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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5G基站是5G网络的核心设备，提供无线覆盖，实现有线通信网络与无线终端之间的无线

信号传输。基站的架构、形态直接影响5G网络如何部署。在技术标准中，5G的频段远高于2G

、3G和4G网络，5G网络现阶段主要工作在3000-5000MHz频段。由于频率越高，信号传播过

程中的衰减也越大，所以5G网络的基站密度将更高。

       2019年6月6日工信部正式向三大运营商以及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商用牌照落地标志

着网络运营单位可以正式推进5G网络组网和建设，5G商用建设将进入实质落地阶段。从基站

建设来看，三大运营商2019年5G基站建设数量有望达到13-15万座，2020年预期60万站以上。

华为和中兴通讯在2020年各自基站出货量预期分别达到60万站和30万站的体量。基站建设产

业链企业业绩将在2020年实现高增长。截止2019年各省市已公布的5G基站建设规划     

省/市   

5G基站规划数（个，累计）   

截止年份   

5G信号覆盖表       

北京市   

10000   

2019年底   

2021年，北京预计实现首都功能核心区，北京城市副中心，&ldquo;三城一区&rdquo;，商务中

心区（CBD），奥林匹克中心区等重点功能区的5G网络覆盖       

上海市   

10000   

2019年底   

2019年，实现中心城区和郊区重点区域网络全覆盖       

重庆市   

30000   

2021年底   

2020年，实现全市城覆盖       

30000   

2020年前   

力争到2022年实现主城区5G网络全覆盖       

天津市   



10000   

2020年底   

-       

广东省   

60000   

2020年底   

到2020年底，珠三角中心城区5G网络基本实现连续覆盖和商用       

广州市   

176685   

2020年底   

到2022年底，珠三角建成5G宽带城市群，粤东粤西粤北主要城区实现5G网络连续覆盖       

20000   

2019年前   

2019年实现主城区和重点区域5G网络连续覆盖       

深圳市   

65000   

2021年底   

-       

15000   

2019年底   

-       

浙江省   

45000   

2020年   

2020年8月底，实现全市5G网络全覆盖       

30000   

2020年底   

2020年，实现设区市城区5G信号全覆盖，重点区域连片优质覆盖       

杭州市   

80000   

2022年底   

2022年，实现县城及重点乡镇以上5G信号全覆盖；2025年，实现所有5G雇用区域全覆盖       



30000   

2022年底   

2020年，实现杭州市城区的5G信号全覆盖，重点区域，重点场所实现连片优良覆盖，2022年

，实现在重点城镇以上的5G覆盖   数据来源：公共资料整理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5G基站行业前景展望与市场供需预测报告》共十二

章。首先介绍了5G基站行业市场发展环境、5G基站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5G基站行业

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5G基站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5G基站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5G基站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5G基站产业有个系统的了

解或者想投资5G基站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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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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5G商用牌照的发放，各大运营商已经开始加紧部署5G基站。目前国内三大运营商已经明

确19年5G投资预算，共计达到410亿元，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预算分别



为240/80/90亿元。中国移动计划今年新建5G基站5万个，在全国超过50个城市实现5G商用，

并在2020年将5G网络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可能会在部分地区采取共

建5G网络的方式，以降低单个运营商的投资成本。5G建设有望在明年进入规模化建设周期，

根据三大运营商的规划，5G基站部署将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华中地区首先展开，并向西扩展，

逐渐实现全国覆盖。三大运营商5G建设规划     

运营商   

时间   

5G规划       

中国移动   

2018   

多个城市试用，每个城市建设20个站点，实现预商用       

2019E   

5G建设投资240亿元，在全国建成5万个5G基站       

2020E   

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提供5G商用服务       

中国联通   

2018   

完成5G关键技术实验室验证；完成中国联通5G网络建设方案       

2019E   

用于5G建设的资本开支80亿元，在全国40个城市开展建设       

2020E   

实现5G网络正式商用       

中国电信   

2018-2020   

5G系统和组网能力验证，制定技术规范，实现试商用；部署部分

   成熟5G网络       

2020-2025   

持续开展5G后续技术的演进研究、试验以及商用推广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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