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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背景

工信部政策

u 工信部《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8.12.25

实现LTE-V2X车联网技术的产业化与商用部署，加快5G-V2X等关键技术研发及部分场景下的商业化应用，构建

通信和计算相结合的车联网体系架构；

u 工信部《关于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2020.2.19

推动制造企业与信息技术企业合作，深化新技术应用，推广协同研发，加快恢复制造业产能。

u 工信部《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的通知》2020.3.6

改造升级工业互联网内外网络；提升工业互联网平台核心能力；深入实施“5G+工业互联网”512工程

北京市政策

u 北京市制造业创新发展领导小组《北京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2018.11.29

到2020年，北京市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实现“535”总体部署：五个目标、三大行动、五大工程；

u 北京市经信局《北京市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19年-2022年）》2018.12.20

方案提出要建设新型整车制造体系，形成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的智能制造产业链；要率先建设5G车联网，

积极推动北京成为5G车联网重点示范应用城市



行业现状

u中国汽车产销量全球第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产销量市场，产量占据全球30%。 

u中国汽车制造业进入换挡期：2019年汽车产销量为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同比分别下降7.5%和8.2%，产销量降幅比上年分别扩大3.3和5.4个百分点。

u中国汽车制造业进入技术革新时代：中国汽车行业当前处在产业革新阶段，2019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为124.2万辆和120.6万辆，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客户信息化现状：生产体系标准，自动化程度领先

汽车整车标准生产体系图

◼  硬件体系：当前国内整车厂商已经100%实现了核心工艺全自动化。
ü 数控机床：已基本普及数控机床，如发动机车间，金属加工设备数控化率90%以上
ü 工业机器人：已广泛利用在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工艺”中，如自动上下料机器人、柔性焊装机器人等
ü 物流输送：已使用AGV、程控葫芦、自动化输送线、自动化滚床和自动检测装备

◼  软件体系：当前国内汽车厂商大部分已经有完整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ü 工业软件：大部分已采用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生产制造执行系统（MES）、供应链管理系统（SCM）以及底层生产控制系统
ü 数字仿真：部分汽车企业已经使用数字化工厂系统对制造设备、生产线、工艺和物流进行建模仿真，其中在焊接和涂装工艺使用率最高

汽车制造业现状：总体增速换挡，进入技术革新时代

机械化

电气化智能化

网络化 数字化

智能制造改造程度



3、竞争分析

竞争对
手 业务布局

工业互联
网服务能

力
案例 案例内容 渗透方式分析

中国移动

中国移动5G+工业互联网“1+5”
应用场景，“1”即5G行业专网，
作为各个领域的网络连接基础；
“5”即5G+工厂、5G+电力、
5G+矿山、5G+钢铁、5G+港口
五大重点细分行业的5G应用场
景

工业设备
工业网络

作为联合体成员，中标工
信部“2019年工业互联
网创新发展工程--基于工
业互联网平台的生产线数
字孪生系统项目”

中南智能子公司长沙长泰机器人有限公
司牵头，中国移动湖南分公司等作为参
与单位，以长泰机器人自主研制机器人
智能化生产线为基础，利用数字孪生技
术服务实际生产线全数字化、自动化、
知识化、智能化的宏观目标，为智能制
造提供核心技术和解决方案

1.成立中国移动“5G工业互联网联
盟”，引入行业伙伴，依托自身5G和
联盟工业互联网伙伴能力，牵引工业
互联网市场。
2.依托各省（区、市）公司渠道和资
源，与大型龙头企业开展合作，推进
工业互联网项目落地试点，打造标杆
案例

中国电信

发布工业互联网开放平台，建立
在中国电信云网融合基础架构之
上的数据使能平台，从工业数据
采集、工业数据中台和工业数据
应用三个层次为制造企业服务。

工业设备
工业互联网
平台

广东公司与美的集团联合
开展的5G工业互联网智
能制造项目

项目创新点：已联合完成一条实际生产
线的5G改造，并已开展柔性制造、智能
质检和智能安防、低时延工业控制、
MES产品扫码和信息看板四项5G创新赋
能应用

1.建设天翼云工业互联网平台，以5G、
云和自有平台渗透大型龙头企业，打
造工业互联网标杆项目
2.重视政府效应，积极参与省、市工
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工作。

施耐德
通用 GE

施耐德-EcoStruxure 平台
通用 GE Predix 工业互联网平台

工业互联网
平台

福特汽车能耗管理优化
施耐德电气的电力管理运营部门依托 
EcoStruxure 平台为福特打造企业能源
管理（EEM）软件系统。实现能耗现场
和远程监控，从而产生优化的节能增效。

