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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做手术的 5G 机器人，可巡察的 5G 网联无人
机，能看清井下作业的5G智慧矿山……在日前举行
的第31届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上，一批5G融合
应用创新成果集中亮相。

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
设施，数字创新应用从创新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不断
拓展，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
起。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表示，要加快培育新
兴产业，持续增强移动通信、光通信等领域全产业链
优势，前瞻布局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领域，全面推进
6G技术研发，抢占未来发展新优势。

网络建设跑出加速度

在通信展“5G发展成就展”展区，一台5G国产机
器人引来大批观众驻足观看。通过中国电信的5G定
制网络，远在浙江邵逸夫医院的专家操作手术机器人
医生端，向位于北京展区的机械臂发出动作指令。在
高清视野辅助下，远程专家通过可转腕机械臂的灵活
操作，能精准完成对模型的解剖、分离、缝合等各项手
术模拟动作。

今年6月6日，是我国正式发放5G商用牌照4周
年。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累计建成
5G基站超273万个，5G网络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县
城城区，5G移动电话用户达6.34亿户。我国已建成全
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5G网络。

中国移动总经理董昕介绍，中国移动累计开通5G
基站超160万个、千兆宽带覆盖超3亿户家庭、服务器
总算力超8EFLOPS，总连接数超30亿，牵头国际标准
近200项，申请专利超4100件，居全球运营商第一阵
营。

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表示，中国电信携手中国
联通建成全球首张规模最大的5G SA（独立组网）共建
共享精品网络；持续开展全光网络建设，千兆光网已
覆盖300多个城市。

与高铁、场馆等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设计、
同步施工”，已成为当下5G网络建设的重要方式。中
国铁塔展区的工作人员介绍，中国铁塔会同运营商负
责和实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场馆和沿线
道路的专项 5G 覆盖配套建设，同步规划、设计并施
工，推动实现场馆2G到5G网络全覆盖，并做到电源、
传输共享一张网，桥架、机房等大共享，节省投资20%
以上。

据了解，中国铁塔自成立以来，已累计承建5G基
站超188万个，占全球一半以上，96%以上通过共享存
量站址实现，新建站址共享率从14.3%提升至83%，相
当于少建新塔98万座，节约行业投资1760亿元，节省
土地5.5万亩，减少碳排放超过2600万吨。

“要优化基础设施布局，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新底
座。”金壮龙表示，将加快推进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体系
化发展，深入推进“千兆城市”建设，提升5G、千兆光网
等高质量网络覆盖深度广度，纵深推进电信普遍服
务，加快实现宽带边疆工程，持续优化农村和边疆等
偏远地区的网络覆盖，统筹数据中心布局，加快算力
基础设施发展，打造“云网融合，算网一体”的网络架
构和算力供给体系。

融合应用深入千行百业

工信部数据显示，目前，5G应用已融入97个国民
经济大类中的60个，应用案例数超5万个。基础电信
行业累计投资近6000亿元建设5G网络，直接带动经

济总产出约 3.8 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 9.4 万亿
元，有力促进了数字经济发展。

在通信展现场，记者看到，在矿业、港口、电力等
重点行业，5G应用解决方案广泛复制，5G融合应用广
度和深度持续推进，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林巍介绍，浪潮以 5G
全连接工厂为抓手，通过部署新一代通信云网底座和
云洲工业互联网平台，深入核心生产工艺流程，依托
云网融合基础设施，打造了10多个典型的“5G+工业
互联网”应用场景，提升了产能和质量，降低了运营成
本。目前，浪潮通信技术已在电子制造、装备制造、矿
山、钢铁冶金、港口、电力等10多个行业落地200多个
典型案例。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点展示了
其无线通信产品在能源、交通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例
如携手中国海油打造了首个5G+海上智能平台试点
油气田，相关解决方案已成功应用在20多家企业。

目前，5G已在钢铁、制造、矿山、电力、港口等行业
的16000多个专网项目中得到规模应用。5G行业专
网驱动的经济规模突破百亿，5G行业终端的出货量超
过50万。

华为高级副总裁、运营商BG总裁李鹏举例，5G+
AI能为井下的安全生产贡献创新力量。在复杂、危险
的地下矿井作业场景中，5G智慧矿山解决方案能通过
低频、大带宽资源，帮助100多路摄像仪上行回传，再
利用AI技术实现综采面的全景视频拼接，让井下作业

