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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云计算技术提供移动互联网业务，是电信运营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提高竞争

力，避免沦为单纯“管道”的重要手段。本文提出的“云＋端”架构，是实现移动互联网与云计

算结合的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本文介绍了“云＋端”架构中云端与终端的具体结构，以及基

于“云＋端”架构开发的云宝盒产品和世博 e云手机，并提出了“云＋端”架构的后续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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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移动互联网时代运营商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思路 

1.1 移动互联网时代运营商面临的挑战 

目前，移动互联网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黄金阶段。经过了大型机、小型机、个人电脑、桌

面互联网之后，人们正跑步进入移动互联网新时代。据统计[1]，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 2008

年、2009 年连续两年超过 100%高速增长，截止到 2010 年底，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用户规

模达 2.88 亿，环比 2009 年增速达 40.5%，预测 2012 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将超过互联

网用户数。 

与此同时，电信运营商则不得不面对“被管道化”的尴尬境地。统计数据显示[2]：广东移

动 2010 年上半年 40%以上的数据流量来自腾讯 QQ 业务，多地移动公司信道资源的最大份

额消耗者也是 QQ。随着社交网站、无线视频等移动互联网业务的普及，愈来愈多的内容提

供商在成功吸引了大量用户的同时，正以低廉的成本不断消耗着运营商的无线频谱、信道、

人力等资源。 

1.2 云计算技术成为电信运营商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必然选择 

云计算的部署可以让企业巨大的后台计算与储存能力充分地发挥出来，与之对应的则是

终端的性能瓶颈会逐渐消失，云计算将会帮助手机实现超越 PC 的运算能力，这对于 CDMA

手机尤为重要。目前，CDMA 手机中仍有超过 1/3 的手机硬件性能较低，难以支持各种移动

互联网业务，CDMA 3G 手机中仍有约 70％的手机使用 BREW 软件平台，而基于 BREW 的

应用远远少于基于各种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应用，导致在 CDMA 手机上移动互联网应用推

广困难。 

另一方面，云计算技术实现应用托管，在云端汇聚电信能力和互联网能力，将其开放给

开发者，可以改变运营商对移动互联网业务参与程度低的状况，通过平台运营，提升运营商

在产业链中的地位。 

因此，基于云计算技术提供移动互联网业务，是电信运营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提高竞争

力，避免沦为单纯“管道”的重要手段。 

1.3 移动互联网的云计算发展，需要关注“云＋端” 

那是不是说，云计算时代的手机，都是“瘦终端”呢？显然不是，因为手机的演进趋势绝

不是仅成为一个缩小版的 PC。手机有麦克风、扬声器、相机，甚至 GPS 芯片、重力感应装

置(G-Sensor)，这些附属设备分开来看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如果在手机的后端平台应用了云

计算，结合了 3G 带宽和合理的资费后，手机的麦克风就能成为用户的耳朵，手机的相机就

能成为用户的眼睛，GPS 芯片就能成为用户的向导……，手机的移动性和便携性，使得手

机与用户的日常生活结合更为紧密，手机在用户体验上远远超过了 PC。充分利用手机的这

些特性，移动互联网将会超越传统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应用服务，云是服务的核心，端是服务的载体与呈现途径，同时也



是用户参与业务互动的重要渠道，端对用户的服务体验、业务的推广都影响巨大。因此，发

展移动互联网应用更需要关注“端”。 

云计算与移动互联网的结合，是一种“云＋端”架构，是云端与终端的协同，下文提出了

一种基于统一客户端的“云＋端”架构，并介绍了其技术特点、应用案例和业务优势。 

2 移动互联网业务“云＋端”架构 

2.1 “云＋端”总体架构 

移动互联网“云＋端”架构，由云平台、云手机，以及能力开放层、外部应用服务、应用

开发测试环境组成，云平台和云手机是核心，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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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云＋端”总体架构图 
 

