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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及目的

研究背景及主要研究发现

• 互联网产业正朝向“万物互联”的新时代发展，网络通信技术在传输速率、带宽容量等方面的技术革新为海

量设备的联网奠定基础。随着传感器、模组、芯片等技术发展成熟，设备的连接成本降低，联网设备的数量

将进一步增加。

• 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企业数智化转型需求推动，物联网在各垂直行业的渗透程度

加深，互联网科技企业、通信企业、IT服务企业、传统行业中的龙头企业等纷纷布局物联网业务。

• 亿欧智库认为，不同企业在发展物联网业务时采取的策略有所不同，横向对比分析不同企业的不同策略具有

一定的研究价值，且对计划布局物联网业务或是拓展物联网业务的企业有一定借鉴意义。

• 企业结合自身特色、资源及核心优势，切入物联网的不同环节，进而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

• 企业物联网业务主要有两大发展路径：（1）首先发展消费级物联网（智能硬件），继而构建物联网设备连接

管理平台；（2）首先发展企业级物联网（物联网平台），赋能行业及企业，后逐步拓展智能硬件产品和智慧

生活场景。

• “万物互联”时代能衍生的应用场景很多，仅凭几家企业无法完全覆盖，物联网行业整体的创新和发展，需

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推动。

• 随着物联网平台技术门槛变低，平台产生的数据成为核心价值，如何利用数据发展可持续产品，逐渐成为物

联网发展的关键。

主要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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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 巨头企业 — 指技术能力较强、企业影响力较大，体量较大且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企业。在参与物联网（IoT）行业的多种角色中，

报告重点关注通信企业、互联网科技企业和IT服务企业，并从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5家，在报告第三章中对他们的物联网业务布局进

行详细的研究分析，选择巨头企业时重点考虑的因素包括：（1）企业的关键产品、战略规划、发展路径具有代表性和自身特色；

（2）企业对物联网行业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作用；（3）企业的物联网业务涉及产业链多个环节；（4）中国市场是企业的发展重点

之一或对中国企业的物联网业务发展有较大影响；（5）企业的核心业务或者说企业基因存在共同点，对比企业的物联网业务发展路

径有意义。最终选择5家企业，国内企业包括阿里巴巴、华为和小米，国外企业包括亚马逊和苹果。

• 物联网 — Internet of Things，中文称为物联网，可简单解释为“物物相连的互联网”，是一种在互联网基础上延伸及扩展到物与

物之间并进行信息交换与通信的网络。报告正文会具体阐述物联网概念的发展。

• 布局 — 指对事物的全面规划和安排。在此报告中表示企业为发展物联网业务而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包括制定的战略规划、积累的

技术能力、提供的应用服务、开发的相关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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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术语解释

• LPWAN：Low-Power Wide-Area Network，低功率广域网络，也称为LPWA或LPN，是一种用在物联网，可以用低传输速率进

行长距离通讯的无线网络。

• NB-IoT：Narrow Band-Internet of Things，窄带物联网。是2015年9月在3GPP标准组织中立项提出的一种新的窄带蜂窝通信

LPWAN技术。其核心是面向低端物联网终端（低耗流），适合广泛部署在智能家居、智慧城市、智能生产等领域。

• LoRa：Long Range Radio，远距离无线电，是由Semtech开发的低功耗广域网络协议，在同样的功耗下比传统的无线射频通信距

离扩大3-5倍，实现了低功耗和远距离的统一。

• IPv6：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互联网协议第6版），是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设计的用于替代IPv4的下一代IP协议。

• Wi-Fi 6：原称，802.11.ax，是Wi-Fi标准的名称。2019年9月16日，Wi-Fi联盟宣布启动Wi-Fi 6认证计划。

• MEMS：全称是微型电子机械系统（Micro-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指可批量制作的，将微型机构、微型传感器、微型

执行器以及信号处理和控制电路、直至接口、通信和电源等集成于一块或多块芯片上的微型器件或系统。而MEMS传感器就是采用

微电子和微机械加工技术制造出来的新型传感器。

• SoC：系统级芯片或片上系统（System on a Chip），国内外学术界一般倾向将SoC定义为将微处理器、模拟IP核、数字IP核和存

储器（或片外存储控制接口）集成在单一芯片上，它通常是客户定制的，或是面向特定用途的标准产品。

• MCU：微控制单元（Microcontroller Unit），又称单片微型计算机（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或者单片机，是把中央处

理器（CPU）的频率与规格做适当缩减，并将内存（memory）、计数器（Timer）、USB、A/D转换、UART、PLC、DMA等周

边接口，甚至LCD驱动电路都整合在单一芯片上，形成芯片级的计算机，为不同的应用场合做不同组合控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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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ckground and the status of
Internet of Things（IoT）

物联网行业发展背景及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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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物联网概念的演变和发展，从物联网行业形成的“端-边-管-云-用”五层架构及主要参

与企业两个方面说明物联网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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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物联网行业发展背景和现状
1.1 物联网的概念发展Internet of Things（IoT）中文解释为物联网，其概念从提出

到确定和发展，覆盖范围和涉及的信息感知技术在不断拓展

• Internet of Things：简称为IoT，中文翻译为“物联网”，可简单解释为“物物相连的互联网”，是一种在互联网基础上延伸及扩展

到物与物之间并进行信息交换与通信的网络。

• IoT在技术层面又称传感网，指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

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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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未引起重视

正式提出
阐明基本含义

概念扩展
覆盖范围拓展

获得关注
各国提出相关概念

• 1991 年 ， 美 国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的

Kevin Ash-ton教

授提出物联网概念。

• 1995 年 ， Bill

Gates在《未来之

路》一书中构想物

物互联的场景。

• 1999年，MIT Auto-ID中

心Ashton教授在研究射频

识 别 （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时

提出物联网定义。

• 定 义 ： 把 所 有 物 品 通 过

RFID和条码等信息传感设

备与互联网连接起来，实

现智能化识别和管理。

• 2005 年 ， 国 际 电 信 联 盟

（ITU）发布报告《ITU互联

网报告2005：物联网》，正

式提出概念“The Internet

of Things” ，中文翻译为物

联 网 ， 并 指 出 无 所 不 在 的

“IoT”通信时代即将来临。

• 定义：由人到人（H2H）、

人到物（H2T）拓展至物到

物（T2T）之间的互联。

• 2009年，IBM“智慧地球”战略

指出，将新一代IT技术充分运用

在各行业中，即将感应器嵌入或

装备到电网、铁路等物体中，并

被普遍连接，形成“物联网”。

• 2009年，欧盟提出物联网定义：

未来互联网的组成部分，基于标

准和可互操作的通信协议，且具

有自配置能力的、动态的全球网

络基础架构。

• ITU 在 2012 年 出 版

的《物联网概述》

中提出，IoT可视为

信息社会全球基础

设施（通过物理和

虚拟手段）将基于

现有和正在出现的、

信息互操作和通信

技术的物质相互连

接并提供服务。

创新发展
拓展智能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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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革新的本质是连接主体和连接方式的变化，万物实现联
网是未来的趋势，而支持设备连接的网络也正经历革新

• 第一代互联网，本质是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的联网，人通过机器访问互联网信息，主要媒介是各种信号线（网络线）；第二代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可移动设备蓬勃发展，网络的传输由固定线路向无线电波发展，本质是人和人的联网。伴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民数量在逐渐增多，但随着人口红利逐渐用尽，代表两个时代的PC设备和智能手机出货量增长见顶。网络通

信技术和设备连接技术进一步发展，新一代互联网将实现各种设备连接上网， 向“万物互联”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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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物联网发展现状
1.2 物联网行业发展背景

基础设施

全球物联网设备连接数量快速增长，物联网部署成本大幅下降
从基础设施层面支持联网设备的持续增长

9

• 在“万物互联”的发展趋势下，全球物联网设备连接数量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据GSMA公布的数据，自2010年至2019年，全球物

联网设备数量的年复合增长率达22%，2019年设备连接数量达120亿。报告预测，到2025年物联网设备连接量将达246亿。

• 随着传感器、网络通信等技术的发展，全球传感器平均单价持续走低（2018年相对2010年下降幅度超过100%），宽带费用不断下

降，物联网部署成本的大幅降低，从基础设施层面支持了设备连接数量的持续增长。

亿欧智库：2010~2018年全球传感器销售量及平均单价

数据来源：G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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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物联网发展现状
1.2 物联网行业发展背景

技术支持

“万物互联”时代有赖于5G通信、云计算、AI、大数据等核心
技术支持

10

泛在连接能力支持： 物联网网络基础设施迅速完善， 互联效率不断提升

计算能力提升：提升智能和安全性

➢ 云计算的前沿技术：混合云技术（模块化的横向扩展）、超融合技

术（解决存储设备容量、性能与计算能力不匹配的问题）、边缘计

算技术（解决中心能力、网络延迟、传输能耗、隐私保护等问题）

信息处理技术：数据价值延伸

➢ 大数据技术：将内含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

➢ 人工智能技术：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平台完成深度学习进化

• 物联网设备不断增多的同时，网络及通信技术也在迭代发展，以支持海量设备同时联网。现阶段，IoT设备连接依赖于智能手机或Wi-

Fi，为提高设备的灵活性和便携性，电源、功耗、操作系统等方面的技术升级正在进行。同时，物联网行业产品和应用的创新发展依

赖相关底层技术，例如数据存储需要云计算技术的支持，IoT设备智能化需要AI、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支持等。

IPv4 IPv6

IP地址规模 32位 128位

配置 手工或DHCP 自动配置

服务质量
QoS

无法识别数据
流实施QoS

新增20位流
通字段

安全 IPsec可选 新IPsec协议

Wi-Fi5 Wi-Fi6

总宽带 2.4Gbps 9.6Gbps

连接设备 5-10个设备 50台设备

网络延迟 30ms 20ms

低功耗 需搜索信号 与终端通讯

➢ 网络、通信技术发展：提高速率、容量、连接量；降低功耗、延迟等，包括5G、Wi-Fi6、IPv6、LoRa、NB-IoT、Zigbee等

➢ 5G技术的三大业务场景中的海量机器类通信（mMTC）包括窄带物联网（NB-IoT）和增强机器类通信（eMTC），可适应大规模的物联网应用

图：5G的业务场景
来源：ITU

IPv6和Wi-Fi6的技术发展

注释：报告Page 4的专业术语解释部分详细介绍了Wi-Fi6、IPv6、NB-IoT、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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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斥资推进物联网战略，中国致力于实现“十三五”规划的
物联网发展目标

11

➢ 2009年奥巴马政府提出将以物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和新能源作为

振兴经济、确立美国全球竞争优势的关键战略，即美国物联网战略。

➢ 资金支持：2015年，美国政府宣布投入1.6亿美元推动智慧城市计

划；美国能源部组建“智能制造创新机构”，投入7000万美元推

动先进传感器、控制器、平台和制造建模技术的研发。

• 国家五大新兴战略性产业之一*；2010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 2013年年初，《国务院关于推进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正式发布，成立物联网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和专家咨询委员会；

• 发展规划：《物联网发展专项行动计划（2013-2015）》；《物联

网发展规划（2016-2020年）》；

• 产业政策：“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强调物联网发展的重要性；

• 资金支持：中央财政连续4年安排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
✓ 2009年6月，欧盟提交《物联网—欧洲行动计划》为题的公告；

✓ 2015年成立物联网创新联盟，投入5000万欧元。

数据来源：G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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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
十三五期末
目标值

完成情况 完成度（%） 时间节点

物联网总体产业规
模（万亿）

1.5 1.33 88.7% 2018年底

公众网络M2M连
接数（亿）

17 5.4 31.8% 2018年6月底

特色产业集聚地
（个）

10 5 50.0% 2019年6月底

产值超10亿的骨
干企业（家）

200 120 60.0% 2018年6月底

制定国家和行业标
准（项）

200 81 40.5% 2018年6月底

亿欧智库：中国物联网行业指标完成情况表

2018年，物联网对全球
经济的贡献约1750亿美
元，占GDP的0.2%。

• 各国提出发展物联网的战略部署，从资金、政策等层面支持产业发展。现阶段，各国物联网发展已初见成效，对经济发展有一定贡献。

注释*：2009年11月3日上午，温家宝发表题为《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
的讲话，其中关于我国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明确提及物联网。

Part.1 物联网发展现状
1.2 物联网行业发展背景

政策支持

数据来源：中国信通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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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行业经过不断发展形成“端-管-边-云-用”五层架构，
巨头企业对端、云、用层级的布局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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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物联网发展现状
1.3 物联网行业架构拆解

边 • Intel

边缘计算硬件载体

• 诺基亚• ARM

• 华为 • 爱立信

• 思科 • 戴尔

• 惠普• 中信

• 新华三

• 研华科技

• 施耐德

• AWS IoT Greengrass

边缘计算平台软件

• Azure IoT Edge

• 阿里Link Edge

• 西门子Industrial Edge

• 华为IEF

• 国讯芯微NECRO

端 芯
片

通信芯片

AI芯片

控制芯片

高通、华为海思、紫光展锐、联发科、松果电子、翱
捷科技、Semtech、Marvell、微芯科技、芯科科技

Intel、英伟达、地平线、平头哥、寒武纪、异构智
能、AMD、赛灵思、深鉴科技

德州仪器、瑞萨、ST、瑞芯微、英飞凌、复旦微

感
知
技
术

通信芯片 博世、霍尼韦尔、楼氏电子、欧姆龙、瑞声
科技、汉威电子、歌尔声学、苏州敏芯

识别技术 • 语音：科大讯飞、思必驰
• 生物：旷视科技、商汤科技、格灵深瞳、

燕南科技、中科虹霸、汇顶科技
• 射频识别：瑞章科技、远望谷、信达物联

操
作
系
统

• ARM Mbed
• Win10 IoT
• 华为LiteOS
• Google Fuchsia
• AliOS Things
• FreeRTOS
• Tizen

