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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G-AG-A技术应用提速技术应用提速        智慧城市建设加码智慧城市建设加码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迪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
开全国信息通信监管工作会，
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融合为主要途径，抓好 5G-A、
6G 等关键技术创新，推动信息
通信业绿色发展，加快科技创
新成果产业转化。

建设车联网示范路线、超
高清转播 F1 赛事、智能化盘点
仓库物资……作为通往 6G 的
桥 梁 ，自 2024 年 开 启 商 用 大
幕，5G-A（即 5G-Advanced，
增强版 5G）在车联网、观赛视
听、仓储物流等诸多领域不断
拓展应用场景。

5G-A 具 备 哪 些 技 术 优
势？如何深化 5G-A 应用，助
力智慧城市建设？在当前快速
发展中，怎样更好推进 5G-A
应用布局？中国城市报记者予
以采访报道。

多项融合展现技术优势

从与航运结合来加强对黄
浦江上船舶安全航行的监管，
到走入知名服装生产工厂、助
力企业实现智能排产与调度，
再到推动低空导航更加准确精
细……5G-A 日益受青睐的背
后，是其不断显现的技术优势。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党
组成员、副部长张云明在 2024
年中国5G发展大会上表示，要加
强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5G-
A技术研究、标准研制和产品研
发，加快5G-A端到端产业链成
熟，深化 5G 与 AI、北斗等融合
创新，实现 5G 与行业技术深度
融合发展，构筑完备的 5G 融合
应用产业体系，提升芯片、模组、
设备解决方案等产品供给水平。

5G-A 有何技术优势？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东分院数
字经济研究部主任、研究员高
庆浩向中国城市报记者介绍，
5G-A 的显著特点是在不改变
现有技术体系和网络架构的基
础上，可以通过软件升级方式，
实现大部分功能的提升和增
强，并进一步引入通感一体、无

源物联、内生智能等革命性技
术，为用户提供更高效、更可
靠、更智能的网络体验。“5G-
A 旨在解决 5G 初期部署中遇
到的技术难题和应用挑战，开
拓新的市场机会，对于推动 5G
规模化应用扩展和数字化创新
突破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能为
各行各业的数智化转型带来新
的价值增长点和发展新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5G-A 还是 5G
向 6G 过渡的关键环节和必要
阶段，能够为 6G 下一步的演进
指明方向，将在可预见的未来
主导移动通信市场，推动产业
持续发展。”高庆浩说。

此外，中国科学院院士尹
浩强调，5G-A 开启了通信与
智能全要素的融合，包括引入
了 AI 各类场景及需求，开展基
于 AI 的波束管理、定位技术、
移动性管理等无线技术和基于
AI 的多接入协同、智能网络切
片、智能运维等网络技术的研
究。“5G-A 将重点提升网络关
键性能指标，包括上下行速率、
确定性时延、覆盖、低功耗连接
等。例如在应用方面，5G-A
无源物联具备千亿物联需求，
供给侧有望形成较强成熟度，
为垂直行业的物联升级带来新
空间；5G-A 通感一体服务低
空经济等智能监管和监测业务
创新突破；5G-A 支撑低空数

据采集、传输、汇聚、处理，形成
融合生产要素。”他说。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无线战略架构总经理唐雪
认为，5G-A 技术和 AI 两者结
合，能进一步拓展 5G 网络的潜
力及智能化应用的潜力。她说：

“例如借助5G-A和AI的技术，
可以在工业互联网方面取得规
模性突破，一是因为 5G-A 里
的RedCap（即5G轻量化技术）
以及无源物联能够进一步降低
5G 模组的成本。二是借助 AI
的技术提供工业质谱引擎，能够
在更大的空间及更大的维度上
去搜寻，包括资源分配、调度策
略的最优解，从而支撑 5G 网络
确定性的能力。在保证确定性
能力的同时，进一步支撑更大的
用户数，从而进一步降低 5G 进
入工业互联网的成本。”

应用提速赋能智慧城市

近日，上海南站经升级改
造后全面开行高铁列车，同期，
上海南站 5G—A 网络建设也
完成施工。提速奔跑的不止是
轨道上的高铁列车，还有同步
升级的移动通信网络。中国联
通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联通”）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城
市报记者，作为上海南站 5G-
A 网络工程建设方之一，上海
联通在工程初期通过对现有设
备进行详细评估后专门制定施
工方案，不仅整改了机房，还安
装了两台玲珑柜作为通信应急
的设备，以保障在装修改造期
间乘客在候车厅的正常通信。
目前，上海联通已在上海南站
开通了 5G-A 技术支持下的大
带宽网络，不仅极大提升了旅
客的网络体验，也进一步助力
上海南站提档升级。

