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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 ，国 际 知 名 专 利 检 索 公 司
QUESTEL 发布《芯片行业专利分析及专
利组合质量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中国
近 10 年芯片专利增长惊人，已成为芯片专
利申请第一大国。在中国芯片专利申请前
30 位的企业中，中兴通讯以 1551 件居首；
在全球芯片专利前 30 位专利权人中，中兴
通讯居第 23 位。在高端路由器芯片领域，
中兴通讯已实现软件和核心芯片全面自主
研发，成为全球范围量产高端路由器芯片
的极少数企业之一，大幅提升了中国企业
在该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同时，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在
日内瓦总部发布的最新公报，中兴通讯以
2155 件专利总量位居 2015 年全球企业专
利申请第三位，也是中国唯一连续６年获
此殊荣的企业。

在创新和专利储备上，中兴通讯究竟
有怎样的布局和思路？中兴又是怎样克服
困难，不断实现创新质和量的突破的？

打造顶尖“中国芯”

通过立足渠道、拓展终端，布局大

数据、云、物联网和可穿戴市场，中兴

通讯已建立起全方位芯片竞争优势。

随着集成电路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5 年 11 月，公司旗下中兴微电子获

得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 24 亿元增

资，今年将在手机芯片、物联网芯片等

领域继续发力

统计显示，在芯片的专利技术和使用度
量方面，中兴通讯专利组合普遍性指数高于
平均值，中兴通讯技术对于其它行业的应用
具有相关性和广泛性。随着中兴通讯万物
移动互联战略启动，其芯片领域布局将进
一步强化。通过立足渠道、拓展终端，布局
大数据、云、物联网和可穿戴市场，中兴通
讯已建立起全方位的芯片竞争优势。

中兴通讯成立芯片设计部至今刚好
20 年，这也是其旗下中兴微电子有限公司
的前身。目前，该公司拥有芯片研发人员
2000 人，2014 年，芯片营业收入达到 30.6
亿元，2015 年跻身国内微电子行业前三
强。通过长期积累，中兴微电子移动终端
芯片突破国际市场壁垒，现已布局研发低
功耗广域物联网芯片，拓展应用需求。

众所周知，集成电路行业的技术门槛
很高，任何企业要想赢得一席之地，必须
有长时间、高强度的研发投入，逐步积累
起自身的底蕴。中兴微电子将每年营收
的 30%投入研发，积累了一大批经验丰富
的集成电路设计专家以及业界前沿的设
计技术和高质量的技术专利。截至目前，
中兴微电子共申请集成电路设计专利超

过 2000 件，其中 PCT（Patent Coopera-
tion Treaty，专利合作协定）国际专利超
过 600件。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长期的高强度投
入下，中兴微电子完全掌握了大规模深亚
微米级数字集成电路设计、模拟和数模混
合集成电路设计技术，主流发货产品工艺
为 28 纳米，核心芯片研发已突破 16 或 14
纳米先进制程。在通讯系统芯片领域，从
光传输、承载、有线固网、固网终端到无线
基带、中频、射频等，中兴微电子已有众多
芯片投入商用，成为全球范围内少数可提
供全面系统芯片解决方案的厂商之一。在
高端路由器领域，中兴微电子实现了软件
和核心芯片全面自主研发；在无线基站芯
片方面，可提供多制式、多频段的创新融合
方 案 ；在 固 网 ONU（Optical Network
Unit， 光网络单元）终端芯片方面，中兴
微电子大幅提升了国产替代率，销售规模
跻身全球前三。

中兴微电子副总经理刘新阳告诉《经
济日报》记者，在终端芯片上，中兴微电子
在 LTE 技术上实现了从研发到生产，再到
批量供货，在 TD-LTE（分时长期演进）多
模 技 术 上 积 累 了 大 量 核 心 专 利 ，完 成
LTE-A 技 术 演 进 并 实 现 了 五 模 商 用 。
2014 年起，中兴微电子 4G 多模芯片正式
开始从中兴内部走向前台，不仅为中兴内
部提供自研终端芯片，同时也向外部客户
提供 4G 多模芯片解决方案，成功跻身巴
西、印尼、印度、俄罗斯等国际市场，客户
和销量增长迅速。

“随着集成电路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5 年 11 月，中兴微电子获得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基金 24 亿元增资，中兴微电子的知
识产权价值得到了市场的认可。2016 年，
中兴微电子将进一步在手机芯片、物联网
芯片等领域发力，创造更多技术专利。”刘
新阳说。

