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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超联（Hyperconnectivity）指的是依靠数字技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线上与线下之间，以 1∶1、1∶多、多∶多

的形式紧密联结。

自 1984 年韩国推出移动电话服务以来，韩国

实施信息化产业推进已经有 20 个年头。期间，韩

国在高速互联网络、LTE 等互联技术方面均实现了

重大突破。目前，物联网是韩国协助提升既有产业

能力、创造新产业及服务的重要建设领域，是国家

信息化建设中的政策投入高地。2009 年，韩国出

台《物联通信基础设施构建规划》，该规划被认为

是韩国正式推动物联网产业发展的标志性政策文

件。2014 年 5 月，韩国正式出台《物联网基本规

划》，并设立物联网创新中心，成立民官合作组织

——“物联网全球协作组织”。2014 年 6 月，物联

网被韩国确立为其十三大未来成长动力产业之一。

2014 年 12 月，韩国提出了建设“以人为本的超

联 ① 创造型社会”的未来国家信息化发展远景，其

中，深入研究物联网等在内的超联技术在其五大

战略部署之列
[1]

。紧锣密鼓的政策下达及项目实

施跟进，体现了韩国践行“创造经济”理念、活

跃国内产业经济、建设全球领先超联国家的坚定

决心。 

1     历年相继出台物联网相关推进举措

韩国在出台《物联网基本规划》之前，已经

连续多年出台了相关物联网技术及服务发展举

措。1993 年，韩国设立信息通信振兴基金，并于

1995 年制定了《信息化促进基本法》；1996 年，

韩国出台《信息化促进基本规划》，之后又陆续

出台 Cyber Korea 21（1999—2002 年）、e-Korea 
Vision 2006（2002 — 2006 年）、Broadband IT 
Korea Vision 2007（2003—2007 年）、IT 839 战略

（2004—2010 年）、U–KOREA 基本规划（2006—

2010 年）、国家信息化基本规划（2008—2012 年）

等一系列政策，就完善广域综合网、USN 等信息

通信基础设施及扩大知识信息服务不遗余力
[2]

。此

后，韩国不仅出台了《物联通信基础设施构建规

划》，还在一系列规划中多次明确物联智能作为拉

动国内经济的未来动力产业的重要地位。

1.1    2009 年起实施构建物联通信基础

2009 年，韩国出台《物联通信基础构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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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规划至 2012 年构建全球一流物联智能通

信基础，以使韩国成为未来信息通信融合超一流

的 ICT 强国。规划中提出了构建物联智能通信基

础设施、活跃物联智能服务、实现技术开发、营造

物联智能推广环境等四大推进课题及 12 个具体实

施课题，还提出，将通过增强民官合作、由公共部

门率先扩大需求、提高广播电视通信资源的高效利

用并减少重复投资以及专注开发世界领先的相关国

产技术等，推动实现其战略目标
[3]

。

1.2     2010 年物联智能通信被确立为广播电视通信

        十大未来服务之一

2010 年 10 月，韩国发表“广播电视通信未来

服务战略”，确定了包括物联智能通信等在内的十

大未来广播电视通信服务，并重点投入研发。该战

略强调将建立开放型的科研创新体系，针对物联智

能通信服务，则提出了确立源泉技术及抢占全球市

场的长期目标，并设立了至 2018 年物联网服务阶

段性推进目标
[4]

。

1.3    2011 年建立物联智能综合支援中心

为进一步促进物联网技术及服务开发，2011 年

5 月，韩国即投资 19 亿韩元建成国内第一个物联

智能通信综合支援中心。该中心主要面向中小企业

及初创企业，为物联智能通信技术商业化提供前期

验证环境，同时，也向大学、研究所等开放
[5]

。

1.4    2011 年末物联网被确定为七大智能新产业之一

2011 年末，韩国发表“2012 年广播电视通信核

心课题”文件，其中依据市场发展潜力、产业联动效

果及对国民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提出，将重点培育智

能电视、云、近场通信（NFC）、物联网等七大智能

新产业。针对物联网，主要强调了其对于民生环境的

促进作用，提出将重点推动智能交通、健康管理、

灾害预警等物联网技术应用下相关服务的开发
[6]

