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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移动通信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爆发式增长，已成为连接人类社会的

基础信息网络。移动通信的发展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

发展、提升社会信息化水平的重要引擎。随着4G进入规模商用阶段，面向2020年及未来的第

五代移动通信（5G）已成为全球研发热点。5G是面向2020年以后移动通信需求而发展的新一

代移动通信系统。根据移动通信的发展规律，5G将具有超高的频谱利用率和能效，在传输速

率和资源利用率等方面较4G移动通信提高一个量级或更高，其无线覆盖性能、传输时延、系

统安全和用户体验也将得到显著的提高。5G移动通信将与其他无线移动通信技术密切结合，

构成新一代无所不在的移动信息网络，满足未来10年移动互联网流量增加1000倍的发展需求

。5G移动通信系统的应用领域也将进一步扩展，对海量传感设备及机器与机器（M2M）通信

的支撑能力将成为系统设计的重要指标之一。  

      预计 2010 年到 2020 年全球移动数据流量增长将超过 200 倍，2010 年到 2030 年将增长近 2 

万倍；中国的移动数据流量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预计 2010 年到 2020 年将增长300 倍以上

，2010 年到 2030 年将增长超 4 万倍。发达城市及热点地区的移动数据流量增速更快，2010 年

到 2020 年上 海的增长率可达 600 倍，北京热点区域的增长率可达 1000 倍。到 2020 年，全球

移动终端（不含物联网设备）数量将超过 100 亿，其中中国将超过 20 亿。全球物联网设备连

接数也将快速增长，2020 年将接近全球人口规模达到 70 亿，其中中国将接近 15 亿。到 2030 

年，全球物联网设备连接数将接近 1 千亿，其中中国超过 200 亿。在各类终端中， 智能手机

对流量贡献最大，物联网终端数量虽大但流量占比较低。

 2010-2030 年全球和中国移动数据流量增长趋势

 2010-2030 年全球和中国移动终端及物联网连接数增长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5G行业深度调研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共十三

章。首先介绍了5G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5G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5G

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5G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5G

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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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5G相关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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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5G介绍

目前包括 ITU、IEEE、3GPP 国际组织积极推进 5G 标准落地，预计最快在 2018 年可以看到

5G 标准雏形，2020 年 5G 标准将落地。1）ITU 于 2015 年启动 5G 国际标准制定的准备 工作，

首先开展 5G 技术性能需求和评估方法研究，明确候选技术的具体性能需求和评估指标，形成

提交模板；2017 年 ITU-R 发出征集 IMT-2020 技术方案的正式通知及邀请函，并启动 5G 候选

技术征集；2018 年底启动 SG 技术评估及 标准化；计划在 2020 年底形成商用能力。2）作为

IEEE 3G/4G 准的制定机构，IEEE 802 标准委员会结合自身优势， 积极推进下一代无线局域网

标准（IEEE 802.11ax）研制，并希望将其整合至 5G 技术体系 。3）从 2015 年初开始， 3GPP 

已启动 5G 相关议题讨论，初步确定了 5G 工作时间表。3GPP 5G 研究预计将包含 3 个版本

：R14、R15、R16。 R14 主要开展 5G 系统框架和关键技术研究；R15 作为第一个版本的 5G 标

准，满足部分 5G 需求，例如 5G 增强移动 宽带业务的标准；R16 完成全部标准化工作，于

2020 年初向 ITU 提交候选方案。

 5G 标准推进情况

 

1.2.1　行业定义

1.2.2　研发历程

1.2.3　关键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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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颠覆传统移 动通信业务模式，为用户提供前所未有的使用体验，深刻影响着人们

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向 2020 年及未来，移 动互联网将推动人类社会信息交互方式的进一

步升级，为用户提供增强现实、虚拟现实、超高清(3D)视频、移动云等 更加身临其境的极致

业务体验。移动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将带来未来移动流量超千倍增长，推动移动通信技术和

产业 的新 一轮变革。 物联网扩展了移动通信的服务范围，从人与人通信延伸到物与物、人与

物智能互联，使移动通信技 术渗透至更加广阔的行业 和领域。面向 2020 年及未来，移动医



疗、车联网、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环境监测等将会 推动物联网应用爆发式增长，数以千亿

的设备将接入网络，实现真正的&ldquo;万物互联&rdquo;，并缔造出规模空前的新兴产业， 

为移动通信带来无限生机。同时，海量的设备连接和多样化的物联网业务也会给移动通信带

来新的技术挑战。

 5G应用场景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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