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军波：以绿色土木为笔，绘制生态平衡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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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讯物联：助力中国企业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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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连接更简单，让连接更安全”，这是贴
在量讯物联办公室墙上的一句话，亦是王弘
毅对于物联网如何赋能千行万业的理念。

    年，量讯物联成立，专注于从标准
化到高度定制的物联网通信解决方案。十年
来，量讯物联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
上海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荣获“    中国
移动物联网开发者大会十佳产品”“中知路”
长三角高价值专利大赛最佳运营奖、连续  
年入选     产业全景图谱……从一家名不
见经传的初创公司，成长为服务     多家企
业、年营收达  亿元的领军企业。

近日，张通社来到漕河泾科技产业化大
楼，见到了这位   后创业者———王弘毅。尽
管已带着团队打拼了十年，可在他的脸上丝
毫不见倦容，既有年轻人的冲劲，又透着成熟
人士的稳重与理智。“这里产业集聚程度高，
很多   企业都在这儿，创业氛围非常浓厚。”
提及公司为何落户在漕河泾开发区，王弘毅
解释道。

今年，既是漕河泾开发区成立   周年，
亦是量讯物联成立十周年的关键节点。历经
十年发展，量讯物联如何保持活力？“我们在
早期进入物联网风口，抓住过共享经济的机
会，现在正开展出海业务，并结合   做更多
事情。”关于量讯物联的创业故事，王弘毅娓
娓道来。

深耕通信行业十余年
年营业额达 !亿元

王弘毅是一位通信行业老兵。
    年，王弘毅被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录取，凭借对市场的敏锐观
察，毕业后他便扎根通信技术领域，在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工作十余年。“那时候，我还管理
了    人的团队。”工作期间，王弘毅积累了
丰富的战略规划、经营管理、市场开拓、研发
创业等方面的经验。

    年，物联网在国际和国内都成为热
议话题。国际上，   公司提出了“互联网＋
物联网 智慧地球”的概念。在国内，中科院
也在高新微纳传感网研发领域发力，而当时
的“传感网”就是现在统称的“物联网”。

“这两件事，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随
着传感器技术、嵌入式系统、云计算和大数据

等关键技术的突破，科技进步和政策支持的
双重推动，王弘毅敏锐地意识到，物联网这个
行业既是无人之境，也是可见的星辰大海。

于是，王弘毅决定创业，入局物联网这片
“蓝海”。

“    年，我们开始做平台、产品，以及
搭建资源端。”王弘毅和好友陆锦衣找来两位
交大的老同学陈刚和施亮，分别负责技术和
市场团队，至此创始人团队组建完成。

    年，量讯物联正式成立，提供从标
准化到高度定制的物联网通信解决方案，致
力于帮助客户实现商业应用的快速落地。彼
时，公司满打满算只有   个人。

    年，量讯物联为车联网主机厂提供
了首批移动物联网连接服务产品，迅速成为
行业的领先者；    年，共享经济爆发，共享
单车、充电宝等产品遍布大街小巷，物联网的
奇点临近，量讯物联的业务得以迅速扩张，团
队增加至   人，服务企业数量突破     
家，稳固了中国蜂窝物联网连接服务的领先
地位。

年营业额达  亿元、服务企业     多
家、总连接数达到     万、市场占有率超过
   、在北京深圳设立分公司、成为阿里云
   生态合作伙伴……如今的量讯物联，是名
副其实的物联网通信行业领导者。

搭建“1+N=X”的产品架构
覆盖 136个细分领域的企业

“我们的定位是让连接更简单、更安全，
帮助客户建立通道，让他们的产品能在第一
时间推到市场上去。”在王弘毅看来，量讯物
联能够快速增长，与公司制定的发展战略和
长期规划密不可分。

