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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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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

•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强政府网站
信息内容建设的
意见

• 建立信息协调机
制，规范信息发
布流程，加强网
上网下融合，完
善政府网站内容
管理体系，推进
集约化建设，建
立网站信息内容
建设管理规范等。

2015年7月

• 国务院关于积极
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

• 创新政府网络化
管理和服务，首
次提出鼓励政府
和互联网企业合
作建立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打通
政府部门、企事
业单位之间的数
据壁垒，利用大
数据分析手段，
提升各级政府的
社会治理能力。

2017年3月

• 政府工作报告

• 要加快国务院部
门和地方政府信
息系统互联互通，
形成全国统一政
府服务平台。

2018年6月

• 关于进一步深化
“互联网+政务服
务”推进政府服
务“一网、一门、
一次”改革实施
方案

• 全国一体化网上
政务服务体系

• 建立完善全国数
据共享交换体系，
加快完善政务数
据资源体系。

2019年10月

• 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决定》

➢加快推进全国一
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建设。

• 运用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手段进行
行政管理……推进
数字政府建设

2020年3月

•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

•“新基建”：加
快5G网络、数据
中心等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进度

2020年4月

•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构建更加
完善的要素市场
化配置体制机制
的意见

•推进政府数据开
放共享

•提升社会数据资
源价值

•加强数据资源整
合和安全保护

•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党中央、国务院重视数字政府建设，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中提出明确的建设要求。

电子政务 数字政府1.0 数字政府2.0

管理型 服务型 治理型

信息化 数据化 智能化

分散 统筹

技术驱动 应用驱动

自治 共治

重建设 重治理

第一次窗口期第一次窗口期 第二次窗口期第二次窗口期

治理现代化变革

技术变革



1.2 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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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明确了“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

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定位

 2019 年 “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被列入政府工作报告

 2020年初 国务院首次常务会议提出要“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推进

智能、绿色制造”。

 2020.2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指出，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打造集约高

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2020.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

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领域应用+能力

5G+基建

数据中心

人工智能

多行业领域融合

 数字基建是新基建的核心；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新基建的价值所在；传统基础

设施的数字化改造，是现有数字化能力（云大物）的融合，是新基建的重点。

 在中国，推动信息技术革命的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来自政府。新一轮数字基建高峰的

到来，B端和G端的推动力强于以往。

 新型基础设施占基础设施建设总投入的比重从2018年的15%，提高到2019年的33%，

占比在不断抬升，但总体规模仍然有限，未来空间仍较大。

新基建：新技术、新能力、新应用的基础设施。



1.3 新挑战

5

更全
• 协同配合

• 跨域融合

更杂
• 场景复杂

• 标准繁多

更快
• 线上线下

• 制度流程

更安全
• 安全体系

• 数据安全

更精准
• 数据精准

• 服务精准

更智能
• 预测预警

• 辅助决策



1.4 我们眼中的数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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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

统筹

科技企业

建设

业务部门

运营

职能部门

监管

充分协同充分协同

数字政府数字政府

•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重塑政务信息化管理架构、业务架构、技术架构，通过构建大数据驱动的政务新机制、新平台、新渠
道，进一步优化调整政府内部的组织架构、运作程序和管理服务，全面提升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公共服务、
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履职能力。

• 本质是实现更好的服务民生、服务企业、促进监管。



1.5 “三新”下的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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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 云存储
通信网

大数据价值观
物联网

人工智能

IP通信

智慧家居

智慧交通

物流跟踪智能穿戴

智慧城市

智能停车

车联网

工业自动化

智慧能源

远程医疗

远程抄表

自动驾驶

灾害告警

远程控制

增强/虚拟现实

数
智

网
联

云
基

云安全

人工智能伦理

大数据

云计算

云安全

• 在5G时代，持续做好基础设施与资源保障，打造为数字政府服务的“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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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位置时序大数据

