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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赋能对我国经济均衡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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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5G 赋能是我国新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线。通过信息技术的前沿成果与传统产业的“嫁接”，

5G 赋能提升了我国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并降低了其运营成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我国高质量发展

的“总枢纽”和持续动力，正在改变国民经济的整个面貌。5G 赋能有助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

瓶颈问题，提升经济发展后劲，形成长波效应，在保障我国经济长期均衡和实现高质量发展两个方面

具有显著的战略价值。目前我国 5G 赋能处于起步阶段，将 5G 赋能上升为国家战略展开研究，通过加

强顶层设计、提升 5G 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和加快推进“千行百业 +5G”等战略措施，有助于充分释放

5G 赋能的红利，实现稳增长的战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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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Value of 5G Empowerment to China’s Economic Balanc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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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5G empowerment is the main lin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Through the “grafting” of 
the cutting-edge achievemen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5G empowerment has improved 
the technical level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n China and reduced their operating costs. It has strong vitality, as 
the “general hub” and continuous power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it is changing the whole fac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5G empowerment helps to solve the“bottleneck problem”of resources in China, s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can enhanc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m a long wave effect, and it has significant 
strategic value in ensuring long-term economic balance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t present, 
5G empowerment in China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it needs to be upgraded into a national strategy. Through 
strengthening top-level design, improving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5G technology and accelerating the strategic 
measures of “one thousand lines and one hundred industries + 5G”, the dividend of 5G empowerment will be 
fully released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 of stable growth.
Keywords：5G empowerment；economic balance；high-quality development；strateg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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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赋能是通过优先发展信息技术，将信息技

术“嫁接”到传统行业，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全领

域、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我国实体经济规模庞大，

制造业规模居世界第一，5G 对实体经济的赋能，

既能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又能将实体经济“点

石成金”；既能使国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又

能稳定经济增长，其战略价值不可低估。我国的

5G 技术处于全球领先水平，要让经济发展处于更

为积极主动的地位，5G 赋能是必由之路。2019 年

10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

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

术和产业创新发展。”[1] 区块链作为 5G 技术的重

要应用领域，目前已经获得广泛关注，5G 赋能的

战略价值在各个领域正逐步凸显。

一 5G 赋能的理论分析及传导机制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th generation wireless 

systems）是最新一代蜂窝移动通信技术，是 2G、

3G、4G 系统的自然延伸。移动通信技术具有每十

年提升一代的客观规律。5G 具有数据速率快、延

迟少、耗能小、成本低廉、系统容量大、设备连

接规模大等特点，既能给手机提供多种多样的服

务，还能为家庭、办公网络提供服务，能与有线

网络竞争。5G 赋能是指 5G 技术优势与被服务行

业或企业结合后，对被服务行业运行质量和盈利

能力进行提升。5G 赋能呈现出的“5G+ 千行百业”

特点，已经成为显著的时代特征。

（一）5G 赋能的理论依据

5G 作为一项技术，能否给经济和社会带来显

著变化，需要以其产生的效用为依据。从理论分析，

5G 技术与实体经济结合，必然带来实体经济的显

著变化，这是 5G 赋能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作用的

内在原因。我们可以构建对比分析表（见表 1），

以分析 5G 赋能的竞争优势。

表 1 5G 赋能前后企业竞争力比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对比因素

时间成本

运行效率成本

人力资源成本

空间距离成本

单位产值成本

总体评价

行业利润率
标准比较

类比拟案例
（一）

类比拟案例
（二）

A 方案

时间成本大幅下降

运行效率大幅提升

大幅节省

通过远距离操作，
可降低空间距离
带来的成本

大幅下降

成本低、效益高

5G 赋能的行业
利润率高于社会
平均利润率

征信系统改善后
银行收益大幅上升

电商相对于连锁店
收益大幅上升

B 方案

时间成本比较高

运行效率比较高

需求较大

空间距离导致产业
布局成本较大

比较高

成本高、效益低

2018 年我国国有
企业平均营业
利润率为 4.2%[5]

征信系统改善前
银行收益低

连锁店对于电商
缺乏竞争力

比较结果

以基于 5G 的飞机制造工厂装配工艺为例，原来需要 3 个工人同时工作，而
现在仅需 1 个工人，装配时间大幅缩短，且装配准确性也会进一步提高，同
时整个装配过程会通过视频自动记录在云端，方便后续查验 [2]

