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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移动通信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各自走过了 37 年与 64 年的

历程。从早期的独立演进到第五代移动通信开始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发展，
人工智能不仅促进了网络自身的智能化发展，5G 与人工智能已被业界视
为最新的一组通用目的技术组合，对垂直行业的发展起到提振生产力与赋
能作用。本文首先介绍了移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各自早期发展路线，并对人
工智能与通信技术在 3G 到 5G 阶段开始进行融合发展做了重点回顾。针
对通信人工智能，本文详细阐述了人工智能技术在移动通信生态系统中各
领域当前发展情况，包括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管理与运营、电信业务
管理、跨领域融合智能化、垂直行业与专网等，并总结了通信国际标准组
织对人工智能技术在移动通信系统中的分级定义与演进路线。面向下一个
十年，本文展望了通信人工智能未来发展路线与演进趋势，并结合 3GPP
与 ITU-R 的 5/6G 时间表，前瞻性探索了基于 3GPP 和 O-RAN 路线的网
络智能化，基于体验感知与意图的网络管理与运营系统的发展，网络 AI
信令体系，面向智慧中台演进的电信业务与支撑体系，跨领域融合的智能
化体验管理与策略管理，SLA 往 ELA 的演进，以及面向垂直行业的智能
专网等。本文最后建议行业形成共识，在下一个十年中全面加速推进人工
智能在通信生态领域的发展。 

关键词— 人工智能，移动通信，5G，通用目的技术，网络智能化，
随愿网络，AI信令体系, 意图网络 

Abstract— It has been an exciting journey since the mobile 
communication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conceived 37 years and 64 
years ago. While both fields evolved independently and profoundly 
changed communications and computing industries, the rapid convergence 
of 5G and deep learning is beginning to significantly transform the core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network management and vertical 
applications. The paper first outlines the individual roadmaps of mobile 
communication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early stage, with a 
concentration to review the era from 3G to 5G when AI and mobile 
communications started to converge. With regard to telecommunication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paper further introduces in detail the progres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ecosystem of mobile communications, including 
network infrastructure, network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busines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intelligent applications towards BSS & OSS 
convergence, verticals and private networks etc. The paper then 
summarizes the classifications of AI in telecom ecosystems along with its 
evolution paths specified by various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ization bodies. Towards the next decade, the paper forecasts the 
prospective roadmap of telecommunication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line 
with 3GPP and ITU-R’s timeline of 5G & 6G, 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network intelligence following 3GPP and O-RAN routes respectively, 
experience and intention driven network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network AI signaling system, intelligent middle-office based BSS, 
intelligent customer experience management and policy control driven by 
BSS & OSS convergence, evolution from SLA to ELA, and intelligent 
private network for verticals. The paper is concluded with the vision that 
AI will reshape the future B5G/6G landscape, and we need pivot our R&D, 
standardizations, and ecosystem to fully take the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Index Term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bile Communications, 5G, 
Network Intelligence, Intent based Networking, Network AI Signaling 
System. 

I. 移动通信与人工智能 
移动通信技术的商用发展已历经了 37年的岁月。从 1983年

10 月贝尔实验室与摩托罗拉大规模商用第一代模拟语音通信技
术 AMPS (Advanced Mobile Phone System) 作为发展原点，到 1991
年世界主流的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 GSM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实现全数字化语音，以及演进到 2001年
的第三代 UMTS (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 通
信技术支持语音与移动数据业务；到 2008年至今全球大规模商用
的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 LTE (Long Term Evolution)支持全 IP (All 
Internet Protocol) 化的高清语音与高速移动数据业务；最终发展到
2018年第五代移动通信 5G (the 5th Generation) 技术全世界开始逐
渐商用[1]。这 30余年移动通信 5个代际发展历程中，移动通信
本身实现了从模拟到数字，从语音到语音与数据业务并重，从电
路交换到 IP化，从封闭通信生态系统到赋能垂直行业的技术与生
态发展演进。在移动通信发展的早期，尤其是从 1G 到 3G (The 
Third Generation)发展的初期阶段，移动通信网络与业务的生态体
系还在不断进行完整性构建中。直到第四代移动通信生态系统基
本实现了网络系统全 IP化、支持语音与数据业务、并开始向垂直
行业赋能的尝试后，业界开始提出移动通信网络自动化与智能化
的需求与发展理念。伴随着移动通信网络本身变得日益复杂化以
及通信业务生态变得日益多样化的特征，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和业
务系统中需要面对诸多复杂场景，例如无法用仿真模型模拟的极
其复杂的无线环境、指数级的 IP交换与路由控制选择、主动性的
网络支撑与业务保障、一客一策与一刻一策的网络个性化服务等，
远超出传统的人工规则预定义与执行的处理与管理能力，因此当
前的通信系统中需要有一套自动化、智能化的体系和手段来保障
网络与业务的运行与发展。 

第三代移动通信自 2001年商用以来到 2020年第五代移动通
信的广泛商用，过去的 20年中移动互联网与数据业务得到蓬勃发
展，通信生态系统中产生海量的大数据，为人工智能在通信领域
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了天然的、高质量的数据源。而在 2006年伴随
着 Hinton等提出的深度学习，标志着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三次浪潮
的兴起[2]。传统机器学习中的监督学习、非监督学习、增强学习
以及人工智能中的神经网络以深度学习的形式在通信领域各种场
景中都有所应用。我们在 IEEE Explore数据库中查找通信人工智
能领域的学术成果，用“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等关键词搜索的学术论文数量，2006年至今的
15年是相比于 2006年之前 15年的 6.42倍。由此可见自 2006年
开始的第三次发展浪潮，人工智能与移动通信行业的融合应用进
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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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通信技术演进路标和 AI 技术演进路标对比 

 
通用目的技术 GPT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通常指那些

可以对全球或者国家经济体产生影响的技术。GPT有希望通过影
响既有经济和社会结构来显著的改变社会[3]-[5]。经济学家
Richard Lipsey和 Kenneth Carlaw早在 2005年就把人工智能等 24
种技术定义为通用目的技术 GPT[6]。从 2018年开始至今，各国
政府与学术组织逐渐开始将 5G 视为新一代的通用目的技术[7]-
[10]。GPT 的显著特征在于对各种行业具有技术扩散性与赋能，
并为垂直行业的研发与创新提振了生产力[5]。5G 与人工智能很
明显具备这样的特征，因此，5G与人工智能普遍被各国和工业界
视为 21世纪最新的一组通用目的技术被采纳。 

自从 2018年 5G逐渐商用以来，有不少文献[1][11][12]以调
研或者实证研究形式探索人工智能在 5G的应用，大多以AI从 5G
物理层、MAC (Medium Access Control) 层、网络层、应用层的应
用案例做综述，或以某一研究问题做仿真或者数据分析进行田野
实验或者实证研究。然而，目前业界仍然缺乏并需要从第五代移
动通信以及 B5G (Beyond 5G) 生态系统发展的角度，对移动通信
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发展做整体的综述和前瞻性的展望。本文
作者们希望将第五代移动通信与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组通用目的
技术的融合应用发展作为主线，对人工智能在当前 5G 国际技术
标准、5G网络与业务生态系统的“注智”与“融智”做系统性综
述，并对未来 10年移动通信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演进做出前瞻
性论述。 

II. 移动通信与人工智能的发展路线 
移动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在各自的早期阶段有着鲜明的、各

自独立的发展路线。移动通信技术从 2G到 5G的发展，工业界基
本以 3GPP (The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作为事实技术
标准的一条主线进行演进，以 ETSI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ITU (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O-RAN (Open RAN Alliance) 等其他技术标准作为旁线补
充。从 2008年，以自组织网络 SON (Self-Organizing Networks) 技
术作为一个显著标志，3GPP 开始逐渐将人工智能理念引入移动
通信网络的技术标准中。 

A. 人工智能的历史发展路线 
人工智能技术的雏形最早出现在 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

提出了“人工智能”一词[13]，同年 Arthur Samuel提出了机器学
习理论，如图 1所示。20世纪 70年代中叶，以仿生学为基础的
研究学派逐渐火热，专家系统、神经网络等技术获得了高速发展
[14]。在此之后，人们开始尝试研究具有通用性的人工智能程序，
却遇到了严重的阻碍，陷入停滞而进入发展的“寒冬”期[15]。
1997年，“深蓝”的成功让人工智能的发展又提上日程。随着算
力的增加以及互联网普及带来的海量数据，人工智能的瓶颈被打
破，为基于大数据的深度学习与增强学习提供了发展的可能。21
世纪初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从“感知”走向“认知”，特别
是在语音处理、本文分析、视频处理等深度学习技术方面取得重
要进展。  2012 年，Hinton 发表了一个设计精巧的卷积网络
AlexNet[16]，它在传统的卷积网络中加入了 ReLU, Dropout处理
方法，并将网络结构拓展到更大规模，极大降低了图像识别的错
误率。自然语言处理 NLP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技术在
2013年取得了重大进展，Hinton组使用了 RN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做语音识别的工作，图灵奖获得者 Yoshua Bengio在同
一年提出了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语言模型 word2vec 用于文本分
析，两种技术识别效果比传统方法显著提高。2014年诞生的生成
对抗网络技术 GAN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受到学术、
工业届的格外关注[17]，最新的 GAN算法在图像生成领域的逼真
效果已经达到人眼难以分辨的程度。深度强化学习模型 DQN 
(Deep Q-Network) 于 2015年发表在 Nature杂志上，标志着强化
学习与深度学习的里程碑[18]。2016 年，结合了深度神经网络、
强化学习、蒙特卡洛树搜索树的 AlphaGo由谷歌 DeepMind开发
成功，并成功战胜多名围棋冠军。2018年底，谷歌发布一种双向
语言模型 BERT (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19]，这打开了深度学习在 NLP 应用的“潘多拉魔
盒”，在业界引起了极大关注和广泛应用，成为 NLP技术发展的
一个重要阶段。2020 年，Open-AI 在 GPT(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体系下, 开发出拥有着 1750 亿的参数量的预训练模
型 GPT-3，成为了目前 NLP领域最强的通用语言模型，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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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文本填空等应用任务中表现出了接近人类的能力[20]。近五
年来，数据隐私安全逐渐引起全球重视[21]，数据孤岛效应成为阻
碍大数据融合和人工智能发展的“绊脚石”，为了重建行业数据
生态，2017 年底，“联邦学习”技术由谷歌率先提出[22]，以一
种分布式加密机器学习的思想打破“数据孤岛”僵局。2018 年，
为了满足工业数据联合需求，微众银行提出了一种工业级的联邦
学习框架 FATE，实现了工业联邦学习的新范式。2020年底，工
业联邦学习国际标准 IEEE P3652.1发布，标志着行业“融智生态
联盟”正式落地开启。 

