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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是半导体元件产品的统称。由于信息系统泛技术最后落脚点都在芯

片技术上，因此芯片技术的提升关乎许多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在我国大

力建设5G网络的形势下，芯片技术的升级也关乎我国5G网络发展。因而，芯片

企业要把握5G通信发展机遇，让芯片技术为5G发展贡献力量

我国17家芯片厂商共同签署《共建5G产业生态倡议书》——

以芯片升级促 5G 发展
本报记者 崔国强

中国移动部署最早、中国联通稍显谨慎、中国电信力求后发制人——

三大运营商5G布局各有特色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鑫

随着 5G网络建设不断提

速，各式各样的新应用新产品

也不断亮相。5G网络不仅带

来了高速率大宽带、低延时高

可靠、低功耗大连接的网络环

境，更有助于传统工业制造业

改造，并使海量的机器通信实

现“万物连接”。可以预见，5G

应用将使网络体验更加优化，

产业发展提速增效。在三大

运营商 2019 年预商用、2020

年正式商用的设想下，5G 网

络的全面应用近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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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就可以买到全球好

商品，这种理想生活在各种海

外购物平台的服务中已经得以

实现。如何在生产和运输环节

保证产品品质？一些电商平台

作出了自己的尝试。

近日，京东推出“全球溯源

检查”体系，溯源检查官对全球

购商品的原料种养殖、生产销

售、运输仓储现场实施随机或突

击检查，确保产品进入中国后品

质始终如一。假如这一服务在

行业内被趋势性推广，无疑将提

升网购的整体产品质量。

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数

据显示，2018 年我国网络购物

用户规模将突破6亿人。如何

让这个数量庞大的消费群体享

受安全的服务、买到优质的商

品，是电商平台在赢得用户、掘

金市场之前必须直面的问题。

尤 其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去 年

12315 系统共登记网购消费投

诉 5421件，网购商品质量问题

引发的投诉共 4561 件，占比

84.13%。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近

日发布的《2018 年（上）中国电

子商务用户体验与投诉监测报

告》显示，今年上半年跨境网购

投诉占电商投诉的比例达7%，

因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投诉和

维权难问题日渐突出。

不难发现，无论线下线上

消费，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永远

是内核。在跨境网购中，货品

从原料采集到生产流通再到消费者手中，究竟经历了怎样一

场漂流？唯有让整个过程得到有效监督，方能回应消费者的

关切与诉求。以京东为代表的全球溯源计划，沿着商品流通

渠道回溯，联手品牌厂家，从源头严苛把控商品品质，有望更

好地保障消费者权益。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区块链等技术手

段加持，解决商品信息不对等不透明问题，已成为溯源检查

一大亮点。这需要将商品的原材料采集、生产、流通、营销过

程的信息整合写入区块链，让用户下单扫码后就可以看到商

品全程流通信息，轻松一览产品的“前世今生”。基于区块链

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等特质，构筑可视、可信的数字经济，继

而保证商品品质，对于消费者、生产供应商、电商而言都是共

赢之举。

电商平台专注于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商品和服务的做

法，值得点赞。但是，电商平台不能一味追求走量，忽略了

走心。在网购规模不断扩大，消费数据飞速增长的同时，消

费质量的升级应该成为标配。毕竟，保证商品质量从来就

不是监管部门的独角戏，辨别商品优劣的重担，也不该让消

费者独自承担。在此过程中，电商平台应该主动抢占更多

“戏份”，守住质量安全关口。不隐身、不做甩手掌柜，与监

管部门和消费者成为利益共同体，打造全链条监管之路，应

成为电商平台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内在追求。期待每个电

商平台都能以保证商品质量为宗旨，让“商品溯源检查”常

态化，让消费者网购更加舒心放心。

“这里的再制造产品质量可媲美新品，价格也很有竞争
力，可以给我们带来更高的利润。”墨西哥 Coisa 公司采购
商托斯卡诺原本打算采购全新的汽车起动机和发电机，但
当他到河北河间市再制造基地考察了两天之后，不禁对再
制造产品的精良品质感叹不已，当即改变了初衷，并签订了
30多万美元的订单。

在河间，像托斯卡诺这样考察后改变主意的客商绝非
个例。截至目前，河间汽车起动机、发电机再制造产品占到
了全国市场份额的 80%以上，年产量达 400 多万台，不仅
畅销国内，而且出口欧美、中东等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
大的汽车发电机、起动机再制造基地。

