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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通话业务的“加油包”

XR通话究竟是什么？中国联通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田新雪告诉 《中国电子报》 记
者：“XR 通话是在音视频通话基础上实现
的视频化、智能化、可交互的新通话服务，
在通话中融入虚拟数字人、AR特效等，提
供 AI 语音识别、屏幕共享、XR 群聊等功
能，使传统的单一通话从只听声音的模式向
全方位互动的模式转变。”

记者了解到，目前，XR 通话的功能
主要包括通话背景、XR 特效、语音转写/
翻译、远程协作等多个方面。虚拟背景为
可视通话提供了替换背景图片或视频的能
力；XR 特效在通话过程中可以展示各种
特殊效果；语音转写/翻译可以将通话内容
转化为文字，便于双方更好地沟通交流；
远程协作能够分享自己手机屏幕上的内容
给对方，双方可以实时进行手写涂鸦、输
入文字等，让沟通更加直观，并实现共同
创作。

无论是用户还是运营商，都对 XR 通
话业务寄予厚望。从用户的角度看，XR
通话的潜力在于其丰富的娱乐功能和广泛
的应用场景。据了解，XR 通话的功能涵
盖移动办公、数字娱乐、政务民生等众多
领域。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表
示：“对于个人用户而言，基于多媒体环境
下的互动是大众对于 XR 通话业务的主要
兴趣点。”

XR通话如能成功商用，其在为用户增
添通话趣味性的同时，也将成为运营商传统
通话业务的“加油包”。罗志亮告诉记者，
XR通话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对传统通话业
务的改造。“目前的传统通话功能较为单
一，我们希望XR通话为用户提供更有趣、

更便捷的新功能，借此打开通话业务的新
局面。”田新雪表示，“未来，XR 通话或
许能成为拉动运营商语音通话业务增长的
新引擎。”

XR通话已在手机上验证

记者从中国联通了解到，目前，XR通

话已经在手机上得到了技术验证。田新雪
表示，本次测试是由各方专家在31个省全
面展开的大规模端网测试，已完成对小
米、OPPO、vivo、华为、荣耀5个终端厂

家 32 款主流手机的测试。罗志亮告诉记
者，目前，虚拟背景、背景虚化、表情特效
已经正式上线投入使用，其他的功能也在陆
续上线中。

除中国联通在传统通话业务上有所动作
外，其他运营商也在该领域动作频频。记者
了解到，近日，广东电信基于中国电信云网
融合大科创装置和广东电信现网完成了
IMS DC终端的5G增强通话呼叫验证；同
期，中国移动与华为在中国移动南方基地举
行了“5G 新通话联合创新中心”揭牌仪
式，致力于推进新通话业务的快速孵化和上
线。虽然三家电信运营商对于XR通话的命
名各有不同，但他们具有相似的业务内核。
记者从中国移动了解到，未来实现全面商用
落地后，三大运营商的5G新通话业务能够
实现互联互通。

然而，无论是 XR 通话、5G 增强通
话，还是5G新通话，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专家指出，XR通话与大众日常使用的
社交类App功能具有较高重合性，要改变用
户的使用习惯、推广 XR 通话并非一日之
功。同时，也要考虑用户对于视频通话的主
观接受度。

XR通话所面临的技术瓶颈也同样值得
重视。田新雪坦言，目前XR通话在网络性
能、终端协同等方面仍然面临技术挑战。记
者了解到，虽然XR通话业务并不额外消耗
网络流量，但仍然需要高带宽、低时延的网络
支持。此外，在终端协同方面，支持该功能的
手机机型仍然不多，硬件基础仍需拓展。

张毅提出，产业生态的营造是决定XR
通话业务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他表示，生
态环境不仅要靠多家电信运营商来共同营
造，其上下游产业链、为商业业务提供落地
的配套厂商等发挥的作用也同样不可或缺。

“要建设完善的XR通话生态环境，就要抱
有开放的态度，仅靠电信运营商的力量并不
可行。”张毅告诉记者。

XR通话让传统通话“看得见”
本报记者 张琪玮

近日，中国联通完成了XR通话的实机运行与兼容性测试。联通沃音乐文化有限公司新通信高级架构师罗志亮
表示，XR通话的落地，有望成为传统通话业务“看得见”的新机遇，为运营商语音通话业务打造增长新引擎。

无须佩戴VR（虚拟现实）头盔和AR（增强现实）眼镜，加入视频通话，就可以和朋友一同化身数字人、畅游元宇
宙；无须打开种类繁杂的办公App，也可实现与团队成员分享屏幕、协同操作……这些都是XR（扩展现实）通话描绘
出的未来图景，用一部手机就可以实现。

（上接第1版）
三是强化创新策源和关键核心技术突

破，成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有力支撑。
从基地平台看，国家高新区聚集了近80%的
全国重点实验室、70%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
心、78%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从研发投入
看，国家高新区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超万亿
元，占全国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近一半。从成
果产出看，国家高新区企业拥有发明专利占
全国接近一半；智能机器人、卫星导航等一
批引领性原创成果在高新区加速产业化，第
一枚人工智能芯片、第一个量子通信卫星等
都诞生在高新区。