B. 通信人工智能的历史发展路线 
受算法、算力、需求等方面的影响，早期的移动通信系统例

如 AMPS，GSM等未涉及人工智能的应用。但基于数据模型和仿
真的分析方法已经用于网络规划与优化。1968 年，Yoshihisa 
Okumura提出 Okumura模型，基于实测数据对真实的无线信道进
行数据建模与仿真，可以看作是移动通信系统早期应用数据科学
算法的雏形[23]。1980 年，Masaharu Hata 提出 Hata 模型，对
Okumura模型进行优化[24]。如图 1所示，1999年，3GPP正式把
COST Walfish-Ikegami 等信道模型纳入到 3G 射频系统场景的规
范中[25]。后期随着无线蜂窝技术的发展，涌现出更多的无线信道
建模与仿真算法[26]-[28]。 

3GPP于 2008年开始定义自组织网络 SON功能[29][30]，随
后通信界开始探索各种人工智能算法对 SON的应用。初期主要是
利用遗传算法、进化算法、多目标优化算法等分布式优化算法对
网络的覆盖和容量进行优化[31][32]。机器学习已被 SON领域广
为接纳用于网络实现自组织、自配置、自优化、自治愈的关键方
法[33]。然而，通信人工智能真正的飞跃性发展始于 2017年。 

2017年 2月，3GPP 服务和系统第二工作组 SA2 (Service & 
System Aspects Working Group 2)开始研究 5G核心网的智能化网
元 :网络数据分析功能 NWDAF (Network Data Analytics 
Function)[34]，例如用户设备 UE (User Equipment) 级的移动性管
理，如寻呼增强和基于 UE 移动性模式预测的连接管理增强等； 
5G 服务质量 QoS (Quality of Service)增强，如用户 QoS 参数配置
优化；  网络负载优化，如基于网络性能预测的用户面功能
UPF(User Plane Function) 选择等。同月，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
成立了体验式网络智能 ENI (Experiential Networked Intelligence)
工作组，专门研究体验式感知网络管理架构、用例、术语等[35]。
2017年 6月，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CCSA (China 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Association) 启动了人工智能在电信网络中的应用课题
研究[36]。2018年 2月，开放无线接入网络联盟 O-RAN Alliance 
(Open Radio Access Network Alliance) 成立，开始制定无线人工智
能的框架，用例，流程和接口规范[37]。2018年 6月，3GPP 无线
接入网第三工作组 RAN3 (Radio Access Network Working Group 3)
开始研究无线侧的数据采集机制[38]。电信管理论坛 TMForum 
(Telecom Management Forum)也开始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催化剂
工作。2018年 8月，3GPP SA5开始 5G SON相关课题研究[39]。
2018年 10月，3GPP SA5开始人工智能研究，定义了一个新的管
理面功能: 管理数据分析功能 MDAF (Management Data Analytic 
Function )[40]。2019年 6月，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分局研究 13
组 ITU-T SG13 (ITU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Sector 
Study Group 13)启动机器学习用例的研究[41]。同月，全球移动通
讯系统协会 GSMA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开始了智能自治网络案例的白皮书工作[42]。2020年
6月，3GPP SA5开始启动网络自动化分级的研究课题[43]。同月，
中国移动联合亚信科技首次在 3GPP R17标准中正式引入联邦学
习概念，形成联邦学习在 5G 领域的第一个全球国际标准[44]。

2020年 7月 R16正式冻结之后，3GPP RAN3, , SA5针对新的 R17
版本将继续推进人工智能相关的NWDAF, MDAF, QoE (Quality of 
Experience) 等标准化课题研究。 

III. 通信人工智能的发展 
通信的本质，在于通过各种通信技术，例如移动通信、卫星

通信、固定网络通信等将信号中封装的信息从出发点传到目的地。
衡量通信质量的标准是信息是否可以在发送端到接收端可以精确、
完美的复现。人工智能，相对于由人和动物表现的自然智能，使
计算机或机器模拟人类思维与认知，例如“学习”与“解决问题”
的能力，同时去感知环境，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以概率最大化的
期望去成功实现预设的目标[45][46]。通信与信号处理系统基于精
密的数学模型进行构建。而人工智能中的深度学习使人工过程能
够从数据中吸收知识并做出决策，而无需进行明确的数学建模与
分析。如果过于精巧和优雅的数学假设，通信系统在现实应用中
容易脱离实际。而人工智能或深度学习如果应用于通信系统，其
过于黑盒化的学习过程，又容易使得通信与信息模型的构建缺乏
物理意义。好在通信系统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层级自治并标准化定
义的接口实现互联互通形成完整的系统。例如信号处理系统的发
射机和接收机可分解成为不同处理单元，负责各自的功能，例如
信号编解码，信道编解码，调制、解调、除噪等。非常类似于今
天 IT系统中的微服务概念。尽管这种系统架构不是全局最优，但
其优点在于将各子系统做独立分析和优化，从而形成整体稳定的
系统。现代移动通信系统经过 30多年的发展，效率和性能已经非
常优秀，已逼近香农极限。区别于传统的分层自治方式，如果利
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将通信系统考虑成为一个整体模型进行分
析与优化，有可能将通信系统智能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本章将介绍人工智能在通信生态系统里各个领域的发展和应用，
以及通信国际标准组织对当前通信人工智能发展定义的分级体系。 

A. 通信人工智能在移动网络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 
人工智能在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在本章分为无线接入

网、核心网、传输网、终端这四方面进行阐述。 
• 无线接入网 

无线接入网的物理载体是基站。5G 基站分为中央单元 CU 
(Central Unit)和分布式单元 DU (Distributed Unit)，类似传统的基
带单元 BBU (Base Band Unit)，通过光纤与有源天线单元
AAU(Active Antenna Unit)连接。AAU 包含了传统的射频拉远单
元 RRU(Remote Radio Unit)和天线功能，即有源射频部分与无源
天线整合为一体。人工智能面向无线接入网中的 CU，DU，AAU
从物理层、 MAC层、网络层目前都有所应用[47]。 

其中在物理层与数据链路层，典型的 AI应用包括利用深度
学习或强化学习算法来评估与预测信道质量、OFDM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符号在接收端的检测、信道编解
码、动态频谱随机接入等功能。其中信道质量评估利用例如 DNN 
(Deep Neural Network)算法对有限导频信号做分析，帮助Massive 
MIMO系统推测出完整、准确的信道状态信号 CSI (Channel State 
Information)。OFDM符号在接收端的检测通常依赖于接收器利用
最大似然估计进行评估，但该方法对 CSI误差和模型本身的准确
性非常敏感。因此[48][49]尝试了 DNN算法，表明结果超越了传
统的 MIMO 符号检测方法。5G 信道编解码中，数据信道使用
LDPC (Low-Density Parity-Check)码，控制信道使用 Polar码。其
中 Polar码需要耗费多重的迭代收敛后到达优化性能，而 LDPC码
的在大块 Block或者噪音恶劣下解码的复杂度较高。因此各种基
于 CNN，DNN，及强化学习的解码算法[50]-[53]，呈现出优秀的
性能、质量以及较小的计算代价。动态频谱随机接入领域以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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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尝试基于强化学习的 DSA 策略 (Learning-based Random 
Access and Dynamic Spectrum Access)来保证大规模终端的动态频
谱接入。 

面向无线接入网的应用层，3GPP 定义了 SON 的标准体系
[54]-[64]，旨在实现无线网络的自配置，自优化，自治愈。3GPP
虽然没有指定或建议任何统计或者数据科学算法，但建议了一系
列智能化的 SON应用场景：网络覆盖与性能优化 CCO (Coverage 
and Capacity Optimization)，节能 ESM (Energy Saving Management)，
天线角度远程控制 RET (Remote control of Electrical Tilting 
Antennas), 干扰减轻 IR (Interference Reduction)，小区 ID自动配
置 ACPCI (Automated Configuration of Physical Cell Identity)，移动
性 稳 健 性 / 切 换 优 化 MRO (Mobility Robustness/Handover 
Optimization)，移动性负载均衡 MLB (Mobility Load Balancing)，
随机接入优化 RACH Optimization，邻区关系自动化 ANR 
(Automatic Neighbor Relation)，跨小区干扰优化 ICIC (Inter-cell 
Interference Coordination)，随机接入信道优化 RACO (Random 
Access Channel Optimization)，负载均衡优化 (Load-Balancing 
Optimization)，自治愈(Self-healing functions)，小区停服检测及补
救(Cell Outage Detection & Compensation),以及路测最小化 MDT 
(Minimization of Drive-Tests)等。从 2008年第一个 3GPP SON标
准至今，[65]-[85]业界的科学家们尝试了多种数据科学算法，旨在
利用人工智能方法来实现上述多个 SON的应用场景。SON在 3G
到 5G时代发展的 12年中整体发展的较为平淡。通信标准制订者
的美好愿望在于通过 SON，把自动化、智能化的基因注入移动通
信网络架构本身，无论通过分布式部署 D-SON (Distributed-SON)，
集中式部署  C-SON(Centralized-SON)，还是混合部署 H-SON 
(Hybrid-SON)的方式。传统通信设备商更希望 SON变成自己网络
基础设施紧耦合的一部分，因此传统设备商的 SON都是大多支持
自身无线网络设备。通信运营商更加希望在自己的无线接入网中
部署一套厂商中立、技术中立的智能化 SON系统。新兴的 SON 
Startup 公司愿意与通信运营商站在一起致力于发展网络中立的
SON技术，但又苦于无线设备厂商在功能接口、数据接口设置的
封闭性和非标准性，在商业化进程中很难实现 3GPP SON的愿景。
产业界比较标志性的事件是 Cisco在 2013年 2月以 4.75亿美金
收购了以色列的 Intucell，后者当时是一家专注 SON的电信软件
明星公司。经过 7年的惨淡发展，Cisco在 2020年 6月仅以当时
收购价的 10%，即 5千万美金卖给了印度的 HCL公司。世界排名
第一的电信软件公司 Amdocs在 2013年 11月以 1.29亿收购了美
国的 SON初创公司 Celcite，但在随后美国 Top-2的移动运营商
Verizon和 AT&T的 SON商用进程中，也没有取得预期的商用市
场份额。美国移动通信运营商在近 5年也逐渐采取自研的模式在
无线接入网的智能化领域进行尝试。例如 Verizon 在 2015 年与
Cisco和 Ericsson联合部署的 SON系统逐渐被自有的 V-SON系
统所取代。 
• 核心网 

人工智能在移动通信核心网领域的发展在 5G时代取得了重
大进展。3GPP SA2 在 2017 年 2 月定义了网络人工智能网元
NWDAF，这是移动通信从 1G到 5G以来第一次在核心网络架构
里定义、标准化、并要求部署网络人工智能网元。如图 2 (a) 所示，
该网元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算法与通信技术协议相融合，对 5G 核
心网络的移动性管理，网络服务质量 QoS，以及 5G核心网其他
网元例如 UPF等进行智能化的管理、优化与提升网络质量与体验。
目前，中美运营商正在对 NWDAF在 5G SA的商用进行功能测试
中。 

