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均海拔 5373 米，在西藏山南市浪卡子

县东南部的普玛江塘乡，借助 5G 网络，村民

们打开手机就能流畅收看体育赛事。

跨越近 3000 公里，通过 5G 远程机器人，

远在北京的外科专家能操作位于海南的手术

室内的机械臂，在几乎无延时的情况下，顺利

为患者完成一场复杂手术。

…………

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基站总数超 337.7 万

个，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8.05 亿户，我国已建

成全球最大的光纤和移动宽带网络，覆盖所

有地级市城区和县城，5G 应用已深入千行百

业，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

今 年《政 府 工 作 报 告》提 出“ 数 字 经 济

加 快 发 展 ，5G 用 户 普 及 率 超 过 50%”“ 深 入

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5G 技术有哪些

新 进 展 ，又 将 如 何 赋 能 经 济 增 长 ？ 记 者 进

行了采访。

网络底座日益夯实，创
新能力不断增强

穿行在玉龙雪山、哈巴雪山隧道群，透过

车窗，隧道壁上两细一粗的黑色线缆，吸引了

记者的目光。

“粗的线缆叫漏泄同轴电缆，隧道网络施

工时，将它沿隧道壁敷设在车窗高度，可以均

匀地向列车收发公网信号。”中国铁塔云南省

分公司项目经理赵协松说。

全长 139.7 公里的滇藏铁路丽香段，桥梁

隧道占比超 70%，中国铁塔联合中国移动、中

国联通共同投资、同步规划，铁路沿线共新建

基站 82 座、隧道分布系统 92.5 千米、大型车站

室内分布系统 2 个。赵协松告诉记者，5G/4G
信号随着铁路通车同步实现全线覆盖，即便

在 20 座隧道组成的隧道群里，最高下载速率

也能达到 300Mb/s。
海南三沙永兴岛，最远 106 公里的远海

海域上，“移动信号满格”已不再是新鲜事。

“ 当 前 在 已 建 成 的 基 站 中 ，90%以 上 可

以 实 现 共 建 共 享 ，具 备 千 兆 网 络 服 务 能 力

的端口达 2302 万个。”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相继完成 7 批电信普

遍 服 务 试 点 ，支 持 全 国 13 万 个 行 政 村 光 纤

网络建设、6 万个农村 4G 基站建设，使得广

大 农 村 地 区 也 能 享 受 到 高 速 、稳 定 的 网 络

服务。

截至目前，我国 51.2 万个行政村通宽带

比例、脱贫村通宽带比例、“三区三州”原深度

贫困地区通宽带比例均达 100%，已通光纤行

政村平均下载速率超过 100Mb/s，实现与城

市同网同速。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坚实，5G 关键技

术也在不断实现新突破。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近年来，我国 5G 技

术产业在技术标准、网络设备、终端设备等方

面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5G 标 准 必 要 专 利 声 明 量 全 球 占 比 超

42%，持续保持全球领先；移动物联网终端用

户占移动网终端连接数的比重达 57.5%，万物

互联基础不断夯实；轻量化 5G 核心网、定制

化基站等实现商用部署，5G 工业网关、巡检

机器人等一批新型终端成功研发，推出全球

首款卫星通话智能手机，6G、量子通信、人工

智能等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

“ 下 一 步 ，我 们 将 继 续 加 快 5G 网 络 建

设，推动重点场所实现移动网络深度覆盖。

同时，推进 5G 行业虚拟专网建设，为行业转

型发展提供网络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有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此 外 ，还 将 加 快 6G 技 术 研

究，开展技术试验，强化技术储备，深化交流

合作。

创新产品竞相涌现，快
步融入日常生活

以建促用，用是关键。近年来，随着 5G
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5G 应用也快步走进寻

常百姓的工作生活，让人们的生活更智能、更

便捷、更美好。

阳春三月，在云南丽江开往香格里拉的

列车上，游客们纷纷拿起手机拍摄并分享窗

外的雪山美景。“真没想到，穿越几十公里的

隧道群，列车上的 5G 信号依然满格，刷视频、

开电话会议，都不耽误。”许女士说。

“一键就能和儿子视频聊天，每天还按时

提醒我吃药，感觉像有了个‘生活管家’。”家

住上海的赵大爷是上海联通“暖心家园”智慧

养老产品方案的首位预约用户，家里的门磁

设备、燃气警报器等已全部联网。

基于 5G 网络，“暖心家园”将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等技术与智慧养老场景有机结

