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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于发布《深圳市培育发展网络
与通信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2-2025年）》的通知

信息提供日期 : 2022-06-06 11:30  信息来源：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制造强市建设的工作部署，加快发展壮大网络与通信产业集群，依据《“双千兆”网络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1-

2023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意见》《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

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情况

　　（一）发展现状。网络与通信产业集群包含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通信系统设备制造、通信终端设备制造、电线电缆制造、广播电视节目接收设备、电信

服务等行业小类。我市网络与通信产业具备良好产业基础，拥有一批上下游企业，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供应链、产业链和创新链。2021年我市网络与通信产业

增加值达2046亿元，是我市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截至2021年底，我市宽带普及和光纤入户建设取得较好成果，家庭固定宽带普及率156.9%，光纤接

入用户占比达94.4%，固定网宽带接入用户628.5万户，移动宽带用户2657万户，5G基站超过5.1万个，实现5G独立组网全覆盖。

　　（二）发展机遇。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的深入推进，将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速数字化投资和传统行业

数字化转型，为网络与通信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三）存在问题。一是我市网络与通信企业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中下游，部分上游基础材料、中高端芯片、关键元器件等依赖进口。二是5G“超级应用”

尚未形成，5G模组、终端和应用测试缺乏统一规范和标准，影响各垂直行业复制推广。三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5G网络运维成本偏高，网络深度覆

盖有待提升。

　　二、工作目标

　　到2025年，我市网络与通信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贯通，成为产业规模领先、产业链安全、应用场景全面铺开的全球网络与通

信产业创新发展高地。

　　（一）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到2025年，网络与通信产业增加值超过2700亿元，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倍增，关键环节实现突破。

　　（二）产业布局更加完善。到2025年，建成网络与通信应用示范园区5个、终端设备产业基地5个、核心元器件产业基地5个。

　　（三）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到2025年，力争建设1-2个国家级创新平台，成立2-3个国际、国内产业标准组织，光传输网络、射频天线、超密集异构网

络、软件虚拟化、边缘计算等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四）网络建设全球领先。到2025年，千兆宽带家庭覆盖率达到200%，累计建成5G基站6万个，建成全球“双千兆、全光网”标杆城市。

　　（五）行业应用全面铺开。智能制造、智慧能源、智慧医疗、全光园区等商用场景的智能化、网联化和全光化水平大幅提升，超高清直播、智能家居等生

活化场景广泛应用，一批行业、政务虚拟专网建成使用。

　　三、重点任务

　　（一）扩大产业规模，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集群。保持行业重点企业稳定增长，支持上下游成长型企业发展，形成以大企业集团为核心、中小企业

协同发展的良好产业生态。以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契机，打造一批专业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积极引进国际领军企业，推动先进制造工

艺、高端电子元器件等重大项目投资落户。培育“独角兽”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服务局，

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加强核心技术研发，提升产业链创新水平。鼓励企业、科研机构围绕超高速光纤传输、下一代光网络技术、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和无线通信技术等领

域加大研发投入，主导或参与国际、国家、行业标准制定，努力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支持终端设备整机企业发挥优势，带动半导体材料、芯片制造、关键元器

件与模组等企业发展，提升产业链技术水平。(市科技创新委、工业和信息化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加快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应用落地。统筹规划建设深圳市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基础，完善城市骨干网、城域网、接入网建设，加快

千兆光网城市建设，推进“千兆到户，万兆入企”。统筹推进4G、5G无线网络发展，实现全市深度覆盖。稳妥推进专网建设，加快行业虚拟专网落地。鼓励

企业推进融合AI、VR、超高清、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多形态、多功能5G/F5G终端研发，开展“卫星+”智慧能源、智慧物流、智慧航运、智

慧交通、智慧应急、智慧农业，以及卫星互联网、卫星物联网等应用探索。(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深圳市通信管理局按职

责分工负责)

　　（四）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构建良好产业生态。鼓励企业与国内外科研院校和研究机构合作共建国家和省、市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

