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力打造智慧產業	 54

發展智慧前瞻技術	 58

培育創新發展新價值





54

中
國
聯
合
網
絡
通
信
（
香
港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國聯通着力增強創新發展新動能。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實現新舊動能轉換的利器。中國聯通始終堅持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積極推

進智慧網絡建設，在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領域加快佈局，並積極參與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研究，聚焦新技術在生活和產業中的應用，實現更多依

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實現客戶服務的全面提升。

	助力打造智慧產業

	 提升雲服務能力

中國聯通以雲業務為引領，與合作夥伴共同建立雲網一體化新生態，同時積極探索互聯網化運營新道路，構建平台一體化運營體系，實現沃雲

平台一點受理開通、計費及結算，全力推進維繫、產品、運營、管理互聯網化，為用戶提供快捷、彈性、隨選的專網雲連接服務。

● 在公有雲方面，加強與混改合作夥伴的合作，啟動“雲光慧企”中小企業上雲專項行動，完成近100款產品上線，全面構建雲網融合產品體系，全

年累計服務客戶3.4萬。

● 在私有雲方面，堅持聚焦六大重點行業和36個重點地區，利用沃雲在雲網一體、多雲及混合雲管理等方面的獨特優勢，為客戶提供優質私有雲

整體解決方案。

● 在雲服務方面，建立專屬運營團隊，提供需求快速響應、資源快速交付、統一運維管理和安全運營的建維一體服務。建立客戶服務評價制度，

對客戶發送月度服務評價表，收集客戶反饋意見，推動內部協調解決。設立運維集中監控中心，進一步優化故障升級解決流程，嚴格規範故障處理時

限，提升客戶感知。

● 在全國累計部署41個公共資源池和44個專享私有雲資源池，投產計算能力超過50萬核、存儲能力40PB、網絡能力突破1,000G。四大雲數據中

心，可提供機櫃資源20,199架；各數據中心直連China 169骨幹網核心，時延小於5ms，總出口帶寬約3.24T。

● 積極加入國內外雲計算的標準組織，同時擁有雲計算類軟件著作權15個，雲計算頂級證書獲得者新增加多人。

2018年採取的措施 2019年將採取的行動

•	 開展前瞻網絡技術研究，引入SDN/NFV逐步實現網絡

智能化，完成5G試商用規模試驗驗證。

•	 在雲計算、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鍊等領

域加速佈局，開展業務和服務創新。

•	 利用新技術開展豐富多樣的“智慧+”應用，不斷開發

新產品。

•	 繼續推進SDN/NFV技術研發和應用，加速5G技術研

發，積極開展5G實驗網和5G功能測試相關工作。

•	 進一步提升雲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等互聯網新技術

的能力，開展更加豐富的信息化應用服務。

•	 進一步加強在前瞻性技術研究方面的規劃指引作用，

進一步完善研發運營管理相關制度和規範。

2018年中國聯通成為雲上貴州iCloud中國內地雲存儲服務供應商；獲得2018年度中國可信雲技術創新獎、雲計算大數據服務卓越產品、解

決方案獎；獲得中國國際信息通信展覽會年度優秀場景應用獎、電源優秀項目年度管理團隊獎。

新動能
培育創新發展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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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建大數據格局

