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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数字经济，通信网络成为助推全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基石

数字经济发展带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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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力网络高速发展

呼和浩特
亚洲最大单体智算中心

数字经济高速发展，驱动运营商网络规模的不断扩大

194万+

5G行业商用实例

5G基站 5G网络客户

3.05亿户
有线宽带客户

全球最大通信网络

移动客户

央企十大
超级工程

全球规模最大
“IPv6+”骨干承载网

全球首个400G全光骨干
传送网规模商用

4.88亿

9.96亿

3.3万个



全面推进自智网络，加速网络运维数智化转型

为了加速向信息服务转型升级，中国移动牵头提出并持续完善“三零三自”自智网络体系，面向消费者和垂直行业
客户提供“零等待、零故障、零接触”的新型网络与ICT服务，面向网络智慧运维打造“自配置、自修复、自优化”
的数智化运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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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达到L4级高阶自智网络



价值牵引，持续完善自智网络顶层设计

“四要素一闭环”框架体系

部署实施

短板分析 能力研发

成效评估

能力架构成效目标 业务架构

安全质量

单用户业务中断时长

1分钟内

人为重大/重要故障

力争为零

客户响应

投诉处理及时率

＞99%
业务开通及时率

＞99%

效率效益

单位业务量基站能耗
下降

解放一线人工

分级标准



小模型规模应用 大模型加速创新

面向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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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策略
生成

权威机构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ESG指数No.1

网络配置自动化率
指令巡检自动化率 ＞90% 算网业务开通 分钟级 年均减少

一线人工工作量 3200人年
+

年均网络节电 40亿度

工程
验收

装维
质检

哑资源
管理

基础设施
运维

网络
节能

全力推进AI+创新应用，成效显著



持续引领自智网络产业发展，产业贡献丰硕

TM Forum
催化剂大奖

TM Forum
卓越大奖

CCSA TC610 
最佳网络人工智能应用

Futurenet World
运营商大奖

IQPC
年度提升大奖

CCSA TC610 
SNAI最佳实践案例

信息社会世界峰
会(WSIS)奖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
会科学技术二等奖

中国通信学会
科学技术一等奖

荣获国内外权威奖项15个



增强员工效率 + 提升终端用户满意度

排障自动化率

90%

60%

MTTR

20分钟

>120分钟

1 2 3 4

重塑交互模式
提升运维体验

重塑系统能力
提升排障效率

重塑集成模式
提升业务TTM

重塑业务流程
打通跨域流程

上站APP自诊断自查询，实时交互对话交互，自动生成，关联OMC界面

中屏小屏协同

网管中心中屏 运维人员小屏

智能硬件智能硬件
                     

案例一：大模型创新助力传输网络运维降本增效



案例二：以网强算，打造“数据快递”服务

海量数据广域传输需求

拷数据、杀病毒 数据上传

物流快递

15天15天 2天

超算
中心

天文
机构

数千公里

短周期、高带宽、低成本运力服务

集中调度

业务分钟级自动开通、路径端到端配置、
带宽任务式扩缩容、流量动态优化调度 

全球规模最大SRv6 IP网络

SPN

CMNet

完成超2200公里的长距离高吞吐试验，每
天稳定传送超40TB数据

即取即用的弹性网络

单项目数据量TB-PB级
年产数据约15PB



案例三：打造5G智慧海洋网络，助力民生改善

渔民人均纯收入↑

离岸20公里→数十公里

11个沿海省份规模应用

海洋经济活动满足80%

5G有效覆盖

AI+网络打造智慧海洋

RRU双拼高增益天线

TDD+FDD 

5G智慧
海洋网络

人工智能



加速数智化转型，助力产业发展

加强研发投入
实现关键技术突破

深化合作
共促产业繁荣

大力夯实
网络数字化转型基础

• 加速自动化、智能化演进
• 网元与OMC内生自智，网管调度+控制+智能

• 加强大模型等关键技术投入
• 智生智简、低碳高效

• 多形式、多层次合作交流
• 分享实践经验和创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