四是增强辐射带动作用，成为落实国

家区域重大战略的主要阵地。京津冀、长
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集聚了全国 1/4 的国
家高新区。东部地区地级市国家高新区覆
盖率已达71%，中部地区地级市覆盖率已
达59%。

“下一步，工信部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新型工业
化推进大会部署，坚持继承巩固、创新发展，
始终秉持‘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初心
使命，进一步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促进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新技术培育新
产业、引领产业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加速
形成新质生产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
更多‘高新’力量。”吴家喜说。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总数达178家

（上接第1版）
12月，西安高新区开工建设的先进制

造类项目有 15 个，总投资达 81.95 亿元。
“这些项目科技含量高、投资强度大、经济
效益好，将有力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的
产业根基。”西安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说道。

西安高新区的奇点储能研发制造基地
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年产20GWh储能产品
研发制造能力，打造中西部单体产值最高
的储能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可达 91 亿
元；飞秒激光精密智造装备产业化项目（二
期）将进一步提升飞秒激光加工业务在重
点领域的服务能力；由西安华圣精工机械
制造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实施的高端精密制
造加工平台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
8.8亿元，带动就业500人。

“一切围着项目转，一切盯着项目干。”
为提高项目推进效率，青岛高新区在全市
率先推行工业项目“用地一件事”改革，对
行政审批、自然资源等部门的审批流程集
成梳理，一次性告知。大庆高新区采取“一
项目一专班”模式，倒排工期抢进度，一线
办公解难题，保障重点项目早启动快建
设。昆山高新区面向全区 305 家重点企
业，派出35人挂钩联系服务队伍，面对企
业的“急难愁盼”，确保做到“事事有回应、
件件有落实”。

一个重点产业项目，就是一个新的经
济增长点。记者获悉，今年以来，各国家高
新区加大产业项目投资建设力度，新能源、
光电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一批重大项目
加快落地。以东北地区16家国家高新区工
业为例，今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435.17亿元，同比增长14.72%，拓展有效投
资空间，进一步增强了信心、鼓足了干劲。

攀高向新

将创新基因融入发展血脉

据工信部统计，国家高新区聚集了近
80%的全国重点实验室、70%的国家制造业
创新中心、78%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
高新区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超万亿元，占全
国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近一半；此外，国家高
新区企业拥有发明专利占全国接近一半。

肩负“攀高向新”时代使命的国家高新
区正不断“自我加压”，将创新基因融入发
展血脉，推动传统产业提升能级，抢占未来
产业发展制高点。

在长春高新区的长春市高新东卓汽车
电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台台智能
化机器已经成为工作的主力，工人只是偶

尔上前观察一下数据……近年来，长春高新
区立足吉林省汽车整车及高端零部件研发
制造企业的集聚区，加速向“智造”迈进。

“我们已实现由传统机械加工向自动化
生产线、数字化系统管理的转型升级。”东卓
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欣阳说。无
论是项目建设，还是企业生产、物流运输，该
公司都实现了数字化管理，公司年产值已突
破亿元。

为推动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
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明确，对使用算力的企业给予每年最高
100 万元补贴，还将打造一个 200 亿元规模
的数字经济发展基金集群；济南高新区凭借
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先进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企业，2023年以来已实施技改项目194
项（新增 45 项），累计实施智能化技改项目
27项，总投资达40亿元。

光电子、量子计算、元宇宙、空天地一体
化等前沿产业，已成为国家高新区角力科技
创新的主战场。

武汉东湖高新区已成为带动世界光电
子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创新策源地——光
纤光缆生产规模居全球第一，国内市场占有
率超50%，国际市场占有率超25%；光电器件
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12%；每万人高价值发
明专利拥有量达107件。今年，该区提出到
2025年，东湖高新区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达
到 7000 亿元，带动武鄂黄黄光电子信息产
业规模突破1万亿元，携手打造世界级高新
技术产业集群。

合肥高新区作为最早系统布局量子计
算研发及产业化的区域之一，正在努力探
索“超量融合”之路，提升气象预测、金融、
生物医药、材料科学、智能汽车、高端科研
等领域中复杂问题的求解效率，抢占量子
产业制高点。

昆山高新区也动作不断，持续打造各类
“创新场”——先进计算产业园培土奠基、微
软中国首个工业元宇宙应用中心项目落户、
HPE昆山国际数字创新谷开园、诺奖数字新
能源实验室揭牌启用……这些落户的企业，
正催生一个个抢占新质生产力制高点的新
增长极。

服务国家战略

国家高新区深化跨区域合作

“独善其身”“一枝独秀”不是国家高新
区的定位，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落实国家区
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抱团”引
领产业升级，是国家高新区应有之义。

