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大数据与决策研究  

2021 年第 56 期（总第 99 期） 

 

                                                                             

 

 

我区边缘计算技术落地的思考与建议 
 

边缘计算被定义为一种分布式计算框架，在靠近数据源

的边缘点上处理数据。边缘计算与物联网紧密联系，作为边

缘节点的物联网设备产生的数据可以重新迁移到网络的“边

缘”，不必在集中式服务器之间连续地来回传输和处理。边

缘计算在处理来自边缘节点的大量数据时所具有的低延时、

高效率、可扩展等特性，使其成为我区行业数字化转型、工

业互联网等领域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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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缘计算在数字化时代的价值凸显 

据 IDC 2025 数据时代报告《世界的数字化：从边缘到

核心》预测，到 2025 年，全球将产生 175 兆字节（或 175

万亿千兆字节）的数据，其中边缘设备将产生 90 兆字节以

上的数据。目前 91%的数据是在集中数据中心创建和处理

的，但到 2022 年，大约 75%的数据将需要在边缘进行分析

和处理。随着行业数字化转型、智慧城市、自动驾驶、工业

互联网等应用的落地，海量的终端设备实时产生数据，集中

式云计算在带宽负载、网络延时、数据管理成本等方面将难

以适应数据频繁交互的需求，边缘计算的价值将进一步凸显。 

二、边缘计算的技术特点与国内外发展情况 

（一）边缘计算的技术特点 

边缘计算作为云计算的延伸与补充，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低延时。计算能力下沉，将数据处理服务运行在靠

近数据生产的源，省去了网络延迟，及时地响应中断请求，

提高时效性。二是低带宽。由于数据在边缘端处理，不需要

传输到云端，或是预处理去除冗余数据后传入云端，省去了

大量数据的传输，极大缓解了中心云的带宽压力。三是数据

安全。数据极短距离的传输，减少了数据暴露在网络上的时

间，降低数据泄露风险，保护终端产生数据的安全。四是边

缘应用管理。纳管边缘端原有的服务，将中心云的云原生能

力提供给边缘应用。多边缘端应用的发布、升级等操作，可

直接在中心云进行，简化原有的操作流程，降低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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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边端设备管理。将海量终端设备接入云，提供统一的抽

象接口，可在云中心向终端设备发布指令。 

（二）边缘计算的国外情况 

目前，边缘计算技术研究与应用处于发展初期阶段，世

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开展边缘计算理论研究及应用，

进行战略布局。 

欧美地区是边缘计算产生和研究的主要地区。2017 年至

2026 年，欧洲在边缘计算领域的投资支出将达到 1850 亿美

元。同时，欧洲还成立边缘计算产业联盟以促进边缘计算在

行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应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

国家标准局将边缘计算列入项目申请指南持续推进边缘计

算部署研究。此外，美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IIC）设立边

缘计算工作组，深入研究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参考架构。 

亚太地区是全球边缘计算研发、产业化另一个活跃地

区。韩国各大运营商针对边缘计算在 VR/AR、车联网、无

人机与安防监控等场景的应用进行试点，目前已经在 8 个主

要城市建设多接入边缘计算中心。日本成立 Edgecross 联盟，

积极推动边缘计算在通信、工业、健康医疗、智慧城市等方

面的应用落地。 

（三）我国边缘计算探索及应用实践 

我国高度重视边缘计算的重要地位，大力推进边缘计算

在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等领域的发展。2020 年，中共中央政

治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新基建”为核心之一的双循环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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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格局，其中“新基建”重点布局的 5G、AI、工业互联网

等领域都与边缘计算紧密相连。此外，《工业互联网创新发

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工业

大数据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

展工业互联网指导意见》《“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等文件多次提及并明确提出要推动边缘计算在垂直领域中

的发展及应用。 

目前，边缘计算在我国各地多个领域也已开展相关的应

用探索和落地实践。例如，城市管理方面，四川省眉山市公

安局开展“智慧警务”一期——视频图像感知源和视觉计算

边缘节点项目的建设工作。鹤壁市为加快推动 5G 智慧城市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信息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和智慧城市

