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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项举措力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

推动100个重点行业龙头企业改造升级

□本报记者 吴科任

3月20日，工信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的通知》（简称《通知》），明确提出了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拓展融合创新应用、加快健全安全保障体系、加快壮大创新发展动能、加快完善产业生态布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6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

培植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

同日，工信部对《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指导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提出积极利用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新制造、催生新服务。

当前，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本质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 《通知》的发布旨在落实中央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的决策部署，推动工业互联网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融合创新，培植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

工信部旗下公众号“工信微报”介绍，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通过对人、机、物的全面互联，构建起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面连接的新型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是数字化转型的实现途径，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力量。 为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世界主要国

家和地区加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工业互联网战略布局，全球领先企业积极行动，产业发展新格局正孕育形成。

近年来，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态势良好，有力提升了产业融合创新水平，加快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步伐，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工业互联网、5G、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日益成为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高科技领域既是基础设施，又是新兴产业，既有巨大的投资需求，又能撬动庞大的大消费市场，乘数效应、边

际效应显著。 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是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兼顾短期刺激有效需求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的优先选择。

据了解，2020年是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三年行动收官之年。 《通知》中各项举措的制定实施，既是立足当前巩固扩大工业互联网发展成效，培植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举措，更是面向未来为下一个五年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任务要求。

2017年11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 其中，在2018年-2020年三年起步阶段，初步建成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初步构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初步形成各有侧重、协同集聚发展

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初步建立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

首条任务聚焦“新基建”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通知》提出的首条任务，包括四项具体措施。

改造升级工业互联网内外网络。 推动基础电信企业建设覆盖全国所有地市的高质量外网，打造20个企业工业互联网外网优秀服务案例。 鼓励工业企业升级改造工业互联网内网，打造10个标杆网络，推动100个重点行业龙头企业、1000个地方骨干企业开展工业互联网内网改造升级。 鼓励各地组织1-3家工业企业与基础电信企业

深度对接合作，利用5G改造工业互联网内网。 打造高质量园区网络，引领5G技术在垂直行业的融合创新。

增强完善工业互联网标识体系，出台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管理办法。 增强5大顶级节点功能，启动南京、贵阳两大灾备节点工程建设。 面向垂直行业新建20个以上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新增标识注册量20亿，拓展网络化标识覆盖范围，进一步增强网络基础资源支撑能力。

提升工业互联网平台核心能力。 引导平台增强5G、人工智能、区块链、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支撑能力，强化设计、生产、运维、管理等全流程数字化功能集成。 遴选10个跨行业跨领域平台，发展50家重点行业/区域平台。 推动重点平台平均支持工业协议数量200个、工业设备连接数80万台、工业APP数量达到2500个。

建设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 加快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建设，鼓励各地建设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分中心。 建立工业互联网数据资源合作共享机制，初步实现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数据采集、汇聚和应用，提升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管理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3月4日，中央作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的重要部署。 赛迪智库认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互联网是七大领域之一，其他领域为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

天风证券表示，工业互联网主要包括网络、平台、安全三大层面。 网络层主要是设备接入，初期建设重点是标识解析体系，目前进展良好。 平台层主要是工业PaaS平台和平台上工业APP的孵化，是工业互联网的核心。 安全层是工业互联网平台安全稳定运营的基础，是工业互联网的保障。

加快推动5G技术融合发展

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深入实施，5G正式进入商用阶段，加快推动5G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5G”这一表述在《通知》中合计出现了7次，其中提到要深入实施“5G+工业互联网” 512工程。

根据工信微报，从工业互联网发展看，5G是工业互联网的关键使能技术。 5G具有高速率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大连接广覆盖的技术特性，可有效满足工业业务苛刻的安全性、传输时延及可靠性要求，支撑工业互联网快速落地。特别是工厂内网改造方面，加快利用5G技术开展工业互联网内网改造，将有效促进工业互联网内网无

线化、扁平化、IP化发展，显著提升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水平。

从5G技术发展看，工业领域是5G的主要应用场景。 5G商用发展的重点是促进实体经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为各垂直行业和领域赋能赋智。当前，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步伐加快，工业领域已成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领域。 5G在工业领域的成功应用将为5G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力拉动5G技术和产业