公共验证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鼓励运营商与垂直应用企业开展重点标准研制，针对智能网联汽车、5G/F5G+工业互联网/超高清视频/智慧能源/港口等典型

应用场景制定技术规范和产业标准,推动应用场景可复制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创新委、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重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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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支持IPv6　　（一）产业链强链补链工程。

　　1.提升产业链发展水平。瞄准国际前沿技术，超前部署科研任务，加快芯片和材料制备工艺产业链布局，攻克一批关键软硬件技术。支持终端设备厂商发

挥优势，联动上游芯片、关键元器件与模组、高端测试仪表等企业提升产业链技术水平。支持本地企业在深扩大产能，围绕基带芯片、光通信芯片、射频前端

器件等产业链关键和缺失环节开展定向招商，优先支持制造业项目落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创新委、财政局、商务局，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深汕

特别合作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2.推动终端产品研发应用。鼓励企业推进融合AI、AR/VR、超高清等新技术的多形态、多功能终端研发，加快提升终端设备性能和应用成熟度，加速推进

网络与通信行业融合终端在工业互联网、医疗、教育、超高清制播、车联网等领域落地实施。(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按职责

分工负责)

　　3.培育5G解决方案集成商。鼓励企业搭建5G开源平台，推进5G开源代码共享，促进5G应用快速发展。支持电信运营商、信息软件服务商、设备制造

商、行业重点企业加大对本行业、本领域应用5G进行深度开发，形成标准化、可定制、可复制的模块，为广大企业提供5G系统集成服务或专业服务。（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牵头）

　　4.启动前沿技术储备。支持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启动前沿技术研究与实验，形成“使用一代、研究一代、储备一代”的可持续研发梯队。（市科技创新

委牵头）

　　（二）网络深度优化工程。

　　1.持续扩大千兆光网覆盖范围。持续做好室外覆盖和室内覆盖，统筹规划网络架构建设，推动电信运营商开展10G-PON网络升级；持续开展OLT上联组

网优化和老旧小区、工业园区、商务楼宇等光纤到户薄弱区域光分配网、千兆光网和IP化改造升级，促进全光接入网进一步向用户端延伸。加快基于

“IPv6+”技术的移动回传网络/城域网全网升级改造建设。加大公共场所资源开放工作力度，督促各公共场所落实全面免费开放政策。(市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局、住房建设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城管和综合执法局、深圳市通信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2.提升移动通信网络质量。推进5G网络在交通枢纽、大型体育场馆等流量密集区域的深度覆盖。支持基础电信企业探索采用“IPv6+”等新技术在网络层

提供端到端的确定性服务能力，保障特定业务流传输的带宽、时延和抖动等性能要求。发挥电信运营商主体作用，有针对性地通过补点、室分外放等措施消除

信号盲区，推进移动通信网络质量优化。根据产业发展应用需求，推动开展基于5G毫米波的研究。(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深圳市通信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3.提升传输网络承载能力。加快骨干网向以云计算数据中心为核心的云网融合架构演进，提升深圳城市光网运力，推动电信运营商按需部署骨干网

200/400Gbps大容量传输系统。降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间、深圳辖区内数据中心之间互联时延，推动新技术发展应用，满足城市应急指挥、金融服务、

医疗救援等实时互动业务的传输需求，提升网络调度能力和服务效能。（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深圳市通信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4.提升跨境通信能力。加强与周边城市无线电频谱和通信网络的协调工作，协同优化干扰信号，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国际海底光缆、海缆登陆站、深圳星

（亚太6D卫星）及全业务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跨境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交互作用，将我市打造成全球信

息交互枢纽城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深圳市通信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行业融合工程。

　　1.鼓励各垂直行业探索宽带网络+行业新模式。支持企业深化“5G/F5G/IPv6+”+智能网联汽车、智慧港口、智慧电网等行业融合应用，赋能垂直行业

新动能。支持企业拓展超高清视频、AR/VR、智能终端等信息服务和消费，打造居民生活新体验。支持教育、医养、交通等领域利用5G、F5G、AI、

IPv6+等新技术，促进智慧城市与数字政府建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2.大力拓展“‘5G/F5G/IPv6+’+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深化“‘5G/F5G/IPv6+’+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支持企业园区网络IP化升级改造，加速

