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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5G＋产业发展计划： 
以5G为核心的全球信息产业发展促进 
——《创新成长：5G＋战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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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韩国作为全球首个宣布 5G 商用的国家，为增强本国在信息通讯技术领域国际竞争力优势提出

《5G ＋战略》，以实现韩国产业优化升级。研究韩国 5G 战略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 5G 以及相关产业

未来战略规划的合理性。本文通过调研梳理韩国信息通讯技术发展历史，研究《5G ＋战略》的战略方向、

实施路径和重要项目，总结其政策特点。最终，结合我国 5G 发展的特色，提出我国 5G 战略布局的

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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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s 5G + Industry Development Pl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information industry with 5G as its core——Analysis of “Innovative 
Growth: 5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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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South Korea took the lead in 5G commercializ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it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Korea proposed Strategy of 5G+ to realiz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South Korea’s industry. The study of South Korea’s development of 5G strategy is conducive to promote the rationality of 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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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plans for 5G and related industries. By sorting out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South Korea,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important projects of “5G + Strategy” are studied, 
and its policy characteristics are analyzed.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5G development, the key tasks of 
China’s 5G strategic layout are proposed.
Keywords: 5G; South Korea; innovati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引言

5G 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成为全球经济增长

的重要助推器。据爱立信《移动市场报告》预

测，到 2024 年 5G 用户将达到 19 亿，5G 全球

人口覆盖率将达到 45% [1]。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协会 (GSMA) 估计在未来 15 年内，5G 将提高

制造业和公共事业领域 35％的生产效率 [2]。埃

信华迈 (IHS Markit) 估计到 2035 年，5G 将创

造 13.2 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并提供 2230

万个就业机会 [3]。5G 构成了世界迈向智能连接

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了各国战略竞争

的主要战场。

2019 年，全球开启 5G 商用部署，在中美

5G 领域的战略性竞争日趋激烈之际，韩国成为

了 5G 发展的领先国家之一。截止 2019 年底，

韩国作为全球首个宣布 5G 商用的国家，部署

了 19 万站 5G 通讯 AAU（有源天线），5G 商

用覆盖 85% 的城市和 93% 的人口，用户规模达

到 500 万。而且从 5G 标准必要专利的角度来看，

据德国柏林大学与知识产权调查企业 Apritics

的统计结果，截止 2020 年 1 月，韩国三星（1728

件）排名第一，紧随其后的是诺基亚（1584 件）、

LG（1415件）、华为（1274件）和中兴（837件）。

韩国无论是从 5G 商用的推广，还是专利

布局都取得了瞩目的成绩，这首先要归功于韩

国 5G 战略的驱动因素。长期以来，韩国依靠

信息通讯技术（ICT）支撑国家经济增长、产业

成长、城市建设、国家安全，并先后提出打造

“全球 ICT 强国”，“领先世界 5G 发展”、“实

现世界 5G 标准制定”等战略目标，希望通过

5G 技术实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增长。2019 年，

韩国宣布 5G 商用仅一周时间，科学技术信息

通信部（MSIT）联合 10 个政府部门发布了《5G+

战略》[4]，以保障和提升韩国信息通讯技术在

全球范围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该战略涵盖了五

个战略领域和十大“战略产业”，形成韩国 5G

技术及相关产业发展的战略布局，加快韩国经

济与社会领域运用 5G 技术的创新进程。

因此，在全球新一轮科技创新发展竞争态

势下，为确保我国信息技术领域占据有利位置，

必须加快 5G科技发展，构建 ICT发展生态系统，

进一步推动产业与 5G 等信息通信技术的融合

升级，以赢得全球科技创新制高点。这也是分

析韩国《5G ＋战略》的目的及意义。

1　韩国 ICT 发展历史及现状

韩国在互联网发展初期，通信基础设施薄

弱，信息产业发展缓慢。90 年代开始，韩国将

信息通讯技术作为国家科技及产业发展的重要

内容，着力加速推进信息化和 IT 建设，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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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战略规划和发展计划，通过政府投入、