电源管理

其
他

Tadiran、
Imprint

天线 信维通信、
维力谷

屏幕 京东方

管

短程通信
• WiFi/BLE/Zigbee：新华三、思科、锐

捷网络、上海庆科、顺舟智能、司南物
联、汉枫科技、银河风云、TP-Link

• UWB：Decawave、清研科技、联睿电
子、精位科技、中电昆辰、恒高科技

• 通信方案：克拉科技、慧联无限、升哲
科技、利达尔、艾森智能、唯传科技、
智城网络、博大光通、门思科技

• 运营：中安云网、罗万信息、劳拉物联、
东方明珠、华数传媒

非授权频谱无线连接
广域通信

• 工业级无线：映翰通、四信、鲁邦通、
宏电

• 通用模组：上海移动、日海物联、移
柯通信、高新兴、骐俊股份、广和通、
有方科技、美格智能、宽翼通信

模组 金雅拓、捷德、果通通信科技eSIM

华为、中兴、爱立信、诺基亚

运营商 中国移动、联通、电信、沃达丰

设备商

Jasper、DCP、GDSP、OneLink运营商

授权频谱无线连接

云
• 通信厂商平台：移动OneNET、天翼开放

平台、联通能力平台、OceanConnect
• 工业厂商平台：COSMOPlat、根云平台、

WISE-PaaS 、 INDICS 、 MindSphere 、
徐工Xrea、EcoStruxure、Predix

PaaS平台 云端通用能力
• 互联网厂商平台：阿里云Link平台、百度天

工、小米IoT开发者平台
• IT厂商平台：AWS IoT、PTC ThingWorx、

新华三绿洲平台、IBM Wason IoT、中国通
服、SAP Cloud Platform

• 创业企业平台：机智云、瀚云科技、云智
易、艾拉比、普奥云、中科云创、智云奇
点、米尺网络、物联智慧、TTN、克拉
MSP、深智云、艾森智能、艾拉物联

• AI与大数据：商汤科技、依图科技、云从
科技、旷视科技、讯飞平台、达闼科技、神
策数据、LandingAI、涛思数据、海云数据

• 安全：360、青莲云、亚信安全、梆梆安全

用
• 智慧家庭：海尔、美的、格力、TCL、海信、

涂鸦智能、雅观科技、博联智能、云丁科技
• 智能穿戴：苹果手表、小米手环、华为手表
• 健康：九安医疗、乐心医疗
• 出行：纳恩博、摩拜、小鹏、蔚来、特斯拉

政策驱动2G 产业驱动2B

• 智慧消防：泰和安、泛海三江、中电数通、
四信、昊想智能

• 智慧安防：海康威视、大华、博世安防
• 公用事业：金卡智能、海兴电力、宁波水表

• 智能工业：西门子、施耐德、工业富联、
蘑菇物联、智能云科、兰光创新

• 车联网：斑马智行、Apollo、华为Hicar
• 智慧物流：G7、易流科技、洲斯物联
• 智慧农业：云洋数据、托普云

• 智慧照明：飞利浦、方大智控、大云物联
• 智慧停车：千方科技、优橙科技、喜泊客
• 系统集成：万达信息、神州数码、宝信软

件、华胜天成、银江股份、软通智慧

消费驱动2C

物联网终端：
数据采集

及传输

管道层：
保障通信

边缘计算：
响应速率

隐私及安全

云平台：
计算和

数据存储

人与物：
数据增值

注释：报告研究的巨头企业的相关布局以不同颜色方框框出。橘色 – 阿里巴巴；
红色 – 华为；绿色 – 小米；黄色 – 亚马逊；蓝色 – 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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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行业主要参与者包括：通信企业、互联网科技企业、IT
服务企业、运营商以及垂直行业企业

• 通信企业在物联网专有网络及基础设施建设上具备核心优势，掌握物联网芯片、LPWAN等核心技术，代表企业华为在智能硬件、物

联网操作系统、物联网开放平台等方面也有较深布局；互联网科技企业具备庞大的用户群（个体消费者或企业）及技术优势，结合企

业基因及战略规划布局物联网业务，重点发展领域分为智能硬件及应用场景、物联网平台及服务两类；IT服务类企业的核心优势是云

服务业务；运营商基于数量庞大的物联网连接设备发展管理平台；垂直行业重点深挖物联网在所在行业的创新应用及运营。

参与者类型 通信企业 互联网科技企业 IT服务企业 运营商 垂直行业企业

参与者示例 华为、高通等 苹果、小米、BAT等 AWS、微软等 中国移动、电信等
特斯拉（车联网）、西
门子（工业物联网）等

主要进入领域
• 物联网基础网络
• 物联网芯片
• 开放平台

• 智能硬件及场景应用
• 物联网平台及服务

• 以物联网平台为基础的端
到端服务

• 拓展提供多行业解决方案

• 物联网专业网络
• 针对物联网设备接入的管

理平台

• 物联网技术创新应用
• 平台建设及运营能力赋能

核心优势 物联网专业网络及芯片部署
互联网业务积累的庞大用户
群；硬件制造技术，人工智
能、云计算等能力

云服务体系、基础设施、行
业资源

物联网连接设备数量庞大
技术及经验积累，为同行业
企业设立标杆

Part.1 物联网行业解析
1.4 物联行业的主要参与者及特点



The analysis of key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 of IoT

物联网技术及应用解析

14

梳理物联网产业核心环节及关键技术，分析每项关键技术的发展情况及趋势（包括：传感器、芯

片、模组、通信网络及云平台），并从2B、2G、2C三个类别梳理物联网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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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物联网行业解析
2.1 物联网产业及核心技术梳理物联网产业链由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和应用层组成，关键

技术涉及传感器、芯片、通信模组、通信网络和物联网平台等

15

• 通信芯片：基带芯片
• 射频芯片

• 系统级芯片
• 传感器芯片
• 定位芯片…

通信模组

蜂窝通信模组

非蜂窝类模组

• 2/3/4/5G
• NB-IoT/eMTC

• WiFi模组
• 蓝牙模组

通信网络

蜂窝通信网络

非蜂窝网络

• 2/3/4/5G
• NB-IoT/eMTC
• SIM卡

• Zigbee
• LoRa/Sigfox
• WiFi
• 蓝牙…

物联网平台

连接管理

设备管理

应用使能

操作系统及
软件开发

智能硬件
（智能控制器）

智能家居、车联网、智慧
城市、智能制造、智慧农
业、智慧停车、远程抄表、
远程医疗…

应用服务

• 2C：可穿戴设备、智
能家电等

• 2B：表计、监控类

传感器

• RFID
• 二维码
• 传感类设备（如摄

像头、水表等)

物理传感器

化学传感器

生物传感器

感知层 网络层 平台层 应用层

图片来源：根据中国信通院资料整理

亿欧智库：物联网产业链主要环节、核心技术及价值分布

• 感知层的功能是实现智能终端的信息采集，传感器、MCU*、RFIC*等底层元器件是核心；网络层实现信息、数据的向上传输，通信

网络及通信技术为核心技术；平台层对数据、信息进行存储和分析，物联网云平台和操作系统是核心；应用层利用有价值的数据发展

应用软件和行业解决方案，实现数据增值。

传感器/芯片生产商
10%~15%

通信服务提供商
5%~10%

平台服务提供商
20%

垂直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30%~40%

终端及模块生产商
20%~25%

价
值
分
布

芯片

注释：报告Page 4的专业术语解释部分详细介绍了MCU；
RFIC（ Radio-frequency Integrated Circuit）射频集成电路，是90年代中期
以来随着IC工艺改进而出现的一种新型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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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物联网行业解析
2.2 物联网行业核心技术发展

传感器

物联网传感器发展：作为物联网信息采集的入口，不断向智能
化、高精度、集成化、小型化方向发展

16

亿欧智库：MEMS工作原理及应用领域

• 以传感器为核心的传感技术是数据采集的入口，作为感知物品及其所处状态、环境各种信息数据的底层元器件，为物联网体系获取

外界信息并加以转化传输。

• 根据传感器技术的发展阶段，当下的技术新趋势是传感器与MEMS*结合。MEMS传感器集成通信、CPU、电池等组件及多种传感器，

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成本低、可批量生产、易集成等特性，能够使产品更加智能，在消费电子和医疗领域（与IoT结合）应用广泛。

随着MEMS、数据算法等技术的发展并与传感器深入结合，未来的传感器系统将更加微型化、综合化、多功能化、智能化和系统化。

1

2

4

结构型传感器

• 技术原理：利用

结构参量变化感

受和转化信号

• 例：电阻应变式

传感器

固体传感器

• 技术原理：利用半

导体、电介质、磁

性材料等固体元器

件的特性制成

• 举例：光敏传感器

智能传感器

• 技术原理：对外界信

息具有一定检测、自

诊断、数据处理及适

应能力

• 举例：80年代以微

处理器为核心；90

年代智能化测量技术

提高，实现智能化

集成传感器

• 技术原理：集成/

分子合成/微电子/

计 算 机 技 术 ， 包

括 传 感 器 本 身 及

后续电路的集成

• 举 例 ： 集 成 温 度

传感器

3

新趋势：
传感器与

MEMS结合

亿欧智库：传感器技术的发展阶段

• 光

• 声

• 压力

• 温度

• 化学

• 其他

传
感
器

模
拟
信
号
处
理

数
字
信
号
处
理

模
拟
信
号
处
理

执
行
器

• 运动

• 能量

• 信息

• 其他与其他微系统的通讯/
接口（光/电/磁）

工业

航空航天

消费电子

汽车电子

军事国防医疗 物联网

通信

• 智能穿戴

• 平板电脑

• 智能手机

• 机器人

• 无人机…

• 临床检测设备

• 植入式器械…

• 智能汽车

• 智慧家居

• 智慧工厂

• 智慧城市

• 智能安防

• 智能交通…

MEMS
传感器

应用

注释*：MEMS即微机电系统（Micro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报告
Page 4的专业术语解释部分有更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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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芯片发展：向高性能、高可靠性、低功耗、低成本方向
发展，MCU和SoC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和应用方向

17

Part.2 物联网行业解析
2.2 物联网行业核心技术发展

芯片

• 低功耗、高可靠性的半导体芯片是物联网的核心元器件之一，包括：集成在传感器/模组中，能够实现特定功能的芯片以及嵌入终端

设备，充当”大脑”的终端芯片。

• 为提高IoT设备的灵活性（体积小、便携等），延长微型电池寿命，设备处理器（芯片）向低功耗、高性能方向发展。在性能、成本、

功耗、可靠性、生命周期以及适用范围等方面优势明显的MCU和SoC正被广泛应用于功耗敏感的终端设备，在物联网领域逐渐渗透。

• 作用：智能设备的短距离信

息传输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 应用：针对不同领域的物联

网 应 用 ， 发 展 不 同 功 能 的

MCU，随着安全功能的完善，

更多应用于智能家居、消费

电子、医疗保健、工业电子

等领域

中央处理器 CPU Core

RAM  随机存储器

ROM  只读存储器

Clock  时钟发生器

I/O接口 数据的输入/输出

MCU：Microcontroller Unit

集成

MCU
数据位数

4位

8位

16位

32位

数据处理能力 适用应用场景

逐
渐
增
强

逐
渐
复
杂随物联网等智

能技术发展，
需求持续增长

占据市场主流

• 特点：硬件规模庞大；软件比

重大，需要软硬件协同设计

• 对比MCU：系统复杂度更高，

集成功能更丰富，支持运行多

任务复杂系统（如Linux）

• 应用：可应用于功能较复杂的

嵌入式电子设备，扩展至无人

机、自动驾驶、工业互联网等

行业

微处理器/微控制器CPU

数字IP核

存储器/片外存储控制接口

模拟IP核

SoC：Sytem on Chip 片上系统

集成

额外集成其他功能芯片
DSP：专用于视频处理
GPU：专用于图像处理

SoC
指令集

X86系列

ARM系列

MIPS系列

类指令系列

关键技术
• 总线架构技术

• IP核可复用技术

• 软硬件协同设计技术

• SoC验证技术

• 低功耗设计技术

• 超深亚微米电路实现技术

国内研
发重点

注释：报告Page 4的专业术语解释部分详细介绍了MCU和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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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物联网行业解析
2.2 物联网行业核心技术发展

模组

物联网模组发展：产业链下游应用场景的丰富和联网设备的增
多是重要驱动力，未来向定制化、多功能的方向发展

18

• 无线模组是物联网的基础硬件，该功能模块将芯片、存储器、功放器件等集成在一块线路版上，并提供标准接口。终端设备借助无线

模组实现通信或定位功能，一般每增加一个物联网设备连接，将增加1-2个无线模组。基于广泛连接的物联网设备，判断无线模组未

来的市场空间大。

• 无线模组是连接感知层和网络层的关键环节，上游：基带/射频/定位芯片、PCB及阻容元器件等原材料生产（通信芯片厂商占主导地

位）；下游：物联网设备制造商、系统集成商、运营服务商等。在下游需求的驱动下，无线模组得以快速发展。

无线模组

通信模组

定位模组

蜂窝模组

局域网模组

LPWAN模组

GNSS模组
GPS模组

• 2G/3G/4G/5G

• WiFi、蓝牙、ZigBee

• NB-IoT/eMTC/Lora/Sigfox

•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美国GPS、中国北斗、俄国GLONAS、欧洲Galileo

亿欧智库：无线模组分类

驱动力

• 应用场景丰富：物联网加深在各行业的渗透和普及，企业数

智化转型需求增多，应用场景不断创新。

• 技术迭代升级：下游不断丰富的需求，对无线通信模组的数

据传输能力、功耗等提出更高要求，促进技术迭代发展。

未来发展

• 模组厂商在适应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标准和规范的同时，

需兼顾客户及应用场景的定制化需求

• 基于联网功能，融合感知、前端数据处理能力等复合功能

• NB-IoT模组及5G模组为通信模组未来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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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物联网行业解析
2.2 物联网行业关键技术

通信网络

物联网网络层发展：形成适用于低功耗、低宽带、大连接的物
联网应用的LPWAN，也在蜂窝通信、局域网技术上不断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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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层是物联网设备实现连接的通道，也是目前物联网产业链中最成熟的环节，包括蜂窝通信网、局域网、广域网等。

• 专为低带宽、低功耗、远距离、大量连接的物联网应用而设计的低功耗广域网（LPWAN）得以快速发展，将覆盖60%的物联网设备。

LPWAN技术可被分为授权频段的广域网技术（Lora、SigFox等）及非授权频段的广域网技术（NB-IoT、eMTC）两类。

• 除LPWAN技术外，WiFi 6（局域网，满足对小区域、高宽带的要求）和5G（大连接、高速度，面向大区域）也是重点发展技术。

10%

30%

60%

主要接入技术 业务特点 典型应用

• NB-IoT
• Lora
• SigFox

• 2G: GPRS/ 
CDMA

• MTC/eMTC

• 低速率 (<100kbps)
• 低功耗 (>10年)
• 低成本
• 广覆盖
• 以文本为主

• 传感器、远程抄表
• 环境监测
• 智慧停车/农业/物流
• 追踪业务…

• 可穿戴设备
• 智能POS
• 智慧家居

• 车联网
• 机器人
• 工业控制
• 智慧城市…

• 3G/4G/5G
• WiFi 802.11

技术

• 中速率 (100kbps 
~1Mbps)

• 较低功耗
• 低端M2M汇聚

• 高速率
( >10Mbps)

低功耗广域网

（LPWAN）

中速率

高速率

亿欧智库：全球物联网通信技术及应用场景

NB-IoT

• 优势：低功耗、低成本、覆盖广、大

连接、数据安全性较高。

• 意义：NB-IoT是低功耗广域网的主

要技术标准之一；5G业务三大场景之

一，大连接（eMTC），是NB-IoT技

术实现方向。

Lora

• 优势：长距离、低功耗、通过运营商

就可以自组网络

• 意义：发展成熟度较高，垂直行业的

解决方案，具备落地和规模化基础。

亿欧智库：低功耗广域物联网重点技术

图片来源：GSMA注释：报告Page 4的专业术语解释部分详细介绍了LP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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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云平台发展：居于枢纽地位，实现设备的连接上云，海
量数据的处理及分析，并为上层应用开发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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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服务器
• 虚拟化技术
• 分布式并行编程