相对于 3GPP，O-RAN是另一条新兴技术赛道。2018年开始
O-RAN联盟制定基于AI的无线智能控制器 RIC (AI-enabled RAN 

Intelligent Controller)， 并 与 核 心 网 管 理 与 编 排 MANO 
(Management & Orchestration)功能紧耦合，因此我们把 RIC放在
核心网章节阐述。如图 2 (b) 所示，RIC分为非实时 Non-RT RIC 
(Non-Real Time RIC)和准实时 Near-RT RIC(Near-Real Time RIC)。
准实时 RIC下沉在无线接入网侧通过 E2接口与 CU/DU相连。准
实时 RIC的功能包括利用 AI的能力进行无线资源管理，移动性
管理，无线连接管理，切换管理，无线 QoS管理等。非实时 RIC
则定义在核心网 MANO体系中，通过 A1接口与准实时 RIC连
接。其主要功能在于基于 AI的业务与策略管理，高层业务流程优
化以及帮助准实时 RIC离线训练 AI模型等。O-RAN的 RIC目前
还正在标准完善和早期试验中。相对于 3GPP NWDAF，O-RAN 
RIC离成熟商用还有较大差距。 
 

 
(a)  

 

 
(b) 

 
图 2. (a) NWDAF 和 (b) RIC 架构图   

• 传输网 
传输网是通信网络的基础，负责在物理上连接各个网络节点，

将数据传送到目的地。由于光通信具有大带宽、稳定、损耗低等
特点，目前主流的传输技术是通过光网络这样的载体进行通信。
光传输网络的发展经历了准同步数字传输体制 PDH 
(Plesio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86]、同步数字体制  SDH 
(Syn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87]、多业务传送平台 MSTP 
(Multi-Service Transport Platform)[88]、波分多路复用 WDM 
(Wavelength Division Mulplexing)[89]、自动交换光网络 ASON 
(Automatically Switched Optical Network)[90]、光传送网 OTN
（Optical Transport Network）[91]技术的发展和革新。为了实现网
络流量的灵活控制，更好地支持业务传输需要，近几年业界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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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探索将 SDN引入光网络，实现软件定义光网络 SDON (Software 
Defined Optical Networking)[92]。SDON继承了 ASON动态恢复
业务中断的特点，但同时也致力于保障网络容量和业务可靠性。
另外，由于降低运营成本的需要，提供光网络组网的自动化及智
能化水平，光网络需要跟大数据、人工智能、云网融合等技术结
合起来，实现光网络的智能化管理。这也引入了认知光网络 CON 
(Cognitive Optical Network) 的概念以及业界的探索[93]。按照欧盟
资助的 CHRON (Cognitive Heterogeneous Reconfigurable Optical 
Network)的项目目标[94][95]，认知光网络的核心是认知决策系统 
CDS (Cognition and Decision System) ，负责管理传输要求和网络
事件。控制和管理系统 CMS (Control and Management System) 负
责控制和传播相关指令，如图 3所示。目前 SDON/CON与人工智
能的结合上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例如预测故障、减少恢复时
间、改进光的信噪比等[96]。 

 

 
图 3 认知光网络的系统结构 

另一方面，第 4版互联网协议 IPv4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 向第 6版互联网协议 IPv6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的演进重
点解决地址空间、网络传输的 QoS保障等诸多问题。为了满足 5G
场景的需要，构建基于 IPv6的智能 IP网络也是承载网的发展趋
势。如何实现灵活的网络路由、保障承载网的网络切片 SLA 
(Service Level Agreement)、确定性网络传输，需要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进行保障。例如，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对 IP网络的意图进行
识别和判断，针对性保障网络体验。但总体而言，目前 IPv6网络
和人工智能的结合还处于初始探索阶段，业界希望可以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对全网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及时发现网络的问题和风
险，智能化地识别网络异常；可针对发现问题进行故障的根因定
位并且产生相关的最优策略。为更好地实现智能化 IP网络，还需
要引入分段路由 IPv6, SRv6 (Segment Routing IPv6)、随流检测等
技术[97][98]，对网络进行感知和灵活的路由配置，将 IPv6 技术
升级到 IPv6+。目前业界相关的研究还在处于探索阶段。 
目前云网边端的资源分配和存储算力资源使用相对独立，例

如在云服务器进行复杂的人工智能应用，在终端进行简单、轻量
化的人工智能应用。随着 SDN/IPv6/IPv6+等技术的发展，业界致
力于实现算力网络与 IP网络的融合、云网融合等全新的架构。在
这个过程中，目前还存在诸多的技术难题，例如如何实现最优的
路由、如何最优地分布算力、如何保障算力的服务质量，这就需
要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克服难题。目前相关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 终端 

基于终端的人工智能包括终端和芯片的智能化。终端操作系
统本身和应用层的 App已有一些智能化应用发展，而我们重点关
注的基于终端的人工智能对于网络基础设施的赋能目前还在早期
发展阶段。比较典型应用是终端芯片采集的性能数据汇报给 SON
系统或者网络管理系统 OSS (Operation Supporting System)，利用
这两个部件的网络人工智能分析引擎，进行无线网络智能优化。
在 3GPP标准里，由 3GPP SON中的最小化路测 MDT来体现，该
内容在无线接入网章节中已有介绍。 

总体上，人工智能在通信网络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在 3/4G
时代较为平淡，而在 5G 时代实现了加速发展。随着 3GPP 的
NWDAF，ORAN的 RIC，和欧盟 5G-MoNArch (5G Mobile Network 
Architecture) 项 目 组 的 RAN-DAF (RAN Data Analytics 
Function)[130]的逐渐成熟以及商用进展加快，人工智能将进一步
深度融入 5G及 B5G的网络架构中并以独立网元和网络功能实体
的形式存在并长期演进。同时我们也看到人工智能的数学模型和
移动通信领域知识还相对独立，当前很多数学模型结果还缺乏在
通信层面有物理意义的解释，两者需要进一步做深度融合增强人
工智能在通信物理网络应用上的可解释性。传统通信设备商也需
打开数据接口黑盒，进一步开放与标准化数据接口，帮助运营商
构建中立(Vendor Agnostic)的智能化网络基础设施。 
B. 通信人工智能在网络管理领域的发展 
人工智能在网络管理领域的发展，在本章分为MDAF, ENI引

擎和网络运维支撑系统 OSS三部分描述。 
• MDAF 

 
(a) 

 

 
 (b)  

 
图 4. (a) 3GPP R16 定义的 MDAF 以及服务对象[100]和 (b) 3GPP R17 定

义的 MDAF 架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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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 (a)所示，3GPP SA5在R16开始定义网管智能化功能，
例如管理数据分析功能MDAF，通过进行数据分析，帮助管理系
统设置合理的网络拓扑参数进行网络配置，保障服务质量。网络
根据MDAF提供的分析结果进行合理的配置后，控制面和用户面
可做进一步参数调整，提高用户体验。对于 OAM (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Maintenance) 管理系统，关键的步骤为业务需
求分析，提供什么信息给MDAF。例如网络切片的通信服务管理
功能 CSMF (Communication Service Management Function) 将客户
的 SLA翻译成通信服务需求，利用 MDAF的分析能力判断此需
求是否与现有的切片实例匹配，通过选择最优的切片实例进行切
片 SLA保障[99]。 

MDAF在管理面也可以为 SON赋能，如图 4(a) 所示。 MDAF
利用采集的管理面和网络数据，进行相关的分析，实现第 III节 A
中描述的各种 SON功能。但是MDAF在 R16的标准，例如接口、
采集的数据信息定义、流程等定义均不完善，较难在当前 5G 网
络中应用部署。针对 R16的问题以及新场景，3GPP开始在 R17
对MDAF进行增强，除了完善 R16功能外，对覆盖增强、资源优
化、故障检测、移动性管理、节能、寻呼性能管理、SON协作等
场景进行定义与完善[100]。R17中定义的MDAF与服务对象关系
如图 4(b)所示。MDAF 在 R17 中的服务架构更复杂，并且与
NWDAF如何协作也还没有最终确定，其 R17的技术标准还在进
行中。MDAF目前在中美运营商的 5G网络管理系统中都还没有
实现商用部署。 
• ETSI ENI 

ETSI 于 2017年定义了 ENI系统，做为一个独立的人工智能
引擎为网络运维、网络保障、设备管理、业务编排与管理等应用
提供智能化的服务[35]。如图 5 所示，ENI 包含 Context-Aware, 
Knowledge Management, Cognitive Processing, Situation-Aware, 
Model-Driven, Policy Management等人工智能相关的知识管理、模
型管理、策略管理模块。通过数据处理和正则化 (Input Processing 
and Normalization)，对原始数据进行清理和特征处理，然后通过
内部的 AI模块处理后，向 OSS、BSS (Business Supporting System)、
用户、系统应用、编排器、基础设施等服务对象提供相关的策略
或者指令。De-normalization and output Generation将 ENI产生的
策略或者指令进行翻译，输出服务对象能够理解的语言。 

 

 
图 5 ENI 功能架构[101] 

目前 ETSI ENI还在持续演进 ENI的功能，定义更多高级的
应用，例如基于意图网络的节能[101]、数据机制[102]、ENI与运
营商系统的匹配[103]等。目前相关的工作还在继续中。针对 ENI
定义的功能和应用场景，国内外运营商尝试了相关的试点项目，
在切片管理、用户体验优化、无线能量优化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104]。例如在[105]展示的试点报告中，UC3M、三星和意大
利电信等公司展开合作，通过 ENI对切片资源进行弹性管控，可
以很好地控制端对端时延、服务创建时间、系统容量等性能。在

[106]展示的报告中，中国电信、亚信科技、北京邮电大学等合作，
将 ENI用于基于意图的用户体验优化，提高用户体验管理。目前
ENI 尚未作为一个单独的人工智能系统或者网元在 5G 网络或者
网管系统中部署，但其定义的很多功能以解耦的形式在全球运营
商的网管体系内开始有所应用。 
• 网络运维支撑系统 OSS  

  网络运维支撑系统通常被定义成一种软件功能使得通信运
营商能够对其网络及其应用进行管理。一个 OSS系统通常至少具
有五大功能: 网络管理系统 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s，业务交
付 Service Delivery，业务执行 Service Fulfillment，其中包括网络
资源Network Inventory与网络激活与开通，Network Activation and 
Provisioning，服务保障 Service Assurance，客户服务 Customer 
Care[107]。人工智能在 OSS领域的早期发展也非常缓慢。在上世
纪 70年代，OSS绝大多数工作还通过手工与人工干预进行。到了
80年代，随着 Unix系统和 C语言的兴起，贝尔体系开始开发 OSS
系统，早期较有名的 OSS系统包括 AMATPS (Automatic Message 
Accounting Tele-Processing System), CSOBS (Centralized Service 
Order Bureau System), EADAS (Engineering and Administrative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SCCS (Switching Control Center System), SES 
(Service Evaluation System) 等。人工智能在这些早期系统里没有
任何应用。  到了 90 年代，国际电信联盟 ITU-T (ITU -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Sector) 在其电信管理网络
TMN (Tele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Network) 模型中定义了
OSS的4层新架构：商业管理BML (Business Management Level )，
业务管理 SML (Service Management Level)，网络管理 NML 
(Network Management Level)，以及网元管理 Element Management 
Level (EML)，随后 FCAPS (Fault, Configuration, Accounting, 
Performance, Security)作为一个新模型被引入对这四个层次进行
管理。在 TMN的商用进程中，人工智能也鲜见身影。2000年以
后随着 TMForum的 NGOSS (New Generation Operations Systems 
and Software)项目和 eTOM (enhanced Telecom Operation Map)架
构的发展，通信运营商的 OSS架构体系相对来说有了相对较为标
准化的指导标准。人工智能的应用也有了相对稳定的框架和载体。
尤 其 是 对 FCAPS 中 的 故 障 管 理 F(Fault) 和 性 能 管 理
P(Performance)，人工智能在故障诊断、根因分析、性能预测等领
域开始有所尝试和应用[108]。 
 

