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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提前完成“十四五”

5G建设发展目标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截至2024

年10月底，我国5G基站总数达414万个，

提前完成“十四五”5G发展目标。

在当前数字化转型提速的大背景下，

5G技术的推进是国家科技水平的体现，显

示出我国强大的科技实力和社会经济基

础。在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转型中，5G技术的广泛应用发挥着基

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为宏观经济的持续复

苏注入了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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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提前完成“十四五”5G 建设发展目标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截至2024年10月底，我国5G基站总数达414万个，提前完成“十四五”

5G发展目标。在当前数字化转型提速的大背景下，5G技术的推进是国家科技水平的体现，显示出我

国强大的科技实力和社会经济基础。在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中，5G技术的广

泛应用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为宏观经济的持续复苏注入了新动能。

一、5G 技术成为数字经济的新引擎

12月1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张云明在中国5G发展大会上表示，我国已提前完成“十四五”

5G建设发展目标。截至10月底，我国5G基站总数超过414.1万个，平均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达到29

个。5G网络全面覆盖政务中心、文旅景区、交通干线等重点热点场所，并不断向农村边远地区拓展，

5G应用已经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80个。

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未来

产业。我国5G技术产业构建起涵盖通信芯片、终端、基站设备、设施仪表的完整产业链，共有近2000

款5G终端产品上市商用。据工信部消息，通信产业链的完善提升了我国5G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截

至2023年，5G应用案例数累计超10万个，在工业、矿业、电力、港口、医疗等行业实现规模复制。

其中，5G行业虚拟专网数超4.5万个，5G工业网关、CPE、巡检机器人等5G行业终端进网产品数量超

700款。

5G通信为电信用户提供了更多元化、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目前，已经有近2000款5G终端产

品上市，满足了市场的多种需求。5G技术的应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成为驱动数字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据中国信通院测算，5G商用5年来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约14

万亿元。另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以5G为代表的移动生态系统创

造了约800万个就业岗位，不仅提升了就业机会，也为经济的持续复苏注入了强心剂。

当前，5G规模化应用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前一阶段推动各行业5G应用广泛探索实践的基

础上，凝练共性场景需求，全面强化产业、网络、生态等支撑能力，加速实现供需匹配和赋能效益

升级。未来，5G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仍有待加强，5G在消费级市场已初具规模，但在工业制造、农业、

物流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挖掘更多垂直行业的应用场景，提升5G技术的行业渗

透率，是今后的重点方向。今年11月，工信部等十二部门联合印发《5G规模化应用“扬帆”行动升

级方案》明确了5G应用发展目标，到2027年底，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达38个，5G个人用户普及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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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5G网络接入流量占比超75%，5G物联网终端连接数超1亿，构建形成“能力普适、应用普及、

赋能普惠”的发展格局，全面实现5G规模化应用。

二、布局 5G+AI 融合发展

随着5G对于创新应用的需求，融合各项新技术成为未来发展趋势。工信部表示，要持续开展5G-A

技术研究、标准研制和产品研发，深化5G与AI、北斗等融合创新。5G-A又称5.5G，是5G向6G发展的

演进技术，具备更高速率、更大连接、更低时延等特点。作为5G的升级版，5G-A除具备5G的原有特

点外，还引入了通感一体、AI等技术，从而实现人联、物联。

5G（IMT-2020）推进组秘书长徐菲表示，我国正在推进5G-A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以及节能减

排等领域的融合应用测试。深化5G+AI赋能行业智能化变革，加快5G+北斗在定位、授时等领域的技

术能力提升及应用推广，并强化5G与行业技术融合研发，推动供需双方加强跨领域技术联合创新，

健全5G融合应用技术研发体系。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经过压缩和算力提升，AI大模型正下沉到个人终端中，赋能5G

的新质化发展。”电信运营商和联想、华为、小米等终端设备大厂积极推进5G终端AI化，AI手机、

AI电脑等新产品层出不穷。

5G与AI的融合正展现出无限的潜力与广阔的前景，仍需产业积极探索实践。5G融合将是全方位

的融合，软硬件及产业链都会跟进，对各产业的技术升级提出考验，并需要政策制定者保障实施推

进。加速5G与行业融合产品落地，要提升芯片/模组、融合终端/装备、行业虚拟专网、解决方案等

关键环节低成本高质量供给能力，指导开展“5G Inside”（5G内置）等产业供需对接活动，研发

推广基于5G技术的“小快轻准”数字化技术产品，推进5G与行业内网、设备等融合改造及更新。

目前，电信运营商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布局5G-A网络。中国移动的5G-A商用城市已超过300

个；中国电信已在上海、广东深圳发布了5G-A套餐；中国联通已在广东佛山建成空域连续覆盖的5G-A

试点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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