模型

云计算

• IaaS（基础设施
即服务）

• PaaS（平台即服
务）

• SaaS（软件即服
务）

云服务

• 分布式存储
• 数据冗余
• 数据缓存
• 数据持久化

云存储

• 基础设施安全
• 网络安全
• 服务安全
• 数据安全
• 用户安全

云安全 云技术

• 物联网云平台以PaaS平台为主，基于企业强大的云计算技术和软件服务能力延伸。物联网云平台居于整个架构的枢纽位置，向下通过

网络层与感知层相连，汇聚终端收集到的信息流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优化等，向上服务于应用层，为应用服务商提供应用开发

的基础平台及连接物理世界的统一数据接口。功能包括：云计算、数据管理、应用使能、连接管理、设备管理、业务分析等。

• 随着物联网的发展，设备连接量、用户数据、应用需求等呈爆发式增长，参与云平台建设的企业正逐年增加（全球公认的物联网平台

数量逐年增加），通用型物联网平台的功能正日渐完善。

亿欧智库：云技术分类

260

360

450

620

0

200

400

600

800

2015 2016 2017 2019

亿欧智库：2015-2019 全球公认的物
联网平台数量（单位：个）

智
能
终
端

边缘
计算

设备接入

• 设备连接上云
• 支持后续执行
• 支持多网络/

多协议

数据分析
• 流分析
• 空间可视化

设备管理
• 数据存储
• 设备分组
• 批量操作
• 远程操作

规则引擎

安全：设备安全、数据传输安全、数据存
储安全、权限管理

• 数据解析
• 数据转发
• 设备联动

IoT 
SDK

物联网各行业场景

物联网平台

云
产
品

亿欧智库：物联网通用型云平台架构（参考阿里云IoT）

Part.2 物联网行业解析
2.2 物联网行业核心技术发展

物联网云平台

数据来源：IoT Analytics 图片来源：阿里云IoT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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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联网技术的支撑和推动下，多种产业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物联网的应用场景得以丰富，主要分为2B，2C，2G三大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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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联网技术具备广泛的应用场景，根据应用服务的对象不同，可将物联网的应用场景分为3大类。包括：面向政府，重点由政策驱动

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民生息息相关的业务；面向消费者，重点由消费驱动发展的智能硬件产品或消费者服务；面向企业，重点

由产业驱动发展，与传统行业深度结合的业务。

面向C端

Part.2 物联网行业解析
2.3 物联网应用解析

车联网

智能制造

智慧物流➢ 车联网即车辆物联网，运用传感器、通信、数据处理等技

术。截止至2017年，全球车联网市场规模约为525亿美元。

➢ 物联网赋予设备连接能力是智能制造发展的关键之一，

2018年全球市场规模约为1770亿美元，是2015年的近4倍。

➢ 全球物流市场规模从2010年的5416亿美元扩大至2018年

的9534亿美元，基于信息采集、大数据分析等信息技术，

物流系统趋向智能化发展。

➢ 2018年中国智慧物流市场规模达4860亿元，增长19.4%。

……

智慧交通

智慧安防

➢ 联网化和智慧化是未来交通系统的发展方向，基于视频监控

与采集、GPS、RFID等物联网技术建设的感知网络是核心。

2017年全球智能交通市场规模达2789.6亿美元

➢ 数字时代，技术安防不断发展，物联网从感知、传输、应用

层面提供技术支撑。

智慧城市 ➢ 智慧城市融合信息技术与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管理效率，改

善人民生活质量，物联网建设为其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

➢ 2018年全球智慧城市市场规模为3080亿美元，预计到2023

年将增长为7172亿美元。

……

智能穿戴

智能家居 ➢ 智能音箱（爆款单品）：2019年全球智能音箱销量达到

1.469亿台，比2018年增长70％。

➢ 向全屋智能发展，包括智能家电、智能门锁、智能照明等。

➢ 智能穿戴设备承担数据采集的角色，是物联网的核心载体。

据IDC数据，2019年全球可穿戴设备出货量达到3.365亿

台，相比2018年的1.78亿台增长了89%。

智慧出行 ➢ 共享单车设备需要物联网技术（GPS定位）的支撑，2017

年全球共享单车用户规模高达2.27亿，智能化的出行服务

是重要的发展趋势。
……

面向G端

面向B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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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s’ IoT business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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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阿里巴巴、亚马逊、华为、小米、苹果为研究对象，从物联网业务整体布局、发展历程、技术能力、企

业级及消费级应用、优劣势分析等维度对企业的物联网布局进行详细分析，并总结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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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巨头发展物联网业务有不同的切入点，战略规划有所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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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点 • 智能硬件（适用于运动检测） • 投资/孵化生态链企业 • 电商功能拓展 (DashWand) • NB-IoT标准 • 物联网开发套件（物联网平台）

战略与规划

• 基于苹果的核心硬件及iOS生态，

发展覆盖出行、家居、办公、

运动健康、内容服务的物联网

场景，以增加苹果用户粘性，

壮大生态

• 运动健康和流媒体服务是重点

• ”手机+AIoT”双引擎战略

• ”1+4+X”IoT品类策略

• 拓展大家电业务

• 用户数据增值，互联网业务变

现

• 通过智能硬件将电商和云服务

形成的飞轮协同驱动

• 基于AWS IoT服务垂直行业

• 连接更多嵌入Alexa语音助手

的智能产品，壮大语音生态

• 聚焦物联网基础设施，支持企

业数字化发展，连接更多设备

• 华为云IoT“1+2+1”战略

• “1+8+N”IoT品类战略

• 推动智能家居行业标准建立

• 阿里云 IoT：”1234”战略，

为生态伙伴提供基础设施云平

台，发展连接生态的能力

• 天猫精灵：连接更多智能终端

• 整合天猫精灵和阿里云IoT资源，

联合生态伙伴孵化智能新产品

关键技术 • 芯片、AI、感知技术、用户隐
私

• 深度学习、边缘计算、语音识
别

• AI、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

云技术

• 物联网协议、通信技术、芯片、

云技术

• 大数据、AI、量子计算、云技

术、自然语言处理

擅长领域

• iOS生态培育

• 智能硬件的创新及开发

• 庞大的用户基数及忠诚度

• 用户隐私保护

• IoT产品品类的丰富，最大的

消费IoT平台

• 用户数据及数据增值

• 云业务优势，IoT平台具有敏

捷性、可扩展性和安全性

• 端侧生态建设：智能音箱市场

领先，合作伙伴多

• 亚马逊其他业务及技术支持

• 集成云平台、管、端侧优势，

提供OceanConnect、LiteOS、

NB-IoT 的综合能力

• HiLink开放平台，为合作伙伴

提供全面的技术和资源支持

• 云服务业务发展，具有覆盖全

球的稳定的基础设施

• 强大的计算能力、AI技术

• 阿里经济体的资源支持

合作

• 运动健康：医疗机构、大学研

究机构、健康档案供应商等

• 家居：第三方家电厂商

• 出行：汽车制造商合作

• 内容服务：与唱片公司、出版

方、游戏工作室等合作

• 生态链合作伙伴（小米采取投

资+孵化的模式培育）

• 第三方家电合作伙伴

• 其他2B场景服务合作方：地

产、酒店、家装

• 内置Alexa的智能硬件：第三
方设备制造商

• Alexa：与微软Cortana打通

• Alexa汽 车SDK/Auto SDK：
汽车制造厂商

• 健康服务：健康服务企业

• 智能家居：600多个家电品牌

• 智慧出行：HiCar生态合作伙伴

超过30家车厂

• 智慧娱乐场景：打通芒果TV、

优酷、腾讯等平台资源

• LoRa：加入LoRa联盟；获得

Semtech的LoRa芯片IP授权

• 牵头组建IoT标准联盟组织ICA

• 芯片模组：高通、联发科等芯

片模组厂商

苹果 小米 亚马逊 华为 阿里巴巴

2006 2013 2014 2014 2016
入局时间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1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总结及对比

• 苹果和小米注重智能硬件发展，小米选择生态链企业培育方式，苹果围绕核心硬件产品及iOS生态，较为封闭。亚马逊、华为和阿里

巴巴均基于云计算业务发展物联网平台，为生态伙伴提供基础设施，华为在通信技术上独具优势，亚马逊在智能音箱领域处于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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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和华为布局更全面，亚马逊的物联网平台在智能化分析能
力上有优势；小米发展消费级物联网平台，智能硬件品类丰富；
苹果的IoT产品更聚焦，场景有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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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1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总结及对比

云

管
【LPWAN】LoRa 技 术 ， 支

持LoRa协议的LinkWAN平台

【LPWAN】NB-IoT （ 标 准 、

技术、端到端解决方案）

边
【边缘计算平台（产品）】

Intelligent Edge Fabric

【边缘计算解决方案】联合

金山云边缘计算能力

技术积累，数据服务产品

（边缘缓存Edge Cache）

【边缘计算平台（产品）】

AWS Greengrass

【边缘计算平台（产品）】

Link IoT Edge

用

【行业解决方案】智慧城市、

智慧社区、工业、商业等

【消费级产品】智能音箱、

语音开放平台、智能新物件

【行业解决方案】生命科学、

市政建设、零售、农业等

【消费级产品】智能音箱，

语音开放平台

【消费级产品】IoT产品（生

态链企业合作为主）

【场景】智能家居为核心，

拓展酒店、地产、商业

【消费级产品】手表、耳机、

智能音箱

【场景】运动健康、内容信

息服务、家居、办公、娱乐

【行业解决方案】车联网、

智慧城市/交通、公共事业等

【消费级产品】智能音箱、

手表、VR眼镜等

【场景】5大生活场景

【PaaS平台】物联网云平台
（设备连接、管理、数据分
析、开发者服务工具、物联
网市场）
【垂直行业平台】生活/工业
/城市物联网平台

【PaaS平台】物联网云平台

（设备连接、设备安全、设

备管理、数据处理与智能化

分析）

【PaaS平台】物联网云平台
（设备接入、数据分析、设
备管理、物联网市场）
【垂直行业平台】车联网、
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智慧
园区平台等

【PaaS平台】消费级物联网
平台（智能硬件连接、赋能
软硬件开发）

【框架开源平台】支持应用
开发、学术研究等

端

【芯片】通信芯片，AI芯片

【模组】嵌入式芯片模组

【操作系统】轻量级

【传感器技术】

【芯片】终端AI芯片，服务器

芯片

【操作系统】适用于微控制器

【芯片】NB-IoT商用芯片

【模组】Elte-IoT模组系列

【操作系统】轻量级

【 芯 片 】AI 芯 片 、 IoT 芯 片

（半导体子公司）

【模组】小米模组

【芯片】硬件系列芯片

【操作系统】硬件适配系统

【传感器技术】NFC、3D传

感器、生物信息传感器等

注释：蓝色字体部分代表企业具有优势或特色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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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物联网整体布局：以物联网平台为核心发展全面的IoT能力，
赋能垂直行业，同时发展以天猫精灵为核心的消费级产品

物联网应用开发服务

IoT Studio

赋能开发应用

物联网平台
Link Platform

接云、管理、分析
物联网市场

Link Market

应用交易&生态联合

硬件设备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2 阿里巴巴物联网业务布局

整体布局

物联网边缘计算 Link Edge

设备接入Link SDK 物联网操作系统 AliOS Things

物联网网络管理平台
Link WAN

LoRa网关等
相关产品

2G/3G/4G/NB-IoT/LoRa/
WiFi/Zigbee/BLE

飞燕生活物联网平台 飞凤城市物联网平台飞龙工业物联网平台

PaaS垂直行业平台

AliGenie开放平台

天猫精灵

消费者应用

第三方产品

• AI开放平台

• IoT开放平台

• 智能应用平台

• 数字内容平台

正在融合

用

云

边

端

管

• 芯片：AI芯片、通信芯片

• 通信模组

• 物联网平台：基础设施服务

（包括设备连接、设备管理、

数据分析及AI服务等），目

的是实现数据连接上云。

• 应用开发服务：为设备厂商、

中小客户提供轻代码开发平

台，简化应用开发流程。

• 物联网市场：为开发的应用

产品提供交易平台，目前在

交易的应用已有一万多个。

• 垂直行业平台：基于阿里云

物联网平台的基础框架和能

力延伸发展

智能生活 智能城市 智能工业

行业应用

智能园区 智能楼宇 农业水利 能源监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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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物联网发展历程：以物联网套件切入，构建物联网平台；
围绕天猫精灵系列产品，发展消费级应用

• 4月，推出天猫精灵CC

（带屏）、天猫精灵美

妆镜、高德版智能车盒

等新产品

• 9月，AliGenie 4.0系统

发布

• 5月，物联网市场推出

• 年 中 ， 基 于 LoRaWAN

网关打通LinkWAN平台

• 10月，发布物联网嵌入

式系统AliOS Things

• 5月，天猫精灵推出

天 猫 家 居 子 品 牌

“天猫精灵妙物”

• 1月，Link Develop 正

式升级为IoT Studio

• 3月，LinkWAN和阿里

云物联网平台打通

• 11月 ， 发 布 物 联

网套件*，可将数

据包传输至云端

2016

• 年初推出全国通用的一站式开发平台Link
Develop1.0

• 3月，阿里宣布升级IoT为第五大赛道
• 3月，发布支持LoRa协议的LinkWAN平台
• 3月，推出首个IoT边缘计算产品Link Edge
• 6月，物联网套件更名为物联网平台（Link

Platform）

• 3月，发布AliGenie 2.0，加强

视觉能力

• 5月，天猫精灵总销量超过300

万台，排名国内第一，全球第三。

• 9月，发布AliGenie 3.0，强化

人机交互的行动力

2017 2018 2019 2020

阿里云IoT

天猫精灵及语音开放平台

• 7月，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

室发布AI智能产品 – 天猫精

灵X1（内置AliGenie 1.0，聚

焦语音交互）

• 10月，发布AliGenie开发者

平台

• 阿里最早对物联网领域的涉足是物联网开发套件，提供标准化协议以实现数据包从设备端传至云端，随着功能和架构的完善形成物联

网平台（Link Platform），基于物联网平台，拓展覆盖“端-边-管-云”的能力。面向消费者，阿里推出天猫精灵系列产品和

AliGenie语音系统，开放AliGenie开发者平台以丰富IoT设备连接和内容服务生态。

亿欧智库：阿里巴巴物联网发展历程

注释*：物联网开发套件功能相对简单，是物联网平台（Link Platform）的基础；
Link Develop 1.0是开发者工具（IoT Studio的初始版本和名字）；
阿里云IoT指以物联网平台为核心，覆盖“端-管-边-云-用”各层级的全栈式IoT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2 阿里巴巴物联网业务布局

