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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Hz 频段归属落地，推动移动通信技术

发展，稳定产业预期 
   

[Table_Rating] 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 事件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

率先在全球将6425-7125MHz全部或部分频段划分用于IMT(国际移动

通信，含5G/6G）系统。 

 

◼ 点评 
6GHz频段划分用于5G/6G系统，促进移动通信技术与产业创新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率先在全球范围内将6GHz频段划分用于5G/6G系统，

以法规形式确定其规则地位，有利于发挥现有中频段5G全球产业的优

势，即作为中频段中仅有的大带宽优质资源，兼顾覆盖和容量优势。

此举也有助于稳定市场对于5G/6G的产业预期，推动5G/6G频谱资源

全球或区域划分一致，助力5G/6G垂直行业应用的深入推进，促进移

动通信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6GHz频段规划落地，助力5G-A持续发展。频谱资源是移动通信技术

发展的核心资源，频谱规划是产业的起点，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产

业的发展方向、节奏和格局。2019年我国5G商用牌照的发放，标志着

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时代。5G典型的应用场景包括高清直播、VR/A

R业务、工业制造、无人驾驶、远程医疗、万物互联和智慧城市，5G

通过赋能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方式和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随着5G网络的全球规模部署以及垂直

行业应用的广泛和深入，6GHz作为具有700MHz～1200MHz连续带宽

中频频谱，兼顾网络容量和覆盖范围的性能要求，并且还能大幅节约

建网成本，将会成为助力5G持续发展与成功的重要频谱资源。 

6GHz频段归属的确定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在IMT领域的话语权。在5G技

术道路选择上，美国在商用初期选择了毫米波，虽然毫米波的带宽更

宽，从而信道容量更大，通信速度很快，但是覆盖范围小以及成本高

的缺点制约了毫米波的大规模商用，因此美国几大运营商又集体转向5

G中频，采用Sub-6GHz频谱。美国在Wi-Fi领域一直保持着强势地

位，以Broadcom、Atheros和Marvell为首的全球几大Wi-Fi芯片供应商

都在美国，掌握标准与技术话语权。而我国在IMT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

优势，并且起步很早，但是我国并没有马上明确6GHz的归属与使用方

式，而是选择了“埋头苦干”，持续加速5G商用进程，用5G商用成功

给全球产业生态树立“新样板”。在中国的推动下，2019年WCR-19

便决定将6GHz（6425-7125MHz）频段新增IMT（5G或6G）使用标

注，3GPP 6GHz标准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此次我国率先在全球范围内

将6GHz频段划分用于5G/6G系统，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在IMT领域的话

语权。 

 

◼ 投资建议 
维持通信行业“增持”评级。 

 

◼ 风险提示 
美国相关制裁带来的技术发展受阻；政策推进不及预期；5G 后续建设

不及预期；运营商资本开支下滑带来行业增速放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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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QuotePic] 最近一年行业指数与沪深 300 比较  

 
 
 

 

   
[Table_ReportInfo] 相关报告： 

《通信板块出现回调，重视业绩推动下的

投资机会》 

——2023 年 06 月 27 日 

《通信板块整体表现良好，网络接配及塔

设板块表现突出》 

——2023 年 06 月 20 日 

《通信板块表现平稳，光模块及硬件领域

催化依旧增长强劲》 

——2023 年 0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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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信部率先在全球将 6425-7125MHz 全部或部

分频段划分用于 IMT 系统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

规定》，率先在全球将 6425-7125MHz 全部或部分频段划分用于

IMT(国际移动通信，含 5G/6G）系统。 

《划分规定》将支持卫星互联网和物联网、航天工程安全和

汽车雷达领域长远发展。（1）卫星互联网和物联网领域，《划分

规定》分别在 150MHz 和 400MHz 频段分别设立卫星水上移动和

卫星移动业务规则条款，在 17.7-19.7 GHz 和 27.5-29.5 GHz 频段

引入卫星动中通地球站使用，在 37.5-51.4 GHz 中部分频段明确

了低轨与高轨卫星系统共用条件，推动了卫星互联网和物联网可

持续发展。（2）航天工程安全领域，此外在相关频段和部分区

域，明确了对卫星地球探测、空间研究、射电天文等无线电业务

的干扰保护，保障了重大航天工程等频率使用安全。（3）汽车雷

达领域，本次修订明确 79-81GHz 频段无线电定位业务将优先用

于汽车雷达等应用，为汽车智能化技术应用和产业发展预留频谱

资源，支持汽车行业长远发展。 

1.行业意义重大：6GHz 频段规划落地，助力 5G-A 持续发

展。频谱资源是移动通信技术发展的核心资源，频谱规划是产业

的起点，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产业的发展方向、节奏和格局。

2019 年我国 5G 商用牌照的发放，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 5G 商用

时代。5G 典型的应用场景包括高清直播、VR/AR 业务、工业制

造、无人驾驶、远程医疗、万物互联和智慧城市，5G 通过赋能人

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

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6GHz 作为具有 700MHz～1200MHz 连

续带宽中频频谱，兼顾网络容量和覆盖范围的性能要求，并且还

能大幅节约建网成本，将会成为助力 5G 持续发展与成功的重要频

谱资源。 

2.全球技术地位得以巩固：6GHz 频段归属的确定将进一步提

升我国在 IMT 领域的话语权。在 5G 技术道路选择上，美国在商

用初期选择了毫米波，虽然毫米波的带宽更宽，从而信道容量更

大，通信速度很快，但是覆盖范围小以及成本高的缺点制约了毫

米波的大规模商用，因此美国几大运营商又集体转向 5G 中频，采

用 Sub-6GHz 频谱。过去，美国在高频 Wi-Fi 领域一直保持着强

势地位，以 Broadcom、Atheros 和 Marvell 为首的全球几大 Wi-Fi

芯片供应商都在美国，掌握标准与技术话语权。而我国在 IMT 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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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并且起步很早，但是我国并没有马上明

确 6GHz 的归属与使用方式，而是选择继续深入研究，持续加速

5G 商用进程。在中国的推动下，2019 年 WCR-19 便决定将

6GHz（6425-7125MHz）频段新增 IMT（5G 或 6G）使用标注，

3GPP 6GHz 标准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此次我国率先在全球范围内

将 6GHz 频段划分用于 5G/6G 系统，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在 IMT 领

域的话语权。       

2 风险提示 

政策推进不及预期；5G 后续建设不及预期；运营商资本开支

下滑带来行业增速放缓等；美国相关制裁带来的技术发展受阻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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