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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互联，助力新旧动能转换

本报记者 高寒

从人与人到物与物
山东移动致力畅通网络

人们进入移动通讯时代以
来，更多重视的是人与人之间
的交流互通。而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手机、微信等移动通讯硬
件和软件的发展。目前，仅山东
移动4G用户就已超过了4000
万，依托于移动运营商营造的
网络，人们早已实现自由通畅
的交流互动。

“但将人与物、物与物联
系起来，普通居民或许并不
那么熟悉。”张轩介绍，其实
物联网包括2/3/4G和窄带物
联网。在十多年前的2G时代，
物联网就已经有了雏形。尽
管当时GPRS网络只能支持
文字及部分图片传输，但山
东移动将芯片植入到电表等
设备上，数据自动传输到后
台，就可以实现智能抄表。节
省了人力，也可以更加准确。

“可以说，山东移动在物联网
上的布局，也已经有了十几
年的历史。”

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
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早已经超
出了智能抄表的范畴。就在
去年12月21日，山东移动宣
布窄带物联网全面商用。“这
种技术具有低功耗、强连接、
深覆盖等优点，可以实现超
长待机，电池最多能使用1 0
年，1个基站可以接入更多用
户，与2/3/4G相比穿透能力
更强，为将来更多物品相连
打下了基础。”张轩介绍，截
至2017年底，山东移动物联
网连接数已经突破1600万，
预计2018年将超过3000万。

传统产品配合物联网
产业转型不再难

“努力建设数字山东，加快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
合。”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
明确提到了物联网未来的发展
目标。在物联网应用领域，山东
省内已经有了一些案例。“城市
井盖是大家随处可见的，井盖
安全也是大家关心的。现在只
要在井盖下面安装一个物联网
模块，井盖被打开、丢失、损坏，
相关部门能够实时得到提醒，
及时进行更换。

“重型汽车是山东的明星
产业，山东移动通过在汽车上
安装车载前装设备，实现对车
辆的全方位监控和监管，快速
获得车辆库存销售情况、保养
历史，为企业调节生产销售、改
进质量提供依据。”张轩介绍，
如此一来，企业无疑变得更加

“智慧”，因为每一项决策，都因
为物联网而变得更有依据。

山东家电制造也闻名全
球。山东移动与著名家电企业
合作O2O线上洗衣服务，为高
校学生提供查询、预约、缴费、
洗衣、提醒等全流程服务，已布
放超过5万台，覆盖全国4000余
所高校。

“省内一些生产挖掘机等
大型设备的企业，产品卖到全
国各地，售后维修怎么保证？在
出厂的时候就在挖掘机上嵌入
物联网模块，可以随时将设备
的运行参数发送到后台，厂家
可以实现远程的故障诊断，指
导使用者现场维修。发生设备
被盗，还能进行远程控制，及时
找回。”

“水泵这个东西已经出现
了很多年，看起来也没什么技
术含量。但是当它跟物联网结
合，就不一样了，可以远程实时
监测水泵的运行状态，实现远
程调测，由此提升了产品竞争
力，扩大了产品销量。”张轩介
绍，淄博的智慧泵阀就是一个
典型的传统产业通过物联网技
术，转型成功的例子。

其实除了制造业、政府治
理，在农业等方面，也随处都能
看到山东移动物联网应用的存
在。“潍坊大棚很出名，到了冬
天，如何控制气温、光照就成了
农民们的难题。”张轩介绍，山
东 移 动 搭 建 的 智 慧 大 棚 平
台，就能实现农业生产中的
自动化控制、远程监测、预报
等功能，农民用户通过一部
手机，就可远程实现对大棚
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参
数的自动监控，以及大棚卷
帘、放风自动控制等功能，并
可通过后台对作物病虫害进行

“远程会诊”，大大提高了大棚
管理的精细化程度。

运营商搭桥铺路
为物联网产业打基础

日常工作交流中，会有很
多人对于智能制造、物联网技
术感到好奇，也有不少企业来
咨询。

“其实，要实现制造业和
物联网的深度融合，需要的
是企业、运营商以及物联网
科技企业的磨合和交流。市
场巨大，地方政府、企业有强
大需求，如果资源得以整合，
就会迅速形成规模。物联网
产业链包括端、管、云，端是
感知、采集，如抄表、地磁、温
湿度采集、摄像头；管是我们
的2/3/4G和窄带物联网，是
数据传输的通道；云是数据
的存储分析加工——— 价值形
成的关键！管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要做的就是搭建好平台
和网络，让这项技术普及化的
同时，更多的物联网科技企业
加入，让他们提供更多好的、有
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利用生态
力量，撬动端和云，形成聚合力
量。”张轩说。