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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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阿里云

操作系统

• 推出轻量级物联网嵌入式操作系统AliOS Things

• 优势：高可裁剪性，实现设备核心功能的同时控制成本

芯片&模组

• 成立独立运营的平头哥半导体有限公司（整合中天微和达摩

院自研芯片业务），重点研发AI芯片、嵌入式芯片、量子芯

片、专用SoC芯片等

• 与高通、联发科等芯片模组厂商合作推出嵌入AliOS Things

的芯片模组

LoRa

• 获得Semtech的LoRa芯片IP授权，可根据自身需求设计芯片架

构，联合多个合作伙伴推出LoRa系统芯片（例如，ASR共同发布

ASR6501/6502、ASR6505三款芯片）

• 2018年加入LoRa联盟

物联网网络管理平台（LinkWAN）

• 帮助开发者搭建企业物联网络，满足企业对大容量、高并发的网

络的需求，可与阿里物联网平台实现联通

物联网平台（Link Platform）

• 设备接入：支持多网络、多协议、多地域、多编程语言接入

• 设备管理：生命周期和状态管理、数字化建模、时序数据存储

• 监控运维：提供设备实时监控和远程运维能力

• 安全保障：提供多重防护保障设备和平台安全

物联网应用开发服务（IoT Studio）（物联网平台的一部分）

• 针对物联网场景提供物联网开发工具，加速SaaS构建

物联网数据分析（Link Analytics）

• 为物联网开发者提供设备数据采集、管理、分析等服务

物联网边缘计算（Link IoT Edge）

• 在本地进行设备数据清洗和预处

理，减少计算、存储、宽带成本

• 在网络不稳定或中断时，自动缓

存设备数据，及时同步至云端

• 提供AI学习、语音识别、视频识

别能力，与云能力做结合，提高

本地智能化

端 管

边 云

阿里物联网“端-边-管-云”部署：芯片、模组、网络通信等底
层技术注重对外合作，物联网平台通过自研逐步完善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2 阿里巴巴物联网业务布局

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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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物联网在垂直行业的应用：基于物联网平台和阿里生态，
围绕垂直行业/场景提供平台或解决方案服务

28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2 阿里巴巴物联网业务布局

应用（2B）

• 基于阿里云物联网平台（原子平台）拓展垂直行业PaaS服务及场景解决方案：已构建的垂直行业平台包括飞燕生活物联网平台、飞

凤城市物联网平台、飞龙工业互联网平台等；针对垂直行业或细分场景提供包括智能设备连接、智能分析、硬件或应用开发等服务。

智能生活

• 智能家电

• 智能摄像头

• 语音控制

• 免开发方案

…

智能制造

• 智慧供应链

• 产能全透明

• 智能排产

• 能耗监控

…

智能城市

• 全域停车

• 智慧安防

• 市政设施

• 智慧城管

…

智能地产

• 智能物管

• 智慧社区

• 智慧长租

• 智慧公寓

…

针对细分场景的物联网

解决方案（示例）

• 基础设施智能化（例如：水表、

电表、门禁等智能设备集成）

• AI分析能力

• 云上设施与服务

• 安全认证与保障

• 阿里生态能力整合

图片：智能长租场景解决方案
来源：阿里云

图片：鸿山物联网小镇
来源：阿里云

垂直行业平台示例

（飞凤平台）

• 通用型平台，可为企业

提供PaaS服务，嫁接

智慧交通，智慧能源、

智慧医疗等子系统

• 搭建硬件接入平台，实

现城市数据采集、应用

开发、数据展示等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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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应用平台

• 开发工具
• AI能力
• 设备控制能力

IoT开放平台 数字内容平台

• 品牌商
• 方案商
• 模组/芯片商
• 个人开发者

• 开发者
• 软硬件厂商

• AIoT技术
• 阿里系生态服务

• 开发者
• 主播、媒体、

电台

• 内容分发
• 优质内容
• 商业变现渠道

• 底层技术、算法引擎、云服务、软硬件标准、智能语音芯片TG6100N

• 整合ASR语音识别、NLP自然语言处理、TTS语音合成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阿里物联网在消费端的应用：以AliGenie开放平台为核心的天
猫精灵是阿里发展AIoT战略的关键产品

29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2 阿里巴巴物联网业务布局

应用（2C）

亿欧智库：阿里天猫精灵系列重点产品

2017年7月

天猫精灵X1

2018年5月9日
天猫精灵方糖

2019年4月18日
天猫精灵CC（带屏）

2019年4月18日
天猫精灵美妆镜Queen

2018年9月
天猫精灵IN糖

1.0 2.0 3.0 4.0

聚焦语音交互
“听、说”能力

引入视觉能力
提供人脸识别、
图像识别及检测

增加行动能力
对环境进行感知、

定位所处位置

人机交互系统
多轮自然对话

提升语义理解力

亿欧智库：语音开放平台AliGenie迭代历程

• 围绕天猫精灵系列产品，拓展消费者市场：天猫精灵内置人机交流系统AliGenie，逐步实现语音、视觉、触摸等多种交互方式。

AliGenie开放平台向开发者、软硬件厂商、品牌合作方等提供开发工具、技术能力以及商业化支持，以丰富智能设备和内容服务生态。

• 2019年天猫精灵出货量1561万台，市占率全国第一，全球第三。基于人工智能、自然语音处理等核心技术发展的天猫精灵，是阿里

发展“家庭大脑”计划的关键产品，承担智能中枢的角色，连接并控制其他智能设备，同时推动阿里AIoT*战略发展。

图片来源：阿里巴巴官网

场景土壤

生态落地

智慧家庭 未来社区

生态融入

技术/数据赋能

合作伙伴生态
家庭大脑硬件生态

内容服务生态

亿欧智库：天猫精灵家庭大脑计划

“家庭大脑”计划，支持“3H”战略（Health, Happy, Home）：以天猫

精灵为载体，AliGenie平台为核心，接入更多的终端设备，向智能中枢发展。

亿欧智库：AliGenie开放平台

对象

平台

注释*：AIoT指“AI+IoT”，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下，IoT业务向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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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2 阿里巴巴物联网业务布局

战略愿景-AIoT

阿里整合阿里云IoT和天猫精灵资源：云、端协同推进AIoT战
略，并与阿里经济体打通，赋能消费级/企业级市场

30

重点布局：端业务、消费级市场（ToC）

优势：AI Labs技术，人机交互系统，对

消费市场的洞察和培育，构建终端IoT生

态以实现连接及赋能

重点布局：基础设施平台，企业级市场

（ToB）

优势：全栈IoT能力，连接完善的IoT生

态，为行业提供基于云的解决方案

AIoT战略 阿里经济体

• 丰富的ToB业务，构建企业级客群

• 与经济体中业务打通，可集成于行业解决方案

• C端消费群庞大，平台流量大，用户数据丰富，

能迅速洞察消费者需求。

业务支持

基础架构
支持

亿欧智库：整合天猫精灵及阿里云IoT资源发展AIoT战略

• 战略需求：阿里云IoT以及天猫精灵（AliGenie开放平台）均强调平台的搭建及能力输出，依赖AI算法等核心的技术；两者分别强调

云侧和端侧的能力，面向B端和C端服务，整合阿里云IoT及天猫精灵资源是为了发挥双方优势，共同推进阿里的AIoT战略。

• 团队协作需求：希望阿里云和天猫精灵的技术能力实现整合，形成统一的平台和技术接口，减少重复开发，提高团队效率。

• 与达摩院深度合作，获取AI语音、视觉计算、5G、物联

网等技术支持

• 服务包括：消费洞察、产品设计、交互体验、平台接入、

技术认证、场景联测和生态服务的全产业链路

• AIoT技术平台支持：提供以AI+IoT为核心的技术支持

• 智能硬件新品扶持：给予资金、渠道、产品设计等支持

• 构建“精灵妙物”品牌系列：联合生态伙伴研发和孵化智能新物种

• 设备厂商出海支持：全球范围内的基础设施部署

精
灵
伙
伴
计
划

AIoT创新中心

开拓AIoT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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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提高连接生态的能力：消费、企业两侧发力，联合阿里经
济体及合作伙伴，延展多元的垂直解决方案

31

亿欧智库：阿里巴巴AIoT生态图

图片来源：阿里巴巴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2 阿里巴巴物联网业务布局

生态搭建

• 阿里物联网业务的全局思维：强化支撑物联网业务拓展的技术能力（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通信芯片等），对内依赖阿里经济体在底层

技术和其他业务层面的支持；构建基础设施平台，向生态合作伙伴（开发者、软硬件服务商等）开放技术能力；阿里物联网业务更强

调发展场景，因此面对众多的行业领域，阿里希望联合生态伙伴，利用生态伙伴在垂直领域或细分场景的资源和优势，共同发展。

AIoT能力
数据价值最大化

自然语言处理

芯片/模组

人机交互 设备连接

城市
大脑

工业
大脑

航空
大脑

农业
大脑

环境
大脑

医疗
大脑

消费级
服务

企业级
服务

⚫ 格力
⚫ 美的

⚫ 小天鹅

⚫ 海尔⚫ TCL

⚫ 奥克斯

⚫ 科沃斯

⚫ 海信

⚫ 极米科技

⚫ 国家图书馆

⚫ 阿里健康

⚫ 衢州未来社区

⚫ 人教社

阿里巴巴
AIoT
生态

900+合作品牌
接入平台，提升能力

软件/硬件合作商家
与生态合作伙伴共同创新更多场景和解决方案

福建福安
按摩仪
产业带

广东中山
照明

产业带

浙江慈溪
电暖风扇

产业带

⚫ BOSCH ⚫ Haier

⚫ 科尔达科

⚫ 中瑞智

⚫ 半云科技

⚫ 协鑫光伏

⚫ 天合光能

⚫ 华云天下

⚫ 华网信息

⚫ 中策橡胶

⚫ 攀钢集团

⚫ 恒逸石化

浙江嵊州
厨电

产业带

新国潮计划
以AI赋能产业，为消费者打造智慧生活

天猫精灵
阿里云、钉
钉、支付宝

等业务

ET大脑
IoT各场景提供多维度数据

设备管理

云计算 人工智能



EO Intelligence 32

优势

优势

优势

不足

阿里经济体支持

• 业务打通：支付宝、飞

猪、电商等业务

• 核心技术：AI、机器学

习、云计算、边缘计算、

数据分析、底层OS、

芯片等

• 联 盟 合 作 ： 与 ASR 、

Semtech、联发科、高

通、Intel等合作；牵头

组建IoT标准联盟ICA

平台搭建生态连接

• 搭建全栈式IoT基础设

施平台，为企业赋能

• 建设IoT生态，连接产

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

共同在物联网技术及

解决方案领域探索

深挖场景创新发展 智能硬件基础薄弱

• 围绕场景延伸，选择

重点行业挖深，在智

慧城市/社区、工业、

商业等场景形成标杆

• 联合生态合作伙伴，

发展更多场景

• 智能硬件产品基础薄

弱，品类有限

• 智能硬件的孵化和拓

展依赖合作伙伴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2 阿里巴巴物联网业务布局

优劣势总结

阿里经济体为其物联网业务发展提供支持；阿里不断完善开放
平台的能力，吸引合作伙伴共建生态，但硬件基础较薄弱

未来发展重点：
场景创新

基于现有优势，创新发展

生态联盟

联合更多生态伙伴，延伸更多领域

智能硬件新物种

智能硬件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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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物联网整体布局：以云平台AWS IoT为核心，同时注重
边缘侧能力完善；围绕智能音箱及Alexa语音发展消费者业务

硬件设备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3 亚马逊物联网业务布局

整体布局

边缘计算 AWS IoT Greengrass

设备SDK 适用于微控制器的操作系统 FreeRTOS

连接协议：
MQTT/HTTP*

语音技能开放平台 Alexa Skills Kit

Echo智能音箱

消费者应用

智能家电用

云

边

端

管

商业 零售 工业

行业应用

智能家居 生命科学 农业 市政设施 …

• 终端AI芯片：AWSInferentia，提升AI语音助手效率

• 基于AWS对外赋能的服务器芯片：Graviton系列芯片

Sidewalk技术（LoRa）

AWS IoT

云端

IoT Core
设备连接

IoT Device
Defender
设备安全

IoT Device
Management

设备管理

IoT Analytics
数据分析

注释*：MQTT (Message Queuing Telemetry Transport, 消息队列遥测传输协议)，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代
码在设备上占用的空间及降低网络带宽要求的轻型通信协议；
HTTP (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 超文本传输协议，是因特网上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网络传输协议。

Amazon其他服务

IoT应用程序

可连接

• 开发者可基于此平台开发基于语

音的技能应用

智能穿戴设备 第三方设备

支持智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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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物联网发展历程：为拓展电商业务功能推出首款物联网
设备，继而布局消费端；利用云业务优势，构建物联网云平台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3 亚马逊物联网业务布局

发展历程

• 5月，宣布Echo可实

现电话和短信功能

• 6月，带屏音箱Echo

Show在美国上市

• 10月 ， 嵌 入Alexa的

第三方音箱Sonos1

• 11 月 ， 为 IoT 发 布

边缘计算平台AWS

Greengrass

• 6月，达成Alexa对话和

交叉技能目标

• 9月，Alexa的全球技能

数增长至100,000以上

• 4月，发布Dash Wand，

一款Wi-Fi连接设备（用户

可通过扫描条形码并说出

商品名称来建立购物清单）

• 11 月 ， 发 布 Amazon

Echo，向Prime会员开放

• 4月，IoT Analytics被广泛应用

• 8月，AWS IoT Defender被广

泛应用，确保连接设备的安全性

• 8月，推出车载Auto SDK，将

Alexa语音控制集成到汽车上
• 10月，发布AWS IoT

物联网平台

2014

• 11 月 ， 发 布 AWS IoT
Device Management
（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

• 发 布 FreeRTOS ， 适 用 于
微控制器的作业系统

• 发布AWS IoT Analytics，
数据分析与处理

• 发布AWS IoT Defender

• 3月，发布音箱入门

版Dot和便携版Tap

• 10 月 发 布 第 二 代

Echo和Dot

• 11 月 ， AWS IoT

Button企业计划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 9月，发布12款内置

Alexa的家庭设备

开放平台

技术和产品

• 6月，Echo在美国上

市；发布语音技能平

台Alexa Skills Kit

• 10 月 ， 推 出 AWS

IoT Button，帮助开

发者使用AWS服务

• 亚马逊最早对物联网领域的涉足源自对电商业务的功能拓展，为方便用户购物下单，推出第一款物联网设备Amazon Dash Wand。

• 一方面，亚马逊进一步拓展对消费端的布局，2014年11月推出智能音箱Echo，搭载智能语音助手Alexa，同时连接亚马逊生态，很

快发展成为家庭智能生活的入口；另一方面，基于亚马逊在公有云领域的优势，发展物联网平台AWS IoT，不断完善架构。

亿欧智库：亚马逊物联网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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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3 亚马逊物联网业务布局

