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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C上海演绎“时不我待”
◎ 记者 蔡淑敏

今年以来，ChatGPT 横空出世后一

夜爆火， 在互联网掀起新一波浪潮，而

在上一波浪潮中掀起狂欢的元宇宙似

乎已经沉寂。

新加坡电信副首席执行官兼业务

发展首席执行官 Anna Yip 博士在 《让

元宇宙回归现实》的论坛上展示的一张

元宇宙谷歌搜索趋势变动图显示，从去

年 1 月份开始，人们对元宇宙的兴趣便

逐渐下降，其网络热度相比高点时跌去

了超过 80%。

但这并不代表 “元宇宙已死”。 在

今年 MWC 上海的现场，记者看到了元

宇宙的两面：一面在展会现场，多家移

动通信厂商纷纷展示元宇宙相关内容，

观众们排着队体验 VR、AR 等设备和

内容；另一面在论坛现场，业内人士谨

慎地谈论着元宇宙技术和发展仍处于

初级阶段，同时，相比令大众消费者好

奇和兴奋的娱乐内容，业内更多地在探

讨工业元宇宙或行业元宇宙的未来。

6 月 27 日 ，MWC 上海开幕当天 ，

中国移动展台挤满了人，其中元宇宙比

特景观吸引观众排队等待体验，展台的

VR 头显设备一度因为体验用户过多

而电量耗尽 ；AR 眼镜品牌 XREAL 展

台陈列着一排 AR 眼镜设备，几乎所有

路过的观众都会凑上前去体验一下。

这个月初，苹果公司首款头显设备

Vision Pro 诞生， 在元宇宙创业圈内引

起了激烈的讨论，在此次大会期间有关

元宇宙的讨论中， 苹果也多次被提及。

HTC 全球企业发展副总裁汪丛青在分

享中提到，不应该把苹果进入这个行业

当做一个威胁，这么大的一个企业愿意

参与进来，说明 XR 这个行业是一个真

的东西，而且会发展得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内

容不足、克服难点、脱实向虚等理性词

汇频繁出现。 虽然有很多观众在排队

体验不同的 VR、AR 设备，但记者也看

到，不少观众在体验完一些设备和场景

后提到设备过重、佩戴不舒服、操作不

够便捷流畅、内容不够有吸引力等。

正如 XREAL 联合创始人吴克艰

在一场有关 AR、VR 的论坛中提到的，

整个行业的迭代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

是慢慢发展的，消费级 AR 市场目前还

处于教育大众消费者的早期阶段。 中

国电信研究院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研究

所所长杨明川亦表示， 元宇宙距离拐

点到来还有一段甚至很远的距离 ，分

析发展瓶颈时他提到了生产力的制

约、缺乏高性能低成本的消费级设备，

以及最核心的是还没有真正的杀手级

应用出现。

一位咨询界人士称，虽然外界对元

宇宙的关注不再狂热，但政府、产业、学

术、 资本对元宇宙的关注没有停过，注

意力从远景目标转到产业应用和商业

价值的挖掘，元宇宙开始脱实向虚，产

业进入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双驱动，也

涌现了很多不同的应用场景。

已经有运营商率先公布了详细的

元宇宙发展规划。 6 月 28 日，在“数实

融合·元启未来” 中国移动元宇宙产业

联盟发布会上，中国移动元宇宙产业联

盟正式成立。 首批联盟成员包括芒果

TV、科大讯飞、光明网、Unity 中国等共

计 24 家，广泛覆盖产学研金链条，将重

点聚焦元宇宙内容制作 、XR 终端 、关

键技术以及算力网络四个方向。

未来商业蕴藏全新机遇，联想集团

副总裁、联想研究院上海分院院长毛世

杰表示，随着元宇宙应用在电力、智能

制造等垂直领域的落地，行业客户对元

宇宙的接受度不断提升，行业元宇宙已

经成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的新型载体。

从外界看来，元宇宙概念似乎已经

降温不少， 但业内对元宇宙仍抱有期

待，正如一位投资人在现场所说的：“元

宇宙， 我们希望它会变成一个现实，而

不是吹了一段时间泡沫就死掉了。 ”