2.1.1 云平台 

云平台由云终端接入服务器、应用服务器、资源汇聚网关、管理平台、门户五部分构成。 

(1) 云终端接入服务器 

负责云客户端的接入，并提供下述三个功能：空中网协议处理，完成空中网二进制协议

与应用层 XML 协议之间的转换；下载服务，提供云客户端和云手机上应用客户端的更新；

用户认证，根据手机号生成并维护用户身份信息，以支持第三方应用对用户身份的需求。 

(2) 应用服务器 

根据要处理的业务类型的不同，分成两类应用服务器。A 型应用服务器，直接对应用客

户端提供服务，无需访问外部应用。B 型应用服务器，是云平台和外部服务之间的桥梁，在

外部服务和应用客户端之间进行协议转换。 

A 型和 B 型应用服务器最重要的作用是：在应用服务器侧完成业务逻辑的处理，让云手

机只负责结果的展现，从而简化“端”的处理流程，体现“云”的作用。 

(3) 资源汇聚网关 

应用服务器在向云手机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资源汇聚网关调用电信网络能力、

电信 IT 能力和互联网能力等。从而丰富应用的类型，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电信网络能力



如：短信、彩信、WAP PUSH、定位能力等；电信 IT 能力如：统一认证能力等；互联网能

力如：Google 地图的 API 等。 

当一个现有应用移植到云平台时，需要外部应用对云平台提供接口。通过该接口，外部

应用可以将自己的资源延伸到云平台中，用户将像通过互联网一样使用相应的资源。如果某

个外部应用的资源只为一个特定的应用开放，则该接口是外部应用服务与 B 型应用服务器

的专用接口。如果某个外部应用的资源可以向所有云平台上的应用开放，则外部应用的资源

就封装成一种“互联网能力”，该接口就是外部资源与资源汇聚网关的开放接口。例如，可以

将社区应用封装成开放的“社区应用能力”，云手机上的应用调用该接口，就可以让用户通过

云手机，直接注册为社区的用户，与社区中原有的用户成为好友，在社区中发布文章、上传

照片等。 

(4) 管理平台 

实现“云＋端”应用的订购、计费、发布、升级管理，以及对使用“云＋端”应用的用户的

管理、记录用户使用日志，对可供调用的外部能力资源进行管理，并且可以按用户、按应用、

按使用的资源进行统计分析。发布管理和资源管理是“云＋端”架构中相当重要的模块，可以

保证基于“云＋端”架构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安全性、可管可控性。发布管理包括应用的审核、

部署、测试、发布、升级、注销等；资源管理包括互联网资源的审核、发布、更新等。 

(5) 门户 

分成运营商门户和开发者门户。运营商门户是运营商进行应用审核、资源审核和发布、

云客户端升级程序发布、统计用户使用行为的门户。开发者门户为开发者提供应用测试与发

布的入口。 

2.1.2 云手机 

云手机是运行了云客户端的手机。云客户端运行在基础软件之上，各种云应用则运行在

云客户端之上，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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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云手机软件架构图
 

云客户端主要包括以下功能模块： 

（1）硬件抽象层：硬件抽象层屏蔽手机底层复杂的业务处理逻辑，屏蔽不同手机平台、

不同手机品牌的硬件接口的差异性。第三方厂商可以方便地通过脚本语言引擎调用这些接

口，达到快速开发快速适配的目的。 

（2）脚本语言引擎：脚本语言引擎是一个 Javascript 的虚拟机。其功能为：对客户端

Javascript 脚本进行解释和执行；进行简单的客户端业务逻辑处理，如数学计算、游戏逻辑

处理等。 



（3）UI 引擎：UI 引擎根据界面描述语言进行展现。主要功能有：将 Javascript 指令翻

译成用户可以看到的视觉效果；实现各种 UI 控件的排版、坐标的设定；实现 UI 特效的优

化展现，比如 3D 效果、透明效果、平移效果等等。 

（4）核心库 API：核心库 API 涵盖了界面/交互、文件、通信、多媒体、系统和手机本

地操作等各方面的功能。目前云客户端可以提供的 API 分为：核心 JavaScript 对象、布局控

件(容器)、基础控件、联网控件、其他控件五类。核心 JavaScript 对象定义了基本的数据类

型，如 Array、Boolean、Number、String 等；基础控件和布局控件都是用于客户端界面展现

的 API；联网控件提供了访问网络的 API；其他控件则提供了一些基础的 DOM 对象操作的

API，如 Script, Style, Windows 等。 

（5）在线升级：在线升级功能与云平台配合，实现云客户端自身和各种云应用的自动

升级。 

2.2 云手机访问云平台的典型业务流程 

图 3 描述了云手机访问云平台应用的典型业务流程。在整个业务流程中，分成三个不同

的阶段，使用不同的协议。(1) 云客户端与终端接入服务器之间，为空中传输部分，此部分

使用二进制格式，降低数据流量；(2) 终端接入服务器与应用服务器之间，此部分使用 HTTP

协议作为承载，用 XML 格式描述数据；(3) 应用服务器与外部互联网服务之间，此部分是

由外部互联网服务定义的专用接口，可以使用任何网络协议，通常使用基于 HTTP 协议，承

载 XML 格式数据或 Web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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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云手机访问云平台的典型业务流程
 