9

uid,  start_time, end-time, lat, lon, …

原始信令数据

userID App

离线轨迹模型

timestamptimestamp

bill

grid_idgrid_id

栅格编码模型

2018-11-09
08:00-
10:00

2018-11-09
08:00-
10:00

…

grid_id Time-8 186xxx Age-28 App-BabyTree …
grid_id Time-9 130xxx Age-54 Call-185xxx …

栅格编码模型

位置时序洞察分析栅格划分模
型

h0

h23
day

h16

h8

位置+时间+行为位置+时间+行为 31省 + 4亿用户 + 3年历史31省 + 4亿用户 + 3年历史



2.2 8个粒度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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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信令处理平台

城市规划

选址SaaS

政府治理

位置洞察

……

位置风控

全国 都市圈 省级 省内 市域 县域 街道

• 支撑国家八大部委及重点省市政府，提供人口等大数据的统计、监测、规划、洞察服务，

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 提供200多个城市规划数据集服务，成为信令位置数据应用第一服务商，市场占有率80%。

人口服务

人口的统计、监
测、规划

交通运营

交通规划、交通
设计、交通监测

等

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数据服
务与运营

民生服务

教育、医疗等服
务提升

精准扶贫

扶贫识别、脱贫
辅助等

网格



2.3 数据治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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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站编号 纬度 经度 参数…

xxxx_xxxxxxx 40.xxxxx 116.xxxxx …

xxxx_xxxx7535 40.xx123 116.xx123 …

xxxxx_xxxxxxxxxx 39.xxxxx 115.xxxx …

xxxx_xxxxx4467 40.xxxxxx 116.xxxxx …

xxxxx_xxxxxxx … … …

纠正纬度 纠正经度

40.xxxxx 116.xxxxx

40.xx456 116.xx456

39.xxxxx 113.xxxx

40.xxxxxx 116.xxxxx

… …

𝑺𝒄𝒐𝒓𝒆𝒊=
∑𝑭 𝐶𝑜𝑢𝑛𝑡 , 𝐷𝑖𝑠𝑡

𝑫𝒊𝒔𝒕𝒊𝒋=5km
𝑪𝒐𝒖𝒏𝒕𝒊,𝒋=1000

𝑫𝒊𝒔𝒕𝒊𝒋=0.5km

E
A

A

A
A

A

E

100H
30节点
5万亿

1H
1台X86

全国

基站位置纠偏：结合信令数据、基站工参码表、时序评估，基于GA优化算法，持续稽核数据质量。



2.4 位置时序洞察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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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客户：政府、城市规划行业、洞察或选址需求的商企客户；
• 客户需求：实时人流监测、出行路线选择、客源分析；
• 产品功能：聚焦位置应用，提供包括统计数据集、报告、统计点次API、可视化平台等十大应用。



2.5 交通：交通数据融合及开放共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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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行为数据

位置信令数据

职住信息

终端信息

交通管理部门数据（车辆信息\视频信息\客运信息等）

联通数据采集

数据融合

互联网企业采集

网约车数据

自驾车数据

车辆实时
轨迹数据

GPS数据

... ...

实时位置
实时上网内容
... ...

等

联通与互联网公
司在合法合规的
前提下，结合双
方多维度数据源，
数据聚合、挖掘，
并引入优质数据
模型算法

集数据抽取、数据集成、数据挖掘分析为一体

• 联通大数据公司近年在交通领域不断修炼内功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外合作，尤其是滴滴出行。

航班铁路数据



2.5 交通：城市出行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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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出行概览基于联通与滴滴海量的终
端轨迹、移动网络行为偏好与网约车轨
迹数据，旨在刻画城市及各辖区的交通
出行状态，支持从出行时段、出行时长、
出行距离、出行轨迹等多维度分析出行
行为，并针对热门的出发和到达地点，
以热力迁徙图与人口热力图的形式展现
人车路的交通迁徙情况，配合特殊节假
日、重大事件交通保障、天气变化及规
划类等客户需求。

• 通过海量人车轨迹大数据对城市
全域内时空实时扫描，掌握城市
整体运行情况。

• 提供分钟级实时路况、轨迹、报
警信息，快速发现异常拥堵点

• 提供历史报警、延误趋势波动，
及时关注全城态势变化

• 全城实时延误排名、停车次数排
名动态刷新，实时掌握路口变化



2.6 零售：线下商超选址&品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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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建立及输出