进一步发展成熟，促进我国5G商用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

工信微报指出，总体看，我国5G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产业界探索步伐加快，积极性不断提升，已经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 一是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面向工业场景的关键技术研发加快推进。 截至目前，华为、长虹等企业已发布多款5G工业模组。 基础电信企业与工业企业合作持续深入，商业模式和发展路径逐

步清晰，已形成近百个在建或意向合作项目。 二是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实践集中、应用案例丰富，鲁豫一带、川渝一带、湘鄂一带涌现了一批典型案例，其他地区有一些企业开展了积极探索，我国“5G+工业互联网”初步形成了“两区三带多点”的发展格局。 三是应用范围加快拓展。 除汽车、通信与电

子制造、机械、电力、轨道交通、航空、化工、家电、钢铁、船舶等制造业行业外，港口、能源等领域也成为“5G+工业互联网”的应用重点。 在视频监控、物流配送等场景应用基础上，部分企业推动5G应用持续走深向实，已开始介入到装配、检测等生产内部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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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集团总裁王翔：

智能手机市场恢复可能比想象要快

□本报记者 杨洁

3月19日，小米集团总裁王翔向中国证券报

记者介绍公司复工复产情况。 王翔表示，小米武

汉总部近2000名员工无一例感染， 线下累计超

过1800家小米门店正式恢复营业， 小米供应链

的复工率超过80%， 公司新品发布和供应不会

受影响。

王翔表示， 对智能手机市场的恢复充满信

心，“市场恢复可能比想象的要快” 。企业应迅速

转变过来，保障产能和服务。

旗舰新机“云” 发布

“生活可以被疫情影响，我们绝对不应被疫

情击败。 ” 在2月13日小米10系列5G手机线上发

布会上，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说。

小米是国内第一家选择“云” 发布旗舰新机

的手机厂商。 雷军介绍这次“云” 发布会的决策

历程时表示，最重要的是提振集团、产业链上下

游合作伙伴以及整个社会的信心。

没有观众、 没有互动的发布会其实并不容

易。 雷军强调，“信心比黄金还要珍贵” 。 对于企

业来说，防疫和生产同等重要。 小米集团总裁王

翔说：“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最开始我们就

决定要准备好远程办公。公司IT方面的同事做了

大量工作。 ”

王翔表示，1月20日在确定病毒人传人之后，

小米集团武汉总部同步强制员工放假，并加大办

公区消毒力度。 随后，小米便建立起各项防控制

度，包括体温测量、人员管控、环境消毒、防控宣

传、健康记录等各项办公区安全运营制度，从线

下环境管理到线上信息搜集相关制度迅速完善，

为后续复工做好准备。 截至目前， 武汉地区近

2000名小米员工无一例感染。 在西欧疫情尚未爆

发之时，小米于1月27日就开始逐步在德国、意大

利、英国、西班牙等国家采购口罩和消毒物资并

发放。

王翔介绍，1月30日公司确定了远程复工的

方案，2月3日正式启动远程办公。 对于每天抵达

办公区的员工，公司统一发送“小米三宝” ：两只

口罩、消毒喷雾和抑菌洗手液。

对于在防控疫情的情况下如何开展销售工

作，王翔介绍，疫情较重的区域门店暂停营业，2

月5日起逐步推出远程下单功能。 随着疫情的好

转，3月19日，小米线下门店千店同时开业，目前

累计超过1800家小米门店正式恢复营业。

新品发布节奏方面，王翔表示不会受疫情影

响。随着国内疫情的稳定，小米将在3月24日发布

5G新品Redmi� K30� Pro。 “预期2020年发布至

少十款5G手机， 希望按照正常的节奏为米粉和

社会提供产品。 ”

供应链复工率逾八成

疫情对手机厂商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产品生

产端。 王翔坦言，小米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主要是

生产。“不少省市都规定2月13日复工，但真正复

产并不容易。 ”王翔介绍，“手机正常生产可能需

要几万名工人在生产线上同时工作，但当时大部

分工人还在自己家乡， 就算来到工厂所在地，也

有隔离的要求。 ”

小米集团公关部总经理徐洁云表示，小米10

系列手机的生产早期确实遇到困难。“主要还是

工人能否及时到岗的问题。 小米和很多地方政府

部门沟通，有些地方直接去工人的所在地把他们

接回来。 小米为工人提供口罩等防疫物资，并增

加牛奶等营养品供应，解决生活问题。 同时，花了

很大精力帮助工人安排集中住宿，配合地方防疫

工作。 ”

