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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 的强大不止于通信
2019 年，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成立了

IMT—2030（6G）推进组，统筹我国 6G 研发

和 技 术 试 验 。 想 了 解 为 何 要 布 局 、发 展

6G，这就要从 6G的特点谈起。

凭借超大带宽超高速率、低时延高可

靠、超大连接的性能，5G 带给人们很好的

通信体验。而在未来，6G 还将有成倍的性

能提升。

比 如 ，在 传 输 速 率 上 ，6G 有 望 实 现

100Gbps（吉比特每秒）以上的传输速率；其

次，6G的时延小于 1毫秒，这对工厂内的机

器协同、远程设备操控等对实时性要求极

高的应用至关重要；连接数上，6G 将支持

更广泛的设备接入，尤其是支持更复杂的

物联网设备、智能终端和人体传感器，帮助

真正实现“万物智联”。

6G 的强大不止于通信。我们可以从

“三个一体”——通感一体、空天一体、通智

一体来理解 6G 的特点。通感一体指 6G 的

通信信号既能传输信息又能感知环境。空

天一体指将空中、地面、地下、水下的通信

资源整合，形成广泛覆盖的通信网络；通智

一体指 6G 可实现通信功能和计算功能的

融合。简而言之，我们期待，未来 6G 不仅

是传统的移动通信网络，还是新一代移动

信息网络。

目前，我国 6G 研发水平总体处于全球

第一梯队。统计显示，截至 2024年 6月，中

国 6G专利申请数量一直保持在全球前列。

看基础前沿探索。在传统通信系统

中，无法同时优化时延、可靠性和数据速率

三大指标，这被称为无线通信领域的“不可

能三角”难题。紫金山实验室提出的“空时

二维信道编码”理论，通过一系列创新，为

破解该难题提供了新思路，支撑 6G超高可

靠、超低时延通信。

看工程技术创新。去年 7月，中国工程

院院士张平成功搭建并正式发布了国际首

个面向 6G通信与智能融合的外场试验网，

在人工智能和通信技术融合方面迈出了重

要一步；中国移动联合中关村泛联移动通

信技术创新应用研究院成功研制基于云原

生的 6G 原型系统，实现单用户速率超过

8Gbps，建成了 10个站点规模的 6G试验网，

可支持 10余项 6G新技术验证。

去年 2 月，我国还发射了全球首颗 6G
架构验证星。该卫星搭载了中国移动星载

基站和核心网设备，其中，“‘星核’验证星”

搭载业界首个采用 6G理念设计、具备在轨

业务能力的星载核心网系统，意味着 6G
“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的星载网络架构的

验证工作正式开启。

增添了感知、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能力的 6G，将解锁更多应用场景，更好

赋能数字化、智能化。例如，通过 6G 网络

为低空无人机提供感知、计算等能力，优化

无人机设计，提升其续航时间。从这方面

看，相比于 5G，6G 带来的不仅仅是网络升

级，更是行业生态的变革。

6G 为何要朝通感算智一体化融合的

方向发展？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实践证

明，应对行业应用中面临的需求差异化、碎

片化等问题，需要多种能力要素的协作。

单靠通信能力，很难真正赋能千行百业的

新场景、新业务、新应用，通信在速率、低时

延、连接性上的优势也难以真正发挥出来。

过去，通信发展首先通过建设基站等

设施，支撑、带动应用发展。根据 6G 移动

信息网络的定位，业界逐渐意识到，6G 的

发展需要实现网络与应用的齐头并进，二

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6G 要在全社会推

广，必须为新场景、新业务、新应用带来价

值。这意味着 6G 发展不能单纯依赖技术

驱动，而应秉持“以场景为牵引、需求为导

向、商业闭环为目标”的理念，在推进 6G标

准制定的进程中，开展业务应用以及新型

终端的培育与探索，实现网络与业务、应用

与终端的协同共进，加速应用落地。

眼下，人工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

业态发展很快，制造业“智造”升级存在诸多

需求和痛点，这些都为 6G发展提供了条件。

努力让 6G匹配产业发展需求，就能推动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双向奔赴”，让我国在新