在搭建产品和服务体系上，他有自己的
一套方法论。“对客户负责，选择最好的运营
商合作伙伴，这是最优先的。”王弘毅介绍道，
量讯物联的第二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便是
搭建了“     ”的产品架构。“ ”指的是    
业务管理平台；“ ”指的是多个连接类产品，
包括国内连接类产品、国际连接类产品、特殊
的网络产品和智能终端产品，这四类产品在
平台上面向不同客户，能够不同组合；“ ”指
的是面向不同的场景、产业、客户，能够给它
们带来更多的价值。

简而言之，“     ”就是基于连
接业务管理平台，结合标准连接产品、
非标连接产品、精品专网产品、物联网
终端硬件等实现多元化场景组合，助力
企业实现数字化升级。

值得一提的是，   业务管理平台
是由量讯物联自主研发，具有独立知识
产权的物联网连接平台。它与国内三大
运营商能力深度耦合，依托于亿级连接管理、
     响应下的       等关键技术；同时，
该平台可承载    、    等专网连接服务，
为数据传输提供专用虚拟网络隧道，保障数
据高速、安全传输。

除了搭建产品体系，王弘毅也深知维护
客户的重要性：“我们坚持通过直销去做客
户，不通过渠道或代理，客户资源是最宝贵
的，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凭着这套“组合拳”，目前，量讯物联已
为车联网、移动支付、工业互联网、智慧城
市、智慧农业、智慧能源等    个细分领域
行业的企业提供物联网信息化整体解决方
案，覆盖    多个国家及地区，接入    多
家运营商。

针对不同领域的客户，量讯物联能在不
同应用场景提供连接服务。例如，在智慧农业
领域，量讯物联曾为黑龙江惠达科技有限公
司的农机导航设备提供国际卡 国内卡 连
接管理平台的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导航设备
完成高精度导航定位，实现农机自动耕耘、自
动灌溉；在智慧支付领域，量讯物联为上海收
钱吧提供了全面的连接解决方案，帮助客户
的    机与付款喇叭实现了数据分类与传
输功能，协助商户完成收费、记账及收款信息
的播报工作。

加速拓展出海业务
研发“人联网”流量识别技术
除了国内的业务，量讯物联也正马不停

蹄地开拓国际业务。“当初我们赶上了共享经
济的风口，现在希望抓住企业‘出海’的机
会。”在公司的发展战略上，王弘毅有着顺势
而为的智慧。

目前，企业出海面临着三大痛点：一是各
国漫游政策大相径庭，客户面临业务暂停或
中止的风险；二是基于全球化的业务模型，需
要做到全球服务网络的覆盖，实现全球资源
的灵活调配，让企业全球连接数据达到统一
管理；此外，如何为出海企业提供定制化的本
地及在地测试服务，减少后期运营维护成本
也很重要。

“我们要为这些企业提供解决方案，这不
仅局限于平台的服务，更要解决客户出海前
第一步的合规性。”王弘毅表示，为此，量讯物
为客户提供具有安全合规理念和实践、覆盖
全球的    通信服务能力、提供一站式服务
平台、全球合作伙伴解决方案一应俱全、成熟
和丰富的客户实践以及全球响应的服务体系
等，直击出海痛点。

据了解，量讯物联已为    多家客户提
供海外连接服务，平台国际连接已超   万，
业务覆盖全球    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两年来，人工智能、  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引领千行百业全方位变
革。“我们正在结合  ，做一个前沿课题。”王
弘毅表示，该课题是“人联网”流量识别技术。
具体而言，指借助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人工
智能相关技术，通过对业务流量从数据链路
层到应用层的日常流量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和
存储，构建流量数据分析模型，挖掘用户的流
量特征，从而实现有效的网络用户行为以及
网络异常行为的分析与检测。

“目前该技术仍处于研发阶段，在产学研
的合力推动下，这一课题将很快取得新的突
破，届时我们将更有能力应对诸如非法入侵、
电信诈骗在内的挑战，为物联网行业发展带
来更大的价值。”王弘毅坚定地说道。

