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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3G 商用的成
熟 ， 以 及 4G 的 异 军 突

起，人们对于更高级别移
动通信系统的追求也水涨船

高。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掀起
了一股 5G 的研究热潮。欧盟、

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都已成
立 5G 相关推进组织，并启动了相

关研究和开发工作。
与此同时，中国也已经布局 5G。正

如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所指出的：“国家
重视5G系统的开发，通过国家‘863’重大专

项对 5G 的开发进行专项资金支持。”尤为值
得一提的是，2014 年 5 月 29 日，中国移动代表

IMT-2020（5G）推进组发布了我国《5G愿景与需
求白皮书》，明确了 5G关键能力指标，而这些指标

被国际电信联盟采纳，成为全球的 5G 需求共识。中
国首次从需求阶段就参与到新一代无线通讯标准的制

定中，实现了从追赶到引领的角色转变。
此外，中国企业也在研发方面有着可观的投入，在

研发理念、技术积累等方面的表现都可圈可点。中国移动
作为 IMT-2020 （5G） 推进组的重要成员单位，以“Green

& Soft”（绿色与柔性） 为切入点，确立了高能效网络项目5个

研究方向 （即所谓未来“5G项链”的 5颗技术珍珠）。而华为和中兴
也组织相应团队，并联合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就5G的标准和产品进行

预研。显然，提前布局，将为中国通讯运营商和设备商带来巨大机会，并
将为“中国制造”崛起乃至于“中国标准”的出台创造一个契机。

中国移动研究院专家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未来5G将是全球通信产
业共同协作融合的结果。中国将积极参与5G关键技术研究和国际标准制定的

过程，发挥中国产业的优势，将更多‘中国创造’的创新技术提升为国际标准，
为全球通信产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前述专家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我国企业在大规模天线系统、超密集
网络、非正交传输技术和灵活双工技术等未来较具潜力的5G候选技术方

面有一定的优势积累，但在一些关键通信器件方面，我国与国外还有
一定的差距。

为应对这些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需要企业在网
络建设和部署以及运营维护方面多下功夫。另一方面，需要

有关部门做好顶层设计，系统规划发展路线和策略推动
5G的研究与发展。

近日近日，，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获准开展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获准开展FDDFDD（（频分双工频分双工））融合组网试验融合组网试验，，顺利杀顺利杀

入期盼已久的入期盼已久的44GG战局战局。。而随着而随着44GG商用的加速商用的加速，，55GG的研究也悄然升温的研究也悄然升温，，IMT-IMT-20202020

（（55GG））推进组推进组55月月2929日发布了日发布了《《55GG愿景与需求白皮书愿景与需求白皮书》，》，中国有望在新一代无线通中国有望在新一代无线通

讯领域走在世界的前面讯领域走在世界的前面。。

相对于目前较为成熟的 3G 和规模商用的 4G，
5G 具有更高的性能和速度。尤其是在面对高清 3D
电影这项业务时，5G将表现出巨大的优势，其峰值
速度甚至可能达到光纤水平。“在 4G 峰值速度下，
下载一部10Gbps的3D（超高清） 电影需要1分钟左
右，而在5G条件下只需要几秒即可。”有业内人士
如是说。

另外，据报道，在爱立信近期进行的一项无线实
验中，数据传输速度达到惊人的5Gbps，这意味着下
载一部50Gbps的电影仅需一分钟左右，而这一速度
为谷歌光纤 1Gbps 传输速度的 5 倍。尽管这只是实
验室理想状态下的数据，而且距离商业应用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但这一速度确实展现出 5G 美好的前
景。

当然，5G更高的性能并不只是体现在速度上，
相对于 4G主要关心峰值速度，5G更强调以用户为

中心，注重更多的维度，其中，用户体验速率、连
接数密度和时延为5G最基本的三个性能指标。

中国移动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
表示：“与 3G 和 4G 相比，5G 在性能上有极大提
升。5G将提供媲美光纤的接入速率，‘零’时延的
使用体验，千亿设备的连接能力，超高流量密度、
超高连接数密度和超高移动性的服务，实现业务及
用户感知的智能优化。同时，5G还将大幅提高网络
部署和运营的效率，带来相比 4G 超百倍的能效提
升和超百倍的比特成本降幅。”

“‘信息随心至，万物触手及’，这是
我们对 5G 的总体愿景。”中国移动
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黄宇红
如是说。

55GG之花之花 含苞待放含苞待放

信息随心至
万物触手及

5G助力中国移动互联“弯道超车”

刘洪强

5G离我们还有多远？相关通讯运营商和设备
制造商不约而同地将节点定在 2020年。比如，大
唐电信 2013 年底发布的 5G 白皮书指出，2020 年
5G将面向社会。而近期发布的《5G愿景与需求白
皮书》面向的也是“2020年及未来”。

在目前，中国很多地区仍在使用2G网络，3G也
刚成熟，即使4G也刚开始覆盖不久，提前布局5G是
否有些为时过早？对此，工信部电信研究院院长曹淑
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移动通信的发展在
经历了2G追赶、3G突破之后，已经开始部署4G网
络。面对5G新的发展机遇，要及早谋划与布局。”

5 月 29 日，IMT-2020 （5G） 推进组提出：
“5G 需要满足 2020 年及未来的超千倍移动数据

流量增长需求，具备数百亿甚至数千亿设备
的连接能力，将为用户提供光纤般的接入

速率。”
事实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

5G 研究和应用主要驱动力之一。
移动互联网为用户提供增强现

实、虚拟现实、3D 视频、
移动云等服务增加了身

临其境的极致体验，
这 在 改 变 现 有 信

息交互方式的
同时，也将

导致全球
范 围

内

移动数据流量的爆炸式的增长。就中国来说，据
《5G愿景与需求白皮书》 预测，2020年中国的
移动数据流量将是 2010 年的 300 倍以上，
2030 年移动数据流量将是 2010 年的 4 万
倍。这将为5G应用带来广阔前景。