国内融资、技术创新、并不断扩大通信需求等

举措，与企业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为韩国发

展信息通信技术提供了重要保障。

韩国发展信息通讯技术的历史分为四个阶

段：信息化建设时期、IT 技术带动产业发展时

期、ICT技术推动全产业融合时期、5G发展时期。

同时发现，该历史阶段的划分与韩国政府不同

领导人的主政方向也有紧密联系，基本上可以

与韩国领导人主政时期相契合 ( 表 1)。

表 1  韩国发展信息通讯技术的历史梳理

发展阶段 时间（年） 政策法规 目标与意义

信息化建设
时期（1995-

2002） 

1995 《信息化促进基本法》 提出至 2000 年实现信息化程度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1996 《信息化促进计划》 韩国第一个促进信息化发展的战略计划

1999 《CyberKorea21 计划》
在 2005 年完成超高速通信网的建设，以全面实现
信息化

2002 《e-Korea Vision 2006 计划》 通过信息化建设 , 建立领先知识型社会

IT 技术带动
产业发展时期
（2003-2012）

2003 《宽带 IT 韩国远景计划》 构建人均收入超过 2 万美元的产业基础

2003 《IT839 战略规划》 保持科技竞争力，缩短与美国的技术差距

2004 《宽带综合网络 BcN 计划》
营造结合有线和无线通信、广播以及数字传输的
综合服务环境

2004 《u-Korea 战略》
建设全球最优的泛在基础设施，推动信息产业发
展

2009 《绿色 IT 国家战略》 计划到 2012 年底建成“G 速互联网”

2009 《IT 韩国未来战略》
发展 IT 核心战略产业，并促进 IT 技术与其他传
统产业融合发展

ICT 技术推动
全产业融合
时期（2013-

2016）

2013 《ICT 研发中长期战略（2013-2017）》
以 ICT 产业为基础带动经济增长，实现 ICT 在全
领域的融合

2016 《ICT 2020（K-ICT 2020）》
以 ICT 十大核心技术商用化推进高附加值的新兴
产业发展

5G 发展时期
（2017至今）

2018 《创新增长引擎计划》
提出 2022 年要利用 5G 商业化和物联网，实现会
聚服务

2019 《ICT 标准化战略蓝图 2020》
加强 ICT 国际标准制定，确保核心技术标准化的
领先地位

2019 《5G ＋战略》
韩国在宣布 5G 商用化的一周后，推出了 5G 发展
国家战略

第一个阶段：信息化建设时期 [ 金泳三政

府 ( 1993-1997)；金大中政府 (1998-2002)]

1995 年，韩国制定了《信息化促进基本

法》，提出韩国在 2000 年要实现信息化程度达

到世界最高水平的目标。《信息化促进基本法》

涵盖了韩国信息化事业的方向、目标及措施，

是推进韩国国家信息化的根本保障和依据。同

时，根据法律要求，韩国政府成立了国家信息

化推进委员会，负责引导和监督韩国信息化事

业的进程。1996 年，韩国制定了第一个促进信

息化发展的战略计划《信息化促进计划》[5]，随

后发布了《CyberKorea21 计划》（1999 年）和

《e-Korea Vision 2006 计划》（2002 年），旨

在通过推动互联网普及，完成超高速通信网的

KOREA’S 5G + INDUSTRY DEVELOPMENT PL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INFORMATION INDUSTRY WITH 5G AS ITS 
CORE——ANALYSIS OF “INNOVATIVE GROWTH: 5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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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以实现韩国全面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知识型社会。这一时期，通过韩国政府对

信息化的促进，为韩国在信息通讯领域的领先

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IT 技术带动产业发展时期

[ 卢武铉政府 (2003-2007)；李明博政府 ( 2008-

2012)]

