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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顾名思义就是通过传

感设备将各种物品与互联网相连，进行信息交换和互通，以实

现智能化识别管理[1]。

物联网架构由终端层、网络层、平台层和应用层组成[2]。

终端层可以实现多个设备通信协议的互联互通，其自组网可以

对多种传感器进行管理，提升了终端的安全能力。

网络层有两种通信方式，第一种无线通信，如 3 G、4 G、

NB-IOT、5G。第二种网关类，包括家庭网关、企业智能网关。

平台层即统一的物联网平台，把取到的数据经过分析、加

工处理出有意义、有价值的数据，从而去发现新的应用领域来满

足不同的需求。

应用层为典型业务提供相关的服务，比如智慧家庭，智能停

车，智能抄表，智慧城市。

1  鹰潭市移动物联网产业发展现状

1.1智慧新城03专项背景

鹰潭是世界著名的道都、铜都之城，2017年，以曹淑敏书记

为组长的领导班子，踏上建设“智慧新城”新征程[3]。9 月 13

日，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与江西省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

《共同推进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转

移转化试点示范框架协议》。省委、省政府把03专项试点示范作

为省级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出发点，决定依托鹰潭移动物

联网产业园，以鹰潭为试点示范基地，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并出

台配套政策措施，建立“1+6+5”的工作格局，全面推进03专项

试点示范工作。国家部委的支持和省委政府的领导为鹰潭移动物

联网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强后盾。

1.2发展现状

鹰潭已被列入“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江西省

第二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是国内首个实施中低速移动物

联网全覆盖的城市，是全球首个实现万量级NB-IoT智能水表项

目商用落地的城市，也是三大电信运营商列为5G试点建设的城

市。以下主要从网络建设、重点指标发展等方面叙述鹰潭移动物

联网产业发展现状。

网络建设。2019年12月，全市建成1299个NB-IoT[4]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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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个eMTC基站和530个5G基站。网络覆盖密度和质量成为国

内移动物联网行业的引领者，满足了不同场景智能应用需求。在

龙虎山景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华为公司、三大电信运营商合作

建成了国家级基于5G技术的新媒体平台，实现了全国第一个5A

级风景区5G网络全覆盖，实现了4G、5G、NB-IoT和 eMTC网络

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重点指标发展[5]。截至 2019 年 8 月，全市共有214家物联

网企业，其中有99 家是制造类企业。21 款物联网终端产品被

列入省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名录。搭建了 44 个产业创新服务平

台。实现了物联网43 个应用场景，终端连接数突破110 万个，

其中NB-IoT 连接数约20 万个。鹰潭移动物联网用户规模已达

300.63万户，成为全省首个物联网用户赶超移动手机用户数的

地市级运营商。

产品推广发展。有107款物联网产品，相较于去年增加了69

款，增长率为181.6%。全市物联网终端产品出货量为346.7万件。

示范应用。全市广泛开展智慧党建、路灯、停车、垃圾桶等

一批具备向全省推广的城市级示范应用，实现政务服务“零跑

腿、一网通办”，全程垃圾不落地，年用水量节约250万吨，节

能率超过30%，居民利用手机APP软件查找空闲车位，改变了政

府的管理模式，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商用推广。以03专项试点示范为指导，加大资源投入，以

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加快实施“铜产业+物联网”行动，建设服

务全省的铜产业大数据平台。同时利用信息技术改造铜企业生产

设备，加速产品升级，促进铜企业在生产，打造铜产业5G+工业

互联网中国样板。

2  面临挑战

2.1 尽管鹰潭移动物联网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对标国

内一流、对照上级要求，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2.2 一是缺少龙头企业整合产业资源，规模化应用程度不

够，产业联动效应不足；二是相关专业技术型人才缺乏依然是鹰

潭市移动物联网发展的制约瓶颈；三是物联网产业推广率有待提

高。四是缺乏核心技术，物联网企业技术研发实力相对较弱，竞

争力不强，尤其在芯片、传感器等物联网核心基础领域，差距较

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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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鹰潭移动物联网产业发展思路

为了广泛开展移动物联网应用于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配

件、化工、生物医药、有色金属、交通、水利、市政、食

药监、电梯、医疗、家居、环保、节能等领域。建成具有

特色的国家级物联网产业集聚区，着力打造新经济增长极。鹰

潭移动物联网重点发展思路有以下三个方面。

3.1坚持试点示范先行，打造“物联鹰潭”的城市品牌

政府应坚持示范应用的牵引作用，按照全方位、立体化理

念，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多种信息技术手段，在

推进完善智慧路灯、环保、政务服务等的基础上，以南昌、

上饶、赣州作为拓展区，将九江、吉安、萍乡作为辐射区进

行推广，形成诸多城市级应用。不断打造优民、惠民的良好

环境，推动智慧鹰潭建设创造新局面、取得新突破。

3.2坚持科技创新战略，打造国家领先的数字经济示范区

一方面，根据“鹰潭智慧科创城”建设要求，以11平方公

里的规划面积作为物理空间，打造产、城、人、文、绿五位一体

物物相连的智联小镇和智慧园区。另一方面，做好全市数据治理

的统一规划和使用，做好数字资源的整合、归集、应用、开放、

共享，消除信息孤岛，数据烟囱，实现数据共享。打造数字治理

的城市中枢，通过数字的产业化催生出更多“互联网+”、“物联

网+”“大数据+”新业态，培育和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信息通信

等新经济，让数字经济引领创新发展。

3.3 构建良好发展氛围，加快物联网产业发展步伐

政府应在“一核两翼”发展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

高新区建设智联小镇移动物联网产业园、信江新区建设科创

园、贵溪建设铜智能制造及智能家居产业示范区、余江建设电

子信息及智能穿戴产业示范区、龙虎山建设智慧旅游应用示范

区的功能定位。同时，开展招商引智，通过政策、技术、人才、

环境等要素在鹰潭助推产业发展，全力做大鹰潭市物联网产

业，形成涵盖芯片、模组、传感器、智能终端等方面的全产

业链体系，打造全国乃至全球移动物联网产业的发展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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