勇当5G技术先锋

在 5G 领域，中兴通讯通过提前布

局，刻苦攻关，形成了完整的技术架

构，目前已获得近千件 5G 相关专利，

涉及标准的 LTE（长期演进）基本专利

超过 800 余件，全球占比 13%。正如今

年刚刚上任的董事长赵先明所言：“技

术创新不是可有可无，不是锦上添花，

而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在世界通讯业界，有中国企业“1G时代
看着跑，2G 时代跟着跑，3G 时代齐步跑，
4G 时代领先跑”的说法，这句话正是中兴
通讯等中国通讯企业辛勤耕耘与自豪喜悦
交织的历史缩影。而创新和专利正成为
国内通讯企业的“护身符”。正如今年刚
刚上任的董事长赵先明所言：“技术创新
不是可有可无，不是锦上添花，而是生死

攸关的大事。”
在 4 月 18 日举行

的 5G 技术与测试研
讨会上，中兴通讯无
线总工程师朱伏生表
示，中国计划在 2020
年 正 式 商 用 5G。“ 在
5G 领域，中兴通讯在

中国、美国、印度、瑞典等地的 14 个研究所
组成了 800 多位专家的豪华阵容，仅 2015
年就投入 2 亿元专项资金，用于 5G 领域的
研究和开发。我们有完整的技术架构，还
有很多专利作为支撑，目前公司已获得近
千件 5G 相关专利，中兴通讯涉及标准的
LTE（长期演进）基本专利超过 800 余件，
全球占比 13%。”朱伏生如数家珍。

中兴通讯首席科学家向际鹰介绍说，
中兴在 5G 领域之所以有近千件专利，很
大程度上源于已经能够自主提出完整的
多址技术、多址架构。

“我们提出了两个多址技术，一个是
MUSA，即 多 用 户 共 享 接 入 ；另 一 个 是
FB-OFDM，即基于正交频分复用波形技
术。MUSA 技术有两大优势。第一，它特
别适合物联网，MUSA 技术可以把 3G 码分
技术和 4GOFDM 做结合，能够大幅提高小
数据量的物联终端连接数，尤其是当数据
量比较小的时候，MUSA 技术可以使连接
数成 10 倍地提升。此外，MUSA 同时适用
于物联网和高速移动数据，能够解决当下
非常令人头痛的‘远近效应’，大幅度改善
边缘用户的感受。”向际鹰说。

据向际鹰介绍，OFDM 有一个严重问
题，即会干扰别的系统，但 OFDM 自己不会
干扰自己。“这个特别不适合那些小带宽、
零散频谱，因为这些频谱本来就少，如果有
保护带，基本上可用的频谱就没了，因此
中兴提出基于滤波的 OFDM 技术，通过子
带滤波，大幅度抑制对异系统的干扰。同
时，这也适合零星频点小带宽的应用。”向
际鹰说。

据了解，3G、4G 的通讯频点都比较低，
基本在 2.6 吉赫以下或 5 吉赫以下，但是 5G
技术需要更高的频段。目前，中兴通讯已
研制出多天线一体化的 5G 高频原型机。
新型 5G 高频原型机具有高频化、超带宽、
紧凑化等特点，多输入多输出峰值速率可
达 10 千兆以上，能够支持先进的波束赋形
功能。另据了解，中兴通讯研发的智能波
束跟踪技术可以实现灵活的 3D 波束赋形，
实现完美的 3D覆盖。

在 5G 关键技术研究方面，中兴通讯全
面布局，研究涵盖网络架构设计、多天线技
术、高频通讯、物联网融合等多个方面。在
MUSA 多址接入方面，已形成独特的标签
技术，在多天线技术、高频通讯等 5G 重要
领域，分别有 200余件专利。

向际鹰认为，5G 距离商用还有很长时
间，这期间需要 Pre 5G 过度。中兴在全
方位参与 5G 标准化的同时，将部分 5G 关
键技术应用到 4G 的 LTE 网络，以解决运营
商近几年的流量压力。2016 年，中兴通讯
将至少在 10个国家和地区内实现 Pre 5G
技术的商用，其中包括国内以及亚洲和欧
洲的一些国家。在今年 7 月之前，中兴还将
在国内所有省份完成外场测试工作。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在中兴通讯科研人员刻苦攻关下，中兴 5G
和 Pre 5G 技术取得丰硕成果。2015 年 3
月，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移动通信网大
会上，中兴通讯被德国电信列入首批 5G 创
新实验室合作伙伴名单。在 2016 年世界
移 动 通 信 大 会 上 ，中 兴 通 讯 凭 借 Pre5G
Massive MIMO 基站荣获全球移动大奖

