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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由于一直无法取得实际应用上的规模突破，已成为我

国互联网的一块“心病”。自上而下强行提速将是必然的选

择。 在一股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动下，国内产业链各方正在努

力整合，以抢占下一代互联网制高点。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通信发展司司长张峰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积极推进我

国IPv6商用进程，把推进下一代互联网和物联网以及移动互

联网的融合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 分析人士认为，政府之

所以决心推动IPv6商用，其实与物联网和三网融合国家战略

相辅相成。而且政府力量的推动对处于应用匮乏困局的运营

商来说，无疑是利好信号。 借助政府力量 事实上，IPv6网络

过渡工作已基本准备就绪，然而ICP迁移迟缓、终端匮乏等瓶

颈严重制约了我国IPv6的进程。 此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

司司长闻库表示，下一代互联网发展多年，由于一直无法取

得实际应用上的规模突破，已成为我国互联网的一块“心病

”。 为此，不少业内专家提出，发展下一代互联网需要芯片

、网络、终端以及安全等产业链各个环节的紧密合作，协同

推进。而来自运营商和设备商的很多人士也都呼吁借助政府

力量加快IPv6的商用进程。 中国电信研究院副院长赵慧玲表

示，“IPv6成功商用并不是靠一家企业能够做成的。特别从

整个产业发展层面，希望政府能够积极地给予政策的指引，

比如出台相关激励政策、利用财税的杠杆和专项的基金等经

济的手段，来促进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 由于网络与应用



要演进到IPv6需要巨大的投资和漫长的过程，而且短期看不

到明显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ICP、终端、芯片等位

于IPv6 产业链中下游各方的积极性。针对此，中国联通宽带

业务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副总工程师唐雄燕说，“要从政府

层面推动，强制所有的互联网应用提供商进行 IPv6改造。” 

中国移动研究院网络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段晓东则表示，“由

于终端作为用户体验IPv6先进性的最近设备，直接影响IPv6的

推广和产业化，而目前尚没有一款支持IPv6的TD终端，为此

，中国移动将在今年终端的入网检测中增加对IPv6的要求。

” 为此，张峰特别强调，加速推进IPv6产业进程已经被作为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重点工作来抓。这在很大程度上为IPv6产

业链增强了信心。 物联网和三网融合的先决条件 针对IPv6应

用匮乏的情况，包括段晓东在内的一些专家提出，可从物联

网切入，针对物联网应用开展IPv6单独组网。 物联网的发展

已经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未来几年，物联网将大规模

普及，应用物联网技术的高科技市场将达到上万亿元的规模

，遍及智能交通、环境保护、公共安全、工业监测、物流、

医疗等各个领域。 物联网的发展对地址提出了大量的需求。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标准所互联网中心何宝宏表示，未来5

年我国IP需求量为345亿，其中在移动互联网为10亿，物联网

预计需求量为100亿，固定互联网为5亿，而按照IP地址33%的

利用率来推算，我国未来IP需求量为345亿。而目前仅剩余

的IPv4 地址显然已经不能支撑物联网的发展应用。 另一方面

，随着三网融合工作的加速，对IPv6也提出了强烈的需求。

“运营商开展三屏合一业务，需要将电视机、电脑和手机等

终端互联，需要大量的IP地址，而且广电希望借助三网融合



建设NGB，进入宽带市场，然而广电更加匮乏的IPv4地址却

让其在开展宽带业务上捉襟见肘。”一位设备商人士向《通

信产业报》(网)记者表示。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CNGI专家委

员会主任邬贺铨院士也指出，互联网电视的销量已经占到了

平板电视销量的15%到20%，而且年增50%。三网融合使得电

视机成为了网络终端，固定而非动态的分配IP地址的方式成

为主要的地址分配方式，这就需要IPv6的支持。同样，移动

互联网的发展同样离不开 IPv6的支持。 不过，中国在IPv6地

址的申请中也应注意，不要重蹈Ipv4时代的覆辙。虽然我国

在IPv6的商用部署上领先于其他国家，而且作为全球网民最

多的国家，对于IPv6地址的诉求也更加强烈，然而申请到

的IPv6地址却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据APNIC(亚太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分配到的IPv6地址仅有63

块，在世界上排第十八位，远远落后于巴西的六点五万块、

美国的一点五万块、德国的九千八百多块和日本的八千三百

多块。 业内人士指出，我国应尽快建立IPv4向IPv6过渡的有

效组织机制，制度与措施，明确时间表，从国家层面重

视IPv6地址的申请。 运营商在行动 据记者了解，在政府推动

下，我国三大运营商目前已攻克IPv6部分关键技术，在过渡

策略选择上有了明确的方向，网络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中国

电信已经率先启动下一代互联网部署试点工作，全面而充分

论证多种演进技术，实现端到端业务的开通、运维和保障，

探索新的业务模式，寻求下一代互联网的最佳演进路径。目

前，中国电信已经着手在湖南长沙、江苏无锡、四川成都以

及广东广州四个城市进行IPv6试商用，并且下半年试点范围

扩大至浙江杭州和山东济南。 中国移动在2009，针对IPv6完



成了承载网设备实验室内的规模测试，单机测试达912项，组

网测试达396项；并且针对移动分组域进行了多项IPv6测试。

段晓东指出，2010年，中国移动将以LTE、IMS和终端作为切

入点，利用PNAT技术在IP承载网、移动业务网和IMS网络中

展开现网试点工作。 尽管如此，时间依然紧迫，因为互联网

的发展速度不容许运营商按照惯有的节奏进行业务布局，自

上而下强行提速是必然的选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