河间再制造产业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大批年轻人
外出到各地收购汽车旧配件，经过拣选后销售，很多家庭靠此
致富。高度繁荣的二手设备及配件交易市场催生了再制造产
业。但是，随着后来的无序发展，汽车配件翻新和造假问题开
始泛滥。问题曝光后，旧件交易市场作为造假源头被关停，假
冒伪劣产品被收缴、造假窝点被查封，上万从业人员陷入困
境，多年辛苦构建、覆盖全国的旧件回收网络也面临坍塌。

痛定思痛，河间市开启了艰难的产业转型之路，企业开
始通过高水平的换件修复和尺寸修复，生产高质量的再制
造产品，重新打响了品牌。他们不仅建立了总面积达1700
亩的产业园区，还先后与北京科技协作中心、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零部件再制造分会、机械产品再制造国家工程中心等
签订框架协议，共同推进国家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再制造
体验中心、“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工程研究分中心”建设，使得
河间逐步实现了从简单再制造到科技“智造”的飞跃。如
今，这里的再制造产品无论是性能还是质量都不低于新品，
顺应了绿色、循环、低碳的消费理念和国际潮流。

河北长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为了实现从简单再制造到
科技“智造”的转型，不仅聘请天津市汽车工业研究所及中
国内燃机协会多位技术专家成立了试验中心，还引进了生
产和检测设备 210余台套，使产品质量达到了全球顶尖水
平，产品销往欧美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突破了 6
亿元。该公司已成为国家级再制造企业试点单位，参与起
草了汽车发电机、起动机再制造国家标准。

目前，河间市各类再制造企业已有 300 余家，涉及汽
车、采油、地质等多个领域，从业人员达5万余人，共生产十
多个系列、上千个产品，年产值达56亿元。

河北河间市：

再制造转型再“智造”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哈聪杰

“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销售收入达
到 5441亿元，同比增长 24.8%。”在日前
举行的2018中国芯片发展高峰论坛上，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总
裁丁文武表示，作为国家的战略性、基础
性、先导性产业，集成电路产业是国之重
器，但同全球水平相比，我国集成电路产
业还存在较大差距。

芯片是半导体元件产品的统称，是
集成电路的载体。2017 年我国进口集
成 电 路 额 度 达 2601 亿 美 元 ，逆 差 达
1362亿美元，对外依存度高，CPU（中央
处理器）、储存、高端通信、视频芯片每年
进口集成电路额度较大，产业规模和企

业规模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
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

长、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洪伟认
为，攻克芯片产业的关键技术迫在眉
睫。5G 技术发展关乎我国芯片产业发
展质量，由于 5G 技术将会产生海量数
据，给我国芯片产业发展带来了非常大
的挑战。尤其是在5G射频技术方面，无
论是微波还是毫米波，很多通道必须要
高密度集成，由于频率高、天线间距小、
集成空间小，因此研发多通道的毫米波
芯片非常重要。洪伟介绍，东南大学目
前已成立了工作组，对相关系统架构、标
准化、频谱，以及芯片、器件、工艺测量、

封装技术开展攻关。
为了实现技术协作，我国17家芯片

厂商近日共同签署了《共建5G产业生态
倡议书》。《倡议书》指出，5G是全球移动
通信领域新一轮技术竞争焦点，5G将移
动通讯变成了一项通用技术，是引发信息
革命风暴、引领万物互联的强力催化剂。
基于5G技术的各方协作，芯片企业将密
切互动、携手共进，牢牢把握5G通信时代
赋予的重大历史机遇，以使芯片产业为中
国5G通信技术的生态建设贡献力量。

中科院微电子所所长助理陈岚认
为，信息系统泛技术最后的落脚点在于
芯片，物联网是带动芯片发展的创新引

擎，物联网与其他信息技术不一样的方
面体现在时空特性上，因为时空特性带
来计算和存储向终端转移，终端转移以
后嵌入式的高性能和智能是未来物联网
芯片占领市场最核心的竞争点，同时利
用好新型元器件研发创新也将带来芯片
架构的创新，这是我国技术人员需要努
力攻关的科研方向。

在当前的芯片技术攻坚期，国内芯
片企业都在加倍努力。紫光展锐在本次
论坛上正式确立了移动通信芯片品牌

“虎贲”与泛连接芯片品牌“春藤”两大产
品线。紫光展锐首席执行官曾学忠表
示，通过移动通信芯片和泛连接领域芯
片的自主研发及设计，未来这两大产品
线将分别形成产品矩阵，为客户提供更
加完备的产品组合，共同构筑我国在全
球移动通信芯片设计领域和泛连接领域
的低、中、高全线研发与产品能力。