 
图 6 TMF 定义的 OSS 属性 

  如图 6所示，2019年 TM Forum在 Future OSS的研究报告
中定义了未来 OSS由“数据驱动”，必须依赖人工智能，机器学
习，自动化，微服务，业务优化紧耦合，必须具备敏捷，自动化，
主动性，预测性，可编程性的特征[109]。在定义未来 OSS最重要
的 10个因素中，其中有 4个因素和人工智能紧密相关：自动化闭
环业务流程执行与保障，自动化闭环网络优化，AI驱动的客户互
动，AI驱动的网络优化。因此主流通信运营商也在面向 5G演进
的 OSS系统中逐渐嵌入了 AI平台或者功能模块以期待 OSS实现
智能化演进。如图 7所示，AT&T的 ECOMP (Enhanced Control, 
Orchestration, Management & Policy)[110]体系中在设计态定义了
基于 AI分析的业务设计工作室 Analytic Application Design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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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AT&T 定义的 ECOMP 

功能。运行执行态中 ECOMP 也定义了 DCAE (Data Collection, 
Analytics and Events)功能。DCAE提供基于 AI的实时 FCAPS功 
能，通过智能分析管理与编排业务，网络，资源，并实现自动化
闭环[111]。Verizon也把人工智能当作 BSS/OSS的必选功能，尤
其在用户网络与业务体验中得到了深入的应用[109]。 
 

 
(a) 

 

 
(b) 

图 8. (a) 5G 网络运维支撑系统和 (b) 5G 业务支撑系统 

中国的运营商在面向 5G OSS的系统构建中，在数据中台与
OSS核心功能模块之间插入一个新的平台或组件，命名为网络 AI
中台或者智能中台，用来承担网络人工智能的功能。在图 8(a) 中，
我们将中国三大通信运营商的 5G OSS网络中台体系抽象出了一
张技术中立的 5G OSS网络中台架构图，其中数据中台主要负责
网络侧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治理、数据共享等功能。网络
人工智能中台为满足 5G网络、业务、服务管理的智能化要求，以
数据中台的网络大数据为主要燃料，围绕网络生命周期中的规、
建、优、维等场景，不断构建、推理、发布、沉淀出网络 AI算法
模型，为 4/5G网络提供包括异常检测、容量预测、网络优化、根
因分析、告警预测、故障自愈、业务编排、感知优化等网络 AI功
能，全面提升 5G网络自动化与智能化能力。 

C. 通信人工智能在电信业务领域的发展   

  通信业务支撑系统 BSS提供了客户运营及服务的能力。如图 
8(b) 所示，TMF的 Frameworx体系中，BSS功能主要面向客户的
市场与销售、产品、客户、服务、资源、供应商与合作伙伴等多
个领域 [112]。BSS 领域的核心生产系统包括客户关系管理
CRM(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计费账务系统(Billing)、
经营分析系统 BI (Business Intelligence)、呼叫中心系统 CC (Call 
Center)等。全球主流运营商的 BSS系统均已非常完善，多数已完
成集中化、平台化建设。其中中国运营商在 BSS领域正引领基于
智慧中台的技术演进，即通过能力运营协同业务中台、数据中台、
技术中台、AI中台等中台系统完成面向最终用户与合作伙伴的 IT
服务与交互。其中 AI中台以人工智能算法为基础，通过场景化服
务能力封装，为业务过程注智赋能。截至目前，人工智能技术通
过 AI中台体系已经在 BSS域的营销、销售、客户体验、客户服
务、计费等多个业务领域及相应场景得到较好应用。 
• 市场营销 

该领域典型人工智能应用是客户营销智能推荐及运营决策
辅助。通过人工智能各类推荐算法模型和专家经验规则，形成有
针对性的推荐策略模型，依据客户特征输出最佳匹配策略。并在
此基础上，借助人工智能决策相关算法，汇集产品匹配度、价值
度、公司效益等因素构建综合决策模型，生成最佳运营决策，帮
助企业提高效益。适用场景包括：热门产品推荐、相关产品推荐、
个性化套餐推荐、合约推荐、数字化内容推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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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销售 
  该领域典型人工智能应用是利用人脸识别、OCR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等技术支持客户在营业厅业务受理的身份
认证稽核、销售协议签字认证、真实人物业务办理确认等场景。
而在政企客户销售过程中，利用人工智能的 OCR、图像识别技术，
支持业务录单环节企业信息自动化识别、政企业务印章识别实现
事前认证稽核、销售合同自动起草等场景。实现业务销售的智能
化、自动化，提升客户经理工作效率。 
• 客户服务 

  该领域典型人工智能应用是基于语音识别、意图识别、多模
态问答匹配、语音合成、语义处理、用户情感分析、标签多分类
预测、OCR等技术实现客户与智能机器人进行的语音交互、客户
情感实时监控；预测客户诉求，有效分配服务坐席；实时监听客
户问题，进行自动分类识别，自动检索知识库，辅助坐席回复问
题；基于客户语音声纹的身份认证；潜在投诉预测；客户服务过
程中的语音质量检查，进行智能量化评分；根据工单文本信息的
智能派单；知识库知识的自动生成；智能客户服务排班等。 
• 计费 

  该领域典型人工智能的典型应用是通过引用智能运维
AIOP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IT Operations)支撑计费系统应用
流程升级和配置修改上线的灰度发布，实现计费系统的故障发现、
故障诊断、故障自愈、故障预防等；结合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RPA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能力，支持计费系统日出账的自动化。
另外，基于多量纲的定价因子(带宽、时延、可靠性、精度、连接
数、容量、网络功能实例数等)与客户资料，利用 AI算法可以实
现智能定价，确定最优价格，以帮助 B2C企业获取最大利益。 

D. 通信人工智能在跨领域的融合智能化发展   

 任何一种电信业务都无法在OSS或 BSS单一系统中孤立运
营或运维。一体化贯穿的电信业务流程，演进中的技术中台体系
架构特征，以及业务与网络数据的融合分析运营，是驱动 BSS与
OSS系统进行深度融合的主要三大因素。通信人工智能在跨领域
的融合智能化发展也催生了多种应用场景与案例。 
• 客户体验管理 CEM (Customer Experience Management) 

  通信运营商的组织结构中，网络运维支撑与业务运营支撑通
常是相对独立的领域，其对应的生产系统 OSS与 BSS也相对独
立运营与演进。网络领域重点关注网络、网元的各项关键性能指
标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业务领域负责面向市场发展
新客户与新业务，以及存量客户服务。 通信运营商通常采纳 ITU
和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制定的服务
质量 QoS 体系用于其与客户签订的服务质量协议 SLA。传统的
QoS是以技术为驱动，以网络 KPI指标来定义服务质量传统 QoS
无法真实体现用户在使用网络业务的体验与感受，因此网络领域
中基于 QoS 体系的网络性能质量和和业务运营领域关注的客户
满意度、感知体验之间形成了一条“数字鸿沟”[113]，如图 9。CEM
作为网络与业务跨领域融合的一个新领域，借助人工智能技术，
将运营商的 QoS 服务质量体系向以用户为中心的体验质量 QoE 
体系演进，实现从网络 KPI指标为中心到以客户体验为中心的网
络业务服务转型[114]。  

 

 
图 9 性能与体验之间的鸿沟 

CEM 的核心在于利用人工智能结合心理学建立一套能准确
反应客户对通信网络与业务使用感知体验的算法模型体系，我们
称之为电信心理学算法，将网络体系的 QoS与用户体验的 QoE体
系进行量化映射，从而弥合网络质量与用户真实体验之间的鸿沟。
目前，常见的评估用户体验感知的方法有两种：净推荐值NPS (Net 
Promoter Score)和情感连接度评分 ECS (Emotional Connection 
Score)[114][115]。如图 10所示，NPS用来度量客户是否推荐某个
公司、产品、业务的可能性[115][116]。NPS基于客户反馈构建评
分指标体系，通过电话或问卷采访，调研用户对某个公司，某个
产品或服务的满意度，量化在 0与 10分的区间[115]。NPS相对
来说是一种被动、基于客户长期印象、静态的量化评估机制。当
前全球运营商中约有 7%使用 NPS度量客户满意度[117]。 

 

 
图 10. 指标体系对比：净推荐值 NPS 与情感连接度评分 ECS 

随着机器学习融合心理学的情感连接评分 ECS 模型出现，
传统 NPS 指标体系已过时。大量研究表明客户的情感连接评分
ECS是最接近衡量真实体验质量的指标体系[114]。不同于 NPS，
ECS 是主动和持续性的，如图 11 通过汇聚接入跨网络和业务领
域的多方面数据，并使用 ECS电信心理学算法不断学习可量化的
客户体验和各项指标之间的联系，并将事件结果映射到 ECS分数
中，从而及时发掘客户体验产生问题的根因，指导改进网络与业
务质量，达到提升用户体验的目标。亚信科技提出一套电信心理
学体验感知算法以及可量化用户感知体验的指数集[115]，通过对
通信领域用户级主观数据(例如 NPS 调研、客户投诉、主动拨测
等)和客观数据(例如语音通话、上网、高清视频业务、VR业务等
质量指标)进行海量数据机器学习，比对和校验各各地区之间的用
户数据差异性，进行 ECS 参数优化，再结合用户级通信、消费、
服务等多方面 360度行为画像分析，最终生成 ECS电信心理学模
型，用于即时性评价客户旅程中任何一刻、任何一地、任何一种
业务的瞬时体验质量。 

 

 
图 11 ECS 电信心理学模型 

通信人工智能在CEM的应用，在客户的全生命周期旅程中，
如图 13所示，以用户体验提升为收敛目标，评估用户的业务瞬时
体验质量，对体验下降的问题进行快速定位与诊断，把主动感知
与关怀的用户个性化策略贯穿其中，从而洞悉每一个用户在网络
旅程中的体验指标，并通过网络和业务系统向用户并通过网络和
业务系统向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从而实现 5G 网络个性化
NP(Network Pers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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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5G 专网的三种模式 

 
 

 
图 13 客户体验全生命周期视图 

 
• PCF+ (Policy Control Function+) 

