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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基础设施

营造有利于工业互联网
蓬勃发展的环境1
大力推动企业内网、外
网建设2
加大政府对基础网络建
设的支持3
依托工业互联网促进开
放融通发展4

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与现代工业融合发展催生的新事物，是实现
生产制造领域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连接的关键支撑，是工业经济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的重要基础设施，是互联网从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从虚拟经济向实体
经济拓展的核心载体。加快工业互联网发展，对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促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意义重大。



工业互联网到底是什么？

制造业的发展史 = 生产要素解耦 + 协作流程优化 

生产要素

协作流程



两化深度融合到底是什么？

知识与人解耦

知识与应用解耦

     将碎片化的数据汇聚
整合，形成体系化信息和
知识。

达成实时精准协作。

达成产品研发创新和持
续优化。

达成实时生产资源配置
和敏捷、精益生产。

知识自适应组织的业务场景



中国制造现状分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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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量和质量1

数据孤岛问题2

数据安全和信任3



CPS是工业互联网的核心建设理念

数据驱动 软件定义 泛在连接 虚实映射 异构集成 系统自治

CPS通过集成先进的感知、计算、通信、
控制等信息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构建
了物理空间与信息空间中人、 机、物、
环境、信息等要素相互映射、适时交互、
高效协同的复杂系统， 实现系统内资源
配置和运行的按需响应、快速迭代、动
态优化。 



中国电信的“互联网+”智能制造产品总体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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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连接总体架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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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定制工业智能网关，开源网关操作
系统，整合硬件生产价值链，降低数采
成本，促进边缘计算。

推进新型工业网络国际标准制定，升级
工业网络连接，增强云网融合能力。

1）创新数据微服务模式，解决多源异构
数据采集和边缘计算难题。工控协议适
配率95%；
2）构建全程全网工业连接服务网络，消
除企业数据连接的后顾之忧。



翼联专家服务

翼联专家服务：基于中国电信建立的电信级网络、网关监控平台（自主研发），为制造企
业提供全天候、全程全网的、高质量的生产现场网络、网关监控、故障处理和工业连接优
化服务。

端到端的安全服务

 高可靠全天候工业网络、网
关监控、报警及通知

应用及流量统计分析
及流量控制

工业连接优化分析报
告和规划建议

 低成本

 持续优化

 专业服务



分布式数据存储



Handle标识解析技术是工业大数据开放的催化剂

Handle标
识解析技术

标识解析技术贯穿工
业互联网整个流程

给予目标对象在整个
生命周期中一个统一
不变的“身份标识”

基于统一的“身份标
识”实现目标对象所
有数据的关联与统一

通过标识解析技术可
以实现异构、异主、
异地数据的安全可控
地开放及访问

工业互联网中的标识解析，

本质是将(物品资源)标识

翻译为(物品服务)地址，

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查询

物品关联信息的过程。 



中国电信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