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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发展内涵

思维创造世界



n “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求，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

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n “新基建”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

、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七个领域。

“新基建”发展内涵—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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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发展内涵—政策脉络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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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Ø 重点领域：
• 加快5G商用步伐
• 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
• 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

设施投资力度

Ø 重点领域：

• 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

支持政策，推进智能、绿色制造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

Ø 重点领域：

• 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进度

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Ø 重点领域：
• 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 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民用

和通用航空等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

Ø 重点领域：

• 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

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国务院常务会议

工信部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
加快发展的通知》

Ø 重点领域：

•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

业互联网试点示范推广普及。

2020.03

n 中央政策：2020年，“新基建”成为市场关注焦点。中央政策暖风频吹，围绕七大领域支持政策密集落地。



“新基建”发展内涵—政策脉络

n 地方政策：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相应举措，加快响应“新基建”建设部署。

南海诸岛

地方政府“新基建”部分相关政策
2020.02-21

北京市发改委发布全是300个重点工程
Ø “新基建”政策/项目：

• 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综合承载研发试验线工程、5G中高频组件创新中心等高精

尖产业项目占比1/3

2020.02-24

河南发布《2020年河南省重点建设项目名单》
Ø “新基建”政策/项目：

• 980项总投资3.4万亿元项目中，以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为核心产业转型发展

类项目674项，传统基建项目仅为116项。

2020.02-28

成都发布《关于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示范的实施方案》
Ø “新基建”政策/项目：

• 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数字经济产业高地。

2020.03-05

广东省发布《广东省2020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
Ø “新基建”政策/项目：

• 基础设施聚焦城际轨道、5G为代表的“新基建”。

2020.03-19

山东省发布《山东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
Ø “新基建”政策/项目：

• 加速发展5G等新一代信息通信网络设施，加快数据中心高水平建设，提升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应用场景支撑能力，打造“中国算谷”。



“新基建”发展内涵—投资规模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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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各领域投资规模及预测 “新基建”各领域投资占比及预测

n “新基建”投资增速加快，有助催生更大规模的新经济高速发展。预计2020年，新基建投资规模达到3.3万亿元，同比增长率26%；到

2525年，“新基建”投资规模将达到6.25万亿元。

26%

单位：亿元



“新基建”发展内涵—投资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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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各省市重点项目投资数量计划统计

n 在“新基建”多次被提及的背景下，全国各省市陆续发布了2020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清单；已经发布计划的25个省市投资清单共计包括

17857个项目。

25个省市

17857个项目



“新基建”发展内涵—资金来源

n 专项债或将是新基建发展新支柱。根据财政部数据，2020年1-2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2230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2732亿元，

发行专项债券9498亿元。专项债发行额较2019年同期（3262亿元）同比增长191%。

n 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规模，优化预算内投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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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 提供高速泛在的连接能力。5G以及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强化数据

连接能力；高铁、轨道交通、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新基建进一步补足经
济社会能源连接。

2 n 提供通用性平台支撑服务。通用人工智能平台、大数据中心建设为我国制造业转
型升级提供需求载体和核心驱动力。

3 n 打造安全可控的网络体系。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补足信息技术短板，强
化关键核心技术与产品的自研能力，对我国的新一代产业变革意义重大。

4
n 加速数字产业化发展进程。新基建可全面促进信息技术的市场化应用，推动数字

产业行程和发展，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最终形成数字产业链和产业集
群。

5 n 加快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新基建促进市场监管、环境监管、政府服务、应急保
障、公共安全等领域社会治理方式创新。

6
n 加快推进民生应用智能化。以新基建为核心基础，促进智能交通、智慧医疗、智

能教育等智能化公共服务体系共建共享，对进一步增进民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新基建”发展内涵—建设意义



人工智能产业概况

思维创造世界



人工智能产业现状—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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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由对外提供的产

品和服务所构成的产业，主要包含软硬件产品、服务以及解决

方案三大类，是人工智能技术最直接的落地形式。

人工智能应用产业是指人工智能技术与其他传统产业相结合，

在传统产业基础上打造的新一代的智能产业，例如人工智能与

汽车相结合，形成智能驾驶汽车产业，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

相结合，形成智能制造产业等，更多体现了人工智能的带动性

。

核心产业

人工智能产业现状—属性界定

n 定义：人工智能产业是指群体、团队、个人针对人工智能本身基础理论、技术、系统、平台以及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产品和服务的

