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筑国家

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力量。5G 作为新基建的领头羊，为云计算、边缘计

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多种前沿技术提供底层网络支持，网络性能

的飞跃促进上层应用技术性能发生实质性提升。5G 与云、边、AI 相互

融合，形成了数字时代从终端到边缘云再到中央云的一体化生产工具，

5G 的可靠网络、云计算的海量算力与 AI 的应用智能相互协同，可以

深入各行各业，支撑其创造出新的业务体验、新的行业应用以及新的

产业布局。同时，5G 为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技术创造出更加广泛的应

用场景，进一步拓展了行业应用创新的深度和范围。5G 不仅是通信技

术的演进，也将全面促进新兴技术的创新与进步，5G 与新兴技术融合

将形成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带来技术的“聚变”反应和能力激增，

释放行业变革新动能，为各行各业带来新的技术生态和商业模式，改

变人们体验世界的方式。

2023 年是中国 5G 商用第四周年，在央地政策的支持引领和产业

各界的共同推进下，中国的 5G 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基础设施上，5G

网络已实现城乡连续覆盖，并逐步加深加厚，已开通 5G 基站突破 300

万个，占全球 5G 基站的 60%以上。在产业发展上，5G 手机渗透率已

超 80%，截止 2023 年 7 月底 5G 移动电话用户近 7 亿户，占比超 40%。



在融合应用方面，5G 行业应用“广度”和“深度”双管齐下，已覆盖

国民经济 97 个大类中的 40 个，应用案例超 5 万个，在智慧城市、工

业能源、交通矿山等行业实现规模复制。

作为 5G 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引领，5G 标准化进程经历了多次的提

速过程。2022 年 6 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 3GPP RAN 第 96 次

会议上，3GPP Rlease17 标准宣布冻结，标志着 5G 第三个版本标准

正式完成。R17 让更多 5G 系统增强功能逐步走向成熟，将 5G 持续扩

展至全新终端、应用和商用部署。同时，作为 5G 标准第一阶段的最后

一个版本，R17 标准的冻结也意味着 3GPP 面向 5G-Advanced 的标

准制定工作将全面展开。

R17 之后的 Rel-18/19/20 这三个版本，称为第二轮 5G 创新，2021

年 4 月，在 3GPP 第 46 次 PCG 会议上，正式确定 5G 演进标准名称

为 5G-Advanced。随着 R17 标准的冻结，3GPP 也启动了面向 R18

的标准制定工作，R18 是业界对 5.5G（5G-Advanced）关注的重点。

5G-Advanced 是全球标准从 5G 演进到 6G 的关键“承上启下”阶段。

5G 技术标准向 R18 推进，演进方向逐步明确：一是持续增强宽带能力

（定义 5G 演进能力与需求、优化频谱资源配置和使用方式）；二是面

向垂直行业的精细化设计（上行能力、定位等能力增强，更灵活的组

网方案）；三是新业务场景开发（对新业务场景及网络要求研究，AI

增强网络能力，网络支持 AI 应用）。



随着 5G 标准的不断演进，其商用空间也随之不断拓展。通过 R17

在商用性能提升、新特性引入和新方向探索等方面的努力，5G 将进入

更多应用场景，并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产生更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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