。

1.5    2012、2013 年积极参与物联网标准化建设

2012 年 7 月，韩国信息通信技术协会（TTA）

参与设立全球物联网标准化合作组织“oneM2M”。

除韩国外，参与设立标准的国家还包括欧洲、美

国、中国及日本
[7]

。2013 年 7 月，韩国未来创造科

学部联合三星、LG 等 13 家企业及包括信息通信

技术协会（TTA）在内的多家公共机构以及学界专

家，共同建立“物联网标准化协会”，共同谋划推

动国内相关技术成为全球标准的可行性方案
[8]

。

1.6    2013 年物联网作为互联网新产业领域主要技

         术重点培育

围绕朴槿惠上台后的“创造经济”国政运营战

略，2013 年 6 月，韩国发表“互联网新产业培育

方案”，提出以互联网实现创造经济的产业发展愿

景，并设立了至 2017 年培育 1 000 家基于互联网

应用的创新型企业、扩大互联网新产业的市场规模

等规划目标。方案中提出，将物联网与云技术、大

数据一起作为“创造引擎”重点加以培育，并强调

将集中开发物联网源泉技术及融合服务，加强相关

企业及人才培育及支援，推进龙头示范项目实施，

开拓物联网服务市场
[9]

。 

2    2014 年推出物联网产业规划及相关战略

2014 年是韩国就物联网产业实施政策推动十分

频繁的一年。2014 年上半年，韩国正式出台《物联

网基本规划》及《新一代智能设备 Korea 2020》，

还确立了物联网在推动国家未来经济发展方面的重

要产业地位。2014 年 3 月，韩国召开经济长官会

议，确立了瞄准未来市场需求的十三大未来成长动

力产业，并于 6 月出台具体的产业推进实施规划。

这十三大未来成长动力产业包括了九大战略产业及

四大基础产业，其智能物联网则被划定为四大基础

产业之一。实施规划中强调，韩国将为创新型物

联网服务及相关平台创造基础创新环境，重点聚

焦信息保护体系的构建、示范项目的实施及相关

服务的推广，最终实现物联网服务及平台出口
[10]

。

2014 年下半年，韩国落实了《物联网信息保护路

线图》，并正式启动由九大机构协同开展的“物联

网实证项目”，同时，初步明确了至 2020 年物联

网技术的科研方向及预算配置，此外，其他规划项

目也正在陆续落地。

2.1    《物联网基本规划》
[11]

 

2014 年 5 月，韩国出台《物联网基本规划》。

规划中，韩国政府提出了成为“超联数字革命领先

国家”的战略远景，计划提升相关软件、设备、零

件、传感器等技术竞争力，并培育一批能主导服务

及产品创新的中小及中坚企业；同时，通过物联网

产品及服务的开发，打造安全、活跃的物联网发展

平台，并推进政府内部及官民合作等，最终力争使

韩国在物联网服务开发及运用领域成为全球领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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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物联网基本规划》首先提出了至 2020 年的

具体战略目标，包括：扩大市场规模，扩大中小企

业和中坚企业的企业数量及雇佣人数，提高物联网

技术的应用效率等（见表 1 所示）。

规划提出了包括促进产业生态界内部参与者之

间的合作、推进开放创新、开发及扩大服务、实施

企业支援等在内的四大推进战略，并细化了涉及三

大领域的 12 个具体战略实施课题（见表 2 所示）。

（1） 以平台及融合建设推动服务创新

根据《物联网基本规划》，韩国首先计划鼓励

业界企业合作开发开放平台，用于开发跨部门的

以及例如健康管理、智能家居等以实际民间需求为

基础的物联网服务。物联网服务则将聚焦融合物

联网、云、大数据、移动等各类信息及技术的新

型服务，通过阶段性构建及扩大物联网创新中心

等 DIY 开放实验室，实施基于使用者参与的实证

项目等，不断挖掘新产品及服务。

（2） 以扶助企业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韩国计划通过民官合作及建立开放创新中心实