王翔介绍， 小米集团向合作伙伴提供口

罩、防护服、额温枪、消毒液等物资。 截至目前，

给各代工厂免费发放医用口罩超过100万只。

针对疫情期间各代工厂的招工成本费用上升

的问题， 小米给予补贴以平衡代工厂的成本。

此外，小米通过互联网金融体系为资金困难的

上下游合作伙伴提供金融支持，共同加快复工

复产。

王翔表示， 目前小米供应链复工率超过

80%。“这为我们全面复工打下非常好的基础，为

满足市场需求起了一个好的开头。 ”

徐洁云说：“小米10手机发布以后，由于2月

份产能不足没有及时供货， 但现在逐渐恢复，正

在持续热销。 目前Redmi� K30� Pro的代工厂已

经全面复工，产能全开。 ”

对市场恢复充满信心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手机行业一季度预期整

体表现不佳。 市场研究机构Strategy� Analytics

此前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智能手机2020年一季

度销量将下滑30%。

王翔表示，整个市场的数据在健康地恢复过

程中，公司对于市场加速恢复充满信心。“市场恢

复可能比想象的要好。 重要的是企业如何迅速转

变过来，增加产能，更好地为客户服务。 ”

3月20日，Strategy� Analytics发布2020年

2月全球智能手机出货报告，2月全球智能手机

出货量为6200万部， 同比下滑38%， 环比下滑

39%。 Strategy� Analytics表示，疫情和季节性

因素对智能手机行业造成冲击，智能手机厂商受

到影响。

从手机厂商的情况看，2月份三星手机出货

1820万部，同比下滑13%；苹果手机出货1020万

部，下滑27%；小米手机出货600万部，下滑32%；

华为手机出货550万部， 下滑69%。 值得注意的

是，得益于一直以线上销售为主的策略，小米在2

月份的出货量超过华为，位列第三。

王翔介绍，随着海外疫情持续发酵，小米集

团已经陆续提供国际支援，已向意大利首批空运

捐赠3万只欧洲FFP3口罩，3月16日捐赠的30万

只口罩等首批防疫物资运抵韩国，3月17日首批

捐赠法国的防疫物资已转交法国巴斯德研究所。

此外，小米在筹划通过荷兰政府部门、德国卫生

部门捐赠物资。

5G换机潮将至

产业链公司忙扩产

□本报记者 张兴旺

随着5G换机潮将至， 手机产业链

公司忙碌起来， 纷纷募集资金准备扩

产。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硕贝德、

三环集团、信维通信、长盈精密、光弘科

技等9家手机产业链公司发布了定增预

案或修订定增预案，合计拟募集资金超

过188亿元。 其中，5G相关项目是募资

所投方向之一。

业内人士认为，产业链相关公司加

紧布局产能备战， 有利于抓住5G产业

快速发展带来的诸多机遇。

9家公司拟募资逾188亿元

从相关上市公司募集资金规模看，

通富微电、信维通信、长盈精密、光弘科

技、三环集团、中科创达、安洁科技、硕

贝德、赛腾股份9家公司，拟募集资金总

额最高分别不超过40亿元、30亿元、29

亿元 、23.67亿元 、21.75亿元 、17.01亿

元、15亿元、6.8亿元、5.5亿元，合计拟募

集资金达188.73亿元。

3月1日，信维通信披露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公司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0亿元。本次募集资金投入项目包括射