中國聯通依託聯通大數據公司，面向政府及企業客戶，提供專業的數據智能服務，致力於成為“數據資源的聚合者、創新應用的牽引者、產業生

態的建設者”。創新提出數據價值觀體系，以科學的數據價值觀為準則，打造貫穿全生命週期的大數據安全體系，並通過了ISO/IEC2700和國家等保三級

認證，在數據安全領域與國際標準接軌。

● 數據資產整合能力：聚焦重點行業中“數據”和“智慧”需求的關鍵領域和需求場景，在安全合規基礎上為客戶和合作夥伴提供數據共享、應用開發

等服務，努力成為數據智能服務運營專家。

● 數據變現能力：建立了基礎、標準和平台級行業解決方案，共三層12

大運營產品，其中成型的體系8個，受到行業廣泛關注和好評，已發展1,000多

合作夥伴。

● 數據平台運營能力：按照標準的三層架構設計，打造生產和能力開放

兩個核心平台，建設數據安全和數據治理兩個輔助，提升數據能力、基礎組

件、生產運維三項服務能力。

	 促進物聯網發展

中國聯通的物聯網以“物聯網+平台”生態戰略為核心，構建端到端整體服

務能力，堅持創新驅動、開發合作、協同推動，聚合產業鏈上下游夥伴協同創

新，助力城市數字化轉型，讓百姓享受智慧生活。截止2018年底，物聯網連接

數接近1.1億個，承載企業客戶數超過1.5萬家，涵蓋工業、農業、運輸與物流等

重點行業領域，在世界物聯網排行榜“2018WIOTRL榜單”中位列前十。

● 網絡能力：通過最新的虛擬化技術和通用服務器，構建NB-IoT專用核心

網，已完成全國主要城市NB-IoT商用開通，完成廣東、長沙、廈門等地的eMTC外場試點。

● 平台能力：發佈新一代連接管理平台，能力更強、更安全，同時平台強大的二次運營能力，更方便中小企業定製開發創新產品、打造新的商業

模式。

● 產品能力：打造全球連接產品，滿足了國內企業全球用戶的一點簽約、一點管理需求，助力企業邁向國際化。同時提供20餘項解決社會民生問

題的產品，服務智慧生活。

● 生態能力：通過共同建立聯通物聯網產業聯盟、創新加速中心、孵化實驗室等，不斷推進物聯網產業鏈成熟。同時，啟動物聯網開發者行動，

推動上百個開發者申請，為中小企業創新及創業提供試驗田。

安徽滁州聯通利用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搭建滁州市出租汽車（含網約車）監管平台基礎雲平台，實現對出租車（含網約車）統一

管理。該平台可以實現對出租車（含網約車）進行實時監控，並對異常運行的車輛進行及時報警，供監管部門及時採取措施，為公眾出行提供便

捷以及安全保障。

北京聯通“兩橫三縱”的大數據治理體系橫向以制度規範為重要前提，以組織架構為管理保障；縱向以技術平台為承載，以安全管控為抓

手，以服務管理為體現，最終實現大數據價值釋放。在全國兩會、“一帶一路”峰會、十九大等國家級重大事件中，利用大數據技術實現實時人

流監控、輿情監測，圓滿完成歷次重要保障任務。幫助政府與相關公共交通服務部門決定修建公路與地鐵等公共交通站點，完善制定公共交通

運營頻次。同時與醫療衛生機構合作進行流行疾病傳播趨勢分析等，助力企業社會價值實現。

累計服務20餘個行業

                         發展客戶與合作夥伴1000多個

     物聯網連接數已接近1.1億個，

               物聯網基礎平台連接數已經突破9000萬

承載企業客戶超過1.5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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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物聯網使能平台面向有智能升級需求的企業客戶提供一站式物聯網解決方案，幫助企業

快速低成本實現設備接入、管理和深度分析，讓企業快速擁有物聯網能力，實現產品升級，提高競

爭力；面向物聯網生態合作夥伴提供資源共享和渠道互通平台，最終實現集各方優勢共同推進物聯

網行業高速發展的目標。

	 創新產業解決方案

依靠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方面的領先優勢，中國聯通不斷加快產業互聯網領域的佈局。總部成立產業互聯網產品中心，全國

範圍內分批次組建12家產業互聯網公司，進一步完善全國支撐服務體系，提升自主集成和運營服務能力。同時，提升產業互聯網產品能力，發佈10+3

標準產品，並在重點行業推出互聯網解決方案。

● 解決方案能力：編制完成新型智慧城市相關74個創新性綜合解決方案，支撐全國方案數量同比增長26%，《安全風險管控平台方案》榮獲央企網

絡安全與工業互聯網十佳解決方案獎，《智慧畜牧物聯網平台方案》獲得2018年中國物聯網應用示範項目獎。

● 集成實施能力：建成雲遷移實驗室，組建了227人的全國雲遷移專項團隊，全面支撐“雲光慧企”活動。主導了多個大型雲集成項目建設工作，打

造全流程業務能力。智能建築、雪亮工程獲得平安建設優秀行業解決方案。

● 運營服務能力：累計完成全國運營體系培訓、省分現場培訓共計24次，支撐全國各省分1,800餘次。全國總分一體化運營體系建設快速推進，為

政府、央企等大企業提供運營服務保障，圓滿完成全國兩會和全國政協的“網絡議政，遠程協商”活動保障。

◎	推出標準化解決方案

● 智慧政務大腦：為響應國家推進政務服務“一網、一門、一次”改革，加快構建“全流程、一體化全國政務服務在線平台”，中國聯通傾力打造

“3+X”智慧政務大腦產品。以“雲網”為驅動，“數智”為引領，政務服務、便民服務為導向，實時聚合數據資源，運用領先的AI 技術，深度再造服務流程，

通過線上線下一體化高效服務，實現善治、惠民。

● 智慧生態環境大腦：中國聯通聚焦當前生態環境治理需要，以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為突破點打造“生態環境大腦2.0”。以監測、分析、決策、