现企业协同，重点开展跨国及大中小企业合作项

目，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规划中强调，韩国将重点开发可穿戴、健康管

理、超小型、超电力化等新一代智能设备及零件技

三大领域                                            12 个课题

开拓及扩大创意型
物联网服务市场

①  开发有前景的物联网平台、扩大服务

②  开发融合型 ICBM 新服务（物联网—— IoT，云—— Cloud，
      大数据——BigData，移动——Mobile）

③  开发以使用者为主的创意服务

培育全球物联网专门企业

④  推进构建开放型全球伙伴关系

⑤  培育智能设备产业

⑥  培育智能传感器产业

⑦  支援传统产业与软件新产业共同发展

⑧  提供企业成长全周期综合支援

构建安全活跃的物联网
发展基础设施环境

⑨  强化信息保护基础设施

⑩  扩大有线及无线基础设施

⑪  技术开发、标准化及人才培育

⑫  构建无条件限制的产业环境

表 2   韩国《物联网基本规划》三大领域及其 12 个课题

                    指    标 2013 年 2020 年

国内市场规模* 2.3 兆韩元 30 兆韩元

中小及中坚企业出口企业数 70 家 350 家

中小及中坚企业雇佣人数 2 700 人 30 000 人

物联网技术应用企业的生
产及效率

提升 30%

表 1   韩国《物联网基本规划》战略目标

注*：市场规模不包括企业利用物联网技术所产生的附加
            值效果。

术，并重点培育智能传感器产业，确立国内智能传

感器核心技术及商用化技术，特别是应用于主力产

业及物联网产业的尖端传感器技术。

此外，韩国还计划推动物联网技术的传统产业

领域应用，强化成果商业转化，并特别为中小企业

及高新技术投资企业提供“创意开发→产品试制→

创业及商业化→进驻全球市场及实验认证”等全周

期综合支援。

（3） 以构建健康活跃的环境实现长期发展

韩国强调，将重点进行物联网安全防护，包

括：制定“物联网信息安全路线图”，与其他国家

在信息安全事故循序应对及分析方面实现信息共

享，构建测试安保功能及性能的试验环境，加大

嵌入式 OS 等物联网安全技术开发力度，培育相关

技术专家等。韩国还计划扩大第五代移动通信及

·国外科技发展最新动向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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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ga 网络等基础设施，推动应用于远程物联的低

电力、长距离、非许可频段通信技术的开发。

韩国计划将现有的科研课题与物联网产业全面

衔接，并强化军民及国际科研合作，建立国际标准。

此外，针对物联网产业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与现有规

章制度的冲突，韩国将进行法律及制度的优化，并

将针对新产品和新服务，采取迅速处理、临时许可

等制度应变，从而推动新融合服务快速投入市场。

2.2    《新一代智能设备 Korea 2020》[12]