特征相关性分析 模型建立与评价 特征重要性分析 重要特征+门店洞察



2.6 零售：线下商超选址&品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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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待选点交通情况对比

门店销售情况与地理分析不同时间段门店订单量对比

人群属性与销售情况相关性分析



2.7 旅游：景区客流分析_客源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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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区域小时热力分布，包含本地职住人口、本地流出客流、本地流入客流对标分析，以及客流趋势汇总分析，了
解客流动态同时叠加游客来源、属性等多个维度宏观展示全域文旅行业动态，方便用户直观掌控全局人及时进行流
量预警以及资源调度。

游客性别年龄占比分析

各年龄段游览景区偏好占比

游客来源占比分析（省外
/省内/国际/港澳台）

按小时播放一天内游
客热力分布情况

客流月趋势分析

客流近30日趋势分析

本地职住人口、流
入流出客流总量及

同比环比分析



2.8  疫情之下：数字政府，服务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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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月21日开始，联通大数据主动向政府提供数据支撑服务。累计向数百个各级政府、地方卫健委和疾控中心提供分析

报告2万余份，在支撑疫情态势研判、疫情防控部署、精准施策、提前防范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

城市疫情趋势仿真系统 复产复工人口大数据平台
（支撑国办抗击疫情决策）

返程人口流动监测平台 入境人员统计分析

联通健康U码 疫情防控AI语音助手 AI助防-戴口罩人脸合规检测 AI助防-防疫机器人

明细数据提供

1月20-24日

复工复产平台及专题报告

• 2月15日起提供疫情预测分析、复工复产专题报告。

• 2月24上线复工复产人口大数据平台，2月25日部署到国办。

• 提供返程率、返岗率、劳动力滞留、国际漫入相关报告

2月15日-至今1月25-29日 1月30-2月10日

寻找密切接触者
• 1月30日实现密切接触者的寻找，

通过智慧足迹时空搜索算法，14

万条，下发最近15天8.4万条

• 1月25日起分三批提供武汉/湖北

到全国各地人群明细数，通过各地

通管局给至卫健部门

统计数据提供
• 武汉/湖北到全国各地2859区县

的人口流动统计数，日更新

2月1-14日

疫情防控平台&社区疫情小程序
• 1月25日开始上线疫情防控大数据平台、涉疫人群

分布高清图， 2月1日部署进工信部。

• 2月6日起提供极目大数据疫情风险预测小程序（社

区级）、健康U码



2.9  疫情之下：城市疫情趋势仿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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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复
工
指
数

城
市
复
工
指
数

城
市
活
动
指
数

城
市
活
动
指
数

城
市
管
控
指
数

城
市
管
控
指
数

与“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共同入选《中国疫情防控移动应用案例集》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践行实例第二部分

政策理解

第三部分 一些思考

新政策-新机遇-新挑战

千行百业应用实例

“人-物”数据空间融合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5G商用步伐加快 大数据产业持续增长 人工智能应用趋势全球算力加速增长

2018年国内大数据产业整体

规模为4384.5亿元，到2021

年将达到8070.6亿元。

（赛迪预测）

人工智能结合行业经验和专家，在

垂直领域同合作伙伴一起探索与研

究。进而替代简单的、重复性的人

工劳动，提高工作效率。

2018年全球计算相关市场继续

保持增长，仅服务器出货量增长

13.1%, 算力能力优化提高10%

以上。（ Gartner预测）

5G将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2.0的

关键技术，到2024年，（中国）

超过60%的5G连接来自行业业

务应用场景。（ IDC中国预测）

增强
分析
增强
分析

区块链区块链

5G

云计算

物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

量
子
计
算

量
子
计
算

3.1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快速发展
• 数字政府是政府治理的新阶段，其本质终究还是服务民生、服务企业、促进监管。

