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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的故事还未讲完，6G
的大幕已经拉开。

4 月 18 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新闻发言人、总工程师赵志
国 在 国 务 院 新 闻 办 举 行 的
2024 年一季度工业和信息化
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将全面加强新型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系统布局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推动 6G、下一代互联
网、量子通信等前沿技术研发
应用。

4 月 16 到 18 日，2024 全球
6G 技术大会在江苏省南京市
举行。全球 6G 领域的技术先
锋齐聚一堂，围绕 6G 愿景共
识，共同探讨 6G 技术和业务的
未来蓝图。

中 国 城 市 报 记 者 梳 理 发
现，从国家到地方、从科研机构
到企业界，连日来关于 6G 的讨
论声不绝于耳，话题热度持续
升温。

6G 进 展 到 了 什 么 程 度 ？

地方有哪些布局？它的出现

会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哪些

改变？

多地布局抢占 6G 新赛道

近日，湖北省委副书记、省
长王忠林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

会议，研究加快 6G 创新发展等

工作。会上透露出一个信息：

湖北要抢占 6G 新赛道培育新

质生产力。

会议还强调，要聚焦重点

攻坚，着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加快产业布局，打造示范应用

场景，建设 6G 发展高地；要强

化政策支持，加大资金保障，建

强人才队伍，为 6G 创新发展营

造一流生态。
无独有偶，近日中国城市

报记者从北京市科委、中关村

管委会获悉，北京率先建设公
共试验平台，启动建设 6G 开放
试验网络；6G 产业链条基本完
整，初步形成产业空间布局，比
如，在基站设备、终端设备、仪
器仪表、芯片器件等均有布局，
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移动通信产
业链。

此前，广东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常务副主任朱伟也在公开场
合表示，将谋划 6G、新一代人
工智能等未来产业集群。

事实上，在 6G 以前，5G 技
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它以高速率、低时
延和大连接数的特性，推动了
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创新
发展。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数 据 显
示，截至 3 月底，全国累计建成
5G 基站达到 364.7 万个，5G 用
户普及率也超过 60%；具备千
兆 网 络 服 务 能 力 端 口 达 到
2456 万个，全球首条 400G 全
光省际骨干网链路正式商用。

中 关 村 泛 联 移 动 通 信 技
术创新应用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黄宇红向中国城市报记者
介绍，5G 具有高速传输数据、
海量机器连接、低延时高可靠
的“三角能力”。6G 不仅能把
5G 的“三角能力”进一步做大
做强，还增加了新的“三角能
力”，即通感一体、通智一体、
空天一体。

“通信与感知这两项功能
并非孤立存在。未来 6G 不仅
将提供通信服务，还将整合感
知通信、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
智能化能力，甚至包括其他各
种软件化功能，形成一体化的
综合能力。”黄宇红说。

在 2024 全球 6G 技术大会

上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邬 贺 铨 表
示，6G 需要满足
人 机 物 多 元 需
求 ，适 用 通 感
算 多 场 景 ，实 现
天 空 地 多 域 并
存 ，同 时 兼 顾 带
宽 、时 延 、能 效
和成本等多维 度
要 求 。

“6G 的 应 用
将扩展到卫星通
信和低空无人机
领 域 ，支 持 人 工
智 能 的 下 沉 ，推
动 智 能 终 端 、算
力 、智 能 网 联 车
等 领 域 的 创 新 。
人工智能的产业
应用加速后，6G
将催生多个万亿
元 规 模 产 业 ，智

能网联车、卫星互联网和低空
无人机等都将是一个新的应用
场景。”邬贺铨说。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
长 闻 库 表 示 ，6G 技 术 日 益 成
熟，将在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
领域创造大量的新业态与商
机，成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
的引擎与底座。

关键技术不断突破

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
城写字楼 3 楼，有一个通体白
色的房间，这里是中关村泛联
移动通信技术创新应用研究院

（以下简称泛联院）的 6G 开放
实验室。

走进实验室，就看到有一
块 大 屏 幕 发 着 幽 幽 的 蓝 光 ，
不断跃动的数字显示着系统
参数、测试数据和机器人路测
轨迹。

“支持语义通信将是 6G 区
别于 5G 的重要特点之一。”泛
联院副院长、北京邮电大学教
授许晓东向前来参访的媒体记
者解释称，“在人员非常密集的
地方，比如大型演唱会现场，很
多人都遇到过手机信号虽然显
示满格，但发不出信息的情况，
这就是目前通信技术面临的容
量限制短板。有了语义通信，
可以进一步增加容量，支撑 6G
补足这个短板，让大家在人员
密集的地方依然可以顺利发出
信息。”

