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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公开信息显示，国内明确
提出发展6G产业的城市超过
10个，包括北京、南京、上海、杭
州、重庆、广州、深圳、成都、西
安等。综合相关专家观点，北
京、南京以强大的科研优势，深
圳、上海以突出的产业生态，共
同处于竞争力第一梯队。

北 京 是 布 局 6G 产 业 的
先锋。2025 年北京市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加快 6G 实验室
和 6G 创新产业集聚区等项
目建设。

下月中旬，2025 全球 6G
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将在南
京召开。早在2022年初，紫金

山实验室就完成世界
上首个6G光子太
赫兹实时无线传
输通信实验，并于

2023年底实现再次突破，传输
能力比5G整整提升了100倍。

6G 也是深圳主攻的八大
未来产业之一。深圳拥有全
球最完整的通信产业链，覆盖
6G所需的芯片、射频器件、卫
星通信等多个环节。今年，深
圳提出了“ICT+行动”，推动电
子信息、人工智能与6G融合，
并计划建设全球首个全市域
级低空通感网络，为 6G 提供
试验场。这些综合优势有望
让深圳成为中国6G战略落地
的关键枢纽。

上海按照国家部署要求，
启动实施了6G战略前沿任务
专项，加快推进 6G 技术研发
与创新，并积极参与测试验证
和国际标准化研究等工作。
在 2025 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
告中，6G被列入强化研究布局
的重点领域。

接下来，上海将瞄准芯片
器件、模组系统、卫星互联、仪
器仪表、新型终端等方向，通
过深化 6G 与 AI 融合，将上海
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6G
未来产业创新中心。

除了上述四地，杭州、重
庆、成都、西安等城市也把6G
作为发展未来产业的重点。

据中新经纬、第一财经

中国加速布局6G
预计2030年后完成

目前，6G的发展正在加速
推进。2024 全球 6G 发展大
会，中国6G推进组组长、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
表示，2025年6月，中国将启动
6G的技术标准研究，并计划在
2029 年完成第一个版本的技
术规范。

2024 年，3GPP(第三代合
作伙伴计划，国际标准的重要
制定组织)标准组织通过了首
个6G标准项目——6G场景用
例与需求研究，这意味着6G迈
入 实 质 性 的 标 准 化 阶 段 。
3GPP为6G新增与AI融合、与
空间融合、通感融合三个场景，
进一步细化和明确6G需求与
应用场景。

中国的科技企业也在加速
抢占6G技术制高点。光大证
券在3月6日发布的研报指出，
华为、中兴等企业纷纷成立6G
研发中心，聚焦太赫兹技术等
关键领域。运营商也在积极推
进6G的商业化应用，中国移动
发布了6G十年规划，中国电信
在星地融合等关键技术领域也
取得了重要进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移动
董事长杨杰3月6日表示：“通
信技术演进有一定周期，一般
是 8～10 年，我们正在全面进
行 6G 研发，当前重点推进 6G
标准制定等相关工作，积极为
未来发展做好准备。”

孙遥认为，按正常
节奏，6G 全球标准制
定、技术演进、设备成熟及商用
预计在 2030 年之后完成。中
国自5G起处于全球领先格局，
是否会提前启用 6G 的商用，
目前还处于观望阶段。此外，
6G 作为通信技术，本质是一
种工具，未来的应用关键还得
落在终端上。在6G技术发展
阶段方面，2023~2024 年是 6G
的窗口期，各方对AI+通信、通
信感知、可见光、太赫兹等不同
技术展开研究。到2025年，全
球已对6G主流技术形成基本
共识，未来将在AI+通信、通信
感知、星地通信等技术方向重
点突破。

孙遥看来，相比于5G，6G
带动的产业除了AI，还有高端
服 务 器 、关 键 器 件 GPU 和
CPU、常规通信类器件射频
等。此外，6G将带动仪表产业
的超前布局。

金毅敦预测，6G核心技术
标准或将在2029年完成制定，
整个技术研发周期与标准化进
程大概一致。

“目前国内正加强卫星基
础设施建设，为6G与空间衔接
做前期研究。随着 6G 与 AI、
卫星、低空通感等多维产业不
断结合，产业爆发可能要到
2030年以后，需要时间培育相
关场景。”陈元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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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宁深沪齐头并进
重庆把6G作为发展重点

6G有多厉害？
这些场景告诉你！

“传统蜂窝网络像独木桥，用户越多越拥堵；6G的无蜂窝技术则是
智能立交桥，每个终端都能享受VIP通道。”近日，中国电信研究院6G
研究中心薛俊礼博士如是说。

薛俊礼的现场演示出现了如此场景：通过6G的无蜂窝技术，三台
设备同时联网时的网速，能达到让高清视频依旧丝滑如初的程度。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培育生
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

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6G，到底有多厉害？会给我们的生活带
来哪些改变？

1 6G意味着啥？

“简单来说，6G就是一种更强大的通信技术，
它的目标是提供更快的速度、更低的延迟、更高
的可靠性，并支持更多新兴应用场景。”中国电信
研究院战略发展所云网与空天一体中心总监陈
元谋介绍。

