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神州速览
责编：邱海峰 邮箱：hwbjjb@163.com

2021年11月30日 星期二2021年11月30日 星期二

这两年，5G发展得真快
——目前中国已建成 5G 基站超

115万个，是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
进的5G独立组网网络

网速更快、看视频更顺畅、玩游戏更
“丝滑”——5G 商用两年来，消费者已从中
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背后，是5G网
络建设的飞速发展在做支撑，中国5G发展取
得了世界领先的显著成就。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
存介绍，目前中国已建成5G基站超过115万
个，占全球 70%以上，是全球规模最大、技
术最先进的 5G 独立组网网络。5G 终端用户
达到4.5亿户，占全球80%以上。

数量庞大的5G基站为消费者流畅上网提
供了强大支持，满足了用户不断增加的流量
需求。根据工信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截至10
月末，3 家基础电信企业的移动电话用户总
数达 16.41 亿户，比上年末净增 4694 万户，
其中5G手机终端连接数达4.71亿户，比上年
末净增 2.73亿户，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值创
出新高。

不过，许多消费者心存疑虑：5G 商用，
仅仅是网速更快吗？为什么感觉给生活带来
的变化不像想象的那么大？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解释，消费者对5G的
特别之处感知不够强，不是因为市场预期太
高，也并非业者言过其实，而是当前5G发展
时日尚早，5G基站覆盖的广度和纵深度仍不
足，消费侧的应用还没有真正爆发。

作为消费侧的重要应用之一，5G 消息
初出茅庐便引起巨大关注。自去年三大运营
商共同发布 《5G 消息白皮书》 计划 5G 消息
商用后，时隔一年多，中国联通近日宣布在
全国启动 5G 消息试商用，并开展“5G 消息
体验招募活动”，面向企业客户和个人用户
提供免费的 5G 消息体验包，友好体验用户
将享受更加丰富、便捷、智能、安全的 5G
消息新体验。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5G规模商用、智能
终端普及率提高、数字和支付技术等发展，
5G消息将迎来巨大的市场机会。届时，万亿
条短信的场景力量不可阻挡，RCS （融合通
信） 有望成为未来智能终端场景服务主入口。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敏表示，作为通信
系统的重大变革，5G 与此前的 3G、4G 类
似，预计需要大约10年的发展期。“目前5G
发展阶段仍处于市场启动期，更多的是面向
工业互联，因为工业互联场景需求相对而言
更明晰。”陈敏说，“相信到后期，越来越多
面向消费者的应用会逐渐部署。”

行业应用不断拓展
——空中课堂、远程诊断 5G+急

诊急救、远程设备操控等，5G为智能
制造提质增效

在教育、医疗、信息消费等领域，5G应
用正加速发展。

谢存介绍，在教育领域，全国多所高校
进行积极探索，涌现出一批 5G 空中课堂、
5G虚拟实验室、5G云考场、5G智慧校园等

典型应用和标杆项目，为开展5G在智慧教育
中的试点应用积累了经验；在医疗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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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消
费领域，AR导游、4K/8K直播、沉浸式教学
等5G应用，在游戏娱乐、赛事直播、居住服
务等领域大幅提升消费体验。

在生活场景之外，5G为工业场景带来的
变化也颇为明显。作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 、 培 育 发 展 先 进 制 造 业 的 重 要 支 撑 ，

“5G＋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入，为智能制造
提质增效。

11月21日，中国移动、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矿业大学 （北

京） 共同发布 《5G 地下移动通信网络 （5G
DMN）》白皮书，构建地下智能化综合性通
信网络，打造 5G 产业新空间。华为 5G 产品
线总裁彭红华说：“基于 5G DMN 愿景的 4
个技术体系，华为提出了5G DMN的技术创
新方向，构建地下通信全弹性、全感知、全
融合的网络，解决矿山行业在数智化转型中
遇到的关键挑战，助力打造智能感知、智能
决策和自动执行的矿山全智能化体系。”

此前，华为与晋能控股集团合作，成立
了矿山实验室，在远程设备操控、无人智能
巡检、设备协同作业等方面形成了有效实
践。“5G 应用于生活，更多满足的是普通消
费者的下行需求。对于井下，监测数据上传

