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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愿景：以数字化农村为使命，中国领先的IT投资服务运营商 

基于先进、适用的 信息技术，致力于为中国新农村及城镇化

建设提供数字化服务，推进数字化中国的进程。 

北京兆华世纪 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SINERA  HOLDINGS LTD. 
WWW.SINE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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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中国新农村发展的业务布局 

村村小屋 
（农村经济合作社） 

SBU 

无线三网融合
电视广播运营

SBU 

新媒体应用
服务 
SBU 

   医疗健康 
服务 
SBU 

远程教育服
务SBU 

农村救援保
险服务SBU 

   兆华世纪坚持以信息技术促进新农村发展的价值主张，以无线三网融合技术创新为

动力，以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网为基础，面向三农发展应用和服务。 

形成了清晰的“以客户为中心，以创新为驱动、以服务为导向”的业务布局 

 
兆华世纪 
网络投资 
运营公司 

 

 
兆华世纪 

新媒体 
技术公司 

 

兆华世纪
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兆华世纪 IT 服务 
集团公司 

 
湖南移动
电视公司 

 

 
湖南新媒体

技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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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兆华世纪传媒
投资有限公司 



 90年代初开始致力于国内广播电视网络的建设和运营 

 参与投资建设北海、海口、贵阳、遵义、成都、西安、太原等地有线电视网络 

 2003年开始与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合作，成立“湖南移动电视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建设湖南省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网 

 2012年开始组建高端技术团队，致力于无线三网融合技术下新一代地面数字电视 

     广播网、电视云平台、智能终端的创新研发工作，目前已形成系统产品 

      

 公司在组网技术、数字电视网络建设、三网融合

技术研发、云平台技术、应用研发和运营管理方

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造就了一支具有先进经营

理念和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才队伍。公司管理层成

员来自于神州数码、联想集团、中国移动、中国

惠普等著名的IT企业。 

兆华世纪                   农村信息化实践回顾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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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8年努力，建成了一张覆盖湖南农村的地面数字电视网 

 单位：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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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2年底： 

• 由兆华世纪公司累计投入资金达5亿元。 

• 建成了目前国内技术最先进，覆盖范围最大的省级无线 

   数字电视网。 

• 农村无线数字电视商业用户超过80万户，约300万农民 

   年收入过亿元 

• 设立了20多个市、县分公司，服务网点2000多个，乡 

   镇网点服务人员一万多人 

• 历经八年，形成了广电行业内具有示范作用的“湖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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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将以低成本的方式快速支撑推进上述目标的实现 

• 数字电视广播网技术、无线通讯技术、无线互联网技术、物联 

  网技术、电视云平台技术、智能终端技术的创新融合 

• 中国产业自主产权自主可控的国家信息化基础设施安全保障 

农村信息化是实现国策的重要支撑手段 

农村信息消费大力提升、新的信息产业打造机会 

改革发展需求

与资源供给 

严重不匹配 

农村信息化与新农村现代农业的关系    对农村信息化的理解 

•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生活保障 

• 农村经济机制和城乡一体化体制建立 

• 农村基层组织和执政能力提升、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 

•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抗风险、竞争能力 

• 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社会和谐  

新农村 现代农业发展改革目标 

农民幸福生活的美丽家园 

信息技术将缓解这一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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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信息化核心构成、发展瓶颈及对策     对农村信息化的理解 

农村信息化

核心构成与

发展瓶颈 

农村信

息基础

设施 

农村信

息资源 

农村信

息服务

体系 

农村信

息化应

用 

农村信

息化发

展环境 

农村农业信息化建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 一是城乡数字鸿沟比较大，无论从有线网络接入的最后

一公里问题，还是农村计算机普及率不足，城乡都还有

很大差距。为此以低成本的无线三网融合数字电视广播

网为基础，配以智能电视终端，形成新应用形态。 

– 二是农村信息服务网络资源分散，亟需搭建公共云平台

和落地服务平台村村信息小屋，面向服务对象有效整合

资源，让城市的信息化成果流入并惠及农民。 

– 三是农村农业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尚须加强，改变城里

人办农村事的格局，利用农村经济合作社机制，以农村

人员及退伍军人等力量，可持续化经营并服务于信息

化，同时也是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新型农民的重要手

段。 

– 四是对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的紧迫感和必要性认识不

足，国家尚需出台鼓励政策，引导农民消费，保护进入

农村信息化领域的民间企业的积极性，促进农村信息化

的发展由政府推动向需求拉动转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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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三网融合”示意图 

无线通信网  无线电视网 无线互联网 

无线三网融合信息终端 

通讯网实现小容量信息交互，广播网实现大容量信息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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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三网融合”技术架构 

服务器 
处理发出推送信息 

通讯网 无
线
基
站 

信息通过广播电视网 
  推送至信息屋终端 

用户互动信息通过 
“通信网”上行 

综
合
服
务
器 

自动收
费结算 

用户信息与终端信息 
与广播电视网BOSS对接 

12 
通讯上行互动、广播下行推送、电视显示操作 



低成本高效的传输技术特点 

通讯上行互动 

用户信息需求上不对称，下行获取信息量= 4倍 上行传输信息量 

广播下行推送 

WCDMA速率≈ 2Mbps 

CDMA2000速率≈ 2.4Mbps 

TD-CDMA速率≈ 3.84Mbps 

DTMB速率≈ 19Mbps 
 

WCDMA  

CDMA200       超过1小时 

TD-CDMA 

DTMB 约8分钟 

下载1G视频节目: 

