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G+AI 打造数字经济新引擎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精彩纷呈

加速打造
申城 5G数字化底座

“刚才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唐

珂副总经理的讲话， 对我们这样的人

工智能研发企业来说， 无疑是一个极

大的鼓舞。” 在论坛现场 ， 来自沪上

某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创始人李先生

表示：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进

一步深入， 对 5G 网络的依赖性也越

来越大了。 中国电信不但会同中国联

通共同建成了全球最大的 5G 共建共

享网络， 还率先实现了 5G SA 网

络的商用 ， 为我国未来人工智

能技术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数

字化底座。”

李先生表示 ， 目前市

场上不少人工智能应用

仍主要依赖终端设备进

行数据处理 。 虽然近

些年来终端芯片的

人工智能处理能

力 有 了 很 大 提

升， 但受体积、

耗 电 、 成 本

等 因 素 限

制 ， 仅 依

赖 终 端 芯

片 的 人 工

智能计算能

力 ， 很难完全

满 足 市 民 的 需

要 。 即便部分人

工智能应用可以通

过网络进入云端的人

工智能大脑进行统一

处理 ， 但受网络传输能

力的限制， 实际效果也不

尽理想。

“就拿市民比较熟悉的

手机语音助手功能来说吧 ， 它

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典型应用场景之

一。 比如苹果手机的 Siri， 华为手机

的小艺等等， 都给市民的日常使用带

来了不少方便。 然而，不少市民在实际

使用后也发现，由于手机终端的 AI 算

力有限， 语音助手的识别准确率仍不

尽如人意。 ”李先生表示：“但随着上海

电信 5G SA 网络的不断完善，未来人

工智能的‘大脑’完全可以放到云端进

行，从而极大地提高人工智能识别的

准确率 ， 给市民带来更舒适的使用

体验 。 ”

事实上，5G 网络不但是实现万物

互联的基础， 更是人工智能技术全面

发展的动力引擎。 中国电信在全球率

先投入商用的 5G SA 网络，可以全面

支持 5G 网络切片和 MEC （多接入边

缘计算）技术，能更好地与人工智能技

术实现“无缝对接”。 未来终端应用将

通过 5G 网络连接到云上，采用边缘计

算技术，5G 核心网络分布式架构将完

美匹配的应用扩展到边缘需求。 边缘

网关可以将信息直接转发到边缘应用

程序， 帮助人工智能将应用程序扩展

到边缘， 为人工智能技术在数字化社

会的全面应用奠定基础。

“相比目前国际主流的 5G NSA

网络，上海电信的 5G SA 网络技术优

势十分明显。 ”李先生拿出两台 5G 智

能手机，在论坛现场进行了测试，其中

一台手机运行传统的 5G NSA 网络 ，

而另一台手机则运行上海电信 5G SA

网络。 从测试数据来看，上海电信 5G

SA 网络的上行速率足足比 5G NSA

网络快了一倍，下行速率也较 5G NSA

网络手机快出不少。

“由于 5G SA 网络在工作带宽、

编码效率等方面的优势，上海电信 5G

SA 网络的下上行体验速率均大幅领

先于 NSA 网络，能更好地适应人工智

能和云计算的需求。 ”李先生高兴地表

示：“当然， 能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

样人流密集情况下， 依然发挥出高水

平的网络带宽和稳定性， 除了 5G SA

网络本身的技术优势外， 上海电信的

网络优化和保障能力更是有目共睹。 ”

据上海电信移动互联网部重保中

心主任姚坚表示， 自 6 月 20 日开始，

上海电信就对展馆会议区域进行了一

轮全面的网络优化和调整。 本届大会

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每日在世博展

览馆有 10000 名预约观众， 世博中心

6000 名论坛参会人员，现场各种 AI 应

用展示也都对 5G 网络质量提出了极

高的要求。 上海电信结合此次峰会实

际布展情况、 历次大型展览会议活动

保障的经验以及网络历史数据的分

析， 对涉及的 200 多个 4/5 G 小区进

行优化调整， 对扫码排队，5G 直播进

行了重点优化， 并完成了室外人流

聚集区的应急通信车的开通优化

工作，为本届大会的顺利举行提

供了可靠的网络保障。

李先生告诉笔者， 他所创

建的公司也将多年研发的 5G

人工智能产品，在本届大会上进

行了集中展示。 原本还担心现场

参展厂商那么多，会不会对 5G 网

络造成压力， 甚至导致产品的演示

出现问题。 “在大会正式开始后我惊

喜地发现，不但公司的 5G 人工智能产

品演示十分顺畅。 展会现场的 5G 网络

高清直播等高带宽应用， 也同样游刃

有余。 ”