发展逻辑

亚马逊物联网业务发展逻辑：通过智能硬件产品将电商和云服
务形成的飞轮协同驱动，形成健康发展的生态闭环

• ToC电商和ToB云服务（AWS）是亚马逊最核心的两大业务，形成两个飞轮：通过服务及产品吸引用户，推动营收增长，进而丰富产

品种类、提高用户体验，再吸引更多用户和第三方商家；提供基础架构和开发工具吸引开发者，丰富IoT设备和应用，促进用户增长，

形成规模效应。亚马逊的两大核心业务通过自研的IoT设备协同起来，IoT设备不仅能为亚马逊的电商业务吸引更多用户和流量，还能

获取更多场景的用户数据服务IoT开发者，进而形成可持续的生态闭环。

35

企业服务

商家

选择

用户体验

流量

• 节约成本：供需双

方协同发展，形成

规模效应

• 提升效率：投资基

础设施和相关技术

长期发展

增
长

商家

选择

用户体验

流量

规模效应 降低价格

自研IoT设备

• Echo系列

• Dash Button

• 电视棒…

更多场景
用户数据

双飞轮协同

Alexa语音服
务(AVS)

• 更多设备连接

• 更多场景覆盖

• 更多用户数据

零售业务

亿欧智库：亚马逊业务发展核心

提高

+

IoT开发者
工具

规模扩大
成本降低

第三方
IoT设备

AWS用户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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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3 亚马逊物联网业务布局

技术能力

亚马逊物联网“端-边-云”部署：实现海量设备连接至云端，
快速和低成本的获取、处理并智能化分析数据

36

IoT Core IoT Device
Defender

IoT Device
Management

IoT Things Graph

提供可视化拖放界面，连接设备和
Web 服务，构建 IoT 应用程序

IoT Events

完全托管服务，检测来自IoT传感
器和应用程序的事件并响应

IoT SiteWise

IoT Analytics

安全的设备连接
与消息处理

批量设备上线、
管理及软件更新

设备审计与保护
数据分析

与智能决策

IoT 
Greengrass

FreeRTOS

安全的本地消息
处理及数据同步

设备网关终端设备

自动操作分析和
扩展物联网数据

轻松地从工业设备中大规模收集、
存储、组织和监控数据

分析服务
处理IoT数据并获得价值

物联网设备管理
对不断增加的连接设备进
行组织、监控和远程管理

设备注册 组织分类

固件更新结果输出

设备安全保护
保护 IoT 设备队列的安全

审计设备配置定义
和监视设备行为

识别安全设置的偏
离并检测设备异常

修补安全漏洞

生成警告信息

引发设备
远程管理

将设备连接至
云和其他设备

对连接设备的
数据进行路由、
处理和操作

使应用程序即
使在脱机时也
能与设备交互

充分整合其他
AWS 服务，
数据推理增值

设备连接及消息传递

云：云端存储&计算&学习

一种托管服务,
使设备能够安
全地与云应用
程序连接并交
互

IoT Greengrass 
将AWS IoT扩展至边缘设备，因
此可以在本地处理数据，又可以
利用云端的优势，将数据管理、
分析和持久存储

FreeRTOS
微控制器操作系统，使小型、
低功率的边缘设备易于编程、
部署、安全、连接和维护

端+边：物感知&行动

• AWS FreeRTOS和AWS IoT Greengrass相互配合以实现设备的安全连接及本地消息的安全处理；物联网云平台功能丰富，包括设备

连接、设备保护、设备管理、数据服务等，技术能力涉及云存储、计算及智能学习等，以帮助用户快速构建完整的物联网解决方案。

图片参考亚马逊官网及AWS在线技术大会、亿欧智库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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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质量

• 使用AWS IoT，工

业制造商可以构建

预测质量模型，以

提高产品质量

资产状况监控

• 使用AWS IoT，可

以 捕 获 IoT 数 据 ，

了解设备状态

预测性维护

• 使用AWS IoT，可

持续监控和推断设

备状态，实时检测

亚马逊物联网在垂直行业的应用：基于AWS IoT的部署，客户
可实时收集、分析联网设备数据，为运营及应用开发提供支持

37

• 依托亚马逊物联网（AWS IoT）的部署，垂直行业客户的设备能够方便连接AWS服务，在全球范围内存储、处理、分析联网设备传

输的实时数据，并根据数据做出判断，并支持运营、应用服务开发等工作。AWS IoT适用的行业场景包括：卫生保健与生命科学、市

政基础设施、智能家居、零售业、工业、农业、教育、汽车等。

工业设备

数据服务器

FreeRTOS

作用：从本地设备和历
史数据库中获取数据

AWS IoT SiteWise
网关

IoT Greengrass

数据处理

作用：数据收集及分析

AWS IoT SiteWise

设备连接和控制

IoT Things Graph

IoT Core IoT Device
Defender

IoT Device
Management

数据分析和事件
监测

IoT Analytics
作用：为分析和机器
学习处理和准备数据

IoT Events

作用：监测并
响应事件

工业IoT使用案例

亿欧智库：AWS IoT垂直行业应用示例（用于工业应用程序的 AWS IoT 服务）

图片来源：亚马逊官网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3 亚马逊物联网业务布局

应用（2B）



EO Intelligence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3 亚马逊物联网业务布局

应用（2C）

亚马逊物联网在消费端的应用：以智能语音助手Alexa为核心，
由智能音箱Echo拓展更多内置Alexa的智能设备

38

2
2.9

5

9.7

4
4.8

7.2

13.7

5.6
6.6

10.5

15.8

81.8% 75.8%
66.9%

51.8%
43.6% 41.0%

31.8% 35.5%
21.7% 25.4% 30.0% 28.3%

0

5

10

15

20

25

智能音箱出货量（百万台） 全球市场份额

亿欧智库：2017~2019年亚马逊智能音箱全球出货量及市场份额

时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全年出货量(百万) 22 24.2 38.5

市场份额 63.4% 31.1% 26.2%

排名 1 1 1

• 亚马逊以远场设备（智能音箱Echo）切入家庭场景，智能音箱的市场份额保持领先，为拓展其他智能设备奠定用户基础。亚马逊围

绕用户生活推出多款内置语音助手Alexa的智能设备，包括智能家电设备和智能穿戴设备，实现与Echo系列产品的连接与交互。

亿欧智库：亚马逊智能硬件系列产品

Echo Buds

Echo Loop

Echo Frame

Amazon Smart
Oven

Auto-Hands-free 
Alexa

Echo FlexEcho Glow

Wi-FiEcho

Fire TV

蓝色：智能穿戴设备

橘色：智能家电设备
数据来源：Strategy 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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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3 亚马逊物联网业务布局

应用（2C）

亚马逊物联网在消费端的业务拓展：完善Alexa语音生态，积累
多场景多终端用户数据，进而反哺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

39

20%

30%

32%

41%

45%

46%

62%

64%

66%

82%

85%

其他

控制智能温度计

在Prime上买东西

连接付费音乐服务

添加购物单

控制智能照明

确定时间

设定闹钟

新闻阅读

音乐播放

设定计时器

亿欧智库：2016年Echo用户至少使用一次的技能

需求表现（2016）

• 定时、音乐播放、

新闻阅读、定闹钟

等基础性或娱乐性

的功能

初期定位

• 适用于家庭的智能

音乐播放器

• Alexa：是亚马逊的核心AI产品，是基于云的语音服务（Alexa

Voice Service），首个服务对象为Echo音箱，随后开放给开

发者和第三方设备制造商，服务更多的硬件设备。

• 至2019年9月，Alexa的全球技能数达到100,000个。借助

Alexa，用户可以实现与智能设备的交互。

• 智能音箱Echo由功能需求简单的家庭娱乐设备向Alexa语音生态的中枢发展：向开发者开放技能开发平台（Alexa Skills Kit），促进

Alexa的技能增长；面向更多智能设备提供Alexa语音服务，连接更多场景，丰富语音生态。基于庞大的用户数据，有价值的用户数据

反哺亚马逊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的发展。

亿欧智库：亚马逊Alexa语音生态与技术发展

以Alexa为中心，覆盖家居、

汽车、健康、教育等生态

开发者：
技能开发

Alexa 
Skills Kit 云上平台

Alexa

AI服务：ASR、NLU、TTS、ML托管*

Alexa Voice 
Service

用户：
智能交互

开放策略，拓展Alexa设备品类

融入用户生活，增强用户粘性，

汇聚流量
数据增长

有价值的用户偏好数据

单品设备

• 酒店场景：推出Alexa for Hospitality服务

• 汽车：推出Alexa汽车核心SDK和Auto SDK

• 健康功能：健康管理、医院服务、用药管理、医疗保险和急救服务

• 房屋装修：通过Wi-Fi、智能锁、门铃等载体预装Alexa

Alexa技能发展

*注释：ASR (Automated Speech Recognition) 语音识别；NLU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自然语义理解；TTS (Text-To-Speech) 文本转语音；ML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

场景拓展

数据来源：Experian Information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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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优势

优势

不足

智能家居先发优势

• 推 出 智 能 音 箱Echo系

列，市占率领先，推动

全球智能音箱市场发展

• Alexa技能快速增长，

开放合作，构建语音生

态，连接智能设备和应

用服务

AWS云服务积累

• 云服 务市场居 于领 先

地位 ，积累深 厚， 为

IoT业务的基础架构搭

建提供支持

• AWS IoT将数据管理

和分 析集成在 易于 使

用的服务中

技术及生态支持 开拓中国市场存挑战

• 云计算、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等技术优势

• 亚马逊生态支持：电

商业务把握更多用户，

AWS IoT平台可与亚

马逊其他业务集成

• 基础设施的全球部署待完

善，敏感数据获取难，为

全球市场开拓带来阻力

• 阿里、华为等竞争者凭借

本土优势，抢占中国市场，

发展势头强劲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3 亚马逊物联网业务布局

优劣势总结

亚马逊在底层技术上积累深厚，AWS IoT平台功能强大，Alexa
语音生态迅速发展，但开拓中国市场门槛较高

未来发展重点：
完善语音生态

设备连接更丰富，交互更自然

生态联盟

联合更多生态伙伴，延伸更多领域

全球AIoT市场部署

选择有巨大潜力的市场重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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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物联网整体布局：聚焦物联网基础设施，利用云和AI的核
心能力，发展企业级和消费级物联网，目的是联接更多设备

硬件设备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4 华为物联网业务布局

整体布局

边缘计算平台Intelligent Edge Fabric

Agent 物联网操作系统 LiteOS

用

云

边

端

管

• IoT芯片：NB-IoT商用芯Boudica

• IoT通信模组：eLTE-IoT模组系列

OceanConnect IoT平台

设备接入 设备管理&数据处理

智能（AI） 可视化

OceanConnect Edge（轻量级物联网平台）

车联网平台 城市物联网平台园区物联网平台车路协同平台 …

智慧交通智慧园区智慧城市 车联网 …

行业应用

手机
用户

HD
音箱

眼镜

手表
车机

PC

耳机

平板

智能
家居

运动
健康

智慧
办公

智慧
出行

HiLink

智慧
娱乐

“1+8+N”
品类策略*

（三层结构）

1个核心驱动：HUAWEI HiAI 能力
开放平台（开放AI能力）

2个生态平台

• 智能家居开放互联平台HUAWEI HiLInk

（硬件生态）：IoT生态基础架构

• 华为快服务智慧平台HUAWEI Ability

Gallery（软件生态）：面向企业开发者，

提供统一的快服务接入和智能分发平台

• NB-IoT：标准协议、技术、端

到端解决方案2G/3G/4G/
NB-IoT/eLTE-IoT

家庭网关/
企业智能网关

API标准接口

Wi-Fi/Zigbee/BLE；云云对
接；HiLink SDK/LiteOS

企业级物联网 消费级物联网

行业使能平台

注释：“1+8+N”IoT品类策略中“1”指核心智能产品 – 华为智能手机，“8”指8个作为辅助级智能产品（平板、PC、耳机、
车机、手表、眼镜、音箱、HD），“N”指生态伙伴的智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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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物联网发展历程：重视物联网底层核心技术的积累，尤其
是通信及芯片技术；消费者领域围绕智能家居平台发展完善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4 华为物联网业务布局

发展历程

• 华为凭借自身在通信领域的优势以NB-IoT技术及标准研究切入物联网领域，推动了NB-IoT标准核心协议的最终确认。华为重视底层

核心技术的积累，包括物联网操作系统、NB-IoT芯片等。针对消费物联网领域，华为发布智能家居战略、推出HiLink平台，在发展

中不断明确IoT产品策略，丰富智能硬件品类。

亿欧智库：华为物联网发展历程

*注释：1. NB-M2M：LTE for Machine to Machine
2. NB-CIoT：Narrow Band Cellular IoT，上行采用FDMA多址方式，下行采用OFDM多址方式

• 2 月 ， 第 二 代 Neul

Boudica样品问世

• 9 月 ， 发 布

Oceanconnect IoT平台

• 年 底 ，Boudica 120 开

始大规模商用

• 8月，正式发布HUWWEI

HiCar生态白皮书

• 9月，发布华为VR Glass

• 5月，与沃达丰共同提

出NB-M2M*技术

• 11月，由收购的公司

Neul推出面向低功耗

广域网的芯片Iceni

• 6月，发布全球首个基于3GPP

R14协议的NB-IoT商用版

• 5 月 ， 发 布

LiteOS

• 和高通共同完

成融合的解决

方案NB-CIoT*

2014

• 3月，发布LiteOS端云协同解决方案

• 6月，发布基于LiteOS的NB-IoT方案

• 7月，芯片Boudica 120量产发行

• 11月，发布“1 (LiteOS&Boudica物

联 网 芯 片 )+2( 有 线 及 无 线 接 入 方

式)+1(OceanConnect IoT平台)”战略

• 5月 ， 发布HiLink

SDK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 10月，发布首款智能音箱

• 12月，正式发布AIoT人工智能物联

网生态战略；全球最大的消费领域

IoT实验室“华为方舟实验室”问世

• 明确华为IoT品类策略“1+8+N”

企业级物联网及底层技术

消费级物联网

• 9月，华为首款智能手表

发布

• 12月，发布华为智能家居

战略并推出HiLink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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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4 华为物联网业务布局

技术能力

华为的技术能力：在NB-IoT技术及端到端解决方案上有较大优
势；基于AI计算平台为开发者提供AI能力，提升用户体验

• 华为NB-IoT具有全产业链优势，在垂直行业实践上有一定积累。通过终端侧、平台侧向NB-IoT终端设备和应用伙伴开放能力，促进

业务创新发展及场景适配。

• Huawei HiAI是面向移动终端的AI计算平台，基于“芯、端、云”三层开放架构构建智慧生态，为开发者提供AI技术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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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01