 网络策略控制主要基于规则定义，在 4G LTE中网络策略控
制由策略和计费规则功能 PCRF (Policy and Charging Rules 
Function )实现[118]。3GPP从 R7开始引入 PCRF网元，对用户和
业务 QoS服务质量进行控制，为用户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并且能
为用户提供业务流承载资源保障以及流计费策略，实现基于业务
和用户分类的更精细化的业务控制和计费方式，以合理利用网络
资源。PCRF包含策略控制决策和基于流计费控制的功能，提供数
据流检测、门控、流计费的网络控制功能，能够以业务、用户、
位置、累计使用量、接入类型、时间等多个维度为触发条件，生
成管控规则。人工智能在 PCRF里没有得到应用，PCRF的策略规
则都基于规则配置为主。PCRF架构如图 14 (a) 所示，通过 Gx 参
考点与策略与计费执行功能 PCEF(Policy and Charging 
Enforcement Function)等网元交互，执行策略和计费功能。 

 

 
(a) 

 
(b) 

图 14. (a) 3GPP PCRF 架构 和 (b) 基于 BO 域融合的 PCF+ 

   3GPP只是面向网络侧定义了策略控制功能 PCF，但仍需要
结合 BO (BSS and OSS) 域的融合在功能上进行增强，原因在于随
着 5G业务的丰富，用户对于 5G服务差异化需求的增加，运营商
除了对网络资源的使用和网络控制有更高的要求外，还需要具备
更细致的结合业务策略的分析能力，而这分析能力往往要求掌握
业务领域的用户属性特征或者事件信息。这就要求对 PCF的作用
范围进行扩展，不仅要在 OSS域收集数据，还要在 BSS域收集数
据，应用的对象也要从网络域扩展到业务域。基于以上考虑，PCF
需要演进到 PCF+，以提供全新的服务模式、业务场景或者商业模
式，如图 14 (b) 所示。 
另外由于人工智能/大数据能力在 5GC (5G Core) 的引入，策

略管控变得更加智能化，而不是像以前 PCRF基于专家系统或者
规则配置功能。例如通过 NWDAF和 PCF/PCF+的融合，可以很
容易地实现智能化的切片体验管理、智能化 SLA保障等功能。另
外，PCF+可以利用网络域/业务域融合的数据(从网络域获取小区
拥塞状况，从 BSS域获取用户的等级和套餐使用情况)，结合人工
智能技术动态调整用户套餐设置或者推荐最优套餐，进行用户的
QoS保障，提升用户的满意度。 

E. 通信人工智能在专网的发展案例   

5G 面向垂直行业除了提供公网服务，也可提供专网服务。
通信人工智能在 5G 专网中可提供一系列智能化专有服务与安全
保障。按照网络资源的共享模式，5G专网的部署分为三种类型：
虚拟专网，混合专网和独立专网，如图 12所示，其中虚拟专网以
现有 5G 公网为基础，以切片方式实现专业用户的业务承载，并
且有两方面的特点: (1) 虚拟专网与公网享用 UPF 网元；(2) 结合
客户需求，专网可以通过现有虚拟连接至企业； 

混合专网以 5G 公网的核心控制面及无线接入部分为基础，
承载专网业务，其特点为: (1)支持用户面数据私有化，独立 UPF
和 多接入边缘计算MEC (Multi-Access Edge Computing) ，设备建
在园区内；(2) 以切片标识对用户进行接入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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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专网与运营商 5G 公网完全隔离，其特点为: (1) 采用精
简化的核心网，结合 UPF及无线基站实现独立组网；(2) 专用基
站保证覆盖无死角，UPF/MEC保障专网数据下沉，保证网络独立
性。 
在上述三种模式中，通信人工智能可以在任何一种专网模式

中应用，例如可以用于虚拟专网中的网络切片 SLA保障，进行通
信传输性能、质量和资源的优化。对独立专网，人工智能体验感
知算法可以对用户的感知体验进行实时或准实时评估，提供精准
的 QoS组合保障服务质量，实现差异化的智能运维服务。在专网
中，也可以利用联邦学习、迁移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完成 5G切
片异常诊断模型的云化管理和持续学习优化。另外，人工智能技
术也可以对专网中的无线网络性能进行实时评估[37]，通过与垂
直行业应用平台的交互，自适应调整应用层的参数设置，用于提
升视应用层的视频质量或者进行游戏加速。 

F. 国际标准组织对通信人工智能发展分级定义  

鉴于人工智能技术在 5G 商用以来的飞速发展，通信国际标
准组织也开始对通信人工智能的发展成熟度进行初步的分级。智
能化自治无法一蹴而就，需循序渐进。完全的智能自治网络是终
极目标，但也需从自动化的重复操作手段开始，先初步实现网络
运维的自动化；再对网络环境与状态进行主动感知，进行机器学
习做出不断优化的决策；再从网络感知向认知发展，认知用户意
图，构建闭环的认知学习网络，最终实现从感知，到认知，再到
预知的闭环自治网络体，并不断自我优化与演进。具体的通信网
络智能化分级体系，GSMA, ETSI, TMForum等都做出了相关定义
与建议[42][120][121]，各自分级标准对比如表 1所示， 

表 1 GSMA/ETSI/TMF定义的网络智能化分级标准 
 GSMA ETSI TMForum 

Level 0 -系统提供辅助监控功
能 
-动态任务手动执行 

-完全手工 -手工运
维  

Level 1 -根据现有规则执行子
任务 

-网络管理系统生成
批量的设备配置脚本 

-辅助运
维  

Level 2 -为某些单元启用闭环
运维 

-实现部分自治 -部分自
治网络 

Level 3 -基于 L2功能感知实
时环境变化 
-在某些领域中优化并
调整自身以适应外部
环境 

-有条件的自治 
-在服务生命周期的
某些阶段实现自动化
管理 

-有条件
的自治网
络  

Level 4 -基于 L3功能在更复
杂的跨域环境中实现
对服务和客户体验驱
动网络的预测 
-主动闭环管理 

-高度自治 
-实现业务感知、主
动运维、基于 SLA
的自愈、业务驱动的
自治网络 

-高度自
治网络 

Level 5 -拥有跨服务、域和整
个生命周期闭环自动
化功能 
-完全的自治网络 

-完全自治管理 -完全自
治的网络 

 
根据第 III的 A到 E中通信人工智能在各通信生态系统的综

述，结合 L0到 L5的分级体系，我们对通信人工智能目前在网络
基础设施领域，网络管理领域，通信业务领域，跨领域融合，以
及垂直行业领域的应用做出等级评估如表 2。 
整体上，通信人工智能在各通信生态系统的发展与应用还出

入初级阶段。在网络管理领域和业务支撑领域的某些应用，人工
智能已到达了第三级别，即部分自治。例如 SON在网络领域的自
由化与自治愈以及 AIOPS 在网络运维领域的业务流程自动编排
与灰度发布等。网络管理与运维本身具有大数据采集能力，算力

可通过服务器集群得到保障，智能化应用场景比较明晰，例如无
线节能，故障检测等，先天具备通信人工智能应用较好的基础与
平台，发展相对较快。电信业务领域涉及的智能客服、智能营销
等人工智能服务能力可很好的横向借鉴其它行业类似的应用经验，
发展也比较快。其他生态领域的智能化进程还多处于 L0和 L1阶
段。网络基础设施的人工智能发展还有待 NWDAF，MDAF，RIC
等实际商用效果检验，也依赖于 3GPP，O-RAN，ETSI 等国际通
信标准未来对 AI 融入网络基础设施架构的开放程度。人工智能
在跨领域的融合发展前景，也有待于人工智能与 CEM，PCF等核
心系统或网元紧耦合后发挥的效果决定。 

表 2 通信人工智能在各通信生态系统的应用等级 
 移动网络

基础设施
领域 

网络管理
领域 

电信业
务领域 

跨领域的
融合智能
化 

专网领
域 

Level 0 ✓   ✓ ✓ 
Level 1 ✓ ✓ ✓ ✓ ✓ 
Level 2  ✓ ✓   
Level 3      
Level 4      

IV. 通信人工智能的下一个十年 
移动通信的下一个十年，将全面向 B5G 和 6G (the 6th 

Generation) 标准演进, 也将是通信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关键十
年。结合当前 3GPP, ITU-R, ETSI等通信技术标准的发展进程，我
们可预见到通信生态系统中各领域通过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
将分阶段在未来逐步实现 B5G与 6G“完全自治”的愿景。 

A. 国际通信标准 B5G到 6G发展路线展望  

欧盟、日韩、美国和中国均在 2018年以来开始了 6G预研工
作, 例如欧盟在 Nokia的带领下启动了 Hexa-X项目[122], 美国工
业界例如 Qualcomm, Microsoft, Facebook 等联合成立了 NextG 
Alliance进行 6G技术研究[123]。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原有的
IMT-2020 推进组扩展到 IMT-2030 推进组。ITU也启动 6G工作
组 Network 2030[124]。2020年 2月 19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
第 34次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信部门 5D工作组 (ITU-R WP5D)
会议上，会议针对制定6G研究时间表和未来技术趋势研究报告、
未来技术愿景建议书的撰写等工作进行了讨论。 

B5G/6G详细的发展路线，各个通信标准组织还在规划中。
据白皮书[125][126]以及对3GPP和 ITU  6G 标准工作路标的预测，
2020-2023年，即 3GPP R17-R18标准化阶段，是 6G技术趋势和
愿景的研究阶段； 2023-2027年，即 3GPP R19-R20标准化阶段，
是 6G频谱、性能的研究阶段；2027-2029年，即 3GPP R21标准
化阶段，是各国向 ITU提交 6G评估结果的阶段。 

3GPP预计最早在 2025年开始 6G标准制定, 并最快在 2026-
2027年即 R20标准化窗口完成 6G空口标准技术规范制定工作，
并于 2029-2030年，即 3GPP R22标准化阶段向 ITU提交 3GPP 
6G标准。可预计 B5G/6G将继续在移动宽带、固定无线接入、工
业物联网、车联网、扩展现实 XR(Extended Reality)、大规模机器
通信、无人机与卫星接入等用例进行空口协议演进与增强，并研
究和制定更高频段例如 NR (New Radio) 52.6-71 GHz、太赫兹相
关标准。另外，6G通信标准的服务范围将从陆地扩展到卫星、海
底、地下，真正实现海、地、天三位一体通信。对工业物联网等
垂直行业，蜂窝窄带物联网络、面向可穿戴与视频监控等中档终
端、接入与回传集成演进、5G 直传空口及其演进功能、5G非许
可频段空口、定位增强、智能自组织网络、通信传感集成及其演
进功能、网络拓扑增强功能等标准研究工作也将继续进行并且成
熟。其中一些研究工作已经在 3GPP SA1/SA2等工作组开展[127]。 



该预印本（未经同行评审确认）的版权持有者是本文所有作者。 保留全部版权，未经允许，不得重复使用（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未经授权的人或第三方均不得使用，披露或分发本材料）。The copyright holder for this preprint (which was not 
certified by peer review) is the author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reuse allowed without permission (Use, disclosure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material is not permitted to any unauthorized persons or third parties except by written agreement). 