云网融合
助力城市数字化转型

对于社会各行各业来说， 要想推

进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难点也不少。 为

了更好地帮助各行各业实现转型 ，上

海电信发挥企业云网融合的独特优

势， 并于 2021 年成立大数据与 AI 中

心，不断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赋

能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自主研发的

诸葛 AI、智能视频云等通用能力平台，

帮助社会各行各业既快又好地实现了

在不同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老百姓家里买了台电冰箱，只要

接上电源插头就可以使用。 但对于企

业的数字化转型来说， 可就不是光靠

买买买就能解决了。 ”来自宝山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的朱先生表示：“由于以往

市场上缺乏高性能的通用人工智能云

平台， 很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之路显

得尤为复杂。 自建平台不但价格昂贵，

人工智能所必须的大数据源和高算力

更是企业最缺乏的。 如今有了中国电

信的大数据与 AI 中心，企业只需简单

地接入中国电信的云平台， 就可以实

现高水平的人工智能分析能力， 极大

地提升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率。 ”

事实上， 在我国全面推进城市数

字化转型的进程中， 除了社会各行各

业自身的重视与努力外， 通过中国电

信这样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

队”构建城市数字底座，为全社会提供

公共数字化云平台能力，实现“城市大

脑” 的功能升级， 也是城市数字化转

型中的重要一环。

“就拿我们重工业领域来说吧 ，

上海电信与宝钢合作的 ‘5G +重载

AGV 公路无人驾驶’ 项目， 就成功地

在降低了人力成本 、 仓储成本的同

时，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有效降低

了人为因素造成的道路安全事故， 在

行业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朱先生

自豪地表示 ： “此外 ， 在工业生

产 、 质检 、 安保等环节 ， 通过对

摄像头、 传感器数据的人工智能

识别， 无论是零部件的瑕疵还

是生产车间的安全隐患 ， 均

能在第一时间发现 。 极大

地减少员工的工作强度 、

提升工作效率。”

如今 ， 人工智能

技术的触角已延伸至

城市生活的方方面

面 ， 除了为企业

提供高效与便

捷的服务 ， 城

市精细 化 管 理

更成为数字化转

型的价值所在。 上

海电信积极参建了

全市多个区 /街镇的

“一网统管 ” 城运平

台 ， 以视频 AI 和物联感知的综合联

动为切入点，为养老为老、垃圾投放管

理、 禁止电瓶车进楼道等十余个上海

数字生活标杆应用提升数字化能力 。

不但极大地提升了上海城市管理效

率，也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有温度。

以上海电信为上海市虹口区四川

北路街道量身打造的 “5G+无人机查

处违法搭建 ” 方案为例 ， 通过整合

5G 无人机飞控网、 AI 自动分析以及

影像数字孪生技术， 可以实现无人机

的自动管理控制与数据的采集和人工

智能分析工作， 显著地提升城市的精

细化管理能力。

上海电信移动互联网部无人机团

队解决方案经理李雯介绍： “上海电

信的无人机智能巡检， 不但能利用高

清视频发现肉眼可见的瓷砖开裂 、空

调外机渗水等问题， 还能通过红外线

光谱技术捕捉肉眼不可见的隐患 ，例

如外墙空鼓等， 保障了市民生命和财

产安全。 ”

无人机拍摄到的大量高清照片和

高清视频，会通过 5G 网络实时传输到

平台，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自动分析出

潜在安全隐患点和违法搭建建筑 ，从

而极大地减少了市政员工的工作量 。

只需短短几天时间， 就能完成对整片

区域的安全隐患排查。

“5G+”自动驾驶新蓝图
逐渐展现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自动驾

驶的热度太高了！ ”在参观了 2021 世

界人工智能大会后， 不少观众和参展

商都发出这样的感叹。 自动驾驶作为

2021 年最醒目的赛道之一， 不但传统

车企在新车研发上屡屡创新， 各大互

联网科技公司也争相宣布“下海”。 作

为人工智能技术在汽车领域最具发展

潜力方向之一， 自动驾驶已成为全球

创新的热点和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智

能驾驶时代正在悄然到来。

“纵观今年人工智能大会上各家

厂商展示的新一代新能源车型， 基本

上都以具备 L2-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技

术作为最大卖点。 ”特地从杭州赶来参

加本届展会的车迷张先生表示：“事实

上国内厂商的自动驾驶技术已经赶上

了国际领先水平， 但要想在未来成功

抢占 L3 以上级别自动驾驶技术的制

高点，上海电信 5G SA 网络是必不可

少的。 ”

