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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发展呼唤全球形成统一标准
▶ 本报记者 叶伟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6G技术已经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焦点。近日，

以“创新预见 6G未来”为主题的 2024全球 6G技

术大会在中国南京举行。

6G最新研究成果进展如何？6G创新发展将

开启怎样的未来？

6G技术大会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

士邬贺铨表示：“6G的天地协同、通感一体、通算

融合、人机合一、泛在连接等特征，理想很丰满但

现实存在很大挑战。6G在未来发展中要更加强

调应用生态，包括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6G
的需求研究、技术研究、标准制定等全流程环

节。”

技术研究不断推进

“6G的关键技术，主要可以分为网络架构、无

线通信和无线组网三大类，包括内生安全、空天

地一体、新型无线传输技术等十大重点技术方

向。“中国移动首席科学家、副总工程师王晓云表

示，当前，6G研究正处于标准化前期需求定义和

关键技术突破的关键阶段。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张钦宇表示，6G具备超

高速率、超低延迟、全球覆盖、海量连接、超高可

靠、超低能耗等特征，并有望涌现出空天地一体

化、通感算一体化、内生智能、量子通信等颠覆性

技术。

截至目前，我国在 6G超大规模天线阵列、太

赫兹通信、通感一体、内生AI通信、星地一体化网

络等关键技术方面均取得重要的进展。作为新

一代数字基础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6G技术将有

力支撑未来移动通信、未来信息社会智能化全新

变革。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6G
通信技术专利发展状况报告》显示，中国 6G通信

