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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5G发展规划

• 优先开展5G关键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

• 积极推动5G发展，在2020年实现商用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

• 支持5G标准研究和技术试验，推进5G频谱规划，启动5G商

用

• 设置“5G研发和产业推进工程”

国家《 “十三五”规划纲要》



依托重大专项，支持5G技术产业创新

863 5G先期研究重大项目

“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重大专项

2015年 2016年

• 5G国际标准推进

• 5G基站器件（模数/数模转换器、高频功
放、高频滤波器）

• 5G无线技术（连续广域覆盖、低功耗大连
接、高频段通信、超密集组网、新型多址
）

• 5G网络与业务（接入网架构、室内定位、
自动驾驶）

• 5G网络架构

• 5G国际标准评估环境

• 下一代WLAN

• 毫米波通信关键技术

• 5G候选频段分析与评估

• 低时延高可靠

2017年

• 5G无线技术（概念样机、终端芯片原型
平台、多接入融合组网、接入与回传一体
化、高低频融合组网）

• 5G网络与业务（网络切片、移动性管理
、边缘计算、前传及回传接口、接入网虚
拟化、安全、ICN）

• 5G关键设备、模块及平台（信道模拟器
、终端模拟器、终端功放、测试系统、知
识产权、广电与移动融合等）



5G 频谱进展

• 2017年6月5日, 工信部对5G频谱规划公开征求意见, 在满足以下条件下，3.3-
3.6GHz和4.8-5.0GHz用于IMT-2020业务频段：

• 3.3-3.4GHz原则上用于室内，但在与无线定位业务没有干扰的条件下可用于
室外

• 3.4-3.6GHz的IMT-2020 系统不应对固定卫星系统和卫星遥测形成干扰

• 4990-5000MHz, IMT-2020 系统不应对无线天文业务形成干扰

• 2017年6月8日, 工信部对5G毫米波频段征集意见 ，包括 24.75-27.5GHz, 37-
42.5GHz 等频段。意见反馈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8月7日。



5G : 从愿景到技术标准创新

5G 创新技术

eMBB

mMTC URLLC

网络能效: 100 x

峰值速率: 
10~20 Gbps

区域业务量: 10 
Mbps/m2

时延: 1 ms (AI)

移动性，500公里/小时

频谱效率 : 3~5x

连接密度: 
1M/km2

用户体验数据速率: 
0.1~1 Gbps 统一的无线接口架构

新型的网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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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的网络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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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方式” 提供大规模经济效应和性能增益，适合长期发展

非独立方式在某些场景下满足早期5G业务需求

独立方式

• 通过创新提供更高性能
• 提供更高的规模经济效益
• 加快5G产品和产业的成熟
• 避免 4G/5G 混合组网复杂性
• 节省4G 向5G迁移的成本

5G	新空口

5G	核心网



5G应尽早考虑语音业务解决方案

4G 语音采用VoLTE方式

•晚于网络建设2年左右
•网络结构及产品实现复杂

5G 语音业务基于面向业务的架构

•需要尽早在5G标准中确定技术方案
•纳入早期5G产品研发及网络部署

MSC

EPC

2G/3G

SRVCC

IMS

MGCF

PSTN

Gateway GMSC

2G/3G

IR.
92

PSTN 2G/3G

LTE

5G	NR

IMS
Voice…AMF

policy&
charging

Application5G	UP

LTE/eLT
E EPC

5G CP

SMFAUS
F

SBA



率先启动5G试验，引导技术产业发展
总体目标：推动5G关键技术研发，验证技术方案设计，支撑国际标准制
定，加快5G产品研发，构建统一生态

2016 2017 20202015

子阶段3：系统验证

2018 2019

阶段1：5G技术研发试验
阶段2：5G产品研发试验子阶段2：技术方案验证

子阶段1：关
键技术验证

系统 芯片 仪表运营 研究



关键技术验证，推动技术标准创新

针对5G核心技术开展测试验证，推动5G关键技术研发，支撑国际标准

参加第一阶段测试的七个企业

大规模天线
High-rise 
coverage

Distributed 
antenna

Macro 
coverage

Wireless backhaul

Pico coverage
(HetNet)Wired 

backhaul

新型多址

SCMA/PDMA/MUSA/NOMA
f-OFDM/UF-OFDM/FB-

OFDM/FBMC

Conventional Voice/Data traffic Frequency 
(subcarrier)

Time (TTI)

High mobility 
traffic

Other traffic MTC traffic

新型多载波

Polar code, LDPC,…

先进编码 超密集组网 高频段通信

网络切片 移动边缘计算

网络功能重构 控制承载分离

无线技术 网络技术



技术方案验证，加快技术产品研发
在统一规范、统一频率、统一测试平台开展5G样机产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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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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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广域覆盖

热点高容量

低时延高可靠

低功耗大连接

MTNet实验室 怀柔外场

射频测试 性能测试功能测试

建设全球最大5G外场试验环境
• 北京怀柔外场完成30个站址规划

• 满足华为、爱立信、中兴、大唐、
上海诺基亚贝尔、三星6家系统厂
商的外场组网性能测试需求



面向5G典型场景，全面满足ITU指标

连续广域覆盖 低时延高可靠 低功耗大连接 热点高容量（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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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速率：11.78G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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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面空口时延：
0.4ms

系统用户连接能力:      
>5千万连接/km2

峰值速率: 21.8Gbps 
@800MHz 频段：
26GHz

热点高容量（LF）

流量密度：
45.1Mbps/m2

峰值速率（低频） 空口时延 用户连接能力 峰值速率（高频） 流量密度

>10Gbps <1ms 1百万连接/km2 >20Gbps >10Mbps/m2

ITU 5G关键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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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X: 5G主要场景之一

联合工作的机制 合作平台

合作机制

战略规划 法律法规 技术标准

测试验证 市场合作 人才交流

推动5G 和V2X 技术, 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积极营造合作的环境

合作方向和内容



LTE-V2X 标准和项目进展

20162015 2017

R13 R14

CCSA LTE-V2X 需求SA1

CCSA LTE-V2X 
无线接口

3GPP

R15

CCSA V2X 频谱

CCSA LTE-V2X 体系

V2X 网络和应用

CCSA LTE-V2X 
安全

• LTE-V2X无线传输技术国际标准和原型机的
开发与验证

• 面向自动驾驶的5G关键技术研发和验证

标准化

•与3GPP标准同步，推进LTE-V2X中国行业
标准

重大专项三-研究项目



总 结

• 加强多方合作，以推动全球统一5G标准及产业

• 坚持技术创新，支持eMBB和IoT的同步开发

• 推动全球和地区合作，促进5G频谱的全球协调统一

• 发挥5G试验纽带作用，加快5G产业化和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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