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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物联网“快进”夯实万物互联基础
贴近生活如共享单车，硬核如 5G+

工业互联网，普遍如智能电表……在我
国，移动物联网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2022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数据显
示，截至 2022 年年底，三家基础电信企
业发展蜂窝物联网用户 18.45 亿户，全年
净增 4.47亿户。

“物联”已超“人联”

根据《2022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截
至 2022 年年底，我国移动网络的终端连
接总数已达 35.28 亿户，其中，包含代表

“物”的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数和代表
“人”的移动电话用户数两大类。

自 2022 年 8 月底“物”连接数超越
“人”连接数后，万物互联基础不断夯实，
占比已升至 52.3%。

“从产业发展方面，千行百业为物联
网发展提供了广泛的应用场景。在我国
的产业数字化大势中，各行各业与物联
网结合，形成了丰富的应用实践，推进物
联网的高速增长。”上海联通有关负责人
分析说，千行百业提供的应用场景，是

“物”连接数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
在位于上海嘉定的智能网联汽车示

范区，一辆辆载人智能乘用车依托上海
移动的 5G 网络，可以实现路端、车端、云
端数据实时交互，方向盘自动操作，在道
路上稳稳行驶。

据上海移动有关负责人介绍，得益
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需求的带动，
4G 向 5G 网络能力升级的引领，公司已
实现从“车联卡”到“平台、应用、运营”服
务类型的升级，为超过 20 家头部车企客
户提供智能网联信息服务。

贴近生活的“小流量”场景增量同样

可观。来自上海联通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1 月，中国联通和哈啰出行合作
的物联网部件业务数量已经超过 150 万
套。同时，上海联通围绕金融支付、共享
经济等中小流量场景，4G Cat.1 连接终
端应用 2022 年上半年净增超过 2000 万
个，成为规模增长的最大动力。

移动物联网在公共服务、工业、医
疗、金融等领域同样应用广泛，比如，国
网电力上海公司用移动物联网技术赋
能智慧供配电，宝武集团探索钢铁行业
的 5G+智慧制造，瑞金医院构建 5G 医
疗专网支持远程应急会诊等智慧医疗
应用。

移动物联网基座坚实

上海联通受访对象分析，“物”连接
数快速增长的背后，是坚实的移动物联
网基座支持。2022 年，移动通信基站的
覆盖广度和深度持续提升，初步形成窄
带物联网（NB-IoT）、4G 和 5G 多网协同
发展的格局，能够提供不同速率等级的
连接能力，以满足各行业物联网业务和
应用场景要求。

《2022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显示，截
至 2022 年底，全国移动通信基站总数达
1083 万个，全年净增 87 万个。其中，5G
基 站 为 231.2 万 个 ，全 年 新 建 5G 基 站
88.7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21.3%，占
比较上年末提升 7个百分点。

移动物联网技术突破、服务提升和
应用创新打下的基础愈发坚实。上海联
通表示，正在大力推进物联网技术、终端
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的多技术融
合创新。例如，在城市治理领域，聚焦城
市安全预警能力建设，参与各个区级应

急项目的建设中，在城市生命线、公共安
全、安全生产、自然灾害等应急场景中，
发挥监测预警终端+网络+平台优势，推
动应急事件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
转变。

上海移动则成立了多个技术创新工
作室，在平台方面，建立本地 CMP 连接
管理平台、IoV（车联网）连接管理平台、
智能社区管理平台等多个管理平台；在
服务方面，售前、售中、售后端到端服务
全覆盖，实现全程精细化项目管理。

迎接三大趋势

移动物联网快速增长标志着它已经
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新引
擎，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提供了
更强的连接能力和更大的连接规模。展
望移动物联网接下来的发展，受访对象
提出产生新价值、融合新技术、催生新场
景三大趋势。

上 海 移 动 有 关 负 责 人 说 ，物 联 网
新 型 基 础 设 施 正 在 成 为 数 字 城 市 、数
字 产 业 的 基 础 底 座 ，实 现 从 物 联 到 数
联 到 智 联 ，连 接 规 模 和 行 业 价 值 将 不
断提升。

同时，随着 5G 技术从垂直行业试点
到规模部署推广，将进一步助推 5G 与人
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
算等技术融合，形成以 5G 为中心的泛智
能基础设施。

另外，城市物联网发展潜力巨大，将
催生和加速物联网在城市基础设施、智
能网联汽车、智慧社区、智能制造、智能
城管等领域的应用。

接下来，上海移动将持续构建“连
接+算力+能力”新型信息服务体系，打

造“云—管—端”一体化的物联网产品体
系，做大平台，做深应用，做强生态，助力
推进集“物联、数联、智联”三位一体的智
慧城市智能生活构建。面向智慧城市、
楼宇、园区、工业能源等领域，以“新基
建、新连接、新体验”为导向，助力城市数
字化转型。

上海联通有关负责人进一步分析
说，物联网作为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自
主创新突破的重点方向，蕴含着巨大的
创新空间，在芯片、传感器、近距离传输、
海量数据处理，以及综合集成、应用等领
域，将催生大量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应
用、新模式。

上海联通有关负责人表示，2022 年
6 月，5G R17 版本宣布冻结，5G RedCap
标准完成且备受产业关注。作为“轻量
级”的 5G 技术，在兼具 5G 垂直行业新特
性的同时，可有效降低 5G 终端成本与功
耗，满足各行各业中高速、低时延、高可
靠、低功耗的需求，在视频监控、工业传
感、可穿戴设备和智能电网领域具备巨
大的规模化应用市场。

对此，联通表示已积极部署，完成多
份 RedCap 行业标准、应用标准及白皮
书的发布，为 RedCap 终端产品研发提
供技术依据，在上海完成 5G 物联 Red-
Cap 连片部署实验，携手合作伙伴发布
5G RedCap 端网协同测试规范并完成验
证。

未来，联通将持续聚焦“大联接”能
力打造，发挥物联融合创新能力，进一步
做强芯模终端能力，构筑物联网新基座，
与 产 业 生 态 合 作 伙 伴 共 同 推 进 5G
RedCap 从标准走向规模化应用。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