治理的業務循環為基礎，重點打造基於區塊鏈的生態環境監測可信數據平台、生態環境聯防聯控、生態環境智能輿情、智慧河湖長平台2.0等產品，為

生態環境管理提供強有力的信息化支撐。

● 新型智慧城市：中國聯通以城市發展戰略為引領，依託新一代信息技術及業界領先的專業優勢，打造深度感知的神經網絡、共享高效的雲端心

臟、數據驅動的城市大腦、聯合指揮的管理中樞和合作共贏的產業聯盟等五大要素，構建以數據為核心、開放的4+N新型智慧城市體系，即一張網（天

空地一體的智能感知網絡）、一朵雲（彈性可擴展的雲計算數據中心）、一數據（共享開放的大數據服務平台）、一中心（高效運行的城市聯合指揮中心）。

基於四個一的全面能力，提供開放可靠的“強平台”。通過廣泛的產業合作，與合作夥伴一起推出N個智慧城市的“活應用”，覆蓋政務、企業和公眾，共

同打造智慧城市新生態。

◎	發佈產業互聯網 10+3重點產品

10個自主產品：

行業 政務 生態環境 通用行業

產品名
政務數據共享

交換平台
一站式政務服務

互聯網 +精準

扶貧
智慧黨建 涉密集成

新型縣域智慧

城市雲平台

智慧河（湖）長綜

合管理平台
智慧工地 服務外包 企業商城

3個合作產品：

行業 產品名

醫衛 醫療影像雲

交通旅遊 產業監測與應急指揮平台

通用行業 車隊管理平台

◎	智慧教育

中國聯通在教育事業上持續投入，被教育部多次評價為“中國唯一在教育主戰場上系統性提供信息化解決方案的運營商”。在教育行業面向市、

縣、區教育局提供集雲平台、優質教學資源等於一體的綜合性服務，實現教育主管機構上雲、學校上雲。面向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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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聯通先後為南通市、宿遷市、南京大學等地方和學校建設標準化考場，通過升級高清系

統，實現高清網上巡查及高清電視會議；新建全頻段作弊防控系統；開創身份識別考務通功能，

考務數據實時傳達。通過現代化信息技術在考試領域的廣泛深入使用，全力保障公平公正的考試

環境，幫助地方推進全國標準化考場項目的進度，助力全國教育考試改革。

湖北咸寧聯通協助政府建設的數字城管平台，以數字地圖和單元網格劃分為基礎，集成基礎地理、地理編碼、市政及社區服務部件事件的

多種數據資源，以城市監管員和市民服務熱線為信息收集渠道，創建城市管理和市民服務綜合指揮系統，通過多部門信息共享、協同工作，構

建起溝通快捷、責任到位、處置及時、運轉高效的城市管理、公共服務的監督和處置新機制，全面提高城市管理和政府公共服務水平。

寧夏聯通以“遠近結合、標本兼治、面向近期、積極推進、智慧出行”為目標，通過搭建智能交通綜合管理控制平台、車輛大數據管理控制

平台、智能電子警察監控設備、雲存儲系統等，助力寧夏吳忠市智能交通建設。項目建設以來，吳忠市交通環境得到明顯改善，違法違規的交

通行為大大減少，給居民出行帶來了良好的體驗。

◎	智慧醫療

中國聯通為醫衛行業提供的雲網應用一體化解決方案，面向各地醫療機構提供高質量、高可靠、高安全的醫院信息化系統上雲服務，面向各級

醫政醫管單位提供全民健康信息服務、區域醫療協同服務以及其他健康惠民綜合服務。

◎	智慧政務

中國聯通秉持“強平台、活應用”的建設理念，面向政務客戶提供的“能力平台+場景應用”的服務模式，提高政務服務效率及效果，利用實時海量的

政務服務運行數據，主動學習、持續優化服務流程，通過多維感知、全局洞察、實時決策、持續進化，實現政務管理從“被動服務”向“智能服務”、從“經

驗管理”到“科學管理”、從“業務人工化”到“業務流程化”、從“政務信息化”到“政務智能化”的轉變，開創智慧政務服務新形態。

◎	智慧交通

中國聯通在智慧交通方面積極探索，以“排堵保暢、緩解交通壓力”為目標，以科技化、智能化交通安全管理為依據，制定智慧交通組織工程改善

方案，為城市居民暢優出行新帶來新體驗。

◎	智慧環保

中國聯通積極響應國家政務信息化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戰略部署，融聚雲大物智等創新技術，依託於聯通河長制與阿里雲環境大腦1.0產品