2019年全球首届6G峰会上发布的白皮书提
到，6G的峰值传输速度将高达100Gbps-1Tb-
ps，比5G提升10倍至100倍。业界普遍认为，在
此传输速度下，下载一部电影可能在1秒内完成。

中国电信官微此前进行了形象的比喻，如果将2G
网络比作牛车，3G网络比作自行车，4G网络比作汽车，
那么5G网络就是高铁，而6G网络则相当于飞机。

TD产业联盟政府事务总监孙遥表示，传输速率
大幅提高、通信时延显著降低是6G的突出特征。对
普通人而言，6G最可感的便是通信效率的提升。

薛俊礼举例称，在跨年时中心城区往往有大量
人群涌入，很多人会碰到手机信息发不出去，或特别
慢的情形。但无蜂窝技术能够提高频谱效率，变大
整个系统的支持流量，哪怕很多人“拥挤上网”，每个
人都可以获得比较流畅的手机网络体验。

中关村泛联院专职副院长金毅敦认为，6G在
应对用户多样化需求时展现出更强的能力和性
价比，尤其在垂直行业(B端业务)中更具灵活性与
适配性。而在C端业务中，6G可满足用户的多样
化需求，支持社交、娱乐、生活服务等多元化场景
的全生态覆盖，为消费者提供丰富体验。

2 6G有多厉害？

“通过6G网络，你在家里就能和远方的朋友
进行全息通话。对方就像站在你面前一样，你可
以看到他(她)的表情、动作，甚至能感受到他(她)
的气息。这种体验，不是传统视频通话能比的。”
金毅敦介绍，6G将让人们有更强的感官体验。尖
锐物体触碰手指的痛感、在田野中闻到的泥土清
香，未来或将不需要用户亲临现场便可体验到。

金毅敦解释，6G的大宽带能够支持传感器更
好地发展，它可以把用户周围更丰富的信息，包
括触觉、味觉等感官信息传递给对方。如，你可
以在家里就能感受到朋友在海边度假时的海风、
海浪声，甚至海水的味道。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让距离不再是问题。

平时负责6G技术研究、试验验证和标准化
工作的薛俊礼博士表示，在6G技术的探索之路
上，“通感一体”或是未来的重要方向。过去，通
信信号的主要任务是传输数据。然而，
6G时代，信号将不仅能传输数据，还能感
知周围环境和人体信息，如精准定位人的
位置、捕捉姿态变化，甚至能判断一个人
是否摔倒。这种能力其实已经在
5G-A阶段悄然萌芽，科研人员早已
开始了相关的研究和试验。经他了
解，有企业曾尝试利用通信信号监测
人的呼吸情况。

6G在车联网领域也有巨大的潜
力。孙遥举例，当6G和雷达结合，将有
效使交通事故发生率下降。相比单纯依
赖激光雷达探测到的半径，6G基站可构
建范围更广的立体感知网络，从而提前
预警车辆碰撞的风险。在车路协同系统
中，6G的颠覆性通信感知一体化设计将
发挥重要作用。车辆可以实时获取道路

信息、交通信号信息，甚至其他车辆的行驶状态。
“6G未来有望在视频视觉相关领域开拓新的

应用场景。”孙遥表示，6G将带来一系列新的终端
设备，如眼镜、手表、全息投影、脑机接口、机器人
等。这些设备将搭载高传输速度的6G技术，形
成新的业态。

陈元谋提到，6G还有一个重要的愿景，那就
是空天地海全域覆盖。它将整合低轨卫星、高空
平台和海洋通信节点，突破地面基站的覆盖局
限，实现全域无缝连接。无论用户是在远洋航行
的船上，还是在沙漠勘探的现场，甚至是在深海
潜水，都能享受到稳定的网络服务。再也不用担
心信号不好，错过重要信息了。

3 6G为何厉害？

6G之所以能在上述场景中大放异彩，关键在
于它的三大核心优势：高速率、低延迟、高可靠
性。孙遥认为，在基础性能方面，6G的理论峰值
传输速率以及网络稳定性将实现量级式跨越。

孙遥介绍，通过深度融合人工智能，6G网络
将实现传输速率、稳定性、用户接入数等各项能
力的全面提升。而6G的低延迟和高可靠特性，
无论是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下，还是在极端的自然
环境中，都使其能保持高效和超低延迟的数据传
输。这将满足工业机器人、远程手术、自动驾驶
等对通信稳定性和延迟性的严苛要求。

陈元谋介绍，当前，诸如超分辨率(SR)技术以
及智能眼镜的数据回传对带宽的要求颇高。在
进行视觉信息回传时，对时延有着严格要求，当
存在毫秒级别的时延时，用户就会
产生眩晕感，而时延越小，用
户的体验感就越好。因
此，6G的高速率、低时延
特性，能够实现视觉信息
的高效、流畅回传，提升
用户在相关应用中的使

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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