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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zation in China, communication operators are not only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frastructure provider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but also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With the maturity of 5G, 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and other technologies, communication operators 
take advantage of their advantages in network coverage, data processing and computing power support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Keywords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applications; Communication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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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内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通信运营商不仅作为信息传输的基础设施提供者，还在人工智能（AI）领域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随着5G、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成熟，通信运营商利用其在网络覆盖、数据处理和算力支持等方面的优
势，积极推动AI技术的发展和应用，AI技术的引入，极大地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和决策的准确性，使得信息化行业能够更
好地服务于各个垂直领域。这些应用不仅提升了行业的服务质量，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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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通信运营商在 AI 领域的角色与重要性
在国内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通信运营商不仅作

为信息传输的基础设施提供者，还在人工智能（AI）领域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 5G、云计算、大数据等技

术的成熟，通信运营商利用其在网络覆盖、数据处理和算力

支持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推动 AI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它们

通过构建高效的 AI 平台，提供算力支持，优化网络服务，

推动了整个信息化行业的智能化转型。其中运营商扮演的角

色类型有以下四种：

1.1.1 基础设施提供者
①网络连接：通信运营商拥有广泛的网络基础设施，

包括 5G、光纤等，为 AI 应用提供高速、稳定、低延迟的数

据传输服务，支持海量数据的实时交互和处理。②算力资源：

积极建设智算中心，提供强大的计算能力，满足 AI 模型训

练和推理的需求，推动 AI 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1.1.2 数据资源拥有者
①数据收集与整合：通过运营通信网络和服务，积累

了大量的用户数据、网络数据等，涵盖用户行为、位置信息、

消费习惯等多个方面，为 AI 模型的训练和优化提供丰富的

数据资源。②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具备完善的数据安全和

隐私保护机制，确保 AI 应用过程中的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

增强用户对 AI 服务的信任。

1.1.3 技术创新推动者
① AI 技术研发：加大在 AI 领域的研发投入，开展基

础技术研发和应用创新，推动 AI 算法、模型等方面的突破，

提升 AI 技术的性能和效率。②技术融合创新：积极探索 AI
与其他技术的融合，如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推动技

术创新和应用拓展，为各行业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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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应用场景拓展者
①行业应用：将 AI 技术应用于各个行业，如智慧城市、

智能制造、医疗健康、金融等，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

化升级，提升行业效率和服务质量。②个人应用：推出基于

AI 的智能产品和服务，如智能语音助手、智能推荐、智能

客服等，提升用户体验，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

1.2 AI 技术对信息化行业的推动作用
AI 技术的引入，极大地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和决策的

准确性，使得信息化行业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各个垂直领域。

这些应用不仅提升了行业的服务质量，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

数字化转型。其作用分为四点内容：

1.2.1 提升数据处理效率与准确性
①自动化处理：AI 技术能够自动处理大量重复性、规

律性的任务，如数据清洗、分类、整理等，大幅提升数据处

理效率，降低人工成本。②智能分析：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

学习算法，AI 可以对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和挖掘，发现数据

中的潜在规律和趋势，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1.2.2 优化业务流程与决策支持
①流程自动化：AI 技术可实现业务流程的自动化，如

