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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7年，我受深圳市住宅局的委托，开始建设深圳梅林一村数字化社区智能系统。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7年了，在这几年里，我先后从事过系统集成、产品研发、网络运营、管理和市
场策划等工作，并作为专家参加了一些智能化项目的评审、评标和咨询顾问工作。
对智能建筑行业有一些教训、感触和体会，经常和黄久松秘书长探讨一些行业问题。
觉得有必要系统地对数字化社区智能技术产业链进行分析，总结经验，弥补不足，以利于数字化社区
智能系统建设业的良性发展。
有感于此，产生了合写这本书的念头。
　　智能建筑的面很广，几乎包括所有的建筑物，为了将一些问题分析得更深入一些，本书只是从数
字化社区智能系统的建设人手，为了讲述方便，将技术层面分为三层：智能家居系统（室内部分）、
小区智能系统（室外部分）和社区智能系统（信息化部分），这种分法不一定合理，还要请同行原谅
。
　　本书共分为10章，分别从中国智能建筑的建设及其发展趋势、产业链中存在的问题、智能系统技
术、系统集成、网络建设、咨询与顾问、数字化社区的运营和产业链间的良性互动等角度总结智能技
术产业链（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智能系统产品研发与供应商、分销代理商、系统集成商、网络
运营商、房地产商、物业公司、咨询顾问监理公司和业主）各环节的经验，并尝试性地给出一些建议
。
有不妥之处，还请同行斧正！
　　本书力求在数字化社区智能系统的技术构成、产品种类、规划设计、从业队伍的任务、工程质量
保障体系、市场化社会化技术服务体系、市场监督管理机制、发展方向和市场模式等方面起到一个抛
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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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化社区智能技术产业链导论》是为智能系统产品研发与供应商、分销代理商、系统集成商
、网络运营商、房地产商、物业公司、咨询顾问监理公司和业主编写的。
尝试性地以“您看完《数字化社区智能技术产业链导论》后，不一定能成为专家，但一定能成为行家
”为出发点，从一些问题人手。
来编写此书。
　　全书由10章组成。
第1章全面地分析了中国智能建筑的建设及其发展趋势，对我国智能建筑的发展现状、当前存在的主
要问题、发展前景和主要技术进行了探讨。
第2章对数字化社区智能技术产业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对中国智能家居的发展趋势进
行了预测。
第3章对数字化社区智能技术中的各子系统中涉及到的相关协议、标准和技术进行了一个总结，并对
研发和工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4章对信息家电的概念、技术和产品进行了介绍，对信息家电的市场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
第5章对系统集成中的规划、设计、招投标、施工及其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系统集成商进行了
分析。
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第6章对电话网、有线电视网和社区局域网最新发展技术进行了介绍。
对“三网”融合问题、房地产商的应对之法进行了探讨，对网络运营商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评析。
第7章对成立智能化咨询顾问公司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分别列出了对房地产商、系统集成商、智能系
统产品研发与供应商、驻地网运营商和物业公司的一些咨询顾问点。
并对如何鉴别和选择咨询顾问公司进行了探讨，最后论述智能化咨询顾问公司如何进行自身建设。
第8章对数字化社区的物业管理进行了探讨。
第9章对数字化社区里的电子商务进行了探讨。
第10章探讨WTO对我国智能建筑业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
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在产业链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数字化社区智能技术产业链导论》结构清晰，内容连贯、全面、系统。
所讨论的技术、运营和管理方法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代表性和启发性，可以作为社会相关领域培训用
教材，也可作为行业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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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委员。
　　黄久松，男，副研究员，1951年11月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
1987年在建设部办公厅担任秘书工作，，1992年在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办公室从事科技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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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建设部科技委智能建筑技术开发推广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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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实践中，电子资金划拨中常常出现因过失或欺诈而致使资金划拨失误或迟延。
如系过失，自然适用于过错归责原则。
如系欺诈所致，且银行安全程序在电子商务上是合理可靠的，则名义发送人需对支付命令承担责任。
　　如果资金划拨未能及时完成，或者到位资金未能及时通知网络交易客户，银行有义务返还客户资
金，并支付从原定支付日到返还当日的利息。
如果接收银行到位的资金金额小于支付指示所载数量，则接收银行有义务补足差额；如果接收银行到
位的资金金额大于支付指示所载数量，则接收银行有权依照法律提供的其他方式从收益人处得到偿还
。
在国际贸易中，由于银行的失误造成的汇率损失，网络交易客户有权就此向银行提出索赔，而且可以
在本应进行汇兑之日和实际汇兑之日之间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汇率。
　　认证中心（CA）扮演着一个买卖双方签约、履约的监督管理的角色，买卖双方有义务接受认证中
心的监督管理。
在整个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包括电子支付过程中，认证机构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在网络交易的撮合过程中，认证中心是提供身份验证的第三方机构。
它不仅要对进行网络交易的买卖双方负责，还要对整个电子商务的交易秩序负责。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机构，往往带有半官方的性质。
　　在采用公开密钥的电子商务系统中，对文件进行加密传输的过程包括六个步骤：第一步，买方从
虚拟市场上寻找到欲购的商品，确定需要联系的卖方，并从认证机构获得卖方的公开密钥；第二步，
买方生成一个自己的私有密钥并用从认证机构得到的卖方的公开密钥对自己的私有密钥进行加密，然
后通过网络传输给卖方；第三步，卖方用自己的公开密钥进行解密后得到买方的私有密钥；第四步，
买方对需要传输的文件用自己的私有密钥进行加密，然后通过网络把加密后的文件传输到卖方；第五
步，卖方用买方的私有密钥对文件进行解密得到文件的明文形式。
第六步，卖方重复上述步骤向买方传输文件，实现相互沟通。
在上述过程中，只有卖方和认证中心才拥有卖方的公开密钥，或者说，只有买方和认证中心才拥有买
方的公开密钥，所以，即使其他人得到了经过加密的买卖双方的私有密钥，也因为无法进行解密而保
证了私有密钥的安全性，从而也保证了传输文件的安全性。
公开密钥系统在电子商务文件的传输中实现了两次加密解密过程：私有密钥的加密和解密与文件本身
的加密和解密，买卖双方的相互认证是通过认证中心提供的公开密钥来实现的。
在实际交易时，认证中心需要向咨询方提交一个由CA签发的包括个人身份的证书，持卡人证书、商家
证书、账户认证、支付网关证书、发卡机构证书等多项内容的电子证书。
使交易双方彼此相信对方的身份。
顾客向CA申请证书时，可提交自己的驾驶执照、身份证或护照，经验证后，颁发证书，证书包含了顾
客的名字和他的公钥。
以此作为网上证明自己身份的依据。
这种认证过程同样可以运用在电子支付过程中。
在电子支付过程中，持卡人要付款给商家，但持卡人无法确定商家是否是真实的而不是冒充的，于是
持卡人请求CA对商家认证，CA.对商家进行调查、验证和鉴别后，将包含商家公钥的证书传给持卡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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