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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刚刚闭幕，美

国内华达州就传来了中国企业在5G标准争

夺战中的捷报：在国际无线标准化机构第

87次会议上，由中国企业华为主推的极化

码信道编码方案脱颖而出，成为5G短码控

制信道的最终解决方案。世界通信行业里

终于有了属于中国企业的话语权。

一时间，网络与自媒体平台上洋溢着

中国企业为国争光的豪言壮语。10多年

前，当中国WAPI（中国无线局域网安全强

制性标准）成为国际标准时，还引来几多

怀疑与奚落。这些年来，中国企业默默耕

耘，一边立足于中国市场苦心经营，一边

拥抱全球化追赶国际标准。这次中国企业

闯进电信5G标准的捷报，对于一直充当

“追随者”的中国企业来说，究竟意味着什

么？又能带来哪些启示？

华为主推的极化码是一种信息编码技

术，它将信息数据转换成诸如0101的形

式，便于传输，然后又在接收端解调恢复

成原来的样子。编码和调制是无线通信技

术中最核心最深奥的部分，被誉为通信技

术的皇冠，体现着一个国家通信科学基础

理论的整体实力。

2G、3G时代，这一领域几乎所有专利

技术都被高通、爱立信垄断；4G时代，中

国的TD-LTE技术第一次跟上世界通信行

业脚步。而在经历5G三大编码候选技术

的 “三国之战”后，华为标准的入选，标

志着首次有中国公司进入了基础通信框架

协议领域。

这一点对华为很重要，因为它最终可

能掌握一些关键的、可向电信业发放使用

许可的专利。掌握专利所有权向来是老牌

国际通信公司很大的业务，以诺基亚和爱

立信为例，它们就控制了前几代网络和移

动设备的大部分知识产权，其他企业要为

此交付高额的专利费。

技术和专利壁垒，是中国企业在国际

竞争中绕不开的难题。同时，国际行业标

准往往由欧美先发国家制定，作为后来进

入者，中国企业只能适应人家的标准，套

用别人的规则。然而在逐利的商业竞争

中，往往只有领跑者才能分到最大的蛋糕。

这次电信企业的成功，无疑给了积累

多年的中国企业以信心与启示：我们也有

希望成为国际规则的制订者与行业领导者。

而这源自技术研发的大量投入与深耕

细作。据媒体报道，过去10年，华为在研

发上共计投入2400亿元。在刚过去的乌镇

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华为技术公司高级副

总裁余承东表示，按照华为现在的研发投

入增长速度，今后的2-3年，华为的研发

费用投入估计将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

企业亦能培育出与欧美企业相抗衡的技术

实力。

在此基础之上，抓住机会，参与国际

标准制定，有望后来居上。有外媒称，中

国电信企业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第一展厅

占据的巨大展台，昭示了它作为一家全球

电信设备提供商的抱负。希望越来越多中

国企业，拥有这样的抱负。

从追随者走向引领者
李 婕

当地时间11月17日，在美国内华

达州里诺召开的国际无线标准化组织

（3GPP）会议上，全球通信行业的巨头汇

聚一堂，就5G短码方案进行讨论。最

终，会议确定由中国华为公司主推的极

化码（PolarCode）作为5GeMBB（增强

移动宽带）场景的控制信道编码方案。

对于中国通信行业，这场5G技术

之争的阶段性胜利称得上鼓舞人心。

但相对于技术上的突破，其中所呈现的

中国通信品牌的实力则更为珍贵。如

今，中国通信企业已经初步具备与高

通、爱立信等传统通信寡头们同场竞技

的底气。同时，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积极

布局5G时代“卡位战”的一个缩影。

■ 5G“卡位战”打响

打开手机，连接wifi，如果想要下
载一部自己喜欢的高清电影，一般需要
半小时左右的时间。5G时代，你可能花
费不到1分钟就能完成这些操作。

更快的网速、更多的应用意味着
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也意味着更激烈
的市场竞争。过去几十年来，通信行业
的规则一直由欧美巨头主导。中国在
其中更多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而这
次极化码成为5G eMBB（增强移动宽
带）场景的控制信道编码方案，则在一
定程度上显示中国通信企业在全球市
场话语权上的提升。

据了解，5G有三大应用场景，即
增强型移动宽带（eMBB）、大连接物联
网（mMTC）以及低时延、高可靠通信
（uRLLC）。在这次大会中，华为主推的
极化码成为增强型移动宽带（eMBB）
控制信道的编码方案，高通主推的

LDPC码则成为该场景数据信道的编
码方案。

应该说，在整个5G技术的规则制
定中，华为主推极化码的成功只是一个
阶段性胜利。但在过去数据信道的上行
和下行短码都被美国阵营垄断的情况
下，这个胜利也是一个不小的突破。