汽车行业客户，尤其是外资企业，多
采用国外信息化生产系统，施耐德、
GE Predix等利用其品牌优势在汽车行
业应用广泛。

华为 华为 OceanConnect IoT 平台
工业设备
工业互联网
平台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车
联网管理平台

应用华为 OceanConnect IoT 平台， 
一汽实现了对千万级车辆的有效管理， 
并发处理百万车辆的信息。一汽提供了
“挚享”租车服务，未来将逐步在平台
上增加车辆控制、轨迹回放、车况检查、
电子围栏等新型车联网业务。

 OceanConnect IoT 平台有约 40 个
运营商 POC 项目及若干个企业 POC 
项目等,提供 170 余个开放 API，聚合
超过 500 合作伙伴。

电信运营商多以龙头企业为目标客户，通过5G网络作为切入点，打造标杆案例。汽车行业传统信息化服务商可借助其行业
壁垒发展智能制造应用服务。华为等通信集成商借助其技术优势，以基础平台能力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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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行业痛点分析

汽车整车标准生产体系图

物流
仓储

p 仓储入库效率低，
易出错，无法解放
双手

p 物流自动化程度低

痛点分析

销售

p 客户参与度低
p 宣传效果差

痛点分析

售后

p 处理时间长
p 问题描述不准确

痛点分析

制造

p 装配步骤离散、
新人出错率高

p 质检效率低，易
疏漏

痛点分析

采购

p 供应商众多，质
量、周期难控制

痛点分析

设计

p 研发试验周期长
p 缺少个性化设计

痛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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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行业整体解决方案

物流
仓储

p 仓储入库效率低，
易出错，无法解放
双手

p 物流自动化程度低

痛点分析

销售

p 客户参与度低
p 宣传效果差

痛点分析

售后

p 处理时间长
p 问题描述不准确

痛点分析

制造

p 装配步骤离散、
新人出错率高

p 质检效率低，易
疏漏

痛点分析

采购

p 供应商众多，质
量、周期难控制

痛点分析

设计

p 研发试验周期长
p 缺少个性化设计

痛点分析

智能设计

Ø 协同制造
Ø 数字孪生

智能采购

Ø 供应链协同

智能生产

Ø 智能巡检
Ø 智能装配
Ø 智能质检

智能物流仓储

Ø AR仓储
Ø 智能物流

智能销售

Ø 迎宾机器人
Ø AR销售

智能售后

Ø 设备远程管理
Ø AR远程维修



车间级/厂区级
边缘计算云平台

私有云/公有云/混合云
计算云平台

云边协同

应用创新

应用创新

u 从研发设计到生产环节众多，利用协同制造云平台降低研发试验周期

一 智能设计：协同制造



u 基于传感器、运行历史等数据，建立车体

数据可视化数据样机模型，并实现3D可视

化。

u 基于虚拟仿真，可以轻松的修改部件和产

品的每一处尺寸和装配关系， 实现个性化

设计，并验证产品几何结构及装配可行性

物理产线 虚拟产线
数字孪生

传感器数据
    数字端     物理端

模拟仿真
测试验证

评估监控  
设计改进

一 智能设计：数字孪生



二 智能采购：供应链协同

u 通过数字化技术打通

企业上下游之间的多

边连接并协同产业上

下游，打造供应网络

、制造网络、营销与

服务网络的平台服务

模式，帮助企业运营

转型，实现各产业工

序智能协同。

面向汽车制造行业采购、交付环节，解决订单执行过程中无计划、收发货不及时、质检沟通难的现象，透明化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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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脸识别

• 操作行为识别

• 健康穿戴监测

• 智能分析平台

• 室内外设备、人员定位

• 缺少员工行为监测手段

• 缺少集中关联分析困难

• 缺设备、人员追踪手段

• 报警准确率达80%以上

• 作业流程规范化

• 室内定位精度50CM

违规操作行为识别人脸识别 健康穿戴监测室内定位

三 智能生产：智能巡检

痛点 实施内容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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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零配件识别

• AR生产装配指导

• AR培训

痛点

• 汽车装配步骤离散

• 新人出错率高

实施内容 效果

• 增强现实叠加操作指引

• 错误操作及时反馈，降低

出错率

AR装配指导AR零部件识别 AR仿真培训

三 智能生产：智能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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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陷识别