NB-IoT标准制定

• 华为与沃达丰最早在2014年开始窄

带蜂窝物联技术的研究，联合高通共

同制定了相关的上下行技术标准

• 在3GPP NB-IoT标准制定中，华为

贡献提案1008项，通过184，占447

项已通过提案的41%，居全球第一

NB-IoT技术推广

• 推动NB-IoT技术在全球的商

用试点

端到端的NB-IoT
解决方案

• 低功耗广域NB-IoT接入技术

• Boudica系列NB-IoT商用芯片

• 智能化终端方案、eNodeB基

站*、IoT Packet Core*、 IoT

联接管理平台等

• 丰富的垂直行业实践

亿欧智库：华为NB-IoT技术能力及优势

HiAI Foundation

芯片能力开放
为人工智能业务开发人员提供

人工智能计算库，让开发者便

捷高效地编写应用程序

HiAI Engine

应用能力开放
将AI能力和APP结合，让APP

更智能强大，例：文档检测校

正、语音识别、码检测等

HiAI Service
服务能力开放

根据用户需求，适时适地推送

服务，更好的联接用户与服务

芯

端

云

亿欧智库：HiAI平台技术及能力

注释*：eNodeB（简称为eNB）是LTE（无线数据通信技术标准，3G到4G的过度）网络中的无线基站
IoT Packet Core：支持物理网络元素灵活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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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4 华为物联网业务布局

应用（2B）

华为企业级物联网：以华为云IoT全栈云服务为核心，联合生态
合作伙伴共同推动场景解决方案落地

• 华为云IoT覆盖端、边、云层级，为行业合作伙伴提供基础设施服务，衍生发展垂直行业平台，以车联网、智能交通、智慧城市和智

慧园区为重点。此外还有OceanConnect AI、IoT Hub（设备接入）、OceanConnect Market（产品展示和交易）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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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华为云社区

• OceanConnect AI：使能行业云服务

• IoT Hub：提供安全可靠设备泛在接入（轻量级设备）

• OceanConnect Market：为合作伙伴提供物联网云市场，助力产品创新

• 车联网

• 智能车锁

• 智慧水务

• 智能抄表

• 智能烟感

• 智慧燃气

• 智慧冷链• 智慧路灯

• 智慧停车

• 智能楼宇

• 电梯物联网

• eLTE智慧工厂

• eLTE港口AGV
车地无线通信

• eLTE气体探测

• 智能家电

• 智能门锁

• 智慧家庭

• 牛联网

应用场景解决方案

车联网平台服务

车企服务化转型

智能交通平台服务

道路数字化&车路协同

智能城市平台服务

数据共享&产业汇集

智慧园区平台服务

数据共享&综合分析

IoT联接服务 IoT数据分析服务 IoT行业使能服务

IoT安全服务（待上线）

智能边
缘平台

IEF

轻量级
操作系

统
LiteOS

物联网数
据分析

• 车联网平台

• 车路协同平台

• 城市物联网平台

• 园区物联网平台

• 智联生活

• 智慧物流

• 物联网应用构建器

设备接
入管理

全球SIM
联接

物联网唯一ID
分发中心

物联网异常设
备检测

物联网设备远
程证明

端 边 云

亿欧智库：华为云IoT全栈云服务 亿欧智库：华为IoT云产品及应用场景

图片来源：参考《华为OceanConnect IoT云服务产业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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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4 华为物联网业务布局

应用（2C）- 智能家居

华为消费级物联网：智能家居开放平台HiLink对外输出云、端、
芯能力，统一物联网接入标准，实现智能家居硬件的互联互通

• HiLink生态开放平台：连接华为与生态伙伴的IoT生态开放平台，通过物联网连接协议连接第三方设备，为开发者提供技术和基础架

构，HiLink生态下的产品可实现互联互通，统一由智能家居APP管控。2019年年底，华为HiLink平台已经积累了5000多万用户、接

入100多个品类、覆盖1000多个型号，IoT连接设备总出货量超过1.5亿。

• 华为从技术、渠道、连接、交互、全屋智能方案等方面赋能生态伙伴，与松下、飞利浦、美的、海尔等600多个家电品牌建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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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华为HiLink平台架构

开放智能路由平台：可

转换主流智能家居协议，

实现第三方设备控制

云云对接：适用于有物

联网平台且想保留一定

控制权的开发者

智能硬件直接接入

支持Wi-Fi、BLE、Zigbee

等方式联网，硬件厂商

可快速集成HiLink协议

华为智选合作模式

• 产品赋能：IoT高体验标准，全球化设计与质量保障

• 渠道赋能：开放华为商城等线上平台及线下门店

空气净化器
（720健康科技）

香薰助眠灯
（欧普）

声波牙刷
（力博）

华为智选产
品示例

华为路由器

支持IPv6，连接和传输功能

强，推出子母路由器等爆品

华为智慧屏

内容生态丰富，

影音娱乐中心

智能音箱

全场景智慧生

活语音入口

亿欧智库：华为家庭场景的典型设备

智能家居云 第三方云

智能家居APP 路由器

生态智能硬件（WiFi, BLE, ZigBee）

云云对接

智能硬件直接接入

• HiLink SDK
• 集成HiLink SDK和Lite OS的Wi-Fi模组

插
件
平
台

设备控制（H5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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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消费级物联网：运动健康场景搭建研究及APP开发平台，
发展智能穿戴设备；智慧出行场景依托HiCar实现人-车-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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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健康

• HiResearch SDK：开放华为终端设备及第

三方的用户数据，为APP开发提供通用模板

• HiResearch Cloud：提供大数据存储、管

理与分析服务，对接第三方研究机构，快速

孵化创新解决方案

HiResearch
创新研究平台

• 华为智能穿戴设备：手表、手环

• 监测心率、睡眠、运动等用户数据

• 数据通过HiHealth与第三方共享

+ 生态伙伴设备

研究孵化

• 运动健康场景创新研究：运动健康解决方案，检测技术

高
校
、
研
究
机
构
、
医
院
等

研
究
支
持

HiHealth
开放平台

运动健康APP

• 在手机上（端侧）运行

• 功能：运动记录、训练计划、科

学睡眠和健康管理等

运动健康云

• 云侧的数据存储

能力

智慧出行

• 提供人-车-家全场景智慧互联解决方案，实现

手机与车机互联，手机的应用和服务延展到汽

车，实现与其他IoT设备的互联。

*注释：1. 车载T-BOX主要用于和后台系统/手机APP通信，实现手机APP的车辆信息显示与控制；
2. ECU（Electronic Control Unit）电子控制单元，又称“行车电脑”、“车载电脑”等

车内娱乐 车机控制

HMI（高清多媒体接口）

HUAWEI HiCar
SDK (端侧)

OS

汽车硬件（MIC、SPK、屏幕等）

车载
T-Box*

ECU*

汽车

视频 音乐 通话 智能家居

分布式UI平台

HUAWEI HiCar SDK (手机侧)

分布式设备管理平台

手机硬件（MIC、SPK、屏幕等）

手机

应用
层

应用
框架

OS
层

亿欧智库：HiCar技术框架

图片来源：《HiCar 生态白皮书》

HiCar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4 华为物联网业务布局

应用（2C）- 运动健康&出行

• 手机和汽车的分布式无感连接（Smart Connection）

• 手机和汽车资源虚拟化共享（Resource Sharing）

• 应用和服务在多设备共享，用户体验车内、车外无缝流转（Seamless

Experience）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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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消费级物联网：智慧娱乐场景涉及硬件、开发者服务及内
容生态等方面；智慧办公场景的布局注重办公协同和企业服务

47

MatePad

• 华为视频：与芒果TV、优酷、腾讯视频等合作

• 华为音乐：Hi-Res高品质音乐

• 华为阅读：精品图书、免费小说等

• 华为主题：个性化设计（壁纸、铃声等）

• 企业智慧屏IdeaHub系列：全场景智慧办公

• 智慧办公战略：1（基于云和AI重构办公数字化）+3

（会议、团队和个人的智能协作终端）+ N（开放合作）

VR眼镜

• HUAWEI VR：为内容开发者提供开发工具VR SDK，

开发后可传至VR应用商店。

• Audio Kit：Audio能力开放SDK • Camera Kit ：影像能力开放接口

智慧娱乐 智慧办公

HUAWEI MateBook

• 智慧办公：多屏协同拖拽互传文件、跨设备操控

• 华为分享：手机之间、手机与电脑、平板之间的文档

传输与分享

• 华为云WeLink助力企业无边界协同：联接团队/业务/

设备/知识

• 企业智慧屏中内置了华为云WeLink

华为平板

• AR Engine：增强现实应用平台

• 云空间：安全数据存储、多终端同步

华为终端云服务

支持：影音娱乐服务延伸至全场景设备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4 华为物联网业务布局
应用（2C）- 娱乐&办公

华为智慧屏

• 借助华为终端云服务通过华为视频、音乐等丰富的服

务将华为智慧屏打造为影音中心。可实现手机智慧控

屏、智慧跨屏等功能。

华为AI音箱+无线耳机

• 高品质音乐体验，实现智能语音交互。

• 3D内容平台：内容分发服务平台

技术开放服务

华为终端云服务

• 智能助手：智能化服务

支持2019年底，全球
月活用户数达6亿，
同比增长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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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优势

不足

不足

战略聚焦边界清晰

• 战略发展重点为物联网

基础设施，为生态伙伴

提供技术开放平台，以

扩大连接规模。

• 华为发展智能家居业务

边界清晰，不入局家电

行业，致力于推动标准

建立，合作伙伴较多。

2B与2C全面开花

• 凭借NB-IoT的技术优势和

垂直行业实践，将物联网

业务拓展至更多行业。

• 构建华为云IoT平台，赋能

生态伙伴发展物联网业务

• 以HiLink平台为核心发展

消费物联网，覆盖5大生活

场景。

华为云基础设施 智能硬件优势不足

• 作为物联网业务发

展的基础，华为的

云计算业务正快速

发展，但相较于阿

里巴巴和亚马逊仍

有一定差距。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4 华为物联网业务布局

优劣势总结

华为物联网业务战略定位清晰，在消费级和企业级物联网领域
均有一定优势，但除智能手机外的智能硬件还不具备市场优势

• 智能硬件品类扩展未

抢占先机，智能音箱、

智能手表、智慧屏等

战略产品市占率不占

优势。

AIoT战略

覆盖更多生活场景，连接更多智能设备

产业物联网

通过智能+物联网，使能产业物联网

智能家居行业标准

推动行业标准建立

未来发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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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物联网整体布局：以IoT平台为发展重点，夯实底层技术的
自研能力，实现合作生态的智能硬件互联互通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5 小米物联网业务布局

整体布局

“1KM 边缘计算”解决方案
（联合金山云的边缘计算能力）

设备SDK
小米模组：面向Wi-Fi、BLE、BLE-

Mesh、ZigBee、2/3/4/5G联网方式

用

云

边

端 • AI芯片：成立大鱼半导体公司

• 松果NB-IoT芯片

小米IoT平台*

• 硬件连接、互联互通、安全管理

• 服务于智能硬件厂商和开发者 开发者自有云

开发者自有智能硬件

开发者自有APP

云云对接

Wi-Fi设备 蓝牙设备 Zigbee设备 蜂窝数据设备

智能硬件

酒店 地产

商业场景

家装

…

渠道赋能
• 接入产品获得“works with mijia”认证，支持各

类电商渠道和线下销售
• 优秀产品可获米家APP运营资源，接入小米有品

小爱智能音箱 小米电视 小米摄像头

…

小米品牌智能设备

…

合作品牌智能设备

米家APP

…

应用服务

注释*：小米IoT平台即小米IoT开发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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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 推 出
智能冰箱

• 11月，提出”AI+IoT“万物智慧互联概念

• 宣 布以智 能手
机为核心的IoT
战略

• 9月，发布小米智能电
视（家庭休闲娱乐）

• 11月，发布可连接IoT
设 备 的 智 能 路 由 器
（家庭网络中心）

• 小米成立部门主攻
Wi-Fi 模 组 ， 以 实
现智能硬件设备与
云端平台连接，为
IoT平台积累技术

• 年初，启动手机+AIoT双引擎战略， 宣
布未来5年内将在AIoT领域投入100亿

• 2月，宣布设立人工智能部、大数据部、
云平台部，提升AI核心业务至一级

• 3月，成立AIoT战略委员会（隶属于集
团技术委员会）

• 年末，公布IoT品类战略“1+4+X”

• 2013年底，把握智能
硬件和IoT趋势，组建
团队投资孵化生态链
企业提前布局IoT

2014

• 11月 ， 首 届2017MIDC
小米IoT开发者大会上，
正式推出小米IoT开发者
平台；宣布与百度在人
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

• 7月，推出小米首款
AI智能音箱小爱同学

• 3月，发布生态链
品牌，米家；米家
APP与所有小米生
态链智能产品实现
互联互通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 2月，发布首款
小米支持Wi-Fi6
的AIoT路由器

• 未 来 5 年 在
5G+AIoT 至
少投入500亿

• 7月，推出智能空调，
开始进军白电市场

• 12月，推出 智能 洗
衣机

战略层面

技术和产品层面

小米物联网发展历程：以生态链企业培育模式布局，通过内部
战略及架构调整，不断强化物联网的战略地位

• 自2013年起，小米以培育生态链企业的模式提前布局物联网，最先布局的产品是智能路由器，也为小米的云端IoT平台奠定了技术基

础；2017年，小米正式推出IoT开发者平台，对外开放连接；2018~2019年间，小米陆续推出智能白电产品，完善在智能大家电领域

的布局；2019年，正式启动“手机+AIoT”双引擎战略，一系列的组织架构调整也在不断强化AI能力和AIoT战略。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5 小米物联网业务布局

发展历程

亿欧智库：小米物联网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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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5 小米物联网业务布局

企业战略

小米物联网战略：“手机+AIoT”双引擎战略做强物联网相关
营收；基于开发者平台，小米IoT设备连接数量不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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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确定“手机+AIoT”双引擎战略，一方面提升小米智能手机的品牌价值，另一方面拓展IoT品类、提高IoT设备连接数量、发展AI

技术能力等。小米的IoT与生活消费产品业务创收逐渐增加，2019年全年收入达621亿元（占比30.2%），相较于2018年增加41.7%。

• 小米推出面向物联网领域的开放平台 – 小米IoT开发者平台，主要服务于智能家居、智能可穿戴、智能出行等消费类智能硬件厂商及

其开发者。提供联网模组、云平台、APP远程控制、数据云端存储、OTA、用户账号等软硬件服务，同时开放设备互联互通、小米用

户群体、小米AI 控制、小米众筹/有品商城等企业资源。随着小米IoT平台逐步开放连接，接入平台的IoT设备数量不断增多。

数据来源：小米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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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小米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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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5 小米物联网业务布局