韩国《新一代智能设备 Korea 2020》是其《物

联网基本规划》12 个实施课题中出台的首个子规

划。该子规划提出了至 2020 年智能设备市场占有

率达到 40%、培育 100 家智能设备创业型小精尖企

业、开发面向市场的 100 种创意智能设备的战略目

标。规划重点聚焦核心技术突破、产品商业化及全

球化、人才培育以及和谐的国内产业生态环境构建

等。其中，重点明确了技术研发领域、研发层次和

投资合作体系，制定了详细的研发路线图（见表 3），

将新一代智能设备服务根据不同的民生领域进行划

分，技术开发重点聚焦平台、设备及零部件等。

目    标 平    台 设    备 零件/模块

幸福服务：

基于可穿戴设
备及智能设备
的健康服务

健康数据管理/分析平台
智能设备（如，绑带式健康设备）；
物联网健康管理终端（如，智能拐杖、智能鞋） 【战略核心零件】

·融复合传感器模块

·无线电力传输零件

·实感型 UI/UX 零件

·柔性模拟/数字/RF
    集成电路片组

·五感传感联动超多

    视点显示器模块

【主要泛用零件】

·低电量超小型物联

    网通信模块

·3G/4G/5G 多频带

    电力增幅器（PA）

·RF 收发器集成电

    路片组

·多频带柔性天线

    模块

开放型基于智能传感器
的物联网平台

超小型物联网终端；
服装/身体识别型可穿戴终端

创意服务：

新一代
超实感
媒体

高实感媒体处理 / 供应
平台

实感型 UI/UX 终端（如，头戴式可视设备 HMD）；
穿戴型高实感超小型 HMD（如，智能隐形眼镜）

智能型信息家电联动平台
感知型新一代多模式 UI/UX 终端；
嵌入式高速个体识别终端（如，嵌入式个体识别照相机）

云智能个体识别平台 浸入式虚拟现实及五感再现终端（如，人工触感）

沟通服务：

超现实
智能空间

双向开放型自主协作平台
双向开放式的以 D2D 为基础的自主协作终端；
终端非从属式的基于云的 thin-zero 终端

智能空间构成情况识别
平台

虚拟超轻标识终端；
智能空间构成/情况识别终端；
五感传感联动 4D 智能游戏机

安全服务：

智能型
交通/安全

互联汽车联动 V2I 平台 智能型交通安全终端

智能交通安全平台 互联汽车联动型终端（如，智能交通三角警示架）

社会安全网联动平台
基于智能型物联网的社会安全终端（如，智能物联网
监视器）

表 3   韩国《新一代智能设备 Korea 2020》研发路线图

注：对路线图进行了简化和调整。

该子规划重点提出将计划通过鼓励企业协同，

开发开放源硬件及推广使用，推进公共领域项目实

施，实施奖励优惠政策等，为促进新一代智能设备

的国内生产打造环境基础。2012 年，韩国曾出台

U-turn 企业支援政策。U-turn 企业是指由韩国人

（包括侨胞）在海外经营 2 年以上的企业，经过缩

小或清算海外业务，转而在韩国国内新设与海外业

务领域相同的企业或扩大其国内业务。2013 年，韩

国出台“U-turn 企业支援法”，实施税务减免等优

惠政策，并设立 U-turn 企业支援中心。韩国计划

通过促进智能设备企业的 U-turn 转型，补充国内

生产实力，期间，政府则将不断完善及强化支援。

此外，韩国还计划，强化对取得移动通信

（GSM、WCDMA、LTE）及近距离通信服务

（WiFi、Zigbee、NFC）领域国际标准认证的支援

力度，扩大频率自由区域的范围，构建针对新一代

移动通信等新技术（5G 等）的专业认证实验室，

以及修订国家间的相互认定协定（M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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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物联网信息保护路线图》
[13]

 