基礎，通過數據管理、數據資源、學習式算法和運營服務四大平台，將環境監測、分析、決策、治理四個環節形成數據閉環，支撐環保部門實現生態

改善的持續循環體系，有力推動互聯網與生態文明建設深度融合。

2018年7月，上海寶山聯通成功落地轄區首個智能垃圾滿溢監測項目，進一步鞏固國家衛生鎮成果，提高環境衛生水平，改善居民生活質

量。

育培訓機構推出雲桌面服務，有效提升學校及教育管理機構的教育信息化水平及管理效率。針對學前教育和中小學教育，在全國啟動“三通兩平台”工

程，服務62萬多名師生，全國實施“班班通”50餘萬個班級，“人人通”覆蓋920萬人。

◎	智慧旅遊

中國聯通整合行業資源和能力，積極參與數據開放合作，擴展數據基礎資源，沉澱了業界領先的針對不同內容和類型的數據採集整合能力，提

供交通旅遊數據多樣化應用服務，打造出旅遊大數據平台（2.0）、旅遊產業監測與應急指揮平台、景區一體化管控平台及樂享酒店平台等優勢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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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安聯通不斷推進“智慧新安”中的“智慧旅遊”平台建設，將智能設備的能力體現在城市各個場景之中，讓城市生活更高效、更舒適。龍

潭大峽谷，黛眉山景區借力“智慧旅遊“項目，在全國旅遊推進會中，順利評審為“一鑽級智慧景區”。

江西聯通將產業鏈各環節互相連接，依據產業現狀特點與痛點，針對產業經典應用場景，打造國內首個完整的S2B2C服裝產業生態平台“眾

服聯”，助力產業企業實現個性化定製、柔性生產、智能製造，從而實現紡織服裝產業互聯網化。

◎	智慧制造

中國聯通積極響應國家工業製造轉型升級號召，利用自身信息化專長和網絡資源優勢，推出“互聯網+製造”服務模式，幫助製造業解決產業鏈環

節中的痛點，助力企業優化轉型。

◎	智慧農業

中國聯通積極打造精準扶貧大數據平台、沃土地“互聯網+農業”雲平台等平台，推廣農產品溯源、居家安防、雪亮工程等涉農信息化應用產品，

改善農業、農村、農民的生產生活，提升農業生產效率，提高農村現代化管理水平。

	發展智慧前瞻技術
中國聯通堅持創新驅動，在重點前沿領域積極探索佈局，加強自主創新，不斷深化新技術與移動通信融合發展，推動產品和服務供給能力提升。

河南泌陽聯通發揮電商平台優勢，深耕“電商+產業+扶貧”模式，建成多個信息平

台，其中電子商務運營中心已入駐電商企業21家，創業團隊9家；盤古農商網已入駐商戶

689家，銷售額超3,000萬元；泌陽縣農特產品溯源管理平台實現對泌陽縣36類特色產品實

現了溯源系統覆蓋。

泌陽縣電商扶貧鄉村服務站點

◎	智慧金融

中國聯通致力於金融平台開發、金融產品迭代和用戶經營能力提升，在服務好用戶及合作夥伴的同時，積極拓展行業客戶和異業場景，實現通

信+支付╱金融行業的新價值創新及突破。 2018年與網聯、銀聯、結算中心等清算組織進一步溝通，積極接入各項支付業務，銀行支持範圍拓展至543

家。同時，不斷推動二三類賬戶、信用卡引流等創新業務上線，新建跨境支付、IVR支付、POS收單等系統支撐跨境業務，推出沃分期、員工服務、黨

費助手、扶貧商城等金融業務╱產品，為內外部客戶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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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踪區塊鏈技術

中國聯通專注於研究區塊鏈的核心技術和創新應用，積極探索和實踐區塊鏈在網絡、業務、經營和管理領域的應用，推動區塊鏈技術發展與場

景落地，助力產業轉型升級。探索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提升網絡能力，把區塊鏈的去中心化的協作模式作為支撐企業生產、經營和管理的傳統協作模

