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被称为 5G元年，中国 5G规模建设战役全面打响，各省市争先恐

后开始“基站建设”。宝鸡在这场建设洪流中如何规划 5G产业，目前建设进度怎

样？ 5G如何改变社会，催生行业变化？城市以新基建为切入点，怎样开启新的

增长点？本报对此进行解读。

5G时代到来
宝鸡如何把握新风口？

——“关中协同创新发展，宝鸡的机遇在哪儿”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记者 魏薇

5G 是什么？专家告诉记者，5G 就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如果

用标志性功能来描述，1G、2G 是短信，3G 是照片，4G 是图像，那么，

5G 就是虚拟现实与万物互联为主流的时代。

在 5G 网络覆盖下，下载一部 4G 的高清电影，1 秒钟左右即可

完成 ；输入目的地和需求，你的汽车将会实现自动驾驶 ；医生可以远

程看病，即使是一些紧急情况甚至是手术，外地名医也可利用 5G 网

络来主刀……

5G 到来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将进入“智能化”时代。那么宝鸡准备

好了吗?

新一代信息产业按下“快进键”

5G 是未来科技战略的制高点。

因势而动，越早布局谋划打基础铺

底色，越能尽早进入“智能化”佳境。

2019 年，我国 5G 通信服务正式进入

商用时代，从国家层面来讲，举国推

动 5G 建设是大势。宝鸡抢抓国家加

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战略机遇，今

年 4 月 28 日出台《宝鸡市推动信息

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宝

鸡市 5G 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2）

的通知》，为信息技术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画蓝图、定方向。

我市形成了由市委主要领导任

领导小组第一组长，市政府主要领导

任组长，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为副

组长，市委网信办牵头抓总，市工信

局、市科技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

市大数据局等多部门各司其职，全市

上下一盘棋推动 5G 产业快速发展的

局面。

据市委网信办主任刘俊霞介绍，

我市发展信息产业以创新驱动、特色引

领、开放合作、融合发展、安全可控为原

则，重点在人工智能驱动、大数据、物联

网与 5G应用、产业互联网、信息技术

服务五个产业领域进行培育建设。

从宝鸡的制造业基础来看，一些

偏电子及在人工智能研发方面先行

一步的企业，可以担负起本轮发展浪

潮中人工智能所需基础部件的制造

支撑。我市将支持智能传感器、机器

人核心部件等产品重点制造业企业

发展，加大对智能传感器基础共性研

发平台的投入 ；推进工

业机器人智能化

升级，重点

研发搬运、检测、装配、喷涂、焊接等

领域的智能工业机器人。

刘俊霞介绍，大数据如同生产

资料，通过分析过滤后的有益信息能

“喂养”人工智能，使之变得更聪明。

我市支持大数据产业研发和应用服

务产业化，培育数据服务、数据材料

等新业态，推动跨领域、跨行业的数

据融合和协同创新。

通过加快 5G 网络建设，扩大公

共资源共享范围，推动 5G 在制造、农

业、交通运输、物流、医疗、文旅等行

业的应用 ；以内育外引，培育一批 5G

器件设计、关键材料制备、特色产品

制造与封装等细分领域的骨干企业，

引进一批 5G 技术研发生产知名企

业，推进重大产业项目落地。

现有的工业体系将因 5G 实现

“蝶变”。将实施智能提升工程，建设

钛及钛合金、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等行业及特色

平台，促进特定行业、特定集群的企

业互联、数据集合和资源共享，建成

一批具有标杆示范意义的智能工厂

和数字化车间。

围绕信息技术的应用，市场会

催生针对信息技术的服务产业，所以

宝鸡要支持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安

全软件、行业应用软件开发和应用推

广，引进一批软件骨干企业，培育一

批中小微企业，打造面向智能制造、

智慧城市领域的可控基础软件生态，

协同带动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宝鸡计划用 3 到 5 年时间，打造

一批以人工智能驱动、大数据、物联

网与 5G 应用、产业互联网、信息技术

服务等为代表的引领性产品

和应用，形成一批具

有行业竞争力

的知名品牌，聚集培育一批信息技术

企业群。

开足马力建设信息“高速公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

于任何一项技术，无论未来应用场

景如何发展，底层构建是必然且

先行的。5G 之所以被放在“新

基建”首位，正是由于它的

“基础设施”特性足以对经

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转型形成强大支撑。

而 5G 基站作为 5G 行业

的底层设施，被定位为新

基建的“基础之基础”。

我市按照“统一规