自 2019 年以来，首次全面回归线

下的 MWC2023 上海恢复了昔日的热

闹与熙攘。 6 月 28 日-6 月 30 日，来自

全球电信生态系统的领导者齐聚上

海， 一起探讨影响未来互联发展的主

要趋势。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内人头攒动，

三大运营商、华为、中兴、魅族、联想等

公司的展台上， 遍布参观者和体验者；

关于 5G、6G、数字经济 、元宇宙 、投资

的各大论坛场内和场外，随处可见来自

世界多个国家的与会者用不同的语言

畅谈交流。

阔别四年， 线下重聚的盛景还恍

如昨日， 但移动通信世界早已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 四年前，5G 刚刚开

始商用 ，2019 年被公认为 5G 的 “元

年”，如今全球 5G 连接数已经突破 10

亿， 中国成为了这个领域的全球领军

者之一；5G 进入下半场，拐点已现，关

于 5.5G、6G 的讨论越来越多 ；5G、AI
等数字新技术赋能千行百业， 数字化

转型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

四年间， 元宇宙快速爆火后又快速冷

静，ChatGPT 和 AIGC 的火爆又让大模

型在全球掀起了新一轮的人工智能浪

潮……

这一切都发生得很快， 正如今年

MWC 的主题：“时不我待”。 在整个展

会期间，“时不我待”这一主题贯穿三个

关键的讨论和思想领导力主题：“5G 变

革”———探讨 5G 频谱、商业变现和 6G
进程；“数字万物”———涵盖智慧城市、

数字国家和科技向善 ；“超越现实+”

———深入探索元宇宙、社交和游戏的未

来以及下一代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

回首四年前的 6 月，工信部向中国

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广电颁

发 5G 商用牌照， 标志着 5G 业务正式

商用。 对全球来说，2019 年也是 5G 的

“元年”。时至当下，5G 正式商用正好满

四年。

GSMA 首席技术官 Alex Sinclair
在此次大会期间表示， 继 2019 年首次

推出 5G 网络之后，全球移动行业约有

13 亿个 5G 连接， 预计到 2025 年将达

到 25 亿。

这一发展速度超越了以往的任何

一代移动通信技术。 正如华为无线网

络产品线总裁曹明在展示全球 5G 发

展势能时所介绍的，全球有超过 260 张

5G 商用网络，是 4G 同期的两倍；5G 终

端出货占比超 60%， 是 4G 同期的三

倍 ；5G 发展 10 亿用户所用时间为三

年，而 4G 用了六年，3G 是八年。

中国俨然已经成为了这个领域的

全球领军者。 有数据显示，中国是世界

上领先的 5G 市场，截至 2022 年底，中

国占全球 5G 连接的 60%； 截至今年 5
月底， 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到 284.4 万

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25.3%，县级以

上行政区覆盖率达 100%。

值得一提的是，5G 也已经成为推

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根据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22 年我国 5G
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 1.45 万亿元，

间接带动总产出约 3.49 万亿元， 间接

带动经济增加值约 1.27 万亿元。 高通

公司首席商务官 Jim Cathey 在 MWC
上海的 GTI 国际产业大会主题演讲中

表示，在中国，预计到 2035 年，5G 将创

造 10 万亿元的经济总产出 ， 并支持

13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

可以明显看到，四年间，从千行百

业到千家万户， 5G 商用逐步改变了人

们的生活与生产，并持续创造着商业价

值、产业价值、社会价值。 华为副董事

长 、轮值董事长 、CFO 孟晚舟在 “拥抱

5G 变革”主题演讲中表示，在消费者领

域，5G、云、AI 引发链式反应，让“买家”

