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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在工业领域的应用 

 提升自动化信息化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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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在工业领域的应用 提升自动化信息化整体水平 

目前，5G应用在工业领域还处于头部企业早期探索阶段。未来，随着5G网络的能力的飞跃提升，

除了带来更极致的体验和更大的容量外，还将开启物联网时代并渗透进至各个行业。 

一、我国平均每周建设 5G 基站 1 万个 

5G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简称，具有高速率、低时延和大连接等特点的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

技术，是实现人机物互联的网络基础设施。5G的频谱利用效率，即占据相同频段能提供的带宽极限，

达到4G的3.68倍。而5G满负荷状态下的能量效率，也就是单位耗电所能提供的带宽是4G的26.64倍

到28.25倍之间。5G的铺设可以有效地缓解网络拥堵问题，为互联网产业发展带来更大的空间。 

2017年12月21日，在国际电信标准组织3GPP RAN第78次全体会议上，5G-NR首发版本正式发布，

这是全球第一个可用商用部署的5G标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在5G核心专利当中占比最高的公司

是我国的华为公司。2018年7月，华为公司发布了5G时代十大应用场景白皮书，阐述了VR、AR、车

联网、智能制造、无线医疗等十大5G新产业应用。2019年6月6日，工信部正式发布了5G商用牌照，

标志着5G时代正式来临。 

图表 1：5G应用场景 

 

来源：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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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国各大电信运营商纷纷加大5G基站建设。2020年，虽然我国遭受了新冠疫情严重影响，

但各企业仍加快5G建设速度，争取把时间赶回来。当年6月，工信部部长苗圩透露，我国平均每周

增加1万多个5G基站。 

截至2021年12月，我国已建成5G基站超过115万个，占全球70%以上，是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

先进的5G独立组网网络，全国所有地级市城区、超过97%的县城城区和40%的乡镇镇区实现5G网络覆

盖；5G终端用户达到4.5亿户，占全球80%以上。全国各地政府积极释放政策红利，根据中国信通院

的统计数据，全国各省市发布5G相关政策达320余个，各地因地制宜，结合地方经济产业特点，明

确了5G产业和重点应用发展方向及目标。以北京市为例，1月16日，北京市通信管理局披露，截至

2021年底，本市已开通5G基站5.2万个，比上年末增加1.4万个；5G终端用户高达1488.4万户。其中，

通州区（含城市副中心）开通了5G基站3859个。 

二、首钢京唐公司无人驾驶的天车 

随着5G在中国的广泛应用，那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呢？人们最大的感受也许是在家休闲

时，刷剧、打游戏更加流畅了；在地铁站、火车站、飞机场等人流密集区域，通信时不再卡顿拥堵。

其实，这只是人们直观的感受和体验，5G技术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在

工业领域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工业自动化和信息化体系的升级创新水平。 

位于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地区的首钢京唐公司，是我国龙头钢铁企业之一。这家企业无法用

“厂”来形容，因为厂区面积有22平方公里，厂区有自己的港口、铁路、公交车、红绿灯，甚至还

有交警，相当于一座小型城市。首钢曹妃甸厂拥有世界最大的单流程炼钢设施，在生产流程中，矿

山和煤炭源源不断地从远方运来堆放在料场。经过烧结、焦化，运往高炉冶炼。铁矿在高温下化成

铁水，送往转炉粗炼，转炉中加废钢并吹入氧气，粗炼后的钢水进一步精炼，钢水在连铸过程中被

铺上不同的渣层进行保温，而后生成不同的钢坯，再由轧机制成钢板等结构，经过后处理制造为成

品。通过码头和卡车运往下游的工厂，每年为全球提供上千万吨的精品钢材。 

在钢厂的天车车间，轧制完成的钢卷，在这个车间被包装、分类存放。一部分送往别的车间处

理，一部分转运到货运卡车上。所有高速运动的天车驾驶室都显得非常诡异，因为内部并没有人在

操作。据钢厂工程师介绍，天车操控完全是自动化的，这是基于5G通信网络的自动化平台。 

推进工业的自动化和信息化需要建设高效的通信平台来传输信息。之前的通信平台通常有两种

方案，一种是基于光纤的有线方案，另一种是基于工业WIFI的无线方案。而它们都有各自的短板。

具体来说，光纤方案需要铺设光缆，只适合固定的场景。如果设备本身进行大范围的移动，铺设起

来会非常困难。而工业WIFI最大的问题是稳定度太低，会出现卡顿、丢包、延时等不稳定。用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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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还可以，但是用来操作就很困难。智能天车需要基于摄像头传回的视频信号，准确识别抓取的

位置，如果突然发生了卡顿，每个20多吨重的钢卷从天上砸下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现在的5G通讯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难题，补齐了技术的缺口。作为无线网络，5G方便铺设，可以

