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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已经触及现有流量模式的发展上限互联网已经触及现有流量模式的发展上限互联网已经触及现有流量模式的发展上限互联网已经触及现有流量模式的发展上限

互联网无论是网络用户规模、流量水平还是应用种类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也面临着用户红利消失和原有模式

增长空间不足的问题，需要寻找新的支点。这是所有IT公共服务共同面临的状况。

存量竞争大背景下，行业垄断程度在快速增加，主要应用领域的马太效应日益显著。主导厂商的应用在社交、电

商、视频娱乐及支付等主要领域中的行业渗透率均超五成，其中即时通讯与支付结算领域的主导厂商的行业渗透

率达到91.1%与94.7%。排名前五的应用就占据了全网月活跃用户数的大半。率达到91.1%与94.7%。排名前五的应用就占据了全网月活跃用户数的大半。

在聚集程度增加的同时，互联网相互渗透和跨界争夺还在加剧，这给互联网创新企业带来很大影响，国内移动互

联网行业的整体创新力在不断弱化，根据Trustdata公布的2020年10月的月活跃用户数排名榜，排名前20的互联

网应用中没有新出现的业务 在4年前推出抖音后 国内再也没有出现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新应用网应用中没有新出现的业务，在4年前推出抖音后，国内再也没有出现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新应用。

互联网公司的业务发展逻辑需要根本性的重建，估值体系更需要根本性的重建。在流量增长枯竭、宏观经济结构

调整、平台经济反垄断等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互联网转型的时刻已经到来。

这种状况不仅在互联网存在，已经进入几乎所有面向公众用户的IT服务领域。



多重拐点给产业发展带来“滞留区”效应多重拐点给产业发展带来“滞留区”效应多重拐点给产业发展带来“滞留区”效应多重拐点给产业发展带来“滞留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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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移动互联网的转型看未来的思路创新从移动互联网的转型看未来的思路创新从移动互联网的转型看未来的思路创新从移动互联网的转型看未来的思路创新
 从互联网之前曾经的发展热点演变轨迹看，主要都集中在用户转化路径短、线下资源需求低的娱乐、新闻、

通信、商务、生活等几个方面。爱奇艺、腾讯视频和游戏、抖音和快手就是娱乐的代表；微博、百度、今日头条

等则是新闻资讯的代表；微信、QQ等主要面相的是通信方面；拼多多，手机淘宝、腾讯支付、支付宝等侧重于

商务方面；滴滴打车、共享单车等则以生活服务为主。这和当时的网络的发展水平和用户数字转化程度相适应的

 不同阶段的共同特点是以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结合创新成果填补之前信息传播力的空白 而且由于当时还有足 不同阶段的共同特点是以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结合创新成果填补之前信息传播力的空白，而且由于当时还有足

够的人口红利可以消化，任何一个创新都有足够的市场新空间可以挖掘。目前各方对如何寻找未来新的发展路径

并不一致，继续打造超级平台，通过娱乐、信息、通信等各种手段整合实现流量与商业变现的闭环依然是各公司

的核心目标；产业界开始挖掘原先回避的用户转化路径长、线下资源紧密耦合的数字化社会中实体空间，而这些

需要5G、人工智能、区块链、新一代视频、物联网等新技术的支持。



数字化社会建设是转型的重要机遇数字化社会建设是转型的重要机遇数字化社会建设是转型的重要机遇数字化社会建设是转型的重要机遇
 依托新技术、实现内容的再造、计算能力快速提升，人机交互模式的转变，线上和线下能力的一体化，虚拟空间和实体空

间的联动等各项工作已经启动。这些技术在数字化社会建设中加快应用，推动了加快“人-机-物”相统一的社会和物理空间的

数字互联，进而不断推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移动互联网只有在这一新的发展趋势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才能寻找到新的发展机遇，包括媒体传播在内的各类移动互联网应

