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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et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focuses o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t present, the global ap-
plication of the new Internet of things improve the complexity of the logistics information, there are many 
challenges exist in logistics information collection、 interoperability and intelligent application，such 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investment costs、openness and security、application de-
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s a strategic growth of new industries, internet of things construction in Beijing 
has some advantages,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Against current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status and 
tasks of Beijing,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ird party logistics enterprises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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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物联网是互联网应用拓展的重点，全球新的物联网应用环境提高了物流信息化的复杂性，

对物流信息采集、互联互通、智能应用存在着技术标准和投资成本、开放性和安全性、应用的部署和

发展等多方面的挑战。物联网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长点，北京市在物联网建设方面具有一定先发

优势，但发展中存在技术标准缺乏，创新体系不完善，应用领域不广、层次偏低等问题，论文在物联

网环境下，针对北京市物流发展现状和任务，研究北京市物流信息化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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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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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正面临着一次新的物流信息

化革命。物联网是通过射频识别、 红外感应器、全球

定位系统等方式连接物体，按约定的协议，可以把任何

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通过计

算机存储理解分析数据，进而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

跟踪、监控和管理[1]。随着信息采集与智能计算技术的

迅速发展和互联网与移动通信网的广泛应用，大规模发

展物联网及相关产业的时机日趋成熟，欧美等发达国家

将物联网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领域。美国将物联网技术

列为在经济繁荣和国防安全两方面至关重要的技术，以

物联网应用为核心的"智慧地球"计划得到了奥巴马政

府的积极回应和支持；欧盟 2009 年 6 月制定并公布了

涵盖标准化、研究项目、试点工程、管理机制和国际对

话在内的物联网领域十四点行动计划。 

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和超大

型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土地资源稀缺、交通压力巨

大，服务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诸环节的物流业

得到了快速发展，物流业作为现代流通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加快经济循环，提高流通效率的重要环节。虽

然北京物流业目前已拥有了一定的仓储、运输等物流

基础设施，并形成以高速公路为基础，铁路、航空为

远程辐射，海运为重要补充的交通运输网络,但物流发

展的滞后性与城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之间的矛盾仍很

突出。通过物流信息化建设可以提升物流效率，缩减

物流成本[5]，因此提升北京市物流信息化总体水平，

推动北京市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对促进北京市经济发展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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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传感器、软件、网络等关键技术快速

发展，物联网产业规模快速增长，应用领域广泛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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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正面临着一次新的物流信息化

