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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工信部印发《5G 全连接工厂建设指南》（简称《指南》），提出“十四五”时期，面向原材料、装备、消
费品、电子等制造业各行业及采矿、港口等重点行业领域，推动万家企业开展 5G 全连接工厂建设，建成 1000
个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工厂，打造 100 个标杆工厂，推动 5G 融合应用纵深发展。

5G赋能 生产更高效

5G全连接工厂是充分利用以 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集成，打造新型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新建或改造产线级、车间级、工
厂级等生产现场，形成生产单元广泛连接、信息（IT）运营（OT）深度
融合、数据要素充分利用、创新应用高效赋能的先进工厂。同时，《指
南》也适用于采矿、港口、电力等国民经济重点生产领域。

“十四五”时期，主要面向原材
料、装备、消费品、电子等制造业各
行业以及采矿、港口、电力等重点行
业领域，推动万家企业开展 5G 全连

接工厂建设，建成 1000 个分类分
级、特色鲜明的工厂，打造 100 个标
杆工厂，推动 5G 融合应用纵深发
展。

安全防护能力升级。推进企业利用
5G、人工智能、新型加密算法等技术，结
合生产安全需求，围绕设备、控制、网络、
平台和数据等关键要素，构建多层级网络
安全防护体系；做好安全应急预案，阶段
性开展安全检测评估，提升网络安全监测
水平，确保网络运行平稳，提高安全威胁
发现、快速处置和应急响应能力。

安全管理水平提升。推进企业全面
落实工业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分类分级
管理相关政策与标准，提升设备、控制、网
络、平台和数据等安全防护能力；加大网
络安全投入，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建
立健全监测预警、数据上报、应急响应、风
险评估等安全机制。

开展分类分级建设。支持企业
建设产线级、车间级、工厂级等不同
类型 5G 全连接工厂。产线级 5G 全
连接工厂建设，着重在单一生产环
节、业务单元的设备连接、数据采集

和 5G 融 合 应 用 创 新 方 面 能 力 建
设。车间级 5G 全连接工厂建设，着
重多产线多系统协同优化、数据价
值充分释放、集成创新水平提升等
能力建设。工厂级 5G 全连接工厂
建设，着重跨车间跨层级互联互通、
场景的深度和系统化应用、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等能力建设。

加快重点行业推广。在电子
设备制造、装备制造、钢铁、采矿、
电力等重点行业和领域，推动发展
基础较好、需求较明确的企业主
体，率先建设 5G 全连接工厂，形成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标杆；同时，鼓励更多行业企业积
极探索 5G 在工业生产各环节创新
应 用 ，实 现 提 质、降 本、增 效、绿
色、安全发展。

工信部“5G+工业互联网”现
场工作会近日在宁波召开，现场
会聚集了各省工信厅、三大运营
商、网络设备厂商以及行业伙
伴，集中展示了全国 5G行业应用
成果，共同梳理总结了重点行业
发展模式和成熟经验，正式发布
了《5G全连接工厂建设指南》，为
加快建设 5G全连接工厂、为产业
数字化转型再添新活力。

5G 商用三年以来，在政府、
运营商、设备商、终端厂商和产

业 各 界 的 齐 心 协 力 下 硕 果 累
累。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 5G
网 络 ，发 展 了 超 过 4.5 亿 5G 用
户，2021 年移动宽带的平均速率
已追上固定宽带。 5G 在满足用
户极致网络体验的同时，也在持
续提升能效，5G 单位比特能耗
已经降低到 4G 的 15%以下，兑
现绿色低碳的承诺。

在行业领域，中国已跨越 5G
找行业的摸索时期，全面开启行
业主动用 5G 的全连接时代。当

前 5G 已在大工业、大能源、大交
通、泛政务等四大领域、几十个
子行业得到应用，在全国 1 万多
个项目中完成商业落地和闭环。

现场会期间，工信部发布了
《5G全连接工厂建设指南》，本次
发布标志着 5G 一网多用、大上
行、高可靠等能力得到行业认
可，将进一步加快“5G+工业互联
网”新技术、新场景、新模式向工
业生产各领域、各环节深度拓
展，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目 前 5G-Advanced（5.5G）已
成为产业共识，产业各方要有序
推进产业节奏，实现网络能力跃
升，从 5G 商用领先走向 5.5G 商
用领先。在 5G“泛在千兆”和“百
亿联接”能力的基础上，5.5G 可
以达到“万兆下行”“千兆上行”

“ 千亿联接 ”和“ 内生智能 ”能
力。同时，5.5G 网络还将新增高
精度感知与定位、无源物联等新
能力，支撑全产业链持续创新和
全社会数智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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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召开“5G+工业互联网”现场会

遵循规律、需求导向。遵循企
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规律，根据企业
战略布局和业务开展需求，基于企
业网络应用基础，聚焦工业生产过
程中的重点、难点，明确 5G 全连接
工厂建设内容。

注重实效、有序推进。综合考
虑 5G 技术演进和建设使用成本，推
进企业灵活部署 5G 网络等基础设
施，同步推进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实
现 5G 在生产辅助环节的规模化部
署和核心环节的深层次拓展，不断
提升系统化集成应用水平。

融合创新、协同发展。整合工
业企业、基础电信企业、5G 终端和
网络设备制造商、垂直行业解决方
案提供商等各方资源，协同推动 5G
全连接工厂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
落地实践，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供
应链融合发展。