用都需要做出深刻地变革。吃、穿、住、用、行、工作、教育等活动都已经高度依赖移动互联网，这也包括微信、微博、短视

频等主要新媒体业态和主流媒体转型后的产品。

 媒体融合发展是目前国内主流媒体机构面向未来提出的工作目标，融合化、智能化和移动化是工作的主要方向，近年来各

方在政策 平台 业务和技术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投入 而面对移动互联网未来将出现的新情况 仅依靠增加内容供给和渠道覆方在政策、平台、业务和技术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投入。而面对移动互联网未来将出现的新情况，仅依靠增加内容供给和渠道覆

盖数量无法满足全效、全息传播等新的需求。如何把握新技术带来的能力，利用好移动互联网转型带来的机遇，实现媒体创新

与数字社会的发展建设保持同步，成为摆在所有媒体机构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

数字化社会中 虚拟 实 的广 结合 让 媒介普遍深度参 成为 能 人 机 物 杂共生的场 媒 数字化社会中“虚拟”与“现实”的广泛结合，让“媒介普遍深度参与”成为可能，“人-机-物”混杂共生的场景下，媒

体融合发展要继续发挥重要的信息枢纽作用，就必须实现能力的再造和升级，借助移动互联网的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成果，构建

能同时联通线上与线下世界，驱动现实和虚拟互动的生产力。





国内国内5G5G产业建设未来会持续发力产业建设未来会持续发力国内国内5G5G产业建设未来会持续发力产业建设未来会持续发力

 累计建成5G基站超过71.8万个，约占全球的70%；5G终端连接数超过2亿（根据公开数据测算，占全球5G连接数的87%）；

已上市5G手机达到218款。GSMA智库《2020年消费者聚焦调查》的信息，2020年5G智能手机销量为1.63亿部，占智能手机已上市5G手机达到218款。GSMA智库《2020年消费者聚焦调查》的信息，2020年5G智能手机销量为1.63亿部，占智能手机

总销量近53%； 5G行业模组已经小规模出货，并在工业网关、智慧家庭等领域投入使用。仅中国移动5G套餐用户数净增超过

了1.6亿户；推出20款5G芯片解决方案，累计超过了230款5G终端产品；网内活跃5G终端用户数1.1亿户。超高清视频、视频

彩铃 和彩云 云游戏等5G特色应用使用客户超过3 5亿 面向15个垂直行业 联合产业合作伙伴打造100个龙头示范项目和彩铃、和彩云、云游戏等5G特色应用使用客户超过3.5亿。面向15个垂直行业，联合产业合作伙伴打造100个龙头示范项目和

超过2000个特色项目。 2021年，中国电信5G终端发展目标为1亿部。并将价格下探到千元以下。三家公布的5G套餐用户粗

略累加已经超过3亿户。2021年，终端与应用的创新预计在四个方面继续加大投入：

 持续升级基础通信能力、加速视频业务高清化、推广云VR、云终端等创新服务，为用户带来差异化体验；

 随着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演进升级，加速融入千行百业；在更多垂直行业实现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

 手机与泛终端边界逐步被打破，“手机+APP”服务能力模式向多终端底层能力互通协同，提供全场景立体化服务能手机与泛终端边界逐步被打破， 手机 服务能力模式向多终端底层能力互通协同，提供全场景立体化服务能

力模式转变；

 终端厂商从单一手机的产品竞争，转向以手机为中心、泛终端为护城河的生态竞争；线上渠道快速崛起，线下渠道不

断数字化赋能升级 线上线下深度融合融通断数字化赋能升级，线上线下深度融合融通。



5G5G应用创新还在不断探索中应用创新还在不断探索中5G5G应用创新还在不断探索中应用创新还在不断探索中

5G应用生态初露，商用场景落地和发展呈现出更多元化的趋势。

在消费级领域，超高清视频和云游戏等都得到明显进展，以深度沉浸感连接虚拟和现实；同时打造高速率、

全方位、立体化的“沉浸式” 智慧家庭生态圈。

在工业制造领域，打造了5G+数据设备采集分析、5G+AGV、5G+机器视觉、5G+视频监控等一系列的

5G应用场景 大幅度提升生产效率 实现降本增效 5G智慧矿山露天开采应用 实现矿卡无人驾驶和编组5G应用场景，大幅度提升生产效率，实现降本增效。5G智慧矿山露天开采应用，实现矿卡无人驾驶和编组

