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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移动物联网连接数
已达16.98亿户

据新华社电 记者 9 月 21 日从工
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截至 8 月底，我国
移动物联网连接数已达 16.98 亿户，首
次超过移动电话用户数。

移动物联网是基于移动通信网
络提供连接服务的物联网，广泛应用
于生产制造、公共服务、个人消费等
领域。近年来，各行各业加快数字化
转型步伐，移动通信网络从以前主要
服务“人与人”的通信，加速向主要服
务“ 人 与 人 ”“ 人 与 物 ”“ 物 与 物 ”转
变。我国移动物联网在网络能力、应
用发展和产业能力等方面取得明显
进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8 月底，窄带物联网、4G、5G 基
站 总 数 分 别 达 到 75.5 万 个 、593.7 万
个、210.2 万个，多网协同发展、城乡普
遍覆盖、重点场景深度覆盖的网络基
础设施格局已形成。移动物联网深
度 融 入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各 领 域 、多 环
节，国内企业技术及产品研发能力持
续增强，生态体系持续完善。

“绽放杯”5G应用征集大赛
云南区域赛在昆明收官

据新华社电 第五届“绽放杯”5G
应用征集大赛云南区域赛决赛 9 月 20
日在昆明举行。今年大赛共征集到
参赛项目 280 个，经过资格审查、专家
初审和复赛，44 个项目入围云南区域
赛决赛。经过评委现场打分，5G 赋能
亚洲最大山地光伏电厂数智化转型、
楚雄彝族自治州 5G+新型智慧城市
治理项目等 5个项目获得一等奖。

据了解，“绽放杯”5G 应用征集大
赛云南区域赛已连续举办 3 届，成为
云南省繁荣 5G 应用场景、拓宽 5G 发
展思路的重要平台，并涌现出多个优
秀项目，形成了一批试点示范的 5G 融
合应用场景项目。今年，各企业上报
的 280 个 创 新 项 目 ，覆 盖 了 能 源 、农
业、医药、教育等 19个产业领域。

决赛现场，44 个项目依次经过项
目介绍、专家现场提问环节，最终评
选出一等奖 5 个、二等奖 10 个、三等奖
15个、特色奖 10个。

我国5G基站单站址能耗
比商用初期降低20%以上

据新华社电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
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黄利斌 9 月 16 日
表示，目前我国 5G 基站单站址能耗已
比 2019 年商用初期降低 20%以上，全
国规划在建的大型以上数据中心平
均设计电能利用比值已降到 1.3。下
一步，工信部将加快推动数字基础设
施领域节能提效相关标准制修订，推
动数据中心、5G 等数字基础设施绿色
发展。

黄利斌是在 9 月 16 日工信部举行
的“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主
题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黄 利 斌 说 ，工 信 部 发 布《“ 十 四
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十四五”信
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引导数字基
础 设 施 加 快 节 能 与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
下一步，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开展国
家 绿 色 数 据 中 心 建 设 ，发 布 生 产 制
造、通信、互联网等领域国家绿色数
据中心名单及典型案例，加快推动数
字基础设施领域节能提效相关标准
制 修 订 ，支 持 开 展 信 息 通 信 设 备 能
效、绿色运维、高效制冷等标准研制
工作，加快数字基础设施节能降碳改
造升级。

截至 7 月底，全国建成开通 5G 基
站 196.8 万 个 ，5G 移 动 电 话 用 户 达 到
4.75亿户。

据 中 国 信 通 院 测 算 ，预 计 到 2025
年，5G 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 1.2 万
亿元，形成万亿级 5G 相关产品和服务
市场。

商用 3 年以来，5G 为数字经济发展
修好桥、铺好路，也在工业、医疗、教育
等多个行业领域发挥赋能效应，形成了

“一业带百业”的局面，助力经济高质量
发展。

未 来 已 来 。 在 5G 蓬 勃 发 展 的 同
时，以 6G 为代表的未来网络技术已经
启动研究，推动社会走向“数字孪生”和

“智慧泛在”，打开全新的应用空间和创
新磁力场，也将打开更加广阔的经济发
展空间。

应用创新案例超过2万个
“5G+”释放“乘数效应”

天津港集装箱码头，25 台 5G 无人
化集装箱卡车往来穿梭。码头岸桥上，
主钩落下、收钩、夹紧，吊起十几吨重的
集装箱缓缓放置在实船上……35 摄氏
度高温下，无人化自动化作业一气呵
成。

远在几公里外的控制室里，机械师
林 师 傅 正 操 控 着 6 台 设 备 同 时 运 转 。
从业 20 多年的他，如今告别了过去要
爬上 60 米高塔工作的辛劳。上行带宽
大、网络等待时间在毫秒级别的 5G 网
络，成为远程系统精确控制的关键。

浙 江 宁 波 的 雅 戈 尔 5G 全 连 接 工
厂 ，5 天 可 以 实 现 一 件 西 装 的 高 级 定
制。“过去全靠人工让布料流转于各工
序之间，西服和西裤之间无法自动匹
配。”雅戈尔相关负责人说，在 5G 专网
支撑下，通过 MES 系统，布料在流水车
间里“排队”，从裁剪完的布料到变成一
套可直接销售的成衣，都在吊挂系统上
完成，生产效率提升 20%。