• （气泡、划痕、斑点）

• 轮胎磨损度

• 智能分析平台

痛点

• 人工检测效率低

• 人工检测易出错

实施内容 效果

• 提升质检效率

• 降低质检漏检率

• 轮胎检测精度可达到正负

0.2mm

划痕识别气泡识别 车辆轮胎凹槽磨损度斑点识别

三 智能生产：智能质检



应用场景 技术方案

•AR智能眼镜进
行可视化物流
动态信息采集

•通过AR交互的
形式显示当日
物料的需求情
况

•实时指示作业
员的操作和路
线。

•记录操作负责
人、关键操作
步骤

数据

采集

实时

库存

工作

指示

工作

日志

基于AR技术，通过先进的人工算法、图像识别算法和仓储管理系统，实现AR智能眼镜在物流仓储和分拣配送中心智能化管
理，最终达到提高入库、出库、盘点等环节的准确率和工作效率的目的。

四 智能物流仓储：AR仓储



• 仓储物流

• 生产物流

• 园区物流

典
型 
场
景

• 物流场景贯穿整个产品生产到成品交付环节，5G网络将赋能工业

智能物流场景

• 包括仓储物流环节如AGV调度，无人叉车等，生产物流环节如线

边 配送，车随人动等，运输物流环节如产品调度、实时定位等

园区物流
物流设备通过嵌入5G模组或5GCPE接入网络

四 智能物流仓储：智能物流

5
G
应
用

车间物流

仓储物流



五 智能销售：迎宾机器人

5
G
使
能

迎宾机器人具备高度的人性化设计、丰富的肢体语言、动作敏捷平滑

稳定。具备自主导航、自主避障、语音交互、语音讲解、人脸识别等

基础功能，可根据具体行业客户做软件定制化解决方案。

应
用
功
能

• 高清视频大带宽

• 移动性

• 边缘计算低时延



5G未来合作——智能销售

向客户介绍整
车或配件

体验AR整车或
配件

结束

与虚拟整车或
配件交互

各性能动态展示

定制化功能展示

整车的性能演示

其他

五 智能销售：AR销售

5
G
使
能

通过平板电脑AR或者AR眼镜的方式，使客户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所有

可能选择项，并且实时感受到效果，提升销售成功率。

应
用
功
能

• AR/VR大带宽并发

• 移动性



六 智能售后：设备远程管理

5
G
使
能

• 海量设备互联

• 移动性

应
用
功
能

实时采集设备的运行状态和关键指

标数据，提供设备预警推送、远程

管控、在线升级程序、数据统计及

数据可视化可视化功能，解决日常

维护困难、维修滞后、故障频发、

故障原因难诊断、人工成本高昂等

问题；降低非计划停机几率，提升

终端用户满意.



设备 AR/VR眼镜 边缘云 终端Internet基站

六 智能售后：AR远程维修

5
G
使
能

维修人员佩戴AR眼镜，扫描机器后就可以得知设备的产品型号、维修

记录等，可以直接下载设备的维 修手册，显示解决设备故障的具体操

作步骤，甚至细到如何拆卸零部件，这样可以大大减少维修人员出差

费用.

应
用
功
能

• AR/VR大带宽并发

• 移动性

• 边缘计算保障低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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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上海金智达汽车内饰生产瑕疵检测



案例二：广本4S店远程维修

       广州联通已完成广汽本田园区5G网络覆盖，各项网络
指标达到标准，园区已部署360度巡逻机器人，准备结合广
汽本田透明工厂项目，利用5G网络实现远程维修，同时探
索远程营销，提升用户购车体验。

远程维修远程营销 MR透明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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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国企混改标杆：取得关键突破，驱动价值重构

中国联通作为第一家央企集团层面的“混改”试点企业，承
担着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积累经验的使命。

2017年8月16日，正式公布混改方案，引入腾讯、百度、京
东、阿里巴巴在内的多位战略投资者，认购中国联通A股股份
。

2018年4月26日，与12家混合制改革引入的战略投资企业共
同组建“智慧联盟”，在新零售、家庭互联网、消费互联网
、产业互联网等多个方面展开全面合作。

2018年作为混改元年，已公布的2018年度财报中，中国联通
全年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2637亿元，同比增长5.9%，利润总
额121亿元人民币，联通混改的红利正在慢慢释放。

第一家央企集团层面“混改”企业

BATJ全方位战略投资

智慧联盟——产业互联网新格局

成果初现，混改红利释放



顺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打造产业互联网新格局

    中国联通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
创新领域寻求突破，积极推进产业互联网，
发展全面落实“互联网+”行动计划。