研发、生产、销售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集合。按照包含的内容不同，通常分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和人工智能应用产业。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人工智能产业现状—产业链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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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产业现状—价值链及创新

n 基础层企业净利润增长区域稳定；

n 技术层企业盈利能力增强，产业链利润权重增加；

n 智慧教育、智慧城市、智能医疗、智慧金融领域应用拥有良好盈利空间。



2015-2020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及预测 2020年中国重点省市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目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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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产业现状—产业规模及预测

n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超过1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超过1万亿元

n 在国家政策的不断推动下，我国各省市也相继发布了适合本地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规划，目前中国12个省市2020年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目

标已经达到4290亿元，远超过国家层面制定的1500亿元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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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分布 2019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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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产业现状—资源分布及区域结构

n 从企业资源来看，人工智能上市企业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东以及中南地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集中了全国70%以上的人工智能企业。

n 从载体平台来看，人工智能领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主要集中在华东和东南等地区。

n 从高校资源来看，人工智能专业院校主要集中在华北和华东地区。



人工智能产业现状—资源分布及区域结构

南海诸岛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分布

n 截至2020年3月9日，获科技部支持建设的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已增至11个；

n 按照科技部发布的《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到2023年，布局建设20个左右试验区打造一批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创

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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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申请量分布

自动驾驶，6.5%

基础智能算法，
28.0%

智能搜索与推荐，
12.1%

智能语音，15.3%

计算机视觉，18.7%
自然语言处理，
19.4%

中国  76876
美国  67276
日本  44755
韩国  20180
欧洲  18631

全球重点国家人工智能技术专利申请量 中国人工智能专利技术分布

n 截止至2018年，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的人工智能技术专利总量22.7万件，其中，中国人工智能技术专利申请量总量处于全球首位，达7.7万件，总

量占比33.8%。

n 我国专利申请中基础智能算法方面最多，占比28%。总体来看，我国的人工智能专利中大量成果仍然处于实验室阶段。

人工智能产业现状—专利分布



人工智能赋能研判

思维创造世界



在已有行业中加入人工智能要素，实现相关产业的智

能化升级，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行业本身在人工智能技术尚未突破之前并不存在，而
在技术突破推动新产品和新服务形成之后，创造出一
条全新的产业链。

人工智能+行业

AI 数字
转型

行业+人工智能

X2

人工智能助推
全球经济增速

人工智能提高
生产率

40%
美国

中国

2016 2035

AI驱动GDP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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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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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赋能研判—AI催化数字转型



能力迭代数字化
资源链接数字化
价值合作数字化

管理数字化
创新数字化
人才数字化
决策数字化

需求数字化
渠道数字化
营销数字化
服务数字化

数字
生态

数字
企业

数字
用户

• 数字内容消费
• 需求实时感知
• 体验分享互动

• 从抽样到全样
• 客户全链接
• 产品即渠道

• 流量即用户
• 服务即营销
• 场景即互动

• 消费生产者
• 体验大于功能
• 需求定义产品

• 无边界组织
• 数字驱动管理
• 以客户为中心

• 数字资源
• 数字产品
• 开放协作

• 数字理念
• 数字技能
• 数字应用

• 预判式
• 自主式
• 全过程

• 快：积木式组合
• 准：一对一方案
• 狠：低成本实现

• 所用者未必所有
• 生态群落
• 能力资源池

• 独特性IP
• 智能合约
• 创造型价值

人工智能赋能研判—AI助力数字转型的逻辑



图像理解

监督学习

语音交互

虹膜识别

计算成像学

问答系统

机器翻译

视频编解码

人脸识别
脑机交互

AI
技
术
关
注
度

时间

早期阶段 爆发阶段 部署阶段 成熟阶段回升阶段

情感交互

语义理解

增强学习

群体智能

体感交互

动态视觉

无监督学习

步态识别

增强现实

三维视觉

知识图谱

中国AI重点技术

国际AI重点技术

指静脉识别

声纹识别

指纹识别

强交互 偏云化重安全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四大趋势

多融合

v 强交互：未来智能应用注重体验，视觉交互、体感交互、语音
交互等人机交互具有很强的未来感，将是未来市场发展趋势。

v 重安全：人工智能的伦理和治理逐渐成为技术发展热点，要安
全、可靠、可持续地发展人工智能技术。

v 偏云化：人工智能技术与SaaS等云计算技术结合，为更广范
围、更多领域用户提供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v 多融合：自动化机器学习和智能应用的发展势头最强劲，多领
域融合和场景化落地是未来AI技术攻克点。