据悉，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SAE）

对汽车自主性等级做了 0-5 级的划

分： 目前主流的 L2 级实现了半自动

化 ；L3 级主要依赖自动驾驶系统 ，但

是仍需要司机应对紧急情况；L4 级实

现了某些特定环境下的自动驾驶 ；L5

级则是实现全面自动驾驶。

目前已上市车型的自动驾

驶技术， 大多仍依赖于汽车本

身配备的摄像头、 雷达等传

感器数据，并通过汽车上的

人工智能处理芯片，实现

了对周边环境的感知 、

决策和控制执行 。 然

而，由于汽车的人工

智能处理芯片性能

有限 ， 海量数据

的处理难度较

高，L3 以上等

级 的 自 动 驾

驶技术一直迟

迟无法实用化。

在本届大会

上，不少厂商展示

的 5G 自动驾驶技

术则解决了上述难

题，为未来高等级的自

动驾驶技术的实现指明

了道路。 与传统自动驾驶

技术不同的是，5G 自动驾驶

技术不仅着眼于车的智能，还

侧重路的智慧， 并通过将他们

与云端进行联网， 实现路网与车辆之

间有效信息的协同感知和协同决策 ，

从而达到自动驾驶的目的。

张先生表示：“要实现 L4 甚至 L5

级别的自动驾驶技术在全场景、 全工

况下落地，上海电信的 5G SA 技术是

必不可少的。 5G 网络可以为车辆提供

毫秒级超低时延，最高可达 10GB/S 的

传输速率， 以及每平方公里高达百万

的连接数和超高可靠性， 让车辆在面

对复杂路况时响应更快、行驶更安全。

对紧急情况响应更迅速， 大大提升自

动驾驶汽车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

当前，以 5G、大数据、工业互联网

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正不

断加快发展， 城市数字化进程不断提

速。 上海作为全球智慧城市建设启动

最早、 进步最快的地区之一， 城市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一直稳居全国前列 。

上海电信作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 “排

头兵”， 将持续发挥云网融合的技术

优势 ， 推动 5G、 人工智能 、 云计算

等新技术在社会各领域深度运用， 积

极赋能各领域数字化转型， 为推动上

海数字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摄影 袁婧

■王艳芳 沈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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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嘉宾齐聚AI 大会

共话城市数字化转型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演进和发展， 当前， 全球正加速进入

5G+AI 时代， 人工智能应用正加速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5G

与 AI 的交汇融通， 为全球数字经济创造了哪些全新的可能？ 7 月 9

日上午， 由中国电信承办的 2021 年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之 5G+AI

赋能城市数字化转型” 论坛开幕， 202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官方平台
同步直播论坛， 中国电信 10000 直播平台转播。

夯实数字底座
中国电信加速提升城市信息基础设施能级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唐珂、 中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