事实上，为了摆脱过去的不利局
面，中国早早开始布局，并成为全球最
早发展5G技术的国家之一。在4G还未
开始普及的2009年，中兴和华为就开
始启动 5G相关技术研发。自 2010年
起，华为向专注于5G技术的渥太华研
究中心先后投资800万美元，主要用于
5G技术的研发。2014年6月底，华为成
为5G欧洲基础设施协会董事会成员，
同时也是英国5G创新中心（5GIC）创
始成员之一，积极在国际及国内上推动
5G产业的发展。中兴也积极布局5G产
业，自2009年启动研究工作以来，先后
成立专门的5G研发团队，开发5G需求
与结构、关键技术和原型机，并与运营
商共建5G实验室，成为5G全球标准研
究活动的活跃者。2016年9月，中兴通
讯率先完成中国5G试验一阶段测试，
测试条目数、测试进度超越其他参测厂
家，并获得由IMT-2020（5G）推进组颁
发的5G技术研发试验证书。

可以说，中国在目前5G技术领域
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数年来探索、积
累的结果。

■ 要赢在起跑线上

中国为何如此注重通信技术的研
发与推广？

在媒体报道中，一位手机业内人士

道破天机。过去，通信行业往往由几种
技术标准共同主导，这给弱势国家在通
信技术上的推广带来极高成本。以中国
移动为例，为了使4G手机能够在全球
畅通，其手机必须支持5种标准体系。
“最初，只有高通能提供这种芯

片，这种手机的成本在最初比支持其
中3种模式的高出一大截。”这位业内
人士说。

而对中国电信而言，由于其手机

必须支持CDMA2000，很长时间内，
其手机成本要高出联通、移动，大幅提
高了电信4G的推广成本。

在这种情形下，形成统一的通信
技术准则成为世界通信行业的诉求。
而打破高通等巨头的垄断，在5G起跑
线上赢得国际通信行业话语权则是中
国通信企业的燃眉之急。

近几年来，在国际通信市场上，中
国企业不断发力，在海外“安营扎寨”
的同时，也积极预热5G这一万亿级的
市场蛋糕。在土耳其，作为4G到5G之
间的“桥梁”，4.5G网络被全面部署，当
地也早在2015年就发布了4.5G频谱
牌照。目前，土耳其全国已部署了超过
2万个4.5G基站，4.5G放号超过1000
万。在 4.5G网络的推广过程中，土耳
其移动网络运营商与华为展开长期合
作，在4.5G网络建设中率先使用了华
为创新的AAU解决方案，提升网络性
能，并降低了网络部署难度。

早在2014年，中兴就在荷兰举办
的 5G全球峰会（5G World Summit）

上，创造性地提出 Pre5G 概念，即把
5G技术应用到现有的4G产品中。如
今，中兴已与20多家国内外运营商展
开了 Pre5G 网络的部署，并在 5G/
Pre5G领域与众多主流运营商展开深
度合作。

目前，中国在5G推进上几乎与全
球同步，而在技术研发上，更是力图担
任领跑者的角色。这也有效提升了中
国通信企业品牌形象，让其在海外赢
得更多订单。

■ 未来任重道远

5G时代意味着什么？对于社会公
众来说，一个浅显的认识可能是网速
的提升。事实上，这种理解是片面的。
5G时代，不仅意味着上网的速度更
快，更加体现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智能家居、无人机、智能制造等场
景中。其带动的芯片、电子元器件、智能
硬件以及相关软件的产值将不可估量。

据了解，中国的手机用户数量已
超过12.5亿人，占到全球约35亿手机
用户总数的1/3。而根据爱立信最新
的移动报告预测，2022年全球5G用户
将达5.5亿。

在市场热土面前，中国通信企业
对5G技术的开发逐步加快脚步。几
乎与华为主推极化码成为5G eMBB
（增强移动宽带）场景的控制信道编码
方案同时，中国移动在国际无线标准
化组织（3GPP）会议上成功牵头5G系
统设计，项目名为 R15“5G System
Architecture”，将制定《5G系统总体架
构及功能》及《5G系统基本流程》两个
基础性标准，预计在 2017 年 12 月完

成。该项目得到了60多家厂商的支
持，几乎涵盖了全球通信领域的所有
厂家。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5G技术
研发与国家战略支持密不可分。在7
月底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
要》中，就明确提出积极开展第五代
移动通信（5G）技术的研发、标准
和产业化布局。11月 14日，工信部
发布《关于组织“新一代宽带无线移
动通信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2017
年度课题申报的通知》，在2017年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之中，5G研发项目
总数就达到了24个之多。根据国家
总体部署，中国最快将在2020年正
式启动商用5G网络。

随着国家和企业合力的形成，中
国迈入5G时代的期望并不遥远。中
国通信企业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但轻言动摇国际通信行业格局还为时
尚早。5G的路上，中国企业依然任
重道远。

中国抢跑 时代
本报记者 卢泽华

1月17日，工作人员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5G创新实验室内工作。当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北京召开5G技术

研发试验启动会。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4月14日，华为在纳米比亚为非洲测试首个4.5G网络。图为纳米比亚总

统根哥布（前右一）在现场体验VR设备。 新华社记者 吴长伟摄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
一
届
全
球5G

大

会
在
北
京
召
开
。
图
为
工
作
人
员
讲
解5G

技
术
特
性
。

新
华
社
记
者

吴

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