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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已经3年
5G融合应用加速落地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 8 月 10 日
开幕的 2022 世界 5G 大会上获悉，
5G 典型应用场景融入国民经济 40
个大类，在矿山、港口等领域实现
了规模化应用。下一步，相关部门
将按照适度超前原则，稳妥有序开
展 5G 网络建设，同时大力支持 5G
与工业、能源、医疗等垂直行业融
通发展，全面推进 5G 商用部署和规
模化应用。

目前，我国 5G 商用已经 3 年，
5G 建设应用取得积极成果。截至 6
月，我国已经建成 5G 基站 185.4 万
个，覆盖全国所有地市、县城城区
和 92%的 乡 镇 镇 区 。 在 应 用 推 广
上，5G 典型应用场景融入国民经济
97 个大类中的 40 个，在矿山、港口
等领域实现了规模化应用。

记者从大会上获悉，工信部等
相关部门将紧抓 5G 发展的历史机
遇，全面推进 5G 商用部署和规模化
应用，让 5G 更好地赋能实体，服务
社会。

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上，相关
部门将按照适度超前原则，稳妥有
序开展 5G 网络建设，推进 5G 网络
共建共享；围绕行业应用场景和热
点区域实现按需建设、深度覆盖，
持续推动 5G 行业虚拟专网的规模
化发展。工信部此前提出，力争今
年全年新建开通 5G 基站 60 万个，
总数超过 200万个。

在繁荣产业发展生态上，相关
部门将鼓励产业链上下游通力合
作，提升产业链韧性和供给能力；
大力支持 5G 与工业、能源、医疗、教
育、农业等垂直行业融通发展，培
育 5G 行业新生态，支撑千行百业数
字化转型。

在深化行业应用实践上，相关
部门将加速 5G 规模化应用，结合个
人用户需求，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
用，持续推出新应用，提升用户的
获得感；结合行业需求，推动 5G 行
业应用逐步实现从单点到多点，从
外围到核心的转变。

业内人士指出，与面向消费者
市场的应用不同，5G 面向的各行各
业需求不同，产业生态多元化。应
选择规模大、基础好的行业，打破
认知和技术壁垒，构建全链条的产
业生态。从局部试点到成熟推广，
从少数行业到更多的行业拓展，逐
步打造百万级、千万级乃至亿级的
5G 连接行业应用。

“5G 应用场景丰富且发展空间
巨大，要加快把 5G 技术优势转化为
产业发展优势，面向重点行业和重
点场景，不断创新 5G 应用解决方
案，让 5G 技术赋能各行各业，服务
和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国
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
主任单志广说。

据新华社电 我国 5G 网络基站数量
达 185.4 万个，终端用户超过 4.5 亿户，均
占全球 60%以上，全国运营商 5G 投资超
过 4000 亿元。这是记者 8 月 10 日从在
哈尔滨召开的 2022 世界 5G 大会上了解
到的。

5G 网络具有大带宽、低时延、广连
接等特点，正在工业、能源、医疗、教育、
交通等多个行业发挥赋能效应，形成多

个具备商业价值的典型应用场景。特别
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不断催生“非
接触式”消费需求，为 5G 产业发展提供
了有利市场环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烈宏说，随着 5G 应用加速落地，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一批
中国企业在 5G 研发应用方面居于世界
先进水平。

“我国 5G 建设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已进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在工业互联
网、智慧城市、智慧乡村等领域的应用取
得显著进展，正在不断探索上行超宽带、
实时宽带加速和感知定位新场景。”中国
工程院院士、未来移动通信论坛理事长
邬贺铨说。

5G 正在加速数字经济发展。据统
计，全国运营商 5G 累计投资 4016 亿元，

加上移动流量、手机信息服务等消费，累
计直接和间接带动经济产出 8.56 万亿
元，经济增加值达 2.79万亿元。

据介绍，本次大会由黑龙江省人民
政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主办，以“筑 5G
生态 促共创共利”为主题，于 8 月 10 日
至 12日召开。

8 月 10 日，2022 世界 5G 大会正式
开幕，中国铁塔元宇宙、5G 海洋装备、
华为鸿蒙小矿车、中国联通 5G 智慧港
口等场景均在现场进行了展示，元宇
宙、6G、工业互联网等成为热词。

工业互联网规模化效应显现

5G 正式商用已 3 年，如今在工业
互联网等面向企业领域的应用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在此次大会上，5G 前沿
技术、典型应用悉数亮相。通信巨头
华为、中国联通、中国铁塔等公司均展
示了最先进的技术及应用场景。

