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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5G商用一年多来，已建设5G基站近70万个，终端连接数突

破1.8亿，覆盖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技术先进、运行高效、资源

集约的高质量5G网络正加快建成。

全国建设项目超过1100个，涌现出机器视觉检测、精准远程操控、

现场辅助装配、智能理货物流、无人巡检安防等一系列应用成果。

5G+工业互联网在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变过程

中正迸发出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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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是利用第五代

移动通信技术(5G)构建满足工业智能化发

展对无线网络的需求，具有大带宽、低时

延、大连接特点的无线网络基础设施。

“5G+工业互联网”进一步丰富了新基建的

内涵与外延，催生融合创新应用，有力引

领技术变革、赋子产业转型发展新动力，

对于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助力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发布”5G Action Plan“
 2018年启动了5G规模试验

发布”工业制造创新
3.0“ 以推进制造创新

成立SGMF组织，
推动5G规模试验

联邦通信委员会设立
5G基金等方式推进
5G行业应用

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以顶层规划
+联盟+试验等方式推进融合应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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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 工信部发放5G商用牌照。2019年

8月，工估部在上海召开“5G工业互联网"全国

现场工作会议。

2019年11月，工信部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

公厅关于印发”5G+工业互联网“512工程推

进方案的通知》

2020年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要

积极扩大有效需求，促进消费补和潜力释放，

推动5G网络、工业互联网学加快发展。

2021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快5G

网络、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高度重视，产业积极探索



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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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小制造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形势依然严峻。目前我国制
造业中90%以上的企业属于中小企业，这其中大部分企业现有的
设备，尚不具备智能化数字化采集的能力，升级改造的资金与成
本压力很大，企业承受能力不足。

问题2
“标准是抢占话语权的重要手段“。虽然工业互联网市场规模在
逐年上升，但5G标准体系尚未成熟，网络建设仍在推进，使工
业互联网的应用推广难以能形成跨行业、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
方案。

问题3
工业上云、云及边缘计算的推进，打破了传统工业封闭的生产环
境。网络黑客凭借“5G东风”乘势发动攻击，物联网、车联网、
工控等关键基础设施首当其冲，带来了更加严峻的网络安全挑战。

5G+工业互联网次现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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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智慧海油”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移动合作

通过5G技术(700MHz&2.6GHz)和微波散射融
合组网，支持海陆间长距离通讯，为海上油田
平台间的大流量高速稳定传输建立了新的通道。

海上井口平台安装巡检机器人、“雷球”联动
监控装置、激光甲烷检测仪、红外高清摄像头、
5G移动终端等，平台周边部署无人艇、无人机
等守护设备设施，通过中海油独享的5G基站远
距离实时采集、传输井口平台上相关的生产设
备设施的温度、压力、电压、水温、电流、损
耗及零部件的磨损，耐腐蚀、密闭等实时性能
状态数据至海上中心平台。

每年节省人工成本600万元，减少拖轮、无人
艇等维修设备投入成本约4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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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8K柔性智能工厂”深圳创维-RGB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合作

利用自主研发的创维8K VR一体机设备和5G完
美融合，形成“云管端”的整体解决方案。遇
到问题时，现场运维人员佩戴创维8K VR一体
机，根据系统投射到视野前方的信息获得可视
化指导帮助。信息辅助无法解决问题时，打开
远程专家支持，专家以第一视角画面清晰获知
现场情况，用红框标记疑似故障点，实时反馈
至VR眼镜。

系统能够对疑似故障点进行动态跟踪，方便运
维人员快速锁定故障位置。通过记录疑似故障
点，自动产生复查清单列表，实现对维修过程
关键点复查确认。同时，每次远程指导都以视
频形式进行记录，用于案例分析或教学使用。

通过应用该技术，创维现场服务的效率提升了5
倍，彩电单线产能提升17.64%，一线质检员工
减少40%，出口提升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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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港5G智慧港口” 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联通合作

