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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BGM，我想你会回来和我一起唱这首…

听见 v4要离开

我在某年某月 醒过来

我想 我等 我期待

未来却已经如此安排

阴天 傍晚 车窗外

未来有一v6在等待

向左 向右 向前看

我们要拐几个弯才到

我遇见你 会有怎样的对白

我等的你 还在多远的未来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排着队 拿着v6的号码牌

— 兀自乱改歌词《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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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历史的“耗尽”

数据来源：https://stats.apnic.net/#

Geoff	Huston,	APNIC

IPv4地址逐年分配量

IPv6地址逐年分配量

2012年后

IPv4地址
分无可分

IPv6地址
持续投放

NAT
公/私地址的使用

NAT
Tunnel



IP地址空间分配情况

（截至2018年8月20日）

数据来源：https://labs.apnic.net/dists/v4cc.html
https://labs.apnic.net/dists/v6cc.html

IPv4
我国3.4亿个地址，
每互联网用户0.46个IP地址

IPv6
我国每互联网用户13.6万个IP地址



IPV6的普及率

截至2018年8月20日，本国IPv6用户占本国互联网用户比例排序

往下翻 … 继续往下翻…

数据来源： https://labs.apnic.net/dists/v6dcc.html



几个国家之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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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 网民总数 IPv6网民数

IPv6网民数：370万，全球第70位
7.4亿

14亿

中国的IPv6发展滞后于我国互联网发展总体水平

中国的IPv6网民规模滞后于互联网主流国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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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IPv6的部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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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布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

• 国家行动：首次中办、国办联合发文，新华社、人民日报全文刊载

• 目标明确：推动互联网向IPv6的升级演进

• 应用牵引：着力弥补IPv6应用短板，强化互联网应用的需求拉动作用

• 细分场景：在社会治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安全生产、健康医疗、

教育、社保、工业互联网等领域采用IPv6技术

• 政府先行：强制要求升级政府、中央媒体、中央企业网站

• 规模发展：用 5 到10 年时间， 建成全球最大规模IPv6 商业应用网络

2017.11.26，我国正式发布《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



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实现路径

1
2

3

以协同推进IPv6 规模
部署为主线

一条主线

•典型应用改造：用户量大、服务面广的门户、
社交、视频、电商、搜索、游戏等

•特色应用创新：支持地址需求量大的特色IPv6 
应用创新与示范，如宽带中国、“互联网+”、新型智
慧城市、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

• 典型应用先行：以应用为切入点和突破口

• 移动固定并举：抓住移动网络升级换代和固定网络“光进铜退”发展机遇，统筹推进移动和固定网络的IPv6 发展

• 增量带动存量：新增网络设备、应用、终端全面支持IPv6，带动存量设备和应用加速替代

三大举措

两个切入

13

国家网信办牵头，委托信通院实时监测，定期发布IPv6规模部署监测报告



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重点工作

应用
服务

基础
设施

关键
技术

网络
安全

2017~2018 2019~2020

• TOP50商业网站
• 省部级政府网站
• 省级新闻广电媒体

网站
• 央企网站
• 新型智慧城市应用

• TOP100商业网站
• 地市级政府网站
• 地市新闻广电媒体

网站
• 地方国企网站
• 工业互联网IPv6应

用

支持IPv6接入，提供IPv6服务

2017~2018 2019~2020

• 骨干网IPv6互通、国际IPv6出入口建设扩容
• 城域网、接入网、4G网络IPv6升级改造
• 超大型数据中心IPv6升级改造
• CDN与DNS升级、IPv6发展监测平台建设
• 基础电信企业集采的固定终端、移动终端
• 广播电视网络与融合终端

IPv6活跃用户2亿→达到5亿

2017~2018 2019~2020

• 落实IPv6地址编码规
划

• 升级改造现网安保系
统

• IPv6网络安全管理及
机制研究

• 落实网安等级保护
制度

• 落实网络实名制
• IPv6地址备案管理

办法

推进IPv6 网络安全提升
2017~2018 2019~2020

• 网络路由
• 网络过渡
• 网络管理
• 网络智能化
• 网络虚拟化及网络

安全

• 新型编址与路由
• 内生网络安全
• 网络虚拟化

加强IPv6核心技术研发



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实施步骤

15

应用系统
• 国内用户量排名前50位的商业网站及应用
• 省部级以上政府和中央企业外网网站系统
• 中央和省级新闻及广播电视媒体网站系统
• 工业互联网等新兴领域的网络与应用
• 域名托管服务企业、顶级域运营机构
• 域名注册服务机构的域名服务器
• 超大型互联网数据中心（IDC）
• 排名前5位的内容分发网络（CDN）
• 排名前10位云服务平台的50%云产品
管道
• 骨干网/网间互联/城域网/接入网
• LTE网络及业务
• 广电骨干网
终端
• 新增网络设备、固定网络终端、移动终端。

应用系统
• 新增网络地址不再使用私有IPv4地址
• 国内用户量排名前100位的商业网站及应用
• 市地级以上政府外网网站系统
• 市地级以上新闻及广播电视媒体网站系统
• 大型互联网数据中心
• 排名前10位的内容分发网络
• 排名前10位云服务平台的全部云产品
管道
• 广电网络
• 5G网络及业务
• 国际出入口
终端
• 各类新增移动和固定终端

• 到2025年末，我国IPv6网络规模、
用户规模、流量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位

• 网络、应用、终端全面支持IPv6
• 全面完成向下一代互联网的平滑演进

升级，形成全球领先的下一代互联网
技术产业体系。

2017-2018 2019-2020 2021-2025

到2018年末，市场驱动的良性发展环境
基本形成，IPv6活跃用户数达到2亿，在
互联网用户中的占比不低于20%

到2025年末，我国IPv6网络规模、用户
规模、流量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位，形成全
球领先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产业体系。

到2020年末，市场驱动的良性发展环境
日臻完善，IPv6活跃用户数超过5亿，在
互联网用户中的占比超过50%

发展路径：遵循典型应用先行、移动固定并举、增量带动存量的发展路径，以应用为切入点和突破口，重点加强用户多，使用广的典型互联网
应用的IPv6升级，强化基于IPv6的特色应用创新，带动网络、终端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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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电信对IPv6进行了持续研究和实践



“行动计划”发布以来，中国电信系统推进，成效显著



宽带网络设备基本完成改造



IPv6流量情况 – 省出口，2018年8月20日



IPv6流量情况 – 互联互通，2018年8月20日



IPv6流量情况 – 国际出口，2018年8月20日



4G移动网络全部支持



中国电信IPv6流量情况 – 移动网，2018年8月20日



同仁们，还未如愿见着不朽

莫把自己先搞丢

沉着冷静的面对v6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