据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王岱辉介绍，通过在2017年成
立中国移动海外的终端联盟，当前已汇
聚生产联盟 49家、销售联盟 62家，联盟
内的芯片厂商与渠道商相互学习和交
流，使国内企业更好了解海外市场和需
求，加快了国内芯片企业进军海外市场
的步伐。

在政策方面，近年来国家政策的支
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包括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推进纲要的出台，以及设立国家
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等。国家发改委
高技术产业司副司长孙伟表示，为推动
芯片产业创新发展，国家发改委将会同
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有关工作。

在日前召开的第三届 5G 创新发展
高峰论坛上，中国5G技术研发试验第三
阶段测试结果发布，我国第三阶段NSA

（非独立组网）测试已全部完成，同时SA
（独立组网）测试也已全面启动。

“5G 不仅要建好，更要用得好。”工
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
表示，要加快推进 5G 产业成熟，有序组
织开展5G技术研发试验和规模试验，着
力打造5G完整产业链。

5G应用不只是快

“给我一个用5G的理由！”这是今年
30岁的吕红桥迈入2018年中国国际信息
通信展览会前的想法。仅仅半小时后，他
便玩得不亦乐乎，大叫“5G快来吧！”

在华为展台，吕红桥戴上虚拟现实
头盔，手持两把手柄，进入了对战游戏场
景。在外人看来，他莫名其妙地左躲右
闪。实际上，在他眼中的虚拟世界，四面
八方的敌人正源源不断地涌来……“没
有 5G 的网络环境，内容不会这么清晰，
动作也不会这么流畅。”华为工作人员顾
嘉介绍说，华为的5G虚拟现实业务已经
把内容放到了云端，用户不需要购买整
套设备就能增加体验的舒适度。

除了游戏，5G 虚拟现实还将在医
疗、教育等领域大展拳脚。这要归功于
5G 的三大特征，即高速率大宽带、低延
时高可靠、低功耗大连接。其中，高速率
大宽带就是大家理解的“快”，对于一台
正在实施的远程医疗手术或是一部在马
路上无人驾驶的汽车来说，低延时高可
靠的网络环境非常重要。

“低功耗大连接，则与老百姓真正息
息相关。正是有了这个属性，海量的机
器通信才会实现‘万物连接’。智能家居
等 4G 难以满足的创新应用才会成为可
能。”众诚智库高级分析师王彬说。

在2018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
上，中国联通展台上观众们正排队体验

“5G沉浸式滑雪”，眼前的屏幕是滑雪道，
站在体验机上的观众握着两侧的长手柄
不时左右倾斜，感觉像真的在滑雪一样。

在中国电信展台，当你手握展台一
侧的手柄转动时，另一侧的机械臂便会
在电路板上按照你的手势精确作业。

尽管在通信展上，5G带来的智慧生
活体验总是人气最高，但王彬认为，未来
5G 最有前景的应用领域应当是智能制
造。因为，当前制造业的主要发展方向是
精益生产、数字化、工作流程以及生产柔
性化，移动运营商可以帮助制造商和物流
中心实现智能制造转型。5G网络切片和
MEC（移动边缘计算）使移动运营商能够
提供各种增值服务，利用远程控制中心和
数据流管理工具来管理大量设备。

三大场景同步落地

正如华为中国地区总裁鲁勇所言，
发展 5G 要注重产业引领，加快 5G 与垂
直产业的融合发展，不要坐等5G成熟。

从5G的细分行业来看，“车联网、物
联网以及以虚拟现实设备和智能手机为
代表的智能终端，将是5G发展的最主要
三大应用场景。”赛迪顾问信息通信产业
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李朕说。

目前，与5G最为密切相关的当属物
联网领域，5G是物联网发展必不可少的
通信技术。5G 技术具有广覆盖以及开
放架构特点，能够改变传统意义上的网
络连接，催生出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
之间的“万物互联”状态。

王彬认为，从物联网的应用层面看，
目前的 4G 技术满足不了多点接入，速
率和抗干扰性也无法与 5G 相比。可以
说，没有5G，物联网举步维艰。

目前来看，物联网产业正处于持续增

长阶段，国内各大运营商积极布局物联
网，建立物联网研究和测试平台。赛迪顾
问预计 2020 年—2025 年，5G 直接拉动
的物联网连接将累计达到124.5亿元。