根据 Fraunhofer IPT 测算，通过引入 5G 与物联网技术实现自动化后，传统
叶盘返工率可降低 10%，相当于减少了单位产品的加工时间，提高了工厂运
行效率；如换算成机器成本，单叶盘成本可降低 3600 欧元，全球叶盘产量
一年约 10 万片，这就意味着，通过 5G 技术实现实时监控，一年可节省 3.6
亿欧元的成本 [3]

以港口业务为例，通过 5G 无线网络的连接与控制，提升了操作的灵活性和
可靠性，节省了 70% 的人力资源，改善了工人的作业环境，效率显著提高 [4]

以智慧医疗为例，北京积水潭医院利用 5G 技术，同时为山东烟台山医院和
浙江嘉兴市二院的两位脊椎骨折患者，进行了三维定位脊椎螺钉固定手术，
共打入 12 颗螺钉，在机器人的辅助下，定位准确无误

以 5G 全连接工厂为例，通过实时管控工厂生产状态，不断消除工厂运营中
的各种浪费，实现工厂生产高度精益化；相比于传统生产，全连接工厂设备
利用率将达到 80% 以上，生产周期将降低 70%，工装利用率将提升 50%，
刀具寿命将延长 20%，工厂单位产值综合成本将降低 50% 以上 [4]

在全球经济运行偏紧的背景下，由于市场扩张比较缓慢，竞争主要来自降低
成本，可以得出结论，A 方案比 B 方案具有显著优势

2018 年，我国国有企业利润率处于 4.2% 的微利状态，考虑国有经济的规模
优势且主要是分布在垄断行业，一般竞争性企业利润率更低；若出现 5G 赋
能与非 5G 赋能的比较，则 5G 赋能行业的收益将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而
非 5G 赋能行业的利润率将处于 0 或亏损状态

清华课题组测算，2012 年征信系统改善的消费贷款质量达到了 4986 亿元人
民币，为银行带来的收益达到了 801.6 亿元人民币，拉动 GDP 增长率高达
0.33%[6]

近几年来，电商相对于传统商业模式形成了巨大优势。2019 年 11 月 1 日阿里
巴巴公布财务报表，显示公司 2019 财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 725.40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262.1%；营业收入为 1190.1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9.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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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一：全社会的原有实体经济分为 A、B 两

种运行方式，其中 A 是以 5G 赋能方式运行，B 以

传统方式运行。

假定二：市场环境全部相同，任何其他要素不

发生变化。

假定三：实体经济运行的目标是唯一的，即利

润最大化。

企业利润计算的结果是效益（利润），利润 =
收入 - 成本。根据假定二，由于市场环境不发生

变化，仅仅考虑 5G 赋能与否这一因素，因此变动

的因素只有成本一项，市场规模并不变化。实体

经济的效益随成本的变化而变化。5G 赋能导致成

本变化的因素较多，主要是时间成本、财务成本、

经营费用等，其最终都要反映在企业运营成本上。

例如，某些行业 5G 赋能后，由于信息传输速度快、

网络稳定，必然能够折算为运行成本的下降，从

而提升企业效益和竞争力。根据以上分析，我们

设计出 5G 赋能价值表（见表 1），系统分析 5G
赋能的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在目前市场规模

