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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产业飞速发展，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网络发展网络发展 5G市场规模占比全球70%+ 应用布局应用布局 5G融合行业应用全面绽放

产业能力

① 政 产 学 研 用 齐 头 并 进 ② 产 业 链 与 创 新 链 优 质 协 同 ③ 国 内 5 G 企 业 综 合 实 力 大 幅 提 升



5G
工业基础

5G
发展环境

5G自身技术领先，但相关工业基础短板仍亟待突破

 关键元器件：中高频器件、传感器、功放，低噪声放大器，激光器等高端市场上处于劣势，需要

依靠国外产品，芯片及射频元器件的缺失影响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测试仪表：全频段、大宽带支持、多场景应用；精确度及公信力需提升；海外市场高度垄断

 通用芯片与基础技术：高端核心芯片、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核心器件、移动终端操作系统等

去中国化已成全球趋势，中美博弈机遇与挑战并存

 政治方面：发布《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突出“美国优先”的战略思维，提出将通过经济制裁、

公开溯源信息、司法起诉等手段遏制对手伤害美国利益，直接将中国作为排名第一的战略对手

 经济方面：美国政府打压中国科技企业，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华为等企业出售零部件

 技术方面：美国通信行业组织技术演进合作中去中国化已成为重要趋势，需要引起重视

5G
融合应用

5G作为网络基础，实现智能数字化，需要5G与生产技术的深度融合

 行业应用基础薄弱：国内传统行业数字化起步相对较晚，行业应用研究仍浮于表面

 跨领域推进难度大：尚未形成杀手级应用，5G融合应用难度大、复杂性高，商业模式仍在探索

 行业标准与政策不足：5G全能力技术标准体系尚需逐步完善并导入产业培育规模应用；部分应用

场景责任划分与监管政策仍需加快制定与发布。

产业创新发展仍面临较大挑战



协会2021年工作重点

5G产业发展

协会平台建设

6G前瞻布局

政策环境、薄弱环节、融合应用

良好沟通、战略咨询、市场推广

技术研发、平台建设、产业合作



推进5G产业健康发展



产业发展政策

《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5G+医疗健康应用试点项目》

“绽放杯”5G应用大赛

产业重点项目

“卡脖子二期”工程

工信部《2021年产业基础再造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

参与IMT-2020/IMT-2030各工作组工作

国家部委

齐心协力，持续完善5G政策环境

产业发展政策

北京市5G网络覆盖“241”行动

北京市5G应用规模化发展行动计划（执行中）

产业重点项目

北京科委测试仪表项目立项

北京市科委6G项目

“北京市新基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筹备

地方政府



力求突破，重点支持薄弱环节发展

测试仪表

 推动工信部的2021年产业基础再造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

中5G测试仪器仪表项目立项和落地，中标企业均为协会会员

 推动北京市科委5G仪表项目落地

关键元器件

 推动重大专项对关键元器件的支持，包括北斗芯片、电源控

制芯片、同步时钟等

 推动“卡脖子”一期、二期工程支持华为、中国信科、昂瑞

微、翱捷、展讯等企业

关键材料

 通信用新材料应用示范平台招标（华为）

推动产业薄弱环节升级
针对关键元器件、测试仪表、关键材料等产业薄弱环节，通

过推动政策引导、专项支持等方式，多措并举持续推进产业

升级



多管齐下，为产业发声，提升5G知名度

打造产业品牌盛会

持续政府专题汇报

 第十二届5G网络创新研讨会

 第三届5G千兆网产业论坛

 导航通信遥感融合发展论坛

 我国移动通信“卡脖子”分析

 重大专项总结

 北京市5G应用场景发展情况汇报

广泛宣传5G产业
 重点大学交流

 企业专家座谈

 十三五成就展

01

02

03



加速推动各级政府对5G产业支持

北京5G专班

推动十余个5G项目成为北京市高精尖储备项目

《北京市重点5G应用场景细化建设规划方案》

《北京市5G产业链现状分析》

《关于关于5G产业发展有关情况的报告》

北京市经信局

《关于欧洲、美国无线接入网发展情况的报告》

《北京市物联网应用发展行动计划》