2003 年，韩国推出两个战略计划《宽带 IT

韩国远景计划》和《IT839 战略规划》，在推动

IT 技术带动产业发展的同时，希望促进技术研

发保持科技竞争力，追赶西方发达国家。随后，

通过发布《宽带综合网络 BcN 计划》（2004 年）

营造结合有线和无线通信、广播以及数字传输

的综合服务环境；通过发布《u-Korea战略》（2004

年）推动信息产业的泛在发展；通过发布《绿

色 IT 国家战略》（2009 年）实现“G 速互联网”；

通过发布《IT 韩国未来战略》发展 IT 核心战略

产业，并促进 IT 技术与其他传统产业融合发展
[6]。这一时期的韩国通过实施政府主导、产业配

合的标准创新策略，限制技术引进、注重消化

吸收，实现了在 2G 网络时代对 CDMA 核心技

术的重大突破 [7]，奠定韩国在信息通讯技术领

先全球的基础。

第三个阶段：ICT 技术推动全产业融合时

期 [ 朴槿惠 ( 2013-2016)]

2013 年，韩国转变国家发展战略，提出

“创造经济，传统产业与信息通讯深度融合” [8]

的国政方针。基于国家宏观战略的调整，韩国

科技部门制定了《ICT 研发中长期战略 ( 2013-

2017)》、《K-ICT 2020》[9]、《ICT 融 合 产 业

中长期培养计划》、《九大国家战略项目》[10]，

以促进 ICT 核心技术商用化推进高附加值的新

兴产业发展，将韩国打造成为全球信息安全行

业领导者。这一时期，韩国以 ICT 产业为基础

带动经济跳跃性增长，实现 ICT 在全领域的融

合，经济总量不断增长，超过墨西哥、西班牙、

俄罗斯、澳大利亚，到 2016 年，韩国经济总量

排名全球第 11 位。

第四个阶段：5G 发展时期 [ 文在寅 ( 2017-

今 )]

2018年，韩国发布了《创新增长引擎计划》，

提出 2022 年要利用 5G 商业化和物联网，实现

会聚服务 [11]。2019 年，韩国发布了《ICT 标准

化战略蓝图2020》，旨在加强 ICT国际标准制定，

确保核心技术标准化的领先地位。同时，韩国

为了 ICT 标准在更大范围的产业中融合推广，

计划在 2021 年完成 ICT 融合标准框架的开发。

在 5G 领域，韩国率先成为全球首个 5G 商用化

国家 [12]，随后推出《5G ＋战略》。2019 年 7 月，

美国网速测试公司 Ookla 发布最新全球网速测

试报告显示，韩国 5G 商用以来，网速已跃居

世界第一。据通 DellOro 报告 2019 年的 Q1 季

度，韩国三星已成为全球 5G 市场份额最大的

企业，占据 37% 的全球市场份额 [13]。凭借韩

国 5G 商用化的全球影响力，韩国三星电子与

微软、OMRON 等 20 家企业签署“5G 智能工

厂联盟” [14]。2020 年 1 月，韩国政府率先在

全球宣布确定在 2028 年实现 6G 商用的目标。

2　《5G ＋战略》战略目标及战略

意图

基于韩国政府“领先型科技发展战略”国

家发展战略以及“世界 ICT 强国”愿景，《5G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0.0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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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首先提出到 2026 国内 5G+ 产业创造