约束的背景下，5G 赋能将极大提升实体经济的竞

争力。率先实施 5G 赋能的产业或企业与未实施

5G 赋能的产业或企业相比，将类似于电商和传统

商业模式的比较，5G 赋能者能获得良好的发展空

间，而未实施 5G 赋能者将可能在新一轮竞争中被

淘汰出局。当然，5G 赋能需要一定的增量资金，

用于两个领域的投资：一是 5G 技术研发的投入，

如华为 5G 技术研发中心的投入，其是 5G 赋能的

总“引擎”，是 5G 赋能能否实现的最重要环节；

二是原有实体经济在应用 5G 技术中的投入，其是

传统实体经济与 5G 技术的连接点，主要是网络的

升级改造等。相对于庞大的原有实体经济而言，

5G 赋能的投入规模非常小，投入的规模主要取决

于边际投入（marginal investment ，MI）和边际收

益（marginal revenue，MR）之间的关系，其均衡

点公式为：

                              MI5G=MR5G。                    （1）
（二）5G 赋能的传导机制

5G 赋能具有巨大优势，呈现出“5G+ 千行百

业”的赋能格局。从经济学角度，5G 赋能具有

内在规律性，其路径是企业内部赋能→行业内部

赋能→全行业赋能→全社会赋能。其赋能的动力

来自 5G 赋能给各赋能单位带来的收益。根据公

式（1），如果 5G 赋能的收益大于 5G 赋能的投入，

则各市场主体在追求利润目标的指引下，将持续

推进 5G 赋能，直到 5G 赋能的潜力全部挖掘出

来为止。5G 赋能必须满足社会平均利润形成的

客观规律。

1. 5G 赋能在单个企业内部的实现路径分析

由于全社会的企业技术装备水平及信息技术

需要不是同步的，对于 5G 这种先进的信息技术，

其需求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其对 5G 赋能的要求也

不一样，从而产生了 5G 赋能的不同步现象。只有

部分企业在 5G 赋能中获得了明显效益，才能带动

其他企业参与 5G 赋能。同样的道理，同一企业的

各个部门对于 5G 赋能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对信息

技术需求较大的设计、生产、流通等环节，5G 赋

能的需求较大，需要率先实现 5G 赋能；而对于信

息技术不够敏感的环节，例如后勤部门的卫生清

理等部门，其 5G 赋能的需求相对较低。当满足公

式（2）和公式（3）两个条件时，该企业在理论

上就完成了 5G 赋能的全部任务。在企业内部，信

息需求弹性大的环节和信息需求弹性小的环节的

边际收益相等时，企业内部的 5G 赋能投资将结束，

体现在公式（2）上。公式（3）是公式（1）在一

个具体企业中的表现形式，这表明，该企业的 5G
边际投入和边际产出相等时，企业将停止 5G 赋能，

否则，企业将出现投资负收益。当一个企业同时

满足公式（2）和公式（3）时，则该企业完成了

该市场环境下的 5G 赋能。

MR甲企业信息需求弹性大的环节=MR甲企业信息需求弹性小的环节。

                                                                        （2）
              MI 甲企业 5G=MR 甲企业 5G。                    （3）
2. 5G 赋能在行业内的实现路径分析

与 5G 在单个企业内部赋能相同的原理，5G
在行业内实现赋能，也要满足全行业边际收益与

边际投资相等、信息需求弹性大的企业的 5G 赋

能边际收益与信息需求弹性小的企业的 5G 赋能

边际收益相等两个条件。在 5G 对某行业的赋能

过程中，由于行业内竞争的存在，5G 赋能必然导

致行业竞争力的变化，各个企业将结合自己的实

际进行 5G 赋能，以提升行业竞争力。当满足公

式（4）的要求，信息需求弹性大的企业的 5G 赋

能边际收益与信息需求弹性小的企业的 5G 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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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收益相等的时候，行业内的 5G赋能将会完成。

对于信息技术，当满足公式（5）的时候，全行业

的 5G 赋能边际投入与边际收益已经相等，由于

边际投资收益递减规律的约束，若再增加 5G 赋

能投入，必然给该行业带来负收益，因此，该行

业的 5G 投入将达到极限。如果同时满足公式（4）
和公式（5），则表明该行业完成了该市场环境下

的 5G 赋能。

MR 全行业信息技术需求弹性大的企业 =MR 全行业信息技术需求弹性小的企业。

                                                                                （4）
                    MI 全行业 =MR 全行业。                    （5）
3. 5G 赋能在全社会的实现路径分析

5G 赋能在全社会的实现，主要是通过行业之

间的竞争和全社会 5G 赋能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而完

成。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理论，在

市场行业竞争基础上，必然出现行业之间的竞争。

资金将从利润低的行业流入利润高的行业，最后

形成相等的利润率，从而完成 5G 赋能的全过程。

其具体路径表现为，社会上不同行业对于信息需

求的弹性不一致，在 5G 赋能中产生不同的竞争力，

从而带动各个行业竞相采取 5G 赋能的投资。例如，

电商行业的产生，就是大量运用信息技术的范例，

导致了信息技术运用较少的传统销售方式不断失

去市场份额。当 5G 技术在不同行业的边际收益相

等的时候，5G 赋能投资资金不再在行业之间流动，

这可以用公式（6）表示。但整个社会对于 5G 赋

能的投资具有最佳值，这就是满足公式（1）中的

5G 赋能边际投资和边际收益相等的条件，如果满

足了条件还继续追加投资，则必然出现投资亏损

的问题。因此，如果同时满足了公式（1）和公式

（6），则表明全社会已经完成了该市场环境下的

5G 赋能。

MR信息技术需求弹性大的行业=MR信息技术需求弹性小的行业。（6）

二 5G 赋能具有两大战略价值

发展是我国目前的第一要务。2017 年以来，

我国发展的两大核心主题可概括为稳增长和高质

量发展。稳增长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没有一定

的发展速度，我国新时期的战略目标就难以实现，

社会就难以稳定；但是，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

世界第二，在如此庞大的经济规模下，继续保持

以前的增长速度，既没有可能也没必要。2017 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中

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5G 赋能是我国实现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手