人工智能赋能研判—发展趋势

2019年人工智能技术成熟度

n 2019年的人工智能技术早期阶段技术增多，反映出人工智能产业多样化需求日益丰富；部署阶段技术持续积累，表明相对成熟的技术开

始有序应用并进行产业化。



赛迪顾问人工智能相关研究

ü 《洞见2020-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与投资趋势》

ü 《洞见2020-中国智能语音产业创新与投资趋势》

ü 《洞见2020-中国智慧金融产业创新与投资趋势》

ü 《2019-2020年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研究年度报告》

ü 《2019-2020年中国AI芯片行业投资价值研究年度报告》

ü 《2019-2020年中国智能语音行业投资价值研究年度报告》

ü 《2019-2020年中国人工智能区域发展研究年度报告》

n 《AI新基建产业创新应用实践研究》（计划于2020年6月底满天星上线）

n 《2020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竞争力研究》（计划于2020年7月中旬满天星上线）

A 已发布研究

B 计划发布研究



思维创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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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制造业在新基建时代智能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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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软云 + 商业智能介绍

• 工程项目管理解决方案

• 生产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 成功案例分享



微软Azure + Dynamics 365 + PowerBI + IoT 
助力新基建时代智能制造

Azure IAAS/PAAS

4.商务分析1.物联网应用 2.智能应用
3.行业IP 

Solution

助力新基建



智能云 业务生产力与商业解决方案 个人计算

Security

行业场景
• Discrete manufacturing
• Retail
• FSI
• Health care
• Media/internet (gaming)

业务职能
• IT
• Finance
• HR
• Marketing
• Sales

客户成功
Products Services Partners

智能云 业务生产力与商业解决方案 个人计算

Trust

客户互动 赋能员工 优化运营 产品转型

微软技术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Data + 

intelligence

运维优化

产品创新

客户交互

数据
Capture digital signal across business

2
洞察力
Connect and synthesize data

行动
Improve business outcomes

强化员工

Dynamics 365 最新数字闭环



微软市场营销云

Powered by Microsoft 
Dynamics & Azure

Azure + Power Platform

Dynamics 365

现场服务

客户服务

零售

项目管理

财务和运维

人力资源市场

销售

Data + intelligence

Dynamics 365 整体架构Dynamics 365 功能概览



微软市场营销云

Powered by Microsoft 
Dynamics & Azure销售

可执行洞察
分析

销售线索及商
机管理

社交营销 文档收集 移动销售 计划及管理 目标及游戏化 分析及智能

客户服务 全渠道 多门户 代理启动 实时通讯** 上门服务 知识库 分包商 分析及智能

市场营销 客户旅程 细分 活动自动化 邮件营销 追踪及监测 LinkedIn 广告 活动管理 分析及智能

现场服务 排定及调度 资源优化 任务自动化
资产及保修管

理
服务协议 存货管理 移动设备 分析及智能

项目服务
自动化

项目管理 商机管理 资源管理 工时及费用 项目规划 团队协作 客户订单 分析及智能

财务及运营
模块

供货及采购 供应链管理 项目审计 人力成本管理 制造 财务管理 预算 分析及智能

零售
品类管理及销售

规划
折扣及促销 云和移动POS 

支持脱机
存储组件

呼叫中心及商品
目录销售

电子商务 忠诚度管理 面向客户端APP

人才 人才吸引及雇佣 培训 评估及反馈 工资和福利 员工和组织行政
HR 合规性和员
工人身安全

职员分析和 HR 
报表

人员离职

Dynamics 365 功能概览



Dynamics 365 部署模式的多样性



1000多家中国各行业的用户正在使用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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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市场营销云

Powered by Microsoft 
Dynamics & Azure

Data + intelligence

工程项目管理解决方案



项目
项目预算

罚款/奖励人员管理

供应链需求

成本分析

全生命周期项目管理供应链一体化



招标
管理

项目
管理

资源
管理

财务
管理

管理
分析

以项目为中心，五大关键过程管理

工程项目管理解决方案



微软市场营销云

Powered by Microsoft 
Dynamics & Az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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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业务解决方案

