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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效应显著 5G加速赋能产业跃迁
商用至今，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

各行各业陆续通过“5G+”进行数字化转
型升级。5G 有哪些建设发展新进展？
创新应用如何？

创新驱动技术持续演进

8 月 2 日，亚运会体育场内正在进行
5G-Advanced（又称 5G-A 或 5.5G）网络
的测试与验证。随着工作人员按下测
速 按 钮 ，屏 幕 上 显 示 峰 值 网 速 超 过
25Gbps。亚运服务保障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杭州电信总经理助理张坚介绍，
这样的速度意味着超过双万兆的网络
容量，相比 5G 的千兆体验提升了数十
倍。

“随着高清直播等业务的兴起，体
育 场 馆 对 网 络 容 量 提 出 了 更 高 要 求 。
5G-A 可 以 提 供 不 间 断 的 极 速 网 络 服
务，支撑数十路 8K 高清视频直播、VR
观赛、场内外海量视频互动等应用同时
进行。”张坚说，通过杭州亚运会这一窗
口可以看到，5G-A 网络的部署应用充
分展示了我国通信科技的水平。

5G 商用四年多以来，我国加快创新
引领，推动 5G 技术持续演进，夯实产业
发展基础。工信部总工程师赵志国日
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我
国 5G 轻量化核心网、定制化基站等网络
设备逐步落地。行业终端成本大幅降
低，5G 模组价格下探至 400 元。发布新
版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率先在全球将
6GHz 频段划分用于 5G/6G 系统，引领
创新发展。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
勤表示，5G 是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底层
网络技术，也是我国少有的具有全球领
先优势的数字关键核心技术。目前，我
国在 5G 技术标准、网络设备、终端设备
等 领 域 形 成 系 统 性 优 势 。 未 来 两 年 ，
5G-A 将进入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应
用场景将进一步增强，一些低成本、差
异化、广覆盖的物联为创造新的应用场
景提供了更好的支撑能力。

融合应用深入各行各业

技 术 先 行 ，融 合 应 用 也 在 深 入 拓
展 。 来 自 工 信 部 的 最 新 数 据 显 示 ，目
前，5G 行业应用融入 60 个国民经济大
类，应用案例数超 5 万个。开展 5G 工
厂“百千万”行动，覆盖电子信息、装备
制 造 、石 化 化 工 、钢 铁 等 12 个 重 点 行
业。

昏暗的生产车间中，各类指示灯微
光闪烁，生产线上一排排零部件有序地
传输运转，机械臂灵活地分拣物资，中
控平台对物流小车 AGV 指令的实时控
制、路线的实时规划……这是江苏通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内半钢行业率
先实现的“黑灯车间”生产场景。“高度
智能化、自动化是‘黑灯车间’得以实现
的基础。”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即使在
无照明条件下，生产车间也能实现 24 小
时不间断生产，目前，企业用工成本节
省 50%、生产效率提升 40%。

不仅在工业生产，通过 5G 定制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普外

科的专家在高清视频辅助下，还可以向
远在北京的 5G 国产医疗机器人发出动
作指令，机器人的可转腕机械臂便精准
完成对模型的解剖、分离、缝合等手术
动作。借助 5G 黑山羊智慧养殖平台，重
庆市大足区的大足黑山羊保种场实现
了对育种繁殖指标、羊群生长状况等各
类数据的实时掌握……5G+智慧医疗、
5G+智慧教育、5G+智慧交通，各行各业
正迎来智能升级。

与此同时，5G 新通话、虚拟数字人
等新应用创新活跃，撬动流量消费稳步
增长。截至今年 6 月，我国累计建成开
通 5G 基站 293.7 万个，5G 移动电话用户
达 6.76亿户，5G 流量占比达 42.9%。

“5G 溢出带动效应显著，在稳投资、
促消费、助升级等培植经济新动能方面
潜力巨大。”王志勤介绍，根据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测算，2022 年我国 5G 直接
带动经济总产出 1.45 万亿元，间接带动
总产出约 3.49 万亿元，间接带动经济增
加值约 1.27万亿元。

分业施策拓展规模应用

业内人士认为，5G 不仅是新型基础
设施的重要组成，还是推动实体经济数
字化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未来需要进
一步推动 5G 从“建得好”向“用得好”加
速升级。

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刚表示，当
前我国 5G 网络建设完成县级以上城区
覆盖，5G 网络速度、稳定性和流畅性等
不断优化，增强了 5G 个人用户体验，行

业应用进入试点场景规模化推广的阶
段，但是也面临着跨行业融合应用动力
不足、需求碎片化等问题，需要以技术
创新破解产业发展的瓶颈，持续推动 5G
应用降成本、上规模。

下一步，工信部将坚持适度超前推
进 5G 网络建设，推进城市地区重点场景
5G 网络深度覆盖，推进 5G 进一步向乡
镇和农村地区延伸，开展“信号升格”专
项行动，全面提升重点场景 5G 网络质
量。同时，将通过分业施策，拓展 5G 应
用 规 模 。 其 中 ，将 拓 展 工 业 、矿 业 、电
力、港口等先导领域的应用规模，深入
挖掘医疗、教育、文旅等试点领域典型
应用场景。

“我们将打造‘5G+工业互联网’发
展升级版，今年推动不少于 3000 家企业
建设 5G 工厂。强化 5G 应用产业支撑，
大力推动 5G 轻量化技术研发。”赵志国
说。他还表示，将坚持创新引领，推动
5G 演进和 6G 技术研发。持续向增强
5G 演进升级，支持 5G R18 基站、5G 新
型终端等技术产品攻关，不断支撑 5G 新
特性、新业务。

赵刚认为，推动 5G 技术产品创新和
产业化进程，将为 5G 发展奠定技术和产
业 基 础 。 根 据 制 造 业 、矿 山 、医 疗 、港
口、文旅、物流等各行业数字化基础和
实际发展需求，分类施策，将进一步加
快应用规模扩散，促进 5G 应用从生产外
围环节向核心环节规模渗透，推动数字
经济迈上新台阶。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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