 11 

B. 通信人工智能在移动网络基础设施的未来展望  

人工智能在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未来十年展望，在本节分为
无线接入网、核心网、传输网、终端四方面进行阐述。 
• 无线接入网 
在无线接入网中，SON的应用场景被 3GPP定义的非常清晰，

并且先前利用的机器学习算法在产业界已取得一定成效，我们认
为SON在B5G的无线接入网领域的发展会持续加速。神经网络、
增强学习等人工智能算法也将逐渐取代传统机器学习的遗传算法、
进化算法、多目标优化算法等，在 SON中自优化、自治愈的两个
领域会有很大发展的空间。3GPP SA5和 RAN3也设立了 2个研
究课题“Study on SON for 5G”和“RAN-Centric Data Collection 
and Utilization for Long Term Evolution and NR''[128][129]。除了继
承了上一代 SON的绝大多数场景用例，我们建议 3GPP对 SON
的下一个关键行动是尽快定义好 SON对 NR, 5GC, OAM和 4G系
统的接口与信令协议，使得 SON尽快融入 5G网络基础设施中。
同时 3GPP RAN3目前正在研究是 SON独立成为一个 RAN逻辑
实体或功能的可行性。如果 SON以一个逻辑实体的形式实现，那
么将有助于 SON对无线侧进行统一数据采集与分析，并实现无线
侧的参数自配置，性能自优化，故障自治愈的 SON的三大核心功
能。 
除了 3GPP 在 5G 核心网侧定义的 NWDAF, 欧盟 5G-

MoNArch 项目组在也建议无线侧可考虑设置一个独立的人工智
能分析网络功能 RAN-DAF对 5G NR的 CU面进行数据分析和决
策[130]。因为无线侧的实时性，例如无线资源调度管理等，无线
侧的智能分析需要实时或准实时决策，因此基于实时数据的 AI分
析需要尽量待在本地进行，以保证能够实现即时和动态的性能优
化。RAN-DAF将作为无线接入网的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网元，具
备收集和监控无线侧 UE 和 RAN 的数据，包括 Channel Quality 
Indicator (CQI), Power Level, Path Loss, Radio Link Quality, Radio 
Resource Usage, Modulation and Coding Scheme (MCS), Radio Link 
Control (RLC) 缓冲状态信息等。MoNArch建议 RAN-DAF将这些
信息送往 RCA (RAN Controller Agent)-MoNArch定义的 RAN侧
控制器，相当于 O-RAN定义的 RIC，RAN-DAF与 RCA共同决
策对无线侧质量进行优化，例如弹性无线资源控制、切片可感知
的 RAT (Radio Access Technology) 选择、跨切片的无线资源管理
等。由于 RCA在 3GPP里没有相对应的功能，因此一个比较现实
的选择是在 RAN侧仅设置 RAN-DAF，以 SBA的形式，通过跨
领域消息总线与核心网侧互联。RAN-DAF与 NWDAF和MDAF
的接口描述如图 15所示。5G-MoNArch RAN-DAF目前尚未形成
3GPP标准网元定义, 未来是否承担 RAN的控制或管理功能，或
承担部分 SON的功能，目前都还没有确定。我们建议 RAN-DAF
或 SON的独立逻辑虚拟功能，取其一即可。 

 
图 15 5G-MoNArch 定义的数据分析框架图 

O-RAN 的 RIC 将会持续演进与加强，尤其在面向不同 App类型时的
智能策略控制，用于帮助运营商在业务编排层实现基于 App 特征的业务
编排。如图 16(a) 所示，RIC 将感知 App类型，南向根据 App特征，利用
第三方的 xApps 进行相应 App 的无线资源管理，北向根据 App类型通过
网络开放 API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 接口与边缘应用服务器进行
交互。如图 16(b) 所示，RIC 的能力开放与增强的无线资源管理功能会包
括，例如多个 Open RAN 设备之间的数据共享、无线切片的 SLA保障、
车联网/无人机的无线资源优化、动态频谱共享、与多接入边缘计算MEC 
结合满足垂直行业的业务需求[131]。对于 O-RAN 定义的 SMO (Service 
Management and Orchestration)，在功能架构和接口逐渐成熟后，可支持更
强大的无线云运维管理以及非实时 RIC 功能。 

 

 
(a) 

 

(b) 
图 16. (a) 基于 O-RAN RIC 的业务编排 和 (b) O-RAN RIC 的能力开放 

 
• 核心网 

NWDAF作为核心网的 AI网元，在未来将具备增强的网络
性能优化与用户体验优化能力，在域内实现自治和智能化服务。
随着与核心网周边网元接口全面互通，例如其他 NFs (Network 
Functions), AFs (Application Functions) 和 OAM等，以及数据软采
集能力实现，NWDAF 将可以全面、实时的参与核心网控制面的
决策控制[132]。例如 NWDAF与 NSSF和 PCF合作。PCF可根据
NWDAF 的切片级分析结果做出策略行决策。NSSF 可根据
NWDAF的负载分析做出切片选择。 

NWDAF 一个新用例是“UE 驱动的分析共享”。在这个用
例中 UE 端的信息例如用户定位信息，用户画像信息等帮助
NWDAF做网络切片的智能决策。其关键功能是 NWDAF如何收
集 UE级别的信息以及 NWDAF如何使用 UE信息做分析后再将
分析结果提供给其他 NF。NWDAF 相关的研究项目还包括基于
NWDAF协助的 QoS保障，话务处理，个性化移动性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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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通信人工智能在移动网络基础设施领域的未来展望 

决定，QoS调整，5G边缘计算，NF的负载均衡，切片 SLA保障，
可预测的网络性能等。这些功能如果在 NWDAF未来实现，将大
大提升 5G 核心网智能化的程度。NWDAF 的跨领域互动也是一
个值得推进的方向。 

3GPP SA5也在研究 NWDAF如何将分析功能赋能给 OAM
或 RAN。另外 NWDAF将参与与 MEC的融合，通过 MEC支持
垂直行业的应用，为更多的垂直行业应用赋能。作为网络领域关
注的安全问题，可以期待 NWDAF也将继续增强相关功能，例如
NWDAF 会监控终端或者网络的异常行为，发现异常会及时向相
关NF或者OAM进行汇报，采取相应的保护策略或措施。NWDAF
在一些关键信息传输上，例如 AI算法模型，也可结合区块链等技
术进行溯源和安全保障。NWDAF与MDAF/RAN DAF的融合架
构可以参照图 17。 
• 传输网 

   未来 10 年，SDON/CON与人工智能结合更加紧密，将会逐
渐实现“零接触“的认知光网络，实现光网络的完全自动化管理
和控制。基于光网络的运维知识图谱将逐渐成熟，可以通过它快
速定位传输问题，预测传输性能，进行传输参数的优化。对于传
输的具体指标，例如调制阶数、误差修正、波长容量等，可以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最优配置，保障传输的性能。 

   基于 IPv6的应用将逐渐走向成熟，人工智能在网络路由、承
载网的 SLA保障、确定性网络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实现 IPv6乃
至 IPv6+的智能 IP网络，满足 B5G/6G业务场景的个性化需求。      

   在云网融合方面，云网边端的算力资源将实现完全分布式的
架构，按照业务需要提供无缝、高质量的算力资源，为终端、边
缘的高阶人工智能应用提供资源保障。弹性算力网络/动态的云网
融合成熟后，也会出现新的提供云计算服务的商业模式，可以利
用区块链的智能合约等进行安全保障，解决用户的隐私问题，实
现网络和计算资源的可变现能力。 

   另外，网络切片是跨无线网、传输网和核心网等多领域的技
术，需要各个领域高效合作。其中传输网络是连接各个领域的物
理基础，传输资源的合理编排与支持在切片的 SLA保障中至关重
要，可以预计人工智能在保障包括传输层的端对端切片 SLA领域
将在未来逐渐成熟。 
• 终端 

终端和网络基础设施的连接通过空口 Air Interface与无线网
络进行交互。基于终端，面向未来网络基础设施的人工智能主要
应用在终端和芯片的无线感知功能中，即通过基于终端和芯片的
人工智能技术对无线环境和内容的感知来优化无线接入的开销和
延迟等性能。通过基于终端的人工智能实现无线感知表现在以下
三方面[133]：频谱与接入感知，即某一终端可以检测其他终端的

行为，可使得 5G系统性能拥有更好的接入和调度效率； 内容感
知，即从 RF 信号、传感器或话务行为数据中推测与分析出用户
的内容，例如位置、速率、移动性等用于优化终端的性能与使用
体验；无线环境感知，通过监控信号传播与反射模式等来检测姿
势，行动，和某一物体等来催生新的场景案例。 
基于终端的人工智能对于未来 5G 网络系统的赋能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第一，增强终端体验：智能化的波束赋形和功耗管
理可优化速率，健壮性和电池寿命。智能化的波束赋形可利用深
度增强学习来实现，通过对位置，速率和其他环境与应用参数的
感知来提升网络的健壮性与速率。能耗节省方面，利用终端基于
人工智能的内容感知来权衡性能与功耗。第二，改善 5G 系统性
能，主要表现在智能化的链路自适应，通过基于位置的无线干扰
预测可使系统速率和频谱效率得到改善；智能化的网络负载优化，
通过基于终端的人工智能推理可以使原始数据需要在全网传输的
负荷降低；智能化的无缝移动性，以终端为中心的移动性管理通
过终端人工智能和传感器可以更好的预测网络切换行为与时机。
第三，改善无线安全性，利用终端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即时和在
本地检测和防御恶意的基站欺诈、恶意干扰等安全危害行为。 

C. 通信人工智能在网络管理领域的未来展望  

通信人工智能在网络管理方面的发展将从多个方面进行，例
如国际标准化组织定义的 MDAF、ENI、随愿网络或者运营商的
运维体系。另外在网络 AI信令体系、网络数字孪生、编排系统方
面也会得到大力发展。下面章节将从这几个方面介绍相关的展望， 
• MDAF 

可以预计 3GPP从标准角度在 SA5工作组继续 MDAF的持
续演进，对运维相关的管理面智能化功能进行增强。在 SON的注
智方面，MDAF在覆盖增强、资源优化、故障检测、移动性管理、
能量节省、寻呼性能管理、SON协作等多个场景方面的应用逐渐
成熟。例如MDAF提供更精准的覆盖分析能力，并且指出覆盖问
题产生的原因，从而指导基站调整参数，保证用户的业务体验不
会降低。MDAF也会更精准的分析 RAN用户面的拥塞情况，指
出导致拥塞的原因，并且提供相关的策略建议。MDAF会提供更
精准的资源利用相关的分析报告，并且提供解决资源利用问题的
策略建议。在 SLA的关键参数上，例如时延、可靠性等，MDAF
也会进行精准的分析和提供改善实验性能的建议。在故障管理方
面，MDAF 会进行更精准的故障定位，提供相关的行动建议。
MDAF也会在用户的移动性管理上提供精准的策略建议，提高用
户的切换成功率和网络效率。对于切片的管理提供更强大、更智
能化的服务，可以精细地管理切片的各项性能指标，保障 SLA 
的参数。另外，MDAF 和网络设备(例如 NWDAF)交互方面也将
得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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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SI ENI 
目前 ENI系统定义了功能架构，但是对接口的具体定义尚未

