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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 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发展态势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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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六代移动通信（6G）将开启“智赋万物、智慧内生”的信息技术新时代，相应技术研究成为移动通信行业的新热

潮；在我国已开展第五代移动通信（5G）大规模商用的背景下，明晰6G发展需求、把握6G发展态势、提出6G发展布局，

对于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抢占未来国际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应用深度不够、需求覆盖不足、投入收益不高等

角度凝练了5G发展遗留而有待6G攻克的问题，指出一些关键应用场景、未来军事应用等亟需6G赋能；全面梳理了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大国的6G战略部署情况，阐明了6G商用继续赋能传统产业优化升级、6G关键核心技术将实现重大突破、6G网

络安全将事关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等重大趋势。我国6G发展在研发投入、技术标准、开放生态、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方

面面临突出挑战，需要运用新型举国体制以突破技术创新壁垒、以6G标准为目标方向来增强通信标准话语权、深化6G国际

合作以构建开放共赢的全球产业生态、攻关6G核心技术以建立安全可控技术体系。相关态势研判与发展建议可为我国6G技

术发展与创新应用提供理论启示和现实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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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xth-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s (6G) will usher in a new era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at is characterized 
by “intelligence empowering all things and wisdom being self-generated”. Simultaneously, corresponding technological research has 
become a new trend in the mobile communication industry. In the context of large-scale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fifth-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s (5G) in China,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needs,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propose the development layout of 6G f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seiz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future.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of 5G development that still need to be addressed by 6G, 
including insufficient application depth, inadequate demand coverage, and low return on investment. It points out some key application 
scenarios that urgently need 6G empowerment, and comprehensively reviews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6G in developed and major 
developing countries, clarifying major trends such as optimizing and upgrading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hrough 6G commercialization, 
achieving major breakthroughs in 6G key core technologies, and strengthening 6G network security to moderniz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Currently, China’s development of 6G faces prominent challenges regard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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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standards, open ecology, network securit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use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to break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rriers, enhance the formulation of 6G standards, deep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6G 
to build an open and win-win global industrial ecosystem, and develop core 6G technologies to establish a secure and controllable 
technical system.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inspiration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6G technology in China.
Keywords: 6G; key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s standard; network security; digital economy