成本低建设周期短 

• 无线三网融合数字电视网的建设运营成本为其他网络（包括，有线电视网、有线宽带 

  互联网、无线互联网3G/4G）的1/20以下 

• 一个省的农村信息到户：无线建设维护成本5亿以内，有线建设维护成本100亿以上 
13 



电视显示操作 

电视机做为终端，有利于普及推广，能加快农村信息化 

进程10年以上 

电话 

电视 

信息 

电子商务 

远程教育 

其它 

看电视 
用 电视 

适合普及推广的信息终端 – 智能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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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产权、自主可控的关键技术，国家信息安全保障 

DTMB（地面数字电视国家标准） 

随
机
化 

前
向
纠
错
编
码 

星座映
射与交

织 

系统
信息 

复
 
用 

帧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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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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帧 

基
带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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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正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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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频 

帧头 

数据 
输入 

射
频
输
出 

DTMB与 DVB –T（欧洲）ATSC（美国）ISDB-T（日本）为国际四大标准  
支持固定接收、移动接收，可提供数字电视，数据广播，数字信息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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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核心模块 

1. 内容交互界面可定制 

2. 核心模块应用驱动 

3. 三种通讯网络标准均可支持 

4. 高清标清节目视频兼容 

5. 内置Web浏览器，支持常用数据格式 

6. 推送数据后台自动接收 

7. 标准存储接口，容量升级方便 

 DTMB 

   移动电视 

GSM标准 
TD-SCDMA 

  中国联通 

WCDMA标准 

中国电信 

CDMA2000标
准 

核心模块 

中国移动 

中国自主产权、自主可控的关键技术，国家信息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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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技术（广谱、可寻址） 

推 
送 
服 
务 
系 
统 
原 
理 
图 

中国自主产权、自主可控的关键技术，国家信息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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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M 

对广电直播业务、点播业务、下载业务、推送业务和录像存储业务提供更加安全的内容保
护，特别适合数字化和三网融合下的各种信息新型业务的开展。 

DRM 
数字版权 

点播业务 
广电直播业务 

下载业务 

三网融合新型业务 

推送业务 

信息存储业务 

中国自主产权、自主可控的关键技术，国家信息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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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存网库 
巨库 

报纸 

期刊 

网站 

音频节目 

视频专栏 

广播
网 

子库 

子库是巨库的个性子
集，通过语义地址，每
个用户选择自己有兴趣
的内容存入子库 

双向互动享用 

互联           文化资源 一 体化             广播           文化资源泛在化                  

中国自主产权、自主可控的关键技术，国家信息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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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S系统 

逻 
辑 
架 
构 

中国自主产权、自主可控的关键技术，国家信息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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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论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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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特点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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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融合服务体系定位 

IT 产业视角 

• 智慧新农村融合服务平台 

• 无线三网融合技术创新 

• TV、智能卡支付、线下服务站的结合 

• 云计算、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与物联 

  网技术的结合 

• 产业链整合，中国民族产业巨大的信 

  息产业发展市场 

商业模式视角 

• 双向无线数字电视广播网运营 

• TV 云平台开放运营 

• 农村线上综合增值应用服务经营 

• 农村线下村村信息小屋经营 

•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经营 

政府视角 

• 政府管理与服务农村新的平台渠道 

  扁平化、源头化、低成本、精细化 

  基层政府执政能力提升。 

• 服务农民农业，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打破割裂、整合服务、主动推送、推 

  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 平战结合掌控网络虚拟社区、战时成 

  战略网备份网络 

• 支撑现代农业的主要渠道，加快实现 

  富农、强农、惠农 

农民视角 

• 政府智慧服务新体验 

   个性化、7X24小时、一站式服务 

   政民互动、和谐共建 

• 可用的生活、生产信息消费新模式 

   实惠、便利、增收 24 



政务管理 
公共服务 

服务云平台（PaaS） 

TV 
终端 

手机 
移动网 

乡村 
工作站 

农民 
热线 

影视文化 
娱乐服务 

电子商务 
惠民服务 

融合通讯 
增值服务 

平  台 

服  务 

终  端 

无线数字电视网、无线通讯网、无线互联网 网  络 

新农村融合服务体系技术架构 

党员教育 
国防教育 

现代农业 
生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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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村基层服务网点 

交验物理原件 针对弱势群体 农民网上办事 

三网融合 
网 

广播网+移动网 
 

农民服务云平台 

政府各职能委局 公用事业单位 社会服务机构 

服
务
就
在
家
门
口 

足
不
出
户
网
上
办
事 

新农村融合服务体系实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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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战略定位 

– 基于“公司10年来所积累的地面数字电

视广播网的全国领先优势” 

– 融合“无线三网融合技术、IT技术、互

联网运营能力、智能终端技术” 