领域、新赛道上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

以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为例。如果能

够通过搭建 6G网络，提供开放的支撑网络

体系，就可以让企业减少重复基础研发工

作，集中精力发挥自身优势。如果将智能

终端设备的计算功能迁移至附近的 6G 基

站，使得机器人本身无须承载算力芯片，它

的体形将更轻便，续航能力更强，售价更

低，更易普及和推广。

再看 XR（扩展现实）等新型智能终端

应用。6G 网络如果能实现将渲染和计算

任务卸载到网络侧或云端，确保 XR设备实

时性的同时，降低终端设备的计算负担，将

使设备更加轻便、续航能力更强、用户体验

更优。这一探索也有望加速低空经济的成

熟应用，推动其从试点走向规模化部署。

在交通领域，6G 有助于推进全域交通

和智慧城市建设。未来，通过感知周围车辆

和行人的位置，6G技术能够促进车辆、基础

设施和行人之间的无缝连接，从而实现自动

驾驶、智能交通治理等创新应用落地。我国

一些城市正在推进这方面的尝试。

面对 6G 引发的革新，通信行业应保持

开放心态，积极拥抱变化。行业应通过调

整机制体制、战略布局等方式，适应行业发

展趋势，在变化中寻觅新的机遇，打开发展

新空间。

由于通信技术发展阶段不同等原因，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对

6G的认知有一些差异。从技术上看，6G不

应局限于提升网络速率或者降低时延，还

应注重跨领域融合创新的趋势；从目标上

看，6G 应用不局限于某个行业，而要为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全方位的支撑，迈向

全域智能。

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5G部署节奏不

同，对技术的演进路径认识有差异，为 6G技

术产业化带来了挑战。中国 5G部署较早，

实践时间长、商用经验丰富，我们更关心的

是网络如何开源，如何拓展新能力，以及如

何带来新的场景和应用，因而更注重通信、

计算、人工智能、感知、安全等技术的融合创

新。而在欧洲等地，一些运营商的 5G部署

仍处于初期阶段，他们更关心如何降低成

本、提高能效、减少碳排放等问题。这种认

知上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全球 6G标准化的

进程和产业发展路径。全球产业界应加强

沟通，尽早形成技术共识，这对于未来 6G标

准和生态的全球统一意义重大。

6G 落地，标准要先行。在标准制定方

面，我国已经有所布局。今年 3月，工业和

信息化部印发的《2025 年工业和信息化标

准工作要点》明确要求加强新兴产业标准

建设，并提出加快构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标准体系，推进 5G—A、低空信息基础设

施、6G、量子保密通信等标准研究。今年

6G技术标准研究已正式启动，预计 2030年

6G将具备商用能力。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全球标准

化工作仍在积极推进。今年 3月，第三代合

作伙伴计划（3GPP）在韩国仁川举办 6G 标

准研讨会，全球 6G研发正式迈入标准化阶

段。前不久，我国在南京召开了 2025全球

6G 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积极凝聚全球共

识，推动 6G标准制定与产业协同又迈出了

重要一步。

面向未来，应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差

异和分歧，拥抱变化、拥抱未来，相信一定

能在 6G技术标准、产业发展上形成共识和

合力，推动 6G技术早日规模落地。

（作者为中国移动集团首席专家、中关
村泛联移动通信技术创新应用研究院首席
科学家，人民日报记者喻思南采访整理）

一粒创新药，从实验室到病床前，
正在加速跑——

2018年以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累计纳入 149 种创新药；2024 年新纳

