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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中国移动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科
技自立自强任务目标，优化科技创新体系，加大研发投入，重视基础研究，强化标准引领，着力推动公司科技创新工作向原创型、引
领型升级。

中国移动积极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等一批国家级科创载体，聚焦国家前沿性、紧迫性需
求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全力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牵头组建 5G 创新联合体，勇担移动信息现代产业链“链长”，打造业界
一流的原创技术“策源地”，以自身实践积极助力我国在信息通信领域科技自立自强。

坚持创新驱动
                            打造“信息服务技术高地”

专
题

勇挑重担·深度融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围绕基础能力、云网基础设施、通用能力三大领
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基础芯片、关键软件
等技术突破，提升网络智能化、云计算、5G 行业专网
等技术能力和应用规模。

构建移动信息产业链共治体系，发布“十百千万”
合作伙伴计划，首批十条子链已汇聚上千家产业重要
伙伴，与产业伙伴共谋需求、共编战队，形成多链融合、
内外联动的高效产业协同模式；打造协同创新基地，
设置研制试验中心、评测认证中心、展示发布中心、
协同创新中心等 4 大中心，打造面向未来网、智、算
等交叉学科，融合 AI、算力网络、6G 等的新型信息
技术大科学装置，广泛汇聚产学研用创新要素，不断
增强移动信息现代产业链生存力、发展力、竞争力和
持续力。

加快推进原创技术“策源地”建设，聚焦 5G 及下一
代移动通信、体系化人工智能开展技术布局，构建以
总师体制为核心的中枢引领能力，积极探索新型研发
机构、科研基金新模式，打造国际化多元化策源方阵，
5G-A 标准立项数、 6G 高质量论文居全球运营商首位，
提出体系化人工智能理论架构，强化原创技术引领，
为产业发展提供创新动能。

携手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 20 余家企业，百余
家产学研用重点单位牵头组建 5G 创新联合体，构建
全球领先 5G+ 行业网络基础及通用能力，打造典型的
5G 行业示范。

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勇担移动信息现代产业链“链长”

牵头组建 5G创新联合体

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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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构建完善“一体四环”科技创新布局，创新探索“两给两出”政策，创新构建“一核两轴四驱 N 项”人才工作新体系，
释放创新效能，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打造科研“特区”，充分激发科研人员活力动力；坚持开放合作的理念，充
分发挥自身网络、技术、资源优势，深入实施“联创 + 计划”，与重点高校、企业等伙伴共同打造合作共赢科研新生态，为各
类市场主体提供精准、高效、优质、便捷的信息服务，联合构建共生共赢的新型数智生态；持续推进“双创”工作，有效带动
全社会创新氛围，不断繁荣创新生态圈；深入建设企业科协标杆，注册会员超 19 万人，科技周、科创峰会等品牌活动汇聚产
业伙伴，覆盖近 500 万人次。

机制创新·着力探索搞活科技创新机制

▶ 打造“科研特区”

加强科改创新改革探索，打造“科研特区”试验田，试点建立“岗位﹢绩效﹢角色激励﹢中长期激励”四维薪酬激励模式，强化
价值贡献导向，拉开激励差距；实施“成本包干”制，强化团队经营管理自主权；搭建“专业﹢管理﹢角色”三维职业发展通道，
建立基于动态任务的、去职级化的、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实行“揭榜挂帅”“赛马”“对赌”等机制，在充分授权放权的同时健全
责任制。

内环：强化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科学研究加强高水平科研队伍建设

中环：围绕 CHBN 发展，构筑优势平台及产品

外环：以产品推动市场发展

合作环：与国家级平台、头部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完善夯实内循环、拓展外循环的双循环布局

中国移动“一体四环”科技创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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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实施“联创 + 计划”

▶ 建好“双创”基地

融通合作资源 创优合作平台 健全合作机制

持续升级对外研发合作体系，以“三新五共”原则探索合作新模式，建立新型联合载体，打造立足区域，辐射全国的成果转
化“样板间”；基于 30+ 共建“联创 +”新型研发合作载体，不断推进高质量研发合作，逐步形成内外“双循环”研发生态新格局。

扎实推进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完善载体体系建设、提升品牌赛事影响，打造繁荣的双创生态。中国移动自 2017 年
获批第二批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以来，已建立移动云、智慧城市、智能硬件等 10 个和创空间及 1 个产业生态孵化中心，累计
孵化内外部项目超 360 个；面向全社会开放涵盖通信能力、数字家庭、物联网等 8 大特色能力共享平台，各项能力累计被调
用超 8,000 亿次，孵化应用超 30 万个。