180 亿美元的经济价值的战略目标，以及“为

企业发展构建良好的环境”、“增强 5G ＋产

业的内生型经济转型”、“聚焦安全，前瞻性

布局未来信息通讯技术”三大战略意图。其次，

在总目标下划分长短期目标，短期目标为 2022

年实现全球市场占有率 10%，出口贸易达到

100 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 10 万个，而长期目

标是到 2026 年，全球市场占有率 15%，出口贸

易 730 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 60 万个，实现世

界最安全信息通讯技术。最后，选定了 10 大核

心产业及 5 大核心服务（表 2）。

表 2  韩国 5G+ 战略蓝图

战略目标 20265G+产业创造180亿美元的经济价

战略意图
为企业发展构建良好的环境；增强5G＋产业的内生型经济转型；聚焦安全，前瞻性布局未来信
息通讯技术

短期目标(2022年) 全球市场占有率10% 创造就业岗位10万个 出口贸易100亿美元

长期目标(2026年) 全球市场占有率15% 创造就业岗位60万个 出口贸易730亿美元

五项核心服务十大
战略产业

五项核心服务是：沉浸式内容、智慧工厂、无人驾驶汽车、智慧城市、数字健康。
十大产业领域为：新一代智能手机、网络设备、边缘计算、信息安全、车辆通信技术（V2X）、
机器人、无人机、智能型闭路监控、可穿戴式硬件设备、AR及VR设备。

2.2 《5G+战略》实施路径

根据《5G+ 战略》蓝图的规划设计，韩国

制定了五大战略方向：一是加大 5G 在公共领域

的应用和投入，完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二是

通过政策和示范项目的引导，鼓励民间资本参

与 5G 技术和设备研发的投资及商业化运营，加

快企业智能化发展进程；三是制定并完善相关

制度，构建 5G 安全的使用环境，促进市场健康

发展体系建设；四是保持产业竞争优势，强化

领先技术开发及人才培养，扩张海外市场；五

是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参与制定 5G 国际标准，

加强 5G 全球化服务，保持国家核心竞争力 [15]。

基于《5G+ 战略》的五大战略方向，韩国制定

了 21 个实施路径和 39 个重大项目（表 3）。

2.3　《5G+战略》政策特点

第四次产业变革在深刻影响全球产业链布

局的同时，也加剧了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态势。

而核心技术的竞争反应了“科技是全球利益分

配的根本原则，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组成”。

把发展 5G 商业化环境作为提升国家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因素，是韩国保持 5G 技术优势、产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构成。因此，《5G+ 战略》

强调在政府引导的同时，鼓励民间资本的参与，

以政策激励手段，形成产业链、资金链、技术

链的深度融合 [16]，其特点总结如下。

（1）政府引导和民间主导的并行发展机制。

不同于此前的韩国 ICT 政策多以“技术促进产

业发展”和“经济提振”为目标，《5G+ 战略》

致力于营造良好的 5G 发展环境，主张政府引

导和民间主导并行的发展机制。在具体的实施

路径中，《5G+ 战略》呈现出较完备的政府与

民间协同创新发展体系（图 1），形成了和民

间协同推进纵向深入产业应用和横向拓展整体

战略的默契。在基础设施建设阶段，政府通过

频率早期分配、税收制度调整、认证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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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G+ 战略》实施路径