作业，提高作业效率并节约成本。炼钢企业对天车进行5G改造，实现现场作业到操控室集中作业的转换，

改善工作环境，车间少人无人化。在电力领域，探索5G智能电网实验网，实现配电自动化，助力电力泛在改善工作环境，车间少人无人化。在电力领域，探索5G智能电网实验网，实现配电自动化，助力电力泛在

互联。在建材领域，为水泥企业试点“5G+机器视觉”解决投料口堵塞痛点问题。

在航空领域，5G技术在地面基站和飞机间建立无线网络，可覆盖15千米高度以下的终端区和机场地面。

实时监控发动机状态，乘客在飞机飞行中可直接登录航班指定无线网络，200多家航空公司开展合作，预计

快今年年底可在重要线路的航班上应用。

在旅游和文物保护领域 小微5G设备安置在文物周围 随时可以呈现12小时的光影变化；应用5G数字孪在旅游和文物保护领域，小微5G设备安置在文物周围，随时可以呈现12小时的光影变化；应用5G数字孪

生技术的大型古建筑，其病害、位移、风化等情况由5G传感器汇聚到可视化信息平台。



典型探索典型探索--5G5G超高清视频应用超高清视频应用典型探索典型探索--5G5G超高清视频应用超高清视频应用

 目前超高清技术已进入商业推广阶段。2020年，比较成熟的5G+超高清直播已经在国内媒体机构得到普遍应

用：开展户外活动直播 利用5G网络实现所有播出设备之间通过无线连接 通过5G网络连接远程云平台开展实用：开展户外活动直播，利用5G网络实现所有播出设备之间通过无线连接，通过5G网络连接远程云平台开展实

时制作，现场直播可以不受场地限制并结合无人机等设备开展多角度的高清直播，多码流多视角的VR直播等新

服务能力。作为非刚需替代，如何利用超高清技术为今后新业态创新做好铺垫，同时不增加很大的建设成本压力

是目前存在的 大挑战。

5G+超高清直播的要素和场景

5G+户外直播

5G+固定直播



典型探索典型探索-- 5G+XR5G+XR应用应用典型探索典型探索-- 5G+XR5G+XR应用应用

 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正在逐步成熟，推动传媒从平面化、被动式和以视觉为主向全景立体化、参与式和多感官

交互的“沉浸媒体”转变。用接近自然的方式让用户与虚拟环境中的对象交互，可以让媒体的信息服务效果极大

增强；2020年，国内媒体机构已经在直播场景中更多采用多视角等新的能力。

 利用XR技术构建虚拟场景还无法大规模商用化，但近期在产品的性能提升方面还是取得很多进展。市场调研

机构 h 测 市场总收入有望在 年将突破 亿美 苹 推出的产 有 游戏机构ABI Research预测AR市场总收入有望在2025年将突破1400亿美元。苹果推出的产品有ARKit、AR游戏、

AR相机、AR导航等系列产品。谷歌、腾讯、阿里、百度等也都在AR领域有所布局。产业界希望能够通过AR设

备与智能手机捆绑来推动服务市场的增长。VR和MR产品虽然还没有找到实际的商业突破点，但依然被产业界所备与智能手机捆绑来推动服务市场的增长。VR和MR产品虽然还没有找到实际的商业突破点，但依然被产业界所

持续关注，国际权威数据调研分析机构IDC于2020年发布了《VR产业研究白皮书》，预测未来企业围绕商用VR

内容的资金投入到2024年将达到921.8亿市场规模。

 XR技术未来要大规模商业推广，就必须打破硬件产品体验和内容生态之间死循环的状态；可以在继承移动互

联网现有产品生态的基础上逐渐过渡到未来的新生态中，比如Nreal公司用MR眼镜连接手机，将手机上的移动

互联网生态以MR全新的方式重构在用户眼前 目前已经可以在德国日韩提供3D全息真人偶像 音乐娱乐类MR互联网生态以MR全新的方式重构在用户眼前。目前已经可以在德国日韩提供3D全息真人偶像、音乐娱乐类MR

