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G赋能新型工业化 专题 72024年5月21日
编辑：赵晨 电话：010-88558875 E-mail：zhaoch@cena.com.cn

5月17日，2024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
会日大会在浙江宁波召开。会上，中国电
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广禄从基础网
络、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网信安全四方面介
绍了中国电信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取
得的阶段性成果。

邵广禄表示，近年来，中国电信积极实
施云改数转战略，聚焦四大科技方向，布局
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业务稳健增长，
云计算等产业数字化业务高速增长，逐渐
从通信运营商升级为“通信+云计算”运营
商。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国电
信深刻地认识到，以生成式AI为代表的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难得的历史战
略机遇。中国电信成立了人工智能公司，
在算力、智算云、数据基础设施、基础大模
型、行业大模型等领域战略布局、积极探
索，初步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在基础网络方面，升级网络基础设施，
筑牢新型工业化连接底座。中国电信加速
升级5G to B网络，在全网规模化部署轻
量级的5GC、UPF、MEC等全云化5G定制
网，在智慧工厂、智慧矿山等领域打造行业
项目超3.1万个。此外，中国电信针对工业

控制和工业数据采集场景，研发推出翼云控、
翼云采系统，目前可以替代50%的工业总线，
可兼容主流工业协议达300余种。

在云计算和算力方面，加快智算云建
设，筑牢新型工业化算力基石。在实现全栈
技术自主可控基础上，中国电信天翼云4.0
系统向智算云升级，规划“2+3+7+N+M”
的智算布局，智算规模达到13.2EFlops。同
期，打造分布式算力基础设施，“一城一

池”覆盖城市超 280 个，边缘节点超 1000
个。在能源领域，中国电信已经支持16家
集团单位重要数据全部上云，并带动上游
3000余家发电厂数据上云。

在人工智能方面，实施“人工智能+”
行动，筑牢新型工业化智慧中枢。中国电信
自主研发了包括语义大模型、语音大模型、
视觉大模型、多模态基础大模型等在内的

“星辰”系列大模型，现已全面开源。面向
政府、工业、交通等垂直领域，中国电信研
发行业大模型20余个，赋能智慧工厂、智
能矿山等场景项目超600个。此外，其星河
AI 算法平台迄今已定制视觉算法超 6500
个，目前已开始规模化应用于工业场景和社
会治理场景中。

在网信安全方面，打造高水平安全能力，
筑牢新型工业化安全屏障。当前，中国电信
已建成覆盖全网、全球可触达的网络攻击防
护平台“云堤”，产品涵盖54个细分领域，已
服务超13万用户；其云网安全能力中台覆盖
31个省、150个地市，可灵活编排的安全原子
能力达40种。

邵广禄表示，未来，中国电信将在云、网、
数、智、安、量子和数字化平台等七大战新产
业领域持续进行技术攻关和产业发展，赋能
千行百业，推动新型工业化的高质量发展。

5月17日，2024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
会日大会在浙江宁波召开。会上，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飚表示，中
国移动将在建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打造
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行业应用落地三方
面成果的基础上，着眼网络升级、科技创
新、场景应用、生态合作四个方面，系统打
造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创新构建新型信息
服务体系，以数智化赋能新型工业化。

何飚表示，中国移动全力推动新型工
业化，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已取得三方面
成果：

一是建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成全球
最大、技术领先的5G和光纤网络，推出性能
稳定、安全可靠的5G专网，布局泛在协同、
融合统一的算力网络，推进国家级互联网骨
干直联点建设，打造业界标杆级能力中台，
为新型工业化筑牢坚实的数智根基。

二是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搭建
数智驱动的OnePower平台，入选国家级
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面向工业全部 41
个大类，提供工业质检、工业安监等数智
产品及解决方案，为工业企业转型提供智
能集约平台支撑。

三是推动行业应用落地。将数智技术
融入工业全场景、全周期、全环节，落地智
慧工厂、智慧矿山等5G全场景行业信息化
解决方案超3.6万个。输出5G+工业互联
网“中国方案”，打造全球“灯塔工厂”，有效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浙江，深度参与
232个5G全连接工厂，同时推进40家未来
工厂建设，推动10万家企业“上云用数赋
智”，打造泵业等17个产业大脑，助力浙江
向制造强省加速迈进。

何飚指出，新型工业化是新质生产力
形成的主阵地。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据、算力、人工智
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呈现系统集成、融合
创新的新趋势，加速促进产业要素全域连
接、全面贯通，推动生产方式、组织模式
重塑变革，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

生产力提供了新机会。
为继续深入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何飚

表示，未来，中国移动将从四方面入手，着力
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系
统打造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创新构建新型信
息服务体系，以数智化赋能新型工业化：