战略方向 实施路径 重大项目

完善国家
基础设施

建设

支持5G+核心服务应用
探索智能工厂等领域的盈利模式（2018—2021年）

推进5G普及（2021—2025年）

提升5G公共需求

加强5G基础设施建设的监管力度（2020年—）

加强5G无人机在治安、环境、测量等领域的应用（2020年—）

促进5G智能型研发实证和灾难安全示范服务（2021年—）

开发5G无人机快递配送（2019—2021年）

完善5G设备的市场化制度，建立5G公共服务机器人示范项目（2020年—）

以5G为基础开发高危工作场所及危险从业者实时监测技术（2020—2023年）

加强5G教育和文化安全监测的应用（2020年—）

提高国民生活质量
促进教育、农业、环境等领域的5G解决方案普及（2021年—）

以重点医院、普通医院、乡镇卫生院为对象，设立远程医疗示范项目（2020年—）

构建智能城市
构建智能型都市运营体系（2020—2022年）

加速都市引入5G，促进智能化发展（2019年—） 

鼓励民间
资本参与

鼓励民间投资建设5G
全国网络

民间投资建设5G网络实行税收抵免政策（2019—2020年）

设立“智能工厂基金（3千亿韩元）”扶持创新企业（2019—2021年）

建设5G实验室 建设5G设备、5G车辆通信、5G无人机、边缘计算等相关实验室

促进中小企业5G产
业化

加大对中小企业5G产业化的支持

促进5G资讯市场发展 建立“5G资讯旗舰项目”（2019年—）

促进中小企业和中坚
企业创新

“5G智能工厂”解决方案（2020—2022年）

实现造船厂5G智能通信（2020—2023年）

开发造船厂自动化生产所需的智能码核心技术（2021年—）

开发以5G为基础的海运港湾物流自动化和智能化系统（2019年—）

开发以5G为基础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园区的发电系统（2020—2023年）

完善相关
制度

制定5G收费制度
出台收费标准制度（2019年4月）

完善收费制度（2019年—）

扩充无线电波资源并
完善相关制度

提供5G融合服务频率（2019年—）

引入“频率许可制”（2019年—）

构建最安全的使用
环境

扩大5G核心设施，构建网络安全预防体系

5G融合服务制度创新 5G融合服务制度的完善

提高5G服务覆盖率 弱势群体（残疾人与高龄人群）的5G服务

优化产业
基础

开发全球先导技术 加强VR和AR设备、5G和AI为基础的穿戴设备、云机器人的研发投入（2020年—）

加强信息安全 扩大5G网络安保技术和未来核心技术的研发（2020年—）

5G+文化推广 促进VR、AR文化资讯发展（2019年—）

促进5G创业和人才
培养

为5G创业提供资金支持（2019年—）

构建5G+战略产业人才供需分析体系，培养5G融合型人才（2019年—）

构建“5G实感型资讯实验室”（2019年—） 

国际合作

全球化服务 增加企业海外市场的活跃度，促进韩国企业与全球5G领先企业合作

参与制定全球标准 提出5G后补技术，将韩国技术与应用反映到国际标准中

国际合作 探索共同合作项目（智能城市等），促进海外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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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G+ 战略》政府与民间协同的创新发展体系

以及 5G 网络安全保障，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投

资 5G 网络建设和终端服务的普及。在 5G 服务

设备进入市场阶段，政府通过创造公共需求、

完善项目评估体系和支持中小企业，鼓励民间

探索商业化盈利模式、构建生产要素和扩大合

作范围。在 5G 市场化阶段，政府通过支持企

业海外扩张和扩大公共采购规模，激励民间对

研发与投资的热情，鼓励企业全球化发展，创

造就业岗位。

（2）5G+ 战略评估体系。韩国政府为了很

好的发挥政府监管作用，针对 5G 领域的研发

特征，由韩国科技信息通信部牵头，联合企业

界构建 5G+ 战略监管及项目评估体系，评估科

研项目课题，解决民间企业进军市场的困难，

提高了规划、评审与管理的专业化水平。此外，

在评估体系中加入法务部门的分工协作，以保

障整体战略计划的实施（图 2）。

（3）以示范应用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在

《5G+ 战略》39 个实施项目中，科技示范项目

数量约占全部项目的 50%。示范应用项目以政

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方式，为探索 5G ＋产业

的内生型经济转型探路，尤其是在 5G 技术应

用还存在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示范应用项

目的战略部署更具有实操性和试错性。

（4）推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5G+

战略》通过政府完善内容、平台、网络、设备

和安全五个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激励民间资

本围绕产业链加强 5G 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投入，

并通过政策激励，支持企业围绕创新链加深对

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发展，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

的深度融合。

（5）重视国际影响力与技术主导权。韩国

政府非常重视本土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不仅辅

助企业参与海外市场竞争还支持企业国际合作

的探索，鼓励韩国主要的电信运营商、制造公

司和研究机构积极参与核心技术的国际标准化

制定工作，帮助企业将发展的自主权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使韩国在 5G领域更具国际话语权。

为了实现 5G 技术研发上的国际先导性，韩国

以国际标准专利的排名作为衡量技术竞争力的

重要指标 [17]，这也大大增加了政府对参与国际

标准制定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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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5G+ 战略》评估体系