企业架构

小米组织架构调整：强化AI技术发展，拓展大家电业务，联合
集团的技术和团队力量贯彻AIoT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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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部

AI领域技术研发及小爱产品
人
工
智
能
与
云
平
台
部

云平台部

小米云、运维、安全

大数据部

大数据、搜索与推荐

声学 语音 视觉 NLP 知识图谱 机器学习

小米AI自主研发技术成果

小米人工智能声学联合实验室

AIoT战略委员会

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崔宝秋）

隶属于

• 主席：范典

• 副主席：叶航军

• 核心业务部门共15位高管

组成

• 促进AIoT相关业务和技术部门的协

同和资源整合，为用户提供完整的

AIoT服务

• 加快集团双引擎战略的推进，强化

集团AIoT战略整体执行

作用

直
接
向
雷
军
汇
报

大家电事业部：AIoT战略重要的组成部分

销售与服务部

改组增设：中国区

国际部

总裁：王川

雷军任中国区总裁

总裁：王翔

大家电事业部

王川任总裁

2018年12月 2019年5月 2020年2月

• 王川担任首席
战略官

• 电视部总经理
李肖爽兼任总
经理

隶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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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5 小米物联网业务布局

技术能力

小米技术能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技术、通信技术等创新
发展，支持小米物联网业务拓展

53

亿欧智库：小米核心技术图谱

• 小米的技术能力覆盖领域：人工智能、安全隐私、工业设计、操作系统定制、通信技术、应用服务、硬件驱动、大数据、云技术。其

中人工智能技术为小米智能音箱、AIoT业务的发展提供底层技术的支持；大数据、云技术为IoT设备连接数量的增加提供基础设施支

持；工业设计为小米及生态链企业的产品质量提供保障。

小米技术图景

人工智能

云技术

大数据

材料 外观工艺

结构设计

硬件驱动

应用服务

操作系统
定制

通信技术

工业设计
硬件交互

运营工具 多媒体 电子商务 人机交互 通用模块 商业化 仓储物流

机器学习 NLP TTS 声学 边缘计算 计算机视觉 知识图谱 MACE*人脸识别

搜索引擎 推荐系统

统计分析 风控系统 用户画像

数据挖掘
快应用 系统接口

资源管理 定制

仿真测试 IoT通信

5G NR EMC/EMI*

无线通讯
协议

数据包探测
和分析

有线通信

WiFi

点对点通信

消息队列 存储管理

长连接 服务组件

可用性数据处理

存储管理

服务组件

声音处理 BSP技术*

触控指纹 硬件设计

电池技术

传感器

芯片 无线充电 显示成像

安全 风控合规 安全隐私隐私

系统软件连接器

注释*：1. MACE 是小米公司自研的移动端深度学习框架（Mobile AI Compute Engine）
2. EMI (Electro Magnetic Interference) 电磁干扰，EMC (Electro Magnetic) 电磁兼容性；
3. BSP (Board Support Package)，板级支持包，介于主板硬件和操作系统中驱动层程序之间的一层，支持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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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IoT品类战略：围绕智能手机拓展核心产品，把握娱乐、家
庭、网络、办公四大场景流量入口，核心产品市场表现较好

54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5 小米物联网业务布局

IoT核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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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小米智能音箱全球出货量（万台） 小米智能电视全球出货量（万台）

手机

电视

笔记本

小爱音箱

路由器

生态链产品

数据来源：Strategy 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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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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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小米“1+4+N”IoT品类战略

影音娱乐入口
小米电视

网络连接入口
小米路由器

办公场景入口
小米笔记本

智能家居交互中心
小爱同学

• 小 米 数 据 平 台 显 示 ， 截 至
2020年5月15日，小爱音箱
系列累计销量突破2200万台。

• 2017年1月至2019年，小米电视出
货 量 由全 国 第11位提 升 至首 位 ，
2019年销量占有率达19.25%。

• 2020年2月，小米推出搭载Wi-Fi6
的AIoT路由器AX3600。小米路由
器2020年Q1收入同比提高124%。

• 2016年7月，小米笔记本发
布，是其主要自营产品之一。

4个辅入口级别产品

• 小米明确IoT品类战略：1+4+N。围绕小米智能手机这一核心品类，拓展4类自研产品，以把握多个场景的流量入口，同时基于与生

态链企业的合作，发展生态链产品。小米及生态链产品凭借设计风格统一、聚焦核心功能、性价比高等特色快速提高销量。其中小米

电视和小米智能音箱的市场表现较突出。



EO Intelligence

小米生态链模式：“投资+孵化”生态链企业，给与企业多方
资源支持，共同培育新产品、拓展新用户

55

• 小米以“投资+孵化”生态链企业的方式拓展物联网业务，给予生态链合作伙伴多方面的资源支持，包括：品牌（米家和小米）、供

应链能力（成本控制）、渠道（小米/米家商城）、资本、产品定义、ID设计、品质要求。

• 截至2020年3月底，小米投资的生态链企业超300家，聚焦于智能硬件和生活产品的超100家。前期多选择处于创业初期的企业，共

同孵化和培育新产品，扶持企业成长，后期多选择发展较成熟的企业，助推产品创新。小米也因此以手机、路由器等早期产品为根基

不断衍生新产品，辐射用户更多需求。

数据来源：亿欧数据

亿欧智库：小米及顺为投资企业类型分布

8

10

12

13

13

17

21

23

24

25

31

32

34

37

47

78

工业制造

工具软件

其他

房产服务

社交平台

运动健康

教育

生活服务

物联网及前沿技术

汽车交通

游戏

金融

电商

企业及信息化服务

文娱传媒

智能硬件

注：其他包括农业类2家、
物流类4家、广告营销类5家
以及运营类1家

公司名称 主要产品 成立时间 现状

手机周边及其他消费电子产品

紫米电子 移动电源、蓝牙音箱、无线路由器等 2013年 被小米集团收购

万魔声学 小米活塞耳机 2013年 准备上市

硕米科技 手机壳等配件 2015年 已上市

智能硬件

绿米联创 智能家庭产品 2014年 -

智米科技 净化器、电风扇、加湿器等智能生活电器 2014年 -

纳恩博 自平衡车及短途代步车 2015年 已上市

石头科技 智能清洁机器人 2015年 已上市

生活周边消费品

润米科技 智能金属旅行箱 2015年 -

趣睡科技 乳胶床垫 2015年 -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5 小米物联网业务布局

生态链模式

亿欧智库：小米重点生态链企业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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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优势

不足

不足

智能硬件独具特色

• 提前布局，品类丰富

• 瞄准存在痛点和不足的行

业，以爆款切入

• 产品设计风格统一，性价

比高，IoT生态相对封闭，

有利于绑定用户

• 擅长用户研究、市场培育

和产品营销

用户数据沉淀及增值

• 消费级IoT平台汇聚流量，

沉淀丰富的用户数据

• 通过分析用户数据，反哺

小 米 AI 技 术 及 其 他 业 务

（产品设计、营销等）

• 基于用户和流量的积累促

进互联网业务变现

生态开放不足 白电业务风险大

• 小米的IoT产品逐渐

深入家电行业，与

众多家电品牌形成

竞争关系，不利于

平台的开放与合作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5 小米物联网业务布局

优劣势总结

小米通过硬件销售聚集用户流量、积累数据，反哺其他业务；
未来，小米将持续强化AI技术，发展大家电业务，拓展2B业务

• 白电行业本身竞争

激烈，寡头效应明

显，处于起步阶段

的小米将面临较大

风险

提升技术能力

AI、智能语音、大数据等

2B业务

与酒店、地产等企业合作拓展2B业务

大家电业务

利用小米的轻资产模式发挥品牌+营销优势

未来发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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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物联网整体布局：围绕苹果的核心硬件及iOS生态，按场
景拓展智能硬件、内容及应用服务，注重感知技术及芯片技术

• 2017~2019财年，iPhone、Mac和iPad的营收增长趋缓甚

至下滑；围绕IoT布局的可穿戴设备、家居和配件业务，以

及涵盖数字内容商店和流媒体的服务类业务成为新驱动。

• 苹果的物联网业务以iOS生态用户为核心，覆盖智慧家庭、

智慧出行、智慧办公、医疗健康、内容服务等方面。最终目

的是壮大苹果生态，提高硬件销售量，发展内容服务业务。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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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苹果公司2017~2019财年各业务营收（百万美元）

核心硬件

• iPhone
• iPad
• Mac

可穿戴设备、家居和配件

• iWatch
• Homepod
• Apple Pencil等
• AirPods、Beats系列

• 流媒体及信息服务：
Apple Music、Apple 
TV+、Apple News、
Apple Arcade

• 应用服务：Home App、
Health APP、APP Store

发展iOS
生态

基于
硬件&

iOS生态

云服务

• iCloud为iOS生态中的用户提供
云服务，实时同步数据、文档等

开放平台（为开发者应用开发提供支持）

• Homekit、HealthKit、ResearchKit、
CareKit、ARKit、SiriKit等

边缘计算技术

• 推出全新数据传输服务“苹果边缘缓存”（Apple Edge Cache）
• 收购Xnor.ai，致力于研究AI技术应用于边缘计算设备

通信技术

• UWB超宽带技术：强化室内定位能力，是物联网感知网络的底层技术
• 收购英特尔手机通讯部门，进一步布局5G基带芯片

• 传感器技术：NFC、压力传感器 (3D Touch)、3D传
感器（FaceID）、生物信息传感器

• 语音识别技术：语音识别与合成、NLP自然语言处理

感知技术 芯片及操作系统
• A/T/H/S系列芯片*
• 苹 果 将 推 出 SiriOS ，

允许跨设备操作

用

云

边

管

端

数据来源：苹果年报

*注释：A系列芯片应用于iPhone, iPad, Apple TV, HomePod；T系列芯片应用于
Mac; S系列芯片应用于Apple Watch；H系列芯片应用于AirPods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6 苹果物联网业务布局

整体布局

提
升
用
户
粘
性

亿欧智库：苹果公司物联网业务整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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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6 苹果物联网业务布局

发展历程

苹果物联网业务发展历程：围绕消费者的生活场景布局产品、
开放平台、应用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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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2014 2015 2016

• 推出医疗护理平台CareKit
• 与23andme合作共享基因数据

• 临床医学研究平台
ResearchKit

• 健康数据整合平台HealthKit
• 发布Health APP

• 与耐克合作推出运动
检测产品Nike+iPod

2017

• 与健康有关的Apple Watch
多项应用，更新临床研究功能

2018

• 建立临床研
究生态系统

• 3月推出Apple Watch • 10月发布AirPods

开源框架及应用

产品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 发 布 智 能 家 居
平台HomeKit

• 首 批 支 持 HomeKit 平
台的智能家居设备上
市

• 智能家居应用程序
Home APP上线

• 调整HomeKit芯片组验证途径
• 发布HomePod

• HomeKit ADK完全开放
• 推出HomeKit路由器

• Home APP和Siri控
制设备功能的优化

2014 2015 2016 2018 2019

• 发布Apple Pay
• 发布Apple Music
• 推出Apple News

• Apple Pay入华
• 发布Apple News+、Apple Arcade、

Apple TV+和Apple Card
• Apple News月活跃

用户达9000万

2012 2013 2014 2018 2019

• 推出Siri Eyes Free
车载语音操作服务

• 宣布”iOS in the car”计划，与12
家汽车厂商合作布局车载信息系统

• 正式发布CarPlay
• 基 于 iOS13 有 大 幅 更 新 ，

iPhone和CarPlay可独立运行
• 基于iOS12更新，CarPlay

可支持第三方导航

运
动
健
康

智
能
家
居

智
慧
出
行

内
容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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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6 苹果物联网业务布局

技术能力

苹果技术能力：技术能力覆盖物联网端、管、边、云等层级，
其中传感器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优势明显

• 苹果注重物联网底层核心技术的积累，端侧涉及感知技术、芯片、操作系统等，管侧涉及UWB超宽带技术、5G技术等，边缘侧在数

据传输方面有所突破，云侧针对苹果用户提供数据存储和实时传输服务。苹果的传感器技术伴随iPhone产品的迭代不断革新，进而

应用于物联网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在数据资源、计算平台、硬件载体、机器学习框架、算法能力、通用技术等方面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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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产品：iPhone（2G）

技术：近距离/光度/加速度/湿度传感器

2008~
2009

产品：iPhone（3G）/ iPhone 3GS

技术：GPS传感器；磁力传感器（方向辨别）

2010~
2011

产品：iPhone 4/ iPhone 4S

技术：陀螺仪（MEMS）、内部温度传感器；蓝牙 4.0（功耗低）

2013
产品：iPhone 5C/5S

技术：Touch ID（识别指纹）、协处理器M7（服务于传感器）

2014
产品：iPhone 6/6 Plus

技术：近场通信（NFC）（Apple Pay）

2015
产品：iPhone 6S/6S Plus

技术：压力传感器 3D Touch（采集按压力度）

2017
产品：iPhone 8/8 Plus/X

技术：深度传感器（深度摄像系统）、位置/亮度传感器

2019
产品：iPhone 11/Pro/Pro Max

技术：高精度定位及近距离传输

基础层 技术层

软
件

数据资源

• iOS生态中的用户数据

（办公、健康、等场景）

计算平台

• AI芯片：苹果A13仿生芯

片，机器学习能力强

• 传感器

• 云计算/大数据：数据收

集、处理、交易

硬
件

硬件载体

• 中央处理器

• 图形处理器

• 减速器（底层硬件）

框架层

• 机器学习框架或系统：机器学习框架

Core ML 3

• AI工具：调整机器学习模型

算法层

• 语音识别、NLP自然语言识别（Siri）

• 图像识别（相机）

• 人脸识别（FaceID）

• 生物信息识别（Face ID、healthkit）

• SLAM（ARit）

• 虚拟现实智能建模技术（AR）

• ……

•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增强学习等

通用技术层

亿欧智库：苹果传感器技术发展历程 亿欧智库：苹果AI技术储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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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重视运动健康业务，可穿戴设备Apple Watch和AirPods
的推出丰富了苹果的硬件品类，也为健康业务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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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2015~2018年Apple Watch各季度出货量及市场占有率

3.6 3.9 
5.1 

1.5 1.6 1.1 

5.2 
3.8 3.4 2.7 

7.8 

5.0 
3.8 4.5 

9.2 

3.8 

5.7 
6.8 

8.7 
7.6 

72.0%70.2%

63.0%

46.0%47.0%

41.3%

63.4%
57.0%

49.6%

41.0%

67.2%

42.0%

44.4%
45.0%

50.7%

43.1%

46.4%
47.9%

54.0%

55.0%

0.0

4.0

8.0

12.0

16.0

20.0

24.0

出货量（百万台） 市场份额

7.5 

10.5 

14.3 
14.9 

20.9 60% 60%

53%

45%
41%

6

10

14

18

22

出货量（百万台） 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Strategy Analytics

亿欧智库：2018~2019年AirPods各季度出货量及市场占有率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6 苹果物联网业务布局