支持移动设备，并且稳定度足够支撑自动化的操作和远程的遥控操作。因此被广泛用于钢厂天车，

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场景就是众多无人操控的天车在高速进行作业。 

三、天津港全自动化的智能装卸运输 

在天津港的集装箱码头上，塔吊不断抓取货船上的集装箱。塔吊将货物放在卡车上运向桥吊，

然后将货物分门别类码放整齐，整个过程不但井井有条，并且带有节奏感。但把视线拉近，就可以

看到卡车司机的座位上没有人，吊车司机的座位上也没有人，整个运输过程都没有人。这是因为5G

通信技术在港口的应用，除了能够支持移动的卡车和吊车自动化操作之外，对吊车也可以进行远程

视频操作。运用5G技术对码头进行升级改造，不用铺设光纤那样破土施工，有效地规避了码头停摆

难题。 

图表 2：天津港集装箱码头 

 

来源：新华财经 

在天津港集装箱码头，31台高大的场桥曾经是“男人的舞台”。如今，伴随着智能化改造的完

成，只需要用手轻轻一点，机械就可以替代人工完成大量重体力劳动。以前，每台场桥需要配备4

名员工，整个码头共需要100多人；改造后，一名操作员可以管理6座场桥，操作人员缩减至40人。

在效率上，每台场桥吊箱数量增长了30%；车辆等候时间从原来的30分钟至1小时缩减到5分钟。智



 

6 / 7 

能化改造，不仅带来了全新的用户体验，更带来了作业效率的大幅提升。2021年12月18日，随着中

远海运“天盛河”轮作业的一个集装箱吊装上船，天津港年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2000万标准箱，

标志着天津港集装箱事业实现新跨越，天津港在全球国际枢纽港地位进一步提升。 

四、5G 通信在地下煤矿同样大显身手 

5G网络在地下的应用又是如何呢？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塔山煤矿是世界上最大的单矿井煤矿。

在塔山煤矿的控制室中的大屏上清楚地显示出矿下的采矿和运输的实时情况，也是通过5G网络来实

现的。煤炭的采掘面在地下500米深处，坐矿车下到地下第一层就需要半个多小时。第一层是井下

变电站，以前需要人工一次次来下井来检查运作是否正常，有了5G网络之后就可以用巡线机器人，

机器巡逻发现排除故障，人工下井频次大幅度降低。 

塔山煤矿基于5G系统在井下搭建一个独特的内部导航系统。因为井下如同一个地下城市，面积

大且地形复杂，没有导航很容易困在其中。而一般用来建设导航系统的GPS、北斗等无法将信号覆

盖到地下。这时5G就能够大显身手了，煤矿不但有5G导航系统，还有一个5G打车系统。比如在采掘

面工人需要上井，在井下是无法自行走上去，这时就可以拿出定制版的5G防爆手机来叫车，然后就

可以从地下起飞了。经测试，地下5G网络信号强大，可以刷抖音、B站等。 

煤矿的采掘面是一个长约2公里，宽300米的矩形坑道。坑道用液压柱支撑，两边都是巨大的采

煤机，不停地把煤从石壁上打下来，送上传送带运输出去。所在的位置上下左右都是煤，岩层结构

非常松散，时不时会有煤矿从顶上掉落。这里水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矿山工程师介绍，因为接

近采掘面，煤矿采掘过程中会有大量煤屑、煤粉弥漫在空气中，需要用设备喷出水雾把煤粉沉降下

来，不然会有很大危险。在这种能见度下进行采掘作业，5G导航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以前的4G

光纤一旦出现断线，需要整条线路一寸一寸查找困难度很高。而应用5G后，只要查几个基站点就可

以了，节省了70%以上的工作量。煤矿对5G的运用主要是采掘面的设备可以自动运行，不用人工过

多参与，可以大大缩短工作人员下井的时间，减少工人面临的艰苦和危险，同时也能大幅度提高工

作的效率。 

5G应用补强了移动通信网络，补齐了自动化信息化系统的短板。虽然目前5G的应用还处于头部

企业早期探索阶段，没有渗透到日常产业中。但就像移动通信本身发展一样，5G必须有一个成长的

过程。当前，有不少人以为5G的作用仅仅是提高了网速，没有出现让人们憧憬的无线通信带来的美

好生活。其实，这和几十年前人们问互联网有什么用，电脑有什么用？是一个道理。5G除了带来更

极致的体验和更大的容量外，还将开启物联网时代，并渗透进至各个行业。5G的运用会潜移默化地

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但是只有需求还不够，需要我们去开发应用场景，打通上下游的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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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营销推广，解决新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比研究AR、VR的应用，成熟的机器人网络，让全

自动生产企业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 

工信部联合中央网信办、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印发《5G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

年）》，从面向消费者（to C）、面向行业（to B）以及面向政府（to G）3个方面明确了未来3

年重点行业5G应用发展方向，大力推动5G赋能千行百业。工信部先后编制印发《关于推动5G加快发

展的通知》《“双千兆”网络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5G+工业互联网”512工程推进方案的通知》，从网络建设、应用场景等方面加强政策指导和

支持，引导各方合力推动5G应用发展。据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5G应用创新案例已超过1

万个，覆盖22个国民经济重要行业。面向信息消费、实体经济、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十四五”期

间，15个行业的5G应用正成为相关部委及地方政府的推进重点。 

 

 

 

 

重要声明  

  新华财经研报由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报告依据国际和行业通行准则由新华社经

济分析师采集撰写或编发，仅反映作者的观点、见解及分析方法，尽可能保证信息的可靠、

准确和完整，不对外公开发布，仅供接收客户参考。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

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转载和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