3　对我国的启示

2020 年 3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快 5G 等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进度。加快推进 5G“新基建”，不仅是

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更是增

强我国在全球竞争力的战略部署。尤其是以美

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手段打压扼

制我国 5G 在全球的部署，并通过技术出口管

制阻碍我国 5G 技术的应用和发展。5G 对于中

国已经不仅仅是当前世界信息通讯技术领域的

“制高点”，更是影响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的

核心竞争力。从全球 5G 技术发展来看，虽然

我国无论是技术专利还是研究理论都属于第一

梯队，但从 5G 真正商用化的时间节点来看，

中国已经落后与韩、美等科技发达国家。其次，

在过去的 1G 至 4G 时代，虽然我国依靠用户红

利完成了从“落后”到“并跑”的转变，但是

在信息通讯产业链和商业化运营方面依旧缺乏

有效的融合，极大制约了中国信息通讯技术领

域的发展。通过对韩国发展信息通讯技术的历

史梳理，以及《5G+ 战略》政策特点，我们提

出以下几点建议。

（1）制定 5G 国家战略，提高其战略定位

我国早在 2013 年，就由科技部等三部委联

合成立“IMT-2020”推进组，对 5G 技术、标准、

频谱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在《“十三五”规划纲要》

《中国制造 2025》《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等文件中明确提出加快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全面突破 5G 技术 [18]。但 5G 作为如此重要

的战略性技术领域，还需要一个更具前瞻性和

创造性的专属战略规划，将 5G 摆在国家发展

全局的核心位置。5G 国家战略应该由相互关联

的安全性政策、竞争力政策和产业政策组成的，

涉及许多不同的经济领域。因此，建议推出国

家战略与系列产业政策，构建 5G 规模化部署

与产业化融合并行的政策体系，建立政、产、学、

研四位一体的协同合作机制，构建开放和谐的

5G 生态圈。此外，在设定战略目标时，不仅要

加快 5G 网络的广泛部署，还要在未来几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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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对无线研究领域的创新（例如 6G）发展的支

持力度，确保在下一波无线创新浪潮中，占有

技术的主导权。

（2）进一步加强 5G 技术与应用的国际合

作

一是加强 5G 在国外的推广融合。5G 国家

战略不能仅仅侧重于供应方杠杆（网络本身的

铺设、频谱可用性和基础架构优化），还应该

充分支持需求方的发展，尤其要重视来自国外

的需求。通过“一带一路”和区域经济体系，

加强 5G 技术与应用的推广与合作，促进相关

人才的交流学习，促进研究成果的国际化转化，

形成多边战略联盟，推动 5G 价值链、供应链

和产业链的国际化进程，实现开放合作、共赢

互利的新局面。二是鼓励 5G 相关企业积极参

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支持企业积极参与 5G 技

术的国际标准制定。鼓励企业积极参与3GPP（第

三代合作伙伴计划）、ETSI（欧洲电信标准化

协会）、ISO（国际标准化组织）、ITU（国际

电信联盟）和 IETF（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等标准化委员会的相关标准制定工作，并设立