《北京市5G行业应用进展汇报》

《关于推动北京市传感器产业创新发展工作方案》

《关于5G专网发展有关情况的报告》

《关于谋划推动我市6G产业发展有关情况的报告》

《北京市5G应用规模化实施方案》

北京市科委

《北京市5G产业发展报告》

《北京6G发展建议》

《融合通信发展研究》

《国内各省市6G布局分析》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

《北京市5G应用场景发展情况汇报》

北京市海淀区

《海淀区培育发展5G产业集群实施方案》

《疫情期间协会工作总结及调研报告》

《海淀区5G产业发展报告》

《海淀区5G产业发展情况汇报》

《通过专利生态环境建设推动5G全球发展》

工信部
《移动信息网络发展战略研究》

《5G通信关键材料报告》

《测试仪表产业研究》

《03专项总结》

《我国移动通信“卡脖子”分析》

科技部
《ICT全球创新研究》

十四五规划研讨

发改委
信息基础设施体制机制改革调研

信息产业经济运行情况调研

芯片缺货对智能终端市场影响

北京市委办公厅
《我国产业发展“卡脖子”问题》

《我市5G技术应用发展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



参与重大专项总结工作，输出测试仪表专题报告

需
求
背
景

• 全面梳理专项三主要成果产出、成效影响、组织经验、问题建议

• 向国家高层汇报03专项成果，巩固产业认知

• 为后续专项工作做储备

主
要
成
果

总结报告 专题报告 项目评估 十三五成就展

• 协助完成《新一代宽带无
线移动通信网重大专项实
施进展情况总结报告》

• 承担《测试仪表专题报告》
项目撰写，深入调研分析
国内测试仪表产业现状与
形势，总结成果与经验

• 支持与配合成员单位重大
专项验收；配合完成重大
专项监督及评估等

• 协助“十三五”科技成就
展03专项专题展示工作，
参与编制展示、汇报方案



配合完成“十三五”成就展（重大专项部分）



开展国际标准创制工作，推进全球5G标准化进程

截至2021年10月

完成TTCN Baseline升级

使用5G NR 2020年9月Rel-16版本ASN.1

 进一步完善3GPP终端一致性测试标准中针对5G单模及多模的测试

模型、配置参数、测试例流程等工作;积极参与5G TTCN代码研究

和开发工作，争取主导地位

 推动星河亮点和大唐联仪的5G终端一致性测试仪表平台率先验证

通过GCF多个5G测试项目，超越国外仪表厂商，处于国际领先地

位，受到国内外客户的好评

全面推进5G独立组网终端一致性测试TTCN代码开发

累计提交并通过3GPP文稿523 篇

着重完善5G R15测试例

 TDIA作为3GPP TTCN开发团队中最大的志愿支持成员

 与3GPP/ETSI深度合作15年，全面推进5G终端一致性TTCN代码开发

连续18年 开展3GPP终端测试工作组标准化工作

输出eMTC、NB-IoT、5G等方面测试标准提案，发布3GPP国际标准

2020年发布国际标准：《5G终端一致性测试代码标准》3GPP TS 38.523 v16.2.0, 16.3.0, 16.4.1, 16.5.0

截至2021年10月

SA 

已开发365个，其中269个通过验证

NSA

已开发126个，96个通过验证



打造5G终端一致性测试技术开放公共服务平台

国内

国外

国内

国外

国内

国外

带动我国仪表产业、终端产业、芯片产业发展与壮大

提升在全球市场中竞争的能力； 开启上万亿产值的市场空间

扶植国内终端芯片和测试仪表

等制造业企业达到全球领先

加速产品成熟，提升用户体验

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经济效益

为我国培养

终端一致性测试专家团队
5G终端

一致性测试
技术开放公共
服务平台

5G终端
一致性测试
技术开放公共
服务平台 吸引国外终端芯片与

仪表厂商参与TDD产业链



以行业标准为牵引，促进5G行业融合发展

以国家“新基建”发展政策为指导

以北京市 “新基建” 方案为抓手

聚焦“新网络、新要素、新生态

新平台、新应用、新安全“六大方向

牵头开展“北京市新基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筹备工作

建立北京市新基建标准化体系

促进新基建领域标准化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开展

充分发挥北京市新基建专业专家资源优势

探索新基建创新标准融合模式

全面开展新基建标准化工作



打造产业服务平台



充分发挥政府、企业间桥梁纽带作用

北京市经信局莅临

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莅临

北京市科委莅临

国家部委

北京市各委办局

信息通信领域

专家座谈会

......