“最佳移动技术突破奖”及“CTO（首席技术
官）选择奖”。中兴通讯现场展示了全球首
个 prepre55G Massive MIMOG Massive MIMO 一体化商用一体化商用

基站基站，，并进行业务演示并进行业务演示，，使用现有使用现有 44GG 商用商用
终端终端，，基于基于 44GG 单载波采用单载波采用 128128 天线将系统天线将系统
容量提升容量提升 44倍至倍至 66倍倍，，在业界引起轰动在业界引起轰动。。

智慧城市攻难关

作为全球范围内智慧城市建设的

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中兴通讯智慧

城市项目已经遍布全球 40 个国家，主

导参与了 140 多个城市的智慧城市建

设。目前，中兴通讯拥有智慧城市相

关的专利储备超过 1500 件，包括智能

医疗、智能城市、云存储、大数据等关

键技术领域

谈及智慧城市建设，如何实现电信网、
广播电视网、互联网融合是很多运营商的
技术难题。在这方面，中兴通讯融合 CDN

（内容分发网络）产品“文件内容分发方法、
装置及系统”专利，在 2015 年获得中国专
利优秀奖。中兴通讯公司融合 CDN 产品
具有网页、视频、游戏、应用等全业务加速
能力，同时可针对政企客户提供系统能力
精细化管理和出租。中兴通讯融合 CDN
解决方案以 CDN 资源智能弹性分配、智能
调度、智能监控、智能决策为基石，同时实
现了标准化和模块化，便于快速互联互通，
降低客户建设和运营成本。

统计显示，作为全球范围内智慧城市
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中兴通讯智
慧城市项目已经遍布全球 40 个国家，主导
参与了 140 多个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目
前，中兴通讯拥有智慧城市相关的专利储
备超过 1500 件，包括智能医疗、智能城市、
云存储、大数据等关键技术领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5 年，中兴通讯
携手江苏电信部署融合 CDN，顺利完成现
网视频业务 CDN 的互联网化改造，实现了
江苏电信互联网化转型，成为全球第一个全
业务承载的融合 CDN试商用网络。江苏电
信通过部署融合 CDN，实现了对现网 1000
多万宽带用户互联网业务的提速，帮助运营
商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快速形成了互联网
化运营商的差异化优势，全力打造一个新型
的江苏电信。

此外，中兴通讯跨界整合，创新提出了
“IPTV + OTT + Cache 融 合 CDN 解 决 方
案”(交互式网络电视+基于开放互联网的
视频服务+快速缓冲储存)，极大地增强了
电信运营商三网融合后的综合竞争力和
差异化优势，并推动了产业链各方的共同
发展。据向际鹰介绍，中兴通讯融合 CDN
解决方案在江苏电信市场的成功试商用，
不仅支持现网 600 万视频用户，同时也支
持近千万互联网宽带用户的服务加速。
由于大胆采用革新技术全面加速视频分
发速率，例如融合 CACHE、视频加速等，
有效降低了运营商的资本性支出。

凭借多年的全球化专利管理能力及对
国际知识产权竞争规则的熟练运用，中兴
通讯从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8 月，连续
赢得 4 起 337 调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根
据美国《1930 年关税法》第 337 节及相关修
正案进行的调查，禁止一切不公平竞争行
为或向美国出口产品中的任何不公平贸易
行为）终裁胜诉，确保了公司在美国市场的
正常经营。中兴通讯也成为唯一获得 337
调查四连胜的中国企业。

中兴通讯决策层认为，在全球化竞争
中，创新是不竭动力，知识产权的积累既是
创新的集中体现，也是企业扬帆出海的“护
身符”。“随着知识经济及全球化的发展，知
识产权风险控制能力将逐步成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基础能力之一。中兴通讯将进一
步增强在高新技术领域的专利积累和应
用，为增强中国通讯企业国际话语权、竞争
力献上自己的最大努力。”赵先明说。