系统谋划、分类实施。统筹考
虑地区特色、行业特征、企业基础，
引导企业合理规划建设路径，新建
工厂一体设计、一体建设，现有工厂
立足实际、急用先行，分行业、分类
分级推进 5G全连接工厂建设。

建设目标

建设原则

建设路径

建设内容

基础设施建设

5G 网络建设。支持企业采用虚拟专
网、混合专网方式部署 5G 网络，加快用户
平面功能（UPF）等 5G核心网元建设，同步
部署相应的安全机制和措施，强化生产现
场 5G 网络能力。鼓励企业基于已获得许
可的无线电频率，探索 5G 独立专网，创新
灵活多样的 5G网络建设服务模式。

工业网络互通。鼓励企业综合利用
5G、时间敏感网络、软件定义网络等新型网
络技术，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推动企业办
公、生产管理、监控预警、工业控制、物联等
网络互通，加快 IT-OT网络融合。

边缘计算部署。支持企业在生产现
场按需部署边缘计算节点，与企业级工业
互联网平台互联，满足工业实时控制、就
近服务、按需调度、数据安全等需求，推进
5G 网络与边缘计算融合部署，促进云网
边端协同。

业务系统建设。鼓励企业自建或租
用网络服务与管理系统，为本地化网络运
维和管理提供支撑。推进有条件的企业按
需建设数据存储节点和工业互联网标识解
析企业节点，为数据存储、加工、查询、调
用等提供支撑。支持企业建设工业互联网
平台或订阅相关服务，支撑生产运营管
理。

现场装备网络化改造。
支 持 企 业 加 快 各 类“ 哑 设
备”、单机系统等网络化改
造，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提
升工业数据实时采集能力；
对具有移动部署、灵活作业、
远程操控等需求设备，积极
使用带有 5G 功能的芯片、模
组、传感器等进行改造；加快
5G 与 可 编 程 逻 辑 控 制 器
（PLC）、分 布 式 控 制 系 统
（DCS）等工业控制系统融合。

IT- OT 应 用 融 合 化 部
署。 支持企业充分发挥 5G
技术优势，推动 IT-OT 应用统
筹部署，探索生产控制、运营

管理等软硬件系统的云化，
加快生产、运营、管理等各类
移动端应用程序（APP）研发，
满足企业远程调用、资源共
享、高算力性能等需求，形成
集中管控、现场按需应用的
融合方案。

生产服务智能化升级。
支持企业运用 5G、人工智能
等技术，实现海量历史、实
时、时序数据的聚类、关联、
预测分析，加强数据深度分
析，优化设备健康管理、工艺
参数调优、能耗与排放管理、
产品售后服务等，为企业精
准决策提供依据。

研发设计应用。 支持企
业加快 5G、数字孪生、增强现
实 /虚拟现实（AR/VR）等技术
融合应用，促进物理与虚拟生
产单元之间动态实时映射及提
升现场工作效率，支持生产单
元模拟、协同研发设计、众包设
计等应用场景，提升企业网络
协同研发设计及现场作业交互
能力。

生产运行应用。 支持企
业推动 5G、边缘计算、知识图
谱等技术应用于工业设备、系
统、生产线，支持柔性生产制
造、远程设备操控、设备协同作
业、精准动态作业、现场辅助装
配等应用场景，提升生产运行
柔性、敏捷、协同能力。

检测监测应用。支持企业
通过 5G 结合机器视觉、模式化
识别等技术，进行在线检测监
测，加强识别分析、远程诊断、
智能预判，支持机器视觉质检、
近红外线成像分析、工艺合规
校验、设备故障诊断、设备预测

维护、无人智能巡检、生产现场
监测等应用场景，全方位保障
生产质量与安全。

仓储物流应用。支持企业
融合 5G 与射频识别、图像识
别、多源融合室内定位、北斗导
航等技术，运用智能天车、AGV
小车等设备，助力调度管理、货
物码放、危险品运输等环节智
能化、少人化，支持厂区智能物
流、智能理货、全域物流监测等

应用场景，提升配送效率，保障
货物与人身安全。

运营管理应用。 支持企
业利用 5G 结合工业互联网标
识、平台等设施，采集整合生产
单元信息数据，辅助优化生产
工序，支持生产过程溯源、生产
能效管控、虚拟现场服务、企业
协同合作等应用场景，促进生
产数字化、绿色化，推动产业链
上下游贯通。

关键环节应用

网络安全防护

厂区现场升级

相关新闻

“皖新鸿鑫化 09 号船”（船东杨金国 321281198907236494），由于你船不
服从公司管理，不按公司要求按时做船检和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导致船舶
检验证书、营运证及体系证书过期，根据《国内船舶运输经营资质管理规
定》第十条“经营运输的船舶应按规定取得《船舶检验证书》《船舶国籍证
书》《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和《船舶营运证》”等规定，目前你船属于非
法营运状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为加强危化品船舶的管理，请你于公告
之日起 7 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否则，我公司将配合主管机关注销

“皖新鸿鑫化 09 号”船舶营运证及营运相关的一切证书，所产生的一切损
失及法律后果你方自行承担！

安徽新鸿鑫船务有限公司
2022年 9月 18日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