“‘5G/F5G/IPv6+’+工业互联网”从辅助环节向核心生产环节渗透，应用类型从大带宽主导向多类型方向发展，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鼓励对企业开展

“‘5G/F5G/IPv6+’+工业互联网”技术标准攻关、融合创新产品研发和产业化生产。（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创新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3.加强卫星与地面5G通信融合应用。充分利用卫星通信覆盖范围广、运行可靠性高及部署灵活性强的独特优势，通过与地面5G的融合，为各垂直行业提

供符合自身业务需求的应用场景。加强跨领域资源共享与信息综合服务能力，加速与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及其他新技术、新应用的融合，促进卫星应用产

业可持续发展，提升新型信息化技术应用水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创新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4.加快建设深圳市政务应用示范项目。加快推广使用1.4GHz频段无线政务专网和700MHz频段专网，推动5G/F5G在政务领域的广泛应用，在交通、警

务、城市管理、电力、水务、健康医疗、教育、安防、港口等领域开展政务应用项目，助力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智慧韧性城市。（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工业

和信息化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工程。

　　1.成立网络与通信专家委员会。支持重点企业、高校、研究机构联合成立5G/F5G/IPv6+国际专家委员会，定期磋商技术、产业发展方向，发布最新研究

成果等。（市科技创新委牵头）

　　2.搭建公共研发和应用创新平台。依托重点骨干企业、科研院校和研究机构，建设国家和省、市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公共研发和应

用创新平台。（市发展改革委、科技创新委、工业和信息化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3.搭建标准研发平台。鼓励研究机构、高校、制造企业、电信运营商与国内外产业标准组织、专业联盟加强合作，搭建我市网络与通信领域标准研究服务

平台。鼓励有实力的企业牵头成立国际产业标准组织并落户深圳，开展重点标准研制，构建标准技术体系。（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民政局、市场监管局、公安

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4.建设检测验证平台。依托检测验证平台，开展包括“5G/F5G/IPv6+”技术的基站、天线、承载网、核心网、业务管理平台等在内的测试验证和中试验

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相关器件、子部件的测试服务。（市市场监管局、科技创新委、工业和信息化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产业统筹领导。加强部门协同，市区联动，强化重点企业精准服务，及时解决企业困难问题和诉求，建立产业集群联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牵头）

　　（二）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市级财政专项资金作用，加大对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政府基金引导作用，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加

大对我市网络与通信产业的支持力度，支持和引进符合条件的网络与通信产业上下游企业来深上市。（市财政局、国资委、地方金融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网站支持IPv6　　（三）加强人才培养引进。大力引进国内外网络与通信高层次人才，充分发挥本地高校、职业院校、科研院所的带动牵引作用，构建ICT与传统领域的复

合型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培养技术型、融合型的高端人才和善于使用新型网络设施的“新工匠”人才。（市科技创新委、教育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深化国际国内交流合作。发挥我市创新研发和产业链优势，加强与周边产业配套生产基地创新协同。积极搭建国内外对接平台，引入国内外优秀企

业，全面参与全球分工合作，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市商务局、工业和信息化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主办单位：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投诉/咨询电话：12345 0755-88102553 办公时间：9:00-12:00 14:00-18:00（工作日） 咨询邮箱：xzc@gxj.sz.gov.cn

地址：深圳福田福中三路市民中心三楼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网站标识码：4403000048 粤ICP备10053215号  粤公网安备 440304020030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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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eian.miit.gov.cn/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44030402003015
http://gxj.sz.gov.cn/fzlm/yssm/content/post_8243054.html
http://gxj.sz.gov.cn/fzlm/bqbh/content/post_8243053.html
http://gxj.sz.gov.cn/fzlm/wzbz/content/post_8243052.html
http://gxj.sz.gov.cn/fzlm/lxwm/content/post_8243144.html
http://gxj.sz.gov.cn/fzlm/wzdt/index.html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B66C2BFFD471FF2E053012819ACB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