一是聚焦网络升级，夯实万物互联底
座。加快建设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
施，着力构建极致可靠5G-A网络、一体内生
算力网络和全程可信安全网络，实现人、机、
物全面互联。

二是聚焦科技创新，锻造数智核心能
力。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大力实施BA-
SIC6科创计划，提升工业大数据、工业大平
台与工业大模型三方面能力，以科技创新推
动产业创新。

三是聚焦场景应用，促进数实深度融
合。坚持需求导向、场景牵引，通过落实“人
工智能+”行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和中
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以数智技术全
面推动工业企业“智转数改网联”。

四是聚焦生态合作，共推产业集群发
展。坚持把新型工业化作为系统工程来推
进，联合产业各方，推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
展、产学研用纵深拓展、产投协同发展，共同
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5月17日，2024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
会日大会在浙江宁波召开。会上，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简勤表
示，通信运营商正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创新
和数字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速
新型工业化进程。

简勤表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
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
术新应用方兴未艾，“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
创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成为发展主旋
律，为信息通信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通
信运营商正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创新和数字
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国联通
作为数字信息运营服务国家队、数字技术
融合创新排头兵，聚焦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主责，拓展联网通信、算网数智主业，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新型工业化发展。

一是筑基，以智能化综合性数字基础
设施打通产业信息之“脉”。中国联通重
磅发布面向工业制造的 5G 工厂创新产
品，其中5G工业制造专网全面升级面向
工厂车间级的5G专网方案，推动“5G+
工业互联网”从外围辅助走向生产核心。
例如，携手长城汽车等单位打造了全国首
个5G-A柔性工厂试点，有效解决了工业
现场控制中设备互联互通和数据实时同步

问题，减少停机的效益提升达到 6 亿元一
年。在浙江，与巨石集团合作，实现“5G+
PLC”柔性产线进入工业内网，助力巨石集
团荣获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浙江
省首批“未来工厂”称号。

同时，中国联通着力打造算力丰富、运力
充沛、算网一体的算力网络，全面承接国家

“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热点集约、跨区辐射、
边缘覆盖的多级算力体系，形成“1+N+X”智
算梯次布局，持续扩大算力规模，机架数超过
40 万，“一市一池”覆盖 200 多个城市，实现

“通算+智算+超算”的多样算力供给，并将算
力就近送达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二是赋能，以数字创新之“钥”开启产
业高质量发展之“门”。中国联通不断深化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融合创
新，为不同行业的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
数字化、智能化解决方案。目前，已累计打
造了超3万个5G规模应用项目，其中5G工
厂4000 多个。在浙江，与极氪工厂、中集
物流共同打造了两大国家级示范项目。基于
中国联通元景大模型体系，专门打造了纺织
服装领域的“衣影”大模型，设计一件衣服
从输入文字到生成图样仅用3秒，既快速又
简便，实现了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纺织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

三是护航，以数字安全之“盾”守好产业
安全防线。中国联通持续发挥网络安全产业
链“链长”的融通带动作用，构建国家级网络
安全攻防体系，成立首个国家级网络安全知
识产权运营中心，不断提升安全产品和服务
供给水平，为工业客户提供从底层硬件到上
层应用的全栈信创解决方案，为工业安全保
驾护航。特别是打造了工业安全防护产品能
力体系，可为工业制造企业提供可靠的工业
控制系统网络安全解决方案，通过对工控网
络流量、工控主机状态的实时监控，助力实现

“只有可信任的设备，才能接入工控网络；只
有可信任的消息，才能在工控网络上传输；只
有可信任的软件，才能允许被执行”。

简勤表示，中国联通愿携手产业各方，以
数字技术融合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共同推进
新型工业化，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5月17日，2024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
会日大会在浙江宁波召开。会上，中国广
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庆军表
示，中国广电正在推进“固定+移动”“广
电+通信”业务融合，推动5G广播网建设，
推动广播电视服务向移动终端、车载终端
等“小屏”延伸，满足人民群众在移动、户外
等场景下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的需求。

作为兼具通信和广电两大业务的公
司，转型发展要构建有线无线融合、广泛连
接、智能协同的新一代网络。

中国广电不断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底
座，向智能化、IP 化、光纤化、云算融合化
演进。曾庆军表示，中国广电目前已打造

“广播基因”的 IP 骨干网（CBNET），实现
全国各省市互联互通，同时与其他运营商
互联互通；全面支持组播广播、独立视频
CDN支持流媒体分发、互联网CDN支持
碎片信息和DNS流量疏导侧重视听服务。

