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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对外
宣布，我国正在有序开展6G相
关的技术试验，扎实推动6G创
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
长张云明介绍，超前培育6G应
用生态十分必要。加快5G与
XR、数字孪生、机器人等新产
业新应用的融合发展，加速相
关产业成熟，夯实6G应用基
础。推动信息通信企业与垂直
行业企业密切沟通、协同合作，
共同参与6G需求研究、技术研
发、标准制定等全流程各环节，
携手构建6G繁荣应用生态。

目前业内普遍认为6G通
信能力将达到5G的10倍以上，
5G向6G的发展是从万物互联

向“万物智联，数字孪生”的过
程。6G将推动沉浸感更强的
全息视频，实现物理世界、虚拟
世界、人的世界三个世界的
联动。

今年6月国际电信联盟完
成6G愿景需求建议书，明确6G
典型产品和关键能力指标，其
中我国提出的5类6G典型场景
和14个关键能力指标全部被
采纳。

据了解，我国在2019年就
成立了6G推进组，系统推进需
求、技术、标准及国际合作等各
项工作，并启动6G技术试验。

近日，我国6G推进组还首
次对外发布了《6G网络架构展
望》和《6G无线系统设计原则
和典型特征》等技术方案，这将
为6G从万物互联走向万物智
联提供技术路径。《6G网络架
构展望》提出了关于6G网络架
构的设计原则与网络能力。而
《6G无线系统设计原则和典型

特征》结合6G部署和组网需
求，形成了6G无线系统功能和
运行特征以及设计原则。

据了解，6G将成为连接物
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桥梁，满
足从人的连接，到物的连接，再
到智能体的随时随地按需接入
网络的需求。

《6G网络架构展望》还指
出，6G网络要考虑与5G演进和
共存问题。6G架构设计应考
虑融合组网和互操作。一方
面，由于6G是在5G基础上的继
承式创新，因此6G核心网既要
考虑架构的演进，又要兼容5G
核心网的架构和能力。另一方
面，6G新基站会引入新的空口
技术，例如通感一体、天地一
体、太赫兹等，可能会存在与

5G基站非融合部署的6G新
基站，因此6G架构设计还需
要考虑与5G的互操作。

5G和6G之间的互操作
采用紧耦合还是松耦合需
要根据不同运营商的实际
演进需求进一步研究。为
避免系统的复杂性及太多
的历史包袱，不建议考虑
6G与2G/3G/4G的互操作
问题。

将超前培育6G应用生态

我国6G方案为万物智联提供技术路径

6G网络要考虑与5G演进和共存

●让无人机、无人驾驶具“感知”能力

王志勤说，做低空经济，直接在基站上进行
升级改造，它就具有了感知的能力，这样就可以
对无人机进行空域管理。还有一些交通路口，把
这些基站升级以后，可以看整个车流量，就是作
一些交通的管理。

新加坡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
工学院教授张瑞日前在广州举行的第四届计算
机工程与智能控制学术会议上也认为，6G技术
的重要应用方向是让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具
有“感知”能力。通过6G基站的布局，无人机在
低空飞行中可以感知各类物体，实时调整自己
的飞行姿态，而无人驾驶汽车也会变得更加
安全。

业内专家认为，6G网络速率将提升到几
十Gbps至Tbps，有力支撑沉浸式XR业务，
让用户足不出户，就能身临大千世界的每一
个角落。6G网络将带来全域无缝的网络覆
盖，通过空天地海一体化组网，可以有效满
足偏远地区无人机巡检、灾区现场应急通
信的网络需求。在“智能、泛在、绿色、安
全、柔性”的6G网，沉浸式XR、全息通信、
多维感知、机器智能等创新应用将实实在
在地丰富我们的生活。张瑞表示，6G得到
广泛应用后，人工智能有望让未来的网络
更智能化。“到时，在通信网络中流动的可
能不止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可能更多是
不同人工智能体之间的交流。”

据据新新华华社社、、央央视视、、《《光光明明日日报报》》、、《《重重庆庆
日日报报》》

2G、3G要退网?
不是简单“说退就退”

近日，工信部在人民网
“领导留言板”就网友关心的
2G/3G退网相关问题进行了
回复。

工信部回复称，自2019年6
月工信部颁发了5G牌照，中国
5G正式商用。我国移动通信步
入 2G、3G、4G、5G“四代同堂”
阶段。

第一，2G/3G退网是移动通信
网更新换代的必然选择，也是当前
国际上的主要做法。据不完全统
计，全球已有100多个运营商实施了
2G/3G退网，将2G/3G腾退的频率
用于4G/5G的部署。将有限的频率
资源和网络资源用到5G、4G移动通
信网络的发展中，有利于从整体上降
低网络运营成本，提高我国的网络运
营效率。同时，目前多为全网通手机，
需要支持所有六种制式和十余种频段，
退网也可以降低手机的复杂度，有利于
提高手机的效能，降低手机终端成本。