京津冀 7 家国家高新区围绕电子信息

和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共同打造一批万亿
级产业集群，长三角36家国家高新区生物
医药产业规模超过全国一半，粤港澳大湾
区14家国家高新区催生了先进材料等一批
万亿级产业集群……

近日，京津冀国家高新区联盟正式成
立。京津冀地区内7个国家高新区及2家
省级高新区自愿发起成立京津冀国家高新
区联盟。成立后，各国家高新区将发挥资
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推动京津冀创新链、产
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促进上中下游衔
接、大中小企业融通，共同培育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科技领军企业和世界级影响力的产
业集群。

长三角内国家级高新区频频联动。苏
州高新区深度参与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
设，苏州工业园加快G60科创走廊、苏州实
验室等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合肥高新区
在全国率先开展长三角“双创券”通用通兑
试点，2022年年底合作伙伴已经覆盖三省
一市六区，一券通平台已入驻693家科技类
企业，累计发券1.38亿元。

一组数据彰显出长三角高新区“抱团”
发展成绩斐然：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国家
高新区联盟集成电路产业产值占我国集成
电路产业总产值超过40%，长三角36家国
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超全国一半。

与此同时，国家高新区还通过园区共
建、异地孵化、产业链协同等方式，强化东
西合作、南北互动，推动解决区域不平衡
问题，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深圳与哈尔滨高新区通过整体委托
“飞地”模式共建深哈产业园区，“带土移
植”深圳政策，实现南北共赢。截至目前，
深哈园区已成功复制深圳新型产业用地等
45项政策；累计注册企业395家，数字经济
企业集聚度达60%以上。

再如，上海张江高新区与兰州、白银高
新区通过“平台+服务”模式，探索东西部科
技合作新路径。截至目前，兰州、白银高新
区集聚各类生物医药企业200多家，实现产
值200多亿元。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工信
部将推动国家高新区进一步服务国家战略
需求，深化跨区域合作。一方面，推动高水
平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支持国家高新区
通过联盟等方式，促进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项目共建、政策互通。另一方面，支持
东部国家高新区与中西部、东北地区国家
高新区设立跨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产业
转移示范平台。引导更多国家高新区通过
园区共建、异地孵化、飞地经济等方式，辐
射带动欠发达地区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

国家高新区为新型工业化注入“高”“新”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山东勇闯新路勇挑大梁

（上接第1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深入开
展传统产业技改升级行动，滚动实施“万
项技改、万企转型”，着力优化炼化、钢
铁、建材等区域布局，让传统产业老树发
新芽。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聚焦集成电
路、工业母机、新能源汽车等关键领域，
加快壮大“新三样”，培育更多能够引领产
业升级、抢占竞争制高点的新兴支柱产
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聚焦人工智能、
元宇宙、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积极研
究制定推进路径和支持举措，努力抢抓新
赛道、塑成新优势。

全力打造“智能化”强劲引擎。统筹
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努力以

“数字变量”撬动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最大
增量”。做强数字核心产业，扎实推进数字
产业化“十大工程”，协同推进技术创新应
用和产业生态建设，推动数字经济总量占
GDP比重尽快突破50%。推进企业智改数
转，开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标行动，力
争3年规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全覆盖。加快
建设全国首个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
心，聚力打造更加多样的资源池和工具
箱，力争“上云用数赋智”中小企业年均
增长20%以上。完善数字基础设施，适度
超前建设5G、千兆光网等新型网络，稳步
提升数据中心、超算中心等算力供给能
力，推动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确定性网
络等规模应用，持续夯实新型工业化数字
底座。

全力培塑“绿色化”生态底色。以黄
河重大国家战略为引领，以建设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抓手，加快构建全
链条绿色工业体系，使新型工业化更富
含金量含绿量。深入推动工业控碳降
碳，扎实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加
强工业生产全过程能耗、污染物控制，
加快调整优化用能结构，坚决把高耗能、
高排放、能耗大户的产品消耗水平减下
来。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聚焦生产制
造全过程各环节，加大绿色加工、节能节
水、清洁生产等共性技术装备推广力度，
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和绿色
供应链。着力发展绿色循环经济，加快
构建资源综合利用循环体系，推动大宗
工业固废规模化集约化利用，推动废钢
铁、废旧电池等回收再利用，让资源在
产业链上充分循环。

全力蹚出“集群化”发展路径。坚持
“点、线、面”一体化布局，梯度培育优质
企业，重拳打造标志性产业链，大力发展
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更加优良的产业生
态。聚焦强“点”塑企业，深入开展制造
业领航型企业培育工作，高标准构建优质
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加速扩大规上工
业企业规模，形成一流的领航企业方阵。
聚焦优“线”固链条，以做强“链长制”
为统领，深化融链固链对接和细分领域攻
坚，一体打造11条标志性产业链，着力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聚焦扩

“面”育集群，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发
展行动，大力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
群，加快建强工业类开发区，积极争创新
型工业化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