成为“卖家；在行业领域，5G 已成为生

产力的一部分， 对焦的速度正在加快，

坚定的战略耐心、深入行业场景、围绕

着投入产出的不断优化，使得 5G 在行

业应用逐步站稳脚跟。

但与此同时， 面向未来的个人、家

庭、企业、车联等业务场景，新业务、新

体验、新场景需求对网络能力提出更高

的诉求。 在孟晚舟看来，“未来，不是轨

道，而是旷野。 ”孟晚舟表示，一方面，

新应用、 新终端层出不穷，5G 新通话、

裸眼 3D 等带来沉浸交互式体验 ；“物

超人”时代，意味着移动网络从过去“服

务于人 ”，发展为 “服务于物 ”，并沿着

“服务于生产”持续精进，这意味着“万

物互联”成为现实。 另一方面，5.5G 是

5G 网络演进的必然之路，5.5G 网络下

行万兆、上行千兆、千亿联接、内生智能

的网络特征已经明确， 从 5G 到 5.5G，

将更好地匹配人联、物联、感知、高端制

造等场景，孵化更多的商业新机会。

在此次 MWC 上海期间，记者注意

到，相比 5G 商用四年的成就，业内更

多地关注和讨论 5.5G 或 5G Advanced
的技术进展和应用场景。 一位运营商

人士向记者介绍，移动通信技术的更迭

周期大概是十年，5G 商用已经四年，距

离 6G 商用还有段时间，但如今和接下

来的更多新业务、新场景对网络能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可以将 5.5G 理解成

是 5G 跃升至 6G 中的一个过渡。

6 月 29 日， 在 5G Advanced 论坛

上， 华为董事、ICT 产品与解决方案总

裁杨超斌宣布，2024 年，华为将会推出

面向商用的 5.5G 全套网络设备。据悉，

华为倡导的 5.5G 时代， 是包含 5.5G、

F5.5G、Net5.5G 等全面演进升级的端到

端解决方案 ，5.5G 时代一方面可以保

护运营商的 5G 投资；另一方面将会带

来 10 倍的网络性能提升。 这不仅实现

了下行万兆、 上行千兆的峰值能力，以

满足丰富多样的业务需求，同时还引入

无源物联等全新技术以打开千亿物联

新空间，开创新的产业愿景。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当前 6G 还处

于愿景需求形成以及关键技术研究的

早期阶段，但在此次大会期间 6G 作为

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很高。尤其以三大运

营商为代表，在开幕式当天的主题演讲

中，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表示，对于 6G
技术的演进，要聚焦逼近“香农极限”的

