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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工业 5G 全连接工厂
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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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界正处于一场数字化转型的变革之中，方兴未艾的工业 5G 与云技术、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先进
制造技术的融合共振，将为智能制造和工业生态的发展创造无限空间，为全球工业的数字化时代开启新
篇章。

随着 5G 技术的规模化商用，5G 网络从政策驱动向应用驱动转变，应用场景的挖掘成为了重中之重。作
为引领数字化的先锋，西门子积极拥抱新技术，依托深厚的行业积淀，为 5G 全连接工厂提供了强有力
的解决方案和关键技术支撑。

在未来的 5G 全连接工厂，“云控制”的自动引导车（AGV）携带着组件在生产线之间自如穿梭，通过
云端统一协调和优化行驶路径，将物料准确传递到移动机器人手中，实现自组织生产。通过物联网操作
系统以及布署在云平台的 APP，企业可以依托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对设备进行预测性维护和能源管理，

有效提高设备利用率以及降低能耗，实现碳足迹可追溯。现场工作人员只需一台平板电脑就可以实时监
测和控制现场生产状态，通过增强现实眼镜来接收维修或者控制设备的指令信息，并结合虚拟仿真实现
虚拟世界与物理世界的互动。

随着工业 5G 对于数字化工厂全面升级的有力驱动，针对 5G 全连接工厂应用场景的思考和实施布署将会
不断扩展，更重要的是，工业 5G 还将为人工智能、边缘计算、大数据等关键技术的相互促进与规模应
用提供更多可能，从而进一步赋能工业制造。这也是我们发布《西门子工业 5G 全连接工厂白皮书》的
初衷，随着工业 5G 的破土和怒放，我们将与中国合作伙伴们携手共赢，共同挖掘 5G 全连接工厂的巨大
潜力，携手描绘激动人心的未来工业新图景。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兼西门子大中华区数字化工业集团总经理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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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宏观政策
一、政策背景

1、关键政策引导 5G 在工业场景落地，5G 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

5G 作为信息基础设施的代表领域和最新一代通讯技术，在“十三五”期间取得了飞速发展。其中，“5G+ 工业互联网”

是 5G 的关键应用场景，是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支撑。早在 2015 年，政府陆续出台政策，为 5G 在工业场景的
落地进行前期铺垫。“十四五”期间，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组织的活动和印发的政策引导下，5G 在工业领域的应用
得到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和高度，全连接工厂的概念应运而生。

2019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5G+ 工业互联网 "512 工程推进方案》，明确工业互联网是未来 5G 技术落地的重要
应用场景之一，通过在 10 大重点行业培育 20 个典型应用场景，加速 5G 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

2021 年 5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5G+ 工业互联网”十个典型应用场景和五个重点行业实践》；同年 11 月发布
第二批《“5G+ 工业互联网”十个典型应用场景和五个重点行业实践》，明确了“5G+ 工业互联网”10 大重点行业和
20 个典型应用场景。

2021 年 7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联合出台《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 年）》，提出深化 5G 行业
融合应用，通过打造 5G 全连接工厂标杆，推动“5G+ 工业互联网”服务于生产核心环节。

2022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编制《5G 全连接工厂建设指南》，加快“5G+ 工业互联网”向工业生产各领域各环节深
度拓展。

在政策支持下，经过几年的孵化，全国各行各业积极探索场景应用，同时越来越多的玩家不断涌入，“5G+ 工业互联网”

的创新融合取得跨越式发展，行业生态圈不断建立完善。横向看 5G 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范围逐渐拓宽；纵向看应用方
案日趋成熟，逐步渗透生产制造的重点领域与核心环节。5G 将作为工业生产通讯一种泛在的网络连接方式，不仅解决
通讯本身的问题，同时会整合工厂各个层面的运营管理，让生产进一步释放巨大的效率。