不止智慧港口、智慧工厂，还有自
动驾驶、远程医疗、数字农场……商用 3
年多来，5G 典型应用场景融入国民经
济 97 个大类中的 40 个，5G 应用创新案
例超过 2 万个，在多领域实现了规模化
应用。

商用 3 年多时间，5G 网络覆盖广度
和深度不断拓展，“乘数效应”加速释
放。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 7 月底，全
国建成开通 5G 基站 196.8 万个，所有地
级市城区、县城城区和 96%的乡镇镇区
实现 5G 网络覆盖，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到 4.75亿户。

直接和间接
带动经济产出超8万亿元

随着商用部署和规模化应用，5G
正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

来 自 2022 世 界 5G 大 会 的 数 据 显
示，全国电信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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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 网络覆盖范围的扩大，推动消
费者进入 5G 换机时代，用户对 5G 终端
手机和创新数字服务的消费，有力带动
了终端设备上游产业链和信息服务供
应商的相关投资。”中国信通院研究院
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韦柳融
对记者说。

随着《“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
规划》《“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
年）》的陆续发布，5G 还将在带动投资、
刺激消费、促进转型上发挥更大作用。

根据相关规划，到 2025 年，每万人
5G 基 站 数 达 26 个 ；5G 用 户 普 及 率 达
56%；5G 虚拟专网数达 5000 个；行政村
5G 通达率达 80%。

在垂直行业领域，到 2023 年，大型
工业企业的 5G 应用渗透率超过 35%，
电力、采矿等领域 5G 应用实现规模化
复制推广，5G+车联网试点范围进一步
扩大，促进农业水利等传统行业数字化
转型升级。

“通过布局一批 5G 新型基础设施
项目，可以在稳投资等方面起到立竿见
影的直接拉动作用，同时将带动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协同稳健发展，包括基站、
天线、射频器件、无线及传输设备、智能
终端等多个环节。”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研究院无线电管理研究所副所长
彭健对记者说。

“移动通信产业链条长，涉及的行
业多，5G 在各行业的深入应用，催生产
业新形态。”韦柳融认为，5G 逐渐催生
出终端、网络、平台、应用解决方案和安
全五大领域构成的融合应用产业体系，
为数字产业发展带来更多增长机会。

中国信通院预计，2025 年 5G 网络
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 1.2 万亿元，直接
创造超 300 万个就业岗位，形成万亿级
5G 相关产品和服务市场。

与数字经济相融共进
未来网络值得期待

5G 发展方兴未艾，对于 6G 等未来
网络的前瞻性研究和部署正在展开，将

打开一系列全新应用场景的想象空间。
未来网络，即面向未来的互联网技

术。中国移动首席专家刘光毅对记者
表示，与目前的互联网相比，未来网络
具有更极致性能、更多维能力，能够提
供更加高速、准确的连接能力。

以 6G 为例，将实现超宽速率、超低
时延、超高可靠服务，提供 5G 无法提供
的全球覆盖，传输速率较 5G 再大幅提
升 10 倍到 100 倍；通信时延降为 0.1 毫
秒，是 5G 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

“如果把我们目前使用的互联网比
作普通马路，那么未来网络就像高铁线
路，可以有效解决传统网络数据传输上
的拥塞、延迟等痛点。”刘光毅说。

未来网络有望支持更多全新的应
用场景，融合通信、计算、感知等能力支
持各类智能化服务。

刘光毅举例说，利用通感互联网，
可以传递的不仅是听觉（声音）、视觉

（视频），还可能包括触觉、嗅觉、味觉
等，实现多感官体验互联互通；通过交
互式全息技术，全息物体之间可以直接
进行类似实体之间的直接交互等。

“ 和 远 方 的 亲 人 通 过 全 息 影 像 见
面，甚至能感受到对方的体温，这些以
往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场景，通过未来网
络的发展和应用有望成为现实。”他说，
未来网络将推动整个社会走向数字孪
生和深度的智慧化，带动社会形态发生
深刻变化。此外，从厘米级精度定位、
零接触医疗，到更智慧的工厂、更高级
别的自动驾驶……工业、农业、能源、交
通等实体经济领域都将迎来变革。

“智能化是 6G 等未来网络提供的
一项重要服务能力，也是支持各种多维
度、深层次智慧应用的基础。”彭健说，
更卓越的网络能力，全面支撑数字孪生
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实现虚拟世界
和物理世界的融合交互。

面向未来网络，我国正加快前沿探
索，围绕关键技术重点布局。

中 国 工 程 院 副 院 长 吴 曼 青 认 为 ：
“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着我们对世
界的认知，未来将呈现出物联、数联、智
联、人机物三元互联的高度智能化景
象，具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未来网络也将为经济增长带来新
动能。从 6G 市场趋势看，根据中国信
通院发布的《6G 典型场景和关键能力》
白皮书，预计到 2040 年，物联网终端将
呈现千亿级爆发式增长、连接数占比超
过 90%，基于 XR 设备、全息设备等新型
终端设备的沉浸式业务有望贡献超过
一半的月均流量，最终为 6G 带来“千亿
级终端连接数，万亿级 GB 月均流量”的
广阔市场。 （经济）

从 5G 到未来网络：

赋能千行百业 应用创新频现

5G发挥赋能效应，形成了“一业带百业”的局面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