安全服务 数据服务 报表服务 分析服务 邮件服务 工作流服务 集成服务 导入/导出

⚫投标管理

⚫客户

⚫联系人

⚫信息来源

⚫投标分工

⚫投标费用

⚫投标报价

⚫中标结果

⚫竞争对手

⚫部门

⚫人员档案

⚫银行账号

⚫客户

⚫供应商

⚫计量单位

⚫仓库

⚫项目相关

⚫资源相关

⚫费用相关

⚫项目档案

⚫子项目

⚫产值日报

⚫产值价格表

⚫总包结算

⚫销售结算

⚫分包结算

⚫材料管理

⚫框架合同

⚫物资采购合同

⚫物资采购合同
明细

⚫采购合同

基础数据 项目管理 费用管理资源管理

⚫组织

⚫角色

⚫权限

⚫用户

⚫工作流

⚫实体

⚫业务配置

⚫……

投标管理 合同管理 系统设置

⚫费用报销

⚫差旅费用报销

⚫借款申请

⚫支付申请

⚫还款

⚫人员备案

⚫车辆备案

⚫保险管理

⚫考勤管理

⚫费用标准

⚫工资计提、支付

静态报表 OLAP分析决策分析

员工客户端合作伙伴及客户交互

电子邮件/短信 协同门户热线电话 app应用 微信

POWER BI

坐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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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智能业务分析能力

多维度统计分析多个业务板块数据，例如：按照期间、项目等分析对比预计收入、实际收入、成本等，

图形化展示、一目了然，实时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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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微软市场营销云

Powered by Microsoft 
Dynamics & Azure

Data + intelligence

发货通知

应收账款

信用检查

生产成本核算

收款/毛利分析

价格管理

Order Desk
订单确认

应收发票/收款

销售订单

RFID   /  批次管理 /    总库存

委外库存收发 生产入库销售出库 采购入库

进料检验

应付发票

应付账款

工程变更
替代料

委外计划 生产计划

销售预测
采购预测

细能力计划 MRP

采购计划

预测计划

BOM
客户配置工艺路线

委外订单

委外发料

汇报入库

采购订单

收货通知

采购价量控制

生产订单

完工汇报

备料领料

合格供应商名录

售后服务

生产检验进料检验

应付发票
物料考核

固定资产 电子支付

财务分板 /  报表输出

销售管理

计划管理

库存与仓库管理

财务管理

生产与供应链执行

委外逻辑仓 成品仓 材料仓

其它应收账款 其它应收账款

汇率管理

来自供应链执行与库存的输入：
• 现有库存
• 在途库存
• 已分配库存
• 安全库存
• 提前期

其它库存出入库

零售系统

呼叫中心

POS系统

总账管理

统一
报表模块

供应商
数据库

客户
数据库

统一工装
设备库

制造规则
知识库

统一
物料库

统一
编码库

统一
产品库

客
户
门
户

供
应
商
门
户

整体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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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制造行业解决方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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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角色可配置的工作区

✓ 全球统一平台
✓ 信息集中管理，提高全
员生产力

✓ 交互式可视化图表
✓ 移动办公，快速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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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角色可配置的工作区

✓ 财务业务一体化
✓ 供应链可视化
✓ 营销管理数字化
✓ 提升洞察力，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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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手动作业，提高工
作效率

✓ 跨岗位协同作业
✓ 可视化的工作任务
✓ 过程数据可追溯

按角色可配置的工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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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解决方案 –供应链管理

⚫ 产品信息标准化

⚫ 产品属性可配置、

可分析、可追踪

电视
TCL-S1

L1

L2

L3

银灰

黑色

白色

银色

灰色

外观颜色
Dimension

LED 4K

类型 Dimension

能效等级
Dimension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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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解决方案 –供应链管理

⚫ 直接交运

⚫ 内部交易

客户

直接交运
内部交易

销售订单

采购订单（分公司） 销售订单（集团公司）

出货装箱单收货 发货

收货单

出货单

付款

发票

收款

内部应付 内部应收

分公司
集团公司

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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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解决方案 –供应链管理

⚫ 检验过程与检验结

果管理

⚫ 按批次记录质量信

息

⚫ 按批次追踪问题原

始原因

⚫ 按序列号记录质量

信息

⚫ 按序列号追踪问题

原始原因

仓库验收材料，并放置
待检区

OKNG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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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解决方案 –供应链管理

⚫ 计划订单

⚫ 发运计划

⚫ 库存预警

⚫ 库存层级管理

⚫ 批次与序列号追踪

⚫ 条码与移动应用

⚫ 多维度统计分析



微软市场营销云

Powered by Microsoft 
Dynamics & Azure

Data + intelligence

整体解决方案 –生产控制

工作日历模板/日历

物料清单

工艺路线

资源

工序

创建

估计

计划

下达

开始

完工入库

结束

生产订单控制 领料/退料

外协单

生产领料单

投入产出

成本分析

生产作业

备料

领料

退料

补料 工艺卡

基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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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解决方案 –财务管理