委员会领导出席论坛并发表致辞。 工

信部信通院总工胡坚波、 中国电信上

海公司总经理马益民等领导出席论

坛。 来自通信、 金融、 物流等多个领

域的十位重磅嘉宾齐聚一堂， 通过主

题演讲的形式就 “5G+AI 赋能城市数

字化转型” 这一热门议题展开广泛而

深刻的交流。

唐珂在欢迎致辞中表示， 中国电

信作为建设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的主

力军， 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 通过加

快 5G 建设， 坚持自主研发创新， 丰

富 5G+AI 应用场景， 繁荣产业生态，

不断探索 5G+AI 赋能城市数字化转

型， 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中国电信认为 ： 坚实的数字底

座、 丰富的数字化应用、 繁荣的产业

生态 ， 是加速 5G+AI 赋能城市数字

化转型的关键。 中国电信会同中国联

通， 共同建成了全球最大的 5G 共建

共享网络 ， 率先商用 5G SA 网络 ，

已累计开通 5G 基站超 40 万站 ， 实

现了 5G 网络在所有地级以上城市 、

重点县市以及重要建筑室内的连续覆

盖， 最高峰值速率达到 2.7Gbps， 居

全球第一。 同时， 中国电信积极推进

全国范围内 2+4+31+X+O 整体云网资

源布局。 目前， 天翼云在中国混合云

市场份额排名第一， 全球运营商云市

场份额排名第一， IDC 业务国内综合

排名第一， 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云网融

合资源优势和突出的服务能力。

近年来， 在电信运营商的大力支

持下， 上海持续推进 “双千兆” 宽带

城市加速度计划， 加快 “双千兆” 网

络提质增速 、 应用优势互补 ， 提升

5G 产业链协同创新与集聚发展能力，

取得了瞩目的成果。 中共上海市经济

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领导在致辞中提

出： 希望中国电信进一步加大在上海

的投资力度， 建设 “5G+光网” 双千

兆， 打造高性能公共算力平台， 有效

助力上海城市信息基础设施提升。 并

且， 进一步与上海的人工智能、 生物

医药、 芯片等企业密切合作， 推进公

司业务板块在上海集聚 、 发展 、 壮

大， 助力上海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国际数字之都。

发力 5G+AI
全行业协同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

5G+AI 并非空中楼阁， 在上海全

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 这

两大技术不仅构成了 “城市数字底

座 ”， 更融合技术创新和机制优化

两大驱动力 ， 助力一系列优秀应用

落地 。

中国电信坚持科技创新、 技术引

领 ， 2021 年成立大数据与 AI 中心 ，

不断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自主研发。

结合 5G、 AI、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优势 ， 中国电信研发了诸葛

AI、 智能视频云等通用能力平台， 已

在工业、 医疗等领域落地； 依托中国

电信星汉大数据和 AI 平台， 打造图

像识别 （CV）、 语音识别、 自然语言

处理 （NLP） 三大人工智能能力， 已

在平安城市/雪亮工程、 12345 市民服

务热线等重大项目得到应用。 中国电

信面向政府用户、 企业用户及家庭用

户 ， 广泛提供 5G+AI 智能化服务 ，

累计服务客户数已超 10 万， 让人们

感受到 5G+AI 应用的美好体验。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胡

坚波在主旨演讲 《5G+AI 助力城市数

字化转型》 中指出， 上海和杭州等城

市在 AI 应用方面处于全国前列。 例

如上海长宁试点 “AI+一网统管 ” ，

形成城市治理自动化闭环， 实现事件

问题秒级发现； 杭州作为 “全国数字

治理第一城”， 其城市大脑每天平均

协同数据 1.2 亿多条， 市民安全感满

意率达到 97.53%。 而伴随着 5G 与

AI 的进一步融合 ， 将助力全国各大

“城市大脑” 功能升级， 高效构建长

效化运营型城市。

中国电信产业数字化专家张东详

细介绍了 《数据思维下的城市治理的

创新、 探索和实践》。 “5G 与 AI 的

技术融合， 已开启城市数字化转型时

代。” 张东表示， 在云改数转的战略

转型之道下， 通过 “5G+AI” 的创新

技术以及云网融合的资源优势， 中国

电信在智慧城市、 教育、 医疗、 金融

等多个领域， 打造了智慧城域、 智能

视频云、 5G+智慧体测、 5G+智慧课

堂 、 AI 智能语音及质检等多个成熟

的 AI 产品和解决方案， 以 AI 能力赋

能产业。

据了解， 在上海地区， 上海电信

已经参建了多个区 /街镇的 “一网统

管” 城运平台， 以视频 AI 和物联感

知的综合联动为切入点， 围绕养老为

老、 垃圾投放管理、 禁止电瓶车进楼

道等十余个上海数字生活标杆应用以

及城市综合治理的重点难点问题， 将

AI 研判转化为事件数据 ， 由被动发

现转为主动发现， 由经验判断向数据

分析转变， 形成闭环处置管理， 提升

管理效率 ， 让城市更有温度 。 AI 技

术在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中也获得了

有效应用， 在人员回访排查、 口罩预

约发放、 疫苗接种通知等防控关键环

节， 被用来辅助增强社区人防力量，

实现了基层减负和硬核防控两不误。

比如， 针对老城区里弄小区、 老旧住

宅多， 社区治理不便的痛点， 上海电

信利用整合 5G 无人机飞控网、 AI 自

动分析以及影像数字孪生技术， 为上

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量身打造了

“5G+无人机查处违法搭建 ” 方案 。

这是上海探索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

生动应用案例。

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

究院院长冯建峰分享了关于类脑智能

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他认为：

深度学习让计算机可以像人一样不断

地学习， 不断拥有新的智慧， 为人类

开启了人工智能的大门。 得益于神经

技术所取得的各种进步， 我们对人类

大脑的理解日益丰富。

活动期间 ， 中兴通讯执行副总

裁、 首席技术官、 首席信息官王喜瑜

发表了 《构筑 5G+AI 数智基座 ， 解

锁数字城市密码》 主题演讲， 上海诺

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苏

珊娜阐述了关于 “5G+AI 赋能绿色城

市” 的观点， 芯原微电子 （上海） 股

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汪志伟就 《从

云到端， 芯原助力 AI 计算无处不在》

进行了生动的分享。 此外， 上海智能

网联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殷承良、 上海依图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裁许焰、 南京银行上海分

行网络金融部兼信息技术部总经理文

斌、 韵达集团董事副总裁杨周龙， 分

别就 5G+AI 在智能出行、 数字孪生、

金融服务与现代物流四大领域的应用

展开了详细介绍。

摄影 王万隆

为期三天的2021 年世
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周六圆
满落幕 。 作为大会的重头
戏之一 ， 由中国电信承办
的 “5G+AI 赋能城市数字
化转型 ” 论坛成功举行 。

来自通信 、 金融 、 物流等
多个领域的十位重磅嘉宾
齐聚一堂 ， 通过聚焦 5G+

人工智能与城市数字化转
型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应用
成果 ， 共同分享了各行业
对 5G+人工智能赋能高质
量发展的前沿思考 。 为上
海城市数字化转型增添新
动能 ， 助力城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