开始。可以预测 ENI工作组将定义相关的接口，让 ENI在部署和
应用方面更有参考意义。另外，数据的处理机制如何和 ENI架构
相结合、在运营商系统中如何部署 ENI、以及 ENI和其它智能化
网络单元如何协同、意图策略如何表达和管理、流信息遥测等方
面，可以预计相关的工作也会逐渐展开，相关的场景/功能定义将
变得逐渐完善。下一个版本的 ENI将在智能化应用场景和落地方
面进行相应的增强。 
• 随愿网络 

目前中国电信开展了随愿网络的研究。3GPP和 ETSI等开始
定义 IBN (Intent Based Networking)[134]-[137]。均旨在定义更智
能的网络自动化管理机制。 如图 18所示，3GPP TR 28.812中描
述意图管理 IDM (Intent Driven Management) 消费者发送意图请求
给 IDM的提供者(生产者)，IDM提供者进行转意，然后提供相关
的网络配置。同时，IDM的提供者会监控网络状态，监控消费者
的意图是否得到满足。如果不满足，将重新进行意图评估和参数
调整。 
 

 
图 18 意图管理 

可以预计意图驱动的管理服务将在今后 10 年持续演进和成
熟，为运营商进一步减少管理复杂度和对底层设备的知识需求，
同时在跨多厂商的场景增加网络管理效率。3GPP SA5、ETSI ENI
等标准化组织将持续这方面的工作，例如定义合理精准的意图表
达、自动化机制、意图的生命周期管理等。关于应用场景，预计
在网络服务开通、切片资源利用优化、切片性能保障、网络优化、
网络容量管理、网络功能部署等方面会逐渐增强和完善。 
 

 
图 19 网络 AI 信令接口 

• 网络 AI信令体系 
5G OSS 网络中台体系的网络人工智能平台可认为是一个面

向网络管理与运维功能的 AI平台与引擎。网络 AI平台需要和南
向各数据采集网元或模块及和北向 5G OSS的各个业务系统例如

网络编排，网络性能，网络资源，网络故障通过一种标准的命令
体系进行互联互通，我们定义为网络 AI信令体系。 
和 4/5G 网络信令体系专注各网元的互联互通与交互管理不

同，网络 AI信令体系是网络 AI中台或平台与其南北向各接口及
其相连接的各网元、OAM模块、OSS各系统的一整套标准的互联
互通及 AI 交互管理命令体系，包括网络人工智能管理命令的定
义、网络人工智能命令流在各接口之间的上传、下发机制，网络
人工智能分析结果的执行机制，网络人工智能鉴权、授权等机制，
网络人工智能算法的训练、推理、发布、部署机制，网络人工智
能算法计算、存储资源管理，网络人工智能命令的监控、安全等。 
典型的网络 AI信令接口如图 19所示，包括网络 AI中台与

3GPP SON系统、3GPP NWDAF、O-RAN RIC、ETSI ENI等系统
的 AI数据采集与 AI命令执行接口，也包括网络 AI中台面向 5G 
OSS各个系统例如网络编排，网络性能，网络资源，网络故障等
AI数据采集与 AI命令执行接口。图 20为一个典型的小区话务量
异常检测的网络 AI信令流程图示意以及相应的网络 AI信令包结
构。 

 

 
(a) 

 
(b) 

图 20. (a) 典型的网络 AI 信令包结构 和 (b) 小区话务量异常检测网络 AI
信令流程图示意 

 
• 网络编排  
网络的软件定义与云化趋势下，网络功能 NFs管理将由软件

定义的管理程序接管，并从面向专有硬件，向共享的计算与通信
资源池的虚拟化管理转型。因此传统上相对固态的 OSS/BSS系统，
除了管理功能，网络的编排能力在未来网络技术演进中也将发挥
至关重要的作用。ETSI 早在 2014 年初步发布了 NFV (Network 
Functions Virtualization) 的管理与编排标准规范，初步定义了在
NFV环境下管理与编排 MANO的功能架构[135]。随着通信人工
智能面向网络编排的嵌入(Built-In)，业界有必要将网络编排在 5G
后续的演进路线出落清晰，同时明确人工智能功能与网络编排功
能的逻辑与物理连接关系。如第 III节 B所示，网络编排是运营
商网络管理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功能。网络的连接与构建、网络资
源调度编排、网络工作流程 以及业务需求转译这些主要功能，分
别对着网络(拓扑)编排、网络资源编排、网络业务编排三部分。在
5G OSS 中，网络业务编排甚至可独立成一个子系统，主要负责
5G各个虚拟网络功能 VNFs (Virtualized Network Functions) 构成 
的网络切片业务的编排与管理。基于 SLA是通信人工智能在网络
业务编排中的主要应用场景。而针对网络业务，例如切片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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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ETSI ENI 架构及其与 ETSI NFV MANO 框架的交互: a) ETSI ENI 模块化系统架构；b) 管理和编排架构。 

 
保障与优化，又牵涉到底层网络资源对上层业务的即时性与智能
化编排支持，此时网络资源编排功能对于上层网络业务编排功能
起到保障与支撑作用。在这里，网络资源的编排未来需要做到三
个弹性(Elasticity): 计算弹性，即在设计与规模化 VNFs做到计算
弹性；通过灵活设置 VNFs实现基于编排驱动的弹性；以及通过
跨切片资源供应机制实现切片可感知弹性[136]。基础的网络资源
编排功能在 ETSI MANO里已有所定义，但未来如何基于 SLA 或
ELA (Experience Level Agreement)，实现网络资源与网络业务的
联合编排，并明确 AI 与网络编排功能的逻辑与物理连接，ETSI 
ENI目前提供了一个参考架构，可供业界继续推动演进[136]。 

与此同时，灵活性差、自动化能力弱的存量传统网络在被完
全替换之前，与支持网络拓扑、资源、业务智能化编排的新型网
络如何共存与协同工作，是业界需思考的一个问题并需尽快形成
一致行动目标。例如，传统网络业务，例如专线，如何与实现自
动化和相对标准化的编排规则流程，并与新型 5G 网络编排系统
统合。 
        目前，全球运营商的网络自动化与智能化编排能力还处于初
级阶段，在技术和标准层面都需进一步完善。可以预计随着通信
人工智能和网络编排系统深度融合，网络(拓扑)编排、网络资源编
排、网络业务编排三大能力将得到持续改进。尤其，以 SLA 或
ELA最优化作为收敛条件，人工智能在网络业务需求和网络拓扑
构建与资源保障之间的翻译、转译、和主动与弹性匹配上将扮演
重要角色。标准层面，可预计 3GPP、ETSI等标准化组织也将逐
渐完善相关的场景、接口、流程定义。 

D. 通信人工智能在电信业务领域的未来展望  

对于 BSS智能化/管理财务领域，可以预计今后 10年 AI将
在客户管理、套餐推荐、财务智能管理领域全面赋能，并且实现
从初级到高级的过渡。从面向客户建立以人为本的全面客户体验，
到面向电信运营企业建立更加运转高效的业务运营过程，直至新
业务、新模式、新技术的快速创新兑付，都将起到关键作用。下
面将从客户运营、业务运营、业务模式和运营模式三个角度进行
说明。 
• 客户运营 

从客户运营来看，电信运营企业已经完成从以客户为中心发
展到以客户体验为中心的全面客户体验阶段。电信运营企业不仅
仅关注面向客户提供营销、销售、服务过程中的精细化运营和服
务满意度提升，更将客户在网络、业务使用过程中的体验作为重
要指标加入全面客户体验体系进行统一评估。通过收集、汇聚、
关联、挖掘客户在渠道接触、网络服务、业务使用过程中的体验，
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全面旅程体验。在此基础上，结合人工智能
算法辅助，将进一步满足客户在更多细分场景的需求，同时进一
步提升智能化、自动化互动能力，形成以客户为中心的全面客户
体验。 

 

• 业务运营 
从面向电信运营企业业务运营来看，目前电信运营企业已经

基本完成流程的端到端数字化升级，正在通过利用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植入现有流程中，完成业务处理过程的智能化，进一步提
升业务运营效率。随着机器流程自动化 RPA、智能业务流程管理
IBPMS (Intelligent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Suites)等技术的引
入，预计未来人工干预的业务过程将进一步减少，流程运转效率
进一步提高，同时成本进一步降低。随着将 AI引入运营商风控体
系，收入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欠费风险将进一步降低，运营商
可以结合自身风控预期，开展更多创新型业务。这将进一步推动
电信运营企业更加健康向上的现金流。 
• 业务模式和运营模式 
从目前电信运营企业业务模式和运营模式来看，针对大众市

场以重资产模式投入，采用按量计价的方式已经很难满足高速发
展的需要。而传统的采用人工方式针对大众市场采用大颗粒度细
分客户群的进行产品制定、计价模式制定的方式也很难满足未来
用户场景化、个性化的要求。因此运营商需要充分利用 AI能力，
以虚拟专家/个人助手的方式进行针对更细力度的市场细分和业
务运营，配合智能化工作流和智能化风控体系，面向客户推动一
客一策、千人千面的业务产品和服务，进一步通过创新业务产品
和运营模式提升创新。 

E. 通信人工智能在跨领域融合智能化的未来展望 

跨网络与业务领域的融合智能化, 我们预计未来 10年 CEM
和 PCF+的架构与功能会持续发展，客户体验感知体系会从 SLA
往 ELA体系演进。 
• 客户体验感知的增强与 SLA往 ELA的演进 
      上世纪 90年代以来，ITU、ISO等国际标准组织定义的服务质
量 QoS 体系[138][139]被绝大多数通信运营商采纳用于与其客户
签订的服务质量协议 SLA中。传统的 QoS是以技术为驱动的，
尤其以网络与业务性能指标来定义服务质量[140][141]，即网络中
的指标被纳入到 SLA中。由于传统 QoS无法真实体现用户在使
用网络业务的体验与感受，近些年 QoS服务质量体系逐渐向以用
户为中心的体验质量 QoE体系发展与演进。 ITU把 QoE定义为
被末端用户可主观感知到的某个应用或业务的总体可接受程度
[141]。 
当前 SLA体系下，通信运营商给用户提供的服务级别是尽力

而为(Best Effort)。例如带宽 100Mbps通常指“在理想情况下速率
最高到达 100Mbps”。这种尽力而为的服务以及技术视角的的关
键表现指标 KPI 很难与用户的体验质量直接关联起来。同时，当
用户为服务付费时，对服务的稳定性与质量总是有主观认定的应
大于或等于其支付成本的一个预期。随着 CEM的 QoE的算法体
系在未来逐渐成熟与完善，通信运营商将可以利用 QoE算法体系
来预测性评估和主动性管理用户的体验预期。因此，传统面向客
户的 SLA体系向基于QoE的体验质量协议ELA (Experienc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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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体系演进也势在必行。我们将 ELA 定义为“一种特殊
的 SLA，即在客户清晰了解某种服务前提下，客户对使用某服务
的体验形成的一种基于质量等级的共识。”[133]  

