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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 5G 已大规模商用，6G 尚处

于早期研究阶段。6G 的发展须坚持

需求导向、问题导向，谨防路径依赖带来

的负面效应。《中兴通讯技术》秉承“迎

接挑战，把握世界通信技术动态；立即行动，

求解通信发展疑难课题；励精图治，促进

民族信息产业崛起”的办刊宗旨，倡导“以

人为本，荟萃通信技术领域精英”，为 6G 研究发展及产学

研用交融提供学术交流平台。

2022 年将是 6G 研究的关键年，《中兴通讯技术》鼓励

并欢迎业界同人为共同打造 6G 中国方案贡献真知灼见，内

容聚焦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1）从需求定义 6G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9 月 11 日的科学家座谈会上强

调，研究方向的选择应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从国家急

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真正解决实际问题。6G 需求应来

源于未来的市场，6G 研究需要到创新的主战场寻找问题，

不能简单地用技术趋势代替应用需求。6G 研究更要关注长

远需求，可通过战略研判、发展趋势预测，以明确 6G 愿景

需求。6G 研究既要避免空中楼阁，防止脱离社会经济的基

本面，也要主动寻求突破，避免受困于技术演进的路径依赖。

当前，中国新疆、西藏等边远地区仍普遍缺乏宽带覆盖；北

极航道、中国近海等区域宽带覆盖仍然不足，制约了绿色航

运和国家海洋战略发展。填补这些“数字鸿沟”理应是 6G

的重要需求。

（2）以系统方法研究 6G

3G、4G 主要服务消费领域，5G 开始关注生产领域。可

以预见，6G 将以服务生产领域为重心。消费领域的服务对

象是人，这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因此 3G/4G/5G 网络可以统

一服务框架。而生产领域则不同，其服务对象千差万别，难

有统一的框架。以系统方法研究 6G，就要尊重特殊性，客

观认识多样性、差异性，变技术统一为实现方法统一。比如，

未来 6G 可以探索基站和终端白盒化，仅仅在网络架构和资

源组织层面统一规范，从而纲举目张、以简生繁，适应多样

化需求。为此，6G 宜重点研究白盒基站、模组化开放终端、

开源软件等使能技术，同时结合天地融合网络研究，实现全

球智简、开放互联，并以此形成开放共融的 6G 研究新生态。

（3）以务实精神推进 6G

6G 涉及面宽，其应用几乎包罗万象。从哪儿入手，如

何入手，如何以点带面循序渐进，都是需要仔细琢磨、认真

推敲的。一方面，基础研究要实、要有针对性，需要努力营

造基础研究、实验研究、应用研究交叉互动的创新生态。面

向“智简”6G，需要强化“大”系统论证，凝练“真”问题，

力争实现信息领域基础理论、关键核心技术新突破，牵引范

式变革。另一方面，产业推进要稳、要有前瞻性，需要强化

产业链各环节的实验验证，积极布局面向 6G 的各类测试仪

器、测试系统研究，建立 6G 技术、产品、系统、应用等系

列测试床，并充分考虑到“双碳”等国家战略目标，科学、

务实地推进 6G 产业发展。同时，面向 6G 创新主战场，还

需要积极探索综合性、战略性人才培养新模式。

中国 5G 网络建设规模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这体现了国

家发展信息通信产业的坚定决心。谋求保持领先的长久大计、

发展好 6G 是信息通信人共同的责任。《中兴通讯技术》愿

与专家学者们一路同行，以“十年磨一剑”的韧性和毅力，

直面真问题，服务大产业，攀登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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