2.3 基于统一客户端的“云＋端”架构的技术优势 

“云＋端”架构在终端侧的技术实现上有多种方式，常见的有浏览器方式、Widget 方式、

统一客户端方式。本文提出的“云＋端”架构采用统一客户端方式，有如下四个技术优势： 

(1) 云客户端是轻量级客户端，其安装包只有 100 多 K，对手机资源要求低 

云客户端对于手机的最低硬件配置要求为：300Mhz CPU，2M 内存，2M 剩余存储空间，

240×320 逻辑屏幕分辨率；对于手机的系统软件几乎没有要求，在 BREW 软件平台上就可

以运行，也提供了针对 Android 操作系统的版本；要求网络连接速度 32kbps 以上，即：在

EVDO 和 CDMA 1X 网络环境下都可以运行。大多数的 CDMA 中低端手机都可以满足上述

要求。 

(2) 云客户端方式与普通手机上网方式相比，占用网络流量少 

云客户端与接入服务器之间的数据传输采用二进制格式，且只传输所请求的数据内容，

不需要传输界面描述信息及排版样式数据，可以节省流量和减少对界面格式数据解析计算产

生的运算消耗。实验数据表明：获取同样内容，云客户端需要消耗的流量比 WAP 浏览器方



式小，仅为后者的 30～40%。 

云客户端启动后，只在与平台交互时才占用空口链路，整个运行过程中，云客户端和终

端接入服务器之间没有心跳操作，客户端没有额外占用无线网络资源。 

(3) 云手机应用采用 JavaScript 脚本语言开发，具有跨平台、普及率高、功能性强、支

持异步方式等优势，便于开发者使用 

JavaScript 脚本语言本身是一种轻量级语言。从开发技术上说，云手机应用的开发有如

下特点：网络访问对象模型非常简单，便于进行协议设计和代码的编写；提供丰富的界面控

件，节约了大量控件设计和界面框架代码编写的工作量，缩短开发周期；网络访问采用异步

模型，在网络数据请求的过程中，用户界面依然可以正常的展示和操作并得到及时的响应，

因此可以获得比较好的用户体验；布局方式和界面展示灵活，与 WAP 相比实现的界面更为

美观。 

(4) 与 WAP、Widget 相比，云客户端支持的应用类型丰富 

云客户端具有硬件抽象层，可以与手机本地能力相结合，相当于将手机本地的能力开放

给开发者，因此可以支持 WAP、Widget 无法实现的应用类型。目前已支持调用手机短信功

能、支持语音输入、读取手机上存储的文件等，今后还将支持定位、读取通讯录等功能。 

3 “云＋端”架构应用案例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开发的“e云手机”及 e 云手机平台，是“云＋端”架构的实际应用。 

