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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的重大决策部署，深入实施“云上云”行动计划，加快云南省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能力，结合我省实

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抢抓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机遇，瞄准“国内

领先、国际一流”，遵循“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的原则，建用

并举、以用促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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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信息基础设施短板，加快布

局 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升级改造，促

进新型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对数字经济产业、传统产业数字化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促

进产业繁荣、激发创新活力，助推云南高质量发展。 

（二）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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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2 年，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旅游、工业互联网

试点示范达到全国一流水平，云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入全

国领先行列，成为云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建成新一代信息网络。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

优质的新一代信息网络，提升国际通信枢纽能力，助力面向南亚

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 

——打造创新应用支撑体系。基本形成一体化数据中心体系，

建成一批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重点基础平台，行业

协同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构建传统基建升级样板。交通、能源、物流、水利等数

字化、智能化改造持续深化，补齐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发展

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形成新基建行业融合示范标杆。有效激发经济社会发展

内生动力，产业转型升级、社会事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

台阶。 

二、重点任务 

（一）构建高速泛在优质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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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造 5G 网络。加快工业园区、矿山、煤矿、物流园区等

5G 网络覆盖，在采煤、采矿等高危环境下推广“5G+无人作业”

应用，打造烟草、先进装备制造、有色等领域“5G+工业互联网”

应用。推动 5G 网络在医院、学校、交通枢纽等重点场所连续覆

盖，加快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自动驾驶、智慧交通等应用建设。

围绕 4A 级以上景区、特色小镇等部署 5G 网络，推进“5G+智慧

旅游”应用落地。到 2022 年，全省 5G 基站数量达 8 万个，5G

融合应用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打造数字工厂、无人车间、

无人生产线、无人采矿、自动驾驶等 20 个重点应用场景。 

2.补齐网络短板。实施 4G 补盲提速工程，推进农村偏远地区、

自然村、边境沿线、大滇西旅游环线等区域 4G 网络深度覆盖和

扩容提速。开展老旧小区百兆光纤网络升级改造，推动光纤宽带

网络向乡镇和农村地区延伸覆盖，对现有百兆以下固定宽带用户

升级提速至百兆，加快建设千兆宽带。推进国家级与省级干线融

合，增加光缆出省方向和路由，提高网络承载能力和互联网省际

出口带宽。统筹推进全省基础网络、终端、应用平台 IPv6 改造升

级。加快有线电视宽带网络建设。到 2022 年，新建 4G 基站及室

内分布系统 4 万个，滇中城区、重点旅游地区、其他地区移动网

络下行平均速率分别达 600Mbps、500Mbps、300 Mbps，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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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村（20 户以上）4G 网络有效覆盖率超过 90%。云南互联网出

省总带宽达 35T 以上，重点区域千兆宽带覆盖率达 100%，家庭

宽带普及率、百兆以上宽带用户占比达 100%，自然村百兆宽带

通达率超过 75%，互联网平台 IPv6 支持率达 100%。 

3.大力发展物联网。加大 5G 标准下物联网建设力度，按需新

建物联网基站，加快在高标准农田、工业园区、城市路网、社区

街道、水库、湖泊、水电站、自然保护区等布设低成本、低功耗、

高精度、高可靠的智能传感器。到 2022 年，实现全省县级以上

城市主城区普遍覆盖、重点区域深度覆盖，在网终端设备达 600

万台。 

4.提升国际通信服务能力。推动昆明国际通信出入口局从语

音、数据专线和互联网转接业务向全业务拓展。积极争取建设国

家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和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试点。推动根服

务器镜像节点建设，构建云南域名生态体系。推动昆明、德宏等

州（市）建设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到 2022 年，昆明国际

通信出入口局汇聚能力进一步增强，区域性国际通信枢纽初具规

模。 

（二）打造数字创新应用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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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设立工业互联网公共基础支撑平台，

承载设备连接，汇聚数据资源，支撑应用开发。构建全省统一的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在昆明打造省级节点，推广到其他州

（市）和各行业。通过电网建设绿色能源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

开展现场设备运行监测、故障预警、性能优化，支撑智能调度、

预测及运营决策。围绕烟草、有色、钢铁、先进装备制造、生物

医药、绿色食品等建设行业平台，为企业提供规范、开放的集成

应用服务和协同制造支撑。到 2022 年，建成 10 个行业工业互联

网平台。 

6.建设区块链技术云平台。打造云南省区块链基础服务平台

与服务网络，提供集成开发环境，支持区块链应用快速上线、降

低开发运营成本。推广使用“孔雀码”。加快建设重要产品溯源、

金融服务、税务、物流、医疗、跨境贸易等重点领域的区块链行

业应用平台。到 2022 年，全面建成云南省区块链基础服务平台，

打造 50 个区块链应用。 

7.发展人工智能应用支撑平台。推进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多

语言人工智能应用及产业化基础能力服务平台，推动多语言技术

与制造业、出口加工业融合。重点在旅游、能源、物流、先进制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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