重点聚焦产业互联网行业领域

政务        医疗     工业互联网

教育        旅游      生态环境

• 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设立了系统集成分公司

• 设立12个产业互联网子公司

• 打造16个产业互联网产品基地

• 联通产业互联网基地共完成创新产品研发60个

• 建设各类应用平台21个

•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项目超过300个

• 签约合同金额超过19亿元

• 获得国家级奖项3项

• 专利、著作权、发明等共计14项

• 基地合作伙伴超过110个



中国联通5G网络：战略规划及建设要求

2020年

2018年
2019年

• 构建5G联创中心，加速行业融合创新

• 18年在16个城市试点，为5G快速高效商用建设做好全方位准备

• 业务牵引，利用5G试点，广招合作伙伴，探索5G创新业务和建设运营新模式

n 试验环境搭建
n 5G总体建设思路
n 组网方案确定
n 典型业务部署建议

n 典型业务示范 
n 重点问题验证
n 建成创新业务平台，

初步形成运营能力

全面铺开
5G正式商用

北京，雄安，天津，沈阳，青岛，南
京，上海，杭州，福州，深圳，广州，
郑州，成都，重庆，武汉，贵阳

5G发展方面，北京具有通信基础设施完善、人才聚集、研发实力强、产业链相对完整且产业链各关键环节均有行
业龙头企业布局等先发优势。目前，北京联通也是中国联通唯一具有现实、紧迫5G覆盖需求（冬奥）的试验城市。

5G现阶总体目标：需求牵引  创新驱动 重点突破  超前布局

首批试验城市



中国联通5G网络：加速商用落地，构建多场景智能网络

17 城市5G试点

• 央视春晚5G高清直播、首钢智慧冬奥5G示范园区、福建远程高清实

时手术

• 11大行业，100+场景（工业、医疗、交通、教育、能源 ……）

15 省MEC边缘云试点

• 满足大型工业企业内网边缘侧低时延、高可靠需求

• 边缘智能业务平台荣获2018年边缘计算全球大会“全球运营商边缘

计算最 佳创新奖“

与多家工业企业伙伴联合开展5G业务研究

• 与海尔、青岛港、振华重工、上飞、北汽、潍柴、山推、格力、华晨

宝 马等联合开展5G业务研究



智能敏捷的云网融合体系，使能工业互联

5

工业企业

中国联通工业互联网承载网（CUII）

CUII专网
China Unicom Industrial Internet

覆盖广泛
334个地市

92个海外POP

370+IDC

•

•

•

多云服务
• 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

• 支持主流云服务 “云光慧企”

企业上云

云网融合
• 智能网络：SDN

• 跨云服务

• 智能敏捷

• 弹性带宽

5G/LT
E

eMTC

NB-
IoT



全面开放物联网平台能力，赋能工业应用创新

连接平台

工业应用

使能平台

5G/LTE 工业PON NB-IoT/eMTC

…

非蜂窝（固网、短距）网络连接管理

网络化协同 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 服务化延伸

蜂窝（远距）网络连接管理

网络能力

 兼容80%+PLC/数控机床协议

 快速组装，即插即用

 支持各类应用场景

 一点接入，全球布署

 能力领先，满足各类运营需求

安全管理 机器学习 定位 远程更新 SDK定制

工业设备管理

 世界领先的物联网连接管理平台

 自动化规则、自诊断、API集成

 成立中国联通物联网产业联盟

 提供多种工业级别物联应用



联通提供大数据能力，助力工业企业提质增效

7

实 智 
时 能 
防 安 
护 全

协助工业客户构建安全、自主的大数据能力

全域数据

销售

数据处理

数据融合

智能应用

制造  库存 维护 ERP 员工 SCM 客户   配送  售后

生产 管理

预测性维护 能耗管理 流程优化 性能分析 ……

模型建设 信息共享

工业心脏医生
    实时采集设备表面的震动与温
度信号，对设备故障进行精密分
析和诊断，为设备的健康状态进
行检测评估， 为全国多家企业提
供预测性维护。

能耗管理系统
    采集水、电、气、产量、设备运
行速度、 温湿度等数据，基于能耗
模型精准分析， 为杭州、济南、重
庆、济宁等地的多家 企业提供能源
管理系统。

联通的实践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数字化转型服务

5G助力

平台赋能 工业大数据

云网融合

⚫ 低时延、高带宽、大连接 ⚫ 覆盖广泛、多云服务、云网融合

⚫ 生产、管理、销售全域数据应用⚫ 一点接入、全球布署、即插即用

工业企业

数字化转型



导指谢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