应用、3D体育赛事直播、游戏、在线教育、3D虚拟工作等服务。



典型探索典型探索-- 5G5G的的RCSRCS增强消息增强消息典型探索典型探索-- 5G5G的的RCSRCS增强消息增强消息

5G消息是短信业务的升级，面向用户提消息是短信 务的升级，面向用户提

供增强的消息服务，能够为用户提供文本、

图片、音频、视频、位置、联系人（vCard）

等媒体内容的发送和接收。应用场景非常

多，涵盖医疗服务、金融服务、电商服务、

政务服务 文旅服务以及各行各业需要与政务服务、文旅服务以及各行各业需要与

个人用户交流的场景。”

OTT类应用10年的用户习惯已经养成，单纯依靠社交和服务能力是否可以撬动用户还存在挑战。而终端是否支持

5G消息是该业务推广的 大障碍。去年三大运营商联合发布5G消息白皮书时终端厂商表示全力支持5G消息发展，

华为、小米、OPPO、vivo、三星等品牌的手机已经通过了5G消息的功能测试。还需要适应更多场景，支持跨终端

适配的需求。



典型探索典型探索-- 5G+5G+媒体媒体AIAI的应用的应用典型探索典型探索-- 5G+5G+媒体媒体AIAI的应用的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近年来在媒体创新和融合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包括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模式识别、模糊逻

辑、推荐系统、知识图谱等在内的各类细分技术都已经被大量用于互联网新媒体平台和融合媒体平台中，取得了实践经验：

在内容生产环节，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智能场景分析、智能选题、智能流量预测在媒体融合平台的设计和建设方面

有了更多进展。智能分切和组装基于人工智能内容理解和语音、文本、图像算法基础上做分切、混剪、包装以及自动生

成结构化媒体内容占比不断加大；目前大型亡占每日智能生产的视频内容播放量已经约占全站的15%。此外，人工智能成 容占 不断加 ； 占 智 产 视频 容 放 占 外， 智

赋能音视频内容（如老电视剧修复），通过分辨率提升改善用户体验，实现音视频内容的自动加工和编辑手段日益丰富。

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实现的智能化功能在提高采集效率，提升内容审核监管环节的识别管控能力方面的应用场景

不断细分 基于自然语音处理 人体特征识别的现场设备在国内大型活动采访中已经逐渐成为标准配置；在融合媒体平不断细分。基于自然语音处理、人体特征识别的现场设备在国内大型活动采访中已经逐渐成为标准配置；在融合媒体平

台开展海量媒资管理方面成为基本要求；在审核工作中极大地提高了视频审核和内容管控的安全性和准确性，目前国内

通过媒体大脑，人工智能云端每天可处理信息已经可以超过10亿条，支持100种以上风险场景检测。

人工智能技术在广告精准投放及情景化投放上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比如通过对用户行为分析，勾勒用户画像以推荐

合适广告内容，根据智能OCR文字识别能够理解当前用户播放视频语义，据此推送符合情境的广告，使广告效果得以精

准触达。各大视频网站如爱奇艺、优酷等都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广告分发推送全链路中。



应用的爆发源于产业自身规律应用的爆发源于产业自身规律应用的爆发源于产业自身规律应用的爆发源于产业自身规律

社会上存在对5G应用发展不足等担心，但从移动通信产业以往的演

进规律看 3G和4G的应用快速普及期都会滞后于网络建设期 预计进规律看，3G和4G的应用快速普及期都会滞后于网络建设期；预计

随着产业成熟度提升，5G应用将在未来几年内出现大的爆发并对数

字社会发挥出越来越大的支撑作用；字社会发挥出越来越大的支撑作用；

根据GSMA的研究报告《中国移动经济发展2021》预测，到2025

年 4G将占中国总连接数的53% 而5G则占47% 目前需要为新应年，4G将占中国总连接数的53%，而5G则占47%。目前需要为新应

用的爆发做好各种准备，消除可能在网络传输方面遇到的瓶颈。

6G并不是现实能替代5G的技术，其很多需要已经在5G中得到反应，并不是现实能替代 的技术，其很多需要 在 中得到反应，

未来将是一个5G的升级版。

能源成本、流量价格、用户接受度和应用创新等问题预计将在未来

2-3年内逐步得到解决。



5G5G应用探索给未来大屏的发展转型带来的启示应用探索给未来大屏的发展转型带来的启示5G5G应用探索给未来大屏的发展转型带来的启示应用探索给未来大屏的发展转型带来的启示