⚫ 多分类账管理

⚫ 一个应用实例

⚫ 一个数据中心

⚫ 财务业务一体化

⚫ 自定义财务报表

总账管理

现金
银行

总帐手工调
整凭证

总帐手工
凭证

固定资产管理

资产
重估

固定资产
处置

固定资产
购置

固定资产
折旧

生产成本管理

生产
领料

完成
入库

成本
调整

报表管理

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

利润表

财务报表

库存管理

库存
调整

销售应收管理

收款
管理

销售
开票

销售
出库

采购应付管理

采购
收货

采购
发票

发票
付款

过账
过账

过账

过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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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解决方案 –财务管理

⚫ 财务成本业务一体化

⚫ 按照BOM和工艺路线

估算产品成本

⚫ 通过系统实现成本自

动分摊与核算

产品价格规划

产品计划成本

成本模拟和调整

成本组 成本类别

BOM

成本计算单 成本计算版本

工艺路线 工作中心
成本中心
（维度）

库存模型组

维度组

特殊结算原则

计算组

成本价模型（物料采购价、成本
价、贸易协议、库存价）

领料单

销售报价

销售盈利分析

生产估计成本

成本差异分析

成本分解与还
原

工艺卡

完工单

订单结束

生产
成本
监控

总账
集成

期末
库存
关闭
结算

其他
出入
库

成本框架
基础

成本规划 成本核算与过程监控 成本分析



赋能企业 计划 执行 分析

操作体验 简单 精炼 高效

从容计划 完美执行 全球视角

▪ 优化MRP执行

▪ 提升批量订单处理能力

▪ 精准呈现需求预测

▪ 集团内多公司计划编制

▪ 智能的供应链

▪ 全渠道优化存货

▪ 订单自动化处理

▪ 完美的客户体验

▪ BI数据分析展示

▪ 采购和生产更智能

▪ 数据驱动的运营

▪ 全球快速部署

方案特点



微软市场营销云

Powered by Microsoft 
Dynamics & Azure▪ 微软全球领先的企业资源规划解决方案的金牌合作伙伴，成
立于1994年，拥有26年的商业和信息系统咨询的经验 - 企
业资源规划和供应链管理解决方案的专业实施技术和经验。

▪ 总部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市,在美国德克萨斯
州达拉斯、犹他州盐湖城、瑞士卢加诺和中国多处设立区域
办事处，客户遍及全球。

▪ 美国日升科技 亚太总部：华美海润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 擅长于为生产制造、家居家具、鞋包、服装纺织、分销和零
售行业和工程项目类企业提供基于Microsoft Dynamics 
365的企业资源规划和客户关系管理的商业解决方案。

美国日升科技-华美海润

微软2019全球最佳合作伙伴
Dynamics 365 

微软全球金牌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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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升科技 –华美海润

网站: www.huameisoft.com

邮箱: Marketing@huameisoft.com

电话: 18509232757 或 15388661187

THANK YOU
联系我们

mailto:Marketing@huameisoft.com


一站式创新ICT服务
赋能智造加速

 詹东东 

中企通信 数据科学与创新副总监



企业需要与已成常态的不确定性共处

供应链体系的冲击
l 全球供应链的受阻、调整、转移、跟踪
l 市场、采购、生产、设计产生影响
l 商品、人员、资金、技术、服务产生变化

贸易规则的不确定性

l 多边贸易规则的变化
l 监管与安全要求，全球治理日益艰难
l 运营风险与全局性战略把控更高要求

市场需求模式的瞬变
l 市场从连续性、可预测性向跳跃

试、断点式变化
l 极短时间内的线上线下调整
l 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方式的改变

运营模式的韧性
l 人力资源的停摆的冲击
l 生产经营组织模式的冲击
l 资金流可持续性的冲击



科技新基建   数字化变革主要发力点与切入领域

区块
链

物
联
网

清洁能源
/新能源

5G

特高压

人工
智能

虚拟现
实/增强

现实
云计算

智能传
感器无人

控制
技术

数据
中心

大数据

新基建开拓经济边界

新兴技术群落崛起

数据驱动经济增长

“数据核爆”将到来

创新数字商业模式

产业变革范式持续创新

重构
价值

链

从硬
件转
向系

统
城市
感知



工业互联网是新基建各领域的纽带

u协同制造集成上下游企
业

u制造能力交易实现制造
能力分配。

u个性定制场景增强用户
粘性。

u金融业务提供量化依据。

社会化生产资源优化配置与
协同

u制造工艺场景提升制造
品质

u质量管理场景中降低产
品不良率

u设备维护场景中实现设
备预测性维护

u能耗管理场景中实现节
能减排

工业现场的生产过程优化

u产品溯源场景为全生命
周期管理应用提供支撑

u产品/装备远程预测性维
护

u产品设计反馈优化场景
中，改进设计方案，加
速创新迭代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与服务优化

u供应链管理场景库存成
本

u生产管控一体化场景

u全面感知和综合分析

企业运营的管理决策优化

MENS IoT 5G AI 数字孪生 CLOUD 边缘计算

智能传感 设备感知，输送
实时高价值数据

高速、稳定、
低延迟网络，

AI认识真实世界，
规律和逻辑

大脑与中枢，核
心决策平台

“大脑”的高效分析
+“边缘”