革命。物联网是通过射频识别、 红外感应器、全球定

位系统等方式连接物体，按约定的协议，可以把任何

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通过

计算机存储理解分析数据，进而实现智能化识别、定

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物联网在为物流信息化建设

提供新的方向和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2]。  

目前国内外物流信息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在传统

的互联网应用环境下，物 流信息化技术的研究和信息

化发展现状及趋势的研究。物联网将互联互通延伸和

扩展到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很多的设备或物品都接

入，这是一个泛化的接入，一个异构的接入，具有网

络的高度自治化和协同。随着物联网的兴起，物流业

信息化进入新的周期，在这个阶段，信息技术的单点

应用将会整合成一个体系，以追求整体效应，从而带

来物流信息化的变革，推动物流系统的自动化、可视

化、可控化、智能化、系统化、网络化、电子化的发

展。 因此在物联网环境下，针对北京市物流发展现状

和任务，研究北京市物流业信息化发展策略具有重要、

现实的社会意义。目前物联网环境下的北京市物流信

息化发展策略研究非常少，我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

新性和先进性。 

2 北京市物流信息化发展现状 

北京市物流业信息化建设，在政府层面，北京市

政府 2010 年 2 月出台了《北京市物流业调整和振兴实

施方案》，提出到 2011 年，物流业将成为北京市的支

柱产业之一的目标。 到 2020 年， 北京将进一步提升

物流业的发展水平，基本上形成布局科学、结构合理

的现代城市物流空间体系和技术先进、相关产业发展

配套齐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物流 业发展体

系。2010 年 4 月 9 日由北京市政府支持，北京市物流

协会负责的北京物流公共信息平台(56beijing.org)正式

向社会开放。北京物流公共信息平台采用实名入会制

度，所有入会企业的相关营业金额、 注册资本、运营

资质等需要通过审核。该平台包含了物流业务、物流

资源、电子采购、企业认证推广、中小企业应用等 5

个应用服务中心，也是国内首家专业的物流在线招投

标平台。在物流企业层面，一些优秀的大型物流企业

已经走到了信息化的前列 ,但是具有需求明确、系统

先进的物流企业在北京市也就大约 5%至 10%左右，

在国外物流企业中普遍采用的计算机辅助决策等方面

的应用，在国内的物流企业中可谓少之又少。很多物

流企业的信息化建设的重点还主要集中在基础网络建

设及应用软件系统建设的初级阶段，至于业务流程和

操作的优化，如集中采购、集中库存及大型配送中心

的计算机管理尚处于起步和摸索阶 段，从观念到设施

还停留在传统运输和仓储的层面上。 

对目前北京市物流信息化建设现状可归纳为以下

几个方面：   

 北京市物流的物流信息化建设总体上还处在初级阶

段，特别是中小型物流企业仍处于信息技术应用的初

级阶段。 

 绝大部分物流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物流企业物流信息

化建设的重点还主要集中在基础网络建设及应用软件

系统建设的初级阶段，供应链管理极为罕见。由于信

息化建设层次比较低，造成信息不畅、企业上下游之

间的信息流没有打通，流通环节成本居高不下。 

 大部分物流企业在走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信息化之

路，物流服务功能单一，信息化水平亟待提高。 

 北京物流企业的构成很复杂，企业间的物流公共信息

平台建设落后。 

近年来，北京市有关部门广泛采用网络、RFID

和传感器、GPS 监控、视频监控等技术在城市交通、

市政市容管理、水务、环保、园林绿化、食品安全等

多个领域实现了自动化的监测和管理，为全面建设智

能北京、感知北京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北京市虽然有

一定先发优势，但发展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

为技术标准缺乏，创新体系不完善，应用领域不广、

层次偏低，运营模式不成熟等。 

3 物联网环境下物流信息化建设的新问题 

物联网是通过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实现人

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全面互联的网络，其主要特征

是通过射频识别、传感器等方式获取物理世界的各种

信息，结合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等网络进行信息的传

送与交互，采用智能计算技术对信息进行分析处理，

从而提高对物质世界的感知能力，实现智能化的决策

和控制。现阶段，其应用主要为传感网。物联网技术

和产业的发展将引发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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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是信息产业领域未来竞争的制高点和产业升级的

核心驱动力。加快发展 物联网产业不仅是提升信息产

业核心竞争力、发展创新型经济的战略选择，也是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两化"融合、提升社会信息化

水平的重要抓手，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都将产生深

远影响。 

在物联网应用环境下对物流信息化发展策略的研

究具有相当的复杂性。物联网促进物流信息化、智能

化，对物流信息采集技术、物流信息的互联互通、信

息的管理、 加工和应用都有新的需求，例如如何部署

更加广泛、及时、准确的信息采集技术，如射频识别

（RFID）、各类传感器、地理定位系统、视频采集系

统等；如何把这些信息实现互联互通，既满足专用的

要求，也能实现方便的开放和共享；信息如何管理、

加工、应用，解决各种现实问题。这些问题都将对物

流信息化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使得物联网环境下物

流信息化发展策略的研究有较大的难度。 

对目前物联网环境下物流信息化建设的新问题可

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物联网技术标准缺乏统一。物联网信息化建设的基础

工作包括对企业的各种资源建立一个规范统一的编

码，而且信息的采集渠道和方式要规范、通畅、稳定，

同时要研究对信息进行科学、合理、深入的加工处理

流程方式。目前，与物联网有关的标准化组织很多，

但物联网缺乏权威的可遵循的标准。 

 现有系统不能适应基于物联网的供应链管理的需要。

物品通常都不是静止的, 而是处于运动的状态, 必须保

持物品在运动状态, 甚至高速运动状态下都能随时实

现对话，因而物联网环境下，对于信息的采集、协同

和共享需要求有相应的系统资源支持，在核心器件和

软件方面，我们还做不到自主可控。 

 目前，物联网技术重数据收集，但在数据挖掘与智能

处理方面重视不足。 

 物联网市场规模预期很大，但在体制上相互分割，缺

乏资源共享。运输业、仓储业等各自为政、独自经营、

相互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无法体现规模化。  

 物联网产业链很长，但缺乏龙头企业，产业链的每一

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节点。 

 物联网产业规模很大，但每一种产品在市场上又难以

上规模，其商业模式尚不清晰，仍处于初级阶段，没

有达到大规模应用规模，只有具备了规模, 才能使物品

的智能发挥作用。 

 物联网信息安全性、可靠性、可管理性薄弱。 

 传感器、芯片、关键设备制造、国内智能交通高端市

场约 2/3 被国外企业占有。 

4 物联网环境下北京市物流信息化发展对策

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快速推进，物联网技

术与物流管理不断推陈出新的形势下，要抓住新一代

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机遇，创新信息产业技术，以信

息化带动工业化，加快我市物流企业的信息化建设，

加快发展物联网技术，重视网络计算和信息存储技术

开发，加快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信息资源行业分

隔，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促进信息共享，保障

信息安全。 

 加强物联网发展政策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发展

规划，起到物联网发展“指挥棒”的作用、引

导物流企业的信息化建设。 

 与国家物联网整体发展战略为指导，制定全市

物流企业物联网编码标准和数据共享交换等标

准规范。 

 结合物联网技术的新特点和新要求，加快北京

市公共物流信息化平台建设，进行横向整合，

实现同类资源集约化，例如利用信息网络整合

分散的货主和车辆并进行优化匹配、多式联运

平台整合各种运输方式、物流枢纽和物流园区

对各种资源进行整合和有效管理等等，实现物

流企业信息的畅通无阻，为中小型物流企业信

息化提供统一的信息平台，提供物流中的标准

化服务，如仓储、运输、货代、快递等，提高

物流信息化的使用效率与效益。 

 加快大型物流企业新型网络商务与信息化平台

建设，通过装置在各类物体上的电子标签

(RFID), 传感器、二维码等经过接口与无线网络

相连 , 按专业化类别进行物流流程的信息采

集，给物体赋予智能, 实现人与物体的沟通和对

话、以及物体与物体互相间的沟通和对话。信

息系统深加工后使流程得以整合、优化，有效

组织企业自身的物流资源，组合企业物流网络，

形成有效的物流组织和网络体系，提供专业化、

个性化的服务，如汽车供应链、家电供应链、

服装供应链等的整体解决方案。 

 大力发展物联网中间件技术，依托现有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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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充分整合相关各种信息资源，提高整体系

统效率，避免重复建设。如，屏蔽不同读写器

之间的协议，过滤标签数据等。 

 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突破物联网关键核心技

术，加快产业资源集聚，大力推广示范应用，

促进物联网产业快速发展，确保在新一轮技术

和产业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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