管理水平，开始建设鹤壁市 5G 智慧城市新基建（智慧合杆+

边缘计算+应用场景）项目。医疗方面，深圳市福田区医联

体 5G+MEC（移动边缘计算）智慧医疗，新昌人民医院

5G+MEC（移动边缘计算）切片专网。工业制造方面，阿里

云和英特尔联合推出的云边一体化边缘计算产品率先在重

庆瑞方渝美压铸有限公司部署使用。 

三、我区边缘计算应用现状与挑战 

（一）我区边缘计算应用现状 

政策环境方面，广西制定并印发的《加快推动工业互联

网发展工作方案（2020—2022 年）》《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计

划》等文件明确提出要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业互联网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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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业互联网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

系列边缘计算的融合应用。 

应用建设方面，中国移动广西公司、广西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联手打造的广西首个 MEC（移动边

缘计算）平台部署在广西钢铁集团。数字广西集团与浪潮等

行业领军企业合作建设广西工业云平台，华为云携手广西玉

柴打造新一代车联网平台等。柳州市融合 5G、大数据、物

联网等前沿技术，打造城市“最强大脑”物联网平台——柳

州市城市物联网管理支撑平台。桂林市秀峰区联手杭州云哟

科技于桂林落地的边缘计算运算中心，是我区的首家地市级

运算中心，首批服务器部署量 1000 台，将为广西省和周边

省份的家庭与企业客户提供服务。 

（二）我区边缘计算面临的挑战 

一是企业科技创新投入不足。科技创新是一个前沿技术

应用落地的主要动力。根据《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

2020》显示，广西的科技活动投入与产出在国内长期倒数，

产业科技创新投入动力也不足。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部

署成本相对较高,产出效果衡量难或在短期内不可见，区内

企业对于边缘计算的科研投入意愿不强。 

二是应用场景挖掘不够，需求不强烈。当前我区传统行

业领域数字化转型仍处于起步阶段，多数行业对于边缘计算

需求尚不够强烈。对边缘计算的需求最为明确的智能制造、

智慧城市、直播游戏和车联网 4 个垂直领域也仅是试点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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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VR、车联网等新型场景本身正处于摸索发展阶段，边缘

计算需求仍需酝酿。 

三是互操作性问题。边缘设备之间的互操作性是边缘计

算架构能够大规模落地的关键。边缘云计算产业链条长且复

杂，当前不同设备商制定的标准规范、协作协议不统一，异

构边缘设备和系统之间存在互操作性壁垒，导致不同厂商的

边缘计算设备不能协同管理。 

四、对策建议 

（一）加大政府支持，激发企业活力 

政府鼓励企业积极转型，进行边缘计算技术创新研发与

应用，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普

惠性政策，拓展优化技术装备保险补偿和激励政策。运用政

府采购政策支持企业边缘计算产品和服务，通过完善标准、

质量和竞争规制等措施，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形成持续

稳定投入机制。鼓励企业参与政府科技创新规划和政策制

定，组织实施以产业为导向的边缘计算创新项目。同时出台

企业边缘计算项目落地限时奖励政策，促进我区企业边缘计

算技术研发和应用。 

（二）加快打造应用示范场景，激发应用需求 

举办边缘计算应用开发者大赛等活动，积极推动产业协

同创新。同时围绕重点行业领域数字化转型需求，聚焦数据

创新融合应用场景建设，梳理并发布智能制造、智慧城市、

直播游戏和车联网等领域数据应用场景需求清单，围绕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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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医疗健康、智慧交通、市场监管、文化旅游、环境保

护、社区管理、城市安防等群众关注、迫切性高以及具有一

定基础的领域试点推广一批数字化应用示范，激发边缘计算

应用需求。 

（三）加强各方联合交流，促进生态发展 

联合产业各方建立边缘计算创新实验室，构建边缘计算

前沿技术验证、标准检测、软硬件功能测试、解决方案验证

等能力，打造第三方可信、开放的测试环境，为我区边缘计

算技术发展提供必要支撑。构建边缘计算开放平台，凝聚各

行各业边缘计算优势，构建产业生态，共同促进边缘计算生

态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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