图 22描述了通信运营商，内容提供商，ToB客户和 ToC客
户的服务质量保障对应关系[133]。ELA 主要面向 ToC 客户与运
营商和内容提供商。在当前的业务模式下，ELA主要是网络服务
加上基于内容质量的混合 ELA模式。即一整套 ELA体系中包含
了网络服务质量与应用层的体验质量。当前，客户很难界定清楚
体验的下降是在网络侧或应用侧。而未来的 ELA体系应该基于图
b，即构建 ToC客户面向网络侧与应用侧独立的 ELA体系。对于
用户来说，在 QoE感知区域，打破一切归结于“网络不给力”的
体验质量黑盒，可以更加明晰不同服务提供方提供的体验质量各
自的优劣。同时，内容提供商为保障更好的 QoE给 ToC客户，也
可更加清晰的定义与通信运营商 ISP的 SLA中各项 QoS要求。 
 

 
图 22 利用 SLA 和 QoE概念构建 ELA 生态 

• CEM的架构演进 
由于 CEM的数据来源自多个领域：网络 OSS域，业务 BSS

域，以及应用层，“数据合规”和“数据孤岛”让 CEM在多方面
数据汇聚变得极具挑战性[143]。为兼顾“隐私安全”和“数据融
合”双需求，基于跨区域构建 CEM模型的思想被提出。实现跨区
建模最常用的方法有两种：迁移学习 TL(Transfer Learning)和联邦
学习 FL(Federated Learning)。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大规模训练，
获得一个普适性强的预训练模型 PM(Pre-trained Model)，再将预
训练模型搬移小规模数据的应用场景，利用小规模数据对预训练
模型进行微调，从而实现模型性能显著提升[144]。这种思想可以
用来构建 CEM模型，如图 23(a)，通过某通信运营商企业的数据
训练出 CEM的基础 PM，再利用场景业务数据微调 PM，从而获
得场景化的 CEM，同时避免了数据的直接融合。 

2017年，一种专门针对碎片化数据的联合建模方法联邦学习
被提出[22]，联邦学习非常适合于 CEM建模的场景。如图 23(b) 
所示，联邦学习采用了“数据不动，模型动”的建模思想，很好
的规避了客户体验数据的隐私安全问题，同时它还是一种多方安
全计算技术，很好解决了客户体验建模的数据割裂问题。整个联
合建模过程，各方的数据都不出库，保留在了本地，因此，基于
联邦学习技术的客户体验感知方法是安全可控的，和稳定的，大
大提升联合模型的准确性和评估的全面性。 
 

 
(a) 

 
(b) 

图 23. (a) 基于迁移学习的 CEM 构建思想[144]和 (b) 基于联邦学习的
CEM 构建思想[22] 

• PCF+的演进 
对于 PCF+的后续演进版本，可以预计 PCF+通过与 OSS 域

和 BSS域的交互，向用户提供更精准、更实时、差异化的策略控
制，如图 14所示。PCF+可以统一 B域策略，并且在提供策略控
制的过程中保证服务的可靠性和实时性。对于网络侧的策略控制，
PCF+可以实时、动态地控制用户 QoS参数和进行会话管理，保证
服务质量。由于 PCF+有了 O/B域拉通的能力，对用户的策略控
制变得更加个性化，可以进一步挖掘出有附加价值的场景，实现
B5G/6G的业务愿景。 
从 PCF+的部署方式来讲，可以部署在 O域，也可以部署在

B域，针对不同的领域进行服务。不同域之间的 PCF+可以相互交
互，获取其它领域的数据信息。PCF+的部署也可以根据网络实际
情况，按照层次化的 PCF+架构进行部署。 

F. 通信人工智能在专网应用的未来展望 

5G 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于面向企业 ToB (to business) 的专有
应用，可预计今后 10年，在垂直领域例如车联网、智能制造、高
清视频/VR/AR、远程医疗、智慧城市，通信人工智能将帮助企业
实现高级智能、乃至完全智能化的专网功能。 
虽然从目前来看，5G专网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已经有了一些部

署的案例，有效推动了 5G 在垂直行业的应用和生态建设，不同
部署形态的专网也可以适用多样化的网络需求，但距离垂直行业
的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可以预计未来 10年，通信人工智能通过
与 MEC 以及与业务的结合以及算法的成熟，可以完全满足垂直
行业对于高质量通信和网络安全的要求，例如联邦学习、迁移学
习等较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将帮助专网解决数据安全隐私、数据
量匮乏等问题，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感知业务变化，优化无线网络
参数从而保障业务传输质量，将专网真正地变成高性能、安全可
靠的专网。 

V. 未来可期：下一个十年，通信智能化的全面推进 
面向 6G的演进过程中，3GPP遵循 2-3年一个 Release的节

奏，在未来十年将有望从 R17演进到 R21版本。ITU-R当前也开
始了 6G技术趋势与愿景的研究，有望在 2027-2028年制定 6G的
正式标准规范。在 3GPP与 ITU-R技术标准演进的过程中，移动
通信各个功能领域，核心网、无线、传输、网络管理、业务支撑、
网络应用等，通过与人工智能各自不同程度的耦合发展，将在未
来 10 年份阶段逐步到达通信生态系统中智能化高阶阶段。如图 
24所示，将最终实现 B5G/6G愿景中的通信自治与全智能化的目
标。 
人工智能面向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在未来 3-5年内，NWDAF

将在 5G 核心网络中逐渐成熟商用；无线与核心网络优化也将借
助 SON实现以人工智能为驱动的智能网络优化目标。SON的商
用部署方式将有可能以独立 SON系统部署或融合进入 5G OSS系
统实现，RAN-DAF是否以独立网元形式定义还未有定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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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通信人工智能的未来 10 年展望

5-10年，随着 O-RAN的逐渐商用，RIC作为开放无线网络的智能
控制器也将实现商用部署。 
人工智能面向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在未来 3-5年内，NWDAF

将在 5G 核心网络中逐渐成熟商用；无线与核心网络优化也将借
助 SON实现以人工智能为驱动的智能网络优化目标。SON的商
用部署方式将有可能以独立 SON系统部署或融合进入 5G OSS系
统实现，RAN-DAF是否以独立网元形式定义还未有定论。未来 5-
10年，随着 O-RAN的逐渐商用，RIC作为开放无线网络的智能
控制器也将实现商用部署。 
人工智能面向网络管理与运营，在未来 3-4年中，MDAF实

现网管层面的部分数据分析功能。随着网络中台体系的建设，面
向网络人工智能的网络AI中台将会在部分运营商的 5G OSS系统
中实现商用部署。网络 AI 信令体系作为人工智能与网络交互的
语言，将 AI能力注入到网络生态系统中。未来 5-10年，随愿网
络和 ETSI ENI网络体验与感知体系将逐渐成熟，会在 5G中后期
的网络基础设施架构中得到应用。数字孪生技术将与网络仿真和
人工智能相结合，将网络全生命周期的规、建、优、维实现孪生
化与智能化管理。 
人工智能面向电信业务与支撑，部分通信运营商构建的技术

中台体系将在未来 3-5年内全面商用与成熟。其中的人工智能平
台板块，将作为 AI面向 BSS领域注智与赋能的载体，全面推动
客户运营与业务运营的智能化。电信业务涉及的某些细分领域例
如智能客服、智能营销、智能推荐等，因为垂直行业中类似通用
的应用经验，在未来的 5-10年内会加速发展，可能提早实现到达
L4或 L5的高度智能化阶段。 
人工智能面向跨BSS与OSS领域的融合智能化，CEM与PCF

会沿着 BSS与 OSS域融合的演进路线发展。其中 CEM将结合网
络与业务的数据，在客户全生命周期旅程中实现对客户的网络与
业务体验感知的闭环管理。由于涉及到跨领域数据使用，CEM未
来架构可选择联邦学习来实现。客户体验与感知管理体系会从
SLA往 ELA体系演进。PCF通过与 OSS域和 BSS域的交互，可
以面向网络、业务、客户提供精准、实时、个性化的策略与服务。 
垂直行业专网在未来 3-4年内属于商用建设初期，主要部署

模式以虚拟专网形式实现。因此人工智能面向虚拟专网的应用将
聚焦在 5G专网切片的 SLA保障、切片资源智能调度与优化、以
及无线专网覆盖与性能优化等。在未来 5-10年，混合专网和独立
专网会逐渐部署并成熟。人工智能对独立或混合专网的应用将会
聚焦在 ToB业务精准 QoS保障、ToC业务感知体验实时评估优

化、智能网络智能运维 AIOPS等。另外，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与垂
直行业的专网应用平台MEP (Multi-Access Edge Platform)的交互，
自适应调整应用层的参数设置，保障边缘应用的服务质量。人工
智能在行业专网的初级智能化阶段主要面向性能、质量与运维保
障的智能化，在中高级智能化阶段更加面向高可靠、低延时、多
并发连接的智能化控制与管理。 
通信人工智能系统的应用在安全性、鲁棒性、可解释性等方

面在未来将进一步加强。尤其是人工智能中的联邦学习、区块链、
隐私计算的技术组合，预计在通信生态各系统中会得以发展，用
于解决通信生态系统与垂直行业之间的数据孤岛和安全隐私问题。
联邦学习模型涉及到多方数据的共享训练，由联邦中心负责秘钥
管理和模型梯度管理，需定期对联邦中心进行审计。区块链技术
解决共识和可信问题。模型的训练、推理、角色对齐均上链，通
过智能合约、共识计算等实现多方合作的可信网络，且能在多方
联邦情况下以区块代替中心节点的作用。 
面向 6G，通信人工智能将促进空天地海多维度的生态系统智

能化融合。由于 6G 通信生态系统在空间维度的扩展，将催生更
多场景。通信人工智能将解决多个生态子系统的跨层优化、联合
优化等多项式复杂程度的非确定性 NP-Hard (Non-deterministic 
Polynomial-time Hard)问题。 
当前，人工智能在通信生态系统中的架构融合与功能应用在

3GPP, ITU-R, ETSI中均已标准化定义。通信人工智能在 5G的商
用进程正处于早期阶段，尤其是通信人工智能相关的网元例如
3GPP NWDAF或 O-RAN RIC都在处于测试阶段，极少在 5G网
络中商用。通信人工智能目前面向网络管理、业务管理以及应用
层的应用较多，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我们呼吁通信行业建设
者们进一步开放网络标准化接口，给予人工智能对网络基础设施、
网络管理运维系统、业务支撑系统等全面赋能、注智的机会，将
5G与 AI作为通用目的技术组合的潜力在通信生态系统内与垂直
应用中全面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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