第二，移动通信退网不是简单地“说
退就退”。需要完善用户保障措施，在充
分保障用户权益前提下，才能实施退网。
企业要早谋划，早告知，必须有用户保障措
施和完善的用户善后方案，具备提供更好
的网络覆盖、更强的业务能力和更优的服
务质量的能力，为用户“愿意退”、“乐于退”
创造条件。

下一步，考虑到移动通信退网涉及用
户多、社会影响大，需统筹谋划、合理推进，
发挥市场决定作用，强化企业主体责任，由
电信企业结合自身情况，制定退网计划，适
时启用2G退网工作，做好舆论引导、用户善
后、关停基站、停止服务、腾退资源、申请注
销许可等工作。工信部将依法规推进并做
好用户权益保护工作。

●有力支撑沉浸式XR，
满足无人机巡检等需求

6G不仅快
还能让无人驾驶有“感知”
我国将超前培育应用生态
2030年实现商用 可实现人工智能体“交流”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入推进新型无线、新型网络等
关键技术研发，推动行业加快补齐高端器件、基础软件等
短板，加快推进6G技术研发与创新。工业和信息化部副
部长张云明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坚持创新引领、体系
攻关、应用牵引，加快5G融合应用发展，夯实6G应用基
础，推动信息通信企业与垂直行业企业交流合作，携手
构建6G应用生态。同时，秉持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原
则，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推动形成6G全球统
一标准。

目前6G通信技术的发展
是当今全球都瞩目的焦点之
一。我国的6G技术进展到什
么程度?它离我们普通人还有
多远?

我国6G推进组组长、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
介绍，6G技术其实是5G代际更
新的一个新技术，移动通信每
十年一代，所以面向6G来看，
它的商用时间基本上是在2030
年左右，它的标准化制定时间
会在2025年。

王志勤告诉记
者，眼下，世界范围
内，对6G的发展都还
处于技术研究阶段，
对6G网络架构和关键
技术还没有一个统一标
准。我国是从去年开始进
行了6G技术试验的工作，今
年也陆续开展了关于6G系统
架构和技术方案等方面的研
究，这些工作也为今后的6G下
一步推进工作打下基础。

2030年我国将实现6G商用

如果说2G是牛车，3G是自
行车，4G是汽车，5G是高铁，
那6G就是飞机了。在5G大
带宽、低时延、大连接的基
础上，6G时代的用户将
拥有更加炫酷的全新
体验。

对于普通人来
说，提到6G，最基本
的一个感觉就是它
会比5G更快。但6G
推进组组长、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副院
长王志勤告诉记者，
6G不仅仅是一个快
字。“到5G以后，现在
再说速率提升，其实
大家也会觉得是不是

有这种必要。未来6G
服务的对象更多的是社

会管理、社会治理层面的
事情，更多的是偏向智能体

这块。”现在的5G基站只是支
持通信信号的发送和接收，而在

6G时代，基站将同时支持通信和感
知，能够利用无线电波感知周边的环

境、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等，不仅能提升通
信的性能，还会催生新业务。
6G提出了三个新的场景:通信和感知的结合

以及通信和人工智能的结合，还有类似于泛在物
联，实际上就是现在比较热门的天地融合这种场
景。未来6G要连接的对象不光是人，还有很多的
智能体，比如机器人、元宇宙。现在大家认为5G可
能在行业还不好解决的一些场景可能会进一步
完善。

●不仅仅是快，
更多偏向社会管理、治理

6G网络能干什么

66GG，，即即第第六六代代移移动动通通信信标标准准，，
也也被被称称为为第第六六代代移移动动通通信信技技术术，，
主主要要促促进进的的就就是是物物联联网网的的发发展展。。

目目前前业业内内普普遍遍认认为为，，66GG通通信信
能能力力将将达达到到55GG的的1100倍倍以以上上，，55GG向向
66GG的的发发展展是是从从万万物物互互联联向向““万万物物
智智联联，，数数字字孪孪生生””的的过过程程。。66GG将将推推
动动沉沉浸浸感感更更强强的的全全息息视视频频，，实实现现
物物理理世世界界、、虚虚拟拟世世界界、、人人的的世世界界三三
个个世世界界的的联联动动。。

66GG在在峰峰值值速速率率、、时时延延、、流流量量密密
度度、、连连接接数数密密度度、、移移动动性性、、频频谱谱效效
率率、、定定位位能能力力等等方方面面远远优优于于55GG。。

我我国国55GG网网络络技技术术普普及及率率世世界界
第第一一，，在在66GG方方面面的的技技术术储储备备也也走走
在在最最前前沿沿，，66GG技技术术专专利利申申请请33..88万万
项项，，相相关关技技术术专专利利占占比比达达3355%%，，位位
居居世世界界第第一一。。

6G网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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