段，是我国当前应对各种经济挑战不可替代的战

略“利器”，需要用好用足。

（一）5G 赋能对经济均衡的战略价值

近几年来，稳增长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的重

要任务。2019 年以来，我国稳增长的压力不断加

大。2019 年 10 月 14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陕

西西安主持经济形势座谈会，提出要把稳增长放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8] 能否稳增长以及稳增长的

程度，关键是看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提升潜在增

长率是稳增长的有效方式，而单纯刺激经济增长

的“大水漫灌”方式，是“饮鸩止渴”的方式，

经济增长代价巨大。5G 赋能有助于提升我国的

潜在增长率，是我国目前稳增长不可替代的战略

措施。

1. 均衡效应分析：5G 赋能将提升我国的潜在

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是指一国（或地区）在其既有资源

约束条件下，通过最佳配置资源所能达到的最大

经济增长率，通常也是指帕累托最优状态下的经

济增长率。其资源涵盖全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

包括土地、资金、人力、技术、管理、制度安排

和各种政策。潜在增长率是各国政府高度关注的

经济指标，[9] 是真实的经济实力。处于潜在增长

率上的经济增长，一方面不包含泡沫，因此具有

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各种资源的潜力，

此时全社会的幸福指数最高。由于我国经济总量

已经较大，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唯一的办法就是

提升潜在增长率。图 1 所示为 5G 赋能的潜在增长

率提升示意图。在图 1 中，如果经济增长受制于

资源约束线 AB，则经济均衡点为 Q，即在资源约

束线 AB 条件下，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 Q。在经济

下行压力下，除非搞“大水漫灌”的通货膨胀，

正常的产出水平不可能超过 Y。但是，如果引入了

新的经济因数，例如进行 5G 赋能，则新的技术因

数必然导致资源约束线提升到 A1B1，相应地，产

出水平也就提升到 Y1 的水平，均衡点为 Q1。新增

加的产出应是健康合理的，这也是目前我国宏观

经济增长中亟待解决的问题。5G 技术是目前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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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革命性的技术创新。目前，不少实体经济领域

的效益提升幅度为 10%~30%，而当前我国实体经

济的平均利润率还不足 4.2%，因此，5G 赋能将极

大提升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应对经济景气

度不足的战略性工具。

2. 长波效应分析：5G 赋能开启经济的新长波

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目前有观点

认为，5G 赋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内容。

“第四次工业革命”主要是指网络系统将数字技

术、软件、传感器和纳米等技术有效地相结合起

来，通过生物、物理、数字技术的融合，人类对世

界的认知将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其物理基础目前主

要是 5G 技术。根据长波经济理论，康德拉杰耶夫

周期一般是 50~60 年的时间，是最长的经济周期。

长波效应产生的重要因素也即导致经济运行基础

发生巨大变化的因素，这一因素必须具有以下几

个特点：一是影响深远，必须持续影响 50~60 年；

二是影响广泛，对全球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均有颠覆性影响；三是对人类的影响要从生产力层

面产生，因为生产力的变革是最具有革命性的。根

据以上特征，至今为止，能够产生长波效应的因素，

都是科学技术的重要发明，主要有蒸汽技术、电力

技术、计算机及信息技术，这三次革命都带来了工

业革命，形成了经济长波，对人类产生了巨大影响。

5G 技术虽然依然属于信息技术领域，但该技术与

人工智能结合后，正在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

式，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将远超前三次工业革命。

有观点认为，5G 赋能技术将导致第 4 次工业革命，

将对我国今后 50~60 年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

意义。一是根据技术创新的周期，5G 赋能技术属

于形成长波的技术革命。计算机是 1946 年出现的，

5G 技术的出现，正好是在计算机出现 60 多年后，

符合技术创新周期的规律。二是 5G 赋能以后，尤

其是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将对整个人类社会带来颠

覆性变化。这一变化直接导致在人类社会之外，出

现一个具有高度智能的世界。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能够制造工具，而现在 5G 赋