数字化社会的基础能力种寻找定位

提升内消费的过程中寻找空间

万物互联的环境中承担任务

深度挖掘大屏属性的深度价值

通过嫁接或融合对接成熟资源通过嫁接或融合对接成熟资源

通过数据和版权提升内容的利润空间

2025‐2028 2030‐2035





业务探索业务探索-- 5G5G新视听移动新视听移动--便携直播间便携直播间业务探索业务探索-- 5G5G新视听移动新视听移动--便携直播间便携直播间

直播一体机 高清摄像机 虚拟场景
音频设备

党建 教育 活动 电商党建、教育、活动，电商、，，，



业务探索业务探索-- 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区域数字底座区域数字底座业务探索业务探索-- 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区域数字底座区域数字底座
利用利用5G5G网络，固定宽带网络、边缘节点，网络，固定宽带网络、边缘节点，IDCIDC等设施，结合等设施，结合IPV6IPV6、北斗、物联网数据、；提供支撑相、北斗、物联网数据、；提供支撑相

应功能实现的数字底座应功能实现的数字底座

利用利用5G5G网络，固定宽带网络、边缘节点，网络，固定宽带网络、边缘节点，IDCIDC等设施，结合等设施，结合IPV6IPV6、北斗、物联网数据、；提供支撑相、北斗、物联网数据、；提供支撑相

应功能实现的数字底座应功能实现的数字底座

智慧城市数字底座
数据收集控理 基于时空 维的融数据收集控理、基于时空三维的融
合共享、建立综合直询、仿真分析、

服务应用、辅助决策能力



业务探索业务探索-- 5G+5G+行业物联网服务行业物联网服务业务探索业务探索-- 5G+5G+行业物联网服务行业物联网服务

万物互联一定是下一个风口





网络运营能力的重网络运营能力的重塑塑网络运营能力的重网络运营能力的重塑塑

 应用和网络间“动态耦合”；云网之间不再是OTT模式下的组合关系，而是成为伴生的整体，否则很多超高

速带宽和低时延的新业态根本无法实现。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从通用场景逐步向媒体娱乐、智能制造、智能家居、智慧能源等领域不断细分，对具化目

标和碎片化场景提高识别度和准确度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必然对算力提出越来越强的需求。媒体在内的很多机构

根本 可能自建覆盖全国的 独立的算力网络 如何构建媒体智能化平台和开放算力网络之间的关系和调度机制根本不可能自建覆盖全国的、独立的算力网络，如何构建媒体智能化平台和开放算力网络之间的关系和调度机制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如何实现媒体现有的智能化平台解耦，在媒体的控制单元和网络的控制平面之间实现互通，如何有效地进行如何实现媒体现有的智能化平台解耦，在媒体的控制单元和网络的控制平面之间实现互通，如何有效地进行

边缘资源调度以保证媒体体验的优化，目前还属于必须解决的空白。

 融合媒体会越来越多涉及“人-机-物“混杂的环境，机器和物联网数据在媒体内容将占据重要的位置。借助

太空互联网可以实现对全球近乎全角度的覆盖，是融合媒体构建”万物互联“环境下的传播能力需要倚重的一环。

 如何利用云原生等技术，通过云网融合、云数融合、云边融合、云智融合等一系列解决方案有效利用公共的

平台 网络 服务器等资源 将是决定平台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其带来的影响远超过今天推荐算法对行业的震撼平台、网络、服务器等资源，将是决定平台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其带来的影响远超过今天推荐算法对行业的震撼。



敬请指正敬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