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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IPv6是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的缩写，其中Internet Protocol译为&ldquo;互联网协

议&rdquo;。IPv6是IETF（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设计的用于替代

现行版本IP协议（IPv4）的下一代IP协议。目前IP协议的版本号是4（简称为IPv4），它的下一

个版本就是IPv6。  

      IPv6是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译：互联网工程任务组)设计的用于替代现行版

本IP协议-IPv4-的下一代IP协议，它由128位二进制数码表示。

      全球因特网所采用的协议组是TCP/IP协议组。IP是TCP/IP协议中网络层的协议，是TCP/IP

协议组的核心协议。

      IPv6的广泛部署依赖于未来因特网的良好发展，目前IPv4的规范大部分已经完成，但广泛

部署的条件还有待进一步成熟，在保持目前IPv4网络良好运行的同时，对IPv6新技术的测试和

实验应加快进行，并在一个较短的过程中，从IPv4网络过渡到IPv6网络。当然，IPv6部署的最

关键因素是应用。3G业务、IP电信网、个人智能终端、家庭网络，这些现在听起来还很新鲜

的名词，相信随着IPv6协议的不断推广会走入寻常百姓家。

      IPv6在全世界已进入了实际部署阶段，截止2015年1月，从IPv6渗透率来看，部分国家已超

过15%，比如比利时为32%，德国14%，卢森堡12%，瑞士10%，而中国仍不到1%。

      全球IPv4地址数已于2011年2月分配完毕，自2011年开始我国IPv4地址总数基本维持不变，

截至2014年12月，共计有33199万个。 截至2014年12月，我国IPv6地址数量为18,797块/32，年

增长12.8% 。

      从用户数量来看，全世界的IPv6用户数达到了2亿，美国仍是全世界IPv6用户最多的国家，

达到了3千万，紧随其后的是德国、日本和中国，中国目前的IPv6用户数是690万左右，大多数

集中在教育网。

      从IPv6可访问的Web网站来看，中国却是倒算的，目前支持IPv6的ICP仍很少，也就是

说IPv6网内的内容还很少，这也制约了IPv6在中国的发展。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IPv6市场全景调查与投资前景评估报告》共十

章。首先介绍了IPv6行业市场发展环境、IPv6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IPv6行业市场运行

的现状，然后介绍了IPv6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IPv6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

分析了IPv6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IPv6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IPv6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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