一、前言

当前，我国第五代移动通信（5G）产业生态

逐步扩大，5G大规模商用促进了社会变革。我国

5G虽然形成了系统性的领先优势，但在网络覆盖

广度、覆盖深度、融合应用、核心技术等方面仍

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无法实现多场景、

全覆盖、“空天地海”一体化的网络通信，不能满

足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5G发展的潜在性能

不足，也就提出了针对第六代移动通信（6G）的

全新要求。在“通信、计算、控制、意识的泛在

化”理念下，6G从服务于人、人与物拓展到支撑

智能体的高效互联，驱动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联的

跃迁，支持实现“万物智联、数字孪生”的社会

发展美好愿景；信息应用进一步从真实世界拓展

至虚拟世界，信息交互对象将从“人 – 机 – 物”拓

展至“人 – 机 – 物 – 灵”。此外，6G 具有低时延、

高速率、低成本的应用特性，将促进传统产业优

化升级、提高投入产出效率、优化经济产业结构。

需要注意到，在世界经济下行、大国博弈加

剧的背景下，我国在高科技领域面临激烈的国际

竞争，而蓬勃发展的新技术路线可能颠覆传统技

术发展范式；在中外科技合作更为消极的态势下，

6G是我国聚集“空天地海”重大资源、突破国外

技术封锁并实施有效赶超的战略方向，也是支持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然

而，我国在 6G理论原始创新、新模式生态构建方

面尚未实现突破，高端芯片的研发与制造面临诸

多难题，基于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数字应用场景

培育力度不足[1]。

为此，直面移动通信技术和产业发展困境，把

握全球6G发展态势，梳理我国6G发展面临的风险

与挑战，提出6G布局及产业发展建议，可为6G技

术发展与创新应用提供理论启示和现实参考。

二、5G到6G之跨越

（一）5G发展遗留问题仍需6G攻克

1. 应用深度不够

当前，5G市场需求尚未被充分激发，应用深

度仍显不足，新增的现象级应用未能显现。5G赋

能行业数字化集中在垂直应用场景，如无人巡检及

维护、视频监控、远程诊疗、远程课堂等，而深入

生产和生活的业务拓展仍处于起步状态。5G专网

设计及产品多为公网标准、集采产品，不能满足个

性化、差异化的行业应用需求。5G相关项目的研

发周期长，导致产品无法快速上线。5G相关产品

的技术融合程度要求较高，其他融合技术的成熟度

直接影响5G产品的完善程度（见表1），制约了5G

行业应用的发展深度[2]。6G 将进一步拓展应用空

间，实现通信与感知、计算、控制的深度耦合，与

卫星、高空平台、无人飞行器等空间网络相互融

合，从而构建全球广域覆盖、“空天地海”一体化

的通信网络，支持催生新的现象级应用。

2. 需求覆盖不足

用户需求是通信行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当前的

光纤、第四代移动通信（4G）、移动热点技术能够

较好满足多数企业的信息通信需求，因而采用 5G

技术主要受政策导向的影响[3]。尽管5G的市场接受

度不断提高，但 5G 的行业市场渗透率依然偏低。

从“2022年度全国重点区域移动网络质量评测现场

路测结果”可见，5G网络覆盖广度及深度仍有较

大提升空间，部分场景下的 5G网络覆盖率、用户

用网体验仍有不足。“全国地铁场景移动网络质量

状况专刊——2022年度评测结果原因分析及优秀案

例分享”指出，全国地铁里程栅格综合 5G覆盖率

仅为 55.49%，上 / 下行接入速率达标占比也有不

足。6G将超越万物互联，实现后通信时代、后连

接时代的跨越式提升，全面满足社会公众对新一代

信息通信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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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入收益不高

5G的成本投入较高，实际上抑制了 5G的应用

需求。对于企业客户而言，中小企业受限于人力成

本、数字化转型成本，只能负担得起有限的通信连

接成本，很难发挥规模效益；行业龙头企业虽然拥

有足够的资源，但目前开展 5G数字转型工作的比

例仅在10%左右。在运营商方面，2022年1—9月，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 5G 专网业务收入

超过 20亿元、5G带动数字化信息通信服务收入超

过 250 亿元，但远低于 5G 建设投资的 587 亿元

（2022年上半年财报）[4]。整体上，5G数字化行业市

场仍处于供应大于需求、供应创造需求的阶段。6G

研发之初即致力于构建具有显著成本优势的智联世

界，立足增效、开源、节流背景形成先进技术方

案，切实推动6G网络朝着绿色低碳方向发展。

（二）一些关键应用场景需要6G赋能

对于各行业的一些特殊需求，如无缝覆盖、极

致连接、“通感算”一体化、数字孪生平行交互、

内生智能等，5G并不能完全匹配；未来6G需要进

一步升级，同时辅以AI、扩展现实（XR）、数字孪

生等信息技术，以更好满足上述需求。

在工业领域，机械运动控制（响应时间<1 ms、

控制精度为 99.999 99%），XR（响应时间<10 ms、

带宽要求为1~3 Gbps）等有着特殊的时延及带宽要

求，5G难以满足。在交通领域，5G并不能支持实

现真正的无人化、高可靠的自动驾驶，加之现阶段

网联基础设施、交通管理政策法规等软 / 硬环境尚

不完善，使无人驾驶仍处于试点阶段。在医疗领

域，5G并不能完全适应远程手术这类端到端时延、

抖动时延、稳定性要求极为苛刻的场景，医疗资源

的平衡性问题得不到根本性解决。在能源领域，5G

的系统耗能较高，而优化自身能源系统的空间有

限。在农业领域，5G因建设成本较高而不能满足

农场、草场、近海渔场等广阔区域无缝覆盖的需

求；受限于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发展程度，现阶段

5G也不能满足农产品全流程信息溯源的需求。

综合来看，对于一些关键场景，5G 因成本、

技术能力及成熟度等原因而不是最优的解决方案；

6G 不仅有望解决 5G 架构遗留的代际“痛点”问

题，而且能够较好满足用户的多样化新需求、覆盖

新型应用场景。

（三）未来军事应用牵引6G发展

未来军事应用是 6G发展的重要驱动力，6G应

用将对未来军事发展带来颠覆性的影响。美国积极

推进的“星链”项目稳步实施，也给很多国家构成

军事和经济层面的双重威胁：在军事层面，“星链”

项目按计划将累计在空间部署具有多功能探测及潜

在攻击性的卫星约4.2×104颗，给战略竞争者的装备

体系、作战指挥构成严峻挑战；在经济层面，“星

链”项目计划为全球公众提供“免费网络服务”，

对现有的 5G网络、未来的天基互联网系统构成明

显冲击。“星链”卫星抢占空间轨位与频谱资源，

具有潜在的在轨识别与决策能力，成为他国推进

“空天地”一体化能力建设的直接挑战。为此，我

国需同步考虑军事功能和民用需求，融合推进数字

经济安全和网络空间安全，从“打赢现代战争”