随着物联网的发展，海量的设备将
接入网络，实现“万物互联”不再是
梦，这助推了信息通讯技术的新一
轮变革。据介绍，未来 20年，世
界范围内的连接设备总量将达
到千亿规模，相应地，中国移
动终端数量和物联网设备连
接数也将快速增长。2020
年，中国这一数字将达
到 35 亿，到 2030 年，
这一数字将超过 300
亿。而不断涌现的
各类新业务和应
用场景，也为
5G 的应运而
生 创 造 了
一 个 契
机。

5G布局 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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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5G推进组运作如何？

IMT-2020 （5G） 推进组于 2013 年 2 月由中国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联合推
动成立，组织架构基于原 IMT-Advanced （高级国际移动通
讯） 推进组，成员包括中国主要的运营商、制造商、高校和研
究机构。推进组是聚合中国产学研用力量、推动中国第五代移动通
信技术研究和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平台。

2013年5月28日，推进组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IMT-2020 （5G） 峰
会，会议主题为“5G愿景展望”。

2014 年 5 月 29 日，推进组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 IMT-2020 （5G） 峰会，
会议主题为“5G目标及能力”。中国移动代表推进组发布了中国《5G愿景与需
求白皮书》，明确了5G关键能力指标，这些指标被国际电信联盟制定的5G愿景报
告基本采纳，成为全球的5G需求共识。白皮书作为我国首次系统地开展新一代移动
通信系统需求研究的成果，为未来中国引领5G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

2、5G有哪些特点？

目前，5G的研发处于前期阶段，重点推进5G的需求论证、频谱规划等
前期工作。据悉，2016 年全球将会启动5G标准化工作。

5G将满足未来千倍的业务流量增长，以及超高速率、超低时延和海量
连接等多样化业务需求。未来丰富多彩的移动互联网业务和无处不在的
物联网业务将成为 5G发展的主要驱动力。5G将渗透到未来社会的各
个领域，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全方位信息生态系统，为用户带来身
临其境的信息盛宴，便捷地实现人与万物的智能互联，最终实
现“信息随心至，万物触手及”的愿景。

3G使用的是CDMA技术，4G使用的是OFDM和MI-
MO技术，5G与4G一脉相承，但技术上的突破会使5G
性能相比 3G 和 4G 有极大提升。5G 将提供媲美光纤
的接入速率，“零”时延体验，千亿设备的连接能
力、超高流量密度、超高连接数密度的多场景
的一致服务，实现业务及用户感知的智能
优化。同时，5G 还将大幅提高网络部署
和运营的效率，带来相比 4G 超百倍
的能效提升。

5G 需要具备比 4G
更 高 的 性 能 ， 支 持 0.1～

1Gbps的用户体验速率，每平
方公里 100 万的连接数密度，毫

秒级的端到端时延，每平方公里数
十 Tbps 的流量密度，每小时 500 公里

以上的移动性和数十 Gbps 的峰值速率。
其中，用户体验速率、连接数密度和时延为

5G最基本的三个性能指标。同时，5G还将大幅
提高网络部署和运营的效率，相比 4G，频谱效率

提升 5—15 倍，能效和
成本效率提升百倍以上。

性能需求和效率需求共同
定义了 5G 的关键能力。5G 犹如
一株绽放的鲜花 （见右下图），红花
绿叶，相辅相成，花瓣代表了 5G的六
大性能指标，体现了 5G 满足未来多样化
业务与场景需求的能力，其中花瓣顶点代表
了相应指标的最大值；绿叶代表了三个效率指
标，是实现5G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从 3G 开始，中国移动就积极参与
通信系统的研发工作。正是由于中国
移动的大量投入与积极贡献，我国自
主研发的 3G 标准 TD-SCDMA 才能有
今天这么大的商用规模。另外，4G 大
规模商用的背后也有中国移动在产业
链各环节上 （标准、芯片、设备、终
端、仪表等） 的大力推动。未来，中

国移动作为 IMT-2020 （5G） 推进组
的核心单位，将继续以开放的态度，
和产业各方携手合作，积极发挥作
用，在 5G的标准制定和关键技术研究
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根据 《5G愿景与需求白皮书》
以及对中国移动研究院相关专家采访
整理而成）

目前，5G 研究还处于早期阶段，
中国无论从启动时间、研发理念、技
术积累等方面都较为领先。值得一提
的是，对于 5G系统，中国是第一次从
需求制定阶段就全面研究和大力推
动，力求在 5G时代能推动产业界携手
合作，共同建立全球统一的通信标
准，最大化规模优势，降低成本。

国家层面上，973项目在2011年就
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对下一代通信系
统研究进行了布局。863国家重大专项
也在 2012 年开始精心选题，2013 年开

始对 5G 研究进行了专项资金资助。
2013 年 2 月成立 IMT－2020 （5G） 推
进组，团结国内相关企业、研究院
所、高校就 5G核心技术领域进行科研
攻关。我国的一些 5G研究专家在各种
国际行业、标准组织的 5G 研究项目、
课题中担任了主席、组长职务。

关键技术方面，我国企业在大规
模天线系统、超密集网络、非正交传
输技术和灵活双工技术等未来较具潜
力的 5G候选技术方面有一定的优势积
累。

3、5G关键能力有哪些？3、5G关键能力有哪些？

4、我国的5G技术处于什么水平？

5、“中国创造”在5G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

5G关键能力55GG通讯想象图通讯想象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