频前端器件项目、5G天线及天线组件

项目以及无线充电模组项目。

长盈精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

募集资金不超过29亿元，用于上海临港

新能源汽车零组件（一期）项目、5G智

能终端模组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其

中，5G智能终端模组扩产项目预计投

资总额为19.85亿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14亿元，用于智能硬件结构模组和

5G电连接模组项目的建设。

光弘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

资金总额不超过23.67亿元， 用于光弘

科技三期智能生产建设项目、云计算及

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

资金。 其中，光弘科技三期智能生产建

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19.83亿元。 项

目达产后将实现年产5G智能手机4200

万台、 企业级路由器300万台及交换机

200万台。

三环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

资金总额不超过21.75亿元， 拟用于5G

通信用高品质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扩

产技术改造项目、半导体芯片封装用陶

瓷劈刀产业化项目，拟分别投入募集资

金18.95亿元、2.8亿元。

安洁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预计不超过15亿元，扣除发行费

用后将用于智能终端零组件扩产项目、

新能源汽车及信息存储设备零组件扩

产项目、总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及补

充流动资金。

布局产能迎接5G换机潮

5G相关产品项目是上述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方向之一。一位研究消费电子

领域的买方高级研究员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从3G换4G再到5G，新技术

到来消费电子景气度上行时，相关公司

就要扩产，而扩产需要资金，因此选择

此时募资。

一位手机产业链上市公司高管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说，“4G到5G技术迭

代，手机全产业链产能刚性扩张。 5G手

机整体器件数，尤其射频需求量大幅增

长，相关器件厂商获得更多机会。 ”

谈及本次定增的原因，信维通信投

资者关系总监杨明辉在3月初的电话会

议上表示，这是为公司未来几年持续增

长提供更充足的发展动能。

长盈精密的客户包括北美大客户

以及三星、华为、OPPO、vivo、小米等

品牌。 长盈精密表示，通过本次对5G智

能终端模组项目的投资，能够满足市场

和客户在5G时代对于智能终端日益增

长的需求。

光弘科技表示，光弘科技三期智能

生产建设项目的投产，将有助于公司在

5G时代抢占先机， 抓住5G产业迅速发

展带来的5G手机、 网络通信设备等诸

多发展机遇， 从而进一步形成竞争壁

垒，增强公司的行业竞争力。

硕贝德表示，5G基站及终端天线

扩产建设项目实施后， 公司5G天线生

产能力将得到极大扩充，单位生产成本

降低提高了公司5G天线业务的获利能

力，缩短前期研发投入的回收期，有利

于公司持续发展。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家披露定增

方案的公司人士了解到，多家公司募资

投向5G等领域， 与5G换机潮将至有一

定关系。

中金公司预测，2020年全球5G手

机销量达到2.5亿台， 全球5G手机渗透

率达到16%；中国是全球最大的5G手机

市场， 全年销售有望达到1.52亿台，普

及率达到37%。 不过，5G手机总体销量

受到疫情一定影响。 2月25日中金公司

下调预测出货量， 预计2020年中国5G

手机全年销量1.3亿部。 “受疫情影响，

换机潮到来慢了点，但发展趋势阻挡不

住。 ” 一位手机产业链公司中层管理人

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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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0日，工信部发布《关于推

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的通知》（简

称《通知》），明确提出了加快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拓展融合创新应

用、加快健全安全保障体系、加快壮

大创新发展动能、加快完善产业生态

布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6个方面20

项具体举措。

新华社图片

20项举措力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

推动100个重点行业龙头企业改造升级

培植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

同日，工信部对《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型制

造发展的指导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提出积极利

用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新制造、催

生新服务。

当前，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本质特征

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 《通知》的发布旨

在落实中央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的决

策部署，推动工业互联网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

更高水平上融合创新， 培植壮大经济发展新动

能，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

工信部旗下公众号“工信微报” 介绍，工业

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的产物，通过对人、机、物的全面互联，构建起全

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面连接的新型生产

制造和服务体系， 是数字化转型的实现途径，是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力量。为抢抓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世界主要国

家和地区加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工业互联网

战略布局，全球领先企业积极行动，产业发展新

格局正孕育形成。

近年来， 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态势良好，有

力提升了产业融合创新水平，加快了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步伐，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工业互

联网、5G、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日益成为新

型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高科技领域既

是基础设施，又是新兴产业，既有巨大的投资需

求，又能撬动庞大的大消费市场，乘数效应、边际

效应显著。 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是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兼