“解决‘卡脖子’问题”“面向战场和市场”等维度

出发，统筹开展6G规划和建设。

表1　其他融合技术在5G项目中的使用率

项目

定位

大数据

边缘计算

云计算

虚拟专网（网络切片）

人工智能（AI）

上行增强

5G局域网

2018年

使用率/%

—

18

20

20

—

13

—

—

排名

—

3

1

1

—

4

—

—

2019年

使用率/%

—

44

33

38

—

55

—

—

排名

—

2

4

3

—

1

—

—

2020年

使用率/%

—

52

43

40

19

55

—

—

排名

—

2

3

4

5

1

—

2021年

使用率/%

58

52

52

52

47

46

38

12

排名

1

2

2

4

5

6

7

8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5G应用创新发展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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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6G发展现状分析

移动通信具有基础性、渗透性、带动性，移动

通信技术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经济复苏质量，成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领

域。5G 商用规模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的同时，

各国已全面铺开6G研发布局，引导“政产学研用”

多主体积极参与 6G研发，以推动数字经济深入发

展、抢占未来国际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

国积极部署6G战略，通过多种方式加大资源投入，

争取未来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竞争优势。

（一）美国：侧重组建联盟，推动6G关键技术研究

一是积极合作共建 6G研发联盟。美国电信行

业解决方案联盟在2020年成立了“下一代移动通信

联盟”，聚焦6G的研发、制造、标准、市场等，力

求巩固美国企业的行业领先地位。二是率先开放

6G实验频谱。2022年，Keysight科技公司获得美国

首个6G频谱实验许可证。该频谱主要用于6G技术

以及沉浸式网真、数字孪生、XR等方向，相关进

步可改善虚拟现实（VR）/ 增强现实（AR）的体

验。三是加强6G关键技术研究。众多的美国大学、

国家实验室都围绕太赫兹技术开展研究和应用[5]。

积极布局OpenRAN技术路线，主导成立OpenRAN

政策联盟以推广OpenRAN技术和产品。四是发布

将 6G作为重点支持方向的政策。美国《未来网络

法案》（2021年）要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牵头

成立由政府部门、通信公司、公共利益组织代表组

成的6G工作组，形成6G标准、部署、供应链方面

的共识[6]。

（二）欧盟：发挥各方优势，合力推进6G研发

一是联盟战略聚焦6G技术研发。《塑造欧洲数

字未来》（2020年）倡议，更新和完善“5G和 6G

行动计划”。《2030 数字化指南：欧洲数字十年》

（2021年）建议，专注于下一代固定网络、移动网

络和卫星网络，部署 5G等超高容量网络，适时开

展6G研发。二是各国政府部署6G科研项目。欧盟

委员会加强与各成员国合作，推动企业参与相关科

研项目，共同开展 6G技术创新。2022年，欧盟启

动Hexa-X-II项目，参与者扩展至44个国家和组织，

旨在创建6G预标准化平台和系统视图，确立6G标

准化基础。三是科研机构支撑 6G研发。芬兰、德

国、英国的科研机构着力开展 6G研发，以突破和

掌握6G技术。芬兰每年召开全球6G峰会，发布系

列6G白皮书。

（三）日本：加大政策引导，积极推进6G研发

一是在全球率先发布 6G国家战略。《6G综合

战略》（2020年）提出了 6G关键技术的战略目标，

采取财政支持、税收优惠等举措推动 6G技术研发

和标准研究，以提高 6G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

多措并举支持6G研发。① 日本2020年设立了总额

为 2200亿日元的专项基金，支持私营部门开展 6G

技术研发；2023年新增662亿日元预算，用于6G无

线网络研究。② 注重人才培养，设置奖金、赛事挑

战等，鼓励参与者的研发行动，同步创建人才库[6]。

③ 加快牌照发放，自 2022年起，日本企业可快速

获得电波实验用牌照，涵盖 102~1100 GHz波段范

围，体现了6G技术开发的快节奏。

（四）韩国：自主研究与国际合作并举，协同推动

6G发展

韩国设置6G研究项目、发布6G战略，超前谋

划 6G发展。韩国是全球最早探索 6G的国家之一，