上海南站建设 5G-A 网络
项目映射出上海打造智慧城市
的“加速度”，也显示出优质的
网络基础设施对智慧城市建设
的重要作用。当前全国多地加
速推进 5G-A 应用，以上海市
为例，截至目前，已建设超过 1

万个 3CC 5G-A 的基站，5G-
A 基站与传统 5G 基站的比例
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来到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南
部滨江的北外滩，中国城市报
记者看到不少户外博主正拿着
手机背对着东方明珠塔进行直
播，视频流畅，信号稳定。“北外
滩旅游资源丰富，商业贸易繁
荣，也是上海联通5G-A网络的
重点保障区域，我们为此构建
了宏、杆、多频分层立体网络，
全面深度覆盖外滩区域。去年
1 月，上海联通在南京西路商业
区完成全国首批创新型 5G-A
杆站安装部署，率先完成5G-A
规模组网示范，实现静安寺及周
边商圈多个重点场景的 5G-A
连片覆盖。截至目前，上海联通
在虹口、静安、杨浦等区域完成
了全球最大规模 T+F 多载波聚
合网络部署；在南京西路、静安
寺、杨浦滨江、五角场、北外滩等
区 域 超 6200 个 小 区 完 成 了 
5G-A网络开通，成功打造了面
向未来的 5G-A 先进网络底
座。此外，基于 5G-A 的‘空、
天、地、海、潜’一体化立体通信，
我们率先完成了近海、长江航道
沿线 5G 建设，同步叠加 5G-A
超远覆盖等关键技术，开通海域
5G-A基站，并完成了重点海域
5G-A连续覆盖。经现网实测，
海域 5G-A 基站最远覆盖可达
80 千米，平均覆盖在 30 千米以
上，实现‘沿海体验优、近海信号
稳、远海呼得着’。”上海联通公
司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综合施策突破行业瓶颈

当前 5G-A 正快速从设想
转化为现实，在加速应用布局
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对
此，高庆浩表示，5G-A 带来的
高速、稳定和智能化通信环境，
可以极大满足个人生活数字化
升级、产业数智化跃迁、社会智
慧化发展的需求。但强调 5G-
A 比 5G 更强、更好，并不意味
着 5G-A 的高光时刻马上就能
到来。他以 To B 行业智能工

厂建设为例向记者介绍。
“之前，5G 应用局面未能

打开的原因，除了终端成本过
高和 5G 能力不足，很重要的一
条就是，5G 的能力和企业的需
求尚未能形成‘双向奔赴、同向
发力’的闭环工作机制，5G-A
的商业变现也面临同样的问
题，其目前也只是为企业多提
供了一个可选项。实际上，企
业仍需要在 5G-A 应用决策时
进行投入产出的综合考虑，所
以说，不是完成了 5G-A 标准
的制定和政策的发布，就一定
可以推动 5G-A 迅速实现‘5G
改变社会’的愿景，而是要了解
客户真正关心的痛点和需求，
这样才能走进客户的内心，打
动到客户。此外，由于业界对
商用路径未形成共识，需要采
用更加务实的建设态度，有序
推进，避免大干快上。在这个
过程中，除了持续加强核心技
术攻关，开展 5G-A 标准研制、
产品研发和应用示范，还需要
更系统性的布局和针对性的规
划 引 导 ，这 样 才 能 更 好 推 动
5G-A 应用的普及。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华东分院通过参与
上海、江苏等省市 5G（5G-A）/
6G 产业发展规划编制，联合电
信运营商和通信企业开展 5G

（5G-A）应用实践，助力地方
经济数字化转型。”高庆浩说。

尹浩认为，5G-A 和应用
融合发展仍需持续挖掘新需
求，引领规模化升级。对此，他
建议，要合理规划 5G-A 网络
布局和升级技术状态去满足需
求，而规划和需求的满足还要考
虑场景，要率先能够进行有效的
牵引。此外，还要借助供需双轮
驱动构建 5G-A 技术，包括支
持产业各方积极参与 5G-A 标
准制定、完善 5G-A 产业体系、
推进 5G-A 网络升级、加强跨
行业协同组织、构建新型产业生
态等。“在此基础上，结合5G-A
试点示范应用的经验和做法，我
们可以使供给与需求高效协同
起来，让试点应用能够真正地规
模化推广出来。”他说。

上海联通工作人员正在北外滩对5G-A网络进行测速。

上海联通公司供图

北京崇文门菜市场原址回归

1月 8日，新的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菜

市场原址回归，在北京合景·摩方购物中心

开业。新市场涵盖12大板块，包括柴米油

盐、小吃餐饮、生活百货、古玩等多种业态。

据了解，崇文门菜市场建于1976年，与东单

菜市场、西单菜市场、朝内菜市场一并被称

为“京城四大菜市场”。2010年5月，崇文门

菜市场搬迁闭店。图为1月9日，顾客在新

开业的崇文门菜市场选购商品。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