从各大展区来看，华为展示了 VR
元宇宙、虚拟健身、智慧矿山等 5G 创
新业务应用，其中一辆搭载无人驾驶
的矿车引发关注。

中国信科展出 SoC 系列等高端芯
片、智慧光网及特色 5G 应用，并在光
通信领域展示了针对煤炭、电力、石化
行业的典型应用场景；中国联通则设
立 5G 智慧医疗、5G 智慧工厂等展示
内容；在“龙江数字经济展区”，数字制
造、农业技术等领域的发展前景也得
到体现；北大荒打造的 5G 数字农场演
示了人、机等一体化的智能感知体系。

中国联通终端与渠道支撑中心相
关负责人说：“目前主力运营商已基本
解 决 了 5G 建 设 选 址 难 、进 场 难 等 问
题。5G 在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的众
多领域已首先实现规模化发展，相关
效应正在显现。”

在看懂研究院研究员、通信工程
师袁博看来，目前 5G 在垂直行业依然
处于商用的探索期，在工业领域的商
用 场 景 得 到 更 多 落 地 ，5G 在 智 慧 矿

山、智慧港口等场景已经逐渐形成规
模化效应，在工业制造、机器视觉、仓
储物流等场景也开始逐步走入正轨。

6G离我们还有多远？

被视为 5G 下一代的技术，6G 此
次也备受热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未来移动通信
论坛理事长邬贺铨在此次大会的先导
论坛上表示，目前 6G 处于早期愿景研
究阶段，全球相关组织正在积极讨论
6G 相关愿景和需求，并进行关键技术
的研究。6G 将全面支撑全社会的数
字化转型，实现智联万物和数字世界。

环球通信行业分析师马波表示，
5G 商 用 以 来 ，实 质 上 已 经 进 入 了 从

“样板间”到“商品房”转变阶段，属于
规模应用爆发的阶段，而 6G 等技术布
局 也 在 酝 酿 。 目 前 ，5G 还 没 有 出 现

“杀手级”应用，随着技术进一步发展，
应 用 场 景 也 将 从 to B 领 域 加 速 向 文
旅、电竞等行业 to C 业务拓展，有望出
现爆发性应用。

不过，袁博认为，5G 目前的难点
依然是成本和商用场景问题，短期内
还不会很快向 6G 过渡，而是会聚焦于
向 5.5G 的演进，做厚行业的应用场景，
让 5G 在 B 端得到大规模的商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平表示，6G 对
新 一 轮 技 术 创 新 和 产 业 变 革 至 关 重
要。开展 6G 前瞻研究，对于发挥我国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抢占技术高地、构
建产业生态、培训核心企业、取得战略
主导权具有重要意义。他建议，企业
应坚定不移走独立创新的路线，破解
6G 发展中的堵点。

元宇宙将成创新发展重要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元宇宙成为众多
专家关注的 5G 创新方向，运营商、手
机等企业亦在联合布局。

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在此次大
会首设的元宇宙论坛上表示，元宇宙
将开创互联网发展的新局面，推动网
络进入第三代互联网，即从移动互联
网到元宇宙互联网。不过，元宇宙从
概念到落地，还需要加强人才培养等
方面的全面协同。

而行业产业联盟也得到落地。未
来移动通信论坛、清华大学、HTC 等在
大会上联合发起成立元宇宙产业与技
术联盟。该联盟将为建立元宇宙生态
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在虚拟现实、人机
交互、数字孪生等领域形成发展合力。

在元宇宙相关展区，HTC 展出了
全球首个全息娱乐元宇宙平台；联想
也展示阐述了图像识别预警系统、用
AR 眼镜和控制器操作的晨星立式机
器人等。

联想集团副总裁毛世杰表示，目
前联想围绕 AR/VR 这一元宇宙入口
持续发力，已经打造了制造业元宇宙
与电力元宇宙、教育元宇宙等应用场
景，以支持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

不过，业内也对元宇宙提出了冷
思考。工信部高质量发展高层次咨询
专家项立刚表示：“5G 生态的扩容带
动元宇宙、车联网等各类新兴应用场
景蓬勃发展，但整体尚未在应用上形
成成熟的商业模式，很多领域仍存在
不确定性，热效应不宜过度，资本也应
更加理性。” （新华）

我国运营商5G投资超过4000亿元

8月10日，人们在2022世界5G大会展厅里体验5G网络支持下的远程采矿设备 新华社发

2022世界5G大会在哈尔滨开幕

大会热词：元宇宙、6G、工业互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