2018年通信主管部门即调研6G核心技术开发需求。

《6G研发计划》（2021年）提出，2025年前为开展

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占领全球标准制定主导地位、

巩固研究及产业基础等提供公共资金支持。《韩国

网络2030战略》（2023年）提出了“下一代网络模

范国家”发展愿景，拟在 2026年面向全球推广 6G

技术和 pre-6G网络[7]。此外，韩国高度重视国际合

作，在合作中塑造自身的比较优势。2019年起，韩

国企业与芬兰和瑞典企业联合开发 6G 网络技术；

与美国企业合作，力求共同占据 6G 核心技术制

高点。

（五）印度：紧跟国际前沿，力争6G重要地位

印度正在实施 6G研发计划，支持本土企业开

展6G技术研发和应用，积极争取在未来全球通信市

场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在6G标准化过程中发挥关

键作用，印度发布了“6G愿景”文件（2023 年），

制定了6G通信服务发展路线图；启动建设6G研发

试验平台，协调产业界、学术界、服务供应商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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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以抢占 6G优先研究方向；组织国有组织研

发 6G、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基本与全球市场趋

势同步。此外，印度积极争取国际通信企业的本土

研发布局，如芬兰诺基亚公司已在班加罗尔建设全

球研发中心及6G实验室。

（六）中国：协调推进战略布局，把握6G发展先发

优势

一是国家政策给予关键支持，前瞻布局 6G技

术研发。我国 5G基础设施建设和商用化进程位居

世界前列，开展6G研发的基础条件良好[8]。管理部

门和产业界形成了我国 6G发展共识，多个省份发

布产业规划给予积极支持。例如，2023年全国工业

和信息化工作会议指出，全面推进 6G 技术研发，

加快完善 6G 整体布局。二是推进 6G 创新，攻关

6G关键技术。2019年，国家6G技术研发推进工作

组、总体专家组成立，着力推动 6G网络的性能参

数、骨干架构、关键技术研发及标准化，协调开展

6G应用场景示范[5]。此外，设置了多个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通过国际移动通信（IMT）– 2030

（6G）推进组协调6G研发创新，在发展目标、系统

指标、关键技术测试及验证等方面取得良好进展。

三是新兴研发机构积极构建6G试验平台。2022年，

我国6G前沿技术研究进入测试及验证的初步阶段，

信息通信领域的诸多实验室、新型研究机构相继开

展6G研发试验环境与平台搭建。

四、6G未来发展趋势

（一）6G商用继续赋能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6G的各项指标显著优于 5G，商用潜能进一步

拓宽。6G也是我国参与国际战略技术竞争、获取

全球网络竞争新优势的主要方向之一，在构建平台

经济、激活数字经济、推动电子消费、壮大数字贸

易等方面将起到重要作用。6G技术的商用，有望

引发新一轮科技与社会变革，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

核心驱动力。一是驱动转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和

运营效率。6G网络融入AI、机器学习等技术，将

支持一系列智能应用的新突破[9]；促进传统产业的

数字化转型，将支持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营等出现

重要变革；具有更高带宽、更低延迟的优势，使大

规模数据传输与实时决策成为可能，将提高各类生

产流程的自动化水平和运营效率[10]。二是促进形成

新型消费，进一步扩大内需规模。6G技术将推动

VR/AR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为沉浸式的娱乐和体

验，促进旅游、文化娱乐、电子游戏等行业的创新

发展[11]；对智能家居、智能城市、智能医疗、健康

科技等行业构成赋能作用，将驱动传统产业、新兴

消费领域的重大革新，有助于社会各层面的创新

发展。

（二）6G关键核心技术将实现重大突破

我国虽然在移动通信领域的部分核心零部件方

向实现了技术突破和规模化生产，但相比国际先进

水平仍有一定差距，在移动通信产业链、创新链的

关键环节中依然存在“断链”风险和“卡脖子”环

节[12]。因而集聚“产学研用”多方优势，合力推进

6G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6G关键技术赋能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是我国 6G发展的应有之义。一是