“e云手机”是一款 BREW 终端，预装了云客户端——云宝盒。进入云宝盒界面，即可看

到世博搜索、新浪爱问、e 云存储、动漫世界、QQ 社区、休闲游戏、天翼湘财 7 个应用，

后期又增加了天翼微博、天翼短信、189 邮箱、天翼展厅、星空博客等 9 个应用，涵盖了搜

索、社区、浏览、游戏、云存储、微博、阅读、短信等大部分移动互联网应用种类，各级界

面如图 4 所示。这些应用都运行在云端，平台自动调配资源、配置服务、启动服务。终端侧

主要负责界面展现和用户交互，以及调用手机自身的能力(通话、短信、摄像头、声音播放、

录音等)。 

通过“e 云手机”案例，可以看到，“云＋端”架构对运营商发展移动互联网业务有着重要

意义： 

（1）降低应用对手机硬件能力的要求。对于 CDMA 手机而言，使移动互联网业务能覆

盖到市场中容量最大的中低端手机，客户通过中低端手机能够享受到高端手机的服务。以“语

音搜索”为例，e 云手机只要将语音录制下来，编码成声音格式文件，传到云平台，云平台

将声音格式文件解码后再进行语音识别，匹配出搜索结果后传回 e 云手机，在 e 云手机上显

示结果。通过这种处理方式，e 云手机无需具备语音识别功能，降低了对手机的要求。 

（2）减少终端适配工作量。手机只要适配云客户端，通过“云＋端”方式提供的应用无

需再进行适配，只要进入云宝盒，就可获得各种应用。云宝盒实现了移动互联网应用针对多

种手机的一次开发，广泛适配，解决了终端种类多，应用适配难度大的问题。由此，可大大

加快终端应用部署的周期，以 e 云手机为例，1 个月内就完成 9 个应用的开发和测试工作。

而且，云宝盒实现了对 BREW 的适配，在目前 BREW 应用匮乏的情况下，对应用推广有着

重要的促进作用。例如，通过云宝盒，天翼微博成为 BREW 手机上第一个可大规模部署和

使用的微博客户端。 

（3）为运营商提供了应用发布和推送的平台。只要是在云平台上部署的应用，都会自

动呈现在进入云宝盒后的大厅里，方便用户使用。从应用推广角度来说，这一特点比“应用

商店”更为有利，因为应用商店只是陈列了商品，买不买由用户决定，而云宝盒模式，用户

一旦安装了“云宝盒”，就自动获得了云宝盒中的所有应用，云端增加一个应用，终端上也会

相应地增加一个图标，无需用户下载、安装，应用就直接推送给了用户。 



 

 
手机应用主菜单 

点击菜单图标或菜单按键，

可一键进入主菜单界面 

 

 

 

 

应用升级提示 应用下载提示  

 

天翼应用云菜单 云宝盒大厅 

图4  e云手机界面及云宝盒界面示意图

 

4 “云＋端”架构后续发展建议 

4.1 完善云平台功能 

从两方面完善云平台的功能：(1) 加强管理功能。目前的云平台重点实现终端接入、应

用转换的功能，今后要强化应用计费、用户管理、统计分析功能，并与 ISMP、UDB 建立接

口，使得云手机用户纳入 UDB 的统一管理，云手机上的应用纳入 ISMP 的统一管理。(2) 拓

展云平台对外接口。提炼出更多云平台与能力开放层的接口，汇聚更多的电信能力，如位置

服务能力、用户终端状态信息等，丰富“云＋端”架构提供的应用类型。 

4.2 扩展云客户端的 API 

前文已介绍了目前云客户端可以提供的 API。今后，需要进一步优化 API 效率，扩展

支持更多的媒体和交互类型、界面组件，以支持更为丰富的应用，提高用户体验。需要扩展

的控件有：丰富页面表现能力的控件，实现 3D 效果、透明效果、动画效果等；类浏览器控

件，对 HTML 页面和 WAP 页面进行过滤和结构化处理，提高内容的处理和引入能力；调用

手机 GPS 定位能力的控件；提供多媒体播放、流媒体播放能力的控件。 

4.3 完善开发环境，吸引更多运行在“云＋端”架构上的业务 

要吸引更多的“云＋端”业务，要从两方面完善开发环境。在技术手段上：提供 API（云

端和终端）、SDK、可视化编程与测试环境，Sample 程序；在业务模式上：建立开发者社区，

建立良性循环的利益分成机制，以吸引开发者，同时，通过手机预装的方式，扩大云客户端

的覆盖用户范围。 

5 结束语 

“云＋端”架构是移动互联网与云计算结合的产物。对于开发者，它提供了开放的电信

服务能力、丰富的 API、完整的 SDK，为开发者屏蔽了终端的差异，减少终端适配量，便

于应用推广；对于运营商，它构造了“能力聚合＋应用托管＋业务运营”的综合平台，提升了

运营商在移动互联网产业链中的地位；对于用户，它使得低端手机用户也可以获取丰富的移

动互联网服务，使低端手机通过“云”成为互联网手机。我们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丰富“云



＋端”架构，为创造合作共赢的移动互联网良性生态环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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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oud + Terminal” architectu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s a feasible solution to 

integrate cloud computing and mobile Interne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mponents of “cloud + 

terminal” architecture and two telecom products based on this architecture: “cloud treasure box” 

(a kind of mobile Internet service) and “expo e-phone” (a kind of cloud mobile phone), then g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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