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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当前，数字化转型成为发展趋势，企业、行业数字化

已经大行其道，而城市数字化转型则刚刚起步，面临着

技术应用、业务发展等巨大挑战。5G时代的到来，为城

市数字化转型注入了新的动能，5G将重塑城市智能体系，

赋能千行百业，推动智慧创新应用发展，成为数字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使城市智能更上一层楼。

1 中国将率先进入5G智慧城市时代

1.1 国家力推智慧城市发展

在国家大力扶持下，智慧城市建设已经上升为国

家战略，取得了巨大进展。据统计，截至 2019年 2月，

全国 100%的副省级以上城市、93%的地级以上城市，

总计 700多个城市（含县级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

占同期全球提出创建智慧城市总量的70%。无论智慧

城市市场规模（见图 1），还是智慧城市 IT投资规模（见

图2），都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未来市场空间巨大。

目前，随着智慧城市建设逐步深入，城市治理精

细化将引领智慧城市新发展。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越是超大城

市，管理越要精细”。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

成部分，信息化技术是支撑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关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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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将助力国家治理能力提升。5G作为底层核心技

术，是实现城市治理模式变革及数字化转型最重要的

基础，将使能ABCDE，即AI、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

边缘计算等技术，引领创新应用发展，开启城市智慧

化新篇章。

1.2 5G网络进入高速建设与部署阶段

2019年 6月 6日，工信部向中国联通、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中国广电发放 5G商用牌照，拉开了 5G网络

建设序幕。10月 31日，三大运营商正式启动 5G商用，

商用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雄安等 50
个城市。据统计，2019年我国三大运营商 5G基站投

资超 300亿元，建成 13万个 5G基站，拥有超过 300万
5G用户，预计 2020年中国将新建 68万个 5G基站。5G
网络的高速建设与部署将推动中国真正进入 5G落地

阶段，支撑上层 5G应用百花齐放，促进新型智慧城市

建设进入新阶段。

2 5G赋能智慧城市新发展

2.1 5G成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关键基石

5G能够从多层面为智慧城市带来崭新的变化。

就网络本身而言，5G网络不是 4G网络的简单升级，而

是未来网络的变革，5G提供更高的带宽、更多的连接、

更低的时延、更可靠的服务，极大丰富了智慧城市的

数据来源，使得数据采集更加全面、数据处理更加高

效，使万物互联成为现实，迎来超级连接时代。

在 5G时代，以 5G为基础的“泛在传感连接网络”

将成为智慧城市建设关键基石。首先，5G与行业深度

融合，接入的智能终端将更加多样，规模化趋势愈加

明显，结合网络切片、百万级物联网设备并发等技术，

能够有效推动新型物联网终端体系建立；其次，5G与

边缘计算融合，能够更好发挥出低时延、高速率价值，

将AI能力下沉，开展本地化智能服务，建立全新的边

缘AI分布体系；另外，5G能够为公众客户以及专业客

户（如公共安全部门、园区等）提供更安全、更高效、更

灵活的定制化网络服务，实现“公众网络+专用网络”

的全连接智能网络体系。通过与物联网终端、边缘

AI、智能网络三大体系的融合，5G为智能基础设施建

设与智慧应用创新带来更强大的技术支撑。

2.2 5G重塑城市智能体系

传统的城市智能主要以垂直智能体系为主，各行

业及领域分散化、碎片化的智慧建设使得信息不互

联、数据不互通，容易形成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甚至

“智能烟囱”。5G网络的普及和 5G与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联网、边缘计算、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

合发展，将打破传统智能的桎梏，重构城市智能体系，

形成“端-边-枢”全域一体的新型城市智能体系，即

5G+末端感知智能、边缘计算智能、中枢决策智能。

5G网络与人工智能+物联网（AIoT）、移动边缘计

算（MEC）、智能运营管理平台（IOC）的融合发展，串联

起“端-边-枢”分级智能场景，赋能城市全域一体智

慧。5G+AIoT开启万物智联，从需求场景出发，辐射所

有末端感知节点（如摄像头、智能灯杆、环境监测设备

等），助力全域数据采集，满足感知设备对网络能力的

更高要求，建立起互联互通、实时共享的城市“神经末

梢”，带来海量数据；5G+MEC构建边缘智能，以本地服

务为立足点，让“云”端AI处理能力下沉，离本地数据

更近，形成云边协同的新型基础设施，催生城市感知

与城市智能的无缝连接。如视频监控场景，视频流在

边缘侧实时集中处理，不再需要全部上传至云端处理

或者摄像头就地处理，有效降低成本，提升响应效率；

5G+IOC实现中心智能，以数据融合应用为核心，推动

数据流通共享与交互协同，创造价值，孵化出各种创

新应用。IOC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和关键，具备

数据采集、存储、计算、挖掘、展现为一体的城市数据

运营能力，通过5G网络，向下连接基础的端云底座，向

上承载开放的能力与应用，为海量数据赋能赋智，重

图1 2017—2021年中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来源：易观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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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4—2021年中国智慧城市 IT投资规模（来源：易观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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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城市智能体系。