数据 算力 算法

5G、NB-IoT、TSN、MPLS 专用网络服务等

描述 诊断 预测 决策

数字孪生勾画出
一个虚实映射的

新领域



以不断的进化能力来应对挑战

l 及时的供应链跟踪与调整

l 产品快速上线的业务中台能力

l 自动化、智能化协作能力

l 金融属性与打造生态共生体

l 核心能力分散智能协同

l 组织形态扁平化管理

l 打造数字化商业操作系统

l 区块链分布式自治形态

l 常态化风险管理机制

l 优化资产结构，增强反脆弱性

l 建立企业应急监测管理系统

l 跨学科、跨业务的数据运营组织

l 全局生产管理数据采集能力

l 人工智能与算法平台

l 数据驱动运营与决策

l 线上快速迁移能力



企业需要更敏捷的全球化数字运营能力与科技能力

全球
泛在
连接

l 打造生态新连接能力，

新型价值网络

l 生产与运营要素在线化,

高效敏捷

l 全局感知，全球联动

智能
计算
支撑

l 高稳定高可靠的云化平

台支持在线业务创新

l 广泛平台布局面向业务

数据属地化

l 打造产业平台

全局
安全
合规

l 可遵从全球趋严的安全合

规要求

l 全方位、全过程、立体式

监测与防护

l 业务连续性保障

智慧
创新
运营

l 可不断提升服务运营能力

l 支持在线业务的创新服务场景

l 智能优化服务流程



58.13%

99%

41.35%

100% 100%

58.65%

49%100%

中企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香港）

其他

100%

45.09%

5.91%

S A S A C
(中国大陆)

100%

（欧洲）

股权结构





以创新技术驱动行业领先

混合广域网 核心网 敏捷网络 专用网络物联网

第三方
云平台&解决方案 专属云平台

公共平台/
灾备云平台

ERP企业运营系统 响应式研发设计

生产规划数字化 设计、装配、仿真

大数据 供应链产业链互联

高性能仿真计算 后市场营销

数字化管理

生产过程优化
制造工业、生产流程
质量管理、能耗管理 

管理决策优化
供应链管理、企业决策

生产管控一体化

资源优化与协同
协同制造、制造能力交易

个性定制、产融结合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产品朔源、预测性维护
设计反馈优化、工业优化

数字化分析

端
到
端
安
全
防
护



l 中国大陆     遍布60个城市，超过80个服务据点（POPs）

l 全球协同     协同母公司中信国际电讯CPC及全球合作伙伴，网络覆盖超过130个国家和地区，逾140个服务据点（POPs）

l 一带一路     母公司收购LINX后，服务覆盖中欧、东欧及中亚

跨地域专线网络服务消除数字化鸿沟

*包括虚拟服务据点 (POPs)