2014 年 10 月，韩国出台《物联网信息保护路

线图》，提出了“成为全民共享物联网便利的全球

一流智能安心国”的规划远景，并制定了三大物联

网信息安全实施战略路线及具体的战略推进课题。

三大战略路线包括：

（1） 使家庭/家电、医疗、交通、环境/灾难、制

造、建设、能源这 7 个核心产业领域的物联网产品及

服务，自设计阶段起至流通、供应及维修等全线实

现信息安全保护，其中，强调了 3 项安全保护原则，

即，确保结构设计安全，确保核心元素开发安全，确

保供应网络安全。此外，韩国还计划阶段性地构建

网络安全综合应对体系以及实施物联网安保认证。 

（2） 开发全球物联网安保领先技术，包括设

备、网络、服务/平台 3 个层次的 9 项安保核心源

泉技术，即轻质 / 低耗电密码技术、防止设备伪

造及变更的安保 SoC、IoT 安保运营体系（Secure 
OS）、IoT 安保网关、IoT 入侵探知及应对技术、

IoT 远程安保管理及管制技术、智能认证技术、IoT
隐私保护技术以及 IoT 安保解决方案。为促进技术

开发，韩国计划实施开放式 IoT 研发，并推动国际

共同研究。 

（3）  强化物联网安保产业竞争力。韩国计

划，一方面重点挖掘和培育物联网安保领域的优秀

企业，推进智能家居、智能汽车、智能工厂、智能

电网等 7 个领域的物联网融合型安保实证类项目；

另一方面则重点进行市场挖掘，加强物联网制造商

与安保企业间的联系合作，开拓海外市场，培育一

批物联网安保领域相关人才。

《物联网信息保护路线图》规划至 2018 年，

韩国政府表示将逐年阶段性地推进落实。

2.4    物联网科研战略

2014 年 11 月，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表示，初

步计划至 2020 年的未来 5 年间，投入 2 996 亿韩

元用于物联网技术研发，年均研发预算达到 500 亿

韩元，涉及的技术研发领域包括：平台、网络、

设备及安保
[14]

。初步拟定的研发课题包括：物联网

设备、网络、平台等综合解决方案，应用于物联网

服务的平台技术，用于大规模物联的低价/低电力/高

可信度的网络技术，超轻/自控型物联网设备技术，

物联网安保技术，以及物联网技术全球标准化
[15]

。

3    最新物联网产业推动项目实施动态

在《物联网规划》出台之后，韩国有关物联网

的实施项目逐一启动落实，至 2014 年下半年，基

本完成了企业合作组织的构建、实证项目的启动以

及产业文化宣传等。

3.1    启动中小企业培育项目

2014 年 5 月，韩国成立了官民合作下的“物

联网全球协议组织”。该协议组织由包括 IBM、三

星电子等 26 家国内外物联网领域的龙头企业及韩

国未来创造科学部互联网新产业组等有关机构组

成，重点通过嫁接国内外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的联

系合作，培育物联网领域的创新型企业家及中小企

业，协助开展产品及服务项目合作，共同开拓海外

市场。为此，韩国特地成立了“IoT 创新中心”，以

协助物联网协议组织进行项目规划及运营
[16]

。

2014 年 7 月，韩国宣布启动“物联网企业家

培育项目”。该项目是针对部分拥有物联网产品及

服务创意的初创企业及预备创业者，为其提供专

利、设计、创业等相关理论指导，以及硬件设计、

云服务等产品开发所需技术培训，并提供新产品开

发、产品推广及企业合作等多方面支援。一期，韩

国选出了 16 个支援课题，对象企业及创业者会获

得“物联网全球协议组织”20 多家企业的专业指

导及帮助
[17]

。

3.2    实施物联网文化宣传

2014 年 11 月 5 — 14 日，韩国未来创造科学

部、产业通商资源部协同包括韩国电子信息通信产

业振兴院（KEA）等 8 个相关机构，在首尔、釜

山等多地举办“2014 物联网振兴周”活动，进行

物联网文化宣传，促进企业间的交流。振兴周活动

吸引了国内外 130 多家企业的参与，展示了众多物

联网产品及服务，并举办了多场论坛。韩国表示，

今后每年都将举办物联网振兴周活动
[18]

。

为推动围绕物联网的创新文化，2014 年 7 月，

韩国宣布成立“物联网 DIY 中心”，作为《物联网

基本规划》中有关“开拓及扩大创意型物联网服务

市场”这一推进课题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物联网

DIY 中心提供创意挖掘、产品制作、开发、商业

化等全周期支援，内部设置有开放实验室和开放工

厂，还备有产业 3D 打印机等产品开发工具供创意

·国外科技发展最新动向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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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尝试相关设计，并实施各类技术教育培训。此

外，物联网 DIY 中心还将作为韩国扶助初创及中

小企业的重要基地。目前，首批物联网 DIY 中心

设置在仁川及首尔，未来则计划在全国 17 个地方

创造经济创新中心陆续全面推出
[19]