专门的 5G 标准协调中心，负责组织调查各相

关产业对 5G 的应用需求，以确保行业标准与

5G 技术标准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充分反映。

（3）加强对 5G 网络安全风险防范

5G 网络本身具有开放型和广泛连接的属

性，特别是针对虚拟化的网络物理边界，使传

统以物理边界防护的安全机制无法发挥作用，

很容易成为网络安全攻击的对象，使 5G 网络

与公共安全、军事安全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加紧

密。虽然 2019 年是 5G 商用化元年，但 2019-

2021 年将会对 5G 进行充分的应用和探索，直

到 2022 年，5G 才会真正在各产业中大规模应

用 [19]。在这期间，技术、运营、产品、网络都

面临着巨大的安全漏洞，加强对 5G 网络安全技

术的研发刻不容缓。一是构建我国 5G 网络安

全战略。研究制定识别 5G网络安全风险的机制，

系统化识别各个环节存在的风险，设立风险类

别和等级，制定一系列管理 5G网络风险的措施，

包括弹性网络架构、访问管理、以及网络监视等。

二是设立 5G 网络安全评估委员会，由政府组

织企业、产业及民间智库成立专门的 5G 网络

风险评估组织，规避各国法律对 5G 商品和技术

的管制风险，为我国企业走向国际提供决策依

据。三是积极参与 5G国际网络安全的标准制定。

在基于自主研发的 5G 安全技术，积极参与国

际网络安全的标准制定，提升我国在全球网络

空间安全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四是加强 5G

供应链弹性建设。整合制造业产业联盟和科研

机构资源，加强 5G供应链数字化监管问题研究，

配合供应链数字化平台设计安全监管系统（制

度）。同时，促进 5G 的全球供应链向多样性

和多元化发展，确保设备供应商具有健康的全

球化市场。

（4）加强芯片制造与软件系统开发的自主

创新

随着中美大国战略竞争的不断深化，美国

通过出口管制手段打压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的发展，尤其是针对在 5G 领域有突出贡献的

华为和中兴。两年来，从美国宣布不使用华为

的 5G 技术，并联合其他国家拒绝华为 5G 技术，

到后来断供华为 EDA 工具、操作系统，再到断

供芯片，一步步将制裁逼近信息通讯技术的最

底层。面对美国严酷的制裁措施，以及不断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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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制裁趋势，我国必须更加重视且不断加强

芯片制造与软件系统开发的自主创新。一是加

强突破 5G 核心技术的突破，尤其是针对“缺芯

少魂”等关键问题。做好对芯片技术的长期投

入准备，协调芯片与模块、系统、器件的联合

研发，加强对高科技企业实验室的建立和投入，

以企业实验室引导，高校实验室辅助，加速芯

片的研发和设计。二是加强 5G软件系统的开发，

培养具有中国特色是软件生态。我国在 5G 设

备方面取得了国际领先地位，但是在软件系统

方面存在脆弱性。建议通过开放设备接口，支

持企业对软件系统的自主研发，并鼓励运营商

选择更多的虚拟化系统，从而为基础架构提供

更加广阔的开发机遇。三是以示范项目为基础，

为技术创新创造良性空间。5G 不能仅仅放在实

验室做研发，而是在商用化的过程中，不断加

强科技创新，完善系统软件，以示范项目、试

点城市和示范产业为基础，验证和完善 5G 技

术和产品，有效促进技术的成果转化和商业化

运行。四是加强 5G 军民两用共性技术的联合

攻关。支持 5G 军民两用共性技术的深度融合，

制定协调军民科研单位的合作机制，以科研项

目的形式共享研究成果，以成果转化的形式在

军民两端规模化应用。五是加快布局自主知识

产权的保护体系。我国要围绕创新链强化关键

技术在海外专利申请的平台服务，鼓励我国企

业及时在相关国家进行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

的申请注册，取得当地的专有权利，建立并完

善 5G 相关产业的知识保护体系，避免被美国

出口管制中技术出口陷阱损伤。

（5）重视构建 5G 发展的体制机制，打通

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

一是围绕创新链增强供应链应急应变能力。

重点依托新兴技术创新应用，构建供应链综合

管理平台，建设大数据支撑、网络化共享、智

能化协作的智慧供应链体系，深化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供应链融合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供应链

管理水平，培育供应链服务新模式和新业态。

二是围绕价值链布局产业链。坚持 5G 产业价

值链向中高端迈进，实现现代产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加强国家技术转移区域中心建设，加快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使科技创新在产业价

值链升级过程中贡献份额不断提高。三是围绕

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打通产学研与贸易各主体

间的协同创新能力建设，构建以企业为主体、

价值链升级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经济社

会创新生态，以 5G 产业链共性基础技术的国

际合作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关键核心技术、

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促进核心技术创

新制度建设和供应链治理效能更好的转化融合，

增强中国 5G 产业供应链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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