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联网概念辨析（1）

一、什么是智联网

“智联网”(Intelligent Grid)，是由超大数量（TB 级，甚至 PB

级）的能够独立与外界交互的自动/智能感知体为基本单元（细胞），

通过去中心化的类生物网络连接，构成具有类生物特性的智能共生

体。这个共生体能够像生物体一样，以数字化/数据化的方式感知、

感觉外在世界，并能做出类似生物应激性的行为，甚至自我学习及动

态演进。这样的系统将帮助人们更好地探索世界，获得更好的生活质

量，找寻生命的价值。“智联网”是联接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赛博

空间）的桥梁，联结现在与未来的关键纽带

二、为什么要智联网

自MIT1999 年推出物联网（IoT）概念以来，物联网技术获得

了快速的发展。遗憾的是，受制于建设成本、网络带宽、云系统架构

以及人工智能的限制，物联网的发展速度与应用范围严重受限，远远

没能达到人们所期待的程度。另一方面，在互联网基础设施与网络建

设方面，发展速度也远远滞后于人们日益增值的需要：例如社会公共

数据分割在各个独立的业务系统中（交通、治安、民政、医疗），基

础设施重复建设，基础网络常常不可靠（单向、最多双向通路），业

务容灾能力非常差。最后，城市规划与发展（包括公共治安、能源供

应、物流管理、城市交通）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



智联网的出现是趋势，也是必然。智联网核心是作为超级大脑，

有效地解决海量应用终端的分组协调问题，在终端自主控制，在云端

分工协同，提供最优决策；将决策支持与快速反应有效的结合起来；

将数据资源统一整合，在业务领域宏观决策；充分利用大数据及人工

智能，提高响应速度，提升各个业务系统的效能。

三、智联网的核心价值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解决物联网建设的困境，解决互联网产业化

发展的困境，解决城市规划发展的困境（治安、能源、物流、交通、

医疗等)。

物联网发展的瓶颈：终端价格过高，云端功能太弱。互联网发展

的瓶颈：各体系重复建设，数据隔离，业务分割，网络通路不可靠。

城市发展的瓶颈：城市交通与轨道交通的压力越来越大，优质医疗资

源越来越短缺，公共场合的安全威胁越来越大。



四、智联网的内涵与特性

从功能划分来看，智联网一共分为四个层级：感知层、网络层、

云系统层、应用层，其所涉及的关键技术领域是：数字传感器、智能

终端、核心网络、全息光传输与 5G、类生物共生体、人工智能。

智联网的典型特征是：互联网仿生化、物质资源数据化、智能硬

件网络化、物联设备移动化、数字网络全息化、人工智能普遍化。

五、智联网与物联网的区别与联系

目前物联网的定义与范畴非常的不清晰，狭义的指传感网，是在



互联网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的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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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指互联网上的资源数字

化应用，是互联网承载的业务。物联网的典型特征是“连接”，连接

一切物质，并将其标签化。物联网作为特定产业链的支撑，是信息传

递与价值传递的钥匙。

智联网的定义与边界相对比较清晰，它是在新技术革命浪潮下所

诞生的智能化基础设施而非应用系统，好比地表与大气层，支持但不

包括生物圈。智联网不会囊括一切，不像被滥用的物联网概念那样大

而全，而是专而精的东西。

智联网的核心是数据资源网格化、应激行为智能化。它对各种物

质资源数据化，整合在一个即分布又集中的庞大的网格体系中，为各

种应用及用户目标提供共享；它将各种能力资源（科学运算、信息传

送、能量运载、物质流通）整合在分布又集中的网格体系中，将现场

快速响应与整体决策自动化。智联网作为各个产业圈层的支撑体系，

是信息决策与价值创造的桥梁。

六、智联网与车联网的关系

笼统的说，智联网算是物联网的演进版本，是构建数字城市，智

慧城市的基础设施。而车联网是实现智能化交通管理、智能动态信息

服务和车辆智能化控制的一体化网络，是智联网（物联网+）技术在

交通系统领域的典型应用。

车联网当然可以独立承建，但只有在智联网的庞大体系中，才能



充分利用分布式云计算系统及跨领域的海量数据资源，发挥最好的作

用。

智联网相当于地球系统的物理系统（如地表，大气层），而车联

网相当于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级（例如热带雨林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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