为迎接算力网络时代，中国广电加快
云网智算布局。“我们推进分散各地的云资
源向‘中心+区域+省域+边缘’多级分布式
架构的智慧广电云演进。”曾庆军表示。

曾庆军强调，中国广电正在推进“固
定+移动”“广电+通信”业务融合。不断完
善“有线+宽带+5G+固话”业务体系，创新
推出“5G新通话”服务，探索卡通视话、智能
翻译、通话助理、数字人、交互式客服等场
景，并且积极参与电信普遍服务。截止到
2023年年底，广电5G用户超过2300万户。

曾庆军指出，中国广电开展5G-Ad-
vanced 新技术研究与探索。目前，5G
Redcap 无线侧部署已具备条件，也参与
推进 eRedCap R18 核心规范制定，同时
基于4.9GHz开展通感一体优势验证，聚
焦低空感知应用的组网需求和关键性能指
标的验证。

据曾庆军介绍，中国广电推动5G广
播网建设，推动广播电视服务向移动终

端、车载终端等“小屏”延伸，满足人民群
众在移动、户外等场景下收听收看广播电视
的需求。

曾庆军表示，中国广电在北京、上海、南
京等多地基于广播电视发射塔开展5G NR
广播部署，联合中国移动启动现网基站 5G
NR 广播升级，并实现“广播运营商”模式。
据悉，5G NR广播技术采用5G方式将广播
电视信号，通过广播电视发射塔和移动蜂窝
基站发射出去，实现所有通信运营商的5G用
户、通用5G终端都可以接收。

曾庆军指出，中国广电推动超高清端到
端全链条贯通，不断推动有线电视面向4K/
8K超高清发展，实现与IPTV、OTT电视的差
异化。记者了解到，当前北京地区已率先完
成示范，首批支持AVS3自主编码标准的8K
终端机顶盒，已在奥运场馆内大屏、100个社
区8K试点、16个8K户外大屏及10个大专院
校8K示范点完成部署。

曾庆军表示，在新时期面对数字经济发
展带来的新机遇，广电网络要抓住数字化转
型关键期，踏上新型广电网络建设道路，助力
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广播电视
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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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2024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
日大会在浙江宁波召开。会上，中国铁塔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力表示，中国铁塔
积极发挥“铁塔+大数据+AI”统筹作用，助
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美丽中国等国家战略
落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深化行业共享，助力数字经济底
座更加坚实。中国铁塔深入贯彻“双千兆”
部署要求，认真落实“信号升格”“宽带边
疆”行动，已累计承建 5G 基站 237 万个，
95％以上通过共享存量站址实现；楼宇类
室分覆盖面积超101亿平方米，高铁、地铁
覆盖里程累计超过4.3万公里，助力我国建
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的移动宽
带网络，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的底座
越来越坚实。电信企业使用的站址总量增
长了1.5倍，新建铁塔共享率从14.3％大幅
提升至85％，网络建设成本大大降低。

二是立足资源禀赋，服务数字治理的
作用更加突出。中国铁塔210万铁塔上有
5G、下有光缆、中间有不间断的电力供应

和近百万座机房，不仅是“通信塔”，还是智能
传感器的集成体，是“数字塔”，具有独特的资
源禀赋和运营优势。中国铁塔充分利用铁塔
资源“点多面广、站高望远、配套齐全”的优
势，通过“铁塔+大数据+AI”，已有超过22万
座“通信塔”升级为“数字塔”，广泛服务于环

保、林草、农业、国土、水利、交通、应急等40
多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

三是强化数字赋能，推动运营管理更加
安全高效。中国铁塔的站址点多面广、遍布
全国，只有通过数字化手段，才能实现管得
细、用得好。近年来，中国铁塔自主研发运维
监控系统，采用“末端视频采集+云端 AI 计
算+边缘AI计算”模式，对遍布全国的210多
万基站、2500 多万个设备实时监控、精细管
理、动态维护，有力保障通信网络的安全高效
运行。中国铁塔还创新开展“一码到底”应
用，将编码作为资产实物唯一的“数字身份
证”，贯通资产全生命周期，实现对资产的归
一化、高效化、数字化管理。

与此同时，中国铁塔积极落实“AI+”行
动，全力打造空间治理行业大模型，主要包括
三个方面：一是通用大模型，聚焦基础层，主
要以技术攻关为主；二是行业大模型，主要基
于中高点位特色数据打造空间治理行业大模
型，涵盖应急、林草、国土等行业；三是场景精
调大模型，融入大量场景数据，提升模型精
度，广泛应用于烟火侦测、秸秆禁烧等100多
种下游场景任务。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力：

深化行业共享 夯实数字经济基石
本报记者 卢梦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