式的重要補充，積極利用區塊鏈與產業互聯網結合。

中國聯通牽頭和參與多項區塊鏈相關的國際標準制定，2018年區塊鏈專利數達到113件，

在全球範圍內排名第六，在國內排名第二。

	 加快技術研究

中國聯通不斷推進技術研究，2018年創新性構建了由組織體系、運營體系、評價體系和激勵體系四個部分組成的科技創新體系，同時搭建了科技

創新信息化平台，不斷夯實科技創新基礎。

● 國際標準方面，中國聯通在多個重要國際標準和開源組織的在任職位超過

100個，其中重要管理層職位20餘個，基本覆蓋了國際上重要的通信和IT領域。

● 行業標準方面，牽頭及參與編制行業標準項目285項，行標項目總數在通信

標準化協會（CCSA）會員單位中排名第三，同時多人在CCSA中擔任重要職務。

● 《移動通信網絡室內分佈系統中使用的全向吸頂天線》獲得第二十屆中國專

利銀獎，多個項目獲得行業科學技術獎。

	 擁抱人工智能

中國聯通持續研究人工智能技術，積極探索和實踐人工智能在網絡、業務、管理領域的應用。

● 將人工智能用於提升網絡的智能化，並積極探索自主駕駛網絡等前沿領域。

● 積極利用人工智能賦能行業應用，在智慧城市、智慧醫療等領域提供解決方案，促進實體經濟發展。

● 將人工智能用於智能化客戶服務，在提升客服質量、降本增效方面取得良好成績。

● 利用人工智能提升人力、財務、法務等領域的智能化水平，實現管理智能化。

中國聯通積極實施人工智能國家戰略落地，牽頭和參與多項人工智能國際標準制定，在國際標準組織擁有多個任職席位；參與Linux基金會下的

多項人工智能相關的開源項目；加入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聯盟成為副理事長單位。

	 追踪區塊鏈技術

中國聯通專注於研究區塊鏈的核心技術和創新應用，積極探索和實踐區塊鏈在網絡、業務、經營和管理領域的應用，推動區塊鏈技術發展與場

景落地，助力產業轉型升級。探索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提升網絡能力，把區塊鏈的去中心化的協作模式作為支撐企業生產、經營和管理的傳統協作模

式的重要補充，積極利用區塊鏈與產業互聯網結合。

中國聯通牽頭和參與多項區塊鏈相關的國際標準制定，2018年區塊鏈專利數達到113件，

在全球範圍內排名第六，在國內排名第二。

	 加快技術研究

中國聯通不斷推進技術研究，2018年創新性構建了由組織體系、運營體系、評價體系和激勵體系四個部分組成的科技創新體系，同時搭建了科技

創新信息化平台，不斷夯實科技創新基礎。

● 國際標準方面，中國聯通在多個重要國際標準和開源組織的在任職位超過

100個，其中重要管理層職位20餘個，基本覆蓋了國際上重要的通信和IT領域。

● 行業標準方面，牽頭及參與編制行業標準項目285項，行標項目總數在通信

標準化協會（CCSA）會員單位中排名第三，同時多人在CCSA中擔任重要職務。

● 《移動通信網絡室內分佈系統中使用的全向吸頂天線》獲得第二十屆中國專

利銀獎，多個項目獲得行業科學技術獎。

◎	加速 5G研發

2018年，中國聯通全面推動5G業務、網絡、終端、應用的全產業鏈演進，開展5G大規模組網試驗、制定部署建設方案。

● 完成“4G/5G緊耦合的網絡架構”等三個3GPP國際標準牽頭立項，完成5G NR系列企標制定，推進5G NR相關行業標準的制定。

● 完成5G基站設備功能和技術要求制定、內外場測試規範制定、新技術試驗部署方案和建設指導意見。

● 在17個城市建設737個基站開展外場試驗和業務示範，其中在五個外場開展規模組網測試，推進5G產業鏈成熟。

● 堅持終端與網絡協同並進，發佈中國聯通5G終端白皮書，明確中國聯通5G終端技術要求，積極推進5G終端產業鏈發展。

● 中國聯通5G創新中心正式掛牌成立，負責聚焦5G行業應用創新等工作。

9月29日，中國國際信息通信展覽會期間，中國聯通攜手華為演繹了國內首例5G異地合奏音樂會。本場音樂會中，北京三個地點同時奏響

《聯通之歌》，以不同的樂器形成合奏，演出盛況實時地在發佈會現場同步播出，可謂“中西合璧，琴瑟和鳴”，通過毫秒級的傳輸，讓觀眾充分

感受到5G網絡所帶來的美好未來場景。

9月29日，中國國際信息通信展覽會期間，中國聯通攜手華為演繹了國內首例5G異地合奏音樂會。本場音樂會中，北京三個地點同時奏響

《聯通之歌》，以不同的樂器形成合奏，演出盛況實時地在發佈會現場同步播出，可謂“中西合璧，琴瑟和鳴”，通過毫秒級的傳輸，讓觀眾充分

感受到5G網絡所帶來的美好未來場景。

提交國際標準文稿545篇

2018年共牽頭及參與編制行業標準項目285項

申請專利1121項

                           授權專利441項

2018年
113件

全球排名第六

國內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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