划，分步实施”的原则，

今年就要实现核心城区

和热门景点、场馆等的

5G 网络覆盖 ；2021 年实

现市、县（区）重点区域的

5G 网络连续覆盖 ；到 2022

年实现其他非重点区域的网

络覆盖。计划到 2022 年，建成

5G 基站 5444 个，5G 网络支撑

能力达到全省领先水平。

中国铁塔宝鸡市分公司负责承

接运营商的 5G 基站建设需求，该公

司总经理姚文雷介绍，相比 4G 技术，

5G 频率高，需要的 5G 基站更密集，

对网络规划、基站选址、设施建设、电

力保障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铁塔宝鸡市分公司充分利用

6003 座存量基站这一资源，通过塔桅

加固、配套电源扩容、供电方式改造等

技术手段，对 4G 基站进行 5G 改造。

目前建成的基站中，超过 95% 是利用

存量站址或在此基础上改造实现的。

当然在推进基站建设过程中，铁

塔公司面临诸多障碍，比如 ：一些企

业以及居民小区，要么过分担心辐射

问题，不允许设备进入，要么提出高

昂的场地租金和资源使用费，人为抬

高 5G 进入门槛。社会资源使用审批

难也是个烦心事。在一些地方，社会

管道资源、公路资源、桥梁资源、公共

用地资源等的审批手续烦琐，使用条

件过于苛刻，影响推进效率。

为迅速推进基站建设，7 月底，

市委、市政府召开 2020 年 5G 网络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大会，从市到县

成立 5G 建设专班，从组织上保障

了各项工作的落地 ；为了保证措施

得力，在公共资源、私有资源上加

强资源管理，明确通信运营商建设

权责，简化基础设施建设审批报批

流程。

目前，市级 5G 产业推进领导小

组办公室已成立，设在市委网信办，

11 个县区政府已完成 5G 建设专班的

组建，对于各县区的推进进度，实行

周汇总、月通报、下县调研等形式进

行督办，全力推进基站建设。

截 至 2020 年 8 月 20 日，5G

站点宝鸡全区已开通 990 处，占任

务量的 88.63% ；全市共建设完成

塔类 5G 基站 1098 个，占任务量的

98.3%，全省排名第三。市区商圈、

县城核心商圈均已实现 5G 网络信

号覆盖。

协同创新让万物实现互联

目前使用 5G 手机的用户对 5G

的理解无非是“网速快了一点儿”，因

为现在尚未出现颠覆级的消费产品，

4G 已能满足大家看视频、进行网络

直播、支付等需求。但其实 5G 手机通

信量比 4G 快 100 倍，这和我们以前

的体会不可同日而语，它是从联接人

到联接物的跨越，这意味着一个千帆

竞发、万马奔腾的万物互联的时代即

将拉开帷幕。

刘俊霞介绍，新基建本质是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

网在 5G 背景下的运行。新基建除了

自己投入、自己产出效益外，它和任

何行业一结合就可以改造这个行业，

比如 ：高带宽、低延时的 5G“高速通

道”和铁塔公司的通信塔结合，就能

将覆盖广、密度大、有高度、用电稳定

的塔变为监控

汛情、火情、地

震、国土资源、

秦岭生态保护

和 非 法 狩 猎

的“千里眼”和

“顺风耳”。

市科技局

负责同志认为，

宝鸡迎来的新

风口，就是针对

5G 的基础软硬件

投资热潮的到来。所

有的颠覆得有产业深

耕的基础，需上下游产

业链完美配合，组合生产要

素不仅靠自身储备，还需要与

其他城市或海外实现协同创新。宝

鸡作为全国电子元器件及传感器、通

信器件及整机设备主要研发和生产

基地之一，能成为 5G 庞大产业链上

的一部分“制造单元”，同时以中能建

宝鸡铁塔制造公司、丝路机器人、安

元智能科技等为代表的 5G 产业链企

业，为 5G 产业发展提供了先发优势。

如何开发新产品，适应 5G 用户需求，

是生产企业应着力突围的点。不仅跟

5G 制造有关的产业会闻风而动，大

量搞智慧工业、智慧农业、智慧物流

等的应用型产业，也要在应用级层面

上寻求软硬件提供方，这意味着无数

个行业背后会牵出无数个产业互联

网，需要数据采集系统、监控设备、检

测设备、通用设备等投入，需要软硬

件生产、组合、服务等技术型企业、研

发和应用型人才的配合。

协同创新在 5G 推广的过程，会

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陕西省机器人

关键零部件先进制造与评估省市共

建重点实验室主任李亮副教授认为，

我们现在讲数字工程、融合工程、创

新工程，本质上都需要协同创新来完

成。宝鸡需要提供的是适宜 5G 发展

的“阳光”“空气”和“水”，即有清晰的

产业布局，有“以点带面”的示范点，

有为产业升级改造提供的发展土壤，

有供生产要素组合的渠道和市场快

速供应机制。要相信，我们越是打造

最密实的网络，越是能连接各方实现

共赢。5G 进厂，尝试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

在移动营业大厅内，手机用户

体验 5G 上网的高速度低延时。

铁塔公司的工人正在调试 5G 基站

百姓
注关

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
市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宝鸡日报社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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