技术专利申请占比 35%（1.3万余项，约合 1.58万

件），位居全球首位。

“6G需要满足人机物多元需求，适用通感算

多场景，实现天空地多域并存，同时兼顾带宽、时

延、能效和成本等多维度要求。”邬贺铨表示，“相

较 5G和 5G-A，6G不仅是技术的提升，还包括架

构和平台的改变，这意味着需要在网络架构上进

行创新，以实现更好的频谱利用率和内生安全。

不仅仅是通信，感知、导航、定位、计算等能力都

会集成到6G系统中。”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理事长闻库

说，总体看，6G融合互联网、卫星通信、人工智能

新技术，构建数字孪生、智慧泛在、虚实交融的新

世界，逐步实现人们所期待的万物智联新时代。

将催生多个万亿规模产业

在技术研究不断推进的同时，业界对 6G 业

务和应用的探讨也持续不断。

“6G目标在 2030年实现商用。6G的一些研

究成果不必等到 2030年，现在就有用武之地，6G
并非遥不可及。”邬贺铨说，“6G是通信基础设施，

是共性技术，它能服务于各行各业，未来将会更

多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邬贺铨认为，从应用场景看，6G的应用将不

限于地面，还将扩展到卫星互联网、低空无人机

等，推动数字孪生、智能机器人等技术发展。

邬贺铨说，6G将进一步加持AI技术，广泛应

用于工业、金融风控、信用分析、医疗诊断、药物

筛选和教育等方面。例如，现在已经有了AI软件

工程师。

闻库表示，6G将在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智慧

医疗、智慧交通等领域创造大量的新业态与商

机，实现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互动，满足未来

社会发展的新业务、新场景需求。

“6G将融合众多创新技术持续协调发展，我

比较看好 6G+人形机器人、6G+无人自动驾驶、

6G+远程医疗手术、6G+新型工业化、6G+低空经

济、6G与 3D视频等新业务。”中国联通科技创新

部总经理马红兵说。

6G不仅是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器，也

将为广大的平台企业、物联网企业、终端企业创

造比5G更加丰富的创新沃土和商业机会。

邬贺铨说，随着 6G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

6G有望催生多个万亿规模产业，例如，智能网联

汽车与路侧和云端协同，需要5G/6G超低确定性

时延，这是个万亿级市场规模；6G会实现空天地

一体化，赋能低空经济，这也是个万亿级市场。

“6G和其他信息技术结合，不仅带动新兴产

业发展，还能给传统产业赋能，将催生多个万亿

规模产业。”邬贺铨说。

呼吁统一6G国际标准

未来移动通信论坛副秘书长富军说，凝聚全

球共识的 6G 愿景已经发布，但 6G 发展需求、技

术路线等方面尚需进一步探索。

如何推动 6G 技术发展？邬贺铨说，在未来

6G应用生态构建中要注重信息通信技术与能源、

材料等跨领域技术交叉融合。

王晓云表示，中国移动作为我国 IMT-2030
（6G）推进组网络技术组的牵头单位，联合产业界

合作伙伴，正在积极推动 6G 架构及关键技术的

研究、原型研发与验证等方面相关工作。

除了技术创新外，统一的 6G 国际标准成为

业界人士呼吁最高的声音。闻库说：“全球 6G发

展需要团结协作，抱团取暖，守望相助，形成统一

的思路、方向和目标，这样才能够一起走得远、走

得好。”

“希望世界各国加强沟通协调，共同打造 6G
全球统一标准。”马红兵表示，一方面要继续开展

行业应用场景研究，形成 6G技术应用共识；另一

方面要充分考虑业务需求以及痛点难点问题，寻

求6G技术创新发展路径。

邬贺铨认为，6G技术的高挑战性，对高水平

标准的国际统一有更高的期望，也更加迫切，“小院

高墙”不可能制定出满意的标准，集思广益才是正

道，需要为6G国际合作创造更好的开放生态。

与会专家表示，2024 年是 6G 技术遴选的关

键窗口期。在持续加强前沿技术研究的同时，需

要继续深化 6G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 6G形成全

球统一标准，加速 6G商业化进程，为全球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本报讯（记者 王查娜） 4 月 22 日，2024
年北京市朝阳区科技创新发展大会召开，朝阳

区科技创新专家顾问委员会宣告成立。会上发

布了 13项科技创新重大项目、重大平台共建园

区和创新成果。

本次会上发布的 13项科技创新重大项目成

果中，朝阳区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建设项目引人注

目。北京市朝阳区与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共

建的朝阳创新中心是北京市第一家以颠覆性技术

创新为主的重大创新平台。该平台将导入京津冀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战略资源和拥有的全球创

新资源，组建高水平项目运营团队，承载以生物与

信息技术融合为重点领域的国家颠覆性技术运

营，积极培育和引入全国颠覆性项目，建成生物

与信息技术融合领域技术及产业培育基地，推

动项目成果的转化和落地，为北京市朝阳区产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丰富的高端项目源头供给。

大会上，高校科研院所项目广受关注。北

京工业大学山河湾谷创新区建设和北京理工大

学合作共建国家大学科技园（朝阳分园）项目进

行了视频发布。作为北京市首个区校联合打造

的环高校创新区，山河湾谷创新区将依托中关

村朝阳园垡头片区以及南部地区集体产业空

间，形成以创新产业和创新文化为标志的科技

创新区，推动建设创新技术概念验证平台、人工

智能产教融合基地。北京理工大学合作共建国

家大学科技园（朝阳分园）将致力于打造“自主

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孵化、金融赋能、人才培

养”多位一体综合性基地。

一批央国企合作项目也在大会上正式发

布。大会发布了北京国药生物健康产业园、国

烟生命科技创新园、中能建王四营创新基地、朝

阳数据产业基地4个共建园区，朝阳区将与中国

生物、北京生命科技研究院、中国能建北京总

部、北辰集团等央国企深度合作，发挥龙头企

业、链主企业的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整合能力，聚

焦朝阳区数字医疗、新能源、数据要素等主导产

业，共同推动存量空间改造和产业转型升级，建

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和特色产业园区，加快打

造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2024年北京市朝阳区科技创新发展大会召开

13项科技创新重大项目成果发布

2024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于4月22日至26日举办，吸引来自约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0
家参展商。本届展会重点关注的领域包括能源转型、工业4.0、数字化、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等。

图为人们在德国汉诺威工博会上参观一款智能机械臂。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