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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5G+工业互联网”

512 工程推进方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通信管理局：

现将《“5G+工业互联网”512 工程推进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2019 年 11 月 19 日

附件：

“5G+工业互联网”512 工程推进方案

工业互联网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支撑，5G 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演进升级的重要方向，二者都是实现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

量。5G 与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创新发展，将推动制造业从单点、局部的

信息技术应用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变，也为 5G 开辟更为广阔

的市场空间，从而有力支撑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当前，我国产业

界推进 5G 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的积极性不断提升，“5G+工业互联

网”内网建设改造覆盖的行业领域日趋广泛，应用范围向生产制造核心

环节持续延伸，叠加倍增效应和巨大应用潜力不断释放。但是，5G 与

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仍处于起步期，产业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路径模

式有待进一步探索，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为推动“5G+工业互联

网”512 工程加速落地，高质量推进 5G 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制定

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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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目标

到 2022 年，突破一批面向工业互联网特定需求的 5G 关键技术，“5G+

工业互联网”的产业支撑能力显著提升；打造 5 个产业公共服务平台，

构建创新载体和公共服务能力；加快垂直领域“5G+工业互联网”的先

导应用，内网建设改造覆盖 10 个重点行业；打造一批“5G+工业互联

网”内网建设改造标

杆、样板工程，形成至少 20 大典型工业应用场景；培育形成 5G 与工

业互联网融合叠加、互促共进、倍增发展的创新态势，促进制造业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提升“5G+工业互联网”网络关键技术产业能力

（一）加强“5G+工业互联网”技术标准攻关

对标工业生产环境和现有网络体系，着力突破 5G 超级上行、高精度室

内定位、确定性网络、高精度时间同步等新兴技术，着力突破 5G 在工

业复杂场景下对高实时、高可靠、高精度等工业应用的承载能力瓶颈。

发挥国家工业互联网标准协调推进组、总体组和专家咨询组的作用，统

筹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CSA）及相关行业标准化组织，研究制定“5G+

工业互联网”融合标准体系，完善融合技术、应用标准。

（二）加快“5G+工业互联网”融合产品研发和产业化

加快工业级 5G 芯片和模组、网关，以及工业多接入边缘计算（MEC）

等通信设备的研发与产业化，促进 5G 技术与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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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控制系统（DCS）等工业控制系统的融合创新，培育“5G+工业

互联网”特色产业。

（三）加快“5G+工业互联网”网络技术和产品部署实施

深入研究工厂内 5G 网络部署架构、网络配置、业务部署、网络和数据

安全、频谱分配等关键问题，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网络部署架构及方案。

推动基础电信企业结合 5G 独

立组网和应用，为具备条件的工业企业进行工业互联网内网设计、建设

和管理运维，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三、提升“5G+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能力

（一）打造 5 个内网建设改造公共服务平台

依托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打造 5 个工业互联网企业内 5G 网络化

改造及推广服务平台，建设满足工业企业开展 5G 网络应用研发验证的

网络测试环境，为中小企业提供“5G+工业互联网”内网建设改造模板，

开展应用咨询及研发培训，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二）遴选 10 个“5G+工业互联网”重点行业

基于“应用相对普遍、融合程度较深、产业影响较大、产业链中上游”

的原则，选择 10 个重点行业，鼓励各地建设“5G+工业互联网”融合

应用先导区，打造“5G+工业互联网”园区网络，引领 5G 技术在垂直

行业的融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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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挖掘 20 个“5G+工业互联网”典型应用场景

依托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打造一批“5G+

工业互联网”内网建设改造标杆、样板工程，鼓励工业企业将生产流程

优化与内网建设改造相结合，推动 5G 网络部署应用从生产外围环节向

生产内部环节延伸，挖掘提炼至少 20 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工业应

用场景，形成“5G+工业互联网”内网建设改造示范引领效应。

（四）建设“5G+工业互联网”测试床

鼓励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产业联盟等联合建设“5G+工业互联网”

技术测试床，开展融合技术、标准、设备、解决方案的研发研制、试验

验证、评估评测等工作。面向“5G+工业互联网”10 个重点行业，鼓

励各方联合建设行业应用测试床，提升垂直领域的 5G 应用创新能力。

四、提升“5G+工业互联网”资源供给能力

（一）打造“5G+工业互联网”项目库

建立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通信管理局、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和

基础电信企业等多途径的“5G+工业互联网”项目上报机制，遴选优质

项目纳入项目库，全面掌握我国“5G+工业互联网”实际建设需求和推

进情况，滚动更新项目库。

（二）培育“5G+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供应商

通过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工业互联网方向）等多种途径，支持基础电信企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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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设备企业、工业企业等结合自身优势、立足各自主业，拓展工业互联

网内网建设改造服务，培育一批既懂 5G 又懂工业的解决方案供应商。

（三）构建“5G+工业互联网”供给资源池

遴选面向“5G+工业互联网”的各类型优质服务提供商，构建供给资源

池，并向社会公布。依托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5G 应用产业方阵等产

业组织，促进“5G+工业互联网”内网建

设改造供需双方开展务实合作。

五、加强宣传引导和经验推广

（一）加大宣传引导力度

聚焦工业互联网内网建设改造应用，鼓励开展“5G+工业互联网”主题

研讨会、经验交流会、产业峰会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宣传展示“5G+工

业互联网”内网建设改造的重要价值和典型案例，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

营造良好氛围。

（二）开展经验总结推广

指导地方结合实际制定利用 5G 技术建设改造工业互联网内网的实施方

案，提升地方 5G 和工业互联网发展水平，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创新应

用格局。指导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5G 应用产业方阵编制发布《5G 与

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白皮书》、“5G+工业互联网”内网建设改造案例

集以及年度报告，总结适合我国产业发展实际需要的路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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