“看得全、看得清”。
“信息基础设施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演进升级，已

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推动人类社会逐
渐进入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新时代。”工
信部副部长张云明表示，5G、人工智能、下一代互联网
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持续深入发展，交叉融合，已
经成为放大生产力的“乘数因子”，驱动着生产主体、
生产对象、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引领产
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金壮龙表示，要加速信息技术赋能，构建高质量
发展新引擎。加快5G行业虚拟专网建设，深入实施
5G应用“扬帆”行动，进一步丰富拓展5G应用场景，深
化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完善工业互联网技术体系、
标准体系、应用体系，打造一批5G工厂，大力推进制
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

抢占未来新优势

“面向未来，5G还需再创新、再出发。”中国工程院
院士邬贺铨表示，特别是面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工
业制造、车联网等应用领域，需要进一步提升5G能力
支持大上行、大带宽、高可靠、低时延、广覆盖、大连
接、低成本、高可靠的网络需求。

当前，产业链已在积极布局5.5G，这能改善5G商
用过程中体验不佳的情况，打开更大的消费应用空
间，更好适应工业互联网的需求。

中国联通董事长刘烈宏介绍，去年，中国联通携
手华为等合作伙伴在长城精工落地了全国首条5G-
Advanced（5.5G）低时延柔性产线，推动“5G+工业互联
网”深入核心生产环节。

“随着 5.5G 标准的推进，业界不断通过技术创
新与商业验证，探索 5.5G 在无源物联、通信感知融
合等新领域的应用，不断发掘经济和产业价值。以
家电制造企业为例，5.5G 无源物料可以帮助物流生
产全流程可视化，整体生产效率可提升 30%。”李鹏
说。

不止5.5G，在通信展上，部分厂商还展示了6G技
术。比如在“探索未来科技”展区，爱立信展示了多个
6G关键技术趋势，包括无线网络数字孪生、太赫兹通
信、厘米波通信和“零能耗”终端。

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刚表示，6G技术是5G之
后的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工信部全面推进6G技术
研发，旨在抢占未来信息通信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全
面布局未来6G产业赛道。自2018年起，我国就开始
前瞻性研究和布局6G技术研发，目前技术研发水平
处于全球第一梯队。

“6G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对于在全球科
技竞争合作中构建安全可控的网络基础设施有着重
要意义。”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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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持续放大乘数效应

全景式欣赏梵高700多幅佳作、
沉浸式体验多种元宇宙技术……日
前，2023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暨数字
消费节启动仪式在首钢园举行。体
验周期间将呈现丰富的数字经济场
景，数字人明星也将首聚舞台，带来
新奇的表演。

在首钢园10号馆门口的户外体
验区，一名观众正全神贯注体验着划
船机。他紧盯面前的屏幕，脚一蹬，
拉动扶手，大屏幕里的数字人“分身”
也同步划着船，在碧波荡漾的湖水中
前行。“观众还能体验虚拟骑行，里面
的场景均是依托长安街、首钢园、永
定河等实景打造的高仿真元宇宙赛
道。”工作人员介绍。

数字经济体验周活动包括虚拟
骑行、虚拟赛事挑战、智能健身器材
体验等。同时，在本市部分社区、景
点、商圈，也将设置数字体育展示区，
展示最新的数字化运动设备。

体验周期间还将举办数字科普
研学活动，设立数字场景开放日，规
划副中心路线、海淀路线等8条科普
研学特色体验路线，覆盖 25 家科创
类场馆，涵盖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
领域。期间将选出北京市最具潮流、
创新的地标型场所，邀请广大市民参
观打卡。各区也将推出数字经济嘉
年华等特色主题活动。

记者同时获悉、首届中国数字音
乐会将于7月4日举办。届时，超一
线数字人明星将首聚舞台，带来实体
舞台+现实虚拟技术、真人歌手+次
元数字人的“新奇特”表演，为观众打
开想象的边界，共同唱响数字经济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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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数字经济
体验周启动

在第 31 届中
国国际信息通信
展览会中国电信
展 台 ，观 众 体 验
5G 网联无人机驾
驶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