能的人工智能也具备了“机器人生产机器人”的能

力，以前人类所生产的“工具”现在已经具有了智

能，这意味着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了颠覆性

的变化。三是由于 5G 赋能是从技术革命的层面引

起社会变化的，而技术作为目前生产力变化最革命

的因素，必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不断

推动社会变革，其“能量”释放的影响是深远的，

目前还看不到其他因素可以替代。按技术周期看，

其将对人类产生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影响。可以认

为，5G 赋能将对人类产生长波效应，研究我国未

来经济的发展趋势，需要重点把握 5G 赋能这一关

键因素。

（二）5G 赋能对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价值

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

即使在短缺经济时代，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也是

促进企业稳定发展、防止大起大落的关键。党的

十九大以后，我国经济从高速度发展转向了高质

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概括起来可以理解为“两个

提高”和“六个方面”：“两个提高”是指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和提高人民福祉；“六个方面”是

指高质量发生必须具有高效率、有效供给、中高端、

可持续、绿色、和谐等特点，这些本质上符合五

大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10]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进

入发展新常态后，在资源约束背景下，必然走的

创新驱动之路。人力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

资金资源、市场规模的约束都在不断强化，在此

背景下，唯有创新不存在约束问题，依靠创新实

现高质量发展，代替以往的高速度发展，才是历

史的必然选择。在当前条件下，5G 赋能是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最佳方式。

1. 5G 赋能是高质量发展的“总枢纽”

高质量发展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

不仅仅是实体经济领域，连纪检监督、公检法司

等执法机关都在部署高质量发展，可以认为，高

质量发展是全社会的共识和紧迫任务。高质量发

展如何才能实现“牵一发动全身”呢？目前唯一

的办法是 5G 赋能，华为公司提出的“千行百业

+5G”模式（如图 2 所示），完全体现了 5G 赋能

图 1 5G 赋能的潜在增长率提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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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质量发展中的“总枢纽”地位。我国高质量

发展可以分解为“社会高质量发展 + 经济高质量

发展”，5G 赋能可以同时在“社会 + 经济”两个

领域开展。一是“社会 +5G”，其能提高人民福祉、

优化社会环境、提升办事效率，实现社会和谐发

展的目标。例如，当前我国商事制度改革的实施，

如果能够通过 5G 赋能的方式，则能实现商事制

度改革中“最多跑一趟”“一趟都不用跑”等目

标，各种信用监管信息全部能在网上有效跟踪，

违法乱纪的“黑灯区”将难以存在。二是“经济

+5G”，其将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力，对于解决

资源约束背景下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可以认为，只要抓住了 5G 赋能这个“总闸门”，

就可以涵盖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各个领域，实现全

社会高质量发展。各级各部门，都可以将 5G 赋能

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总抓手”。

2. 5G 赋能是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方式和持续动

力

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是，目前已经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已经解决了

“有没有”的问题，下一步需要解决的是“强不强”

的问题。2019 年 9 月 20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新

闻发布会上指出，2018 年我国已经占全世界制造

业增加值的 28% 以上，是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

擎。目前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是经济总量很大，

但技术层次相对较低。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

江平指出，我国制造业平均利润仅为 2.59%，处于

保本微利状态，低于全国 500 强的 4.37% 和世界

500 强的 6.57%，我国制造业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目前依然比较薄弱，粗放式发展的问题

