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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5G规模化应用“扬帆”行
动升级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持续增强5G规模应用的产业全链条支
撑力、网络全场景服务力和生态多层次协同力，全力推进5G实现更广范
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多方位赋能。围绕《方案》相关内容，工信部信
息通信发展司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工信部等12部门印发行动方案

推动实现5G规模化应用

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5G作为数字经济时
代万物互联、数据流通的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以泛在连接促进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各类数字技术融合创
新，已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一环。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5G
基站总数达408.9万个，已实现“乡
乡通5G”，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
术领先的基础网络。5G行业虚拟

专网数超4.5万个，有效满足各行
业对网络定制化、数据本地化、管
理自主化的应用需求。

根据《方案》，到2027年底，5G
规模化应用将实现“四个升级”。

——加速新型消费、生产经
营、公共服务等三大类应用提质扩

面，持续推动“应用升级”。5G个
人用户普及率超85%，5G网络接
入流量占比超75%，5G物联网终
端连接数超1亿，大中型工业企业
5G应用渗透率达45%，实现多方
位深度赋能。

——提升核心产业、融合技

术、应用产业、标准体系、应用安全
等五大产业关键环节供给能力，持
续推动“产业升级”。打造形成超
1000款创新行业终端模组产品，
5G融合应用标准超150项，夯实全
链条支撑能力。

——强化面向公众和行业的

网络服务能力，持续推动“网络升
级”。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达38
个，建成7万个5G行业虚拟专网，
全场景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凝聚地方、企业、平台等主
体创新合力，持续推动“生态升
级”。培育200家5G应用解决方案
供应商，打造50个特色鲜明的5G
应用创新载体，大中小企业融通发
展、梯度成长的良好态势逐步形成，
多层次协同创新有力强化。

持续推动“四个升级”

在深化部门协同合作、拓展领
域应用场景、加速技术融合创新
等方面，《方案》明确了一系列创
新举措。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在
《方案》编制过程中，工信部不断
完善 5G应用跨部门协同推进体
系，持续深化与教育部、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协
同，面向工厂、电厂、矿山、油气园

区、校园、景区、医院、产业园区等
重点领域打造一批 5G应用领航
者，引导更多行业企业加速深化
5G应用，加快行业数字化转型升
级。进一步释放 5G在更广范围
的赋能作用，拓展与生态环境部、

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广
电总局、国家体育总局等部门合
作，系统推进5G应用在各行业领
域走深向实。

同时，《方案》聚焦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新需求，推进5G行业、个

人应用协同发展。面向行业数字
化转型，推动5G应用向智慧海洋、
数字体育、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加
速拓展，进一步激发5G行业应用
赋能潜力。面向个人应用，加速
5G新通话、裸眼3D、云手机等应用

创新，持续释放信息消费潜能。
此外，《方案》强化5G数字基

座，深化5G与AI、北斗、边缘计算、
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融合创新，打
造多技术融合的5G行业应用解决方
案，降低5G应用部署门槛、提升5G
应用赋能效益。研发推广基于5G技
术的“小快轻准”数字化技术产品，更
好满足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基
础企业的多元化应用需求。

明确系列创新举措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
5G应用发展正处于由技术驱动转
向价值牵引、由政策驱动转向市场
牵引的关键窗口期，“需要持续加
强政策引导，巩固现有发展成果，
进一步推动5G应用实现量的规模
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目前，中国5G融合应用标准
数量已超过100项，5G工业网关、
CPE、巡检机器人等5G行业终端

进网产品数量超700款。5G已融
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80个，
应用案例数累计超10万个，在工
业、矿业、电力、港口、医疗等行业
实现规模复制。

聚焦5G未来应用发展，《方案》

提出，到2027年底，构建形成“能力
普适、应用普及、赋能普惠”的发展
格局，全面实现5G规模化应用。

为保障《方案》落地见效，工信
部将科学统筹现有频谱资源，依法
合规、稳妥有序地通过重耕、共享

等方式，持续提升5G频率供给；深
化产融合作，鼓励各方加大对5G
创新产品和设备应用的支持力度，
加强复合型人才培训，构建多层次
人才队伍；将成熟5G规模化应用
发展指标纳入信息通信业统计调

查制度，持续跟踪5G—A等新技
术应用情况，总结5G应用典型案
例经验成效，加大宣传推广力度。

据介绍，工信部将会同有关部
门围绕“四个升级”，系统推进5G
规模化应用相关工作，支撑新型工
业化和信息通信业现代化，为建设
网络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筑
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据《人民日报》

巩固现有发展成果

陈珂摄（人民视觉）
山东移动自2021年起布局启动海上5G覆盖建设任务，以海疆地区宽带网络高质量发展为

主线，不断革新海面通信覆盖技术，累计建成沿海网络基站600余处，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注入
新动能。图为山东省一处海上5G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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