下一代智能网络解决方案

分支
Internet、专用网络

第三方公有云

私有云

如果当前路径的质量低于预先定义的阈值，则将重新路由关键应用程序。 

SaaS - Internet

切换非关键任务以优化工作量并
降低成本

HQ

特定应用程序使用指定的链接 

MPLS 专用网络 
1

2

3

分支机构

SD-WAN通过智能网管满足业务需求 
优化接近专用网络性能的互联网质量 

HA/QoS保证-              关键应用程
序、视频、语音的最佳路径。 

MPLS 专用网络 

SD-WAN Overlay

Private/MPLS

3G/4G LTE… 5G



SD-WAN  数字化业务的连接新模式

卓越的连接技术

l零接触、自适应与快速部署

l动态多路径优化、带宽扩展、链路聚合

l智能应用感知与优化、强化的安全控制

l全球集中式统一运营平台

l多云、开放、中心+边缘+分布式

l云网融合、全球响应

全局式ICT融合运营

连接业务与客户

连接生态与组织 连接技术与创新

连接全球与产业

l实现网络对业务的感知

l实现全生产要素的全连接

l支持业务模式的迭代与创新

全场景的业务连接



l 透过母公司中信国际电讯CPC不断在全球新增云服务中心

l 可为企业提供全球共18座云数据中心：私有云、混合云

弹性灵活云服务能力

新加坡

德国-法兰克福

日本-东京

广州

北京

美国-纽约

台中

南非-开普敦
香港

美国-洛杉矶

台北

英国-伦敦

上海

俄罗斯-莫斯科



纵深防御协同

• 全覆盖的生命周期

• 全方位、全过程、立体式监测与防御

• 全球化业务需要全球化安全协同

人机共智、意图感知

• 从平台搭建到关注分析建模

• 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的态势感知

• 利用AI，高于AI，安全专家人机共智

主动防御与响应

• 预警、检测、回应新格局已形成

• 以威胁为中心的实时防御

• 建立生态化的应争响应机制

恢复与反脆弱性能力

• 强化与新型安全威胁的持续对抗性

• 遭受攻击的迅速反击能力

• 遭受破坏的可恢复能力与进化能力

新的安全防御体系与能力的形成



l 信息安全纵深防御环阵 l TrustCSI MSS 全球安全态势感知与预警

运用AI持续进化的特性  全面网络威胁戒备



Global 
Knowledge
     

24 x 7

Local   
Expertise

2
SOCs

(安全运营中心

>130 国家和
地区

>140 POPs
(网络据点)

智能运维

•新旧设备同时运维
•不同供应商
•多样化型号

在地客服

• 7x24 全天候

• 多国语言

• 远程合作伙伴

• 标准化服务水平 

(SLA)

VALUES 
& OPPORTUNITIES

 IT在地
合规性

• 等级保护2.0
• GDPR
• 数据隐私及保护
• 数据收集和存储

>18
云服务中心

>30
数据中心

>500
工程师

中国大陆
亚太区

美国、非洲 
 欧洲、俄罗斯等

>14000
客户服务点

Regional
Coverage

全球交付，本地支持的 ICT解决方案伙伴



多研发中心 – 推动智慧运营与智能服务的数字化转型

第一阶段

技术化

• 40名 R&D+数据科学家

• 构建新的生态体系

• 优化字化技术基础

• 确立新的业务构架

2016

Digitalization+

• 机器学习提升客户

感知能力

• 以AI算法模型提升

客户运营能力

• 融入智能，持续创

新产品服务

2017

Secure AI

2018

•SD-WAN
•Multi-Cloud 

Connect

2019

AR Field Service 

Management 

Solution 

2020+

AI / IOT / 

Big Data 

第二阶段

产品化

第三阶段

服务化

• 基于AI，高于AI的信息安全

威胁监测

• SD-WAN 智能混合网络支持全

场景连接

• 全球响应服务能力

• 打造全新的科技服务生态体系
• AI+AR+IoT数组体系
• 业务与技术的共生与融合
• 全球化运营

以数据驱动、AR+IoT+AI科技创新服务内涵



AI扮演的任务 -感知客户与洞察需求  ICT服务推动客户业务敏捷性

以机器学习提升客户感知能力 以算法构建服务体验模型 NLP深入学习注入客服体系



Augmented Reality (AR) 

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场
景结合与互动的技术将
彻底改变客户体验与工
作场景

AR千里眼   (AR现场工程师服务)



ICT数字化转型

在我们的愿景的启发下，在我们的使命的驱动下，在我们的“专业、质量、创新、多样性”价

值观的支持下，我们将继续推动创新和新技术，推动可持续发展，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2010 20122009 2014

信息安全管理服务 云数据中心服务云计算服务 创新ICT服务

数字化转型之旅

专用网络服务

2002

全国互联网服务





日期：2020/04/22

智能制造行业信息化办公解决方案



四次工业革命



工业互联网的数据流

工业互联网可以被看作是数据、硬件、软件和智能的流通与互动。从智能
设备和网络中获取数据，然后利用大数据和分析工具进行存储、分析和可
视化。最终的“智能信息”可以供决策者（在必要时实时）使用，或者作
为各工业系统中更广泛的工业资产优化或战略决策流程的一部分。



用一路一带眼光看《中国制造2025》

• 对外：26国、44亿人、21万亿$经济总量

– 丝绸之路经济带：

• 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

• 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

• 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

–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
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

• 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
到南太平洋。

对内：全国调动
➢ 两个核心区：新疆(陆)、福建(海)
➢ 四门户：西北、东北、广西、云南
➢ 八高地：西安；兰州、西宁；宁夏；

重庆；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
昌、合肥；西安、宁夏、重庆、上海
自贸区；前海等开放合作区；