3 中国联通借力5G，开启智慧城市新征程

3.1 中国联通智慧城市战略

依托 5G网络能力优势，中国联通致力于成为新型

智慧城市的建设者和运营服务商。在这一战略目标

指引下，中国联通聚焦基础能力提供和应用生态打

造，结合自身经验和资源禀赋，提出了“5Gn新型智慧

城市建设架构”，打造感知中枢、数据中枢、AI中枢三

大城市智脑引擎。首先，通过广泛建设部署5G基础设

施，推动城市建立一张空、天、地一体化的泛在感知

网，支撑百万级物联网设备并发，支持万路级摄像监

控接入，重塑城市N维泛在感知体系；其次，打造“云+
网+边”协同的新型基础设施，一方面提供公有云、私

有云、行业云、混合云的服务，并与主流云服务商互相

集成，满足城市多样化的云需求，另一方面建设移动

边缘计算（MEC）节点，让视频流等数据集中在边缘侧

实时处理，不再需要全部上传至云端或者摄像头就地

处理，有效降低成本，提升响应效率；并借助5G网络切

片技术，让网络服务与应用场景更加契合，为应用提

供按需定制的网络 QoS保障；另外，打造数据中枢与

AI中枢，输出集数据采集、存储、计算、挖掘、展现为一

体的城市数据运营能力，实现城市数据资产的沉淀与

应用。中国联通5Gn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架构见图3。

3.2 聚焦智能城市微单元，打造新产品、新方案

智慧城市建设通常按照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垂

直线条和智慧楼宇、智慧社区、智慧园区等区块 2条线

进行。智慧城市建设板块划分如图4所示。

伴随 5G的到来，中国联通除了积极推进 5G与交

通、媒体、工业等垂直行业的结合外，还加快推动5G在

智慧城市中小区域范围内的应用，并由此提出了“城

市微单元”的概念。“城市微单元”是城市空间视角上

的一个单元，楼宇、园区、社区、街区、小镇等都是城市

微单元的具体体现，它具备清晰的业务、数字资产（组

织、过程、数据等）边界，在有限空间内实现固定资源

（环境、空间、设施等）与流动资源（人、车、企业等）的

有机集聚。“城市微单元”能够最大程度上推动 5G、人
工智能、物联网、三维可视化等前沿信息技术的高度

集成应用，通过融合业务、数据、技术能力，实现虚拟

空间与实体空间精准映射、智能交互，未来有望成为

构筑“数字孪生城市”的落脚点。

立足城市微单元，中国联通智能城市研究院顺应

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趋势，加快提升“项目咨询、规划

设计、项目建设、软件开发、数据处理、项目运营”等一

体化解决方案能力，并自主研发 IOC平台、位置服务、

智能专网等一系列新产品。城市微单元产品服务体

系见图5。

a）智能运营管理平台（IOC）：构建城市微单元智

能中枢。IOC是智慧城市微单元解决方案的核心平

图4 智慧城市建设板块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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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中国联通城市微单元产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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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联通5Gn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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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以此集成各类上层应用，构建“1+N”创新总包模

式。“1”表示基于BIM/GIS的智慧城市微单元智能运营

管理（IOC）平台，是整个智慧城市微单元建设的核心。

“N”表示各类城市微单元应用，包括智慧安防、智慧物

流、智慧出行、智慧商圈等，IOC平台可使各个应用系

统之间的连接、数据交换、服务管理统一化、标准化，

实现对各项系统平台的运营与统一管理，由此建立起

中国联通与应用厂商更加紧密的合作生态。中国联

通将紧跟数字孪生发展趋势，综合利用大数据、AI、三
维可视化、GIS、BIM等技术，整合城市微单元空间数

据、物联网感知数据与业务数据等，以多源数据融合

为驱动，打造统一的智能运营管理平台，实现城市微

单元要素实体数字化、运行态势可视化、运维管理集

中化和决策管理科学化，实现可感、可知、可视、可控

的运营管理目标，有效提升城市微单元运行效率，降

低运营成本。

b）城市微单元能力引擎：打造“5G+北斗”位置服

务能力。针对智能城市微单元中对位置服务业务差

异化的需求，发挥中国联通基础网络能力优势，以 4G/
5G+北斗技术为核心，从 5G+北斗融合基站研发入手，

融合多种定位技术，基于位置服务平台开展综合位置

服务系统建设，构建城市微单元高精度定位服务能

力，通过 SDK、API或应用的方式支撑上层应用，提供

精准定位、地图导航、电子围栏、轨迹跟踪等室内外一

体化的无缝定位服务。

c）云网一体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定制化智能专

网。利用中国联通网络频谱及网络运营优势，通过

“公网专用、轻量级设备、网络切片”等技术构建全连

接的新型智能专网，为客户提供更安全、更集中、更高

效、更便捷的网络服务。智能专网利用 5G相关网络技

术可以将所需的网络资源灵活动态地在全网中面向

不同的需求进行分配及能力释放，可根据客户业务需

求提供灵活、定制化的网络，包括虚拟专网、融合专

网、物理专网等不同的专网建设模式，进而帮助客户

优化网络连接，降低成本，提升效益。

4 5G智慧城市建设展望

目前，城市智能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5G作为智

慧城市建设的新引擎，将推动人人互联向万物智联转

变。5G不仅仅是更高速率，更大带宽、更强能力的空

中接口技术，更是面向智慧城市的智能网络。5G为城

市提供随时随地的超级连接能力，促进人、物、组织在

数字孪生城市中实时连接、交换数据与智能决策，使

得虚拟城市与物理城市精准映射，虚实融合。中国联

通将建设广泛覆盖的 5G网络，致力于成为新型智慧城

市的建设者与运营服务商，助力城市重塑智能体系，

提供从数字基础设施、能力引擎、智能运营管理平台

到顶层设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使得城市治理更加高

效，产业发展更加强劲，市民生活更加便捷，支撑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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