形成 6G核心关键技术的知识发展图谱，构建自主

可控的关键技术体系。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背景

下，梳理相关领域的核心零部件情况，科学评估核

心零部件的引进比例、供应链安全性等；提高相关

产业的发展成熟度和设施完备性，鼓励企业整合壮

大以增强核心关键技术突破能力。二是完善 6G产

业链以实现“智赋万物、智慧内生”。传统产业在

6G的支持下开展转型升级，超大规模智能网络将

完成建设并投入应用，使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深入

连接；6G应用场景向纵深拓展，构建VR/AR、量

子通信、卫星通信、追踪与监测、远程控制等通用

场景。三是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筑牢6G技术基础。

突破太赫兹、智能超表面、通信感知一体化等 6G

关键技术，拓展毫米波太赫兹、可见光等可利用频

谱[13]，贯通虚拟与现实域界，支撑虚拟世界的智能

体（灵）和人 – 机 – 物（境）的交互与沟通。

（三）6G网络安全事关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网络安全和隐私问

题进一步凸显，6G网络应用服务方面的风险将超

过 5G。一是将移动通信产业生态的主导权竞争上

升到国家战略层面[8]，多个发达国家采取了积极的

移动通信产业生态主导权策略。我国可以自主内循

环的移动产业生态为主导，从芯片设计及制造、器

件设计及制造、核心软件及开源、平台化生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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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出发，采取自主研发与制造策略来构建产业

生态链。二是应用保障6G网络架构安全的新技术，

部署智能化的态势感知保障体系。微隔离作为一种

高级网络安全技术是未来应用方向，在逻辑上将数

据中心细分为多个小的安全区域，为每个区域定义

安全控制权限并提供对应服务；用于软件系统而不

是物理防火墙，支持在数据中心部署可灵活配置的

安全策略[14]。三是构建 6G网络主动防御体系，保

障国家网络主权与安全。在国家层面推进卫星互联

网战略，建设自主可控的卫星互联网，加强系统顶

层设计，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的网络安全保障体

系；注重发展卫星互联网基础技术，适时部署星际

文件系统等互联网新兴技术。增强移动通信网络安

全的实用化、体系化、常态化防御能力，采取分布

部署、容灾备份、跨域协同、断点续传等技术手段

以有效应对潜在威胁[15]。

五、6G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需要精准支持

6G作为信息基础设施，具有建设周期长、投

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慢、收益不确定、运营风险高

的基本特点。5G基站的平均投资约为4G的1.5倍，

基站投资回报周期超过 8年；6G较 5G的研发投入

更大、基站投资回报周期更长，市场效益难以在短

期内显现。6G研发需要大量的设施设备和实验室

以开展测试及试验，对专业知识和技术人员的需求

量也较大。为了实现 6G发展愿景，需要新增更多

的可用频谱资源、实施更多的基础性理论与技术突

破；从频谱管理到天线技术再到网络架构设计，相

应研发在长周期内面临着较大挑战[16]。因此，6G研

发需要立足全局并优选典型场景，通过精准支持以

在特定关键技术方向实施重点突破。

（二）技术标准面临分化风险，需要提前布局

6G涉及多样化的应用场景、众多的前沿技术，

形成全球统一的技术标准尚存不确定性。一方面，

地缘冲突与信息科技等非传统风险交织，未来 6G

标准存在从统一走向分立的风险[17]；尽管 6G技术

研究成为全球热潮，发达国家也围绕 6G形成技术

联盟，但各国对 6G的核心诉求、发展目标等有显

著差异，使 6G技术的全球互操作、标准化发展存

在困难。另一方面，各类重点场景需要技术内涵差

异化的6G体系支撑，如通信、医疗、交通、工业、

娱乐等垂直领域均有独特的行业需求，在一定程度

上引导差异化的 6G标准制定，甚至导致互不兼容

的技术标准。面对 6G标准的抉择局面，唯有提前

布局并掌握 6G技术标准的话语权，才能摆脱自有

技术标准被孤立的风险，进而增强我国在相应标准

制定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三）开放生态尚未构建，需要及时谋划

相对于 5G，6G将在更多领域中拓展应用场景

并与更多学科进行融合，以更深层次地赋能众多行

业。这对产业生态的安全性、融合性、共生性提出

了较高要求。从国际视角看，当前逆全球化趋势进

一步加剧，我国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融入全球

市场的阻力有所加大，国际供应链存在“断链”的

风险[18]。开源生态建设获得了主要国家和组织的更

多重视，在移动通信技术领域渐成趋势[19]。然而，

国内开源产业生态建设尚不完善，上、下游企业在

通用芯片、关键基础软件等方面面临着“卡脖子”

