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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  张建华

随着 5G 商业化的加速，6G 逐渐成为全球各国着力部

署的方向。早在 2018 年 3 月，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宣布

着手 6G 的研发工作。2019 年 11 月，中国科技部会同国家

发展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自然科学基金

委和中国科学院成立国家 6G 技术研发推进工作组，正式部

署中国 6G 的研究工作。2020 年 3 月 4 日，国际电信联盟（ITU）

在国际移动通信工作组（WP5D）会议上，启动了面向 2030

年及未来 6G 的研究工作。这标志 6G 被正式纳入国际标准

组织研究计划。

结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和新场景，展望未来全新蓝图

并指明发展方向是 6G 研究初期的基础工作之一。目前，世

界各国、各组织已经对 6G 的愿景、需求、关键技术等做了

一定的研究。2019 年 9 月，芬兰奥卢大学在其发布的白皮

书中提到“6G Humanity”，展望了 6G 可以助力的、人类

关切的一些领域，如教育创新、社会服务、城市化、工作

生活转变、公平性和可持续发展等。2020 年 1 月，ITU 在

2030 网络报告中指出了未来可能的多种新业务，如云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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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互联网、智能操作网络、数字孪生等，并指出安全、人

工智能（AI）和多网络支持是带宽、时延之外的未来网络

关键需求。2020 年 6 月，北京邮电大学张平院士团队指出

6G 将实现从真实世界到虚拟世界的延续和拓展，信息交互

的对象将从 5G 的人 - 机 - 物拓展至 6G 的人 - 机 - 物 - 灵。

在“通信、计算、控制和意识的泛在化”理念下，6G 时代

将实现万物互联、信物融合，从而提高用户体验。本期专

题旨在进一步探索、求证 6G 的蓝图是什么？什么技术可以

使 6G 从蓝图变为现实？

在 6G 研究初期，积极探索热点及前沿技术，交流、探

讨最新成果，也是组织本期专题的初衷。专题收录了来自

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的 7 篇文章，分别从未来 6G 网络、

面向 6G 的智能物联网关键技术、面向 6G 的车联网关键技

术、太赫兹通信技术、超奈奎斯特技术等方面汇聚了该领

域专家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希望本专题能给读者提供

有益的启示和参考。在此，对各位作者的大力支持表示衷

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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