合：可提供看护、报警、便捷呼叫等居家养老

服务，还上线了一站式陪诊、一键叫车等功

能，让老年人生活更便利，也让家人更安心。

随 着 5G 技 术 研 发 和 融 合 应 用 走 向 深

入，越来越多充满想象、饱含温度的产品相

继落地。

创新业务不断涌现。随着 5.5G 即将投

入商用，数据下载的最高速率将提升到万兆，

可以支撑扩展现实、裸眼 3D 等创新业务需要

的大带宽、低时延和高可能性；数据上传的最

高速率提升到千兆，能支持海量数据全面上

云端、直播全民化。

普惠服务纵深推进。目前全国中小学联

网率达到 100%，远程医疗覆盖所有脱贫县，

2577 个老年人、残疾人常用网站和 APP 完成

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升级，借助广覆盖的 5G
网络，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更大范围、更广人

群拓展。

应用场景加速拓展，助
推产业转型升级

一辆智能网联汽车，成为我国“5G+工业

互联网”快速发展的生动写照。

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总装车间，承载

着车身的智能滑板驶入工位后，左右两侧的

两台 7 轴机器人便忙碌起来——

抓取自动导引车上的一体式散热模块、

扫描车身引擎盖下的装配单、为左右两端 4
个螺栓安装孔分别拍照、模块精准对位并拧

紧螺栓……原先需要通过吊具、扭力扳手，由

多人操作的工序，如今仅需 53 秒便可自动完

成，关键参数还能同步上传智能生产系统，实

现全生命周期追溯。

“得益于‘5G+工业互联网’，我们不仅实

现了 98.5%的产品一次合格率、最高 160%的

产能利用率，而且能为用户提供包含智驾、轮

辋、外观、内饰等 20 多个维度、10 万多种个性

化配置组合。”广汽埃安总经理古惠南告诉记

者，去年底，智能生态工厂在全球众多新能源

汽车工厂中脱颖而出，入选世界经济论坛评

出的“灯塔工厂”。

不只是在工厂制造环节，在车路协同领

域，“5G+工业互联网”也渐行渐近。

无顿挫感绕障、超车、躲避大车，灵活上

下匝道，高效借道通行……前不久，上海嘉定

区叶城路附近的城区道路上，国内首个采取

“5G+纯视觉感知算法”的高阶智能驾驶车型

极越 01，正在邀请客户试驾。“今年，融入占用

网络的点到点领航辅助（PPA）系统，将覆盖

超过 200 个城市的城区道路。”极越数字产品

负责人潘云鹏说。

在 工 厂 车 间 ，以 5G 和 边 缘 计 算 技 术 为

依托，多地生产数据能实现协同联动，进一

步 提 升 生 产 效 率 ；在 仓 库 ，基 于 5G 网 络 支

持，操作员只需借助监控屏幕和操作手柄，

就能完成远程精准吊装，彻底告别“爬上爬

下 、冬 冷 夏 热 ”的 作 业 环 境 …… 近 年 来 ，

“5G+工业互联网”加速从生产场景向全产

业链延伸，有力助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转型。

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背后，是数字技术

的持续拓展。当前 5G 行业应用已融入 97 个

国民经济大类中的 71 个，应用案例数超 9.4
万个，5G 行业虚拟专网超 2.9 万个。5G 应用

在工业、矿业、电力、港口、医疗等行业深入

推 广 ，“5G+工 业 互 联 网 ”项 目 数 超 1 万 个 。

其中，医疗领域的 5G 应用已从远程诊断向

远程精准治疗延伸；电力领域的 5G 应用从

输送环节的无人巡检覆盖到“发、输、变、配、

用”环节。

“5G 移动电话用户持续增长、5G 流量消

费快速提升，还促进了裸眼 3D、云手机等新

兴业务蓬勃发展，有效拓展了移动通信市场

的发展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5G 和千兆光网“双千兆”融合应用不断拓

展 ，推 动 我 国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迈 上 新 台 阶 。

2023 年 底 ，我 国 5G 网 络 接 入 流 量 占 比 达

47%，根据研究机构测算，预计 2023 年 5G 直

接带动经济总产出 1.86 万亿元，比 2022 年增

长 29%。

“信息技术深度融入各行各业，正在重

塑产业结构，加速业态升级，成为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会同产学研用各方，

加强跨部门协作，持续推进 5G 应用规模化

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有力支撑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上图：浙江宁波市金田铜业铜带生产车