。

此外，2014 年 11—12 月，韩国面向首尔 8所

小学的 200 名小学生开设物联网 DIY 体验课程，

通过智能机器人等向孩子们讲解简单的物联网基本

原理，并让孩子们动手尝试简单的组装及操控。韩

国表示，该项活动将于 2015 年起扩大实施，继续

开发此类课程，并举办相关竞赛
[20]

。

3.3    正式启动物联网实证项目

2014 年 12 月 8 日，包括韩国电子零部件研究

院（KETI）、韩国信息通信政策研究院（NIPA）

等在内的九大机构签订合作备忘录，共同推进物联

网实证项目。九大合作机构共同成立“物联网实证

项目推进团”，于 2015 年起正式接管各类实证项

目实施，对物联网平台及技术领域的国际标准及应

用服务间的融合性、物联网产品及服务的安保情况

等进行体系化的管理。推进团下设经济性及法律制

度、信息安全及安保、技术及标准研究等咨询委员

会，以及健康管理、智慧城市、农生命、新服务挖

掘、国际合作等研究分部，并特别为此设立“物联

网实证中心”作为推进团的事务局。

2015 年，韩国物联网实证项目预算近 170 亿韩

元，计划首先对智慧城市及健康管理两大领域集中

进行物联网产品及服务实验，推进商业化运作
[21]

。

3.4    成立物联网开放源联盟

2014 年 12 月 16 日，由韩国电子零部件研

究院牵头并有 50 多家韩国企业共同参与的物联

网开放源联盟（OCEAN，Open Alliance for IoT 
Standard）正式成立，联盟成员可以下载基于

oneM2M 标准的物联网平台开放源码，并应于服务

及平台商用化。韩国希望通过该联盟，促进企业协

同，构建开放共享型物联网服务产业生态环境，最

终实现率先创新物联网未来服务的目标
[22]

。

4    结语

在推动物联网产业发展方面，韩国十分强调物

联网产业生态环境的建设及企业组织联盟下的创新

聚力及开放合作，视中小企业及高新技术投资企业

为产业核心动力，积极培育初创企业，同时强化高

校、研究机构在研发及人才培育方面的重要作用，

并重视“捕捞”创新资源。韩国为企业系统性地提

供全方位、全周期支援，涉及分析、咨询、策划、

教育、宣传、市场拓展及业界交流，并配合政策制

度及基础设施等软硬件建设及时跟进等等，支援层

次明晰，覆盖内容全面并衔接得力。

物联网是全球经济及科技发展战略重点，我国

也已制定了《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并在

产业、技术、应用等领域获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国

内物联网产业仍处于发展初期，大部分环节仍在完

善及寻求突破的过程中，企业力量、应用水平、规

模化、安全性、标准建立、综合服务能力、技术高

新性等多方面都亟待突破，未来仍需要政府和市场

双重力量的持续推动。与此同时，纵观韩国近期物

联网产业的政策推进及项目实施，其在强化产业主

体作用、催生新型及融合技术和服务、释放聚合能

量以及民官合作机制等方面的出色之处，或许值得

我们思考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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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Korea’s Latest Policies o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ZHU  Sun-yuan

（The Shanghai Library &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Shanghai,  Shanghai  200031）

Abstract: Now the Internet of Things ( IoT) industry is growing very fast. Early in 2009, the South Korea 
government had issued The Plan of M2M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and started to construct the 
relevant infrastructure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4, the South Korea government released The IoT Plan and The 
Pla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Smart Device Korea 2020 was launched at the same time which is the first sub-
plan under The IoT Plan.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2014, South Korea government not only developed The 
Roadmap of IoT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made its IoT R&D strategy, but also set up an IoT demonstration center 
and officially started the demonstration projects participated by nine official organizations. In South Korea, IoT 
Industry promotion now goes into full swing. Policies on IoT industry taken by South Korea are key to enhance 
the industry’s dominating role and create the emerging fusion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which is worthy of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for reference to us.

Key words: South Korea；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IoT industry；strategy on Io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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