中兴通讯：

用创新赢得国际话语权
本报记者 崔国强

“积极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5G）和超

宽带关键技术研究，启动 5G 商用”已经列

入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成为未来中国

通信业发展的国家战略。为实现这个目

标，中国通信企业正在以持续创新、开放创

新的行动，布局未来的网络架构和技术体

系，中兴通讯就是其中之一。

在不久前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

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方面，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最关键最核心的技

术要立足自主创新、自立自强。市场换不

来核心技术，有钱也买不来核心技术，必须

靠自己研发、自己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强

调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搞研发，一定要

坚持开放创新，只有跟高手过招才知道差

距，不能夜郎自大。对于这些话，以创新为

生命之源的中国通信企业感触最深。

在今年刚刚上任的中兴通讯董事长赵

先明博士看来，“宽带化”与“泛在化”的万

物移动互联时代已经到来。为此，中兴通

讯将集中资源，在重点技术方向寻求突破，

形成全球领先，特别是在 5G、物联网、信息

化应用等新方向上加大投入力度。显然，

5G 及 5G 的广泛应用正是中兴通讯和其他

中国通信企业新一轮创新的目标。

从 2G 到 5G，中国通信企业从跟跑到

领跑，靠的就是持续创新。自主研发让“中

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而开放式创新

更让以中兴通讯为代表的中国通信企业在

国际市场中与高手过招，跨越了更高的技

术门槛。在海外，中兴通讯以开放的姿态

与国外客户和研发机构共同开发，以市场

为导向进行有针对性的全球技术布局。从

他们遍布全球的研发中心就可以看出，中

兴通讯已经把创新研发的触角伸向全球。

也正因此，年轻的中国通信企业才能在世

界通信市场与发达国家老牌通信企业同台

竞技，并技高一筹。

创新，不仅仅在于技术，中兴通讯已经

着眼于基于未来技术的应用。尽管 5Ｇ仍

有许多技术难题需要破解，但中兴通讯已

经开始加大谋篇布局的力度。在 5G 技术

研发上，中兴通讯获得了多项专利，依靠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在未来的 5G 时

代赢得了更大的话语权。同时，中兴通讯

还确立了万物移动互联的发展战略，进行

更广泛深入的全新业务布局，抢占 5G 技术

应用的制高点。从中可以看出，中兴通讯

的持续创新不仅仅是每年递增的研发投

入，而是每一步都在夯实企业长远发展的

基石，彰显着长跑者的竞争力。

如果说创新让中国通信企业在全世

界确立了品牌和市场地位，能够在全球市

场中畅游，那么，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则让

企业创新找到了保护伞。中兴通信在全

球化的进程中也遇到不少难题与障碍，真

正让企业在各种博弈中占据主动的就是

企业创新的专利技术。

事实上，中兴通讯的创新基因不仅体

现在技术方面，更体现在企业经营的方方

面面，包括不断创新的企业发展理念、新的

组织架构以及新的战略探索。在移动通信

迅速发展的今天，中兴通讯提出了面向未

来的 M-ICT（万物移动互联）战略，契合了

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向，必将吸引更多相关

产业的关注与加盟。

创新是中兴通讯的生命力，也是推进

企业全球化进程的不竭动力。可以想见，

有长远发展目标的中兴通讯将继续占领产

业前沿。

持续创新持续创新

布局未来布局未来
徐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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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为图④为 20201616 世 界世 界

移动通信大会上移动通信大会上，，中兴中兴

AXONAXON 天机展台天机展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崔国强崔国强摄摄

图 ⑤ 为 中 兴 通 讯图 ⑤ 为 中 兴 通 讯

PrePre 55GG 大规模多输入大规模多输入

多输出技术展台多输出技术展台。。该技该技

术获术获““最佳移动技术突最佳移动技术突

破奖破奖”。”。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崔国强崔国强摄摄

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图①图① 中兴领导与中兴领导与 NBANBA

中国互赠礼品中国互赠礼品。。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②图② 中兴通讯提出中兴通讯提出““大大

宽带宽带””理念理念。。大宽带具有极速大宽带具有极速

管道管道、、简智网络简智网络、、按需部署特按需部署特

点点，，能够满足和支撑运营商在能够满足和支撑运营商在

大数据时代的宽带运营大数据时代的宽带运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崔国强崔国强摄摄

图③图③ 美国前总统美国前总统

卡特访问中兴通讯卡特访问中兴通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