智能客服、自动化办公、智能供应链管理等，提高流程效率，

减少人为错误。②精准决策：基于大数据和 AI 分析，企业

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市场趋势、评估风险，制定更科学的战略

决策，提升竞争力。

1.2.3 推动产品与服务创新
①个性化服务：AI 技术能够分析用户行为和偏好，提

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推荐，提升用户体验和满意度。②新

产品开发：AI 为产品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工具，如智能

语音助手、自动驾驶汽车、智能家居等，推动行业不断推出

新产品。

1.2.4 促进产业升级与转型
①智能化转型：AI 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

转型，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运营成本，增强企业竞

争力。②新兴产业发展：催生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

新兴产业，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 通信运营商在 AI 领域的技术与创新

2.1 中国移动
中国移动在 AI 领域的战略部署主要集中在智能网络的

建设和 AI 技术的应用推广。公司已经成功开发了基于 AI
的智能网络优化系统，该系统能够自动调整网络参数，提高

网络效率和用户体验。此外，中国移动还推出了多个 AI 驱

动的产品和服务。

在智能网络优化方面，中国移动利用 AI 技术对网络运

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和数据分析，通过机器学习算法预测网

络拥堵和设备故障，从而提前进行网络调整和优化，减少网

络中断和延迟 [1]。

在智能客服系统方面，中国移动通过引入自然语言处

理（NLP）和语音识别技术，实现了智能客服的自动化和智

能化。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或文字与智能客服进行交互，获取

业务咨询服务。智能客服系统不仅提高了服务效率，还降低

了人工客服的工作压力。

在 AI 推荐系统方面，中国移动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机器

学习算法，对用户的行为和偏好进行深度挖掘，实现了精准

的内容和服务推荐。

2.2 中国联通
中国联通则侧重于利用 AI 技术提升客户服务质量和网络

运维效率。通过与多家技术公司合作，中国联通开发了基于

AI 的故障预测系统，能够在问题发生前识别并解决潜在的网

络故障。此外，中国联通还推出了 AI 驱动的智慧客服系统，

该系统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供更快速、更准确的客户响应。

在故障预测系统方面，中国联通通过收集和分析网络

运行数据，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网络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评

估和预测。一旦系统发现潜在故障风险，会自动触发预警机

制，通知维护人员进行提前处理，从而避免故障的发生。

在智慧客服系统方面，中国联通通过引入自然语言处理

技术和机器学习算法，实现了客服系统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智

慧客服系统不仅提高了服务效率，还提升了用户的服务体验。

2.3 中国电信
中国电信在 AI 领域的研发投入主要集中在智能网络和

AI 安全方面。公司开发了一套 AI 驱动的网络安全管理系统，

该系统能够实时监控网络流量，自动识别并阻止潜在的网络

攻击。此外，中国电信还积极探索 AI 在边缘计算和云计算

中的应用，以提高数据处理效率和响应速度。另外，中国电

信与北京邮电大学合作的“可信多模态数据流通关键技术及

产业化应用”项目，获得了 2024 年度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

技术奖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一成就标志着通信运营商在数据

要素市场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及行业智能化转型领域的深

度布局。该技术通过确保数据的安全流通和高效处理，为多

模态数据的融合应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在边缘计算和云计算方面，中国电信通过引入 AI 技术，

实现了数据处理效率和响应速度的提升。边缘计算通过将数

据处理任务分配到网络边缘节点，减少了数据传输的延迟，

提高了响应速度。云计算通过提供弹性计算资源，不仅满足

了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还提升了用户的服务体验。

3 AI 技术赋能通信网络

3.1 网络优化与运维
在网络优化方面，AI 技术通过实时监控网络流量和性

能指标，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网络运行状态，预测网络拥

堵和设备故障。一旦发现潜在问题，系统会自动调整网络配

置，如优化路由、调整带宽等，从而提高网络的稳定性和效

率。这种基于 AI 的网络优化不仅提高了网络的性能，还降

低了运维成本。

3.2 智能客服与市场营销
AI 在提升客服效率和市场营销中的应用也非常显著。

智能客服系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能够理解和处理用户

的自然语言查询，提供即时和准确的响应，从而减轻人工客

服的工作压力，提升客户满意度。在市场营销方面，AI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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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可以帮助运营商分析用户数据，精准定位用户需求，实现

个性化营销，提高营销效率和用户转化率。

4 通信运营商面临的 AI 挑战

4.1 技术与成本挑战
尽管 AI 技术为通信运营商带来了许多优势，但其实施

也面临技术和成本上的挑战。高性能 AI 系统的开发和部署

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和专业知识，这对于一些运营商来说可

能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4.2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随着 AI 技术在通信网络中的广泛应用，数据安全和隐