困境。6G产业联盟承担着我国6G产业生态协同发

展的“桥梁”作用，相关建设也在持续推进，但缺

乏直接政策支持。因此，需要以自主可控的移动通

信产业生态为主导，进一步建设更加完整和开放的

生态体系。

（四）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难度加大，需要一体化

设计

6G具有网络“空天地”泛在接入的多样性、核

心网部署的分布性、跨域 / 跨系统业务应用的融合

性[20]。在网络应用服务方面，6G面临着比 5G更大

的风险与挑战。从世界网络安全市场角度看，美国

信息技术公司在市场规模、技术实力、产品性能、

服务水平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也占据着网络安全

领域的主导地位[5]；我国网络安全产业尽管发展迅

速，但规模仍相对有限，相应国际市场份额不足

10%。6G新业务对隐私安全可信的要求达到新高

度，需要有效应对“空天地”一体化、AI、算力等

衍生的新威胁，积极响应车联网、物联网、超高速

率、超低时延等涉及的安全需求。在未来的6G应用

情境下，我国的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需要开展一体

化设计，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和超大市场规模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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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6G布局及产业发展建议

（一）运用新型举国体制，突破技术创新壁垒

一是吸收和借鉴第三代移动通信、4G、5G发展

过程的研发经验，创建管理部门组织、市场机制主

导、各方共同受益的移动通信核心技术创新联盟。

全面推动 6G技术研发进程，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

“0到1”原始创新、企业“1到10”科技成果转化、

行业“10到100”应用创新的有机衔接；面向6G关

键核心技术等前沿领域，充分发挥国家级实验室、

高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的特色优势与资源合力，

以协同创新补强基础研究、重大技术、创新应用等

方面的薄弱环节。二是采取“政府+市场”协作模

式，立足国家战略需求，优化关键资源配置，开展

原创性、引领性6G技术攻关。发挥超大市场规模的

天然优势，引导重点企业践行国家战略为先的发展

理念，构建和完善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上、下游密

切协作的 6G产业共同体，支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以6G标准为目标方向，增强通信标准话语权

6G 国际合作及产业联盟不断发展，跨组织、

跨国别的技术合作成为推进 6G创新和发展的主要

形式。一是前瞻布局6G技术研发，扩大6G国际标

准化工作的参与力度。高质量参与 6G国际规则制

定，在相关国际标准组织中积极阐明核心观点，提

交优质研究成果，为我国 6G技术及标准推广确立

良好的基础。二是密切与国际标准组织的合作，依

托国际合作平台深度参与 6G 国际标准制定工作，

与其他国家专家、专业组织联合讨论并制定 6G标

准方案，以优质方案切实增强话语权，扩大我国

6G产业的国际市场影响力；加快我国6G技术的工

程化和产业化进程，构建世界 6G 技术高地，将

“中国标准”推广为“世界标准”。

（三）深化6G国际合作，构建开放共赢的全球产业

生态

通过技术联盟、生态联盟等形式，凝聚“产学

研用”优势力量，形成6G研发合力。一是搭建6G

领域协同创新“桥梁”，拓宽国际合作空间，加强

与发达国家企业联合开展 6G 技术的探索及验证，

推动建设开放共赢的全球 6G产业生态。二是鼓励

信息与通信技术企业、科研院所、行业组织等，围

绕 6G技术、标准、安全、产业等开展广泛的国际

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电信联盟、第三代合作伙伴项

目计划等国际组织工作机制，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

组织内的贡献度和影响力。三是在 6G技术研发投

资、核心零部件研制等方向采取高水平的开放政

策，合理利用国际资源和先进技术，破解“卡脖

子”环节、化解“科技脱钩”风险，在更高起点上

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四）攻关6G核心技术，建立安全可控技术体系

面对信息技术及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筑牢

6G技术基座，凝练6G重点应用场景，推动移动通

信技术原创性发展。一是完善“智简”基础理论创

新体系，用于突破发达国家基于经典语法信息论建

立的传统生态优势。深化通信、计算、感知、AI、

互动、区块链等方面的理论基础研究，在融合创新

基础上构建泛在精准感知、协同高速计算、安全可

信可管的 6G架构体系。二是依托 IMT–2030（6G）

推进组、产业联盟等组织，凝聚“产学研用”优势

力量并形成6G技术攻关合力，发挥国家级实验室、

高校、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主力军、关键核心技术

策源地作用，鼓励优势企业深度参与合作。三是面

向复杂融合场景，实施6G应用示范项目。在社会 / 

城市治理、健康大数据、智慧交通、智能制造等重

点领域 / 方向开展6G产业应用示范，发挥产业链龙

头企业的需求引领、标准研制、产业推动等作用；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并

抢占发展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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