• 新基建的“新”体现在对前沿技术发展与应用的支撑，是推动新技术应用赋能产业升级转型的基础设施，是政府更好的服务

民生，践行政府服务职能的基础保障，是新时代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设施。



3.2 测绘地理信息加快时空数据融合

22



3.3 人、物数据融合治理管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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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治理
核心目标：提升数据质量，强化数据管控，保障数据安全

关键手段：组织制度建设，工具体系保障，流程闭环运营

集群治理

适用场景：大规模集群、海量文件存储、高密集型作业调度

核心目标：保障平台基础算力、驱动数据治理工程化落地实施

关键手段：资源实时洞察、作业全维画像、分布式文件存储优化

数据模型适配 数据规范融合 元数据兼容 数据质量标准 数据资产规范

•模型标准

•模型设计

•模型变更

•ETL标准化

•代码配置化

•开发规范化

•业务和物理视图

•数据分类和目录

•血缘与影响分析

•精准质量评估

•深度稽核监控

•数据质量报告

•盘点数据资产

•挖掘内生关系

•沉淀知识图谱

数据全生命周期 自动化实时采集 海量存储加工 智能交互分析 共享开放服务

运营商数据

物联网数据

基础
数据
平台

设备
Machine

边缘
Edge

Edge 
SDK

物联网能力底座

设备接入

流数据处理

规则及告警

现场应用

传输策略

安全管理

Edge 
Agent

应用
Applications

平台
Platform

人、物数据融合治理管控平台

大
数
据
平
台
云
网
关

大
数
据
实
时
集
成

物
联
网
流
式
处
理

人
工
智
能
服
务
网
关

公共事业管理

消费电子设备管理

安全设备管理

工业设备管理

连接管理平台

MES

SCM

ERP

PLC

智能烟感应用

智能应急管理

智能云监控应用

智能驾驶

智能巡检应用

交通大数据分析

机器视觉应用

车联网用户画像

……

经济指数分析

O
域

B
域

互
联
网
数
据

政务行业数据

车联网数据

园区楼宇数据

小区家庭数据

智能设备数据

视频监控数据

• 基于5G、物联网、测绘地理信息、政务行业深度融合理念打造自主可控的人、物数据融合治理管控平台；
• 进一步完善大规模集群数据管理、资源管理、算力调度、治理优化等平台综合服务能力体系。

无人机

无人船

激光雷达系统

船摄遥感系统

全站仪

GNSS定位系统

经纬仪

水准仪

测距仪

工程测量仪

海洋测量仪

大地测量仪

…

Edge 
Agent



3.4 5G网络下的数据、技术融合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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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网络 数字政府

万物互联 数据洪流 人工智能超大宽带(eMBB)

海量连接(mMTC)

高可靠、低时延(uRLLC)
数据爆炸

跨界融合

公平透明

数据安全

计算机视觉

深度学习

智能机器人

自然语音处理

人与人

物与物

人与物

物与云

数据驱动

人机协同

跨界融合

共创分享

• 数据、技术的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3.5 “人-物”数据空间融合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云计算

5G

人工智
能

物联网

地理信息

……

智慧交通智慧交通

智慧街道智慧街道 …

智慧选址智慧选址

智能驾驶智能驾驶

智能巡检
…

数字政府

5G基站选址 充电桩选址



3.6   数字政府的“数字”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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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数字政府深层次改革，不能忽视“数字”

的定语作用。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中强调

数据驱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数据为

生产要素。这些指导意见都是在强调数据的重要性。

而数字政府的建设是信息化向数字化、智能化

转型、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关键推动力。对于

科技企业，此次新基建的机遇，要充分利用各种数

据计算与分析技术，在政府部门的统筹下，帮助政

府更好的治理应用和运营数据，进而提升政府对宏

观经济、微观经济、行为经济的洞察和感知能力；

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改进和完善民生服务

流程，充分结合科技企业在5G、AI、大数据、区

块链等方面的能力。

四种分析四种分析

五个判断五个判断

六个层次六个层次

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如何发生的？
接下来会怎样？应该怎么办？

关联、聚类、分类或回归、阈值检验

数据-信息-知识-洞察-智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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