顾短期刺激有效需求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的优

先选择。

据了解，2020年是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三年

行动收官之年。《通知》中各项举措的制定实施，

既是立足当前巩固扩大工业互联网发展成效，培

植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举措，更是面向未

来为下一个五年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任务要求。

2017年11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互联

网+先进制造业” 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

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基础

设施和产业体系。 其中，在2018年-2020年三年

起步阶段，初步建成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工

业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初步构建工业互联网标

识解析体系，初步形成各有侧重、协同集聚发展

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初步建立工业互联网安

全保障体系。

首条任务聚焦“新基建”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通知》提出的首

条任务，包括四项具体措施。

改造升级工业互联网内外网络。推动基础电信

企业建设覆盖全国所有地市的高质量外网，打造20

个企业工业互联网外网优秀服务案例。鼓励工业企

业升级改造工业互联网内网， 打造10个标杆网络，

推动100个重点行业龙头企业、1000个地方骨干企

业开展工业互联网内网改造升级。 鼓励各地组织

1-3家工业企业与基础电信企业深度对接合作，利

用5G改造工业互联网内网。 打造高质量园区网络，

引领5G技术在垂直行业的融合创新。

增强完善工业互联网标识体系，出台工业互

联网标识解析管理办法。增强5大顶级节点功能，

启动南京、贵阳两大灾备节点工程建设。 面向垂

直行业新建20个以上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新增标

识注册量20亿，拓展网络化标识覆盖范围，进一

步增强网络基础资源支撑能力。

提升工业互联网平台核心能力。引导平台增

强5G、人工智能、区块链、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

新技术支撑能力，强化设计、生产、运维、管理等

全流程数字化功能集成。遴选10个跨行业跨领域

平台，发展50家重点行业/区域平台。 推动重点平

台平均支持工业协议数量200个、 工业设备连接

数80万台、工业APP数量达到2500个。

建设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 加快国家工业

互联网大数据中心建设，鼓励各地建设工业互联

网大数据分中心。 建立工业互联网数据资源合作

共享机制，初步实现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数

据采集、汇聚和应用，提升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

和数据资源管理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3月4日， 中央作出加快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的重要部署。 赛迪智库认为，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

施建设，工业互联网是七大领域之一，其他领域

为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

天风证券表示，工业互联网主要包括网络、平

台、安全三大层面。 网络层主要是设备接入，初期

建设重点是标识解析体系，目前进展良好。平台层

主要是工业PaaS平台和平台上工业APP的孵化，

是工业互联网的核心。 安全层是工业互联网平台

安全稳定运营的基础，是工业互联网的保障。

加快推动5G技术融合发展

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深入实

施，5G正式进入商用阶段，加快推动5G与工业互

联网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证券报记者统

计，“5G” 这一表述在《通知》中合计出现了7

次，其中提到要深入实施“5G+工业互联网” 512

工程。

根据工信微报，从工业互联网发展看，5G是

工业互联网的关键使能技术。 5G具有高速率大

带宽、低时延高可靠、大连接广覆盖的技术特性，

可有效满足工业业务苛刻的安全性、传输时延及

可靠性要求，支撑工业互联网快速落地。 特别是

工厂内网改造方面， 加快利用5G技术开展工业

互联网内网改造，将有效促进工业互联网内网无

线化、扁平化、IP化发展，显著提升我国工业互联

网产业发展水平。

从5G技术发展看， 工业领域是5G的主要应

用场景。 5G商用发展的重点是促进实体经济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为各垂直行业和

领域赋能赋智。 当前，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步伐

加快，工业领域已成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

领域。 5G在工业领域的成功应用将为5G发展开

辟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有力拉动5G技术和产

业进一步发展成熟， 促进我国5G商用发展向更

高水平迈进。

工信微报指出，总体看，我国5G与工业互联

网融合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产业界探索步伐

加快，积极性不断提升，已经具备良好的发展基

础。 一是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面向工业场景的关

键技术研发加快推进。截至目前，华为、长虹等企

业已发布多款5G工业模组。 基础电信企业与工

业企业合作持续深入，商业模式和发展路径逐步

清晰，已形成近百个在建或意向合作项目。 二是

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

的产业实践集中、应用案例丰富，鲁豫一带、川渝

一带、湘鄂一带涌现了一批典型案例，其他地区

有一些企业开展了积极探索，我国“5G+工业互

联网”初步形成了“两区三带多点”的发展格局。

三是应用范围加快拓展。 除汽车、通信与电子制

造、机械、电力、轨道交通、航空、化工、家电、钢

铁、船舶等制造业行业外，港口、能源等领域也成

为“5G+工业互联网”的应用重点。 在视频监控、

物流配送等场景应用基础上， 部分企业推动5G

应用持续走深向实，已开始介入到装配、检测等

生产内部关键环节。

□本报记者 吴科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