间利用“5G+AI（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

对产品表面进行检测。

郭传太摄（人民视觉）

用户普及率超过 50%，融入 71 个国民经济大类

5G应用深入千行百业
本报记者 王 政 刘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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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济客专、京张高铁、京哈高铁，铁轨穿

梭让京津冀与东北、西北、山东半岛城市群

联通时间大幅缩短；京雄城际、京唐城际、津

兴城际，路网交织让京津冀城市群内部联系

更加紧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 10
年 来 ，“ 轨 道 上 的 京 津 冀 ”加 速 形 成 。 截 至

2023 年底，京津冀铁路营业里程已逾 1.1 万

公里。

从 1284 公里到 2624 公里，高铁网络持续

加密。

2015 年，京津城际铁路延伸至天津滨海

站；2019 年，京张高铁建成通车；2020 年，京雄

城际铁路全线开通；2023 年，津兴城际铁路顺

利通车……高铁飞驰，拉近空间，京雄津保

0.5 至 1 小时、京津冀主要城市 1.5 至 2 小时通

达交通圈加快形成。京津冀区域内高铁（城

际）总 里 程 由 2013 年 底 的 1284 公 里 增 长 到

2023 年底的 2624 公里，“轨道上的京津冀”主

骨架基本成形。

从 2.52 亿人次到 3.25 亿人次，旅客出行

更加便捷。

“飞机着陆后，电梯直达地下一层，无缝

转乘高铁，不到 1 小时就能回家。”“津兴城际

铁路+大兴机场”的高效衔接，让天津市民郑

先生节省了不少出行时间。

数据显示，2014 年京津冀地区铁路旅客

发 送 量 2.52 亿 人 次 ，2023 年 增 至 3.25 亿 人

次 。 10 年 间 ，京 津 冀 铁 路 旅 客 发 送 量 增 加

7300 万人，增长近 30%，四通八达的铁路串起

“双城生活”“双城工作”。

从 140.6 万人次到 260.6 万人次，助力雄

安新区建设。

京雄城际铁路，连接北京与雄安新区的

城际铁路。2019 年 9 月 26 日，开通北京西至

大兴机场段，大兴机场站同步开通运营；2020
年 12 月 27 日 全 线 贯 通 ，雄 安 站 同 步 开 通 运

营 。 京 雄 城 际 的 旅 客 发 送 量 从 2021 年 的

140.6 万人次，增长到 2023 年的 260.6 万人次，

为服务雄安新区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

眼下，“轨道上的京津冀”仍在扎实推进。

京唐城际铁路隧道段施工正忙。作为北

京地区直径最大的高铁盾构隧道，中铁十四局

建设者驾驶着“京通号”盾构机平稳掘进，截至

3月 14日，已完成工程进度的 32.7%。

津潍高铁津沽海河隧道建设有序。这条

隧道需穿越海河和千年盐田，地层腐蚀性离

子含量是普通地层的 160 倍。智能盾构机遁

地潜行，效率较传统工法最高提升 40%。津潍

高铁建成后，将有效缓解京沪高铁运输压力。

“未来，京津冀地区将逐步形成‘四轴八

放射’的铁路网络布局，干线铁路、城际铁路、

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发

展，更好服务和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国

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10 年间铁路旅客发送量增长近 30%

“轨道上的京津冀”主骨架基本成形
本报记者 李心萍

重庆招引东部地区龙头企业，

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一批现

代制造业集群；云南以河口、磨憨、

瑞丽为核心，加快推动沿边产业园

区高质量发展……近年来，中西部

地区不少城市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收获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解决就业、