据了解，物联网不是仅靠
运营商一个环节就能推动的，
不仅需要上下游企业共同参
与，更需要新的创意、新的产业
加入。“物联网就像是搭建了一
条信息高铁、数据高速公路，数
据传输更便利、速度更快，而路
上跑的是什么样的车，拉的什
么货物，则要看市场的选择。”
张轩说，物联网技术要想取得
最大成效，是要构建一个整体
的产业生态，单纯推广某项技
术远远不够。

“举个例子，共享单车是一
个典型的物联网产业生态。我
们运营商搭建平台，让信息可
以传输通畅；自行车是传统产
业，他们负责生产产品。而这种
共享模式，就是将两个产业相
结合，创造出了新的产业模
式。”张轩认为，未来的物联网
产业，将会是一个基于网络平
台，众多像共享单车这样的科
技企业加入，创造出无数新的
商业模式、新的业态，并带动培
育更多上下游企业。

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
规模效应。比如，有一种智慧
停车应用，是在地下停车位
上安装“地磁”系统，车辆如
果停下，系统就会自动捕捉
信息。车辆离开时，信息同样
会传输到用户手中，那找停
车位就不会那么麻烦。“但如
今，用于数据采集的传感器
等终端硬件还比较贵，如果
规模发展起来了，相关成本
自然会降低。”

基础设施、网络安全
移动正践行央企责任

山东移动作为植根山东的
驻鲁央企，在山东物联网整个
产业发展中是具有责任的。

“因为物联网产业要发
展，一切的前提就是网络要

好。”张轩举例说，就如同之
前的4G网络，在4G网络建设
之初，很多人都不清楚，4G这
么快的网速能干什么呢？有
什么用？不就是打电话发短
信上网看新闻吗？但事实证
明，正是因为有了4G网络，即
时通信、移动支付、在线视
频、手机游戏等一个又一个
的产业发展起来。百万千万
的从业者依靠移动互联网谋
生，几亿中国人生活得到便
利，中国也成了全球移动互
联网科技最先进的国家。“在
享受这一切的同时，我们也
应该知道，这一切的基础是
什么。”目前，全省4G基站规
模超过20万，居全国前列，其
中山东移动4G基站已超过10
万个。

在即将到来的物联网时
代，山东移动也将一如既往
肩负起这样的责任。目前，山
东移动物联网连接数已经突
破1600万，预计今年将超过
3000万。我们的愿望是有一
天，通过山东移动连接的物
品数量，超过连接人的数量，
甚至将来会是人与人连接的
5倍、10倍。到2020年，山东移
动 物 联 网 连 接 数 将 会 达 到
7000万。而这背后就是山东
移动在网络建设上的工作。

为了实现窄带物联网的

全面商用，山东移动去年已
完成全省1万个基站建设，今
年还将建成3万个基站，打造
全省覆盖最广、服务最优的
窄带物联网网络，为山东物
联网的规模发展奠定基础。
即便如此，张轩在提到物联
网发展时，也用了“如履薄
冰”这个词。“将来每个路灯
上面，都会有一个物联网卡。
它可以根据日出日落、光照
情况来调解亮度，控制开关。
一旦路灯上了网，就会面临
安全上的问题。”张轩表示，
作为运营商，山东移动的责
任也体现在网络安全上。只
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才能
使用。而窄带物联网支持双
向鉴权、空口严格加密，确保
数据安全性。

不仅民用物联网会面临
类似问题，将来政府部门也
会广泛利用物联网技术，提
高社会治理水平。但这方面
的应用，对网络安全的要求
无疑更高。据介绍，山东移动
建立了多级联动、多专业协
作的常态化安全风险防控体
系，对网络信息安全实行金
库管理模式、4A认证，保障网
络安全。张轩说，“在物联网
领域，包括移动在内的运营
商都是央企，都会承担相应
的责任。”

“万物都能互联，农业、工业和人们生活都能因为物联网的发展得到改善。同时，依托于物联网，能
发展出一个完整健康的生态体系，助力新旧动能转换。”26日，省人大代表、山东移动总经理张轩在谈
到未来物联网发展前景时表示，相信随着硬件设施的日益完善，物联网应用将日益普及，相关产业的
前景，更是大有可期。

山东移动总经理张轩在介

绍窄带物联网技术。

▲山东移动与工业制造企业

合作，将信息化嵌入生产制造流程，

实现了物联网模块前装。（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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