量大、指令下传量小。”华为公司全球 5G 市
场部部长赵志鹏说，为此企业做了相应调
整，满足了工业上传下控的应用需求。

通过独立 5G 专网，浪潮 5G 产品支撑东
风商用车有限公司实现整车生产线自动化配
件运送系统的智能化升级，生产线整体产能
提升了 26%；将无人机巡检大数据和图像视
频大数据结合，国网嘉兴供电公司对输电杆
塔进行隐患精细化排查，确保区域可靠供电；
泉州水务集团与百度智能云合作，实现设备运
行检测的智能识别与管理，有效降低生产风险
……“目前，全国 5G应用创新的案例已超过 1
万个，覆盖 22 个国民经济重要行业。”谢存介
绍，工业制造、采矿、港口等垂直行业应用场景
加速规模落地，已由最初的生产辅助类业务为
主向设备控制、质量管控等核心业务拓展，是
当前5G应用方案较为成熟的领域。

11月22日，工信部发布了第二批“5G＋
工业互联网”典型应用场景和重点行业实
践。厂区智能理货、全域物流监测、虚拟现
场服务、企业协同合作……这些正作为典型
应用场景，在越来越多的生产、制造环节推
广。工信部总工程师韩夏表示，5G和工业互
联网支撑实体经济降成本、提质增效、绿色
发展的重要作用不断显现。

打造深度融合新生态
——未来 5 年，力争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达到 26 个，逐步形成 5G 应
用“扬帆远航”的发展局面

“到 2025 年，基本建成高速泛在、集成
互联、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数字基础
设施体系，为支撑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
字中国建设夯实发展基础”——工信部近日
出台的 《“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
划》，为未来5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划定了明
确目标。行至此处，5G又将如何发展？

——确立发展目标。“在已经建成全球规
模最大的光纤和移动宽带网络基础上，‘十四
五’时期力争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独立组
网网络，力争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达到 26
个，实现城市和乡镇全面覆盖、行政村基本
覆盖、重点应用场景深度覆盖，其中行政村
5G通达率预计达到80%。”谢存说。此外，融
合基础设施建设需实现突破。谢存表示，未
来要基本建成覆盖各地区、各行业的高质量
工业互联网网络，打造一批“5G+工业互联
网”标杆。“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更加完
善，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节点数力
争达150个。”

——推动5G应用向产业化规模化加速转
变。5G融合应用是促进经济社会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引擎。谢存介绍，

“十四五”期间面向信息消费、实体经济、民
生服务三大领域，工信部将联合相关部委及
地方政府重点推进 15 个行业的 5G 应用，打
造深度融合新生态，实现重点领域5G应用深
度和广度双突破，构建技术产业和标准体系
双支柱，逐步形成5G应用“扬帆远航”的发
展局面。“同时，我们也支持各地方政府、行
业协会、产业联盟等及时总结5G行业应用发
展成效，通过多种方式，加快向千行百业复
制推广，全面赋能数字中国的建设。”

——提升“5G+工业互联网”建设水平。
“目前，‘5G+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超过
1800 个，标识解析五大国家顶级节点和 158
个二级节点上线运行，标识注册总量近 600
亿；具有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 100
家，连接设备数超过 7600 万台套。”工信部信
息通信管理局副局长王鹏介绍，“十四五”期
间，要加快利用 5G 等新兴网络技术升级改造
工业网络，构建自主可控的标识解析体系，扩
大标识服务范围，推动标识规模化应用。

谢存表示，为实现 《规划》 目标，近期
工信部聚焦5G、千兆光网、工业互联网等领
域着手组织实施专项行动。未来，工信部将
加快推进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实现行业高
质量发展。

本报北京电
（记者贺勇） 记
者从北京市生态
环境局获悉，12
月 1 日起，北京
将实施“京 6B”汽柴油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国
四排放标准、高排放机械禁用区扩大等三项重点
政策，进一步推进移动源治理，推动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目前首批“京6B”油品已上市销售。

今年 1-10 月，北京 PM2.5 平均浓度为 32 微
克/立方米，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
继续保持最优。尽管如此，由于京津冀区域产业
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没有根本改变，整体
污染排放水平仍然处于高位，空气质量改善成果
还不稳固。一旦气象条件不利，容易发生重污染
过程。

根据最新一轮 PM2.5 源解析结果，移动源仍
是北京 PM2.5 第一大污染来源。为治理移动源污
染，北京市围绕“车、油、路”等环节，多措并
举。在车用油品方面，先后在 2004 年、2005 年、
2008 年、2012 年和 2017 年，分别实施了“京 2”、