及时了解企业发展状况、发展规划、面临问题、政策需求

展开线上线下多轮调研，及时向各政府部门反馈

通过各类座谈会与研讨会

反应企业发展需求与呼声

通过企业调研，了解国内企业供

应链受制情况，建议政府出台相

关政策支持本土供应链发展

打造良好政企沟通渠道



深入5G产业研究，打造权威研究品牌

深入5G与互联网+产业研究，探索多种研究成果类型

多方肯定&广泛引用

TDIA
国际洞察 行业观察 发展季报5G海外

政策监测

全年共24期 全年共20期 全年12期 全年共10+份

专题报告

全年4期

产业年报

全年1期

 芯片缺货对智能终端市场
影响

 ICT全球创新研究

 北京6G发展建议

 北京市5G行业应用进展汇
报

 北京市传感器产业创新发
展工作方案

 5G专网发展情况……



完善数据基础储备，内容覆盖商用网络、政策及重点企业

5G政策数据库
更新至2021年11月
34个省市，607个政策

5G网络数据库
更新至2021年11月
127个国家466个运营商

5G企业数据库
更新至2021年11月
6大环节348家企业
（北京、江苏等5G企业库）

5G应用案例库
更新至2021年11月
三大运营商，2000+应用案例

5G基站及用户数据

5G产业链全景图
……



承担多项政府重点课题,做好产业创新发展战略支撑

移动通信仪器仪表产业发展现状研究

服务对象：工信部产促中心

项目周期：2021年5月-6月

研究内容：对移动通信仪器仪表国际国内现状开展

专题研究，形成专题研究报告；支撑开展03专项仪器

仪表有关标志性成果相关研究，完成相关标志性成果

完成情况梳理，并提供相应佐证资料

融合通信领域技术产业调研报告

服务对象：北京软件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中心

项目周期：2021年4月-9月

研究内容：

开展融合通信领域产业调研分析。重点调研北

京市政产学研各界融合通信技术发展和产业落地的现

状，分析北京在相关领域的基础优势与存在困难，为

形成政策建议提供详实的材料支撑。提供融合通信技

术与产业咨询服务。根据融合通信领域技术创新、成

果应用、产业发展动态，围绕热点、难点技术问题及

时提供数据材料、分析研判、工作建议等，协助做好

领导决策支撑。

2021年5G及超高清视频产业支撑

服务对象：北京市经信局

项目周期：2021年2月-12月

研究内容：协助组织5G专班会议，协助专班开展

5G行动方案各项工作任务细化、组织落实；协助评估

北京5G产业推进工作；协助细化北京5G应用场景建

设方案，协助推进应用场景建设



第十二届5G网络创新研讨会

会议现场

【主要内容】

研讨了5G创新技术、5G与垂直行业融合的应用案例、面向行业的5G解决方案、6G的定义及

发展方向等议题，切实推动网络技术创新及融合产业协同发展。本届研讨会自2021年4月向业

界发起“5G网络创新研讨会”征文活动以来，共收到论文投稿389篇，内容覆盖5G融合关键

技术、NSA/SA混合组网关键问题分析、业务与应用、安全与运维、终端与测试、6G组网部署

等方面。经大会专家委员会认真筛选，共计88篇论文入选“5G网络创新研讨会(2021)论文集

”。

【重要意义】网络创新研讨会举办12年来，从TD-SCDMA到LTE，从4G再到5G，已经成为移

动通信领域的标杆会议，既是业界朋友们每年齐聚一堂共同创新的舞台、欢聚一堂交流合作的

平台，也是一次技术创新的盛宴、网络创新的盛会。

【媒体效果】C114作为独家支持媒体，共计发布稿件16篇，会议当日直播45.6万余人次。

【时 间】2021年10月13日

【地 点】北京·辰茂南粤苑酒店

【主 题】推动网络演进 促进应用创新

【目 的】面向B5G和5G应用，汇聚通

信产业共同探讨5G技术创新，分享实际

建设经验。

【参与人数】现场150人

工信部 刘郁林

工程院院士 张平

北京电信技术发展产
业协会 杨骅

中电科7所 林创

联通 李福昌

移动 刘光毅

华为 陈丹青

中兴 顾军

中信科 蔡月民

信通院 徐菲论坛现场



第三届5G千兆网产业论坛

【主要内容】论坛邀请政府、运营商、设备商、科研院所、垂直行业等在内产业链专家进行充分

研讨，展示5G网络及应用成果。

【重要意义】加速5G产业健康发展，通过坚定打造5G高质量网络，提升城镇移动网络体验，加

速5G网络和行业的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社会建成。

【媒体效果】论坛直播平台累计在线观看次数33.3万次，观看人数43819，C114通信网百家号

同步推送累计在线观看次数5万人次。

【时 间】2021年9月27日

【地 点】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主 题】千兆网络强国，共促5G融合创

新，加速行业数智化转型

【参与人数】现场150人

论坛现场

工信部 谢存

北京经信局 张金瑞通标协 戴晓慧

工程院院士 邬贺铨

英国院士 王江舟

杭州经信局 钮健 移动 黄宇红

电信 陈运清

联通 魏进武

华为 甘斌



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5G+”创新发展论坛

通标协 闻库 市经信局 王伟 海淀区政协 丁志明 北京电信技术发展产业 工程院院士 张平 中国移动 黄宇红

发布5G-Advanced创新链产业链融合行动计划书 与亚信科技、中兴通讯、华宇软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21年8月3日，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海淀区人民政府主办，北京电信技术发展产业协会 、 中关村泛联