得益于强劲的技术实力，量讯物联曾先
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上海市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还于     至     年连续  年入
选中国     产业图谱。在知识产权方面，已
获得  项发明专利，正在实质审查的发明专
利  项，外观专利  项，软件著作权   项。

    年，量讯物联成功获得        
质量体系认证，并据此建立了一套严格的产
品质量监控体系，为持续提升产品与服务质
量奠定了坚实基础。    年，公司不仅在国
家知识产权运营国际服务平台举办的“中知
路”长三角高价值专利运营大赛中荣获最佳
运营奖，还积极参与行业标准的编撰与落地
工作，展现了其在行业内的专业影响力。

“物联网领域仍然是一个增量市场。”提
到物联网是否正在经历一个由热转冷的过
程，王弘毅认为，它已悄无声息地渗透进人类
生活，从家里的智能家电到出行的汽车；从乡
间农田到国防军事，物联网无处不在。“就像
呼吸氧气一样，我们不会讨论它，但无时无刻
都需要它。”在王弘毅看来，随着  、智能新能
源汽车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物联网仍大有
可为。

今年，是量讯物联走过的第十个年头，也
是漕河泾开发区成立的   周年，作为园区土
生土长的企业，它不仅见证了这片热土的繁
荣发展，更以其创新精神和卓越成就，成为了
推动区域经济和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

面对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发展，量讯物
联正以其在数据采集、边缘计算、系统安全性
等方面的深厚积累，为企业的智能化与数字
化转型注入新动力。值得一提的是，位于漕河
泾开发区的量讯物联在赋能企业上有先天优
势，无论是对于园区内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
帮助，或是企业出海的业务支持，走到下一个
十年、二十年关口的量讯物联，其迸发的创新
潜力和行业领导力都充满想象。

郝红霞 张文琪

陈军波，现任商洛市交
通设计院副院长，同时也
是一位资深的公路和桥梁
高级工程师，以其对绿色
土木工程的深刻理解与实
践，成为行业的佼佼者。他
不仅专注于公路桥梁建设
的科学发展，更是一位对
生态保护怀有深厚情感的

“生态卫士”。
作为     年商洛秦岭

生态保护区乡村公路设计
规范的负责人，陈军波将绿
色土木工程理念贯穿到每

一项设计中。他深知，公路
和桥梁作为基础设施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设计、建设
过程对于生态平衡和环境
保护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他带领团队深入研究、反复
论证，力求在保障交通功能
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
自然环境的破坏。他坚持

“少拆迁、少占耕地，保护环
境”的原则，通过深思熟虑
的设计，确保公路建设与生
态环境的和谐共存。他强调
因地制宜，结合区域特性和
项目特点，选择合理的平面
和纵断面设计指标，确保设
计与自然地形地貌 相 协
调。同时，他将乡村公路分
为四级，分别对应不同的
技术等级类型，并提供了
详细的设计参数和技术要
求。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
公路建设的科学性和合理
性，更确保了工程的可持
续发展。

此外，在学术领域上，陈
军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他

发表的《高速公路互通式立
体交叉设计》《公路设计理念
误区分析》和《关于山区高速
公路设计探讨》等论文，为道
路设计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
支持，并成功解决了多项设
计中的复杂难题。更值得一
提的是，陈军波研发了基于
数字孪生的土木工程应用系
统、土木工程建筑智能监测
系统以及智能化土木工程建
筑设计系统。这些创新技术
的应用，不仅提高了设计的
精度和效率，更为工程领域
的智能化、生态可持续发展
作出了贡献。

陈军波为更持续、更环
保的土木工程开辟了新的
道路。他通过发展智能化
生态技术、优化设计规范，
提升了土工结构的安全性
和服役性能。陈军波不仅
为当地人民带来了更加安
全、便捷的交通条件，更以
绿色土木为笔，绘就了一
幅幅生态平衡的新画卷。

（孙微霏）

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