改善民生也有了坚实基础。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

升 东 北 和 中 西 部 地 区 承 接 产 业 转

移能力”，将推动产业布局进一步

优化，让各地区比较优势得到更好

发挥。

产业转移是现有市场分工体系

在不同区域之间的重构。我国幅员

辽阔，各地资源要素禀赋不同、发展

程度不一，比较优势具有一定互补

性，为生产力优化布局、产业梯度转

移提供了广阔的腾挪空间。在全球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加 速 重 构 的 大 背 景

下，扎实稳健推进产业转移，有利于

我们更好利用大国经济纵深优势，

留住制造业的“根”，稳住实体经济

底盘；也有助于挖掘和释放中西部

地区的发展潜力，提升中西部地区

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从而

进一步巩固我国供需两端产业体系

完善、市场规模巨大的独特优势，增

强经济发展后劲。

推进产业转移，是一项长期任

务，需要统筹发力、久久为功，同时也

要下足“绣花功夫”，注重科学精准。

要科学研判、找准定位，让转移

更有序。这些年，受沿海地区用工

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一些劳动密

集型产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对于

中西部地区来说，既不能“捡到篮里

都是菜”，承接一些本该被市场淘汰

的低端落后产能、高耗能高污染产

线；也不能好高骛远，一味追求“高

大上”。“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同

地区发展阶段不同，产业水平、优势短板各异，必须立足

本地区发展实际、功能定位，科学确定一些重点承接的产

业，既追求经济发展的“高线”，也守住生态环境、承载能

力的“底线”。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转

移更科学。产业转移涉及投资兴建生产基地、招聘人才、

产业配套等一系列事项，是一项复杂而繁琐的工程，必须

要遵循市场规律、尊重企业意愿。这些年，凡是转移后发

展较好的企业、产业，必然事先经过一番细致的成本分

析、前景评估、综合研判。“可行性分析”做充分做到位，企

业才能在迁入地茁壮成长，避免“水土不服”。

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转移更顺畅。好的营商环

境是产业转移项目“接得稳、留得住、长得好”的重要保

障。这些年，随着相关改革的深入推进，中西部地区营商

环境已有大幅改善，但相较东部发达地区，仍有进步空

间。下一步，从优化政务服务、增强法治保障、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等“软环境”，到交通路网、用电用能、产业配

套等“硬支撑”，有关地区和部门还有不少工作要做。订

单足、配套全、效益优，再加上有稳定的预期，企业才能在

转移后站稳脚跟、安心发展。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我们期待，科学有序推进产

业转移，能够使要素资源在“大海”里高效流通、合理配

置，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更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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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推进产业转移，是一
项长期任务，需要统筹发
力、久久为功，同时也要下
足“绣花功夫”，注重科学
精准

黑龙江鹤伊高速项目扎实推进

本报电 近日，黑龙江鹤哈高速公路鹤岗至伊春段（以

下简称“鹤伊高速项目”）加速隧道掘进、梁板安装、路基清

雪等施工作业，即将全面进入路面基层和下面层施工阶

段。作为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峰岩山隧道单洞全长 8796
米，是黑龙江省在建项目中最长的公路隧道。为加快施工

进度，施工方在鹤岗市、伊春市政府部门支持下，推进电力

电信迁改等事项。据了解，鹤伊高速项目起于鹤岗市永昌

村南侧，止于伊春市乌翠区，路线总长约 162 公里，批复概

算总投资超 153 亿元。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完善黑龙江省

高速公路路网结构。

（韩 鑫）

我国将全面提升城乡配电网能力

本报电 配电网是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覆盖城

乡，连接千家万户，是电力供应的“最后一公里”。日前，国

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关于新形势下配电网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全面提升城乡配电网供电保

障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加快推进配电网数字化转型，促进

配电网高质量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

区、城中村配电设施升级改造，科学补强薄弱环节，并提高

装备能效和智能化水平；科学衔接充电设施点位布局和配

电网建设改造工程，并开展充电负荷密度分析，引导充电设

施合理分层接入中低压配电网；研究设计适宜的交易品种

和交易规则，鼓励多样化资源平等参与市场交易，并持续优

化电价机制等。 （丁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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