私保护问题也日益突出。AI 系统需要处理大量的用户数据，

如何确保这些数据的安全，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是运营商

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运营

商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性和合规性。首

先，运营商需要建立健全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对用户数据

进行加密和存储，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其次，运营商需要

遵守相关的数据保护法规，确保其 AI 应用符合法律要求。

5 未来展望

5.1 5G-A 与 AI 的融合
随着 5G-A 技术的逐步成熟和 AI 技术的不断发展，预

计未来两者将实现更深入的融合。5G-A 的高速度和低延迟

特性将使 AI 应用在通信网络中更加高效和实时，从而推动

智能网络、智能客服等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5.2 AI 驱动的新业务与新市场
AI 技术将继续推动通信运营商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和市

场机会。在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领域，AI 技术的应用也

将为运营商带来新的增长点。在市场分析和客户管理服务方

面，AI 技术通过分析用户的行为和偏好，利用机器学习算

法构建用户画像，实现精准的市场营销。运营商可以根据用

户的需求和偏好，推送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提高用户的转

化率和满意度。

6 通信运营商在数据处理能力上的提升

6.1 数据的收集、整合、处理与分析
通信运营商在数据处理能力上的提升是其 AI 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建立高效的数据收集系统，整合来自不同

来源的数据，并利用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进行分析，运营商

能够提供更加精准和个性化的服务。

6.2 数据预处理与清洗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数据预处理和清洗是确保数据分

析质量的关键步骤。通信运营商利用 AI 技术进行高效的数

据预处理和清洗，确保输入到分析模型中的数据准确无误。

这一步骤包括数据转换、数据去重、数据清洗等 [2]。

7 AI 应用案例与行业解决方案

7.1 智能家居解决方案
通信运营商通过整合 AI 和物联网技术，推出了智能家居

解决方案，提升了家庭生活的智能化水平。这些解决方案不仅

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还促进了智能家居市场的快速发展。

7.2 智慧城市建设
在智慧城市建设中，通信运营商利用 AI 技术对城市数

据进行实时分析和处理，助力城市管理和服务智能化。通过

分析交通流量数据，优化交通信号控制，提高城市交通效率；

通过分析环境监测数据，及时应对环境污染问题，提升城市

环境质量。

7.3 工业自动化与智能制造
通信运营商通过将 AI 技术应用于工业领域，推动了工

业自动化和智能制造的发展。通过集成 AI 和物联网技术，实

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监控和优化，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8 通信运营商的未来展望

8.1 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
未来，通信运营商将继续深化 AI 与其他技术的融合，

推动跨行业的协同发展。例如，通过与汽车制造商合作，开

发智能交通系统；通过与医疗机构合作，提升医疗健康服务

智能化水平。

8.2 智能化应用拓展
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成熟，通信运营商将进一步拓展智

能化应用领域。例如，在智能农业领域，通过 AI 技术实现对

农作物生长环境的监控和管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智能

教育领域，通过 AI 技术提供个性化学习方案，提升教育质量。

9 结论

9.1 AI 技术对通信运营商的重要性
AI 技术已成为通信运营商提升服务质量和推动业务创

新的关键力量。通过引入 AI 技术，运营商不仅提升了网络

服务的效率和用户体验，还开拓了新的业务领域，如智能家

居、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

9.2 通信运营商在推动 AI 普及和行业升级中的关键角色
通信运营商在推动 AI 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中发挥了关键

作用。通过构建 AI 平台，提供算力支持，优化网络服务，

运营商为各行业的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9.3 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与持续创新
未来，通信运营商将继续加强在 AI 领域的战略布局，

推动技术创新和应用拓展。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通过加强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推动产业协

同发展；通过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全球竞争力。这些战略布

局将帮助运营商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为社会

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牛娇红,方琰崴,何伟,等.AI在5G行业专网的应用场景和使能技

术[J].移动通信,2022,46(02):61-66.

[2] 谢雨良,田雨晴,张朝阳.面向智能通信和计算的移动边缘分布式

学习：现状、挑战与方法[J].移动通信,2023,47(06):48-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