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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科技论坛第十六场 "下一代网"工程科技论坛在京举行 

  2002年3月17日，工程科技论坛第十六场--下一代网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举行。12位工程院院士和来自

有关部委、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企业共约240人参加了论坛。 

  论坛由陆建勋院士主持，朱高峰副院长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在讲话中他首先向应邀前来作报告的各位专家表

示感谢，接着简要回顾了电报、电话和Internet等发展历程和当前出现的问题，强调信息化建设与工业化的关

系，与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紧密的作用。最后提出，召开此次论坛的目的是共同回顾过去，总结经验，共同探讨下

一步的发展，希望各位专家充分发表各自的观点和见解，并预祝论坛圆满成功。随后，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

长李国杰院士作了题为"下一代网络体系结构和应用模式的思考"的主题报告。他首先介绍了目前人们对下一代网

络的基本共识，对下一代网络认识上的某些分歧，分析了对下一代网络存在分歧的原因，阐述了研究下一代网络

体系结构的重要性。指出网络技术发展十分迅速，需要有前瞻性的体系结构设计。我们目前网络建设中出现的许

多问题其源盖出于忽视体系结构。强调在讨论下一代网络时一定要十分重视网络体系结构研究。东南大学校长顾

冠群院士在题为"新一代高性能计算机网络"的报告中主要介绍了在下一代网络发展中，高性能计算机网络主要面

临的问题、目前采用的解决方案、今后的研究重点、高性能计算机网络研究与下一代网络研究的关系，以及对我

国开展下一代网络研究的建议。在建议中强调，在国家发展网络技术的时候，应首先明确应用需求，这样可以为

网络技术的研究提供目标，研究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网络技术，而不是盲目跟从国外；国家应从基层观点进行计

划的战略研究及实施。北京邮电大学周炯磐院士作了题为"无线通信网展望"的报告。他从无线通信的兴衰、现有

的无线通信网及存在的一些技术问题等方面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并对移动通信网、卫星网、地面微波中断和自

由空间通信等进行了展望。清华大学吴佑寿院士在"数字电视无线传输技术的发展"的报告中，先扼要介绍了国外

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技术研发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着重讨论了我国正在研制的一种新系统（DMB-T系统），

然后介绍了正在兴起的平流层信息平台的特点及其用于通信、广播的前景。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邬贺铨院

士在"关于NGJN的国际研究进展"的报告中，主要介绍了国际和地区性标准化组织对NGN的研究方向和目前的进

展。中国电信集团总工韦乐平教授作了"下一代网的概念、特点和演进策略"的报告。他首先探讨了发展下一代电

信网的驱动力量，然后分析了下一代网络的基本概念和特点，接下来分别探讨了向以软交换为核心，光联网为基

础的下一代网的演进思路和演进策略并明确指出重叠网策略是当前中国电信网络演进最现实合理的选择的观点。

中科院声学研究所侯自强研究员在题为"NGN-基于IP网络的融合"报告中谈到，目前对NGN的讨论有不同的意见，

我认为以下几点是比较明确的；从网络功能上看，NGN不是哪一种网络简单的发展延伸，NGN是三网融合的产物。

它不仅将具有今天各种网络的功能，还将具有网络融合后产生的新功能。此外，在NGN中将实现固定和移动网络

的融合。在网络的体系结构方面，NGN将从今天的IP网演化形成。首先是网络的IP化。从终端、接入网、域域网

到广域网都将实现IP化。进一步的演化是改进IP网的结构，发展新协议以满足NGN的要求。北京邮电设计院嵇兆

钧教授在题为"NGN定位和网络软件结构进化"的报告中阐述了网络软件结构进化走势以及由ICA定位的NGN，介绍

了TINA→ICA→新NGN的演进链，并对如何借助ICA结构采取治本性安全防卫措施作了专门的说明，对为什么NGN

不宜定位于"全IP化"也作了分析。 

  每个报告之后，报告人和与会者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发展我国下一代网络寄予殷切期望并提出宝贵建

议。 

  此次论坛在邬贺铨院士的组织下，并得到了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的大力支持，得以顺利召开，陆建勋院士

代表学部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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