实验室内，穿着统一白底
蓝条工作服的工程师分散在各
处，他们是来自 vivo、联想、中
兴通讯等企业的研发人员。每
位工程师面前都有两台电脑，

一台台式电脑显示数据，一台

笔记本电脑编写代码。
“我正在进行 6G 原型样机

的研发工作，这项工作可以说
是我们在提前 3—5 年探索未
来通信技术的前沿阵地。”vivo
通信研究院的通信验证工程师
史斯豪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这次研发工作是不同机构间联
合创新的一次重要尝试，旨在
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和技术优
势，形成互补效应，共同推动
6G 技术快速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根据国家
知识产权局发布的《6G 通信技
术专利发展状况报告》，中国
6G 通 信 技 术 专 利 申 请 占 比
35%（1.3 万余项，约合 1.58 万
件），位居全球首位。

预计未来 3—5 年
是 6G 发展关键窗口期

从 2G、3G 追赶，到 4G 并
驾齐驱，再到 5G 领跑，我国移
动通信产业的发展史，就是一
部波澜壮阔的创新史。

尤其是 3G 和 4G 技术的普
及和应用，给人民群众的生活
带来了显著的变化，极大地提
升了生活的便捷性和丰富性。

但不容回避的是，尽管 5G
在网络规模、用户规模等层面
取得了醒目的成绩，但关于“杀
手级应用”的缺失以及“水花不
大”的声音也在坊间存在。因
此，一些民众对 6G 会带来多大
改变有所存疑。

对此，作为从业者，史斯豪
的理解是这类似于“边际效应
递减”。他具体解释称，在 1M
到 10M，甚至到 100M 的阶段，
用户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当
速度从 100M 跃升到 1G 时，虽
然技术上的进步是巨大的，但
由于此时的大部分日常应用场
景已经能够在较低的网速下得
到较好满足，因此用户对于速
度进一步提升的感受就不再那
么明显。

“此外，高速网络的应用场
景相对更专业、更受限，这也导
致了普通用户对于速度提升的
感受不如之前那么强烈。”史斯
豪说。

需要正视的是，虽然普通
民众对于 5G 的感受可能没有
3G 和 4G 那么明显，但这并不
意味着 5G 的价值和影响力有
所减弱。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数 据 显
示，5G 应用已经融入 97 个国
民 经 济 大 类 中 的 74 个 ，在 工
业、矿业、电力、医疗等重点领
域 规 模 推 广 ；“5G+ 工 业 互 联
网”项目数超过 1 万个，应用赋
能向核心控制环节加速拓展。

“原来主要在外围环节，现
在逐步向控制环节或者核心环
节进一步加速拓展。在个人应
用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聊

天机器人、智能搜索、文本生成
等应用中也在广泛推广普及。”
赵志国说。

值得关注的是，国际标准
化组织已初步明确 6G 发展时
间表，将于 2025 年左右启动标
准化研究，2029 年左右冻结第
一版国际标准，2030 年左右商
用。未来 3—5 年是突破关键
技术、抢占标准高地、培育产业
的关键窗口期。

邬贺铨表示，6G 是各行各
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器”。未
来 6G 发展及研究中，要更加强
调应用生态，注重信息通信技
术与能源、材料等跨领域技术
交叉融合。

去年中关村规上企业总收入
占全国高新区六分之一

本报讯 （记者郑新钰 曾
辰）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
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2024 中关
村论坛有关情况。北京市委常
委、教育工委书记于英杰在发
布会上表示，中关村已经形成

“一区多园”的发展格局，拥有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7 万余家。
根据不完全统计，2023 年中关
村规模以上企业总收入预计能
够达到 8.6 万亿元，占全国 178
家高新区的 1/6。

于英杰表示，中关村始终
做服务国家战略的先行者。以
重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
突破为主攻方向，涌现出新一
代 量 子 计 算 云 平 台 、新 一 代
256 核区块链专用加速芯片、
全球首枚成功入轨液氧甲烷运
载火箭等一批重大成果，已成
为中国自主创新的主阵地。

中关村始终做科技体制改
革的试验田。“1+6”“新四条”

“新新四条”等重大改革举措，
都已先后向全国复制推广。新
一轮先行先试 24 条改革措施
全面落地，部市出台配套政策
50 余项，极大激发了创新创业
的活力。

中关村始终做高质量发展
的策源地。近年来，北京市先
后出台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
系列政策措施，率先开辟量子、
6G 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加快建
设中关村合成生物制造等产业
集聚区，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
建创新联合体，形成了一批具
有技术主导权的产业集群。

于英杰表示，下一步，将在
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下，充
分发挥北京教育、科技、人才优
势，抓好创新策源、产业提升、
开放合作等工作。

在中关村泛联移动通信技术创新应用研究院内，工程师正在忙于研究和

开发最新的6G技术。                                        郑新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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