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院未来网络作为下一代互联网袁已经成为影响全

球产业发展尧引领工业科技进步的新野风口冶遥 本文对

未来网络产业发展历史及国内外情况进行了介绍袁
对厦门市未来网络产业发展情况及问题进行了分

析袁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产业发展建议遥
关键词院未来网络曰产业生态链曰未来产业

未来网络袁作为中国全新定义的野下一代互联

网冶袁是集连接尧感知尧计算和数据服务为一体的网

络袁为客户独家定制的新网络,提供高质量尧安全尧
确定性尧定制化的差异性服务遥 未来网络产业作为

兼具创新引领性尧交叉融合性的前沿领域,对推动

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与应用尧 促进工业化和

信息化融合发展具有重大价值,也是抢占新兴产业

制高点和经济增长点的有力手段遥 我国高度重视

未来网络发展袁在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曳中袁将其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袁加以重点

部署遥
未来网络产业发展概述

传统互联网起源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阿

帕网袁进入九十年代后袁随着互联网 TCP/IP 体系

结构等设计理念的发展和上层应用的丰富袁 互联

网迅速风靡全世界遥 以 5G尧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袁 对互联网架构

提出了新需求袁 全球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向着 野融
合尧软硬分离尧可定制尧智能冶的趋势发展与变革袁
互联网进入了未来网络时代遥

近年来袁发达国家对未来网络越来越重视袁逐
渐加大对其核心技术研究的支持力度袁 力求主导

长期发展遥 如美国从 2005 年起已开展了野未来互

联网设计冶和野未来互联网架构冶等研究计划袁2020
年发布 PRONTO 项目用于构建服务于 野工业

4.0冶等场景的新型架构网络曰欧洲从 2007 年开始袁
陆续资助了包括未来网络架构尧云计算尧服务互联

网尧可靠信息通信技术尧网络媒体和搜索系统等规

模庞大的野未来网络冶研究项目曰国际电信联盟也

于 2018 年成立了网络 2030 焦点组袁对未来网络架

构尧需求尧功能和场景进行研究遥
我国从 2007 年启动了野新一代互联网体系结

构与协议基础研究冶 等未来网络相关的一系列项

目袁并陆续设立宽带通信与新型网络尧天地一体化

信息网络重大工程等重点研发计划专项袁2016 年袁
未来网络试验设施渊CENI冤正式获批建设袁2019 年

在国内 12 个主干节点城市建成连通袁 截至 2023
年 8 月已覆盖北京尧上海尧南京等 40 个城市遥 我国

各地市也纷纷开展未来网络的研究与布局袁 如南

京市发布 叶南京市加快培育新赛道发展未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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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计划曳袁依托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和紫

金山实验室等平台袁打造全链条尧高端化的未来网

络与先进通信产业体系曰深圳市发布叶深圳市培育

发展未来产业行动计划渊2022要2025 年冤曳袁依托金

砖国家未来网络研究院中国分院尧 鹏城实验室等

平台袁重点发展可见光通信技术尧光计算技术等曰
上海市发布 叶上海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高地发展壮

大未来产业集群行动方案曳袁 依托华为在上海的

6G 研发团队袁在青浦区重点发展 6G 技术遥
厦门市未来网络产业发展现状
1.产业基础

作为未来网络产业基础的电子信息产业袁厦
门市布局较早袁特别是集成电路尧计算机与通信设

备尧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产业已形成较好的

产业基础遥
集成电路产业集聚了星宸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尧厦门优迅高速芯片有限公司尧联芯集成电路制

造渊厦门冤有限公司尧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

司尧厦门士兰微电子有限公司尧厦门通富微电子有

限公司尧瀚天天成电子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尧厦门

恒坤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国内细分领

域龙头企业袁初步形成覆盖芯片设计尧先进工艺及

特色工艺制造尧化合物半导体尧封装测试尧设备与

材料以及应用等各环节较为完整的全产业链生态

体系遥
计算机与通信设备产业聚集了浪潮渊厦门冤计

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尧宸鸿科技渊厦门冤有限公司尧厦
门联达兴技术有限公司尧玉晶光电渊厦门冤有限公

司尧厦门亿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尧厦门视诚科

技有限公司等上百家规模企业袁 形成涵盖计算机

整机尧视频会议系统尧基础元器件尧配套服务等领

域的产业链布局袁 产业链上下游的相关企业聚集

效应正不断扩大袁 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

断的动力支撑遥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产业集聚了厦门市美亚

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尧 厦门瑞为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尧厦门云知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尧易联众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尧厦门美柚股份有限公司尧厦门

十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尧 厦门一品威客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国内细分领域龙头企业袁在
互联网尧行业应用软件以及大数据尧人工智能等新

兴领域培育形成了较强的竞争优势袁 领军企业影

响力及用户规模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遥
2.政策引导

厦门市近年来先后出台了 叶厦门市加快发展

集成电路产业实施意见曳叶厦门市进一步加快推进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曳叶厦门市加快推进