移动通信技术创新应用研究院联合承办的“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5G+’创新发展论坛”在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交易中心成功召开。论坛以“5G赋能数字社会 打造未来新蓝图”为主题，旨在探讨5G创

新技术、融合应用及6G前沿技术，为建设数字新基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



导航通信遥感融合发展论坛

【主要内容】相关科研院所、科研院校和业内知名企业汇聚一堂，国防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

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中国空间技术研

究院、北京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中信科、遥感中心、航天三院、水

利部监测中心、中兴、华为、百度、中科星图等单位/院校，就“通信、导航、遥感”融合技

术典型应用与趋势分析、基于低轨星座的全球导航增强与环境监测、5G车联网与通感融合、

5G定位技术及其部署方案、基于北斗反射信号的形变场高精度遥感技术、5G+云计算赋能下

的遥感智能服务、“北斗+遥感”赋能联合应急指挥控制等问题展开具体讨论。

【重要意义】共同研讨导航、通信、遥感融合的机遇及瓶颈问题，适应未来数字经济需求下的

庞大应用市场。

【时 间】2021年5月27日

【地 点】成都

【主 题】导航通信遥感融合发展赋

能数字社会

【参与人数】现场200余人

会议现场

北京邮电大学 邓中亮北京电信技术发展
产业协会 杨骅

国防科技大学 孙广富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刘朔

武汉大学 姜卫平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时信华



布局前瞻技术研究



下一代信息技术和产业

国际合作的大平台

6G关键技术策源地

产业化的助推器

5G应用重点领域

产业化加速器

6G
应用基础研究

5G
技术产业化
协同攻坚

定位① 定位② 定位③ 定位④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试验田

中关村创新院致力于带动北京市优势创新资源，围绕5G及6G,开展基础理论和共性关键技术攻关、产业路径探索、国

内产业生态和应用生态培育等，建设集科技创新中心、人才培养基地、产业创新平台为一体的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积极

助力北京市打造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基础理论和共性关键技术攻关 产业路径探索 国内产业生态和应用生态培育

以中关村创新院为抓手，推动移动通信前瞻技术发展



中关村创新院工作有序开展

1

2

3

44月29日
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布局未来发展方向

明确机构初期管理、运营机制

2月20日
多次协调中关村、市民政局

中关村创新院正式完成注册

8月3日
首次对外发声

承办全球数字经济大会

5G创新发展论坛

联动产业签订合作协议

10月15日
启动6G重点项目

得到科委大力支持

通过协会的持续努力，中关村泛联移动通信技术创新应用研究院于2021年2月20日正式成立。一年以来，协会

联合各发起单位共同推动业务发展，以6G前瞻技术研发、5G应用产业布局为业务主线，以项目为抓手打造集科

技创新中心、人才培养基地、交叉学科融合产业创新平台等为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



中关村创新院研发与办公环境不断提升，综合实力不断升级

北京电信技术发展产业协会发挥自身产业、人才聚集优势，在建立专家库（现已有50余位签约专家）、

吸纳社会精英等工作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创新院“硬实力”与“软实力”升级。

现场办公环境

第一届理事会 第三次院长办公会

6G样机搭建环境

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领导调研



高速可见光通信关键器件研发与验证项目

无线感知通信一体化原型系统设计与验证项目

在研项目

承担北京市科委课题——6G新型空口技

术试验验证平台研制，该课题已获得市科

委资金支持。

市科委6G项目

2021年高频大带宽信道仿真器开发项目

2021年5G矢量网络分析仪项目

工信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

一年以来，创新院各牵头成立单位积极开展B5G产业攻坚及6G研发战略布局，以6G研发入

手，积极开展研发工作，现已获得工信部、市科委的支持与肯定。

工作
进展

推动各政府部门支持中关村创新院前沿技术研究

2022年创新院重点布局项目
6G领域：分布式MIMO，超高速可见光、数

字孪生网络、光生毫米波通信、物理层AI技术、

智能超表面等

5G领域：工业互联网、绿色5G等



感谢聆听！
 北京电信技术发展产业协会  2021.11

Tele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Industry Alli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