应用 - 运动健康（可穿戴设备）

• Apple Watch是健康生活场景中核心的智能硬件产品，自推出以来不断集成和拓展健康数据与管理相关的应用和功能。自发布以来，

Apple Watch始终领跑智能手表市场，2016~2019年每年9月发布新产品后，Q4销量表现突出，这反应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

• AirPods开启TWS耳机*的元年，一经推出便成为Apple营收的新增长点，适配Apple核心硬件产品，提升用户体验，增强用户粘性。

据彭博社预测，未来AirPods将集成传感器，配置生物信息采集功能，成为健康场景中的重要一环。

数据来源：IDC

*注释：TWS耳机（True Wireless Stereo）真无线立体声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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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运动健康：围绕设备、开放平台、应用、大数据服务等构
建生态，为用户、医学工作者、研究机构及开发者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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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设备及应用

健康APP

*

Apple设备

第三方设备
及应用

医疗及研究机构

合作企业

数据采集

数据共享

数据共享

研究赋能

研究与合作
HealthKit
健康数据平台

医疗及研究机构

应用支持

标准开发
流程/数据

数据共享

研究赋能

移动医疗APP

……

ResearchKit
医学研究开源框架

心率 基因 妊娠

医疗及研究机构

应用支持

开源架构
/数据

数据共享

研究赋能

移动医疗APP

……

CareKit
医疗护理平台

儿童健康 术后恢复 跟踪管理

数据共享

数据共享

定期跟进自己
的症状和用药
情况，与护理
团队分享并制
定计划

参 与 测 试 及
医学研究

根据量化结果
进行健康管理

用户

*注释：AirPods未来可能集成传感器，作为生物信息数据的来源之一。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6 苹果物联网业务布局

应用 - 运动健康

ReasearchKit：为医学研究者提供便捷的临床研

究 渠 道 ， 提 高 数 据 收 集 和 研 究 效 率 ； 能 够 与

HealthKit实现数据互通。

HealthKit：用于汇集、管理和简要分析用户的健

康数据；基于平台开发的应用之间可共享数据，

有利于健康管理方案制定和数据沉淀

CareKit：提供开源框架，帮助开发者制作APP，

适用于长期疾病的处理和健康信息长期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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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场景：设备配套iWork强化办公属性，设备间协同性强；
出行场景：iOS拓展至车载，CarPlay承载驾驶场景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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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场景 出行场景

苹果办公套件iWork：苹果的硬件设备预装办公套件iWork，配合云服务

iCloud和Apple ID登录，可实现文档的跨终端实时同步，进一步增强设备

的办公属性。

2005年第一版，仅包括Kenote和Pages

2008年增加Numbers

适用于办公场景的终端设备：针对不同市场推出不同产品线，专业性和功能

性有所侧重。例如MacBook及iPad强调移动办公属性，Mac Mini针对家庭

市场，iMac定位于教育、创意专业市场等。其中移动办公产品发展较成熟，

产品迭代速度快，产品线清晰。

Mac Pro

2006年

MacBook系列

2006年

iPad

2010年

Mac Mini

2005年

iMac

1998年

Display

2011年

• CarPlay：苹果的iOS系统在出行场景的延伸，iPhone

可通过USB或蓝牙实现车机投射。

• 将智能手机中的应用与驾驶场景的特性融合，实现交互。

车载信息娱乐系统：
CarPlay

应用及功能

• 保留和同步iPhone设备上的数据，

可通过语音控制Siri及触屏进行交互

第三方
应用

…

车企合作

• 与宝马、奥迪、福特、戴姆勒、

现代、别克等全球主要汽车制

造商合作推出支持CarPlay车

载的车型（500多款）

• 在用户数据控制权和设计自主

权上存在矛盾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6 苹果物联网业务布局

应用 – 智能办公&智慧出行

• 针对办公场景发展和延伸出较多产品，适用于不同的办公人群和场景；针对Mac和iPad分别发展出适配的操作系统MacOS和iPadOS，

强化设备自身的工具属性及设备之间的协同性。

• 出行场景以车载娱乐系统CarPlay及底层核心服务Apple Map，通过对外合作与功能拓展，充分提升驾驶场景下用户的体验。

• Apple Map：把握移动出行的底层核心服务，发展自

主的地图绘制和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地图精度，研发

HUD、AR导航等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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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HomPod为控制中枢，HomeKit平台统一管理设备；
内容服务：采用流媒体付费订阅制，增强用户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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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家居平台HomeKit：提供标准框架，支持第三方厂商生产符合兼容要求和安全标准的设备，苹果用户可对家居设备进行远程控

制。HomePod和Apple TV是Apple智能家居的控制中心，其他Apple设备可实现遥控，语音助手Siri贯穿整个家居生态，以实现语音

交互。全球已有超过50个品牌为HomeKit架构提供配件，均需通过Apple审核。

• 内容信息服务：基于苹果生态体系的终端设备、用户触达渠道、iOS生态建设，为提升用户粘性，吸引消费者留驻苹果生态，苹果强

调内容生态建设，以实现内容服务用户与硬件消费者之间的互相转化。

亿欧智库：苹果智能家居场景整体架构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6 苹果物联网业务布局

应用-智能家居&内容信息服务

通过设备端登录Apple ID实现远程控制

HomePod Home App

软件应用入口

Apple TV

主要硬件载体及控制中心

HomeKit：统一的智能家居管理平台

平台支持

灯光 桥接器 路由器

摄像头 空气净化器空调

第三方智能家居硬件厂商

标准
接口

接入

配件
连接

Apple设备

以HomePod为高优先级
入口的家庭控制中枢

家居配件厂商

飞利浦、AIRELEC、海信、

海尔、米家、霍尼韦尔、

Bose、通用电气、美的等

合作

Apple Music Apple TV+

Apple News+

Apple Arcade

Apple Pay

内容：与 唱 片 公

司或艺人合作

内容：与影视制作方、版权所

有者、第三方平台合作；原创

内容：与游戏制作

商、工作室合作

内容：与主流媒体、
出版商合作

与美国运通、VISA、万
事达、中国银联等合作

亿欧智库：苹果内容服务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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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优势

不足

不足

产品创新生态培育

• 自研能力强，智能硬件产

品创新功能多，市场影响

力大，品牌溢价能力强

• 基于iOS培育生态，跨设

备协同性高，形成“全家

桶”效应，用户忠诚度高

• 用户隐私保护、数据安全

方面具有领先优势

健康场景内容服务

• Apple Watch为运动健康

业务发展提供用户基础和

数据沉淀基础

• 选择优质的上游合作方保

障内容服务业务的质量，

尝试原创节目发展自身特

色，抢占用户线上时间

部分场景不及预期 Siri交互力欠缺

• Homepod性价比低，

市占率低，对外连接

能力不强，距离“智

能家居中枢系统”有

差距

• 汽车项目发展面临多

次业务调整

Part. 3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及对比
3.6 苹果物联网业务布局

优劣势总结

苹果围绕核心硬件培育iOS生态，利用用户基础延展物联网场
景；家居、出行等业务发展不及预期，运动健康场景前景较好

• 苹 果 用 户 对 Siri 的

使用频率较低

• 挑战：通过智能语

音助手实现交互并

挖掘数据价值

强化技术能力

边缘计算、语音交互、XR等

内容信息服务

TV、音乐、资讯、游戏等

运动健康

加强与研究机构、医院合作，发展软硬件

未来发展重点：



The summary of experience and the 
outlook of IoT industry

经验总结及行业发展展望

65

通过分析巨头企业的物联网业务布局，总结经验，分析物联网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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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公有云业务

• 基于公有云业务积累的优势，发展并完善物联网云平台（物

联网架构的枢纽）。提供设备连接上云、设备管理、数据存

储与分析等较全面的能力。

• 云服务积累的企业级用户逐渐发展成为物联网云平台的用户

或生态合作伙伴。

依托智能硬件

• 围绕企业核心产品，丰富IoT智能硬件品类。

• 构建连接智能硬件的开放平台，为行业合作伙伴、应用开发

者提供支持，扩大IoT硬件连接、丰富应用，实现用户流量

的汇聚及生态的搭建。

• 用户数据沉淀，在AI、机器学习等技术加持下，培育内容、

互联网等增值服务，继而增强用户粘性，壮大生态。

• 总结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的发展，核心逻辑是企业结合自身的特色、资源及核心优势，切入物联网的不同环节，进而选择不同的发展

路径。例如，依托云业务发展和依托智能硬件发展的企业发展重点有所不同。在物联网业务不断拓展的过程中，企业擅于利用集团的

资源，打通与其他业务的联通，同时愿意与生态伙伴合作，进而构建平台或生态。

• 技术层面，重视发展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云计算等技术，以充分发挥物联网设备所产生的海量数据的价值。

• 以智能家居场景为核心拓展智能硬件品类，满足消费者智慧

生活多方面需求。通过联网的智能设备，获取有关消费者生

活的丰富数据并加以智能化应用，可衍生发展更多应用服务。

• 借助智能音箱这一硬件产品，发展智能语音助手，以加深与

用户的交互。

• 发展通用型平台的企业专注泛行业连接，选择重点行业优先

发展，智慧城市、智慧出行、工业互联网等行业受重点关注。

• 智慧出行：发展可连接智能IoT设备的车载软件/硬件/系统。

• 智慧城市和工业物联网是面向政府和企业的服务，充分满足

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

面向企业/政府：垂直行业解决方案

面向消费者：智能家居场景

会拓展2C

多数重点发
展2B市场

多数重点发
展2C市场

企业发展物联网业务多根据自身的技术和资源优势选择切入点，
在不断发展技术、建立合作的过程中补齐“拼图”

Part. 4 物联网行业发展总结及展望
4.1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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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物联网业务的发展重点：面向消费者的智能硬件和面向企
业及政府的物联网平台，发展路径不尽相同

• 不同企业在物联网生态搭建层面，选择不同方式。部分企业充分开放技术和资源，连接生态伙伴；部分企业构建较封闭的物联网生态。

• 物联网业务发展路径：从企业级物联网业务切入的企业重点发展物联网平台或应用服务，包括泛行业连接的横向发展的企业，和在垂

直领域纵向挖掘的企业；从消费级物联网切入的企业专注拓展智能硬件品类，围绕场景深入发展，再构建IoT设备连接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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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级物联网业务发展路径

• 面向消费者的智能硬件企业，具备IoT设备开发的核心技

术、成熟的供应链体系、完善的销售渠道等

• 基于品牌价值及用户群，围绕智慧生活拓展IoT设备

• 向企业级物联网拓展的方式：开发软件平台以统一管理各

场景的IoT设备（业务拓展初期仍以硬件为主、软件为辅，

多将软件或服务包含在硬件产品中销售）

企业级物联网业务发展路径

• 通用型物联网平台：多基于企业云计算业务发展，提供底

层技术和基础设施支撑，强调全栈IoT能力、泛行业连接及

开放的生态策略（优先发展重点行业）

• 垂直领域物联网平台：利用资源优势，在某垂直领域深入

发展，先满足用户在细分场景基础需求，再开发上层工具

• 发展路径：做底层技术及基础设施支撑、做重点行业连接、

做重点行业软件平台、做垂直行业端到端解决方案

• 向消费级物联网拓展：多以智能音箱为切入智能家居场景，

通过合作发展更多品类

较
封
闭
生
态

代表：苹果、小米（半封闭，赋能生态链企业为主）

• 优势：在企业的严格管理和控制下，充分保障用户体验；

随着生态内用户对系统的依赖加深，用户与生态内的产品

及服务形成深度绑定关系，有利于产品及服务的推广。

• 不足：物联网行业可发展的行业和场景众多，较封闭的生

态不利于物联网业务规模的扩大（例如，可接入苹果

HomeKit平台的家电设备数量较少）

代表：阿里巴巴、华为、亚马逊

• 优势：在对外输出技术、资源等能力的同时，也吸纳生

态伙伴的能力，以此实现物联网多设备之间的协作以及

应用的场景的多样化；帮助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现价值，

有效促进物联网行业的发展。

• 不足：形成统一的标准需要时间，会影响用户体验

开
放
生
态

典
型
发
展
路
径
分
析

Part. 4 物联网行业发展总结及展望
4.1 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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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物联网行业发展总结及展望
4.2 物联网行业发展趋势及挑战物联网行业向智能化方向发展，长期投入、形成规模效应后将

产生收益，平台数据的增值和创新性利用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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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 挑战

• 企业云化及数智化转型需求逐渐旺盛，未来市场空间大。

与云计算发展路径相似，IoT云平台具有规模效应，经过

长期的投入和发展，后期将获得较大收益。

• 发展成熟的企业会选择自建平台，更多企业仍会倾向于接

入大的平台生态。

• 主流云计算厂商主要负责搭建基础设施平台，联合在垂直

行业或细分场景有资源、技术积累的生态伙伴，共同推动

物联网在行业内的应用。

• 规模效应逐渐形成后，发展物联网平台的技术门槛降低，

数据价值的利用将成为抢占市场份额的关键。

• 物联网云平台还处于发展过程中，设备连接规模有限（未

及预期）。

• 为解决用户多样化、碎片化的需求，项目定制化程度高，

标准化程度不足。行业整体发展仍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

以发展适配不同场景的解决方案。

• 流入物联网行业的资金将减少且更集中，行业竞争加剧，

不具备特色的平台会逐渐被淘汰。

• 物联网传感、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已相对成熟，未来成本

将更低，人工智能技术将与物联网深度融合发展，推动行

业向万物智联阶段发展。

• 以智能语音音箱为代表的智能硬件发展态势较好，单品类

设备智能化及联动智能已逐步实现，下阶段的发展重点为

打通各类设备和系统间的互联互通，并提供数据层面的服

务（例如企业运营、产品设计）。

• 面向物联网的数字化转型仍处于探索阶段，数据价值和数

据创新仍需培育，收益与投入达到平衡还有很远距离。

• 应用层面，物联网与垂直行业之间的协同，各类的硬件厂

商之间的协同，较为困难。

• IoT智能设备层面：用户使用习惯仍需时间培养，智能语

音助手的核心技术仍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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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桌面研究及对相关企业、行业专家访谈后完成此份报告。首先，报告对物联网行业进行了较细致的梳理，包括物联网的概念、

发展背景、发展驱动力、架构、产业链、关键技术、应用场景、关键参与者等。接着报告选取深度布局物联网业务的5家巨头企业

（阿里巴巴、亚马逊、华为、小米、苹果），重点分析他们物联网业务的发展历程、路径及策略、产品及技术等。横向对比分析，

总结巨头企业物联网业务发展的经验，最终分析物联网行业的发展趋势及挑战。在此，亿欧智库感谢相关企业、专家的鼎力支持。

• 未来亿欧智库将持续追踪、研究物联网领域，进行更深入探讨，持续输出更多研究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联系交流，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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