入医保目录药品中，超 30%为当年获

批新药；约 80%创新药上市后两年内

能纳入医保……

7月 1日，我国再次为创新药发展

带来政策“及时雨”——国家医保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支持创新

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十六条举

措将为创新药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支持研发，鼓励医药企业“真创
新”——

近年来，我国创新药热潮涌现。

2024年一类创新药获批数量达 48种，

是 2018年的 5倍以上。从治疗组织细

胞肿瘤的芦沃美替尼片，到国产减重

药玛仕度肽注射液……今年仅上半

年，一类创新药获批数量就已接近 40
种。

但同时，一些领域创新药存在同

质化、临床价值不够突出等问题。

对此，新措施亮出妙招：用医保数

据为新药研发“导航”。依托全国统一

的医保信息平台，进行疾病谱、临床用

药需求等数据归集和分析，探索为创

新药研发提供医保数据服务。

“这有助于支持医药企业、科研院

所、医疗机构等合理确定研发方向、布

局研发管线，走差异化创新之路。”国

家医保局医保中心副主任王国栋说。

此外，聚焦重大传染病、儿童用

药、罕见病等重点领域，措施明确将组

织实施创新药物研发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让创新药研发有的放矢。

多元支付，让更多老百姓用得起
——

创新药发挥价值，关键在于老百

姓买得起、用得上。措施特别指出，提

高创新药多元支付能力，鼓励商业健

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将创新药纳入保

障范围，推动企业和个人通过慈善捐

赠等方式，支持困难群众使用创新药。

截至 2025 年 5 月，医保基金对协

议期内谈判药品累计支付 4100亿元，

带动相关药品销售超 6000 亿元。这

一强劲的支付支撑，既为百姓看病用

药提供有力保障，又为创新药企业持

续发展注入“强心剂”。

近年来，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也快速增长，2024 年原

保险保费收入达到 9773亿元，同比增长 8.2%，基本接近居民

医保总体筹资水平。

但与居民医保超过 95%的资金使用率相比，商业健康保

险在保障水平和保障效率上仍有开发空间。这也为更多老

百姓用得起创新药提供了新方案。

“我们将以建立商保创新药目录为切入点，支持商业健

康保险在保障能力上与基本医保进一步衔接和协同，做好保

障合力。”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长黄心宇说。

加速进院，让老百姓用得上——
打通创新药从上市到进院的“最后一公里”，事关患者的用

药可及性。措施要求，推动创新药加快进入定点医药机构。

“我们鼓励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及时召开药事会，根据临

床需求和患者需要，对药品配备进行完善。”王国栋说，医疗

机构不得以用药目录数量、药占比等为由影响创新药配备使

用，医保目录内谈判药品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内药品可不受

“一品两规”限制。

当前，我国正在开展医保支付 DRG/DIP 改革。王国栋

说：“对合理使用医保目录内创新药的病例，不适合按病种标

准支付的，支持医疗机构自主申报特例单议。”

据介绍，在服务国内的同时，中国创新药也在不断走出

去。2024年，中国药企完成海外授权交易超 90笔，总金额超

500亿美元。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

说，我们创新建立了跨境购药便捷服务通道，接下来还将支

持更多有条件的地区发挥区位优势，搭建创新药交易平台。

创新药，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政策支持、科技赋能、多

方合力，正让医药发展更契合百姓需求，让健康中国更有科

技底气。 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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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水平处于全球第一梯队研发水平处于全球第一梯队

中国中国66GG，，迈向全域智能迈向全域智能
□□ 刘光毅刘光毅

网友网友：：看到有报道说看到有报道说，，今年今年 66GG 进进
入入““标准化元年标准化元年”，”，预计预计 20292029 年完成年完成
标 准 制 定标 准 制 定 ，，20302030 年 前 后 实 现 试 商年 前 后 实 现 试 商
用用。。我很好奇我很好奇，，中国目前的中国目前的 66GG 技术技术
发展情况怎样发展情况怎样？？66GG 技术有什么特点技术有什么特点
和挑战和挑战？？未来又将如何赋能其他产未来又将如何赋能其他产
业业？？

编辑编辑：：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对
便捷高效通信的渴求便捷高效通信的渴求，，驱动我们不断驱动我们不断
创新创新。。本期我们邀请到中国移动集本期我们邀请到中国移动集
团首席专家团首席专家、、中关村泛联移动通信技中关村泛联移动通信技
术创新应用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刘光术创新应用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刘光
毅毅，，请他带我们走近请他带我们走近 66GG 技术技术，，展望通展望通
信领域的未来模样信领域的未来模样。。

如何发展 6G 技术

推进 6G 有何挑战

▲ 这是 7月 1日拍摄的青铜峡市邵岗镇益丰

农业供港蔬菜基地（无人机照片）。

▶ 7 月 1 日，工人在位于青铜峡市邵岗镇的

益丰农业供港蔬菜基地采摘蔬菜。

近日，宁夏青铜峡市供港蔬菜迎来丰收季。

在位于青铜峡市邵岗镇的供港蔬菜种植基地里，

采摘工人忙碌在田间地头，采摘西兰苔、芥蓝、菜

心等蔬菜。

近年来，宁夏青铜峡市利用当地光照时间长、

土壤条件好的优势条件，大力发展供港蔬菜产业，

已建成供港蔬菜基地 5.4 万亩，产品畅销广东、深

圳、香港等地。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