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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全球移动宽带技术发展迅猛，4G、LTE-A、4.5G、5G 迭代发展。预计 2016
年，移动宽带技术将继续高速发展，在国内，LTE-A 将得到大规模的部署和应用；在
全球，2016 年还将成为 5G 标准元年，各国运营商将携手合作，结盟发展。 P29

封面报道

全球移动宽带技术发展迅猛
标准元年即将到来

论坛 Forum
6 移动互联网加速发展 催生新型移动支付业态

当前，移动互联网支付可谓是互联网支付在移动互

联网领域的延伸，但同时也引发出很多创新的支付

形态。二维码支付等新型的移动互联网支付方式使

得对线下商品和服务的支付能力极大增强，进而导

致线下商品和服务通过移动互联网方式支付的比例

大大提升。

9 移动互联网时代

运营商大数据应用模式重要性突显

移动互联网时代将带动整个大数据市场的快速发

展，通信运营商拥有任何互联网公司都无法比拟的

海量数据，在运营商“管道化”甚嚣尘上的形势下，大

数据时代是通信运营商的重大机遇，其由语音经营

走向流量经营进而进入大数据运营已成为大势所

趋，而大数据良好的应用模式的重要性也将更加突

显。

论坛

超级 用核心数据提供服务
需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近两年，国内移动互联网应用生态体系不断探

索创新，以微信为代表的超级 App模式发展态
势良好，新型应用服务平台以用户规模为基础，

构建出功能强大的核心应用产品，并依托即时

通信、搜索、社交等核心能力，塑造了全新发展

模式，其影响力正日益加大。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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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不良网络信息治理需要综合施策和社会共治

伴随着语音和短信服务市场的迅速发展，垃圾短

信、骚扰电话等不良网络信息问题也愈发凸显，严

重侵害了广大电信用户的合法权益，受到社会的广

泛关注。我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开展了多项治理

工作，规范市场行为。

23 我国互联网上市企业规模增大

电子商务企业异军突出

国家“互联网+”战略的提出延伸了互联网产业的内
涵，加速了互联网技术应用以及传统产业模式的互

联网化。上市企业是我国互联网产业中的“排头

兵”，本文梳理分析我国互联网上市企业的相关数

据，用于研究互联网产业规模、产业细分领域的发

展状况及趋势。

专题 Feature
35 关注无线和移动通信

41 LTE推动宽带应急通信时代的到来

随着 LTE 集群技术在网络建设和应用中的不断完
善，LTE集群在低时延、Qos、大带宽等方面的特征

得到凸显应用。本文就 LTE集群技术在应急通信中
的几个应用场景和技术方案进行简要描述，以期促

进宽带数字集群产业的不断完善和成熟。

45 卫星通信设备的电信监管亟待加强

卫星通信系统大致可分为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卫星

固定通信系统，在我国境内有大量的应用。但对于

各大卫星系统设备的监管，目前尚存在诸多问题，

例如缺乏统一的管理政策，各行业监管不一等。尤

其在电信设备监管领域，尚没有针对卫星通信设备

的监管政策，也没有相应的测试标准可以依据。

50 激励拍卖：利用市场手段加速频谱转让的新手

段

激励拍卖是美国提出的一种创新型频谱回收再分

配方式，计划最先在 600MHz广播电视频谱回收再
利用中采用。激励拍卖由反向拍卖、频率重新打包

和规划、前向拍卖三个相互关联的关键步骤组成，

并且三个步骤同时进行。激励拍卖能够通过市场的

手段，极大的缩短频谱回收、再规划、再利用的时

间。但实施激励拍卖还面临种种阻碍和问题，美国

FCC也不得以将激励拍卖时间两次推后。

专题 eature

我国深入研究 5G概念和技术路线

努力推动全球形成共识
在全球业界的共同努力和推动下，5G愿景与需求已基本明确，5G概念和技
术路线已逐渐清晰，ITU和 3GPP等国际主要标准化组织也明确了 5G工作
计划，当前已进入到标准工作即将启动的关键阶段。全球业界将面向 5G愿
景与需求，结合 5G工作时间表，大力推动 5G技术研发和全球统一标准的
制定，加强互惠合作，共同推动 5G迈向成功。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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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智能可穿戴设备发展趋势：统一标准、细分市场

近年来，智能可穿戴设备市场火爆，但同质化竞争现象严

重。随着产业链的逐渐成熟，未来智能可穿戴设备市场将

进一步细化，标准将逐渐统一，以便于产业的融合发展。

同时，新技术的发展也将会对其产生巨大的影响。

58 e-SIM技术：改变移动通信的一次革命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移动智能终端将成为

“互联网+”时代的核心之一，即使是移动终端里一个小小
SIM卡的变动，也将给整个产业生态链带来巨大的影响。

运营 Operation

61 合理布局云计算产业发展

制定相关产业政策规范市场

近几年，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推动云计算产业发展的

政策，各地方政府也通过编制规划、投入资金、支持数据

中心建设来促进云产业发展。纵观全球，美国、欧盟、日本

及韩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政府大力扶持云计算产业

的发展。

67 移动云产业链各环节不断优化

更加贴近市场和应用

云、管、端、台四个环节之间连通互动，共同构成了移动云

的产业链。云端、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应用平台都在其

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未来，云端技术标准将更规范，数

据将更安全，网络性能将进一步优化，瘦终端和智能可穿

戴设备将会成为主流。

71 移动云服务将成为移动互联网主流形态

移动云服务的商业模式是将具有自己价值创造和可靠盈

利的方式作为核心元素和重要支撑，目前已日臻成熟。移

动云的价值创造包括 SaaS、IaaS、PaaS，也包括端应用、端
增效、端整合和端组云等；其盈利模式可以分为服务盈

利、终端盈利和后向收费三种模式。未来合作共赢是移动

云商业模式最终成功的关键。

76 移动云构建“移动互联网 +”时代的中枢内核

移动云是 IT技术发展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必然产物，正
在成为支撑信息经济快速发展的核心动力。“端”、“网”、

“云”构成了移动云产业的中枢架构，塑造了无可比拟的

服务及时性、便捷性、定制性，并催生出一系列崭新的服

务业态。移动云不仅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内核，更是

当前经济新常态下刺激移动消费、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的又一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