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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规模应用将进一步扩容提速。7
月27日，记者获悉，目前全国5G应用创新
案例超过 1万个，数量和创新性均处于全
球第一梯队。下一步，更多政策利好将持
续加码，包括增强关键产业环节的供给能
力，发挥工业、交通、能源等各行业龙头企
业引领作用，树立一批高水平应用标杆
等。与此同时，基础电信企业也进一步敲
定施工图，明确 5G网络规模部署时间表，
加快 5G在工业互联网、智能采矿、智慧港
口等重点领域的应用落地。

5G融合应用赋能强劲

位于深圳西部港区的妈湾港，改造
前一直是散杂货码头。过去，场桥工人
每天要在位于 30 米高空的驾驶室连续
工作 8 个小时，大部分工人患有颈椎病
等职业病。如今，在大带宽、低时延的
5G 技术赋能下，工人坐在智能远控中心
就可以同时控制 6 台场桥，作业效率大
幅提升。在智能巡检上，5G 巡逻机器人
搭载有高清摄像头和特殊的传感器，可
以实现一键远程操控的立体巡逻，实时
回传信息，提升港区安防能力。

在比亚迪总装车厂，5G 技术正赋能
老旧工厂数字化升级。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工厂落地了 13 项“5G+工业互联网”
融合创新应用，实现精益化生产和柔性
制造，生产效率提升 25%。其中，通过
5G 一屏感知、5G+AI车窗合规检测等应
用方案，车窗涂胶不良品流出由原来的
每个月 1 例或 2 例降到零；5G+AGV 智
能物流助力物流效率提升 15%。

5G 融 合 应 用 正 加 速 赋 能 实 体 经
济。工信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 5G 应用
创新案例超过 1 万个，其中全国“5G+工
业互联网”项目超过 1500 个，138 个钢铁
企业、194 个电力企业、175 个矿山、89 个
港口实现 5G 应用商用落地。此外，全国
已有超过 600 个三甲医院开展 5G+急诊
急救、远程诊断、健康管理等应用。

“5G 作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发展
的重要方向，将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
术结合，构建数据要素更快速可靠流通
的信息‘大动脉’，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
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优化技术、资
本、人才等要素配置，赋能经济高质量发
展。”在日前召开的全国 5G 行业应用规
模化发展现场会上，工信部党组书记、部
长肖亚庆表示。

多方支持持续加码

当前我国正处于 5G 规模应用发展
的关键阶段，从部委到地方正展开密集
部署。近日，工信部等十部门正式发布

《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
年）》，重点推进 5G 在工业互联网、车联
网、智慧港口、智慧采矿、智慧教育、智慧
医疗等 15 个行业的 5G 应用，通过 3 年时
间初步形成 5G 创新应用体系。

地方层面，广东将充分发挥 5G 对数
字经济发展的先导带动作用，推动 5G 在
工业、教育、医疗、农业、交通运输、能源
等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提升产业链数字
化水平。日前发布的《山西省信息通信
业“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推进信息通

信技术与垂直行业深度融合，聚力打造
能源、交通、文旅、教育等重点行业 5G 应
用示范项目。

作为 5G 应用落地的关键环节，基础
电信企业也在加大布局。记者了解到，
中国移动将实施 5G 行业应用“绽放”计
划，推广场景化标准化解决方案，到“十
四五”末，力争 5G 应用覆盖超百万家企
事业单位。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将进一
步聚焦工业互联网、智慧港口、智能采矿
等重点行业，加快 5G 应用复制推广。

此外，支撑 5G 应用的基础设施建设
也将进一步增强。中国移动计划到年底
建设 5G 基站超过 70 万个，基本实现全
国市、县城区及重点乡镇、重点区域良好
覆盖。中国电信预计到今年年底，5G 共
享基站规模将突破 70 万个。中国联通
计划 2023 年完成 5G 网络规模部署，实
现市区、高速公路、铁路、重点县城和大
乡镇等区域的 5G 网络覆盖。中国铁塔
则将打造“数字塔”，通过 5G 的应用，发
挥 200 万座铁塔中高点位视频信息及数
据服务的功能，为各行各业服务。

促规模应用将进一步发力

需要看到的是，总体上 5G 应用仍存
在产业短板尚待补齐、应用带动效应不
足、应用生态需加快成熟等问题。

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表
示，当前我国 5G 发展已走在世界前列，
5G 应用无现成经验可以借鉴。5G 总体
上仍处于发展初期，与行业融合是一个
渐进过程，需要遵循从试点示范到规模

推广再到大规模应用的规律，充分认识
5G 应用发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记者获悉，工信部将加大政策布局
力度，进一步推动 5G 应用规模化发展。
坚持需求导向，发挥工业、交通、能源、医
疗、媒体等各行业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
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深度探索行业需求和
应用场景，打造行业领域特色应用场景
和标杆高水平示范项目。建设一批行业
特色应用集群，发挥京津冀、长三角、粤
港澳等区域的产业集聚效应，推动建设
一批 5G 融合应用产业基地。

在增强产业支撑能力上，将针对芯
片、模组等制约规模化应用的关键环节，
加大资金、税收等政策支持力度。进一
步提升 5G 网络的支撑能力，坚持适度超
前、以建促用、建用结合的原则，紧贴行
业和市场需求，实现深度覆盖和按需覆
盖；推动 5G 行业虚拟专网规模化发展，
加快端到端网络切片等新技术成熟商
用。同时，加强应用安全保障能力，加强
5G 融合应用的网络安全和重要数据保
护，实现 5G 发展与安全相同步。

值得关注的是，不同于消费互联网
应用，5G 应用的主战场在赋能实体经
济、赋能千行百业上，需要产业链上下游
多方主体广泛参与和政府部门通力协
作。对此，工信部将加强跨部门、跨行
业、跨领域联盟和行业协会开展广泛的
行业协作和对接合作。进一步建立商业
模式，构建开放创新竞争的市场环境，吸
引社会各方和资源投入，激发 5G 应用市
场主体活力。 （新华）

政策利好纷至 5G规模化应用加力提速
增强关键产业环节供给，建设一批行业特色应用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