加大技术、营销等资源投入，
强化跨行业知识、能力、市场等
共享复用，促进各方资源紧密连
接；发挥资本“撬动”作用，拓宽
产业投资布局，联合推动产品创
新、应用拓展。

建强满足各行业共性需求 9 
one 平台，升级泛终端全渠道销
售联盟、数字生活服务商盟等，
提升品牌形象；牵头建设算力终
端产业联盟、元宇宙联盟，丰富
算力终端、元宇宙应用。

打破制约数据、技术等要素
流动的壁垒，畅通一点合作、全
网落地的对接渠道，开展共建合
营、联合运营、联合研发等多层
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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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聚焦信息通信技术纵深发展，以全球最大网络实践应用为根基，深入推进网、云、数、智、安、边、端、链（ABCDNETS）
技术的融合应用研究，前瞻开展 6G、元宇宙、下一代 AI 等原创性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牵头制定国际标准及申请专利数量稳
居全球运营商第一阵营。2022 年，母公司 12 项成果入选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科技创新成果推荐目录（2022 年版），央企领先，
运营商第一；6 项成果入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22 年‘科创中国’”系列榜单。

▶ 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

技术

○持续引领 5G 发展，提出 5G 演进 3 大方向、10 大关键技术并形成共识，打造全球最大 5G+ 北斗高精定位
网，首创提出 5G+RTK 融合播发技术，在通感一体、子带全双工、无源物联网、X-Layer、空天地一体 5 个方向
率先发布原型样机。

○开展全球首个运营商 NTN 天地一体通信试验。

○发布全球首个系统性 6G 网络架构，取得新型无线传输、新型网络协议、内生安全等 10 余项 6G 关键技术
阶段性突破，6G 高质量论文数量居全球运营商首位。

○成立全球首个算力网络开源社区，构建全国性算力网络试验网 CFITI，支撑算力网络首个重量级产品 8 万
台算力服务器上线。

○下一代光通信领域取得 800G、少模光纤长距离传输等全球纪录，发表 8 篇国际顶会高水平论文。

○物联网领域发布的“存算一体芯片工程化和产业化”提案成为 2022 年“十大重大产业技术问题”之一，与清
华大学联合攻关的基于忆阻器的存算一体芯片达业内领先水平。

○提出元宇宙业界首个“三层七要素”总体架构。

○沉淀 287 项 AI 能力，填补网络与 AI 融合技术空白，提出“体系化人工智能”原创技术方向。

标准

○荣获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 - 标准项目奖一等奖。

○国际标准数量稳居全球运营商前列，国际组织领导任职 52 个，2022 年主导提交标准文稿近 1,300 篇。

科创有为·推动科技创新取得丰硕成果

专利

○连续三年获得中国专利银奖，2022 年“网络功能信息交互方法及装置”获得中国专利银奖，“一种帧结构的
配置方法、网络侧设备及终端”“一种提供定位服务的方法、基站及终端”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

○获批建设国家级专利导航工程支撑服务机构。

○牵头成立信息通信产业知识产权联盟。

○国内专利累计申请量超 3 万件，授权专利 13,508 件；海外专利累计申请近 1,200 件，授权专利 502 件。
2022 年，国内专利申请量 4,734 件，PCT 国际申请 250 件，海外国家申请 202 件。

▶ 推进“两给两出”

落地落实四大创新工程，加大研发
投入力度，近三年研发费用复合增长率
超 28%，应用基础研究投入 超 9 亿。
2022 年研发投入达到 217 亿元，同比
增长 17.0%。

持续升级核心能力清单管理机制，
累计发布 300 余项成果，清单成果落地
转化连续 6 年超百亿元，累计转化金额
超 800 亿元。

制定加快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行
动纲要、实施方案等科技创新制度，出
台支持科技创新一揽子激励措施，积极
实践联合研发、揭榜挂帅、攻用贯通等
多样化编队作战模式，提升攻关效能。

聚焦重大科技专项和战略转型布局，
以“十百千万”人才体系升级为内核，以科
技人才队伍为重点，着力打造人才雁阵，
建设网信领域人才高地，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已组建超 3.97 万人的科研队伍，
全公司技术类人员占比达 36.80%。

给资源

出成果

给政策

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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