“京 3”、“京 4”、“京 5”和“京 6”车用油品地方标准，
取得了较好减排效果。国际经验也表明，车用油
品升级可大幅削减车辆污染排放。相比现行的

“京6”油品标准，“京6B”油品标准进一步加严了
汽油烯烃、芳烃和馏程限值，以及柴油多环芳
烃、馏程限值，并新增了部分有害物质限值。预

计使用“京 6B”油
品后，汽油车颗粒物
排 放 可 下 降 20% 至
30%，碳氢化合物下
降 10%至 15%，一氧

化碳下降 6%至 10%。柴油车颗粒物排放可下降
20%，氮氧化物下降 10%，将为改善空气质量、实现
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协同减排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北京还将实施非道路机械国四排放标
准，增加了颗粒物数量限值等指标要求；扩大非
道路机械低排区范围，扩大7个区禁用范围、增加
3种禁用类型。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秋冬季攻
坚期间，北京市将持续推动老旧高排放车淘汰、重
点行业新能源车更新等工作。全市累计已淘汰国Ⅲ
汽油车9.9万辆，累计推广新能源车48.5万辆。

中国5G终端用户超4亿户，5G应用创新案例超1万个——

5G这张网改变了什么？
本报记者 孔德晨

中国5G终端用户超4亿户，5G应用创新案例超1万个——

5G这张网改变了什么？
本报记者 孔德晨

近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运

营商相继宣布，开启 5G 消息试商用。

部分省市试行以 5G 消息向公众推送寒

潮预警信息、提供消防应急报警服务

等。5G 商用领域正不断拓展。目前，

全国所有地级市城区、超过97%的县城

城区和 40%的乡镇镇区已实现 5G 网络

覆盖。5G 给生活、行业带来了哪些重

大变化？“十四五”时期，5G有怎样的

发展蓝图？

强化移动源污染治理——

12月起，北京实施“京6B”汽柴油标准

本报北京电
（记者韩鑫） 工
信部、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近日联
合印发的《电机
能效提升计划 （2021—2023 年）》 提出，到 2023
年高效节能电机年产量达到1.7亿千瓦，在役高效
节能电机占比达到20%以上，实现年节电量490亿
千瓦时，相当于年节约标准煤 1500 万吨，减排二
氧化碳 2800 万吨。同时，将推广应用一批关键核
心材料、部件和工艺技术装备，形成一批骨干优
势制造企业，促进电机产业高质量发展。

按照《计划》，下一步将通过加快提升绿色设计
能力、推动基础材料及零部件绿色升级和提高电机
产品绿色制造水平等方式扩大高效节能电机绿色
供给。此外，要加快高效节能电机推广应用。一方
面，开展存量电机节能改造，鼓励钢铁、有色、石化、
化工、建材、纺织等重点工业行业开展用能设备节
能诊断。另一方面，加大高效节能电机应用力度。

《计 划》 提 出 ，
将通过推进电机系统
智能化、数字化提升，
推动电机产业绿色发
展。一方面，探索电机

全生命周期智能化跟踪管理，加快应用电机智能感
知器系列产品、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技术等，推进电
机系统运行数据采集、计算、存储、通讯一体
化。另一方面，鼓励搭建数字化协同制造平台，
推动生产计划、工艺技术、物料配送、设备监控
与维护、质量管控、物流跟踪等系统间数据高效
交互，集中管控工艺制造和生产管控数据。

实现年节电量490亿千瓦时——

到2023年高效节能电机占20%以上

近年来，浙江省玉环市大力推动风电产业发展。玉环市大麦屿科啸风电场
是当地首座沿海山地风电场，该风电场装机容量49.5兆瓦，自投产以来，年发
电量近1.5亿千瓦时。图为玉环市大麦屿科啸风力电场的风机正在运行。

段俊利摄 （人民视觉）

▲ 日前，市民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体验操控 5G 云
代驾座舱。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 近年来，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扎实推进 5G
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应用推广，提升信
息化服务水平，为服务乡村振兴和全县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目前，保康县城区移动5G网
络已实现全覆盖。今年内，将实现全县所有乡镇主
要街道、热门景点的移动 5G 网络覆盖。图为日前，
在保康县马桥镇一处5G基站，中国移动湖北保康分
公司工作人员进行设备调试。

杨 韬摄 （人民图片）

▼ 近日，在江西省南昌市绿地国际博览中心，市民
体验融入了5G技术的VR项目。

史港泽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