通过5G网络，将温感、电感、液压、烟感等传
感器采集的数据实时回传到智能集成管理平台，
实现船岸两端63个设备、350个能耗指标的实
时管控。通过大数据分析对船舶动力系统进行
节能评估，动态调整船舶的经济航速，实现削
峰填谷、节能减排。

通过自动化采集设备运行数据，提升了危险环
境下的安全生产管理能力，提高安全生产预测
效率和管理水平。针对异常耗能现象进行分析
研判，为设备的检修维护提供决策支持。

每年节省拖轮运维费用100万元，节省人工检
测成本40万元，检测效率提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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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行业痛点及对5G需求

行业特点 融合环节发展趋势

控制类
（时间敏感）

移动/视频类
（带宽敏感）

采集类
（连接敏感）

5G与电网融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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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与电网融合应用 5G+应用场景

控制类
（时间敏感）

移动/视频类
（带宽敏感）

采集类
（连接敏感）

电力行业5G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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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行业5G融合典型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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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融合应用助力智能电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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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准规划，低成本建网

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且城镇人口密集，
加之多网并存的通讯现状，给5G建网带来巨大的
难度。 
通过对高价值区域、关键场景和潜在用户的精准洞
察，实现精准网络规划和精准投资。

二、高效建网，极简部署

随着无线网络的更新换代，城市天面空间越发紧张，
新站址获取困难、建设成本日益升高。
通过2G/3G/4G/5G一体化、频谱资源统一利用
等方式，最大化站点效能。同时，搭载PnP开站实
现全场景极简站点高效部署。

5G投入产出比智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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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能运维，守护价值

当前多网并存的状态仍将持续，网络维护任务更为
艰巨。
从垂直和水平方向两个维度对外场数百万条告警数
据进行AI训练，降低压减率，快速准确定位并解决
故障，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守护网络资源价值。

四、自动优化，敏捷赋能

5G宏站以Massive MIMO天馈为主，相比传统天
馈具备更多的可软调参数，参数优化难度增大。
通过引入大数据与AI，实现数据采集、分析、参数
优化自动化，从而有效减少现场参数反复优化频次，
提升优化效率。

5G投入产出比智能方案



一、开展集团数据治理，提高数据质量，
形成数据资产，为一线业务人员生产运
营提供数据支撑，实现数据共享。

二、赋能企业业务创新，满足生产经营
敏捷分析需求，提高开发人员数据自助
分析应用能力，激发全员创新的主观能
动性。

三、建立企业级Hadoop架构大数据平
台，实现生产经营数据化、运营管控精
细化。

四、AI赋能分析用户行为感知，循环优
化技术，最终实现提质增收、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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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AI缺陷检测系统架构及工作流程示意图

企业生产经营智能方案



培养技术人员
“白帽子”黑客(精通网络技术防

御的专家) 能在关键基础设施中辨

认出数量惊人的风险，从而识别出

漏洞的所在以及确定如何来保护它

们。

数据库安全防护
开发全面的数据漏洞扫描、“黑客”

攻击识别以及病毒消除技术，以能应

用在所有数据平台和环境，防止数据

泄露，提升数据库安全。

5G
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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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共同合作
需要依靠各方聚合，从信息化系统

内不断生产出自适应、自主和自成

长的安全能力予以应对。

健全安全保障体系

在制度机制方面建立起监督检查、

信息共享和通报、应急处置等工业

互联网安全管理制度；在技术手段

方面，建立安全技术保障平台、基

础资源库和安全测试验证环境。

网络及数据安全智能方案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国内外大量工业数据未充分采集，大量工业

知识和模型未完全实现数字化。基于平台的解决

方案应用价值将会得到更为充分的释放，工业互

联网平台的基础系统价值将显著提升。

二、“统一的标准架构非常重要”。统一的通信

协议、统一的操作系统以及统一的计算控制平台

架构，能够快速、低成本地移植到工业领域。

三、大部分平台企业的数据、模型、软件积累

不足。客观上存在一个先通过“做项目”的形

式满足制造企业的个性化需求，这为技术创新

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5G+工业互联网未来展望



感 谢 大 家 的 认 真 聆 听 ！

强 彦 太原理工大学信息与计算机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