“5G 技术具有高速率、低时延的特
点，为智能网联汽车提供了有利的基
础。5G 的这些相关技术能推动自动驾
驶、V2V（虚拟化迁移技术）以及 ADAS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等相应技术的升级
换代。车联网技术将在未来日趋成熟并
普及，市场份额不断增加，产业前景更加
乐观。”李朕预计，2020年—2025年，5G
直接拉动的智能网联汽车数量将达到
1.3亿辆。

同样，5G 所具有的低延时特点，能
够有效提高虚拟现实体验，让用户得到
更好的视听享受。目前，虚拟现实设备
制造技术不断升级换代，更加符合消费
者需求的设备层出不穷。

据统计，2017 年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头戴设备出货量为 163.8 万台，同比
增长了 98.3%。赛迪顾问预测，2021 年
头戴设备出货量将破千万台，2025年出
货量将逼近 2350 万台，其中 5G 直接拉
动的设备出货量超过 750 万台，硬件产
值空间巨大。预计 2020 年—2025 年，
5G直接拉动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设备
出货量将共计达到2356.2万台。

“作为移动通信技术最主要的载体，
5G 智能手机必将是未来的趋势。”李朕
表示，预计 2020 年 5G 手机渗透率将达
到 2%，2022 年 5G 手机渗透率将达到
30%，2024 年渗透率将达到 75%，5G 手
机出货量累计将达到3.25亿台。

产业步入快进期

李朕认为，随着5G第一版本的标准
完成制订，业内对5G市场规模以及细分
领域的预测更为乐观，5G将快速发展并

达到顶峰。
王彬表示，我国5G产业已进入了快

速推进阶段，形成了“三大运营商基本完
成布局、主设备具备较大领先优势、终端
厂商技术基本持平”的发展态势。预计
将在 2035 年实现 9840 亿美元产值，带
来950万个工作岗位。

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已完成 5G 关
键技术试验（第一阶段）、5G技术方案验
证（第二阶段），并正式启动第三阶段5G
系统验证测试。

据王彬介绍，其中 2016年 1月份启
动的第一阶段关键技术验证测试取得的
成果主要在无线技术方面，具体包括大
规模天线、新型多址、新型多载波、先进
编码、超密集组网、高频段通信等关键技
术测试。第二阶段测试始于 2016 年 9
月，该阶段重点对5G新空口技术方案开
展实验室和外场性能功能及射频测试，
网络技术方面验证了服务化架构、5G主
要业务流程及关键点。

第三阶段将遵循 5G 统一的国际标
准，并基于面向商用的硬件平台，重点开
展预商用设备的单站组网性能，以及相
关互联互通测试。目前，运营商已与电
信设备企业联手在部分城市陆续展开面
向不同应用场景的规模外场测试。

当前，中国三大运营商已在北京、上
海、杭州、深圳、广州等20个首批试点城
市完成了 5G 技术相关的内场和外场测
试。5G完整组网标准的确立，标志着5G
技术已经可以进行产业规划阶段。

“三大运营商在5G布局方面有着各
自的节奏。其中，中国移动 5G 部署最
早，中国联通 5G 部署稍显谨慎，中国电
信5G布局则力求后发制人。”李朕认为，
在国家大力推动5G发展的政策下，三大
运营商在走向 5G 商用的道路上不会相
差太远，在时间线上相对比较一致，即都
是在2019年预商用，2020年正式商用。

据了解，中国移动选择在杭州、上
海、广州、苏州和武汉 5 个城市开展 5G
外场测试，每个城市将建设超过 100 个
5G 基站，还将在北京、成都、深圳等 12
个城市开展 5G 业务和应用示范。中国
电信在 2017年启动 6个城市 5G创新示
范网的基础上，2018年试验规模将继续
扩大到 17 个城市。中国联通则在全国
16个主要城市开展5G试点试验。

李朕分析说，三大运营商的区域部
署各有侧重也有重合。中国移动选取了
东南沿海地区的部分城市作为 5G 技术
的先发试验城市；中国联通主要选取环
北京地区以及少数长三角城市作为首批
5G试验城市；中国电信首批 6个城市的
选择则比较分散，分布在东部沿海和中
西部省份，没有形成城市集群。

但是，三大运营商全部选择了上海
作为其首批 5G 试点城市，由此可以推
断，上海将成为 5G 关键技术的“战略要
塞”。同时，以北京、雄安为代表的环北
京地区，以上海、苏州和杭州为代表的长
三角地区以及以广州、深圳和珠海为代
表的珠三角地区，由于 5G 基础较为完
善，将成为三大运营商的重点布局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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