这里还一条到
南太平洋的。

培养全球眼光

世界格局迫在眉睫！

亚投行的巨大支撑



生产观 效率、质量、成本、安全

科学的生产观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如何提高效率？

第二、如何降低成本？

第三、如何提升质量？

第四、如何保障安全？

四项基本原则应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来运作：

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技术抓手；以先进的管理科学为管理抓手。

工业4.0最好的满足了科学生产观的四项基本原则

科学的生产观科学生产观



核心是动态配置的生产方式



数据、沟通是动态配置的必要条件





















经过和制造行业的客户、单位的沟通，制造行业还存在很多需要智能

化改造的地方，日常办公上便捷性上还有待提升



会议论过程的问题

项目初讨论时，需要预约会议室（各类项目都需要预约）和行政部门预约变成麻烦事

会议室内投影、电脑、八爪鱼等视频会议系统，线缆复杂，处理设备多，操作复杂

投屏需要自带U盘或HDMI接入投影仪，开会准备花费时间

会议室设备还处于10年前的发展水平，给工作带来的不便利已经成为习惯



会议室内投影、电脑、八爪鱼、摄像头

等视频会议系统，只会all in one为一种

设备，MAXHUB会议平板，除了电源

线不需要再进行线缆部署

解决日常书写、投屏、演示、视频等必

须功能

设备繁多的问题



无线传屏解决方案：

制造行业投屏问题

无线传屏解决方案：

1、外来人员通过接入无线传屏器进行无线传

屏

2、内部人员，电脑安装传屏软件，连接局域

网，即可输入验证码进行传屏

3、内部人员，手机安装传屏软件，连接局域

网即可扫码传屏

会议室



项目讨论会议室难找

会议室门口均挂MAXHUB会议门牌

日常会议预约成功后，会议门牌上会进行即将进行或正在进行的会议显示

如果紧急会议可以在系统查看预约人，可以协调联系



远程沟通利用云视频会议形式，可共享桌面



项目汇报过程的问题

项目汇报过程时，汇报必须准备电脑或者u盘，不够便捷灵活

汇报内容选择局限ppt，受设备限制很少采用CAD，展示效果不够直观

领导意见往往会后批改邮件发送，会上没有办法随时随地同步好修改信息，与客户视频会议无法数据流音视频流同屏显示

批复意见邮件发送

汇报前准备好U盘或电脑

汇报方式多为PPT



单屏双流设计方案

单屏双流设计方案：

硬件视频会议终端的结合，在MAXHUB会议平板

上实现数据流与音视频流同屏显示

实现功能：

1.结合视频会议硬件，电脑内容无线投屏至会议平

板、平板操作共享桌面，异地开会也能在屏幕同步

观看文件

2.单屏双流方案采用画中画显示，远端视频画面小

窗口显示在MAXHUB会议平板上

3.结合触摸功能，可与远端进行互动，避免了传统

开会只能看不能摸的尴尬

视频会议硬终端

PC HDMI OUT

整机 HDMI IN

硬件结合方案

MAXHUB

电脑内容

MAXHUB是唯一能实现单屏双流功能的会议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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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案例-广汽传祺

会议室应用：覆盖目前企业内部所有的会议室，一台设备就可以替代掉原来的普通白板、投影仪等设
备，还 能配合企业使用的视频会议系统进行远程会议使用；

生产车间：生产线原来使用的是传统电视机来进行展示
现在更换成可触控的一体化设备，即可在生产线触控显示生产线数据内容；



数据看板

⚫ 门店可以通过在MAXHUB安装工厂数据分析软件，将每天的车间生产情况进行展示。

⚫ 通过电脑的工厂生产数据软件，使用无线传屏功能，快速投屏到MAXHUB，进行高效地数据分析

⚫ 通过信息发布系统，统一推送安全生产、安全培训内容，每一台设备自动更新推送内容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PPT论坛：www.1ppt.cn

应用场景：数据可视化 / VR看车 / 设计讨论

制造行业案例

• 数据看板报表推送，业务情况直观了解

• 生产数据实时展示，重点问题讨论分析

一汽大众 广汽集团捷豹路虎 东阿阿胶

• 4S 店360°选车，车型图片、配置高清展示

• 设计头脑风暴，随心绘制、高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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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案例-广州黄埔区百大项目庆百年百大项目签约仪式

✓ MAXHUB 全程助力主会场与各分会场的直播视频连线

✓ 完成疫情以来广州市黄埔区首个大规模在线签约活动



制造设计行业向信息化设计发展，信息化设计包含两方面，一方面使用数据

分析信息，另一方面，信息化平台更好的智能化设备作为建模的展示端，如

VR技术需要可触控的4K屏

未来建筑设计行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