态演变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引发了新产业革命，激发了大

众创造。克里斯•安德森在《长尾理论》一书中对精英创造到大众创造时代的演变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埃里克•冯•希普尔在《民主化创新》一书中则进一步提出面向知识社会的创新 2.0 正在推动创新的民

主化进程，大众创造、大众创新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创客、众创的蓬勃兴起，展现了基于城域开放众创

空间构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智慧社会的新图景。 

应对知识社会创新 2.0 机遇，国内外就众创空间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北京的“三验”AIP 应用

创新园区作为国内最早的城域开放众创空间探索，与欧盟的 Living Lab 生活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的

Fab Lab 微观装配实验室两大城域开放众创空间探索一起，被称为三大典型的创新 2.0 模式，为新型

智慧城市建设、智慧社会建设提供了借鉴。 

城市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舞台。物联网在城市建设与管理中的应用构

建了与实体物理城市相映射的虚拟数字城市，也带动了创新 2.0 视野下的智慧城市新发展。在物联网

技术的支撑下，以社会为舞台，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协同创新、大众创新为特点的创新 2.0 正在

推动将整个城市市民生活、工作、交往的社会空间构建成一个开放的众创空间，推动了城域开放众创

空间（City as an Open Mass Innovation Space）的探索与实践，也为基于物联网应用推进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推进智慧社会发展提供了新视野。 

 

五、万物互联迈向智慧社会 

Inter-Connection of Everything and People towards Smart Society 

物联网技术对社会的数字化、开放化、智慧化及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物联网是创新

2.0 时代社会智慧化的技术实现平台；另一方面，社会智慧化是物联网技术的具体应用载体；更为重

要的是，万物互联的数字化进程将进一步赋能开放众创，推动人们现有生活方式、社会经济、产业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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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合作形态的颠覆性发展，构建新网络、新数据条件下面向创新 2.0 的社会新形态。 

创新 2.0 时代的智慧社会不仅强调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更强调通过人的联网、物的

联网、数据的联网、思想的联网实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创新，强调依托城域开放众创空间等众创新生

态的营造推进创新 2.0 时代的群众路线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实践。在这个基于万物互联的智

慧社会建设进程中，物联网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物联网通过全面透彻感知、宽带泛在互联、智能

融合应用，为形成以市民为中心、城市社会为舞台的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提供

支持，将以人为本的价值实现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实现城市管理者、市场、社会多方协同的公共价

值塑造和独特价值创造，让公众在智慧社会的创新中感到更快捷、更便利、更文明、更和谐，实现多

元主体的协调互动，物联网推动构建智慧社会，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实现“人民生活更美好”

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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