– 打造“新一代的DTMB网络、新型电视

服务云平台、支付服务平台、智能终

端、落地的服务支撑体系” 

– 面向“农村及城市为目标市场，开展

2C、2G、2B的运营服务业务” 

– 发展“可持续盈利的运营型应用服务产

品，包括文化娱乐服务、生活购物服

务、远程教育服务、农业电商服务、现

代农业服务政务党务服务、医疗健康服

务等” 

 

 D T M B 

  云 平 台 

 智能终端 

 支付平台 

 服务体系 

新型TV平台体系 

2 B 2 G 2 C 

影

视

娱

乐 

面向个人 面向政府 面向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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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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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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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服务平台 政务外网平台 

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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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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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融合服务体系业务及服务构成 

27 



基于开放思想，整合行业应用资源，形成首期应用产品 

• 直播电视 
• 高清影院 
• 收藏 

• 市场行情 
• 自选产品 
• 供求信息 
• 我的供求 
• 农业技术 
• 专家指导 
• 专家施肥 
• 我的商圈 

• 时政要闻 
• 精选课件 
• 优秀党员 
• 党建模范 
• 致富模范 
• 法律法规 
• 惠农政策 
• 快乐农家 

• 国防教育  
• 党务公开 
• 财务公开 
• 计生公开 
• 办事公开 
• 办事指南 
• 用工信息 

• 电话本 
• 通话记录 
• 电话拨号 
• 收件箱 

• 阅读 
• 理财 
• 教育 
• 交通 
• 生活 
• 娱乐 
• 已下载 

• 节目管理 
• 网络设置 
• 音视频设置 
• 授权信息 
• 文件管理 

数字电视 农业信息 政务应用 红星党建 
政务应用 
国防教育 互联通信 应用之家 系统设置 

公司积极开展与农业部信息中心、中组部党员教育中心、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科学院农村研究中心 

农业大学农信化研究中心、湖南各级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信息资源单位形成合作，开发信息应用产品 

28 



新农村融合服务线下体系    “村村信息小屋”价值 

农业 

服务 
物流 

服务 

政务 

服务 

公共 

服务 

生活 

服务 

党员 

教育 

金融 

服务 

村村信息小屋 
（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 便宜的生产资料 

• 便宜的生活资料 

• 金融服务延伸化 

• 公共服务均等化 

• 社会管理精细化 

• 信息专业经营化 

村村信息小屋 

  运用股份制经济合作社的体制 

  建立农村信息化的自生运营团队 

• 网络及IT技术支撑下的新农村信息线下服务体系 

• 农村信息化可持续实施及运行的主力军 

• 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下沉的载体和支撑 

• 现代农业生产营销的集约化服务延伸平台 

• 农村电子商务惠及农民的最后一公里配套 

• 与农业生产经营高度结合的金融服务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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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首期服务内容和用户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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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类别 服务形式 服务内容 适合人群 满足需求 

基础电视服务 线上服务 直播电视 农村居民用户 传统电视节目的收看 

 

 

 

 

 

 

 

综合信息服务 

 

   线上服务 

影视推送 农村居民用户 感兴趣的视频节目点播 

农村政务信息服务 农村所有用户 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具

体服务包括民意调研、党

员教育、政务公开等 

农业生产信息服务 农业生产大户/农业合作

社等组织和个人 

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市

场讯息、技术指导等信息

服务 

农民生活信息服务 农村居民用户 医疗健康、务工信息、

技能培训、个人娱乐、电

视商城等 

 

线下服务 

政务服务 农村所有用户 政务服务代办、村务信

息搜集 

社会公共服务 农村所有用户 医疗卫生、健康体检、

教育等 

农业生产服务 农业生产经营者 农资销售、技术指导等 



实践经验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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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解决方案 

- 网络通达到户 

以低成本、高覆盖的双向无

线数字电视网+高普及率的

电视为主要信息终端 

-精准信息直观到户 

建立产业联盟+电视云平台

技术+定向推送技术+直观简

单的图文信息界面设计 

- 服务体系到村镇 

建立线下服务体系，解决

“最后一公里”问题 

- 实体资源到户 

适用农村实际环境的物流解

决方案 

-应用服务精准设计 

线上需求调研+线下信息员

反馈 

- 农村人才培养 

合作社机制+退伍军人培养

计划——“农村人办农村

事” 

-政民互动有效落实 

政务信息公开+线上调研+线

上互动+线下服务代办等多

形式、多渠道互动方式 

-可持续发展运营机制 

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多方

参与、市场化运作 

1. 农村网络基础设施不健全——互联网普及率

低 

2. 信息终端的可适度——PC普及率低，手机屏

小且不符合“三留守”人群使用习惯 

3. 农村信息资源的本地化/个性化需求 

4. 农民对海量信息的“望洋兴叹”   

5. 信息服务体系不健全 

6. 农村社会管理创新 

7. 农村人才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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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顶盒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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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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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视--直播电视 

35 



数字电视--直播电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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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视--高清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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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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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市场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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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自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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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我的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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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农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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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科学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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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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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应用—村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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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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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党建—精选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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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党建—致富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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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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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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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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