下一代通信技术重点领域，加强基础理

论研究，突破新型网络架构、通感算一

体、智慧内生等关键技术，持续深化新

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创新。 中国电信董

事长柯瑞文表示，中国电信正在体系化

开展 6G 智简网络架构创新，重点研究

近域蜂窝融合 （P-RAN）、空天地一体

化等关键核心技术。 另据报道，中国联

通副总经理梁宝俊也在论坛演讲中提

到，围绕 6G 网络全面布局，在智能超

表面、太赫兹通信等关键领域开展研究

与试验， 并与合作伙伴携手共商共建

6G 网络标准。

6 月 29 日，在《5G 城市：技术拯救

生命》这一论坛上，来自加拿大的 GS鄄

MA 首席营销官 Lara Dewar 提到，几周

前， 自己的家乡发生了严重的森林火

灾，人们从自己的家中撤离，浓烟穿过

城市，空气质量迅速恶化。

央视新闻的报道显示，据哥白尼大

气监测服务（CAMS）报告，由于全球变

暖， 加拿大森林大火更加猛烈， 仅在

2023 年前 6 个月释放的二氧化碳量就

达历史最高纪录。 报告称，自 5 月初以

来，加拿大数百起森林火灾已产生近 6
亿吨二氧化碳， 相当于 2021 年该国所

有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88%。

Lara Dewar 认为，我们当下所生活

的世界正持续性地面对越来越复杂的

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而当前移动宽

带网络覆盖了全球 95%的用户， 为全

球 54 亿客户提供专属服务， 随着世界

在危机时刻变得越来越紧密，连通性变

得愈发重要，移动通信技术发挥着关键

性的作用。

中兴通讯副总裁陆平在上述论坛

上表示，燃气、排水、供水、道路、桥梁等

作为城市生命线主脉搏，是城市安全高

效运行的基础设施， 随着城市快速发

展，部分基础设施的老化，安全事件频

发，及时发现风险，杜绝隐患是关键。陆

平谈到， 中兴通讯通过在感知终端、网

络、数据集成和数据服务等方面的技术

积累及优势，积极参与城市生命线安全

工程的规划和建设。借助对物联传感网

络专业网规网优能力和部署经验，建立

城市生命线的网络专题库，确保物联终

端有效接入。通过对传感器低功耗优化

设计， 延长密闭空间感知终端使用寿

命，提升运营能力。 其中，5G 技术为建

设一张泛在覆盖的通信网络，将感知数

据传送到管理中枢发挥了关键作用。

5G 技术不仅仅可以在地震、山火、

洪水等灾害情况下赋能无人机、机器人

和特种设备来拯救生命，在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5G、AI、 物联网等技术也在不

断地赋能交通、教育、医疗等越来越多

的场景。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组织集团助

理首席技术官高羽嘉在现场展示了 5G
技术如何给医疗体系带来变革———通

过医院的电子系统，各科室数据可以集

合起来并合理利用，在针对决策的时候

作为诊断依据；全息影像技术被应用到

手术室，来进行导航和为患者进行心脏

搭桥手术； 远程诊断使得来自日本、新

加坡、印度的专家们可以一起讨论……

德勤首席增长官谈亮在“中国数字

医疗发展趋势” 的主题演讲中提到，以

中国领先全球的数字技术为基石，中国

的数字医疗在近几年发展迅速。 进入

数字医疗 3.0 时代，在健康中国的发展

方针下，中国的大健康产业逐渐发展壮

大，并朝着“疾病治疗”和“疾病预防”并

重的方向发展，数字医疗也将迎来更大

的发展机遇。

在 MWC 的举办地上海，5G、 人工

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已经应用到了城市

治理的方方面面。 以医疗为例，记者在

“数字上海” 展区的华山医院和中山医

院展台看到了数字医院、 数字诊室、手

术机器人、元宇宙手术等创新医疗科技

手段。 据悉，今年的 MWC 上海恰逢十

周年，“数字上海” 展区也是首次设立，

集中展示了上海数字科技和数字产业

发展的创新成果。

随着 5G、AI 等数字新技术的不断

突破和广泛应用， 各行各业的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

力量，也为投资者带来了全新的投资方

向。 在数字万物的大主题下，来自全球

的顶级投资者在《数字经济的下一波浪

潮中》分享了在数字经济投资方面的最

新见解和趋势。

中国移动旗下的和创数字私募股

权基金管理 (北京 )有限公司首席投资

官周博表示，移动信息产业是数字经济

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核心引擎，聚焦移动

信息产业链核心板块，他提到了数字经

济十大重点投资赛道：先进计算、通信

产业链、人工智能 、车联网 、工业互联

网、网络安全、虚拟现实、智能终端、大

数据、重大社会 & 生产场景数字化。

联想集团副总裁、联想创投集团合

伙人宋春雨在分享中提到了几个数据，

去年中国的 GDP 超过了 120 万亿元，

预计在 2035 年前后会达到 200 万亿

元，对于 80 万亿的增长来自于哪里，宋

春雨表示，“我们非常坚定地认为就来

自于未来科技的创新。”面向未来，尤其

是在数字经济领域，宋春雨非常看重三

大赛道，分别是应用导向大计算、AI 大

模型以及原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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