二、市场驱动

1、行业生态逐步建立，推动行业融合创新发展

生态合作是 5G 发展的广泛共识。随着 5G 商用进程加速，越来越多产业链玩家入局，行业生态随之建立并不断完善。

2022 年，西门子参加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办的全国性权威 5G 赛事 —— “绽放杯”5G 应用征集大赛，并取得非常优
异的成绩。该赛事已经举办第五届，推动 5G 应用从“一枝独秀”到“百花争艳”，根据数据显示，2018 年以来电信
运营商的参与度较为活跃，2022 年参赛项目占比过半。但可看到，行业性解决方案供应商等其他玩家愈发活跃，并将
在未来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为 5G 行业生态注入更新鲜的血液与活力，推动 5G 与行业融合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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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用行业范围不断拓宽，规模化发展赋能实体经济

在政策支持与“绽放杯”获奖项目的示范作用下，5G 应用不断复制，应用行业日渐增多，促使各行各业不断挖掘新的应用
机会和场景。2022 年第五届“绽放杯”大赛所有参赛项目数量达到 28560 个，相较 2021 年增长一倍多，行业应用丰富多彩，

其中工业互联网的参赛项目数量占比 13.56%，是当前热门领域之一，为未来“5G+ 工业互联网”更多场景的挖掘和行业
合力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带头和助推作用。

3、行业应用方案日趋成熟，渗透重点领域核心环节

根据“绽放杯”的参赛项目数据显示，2022 年已实现“商业落地”和“解决方案可复制”的项目数量比例超过 56%，5G
的应用落地成效显著，5G 在工业领域应用进入加速期。

随着解决方案的成熟，5G 在工业领域的应用也逐渐从“外围边缘”渗透到“核心环节”，呈现纵深式发展。目前已形成
5G+ 远程控制、5G+AGV、5G+ 数据采集、5G+ 能源管理等场景的解决方案。

4、支撑体系助力 5G 行业应用健康规范发展

为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规范 5G 行业应用的繁荣发展，各类标准化组织相继制定 5G 应用标准，诸多行业协会不断建
立推动 5G 行业应用，创新技术中心纷纷成立，作为赋能平台提供创新服务。一系列支撑体系的建立健全为 5G 行业应用的
规范化发展和更多创新解决方案的孵化提供了有利的基础和保障。

第五届“绽放杯”大赛参赛项目主体类型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信通院、本届绽放杯所有参赛项目

第五届“绽放杯”大赛各赛道获奖项目来源分布（Top 10）

数据来源：中国信通院，本届绽放杯各赛道一、二、三等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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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区政策

1、重点省份

根据 2022 年第五届“绽放杯”大赛中 1900 多个项目来源地来看，广东、北京、山东、浙江、河南、江苏及四川获奖项
目占据所有项目 60%。这些地区依托地区优势，加之各地政策的支持，地方企业呈现高度创新热情。此外，西部地区也逐
渐崭露头角，涌现了一批 5G 应用项目，全国呈现出争先恐后之势。

2、重点政策

为响应国家号召，深化探索“5G+ 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场景，各省相继出台政策，积极响应，推进应用示范园区建设。以
重点省份为例：

2020 年，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制定了《广东省“5G+ 工业互联网”应用示范园区试点方案（2020-2022 年）》，加快“5G+
工业互联网”示范园区建设。

2021 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市财政局印发《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鼓励智能制造、产业技术
创新、数字经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先进技术转化应用、特色园区、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发展。

2022 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山东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2022-2025 年）》，提出开展网络设施优化行动，

打造 5G 全连接工厂。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该方案的配套文件《分行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目标和实施路径》、《山
东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重点项目（第一批）》及《山东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重点支撑平台（第一批）》，明确分行业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目标和实施路径。

国家与地方政策的推动和利好，大大增强企业的积极性，越来越多的 5G 应用在工厂、车间、产线进行布署和实施，企业
从最开始的政策导向逐步转化为自主导向，通过创新和实践的结合，充分发挥出 5G 在工业领域的优势，为数字化转型配
备了强大的引擎！

四、行业建议

1、20 个典型行业应用场景，10 个重点行业实践

2021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先后分两批发布“5G+ 工业互联网”的典型场景和重点行业应用实践，逐渐形成较为明确的落
地方案和推广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