很严峻。这说明，依靠生产要素支持制造业发展

的历史条件已经在逐步失去，人口、土地、资本

等传统优势已经逐步演变为硬约束，中国游客到

日本抢购马桶盖等新闻，进一步暴露出中国经济

发展中创新不足、技术层次不高、竞争力不强等

问题，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就是补足技术

短板，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是 5G 赋能是我国经济

的利润“倍增器”。根据公式（7）模型设计，整

体经济利润（R）决定于市场规模（Y）、技术水

平（a）和成本（t）三个因素，成本（t）的下降

就意味着利润的等量上升。当前我国制造业处于

保本微利状态，有必要通过 5G 赋能的方式，降低

企业经营成本（具体见表 1），大幅提升企业业绩。

5G 赋能也需要增加投资，但相对于依靠基础设施

建设拉动内需的“铁公基”项目而言，投资规模

微乎其微，基本不受资源约束，但效益非常显著。

二是能有效提升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5G 是目前

技术领域最先进的科学，5G 赋能可以带来整个经

济实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从而提高盈利能力，

在公式（7）中就是提升系数 a。由于 5G 赋能可

以覆盖整个经济系统，因此能显著提升 a 的数值，

在不明显扩大经济规模的前提下，盈利能力将明

显上升，这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三是 5G 赋

能将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带来引领作用。5G 赋能

产生的长波效应，将在今后几十年内，对我国经

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我国经济能够在下行压力

下，实现降低成本、提升技术档次、提升盈利能

力的“两提一降”，能极大提升我国经济竞争力，

并带来长期发展动力。更为重要的是，5G 赋能实

体经济后，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就能与发达国家

看齐，经济发展的后劲将更为充足。

                            R=aY-t。                            （7）

三 推进我国 5G 赋能战略的政策建议

5G 赋能由于具有巨大的生命力，目前已经开

始进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但总体

而论，我国的 5G 赋能作为长期战略还只是处于良

好开端阶段，整个工作还需要有组织、有计划地

加以推进，尤其是要结合当前国内外经济总体环

境较为严峻的形势，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快我国

5G 赋能工作的进展，以使 5G 成为我国稳定宏观

经济形势、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确保在

图 2 “千行百业 +5G”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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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较长时间内，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处于更加

有利的地位。

（一）将 5G 赋能确立为国家战略

5G 赋能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意

义，且必将产生深远影响。目前，我国的 5G 赋能

已在部分企业、部分行业、部分地方开展起来，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近下发了《加强研发工业和信

息化部关于加快培育共享制造新模式新业态 促进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2019〕226 号），

提出到 2025 年要做到“资源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

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但是，

我国 5G 赋能总体还处于自发状态，主要是企业在

价值规律支配下的自主行为，国家从战略层面还

没有介入，5G 赋能总体还处于无序状态，还不能

发挥应有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区块链，

区块链的发展已经成为决策层的共识，这为 5G 赋

能上升为国家战略创造了有利条件，需要以此为

契机，加快 5G 赋能的发展进程。

1. 将 5G 赋能列入中长期规划并积极组织实施

5G 赋能将在今后较长时间内，对我国经济和

社会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并形成长波效应，这

要求我国在战略规划领域及时体现这一战略趋势。

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及其重点专

题规划，对 5G 产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

用，因此，要促进 5G 赋能的长远健康发展，建议

将 5G 赋能的内容列入即将实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并将 5G 赋能作为重

点专项规划，组织专门力量进行研究和重点部署，

确保我国在“十四五”期间能集中力量推进 5G 赋

能。在“十四五”期间，5G 赋能需成为高质量发

展和提升全要素生产力的主线，以国家力量从战

略的高度推动 5G 赋能工作的开展。

2. 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加强舆论引导

5G 赋能必须采取市场化的路径实现，以培育规

模巨大的 5G 赋能市场，支撑 5G 产业的持续健康发

展，避免出现一哄而散的问题。但是，政府在 5G
赋能的过程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舆论引导

方面，政府的作用不可替代；在5G赋能的初期阶段，

政府的引导作用尤其重要。目前，5G 赋能已经逐

步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国家层面需

要出台一批指导 5G 赋能的行政文件，让各级政府

以及社会各界都认识到 5G 赋能的重要性，调动全

社会力量积极开展 5G 赋能工作，这可以大大加速

我国 5G 赋能的进程，提高 5G 赋能的工作效能。

3. 在国家政策法规层面加强对 5G 赋能单位的

扶持

由于 5G 赋能是新生事物，现有的政策法规还

有很多地方不能满足推进 5G 发展的需要，需要

及时调整政策，并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内容，以

便发挥政策法规的引领作用，积极推动 5G 赋能。

对于 5G 企业的注册、市场化运作，都要采取宽

容审慎的监管措施，促进企业发展壮大；财政部

门要设置 5G 赋能专项补贴资金，用于补助 5G 赋

能投资规模较大的企业；修改现有的法律法规，

对于影响 5G 赋能发展的法律法规及其条款，采

取立、改、废等方式，确保 5G 赋能具有宽松的

法律环境。

（二）加快培育 5G 核心企业，占领 5G 技术

制高点

5G 赋能的前提是我国必须有 5G 技术优势。

目前，华为公司的 5G 技术总体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为我国 5G 赋能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