软件和新兴数字产业发展若干措施曳和叶厦门市促

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曳 等一系列产业扶

持政策袁优化产业发展环境袁推动了电子信息产业

快速发展遥 2022 年 7 月袁厦门市委尧市政府印发了

叶厦门市统筹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实施方案曳袁 提出

了构建野4+4+6冶渊四大支柱产业集群尧四个战略性

新兴产业尧六个未来产业冤的现代产业体系袁将未

来网络明确为六个未来产业之一袁 抢抓产业发展

先机袁加强其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发遥
厦门市科学技术局作为推动未来网络产业发

展的牵头单位袁积极开展相关工作遥 一是设立科技

计划重大渊点冤项目袁支持人工智能尧未来网络产业

发展袁2019要2022 年共支持大数据尧 边缘计算尧数
字孪生及可信人工智能等相关重大科技计划项目

19 项袁2023 年设立了未来网络领域重点项目袁提
出了 野开展未来网络相关技术的集成应用与融合

创新袁推进未来网络技术在工业尧交通尧金融尧能

源尧航天及国防等重点领域的应用研究袁通过场景

应用促进未来网络技术发展冶的研究目标曰二是建

设科研支撑平台袁 引进培育了南京理工大学厦门

数字信息研究院尧智能感知与工程物联网渊厦门冤
实验室尧 厦门市国科政法智能化技术创新中心等

新型研发机构曰 三是支持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共

同组建创新联合体袁针对市场需求开展协同创新袁
策划备案了元宇宙支撑技术与场景驱动创新联合

体袁 由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袁 联合 12
家企业和 5 家高校科研机构共同组建遥

3.发展劣势

虽然厦门市在未来网络产业已有较好的产业

基础袁 但与国内重点城市相比袁 存在科教资源不

足尧研发人员密度低尧高层次的创新平台不足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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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遥 此外袁厦门市存在头部企业相对较少尧缺乏本

土领军企业尧结构性人才短缺尧本地产品推广应用

不充分等问题遥 与长三角尧珠三角的城市相比袁厦
门市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相对较弱遥

厦门市未来网络产业发展建议
1.分阶段推动产业各细分领域

根据美国咨询公司高德纳 2022 年发布的中

国信息和通信技术成熟度曲线袁 未来网络的各项

技术仍未达到生产成熟期袁 如软件定义广域网处

于稳步爬升复苏期袁距离生产成熟期 2耀5 年曰5G尧
工业互联网尧自动驾驶处在期望膨胀期袁距离生产

成熟期分别对应为 2耀5 年尧5耀10 年尧 大于 10 年曰
元宇宙处于技术萌芽期袁距离生产成熟期大于 10
年遥 因此建议结合厦门市产业基础袁突出重点袁分
阶段推动产业发展袁 一是软件定义广域网和 5G
技术距离生产成熟期已较近袁 技术如何赋能企业

已经逐渐清晰袁 企业对这些技术的关注度越来越

高袁也陆续推出新产品袁因此可以引导企业开展相

关技术攻关袁实现产业落地曰二是结合厦门的集成

电路和软件产业基础雄厚的特点袁 可重点发展智

能网络芯片袁打造野芯片研发设计-终端产品研发

制造-示范应用冶为一体的智能网络产业链遥
2.支持产学研联合攻关核心技术

根据科技部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院的 2022
年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袁 厦门在 103 个

国家创新型城市(区)中位列第十四位袁在全国城市

创新能力百强榜中位列第十七位遥 未来网络产业

属于智力密集型高技术产业袁 其发展要从模仿创

新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转变袁 需要不断提升原始

创新能力袁这对基础研究投入尧研究成果转化等的

要求更高遥 而高校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的科研主

力袁 因此建议要积极引导企业加强与高校科研院

所的互动袁发挥各自优势袁开展产业生态链协同攻

关袁同时主导和参与国内外相关标准制定袁提升话

语权和影响力遥
3.培育和引进科研创新平台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科研实验环境的支撑袁因
此需要政府加大力度在科研创新平台的建设上遥

一是建议接入未来网络实验设施渊CENI冤袁为厦门

市企业尧高校科研院所提供网络试验环境袁试验技

术成果及技术难题攻关等曰 二是发挥厦门大学电

子科学与技术学院尧厦门大学信息学院尧中俄数字

经济研究中心等现有科研平台的作用袁 开展产业

调研袁策划建设科研平台袁为产业发展提供支撑曰
三是加大引智力度袁 未来网络产业仍处于起步阶

段袁其创新资源和要素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中袁因
此建议引进在该领域研发实力雄厚的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尧网络通信与安全紫金山实验室尧东南大

学及中国科学院等科研院所袁 为企业发展提供智

力支持遥
4.引进培育高水平创新人才

人才是产业提质发展的关键袁 尤其是对创新

能力要求较高的未来网络产业袁 更需要高层次领

军人才和专业型人才团队的支持遥 建议积极融入

全球创新网络袁 加强与国内外科研人员间的研发

合作和交流互动袁 引进具有国际视野和产业开发

经验的未来网络领域专家和青年骨干袁 也可以采

取人才飞地尧科研院所飞地等形式柔性引进人才曰
统筹整合厦门大学等高等教育资源袁 建设未来网

络专业学科袁鼓励高校与企业采用野订单式冶联合

培养机制袁引导高校与产业更好结合袁更好地为产

业服务遥
（作者单位：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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