从战略层面上看，我国 5G 技术发展的领先地位还

不稳固，尤其是一些零配件还需要国外进口，这

就需要进一步加大自身发展的力度，确保我国整

个 5G 赋能战略不至于形成“技术瓶颈”。相对于

其他各个方面，确保 5G 技术优势是最重要的环节；

如果技术优势不存在，5G 战略及其组织实施都将

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1. 加速培育 5G 核心企业，突破 5G 核心技术

5G 技术的研发，需要依托华为等核心企业开

展，并形成产业集群。5G 核心技术产业是资金密

集型和人才密集型产业，需要集中培育核心企业，

通过核心企业完成核心技术的研发，带动相关的

配套企业，形成 5G 产业集群。目前，我国应集中

力量支持华为等公司的发展，主动为华为等核心

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使其形成雄厚的技术

积淀，并在 5G 领域形成技术领先优势，巩固其在

5G 领域的地位，防止出现受制于人的局面。

2. 立足长远，促进 5G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5G 产业的发展，关键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以便对我国经济带来长波效应。5G 赋能将在未来

几十年内带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首先

需要 5G产业这个“龙头”能够持续健康发展。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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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深入研究 5G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强化

5G 人才培养、核心企业构建、产业集群构建、营

商环境优化等方面下功夫，确保我国 5G 产业在今

后几十年内保持强大的发展动力，成为整个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以便完成其历史使命。

在 5G 产业发展中，要有高起点的定位，解决我国

很多产业“大而不强”等问题，确保行业发展居

于领先地位，且能持续领先到周期结束。5G 技术

如果不能持续领先，则 5G 持续赋能将难以实现，

难以承担发展“引擎”的功能。

（三）加速推进“千行百业 +5G”战略

技术进步具有日新月异的特点，技术的价值在

于运用。只有在技术升级前，将技术与市场有效

结合，技术进步才是有价值的。目前我国社会和

经济各个领域均有通过运用 5G 技术实现升级换代

的要求，市场潜力巨大；我国 5G 技术成功实现了

突破，整体上已经居世界领先地位，能够满足市

场对于技术进步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应积极推

进 5G 赋能，进一步夯实 5G 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

加速推进“千行百业 +5G”模式。

1. 以培育市场为导向，整体推进“千行百业

+5G”

5G 赋能需要有内在动力机制，才能持续不断

深化发展。通过培育市场的方式促进 5G 赋能，是

实现我国 5G 赋能战略目标的有效措施。有专家认

为，2020—2025 年我国 5G 产业将带来 3.3 万亿

元的信息产业增加值，拉动其他行业的增加值达

11.9 万亿元，通过加速各行业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发展，其贡献更大。5G 产业发展所需要的

巨额资金，只能从市场中获得，而 5G 赋能带来的

巨大的市场又足以满足 5G 产业的发展需要。例如，

我国电信巨头中国移动已经发起设立 5G 总规模 
300 亿元的创新产业基金，首期募集了 100 亿元，

用于中频段 5G 产业发展；中国联通也设立了上百

亿的孵化基金，用于培育 5G 赋能中的数字化转型

领航者。庞大的 5G 市场是 5G 赋能最坚强的支撑

力量。

2. 加强组织领导，促进 5G 赋能战略有序实施

目前，我国的 5G 赋能已经在各个领域逐步开

展。由于我国地域广大，各地对于 5G 赋能的重要

意义敏感度并不一样，对 5G 赋能的有效方法掌握

程度也不一样。如果采取各地自发组织 5G 赋能的

方式，则我国 5G 赋能的进程会更加漫长，付出的

代价也会更大，5G 赋能给我国带来的积极意义也

会大打折扣。例如，广播电视行业是我国 5G 赋能

比较领先的行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实践运用

中已经推出了“全国县级融媒体智慧平台”和“5G 
视听平台”，直接实现 5G 行业内赋能，从中央一

直赋能到县级融媒体中心，实现从采访到采集、

从播出到分发、从编辑到集纳、从存储到媒资、

从复用到垂直运营的全面升级。[11] 华为公司与各

地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不断推进 5G 赋能的发

展。各级政府有组织有秩序地推进 5G 赋能产业，

适应如火如荼的市场发展需要，加强国家顶层设

计科学决策，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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