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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移动通信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爆发式增长，已成为连接人类社会的基

础信息网络。移动通信的发展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

展、提升社会信息化水平的重要引擎。随着4G进入规模商用阶段，面向2020年及未来的第五

代移动通信（5G）已成为全球研发热点。

5G是面向2020年以后移动通信需求而发展的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根据移动通信的发展规律

，5G将具有超高的频谱利用率和能效，在传输速率和资源利用率等方面较4G移动通信提高一

个量级或更高，其无线覆盖性能、传输时延、系统安全和用户体验也将得到显著的提高。  

2021年，5G投资额达1849亿元，占全部投资的45.6%，占比较上年提高8.9个百分点。2021年，

全国移动通信基站总数达996万个，全年净增65万个。其中4G基站达590万个，5G基站为142.5

万个，全年新建5G基站超65万个。2022年1-9月，我国电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948.7亿元

，同比增长7.3％，5G投资规模达到1390.9亿元，建设投资规模整体处于较高区间，为疫情下

通信制造业、互联网和软件服务业等上下游企业创造更多新增量。截至2022年10月末，5G基

站总数达225万个，比上年末净增82.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20.9％，占比较上年末提升6.6

个百分点。  

2019年6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四家企业发放

了5G商用牌照，标志着我国5G正式进入商用推广发展新阶段。2020年3月24日，工信部发布工

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推动5G加快发展的通知。通知指出，适时发布部分5G毫米波频段频率使用

规划，为5G毫米波技术商用做好储备。2020年4月1日，工信部发布通知，工信部发布通知，

调整700MHz频段频率的使用规划，正式将其用于5G通信。现在将700MHz频段规划用于移动

通信系统，为5G发展提供宝贵的低频段频谱资源，可推动5G高、中、低频段协同发展。2020

年7月，国际标准组织3GPP宣布R16标准冻结，标志着5G第一个演进版本标准完成。  

2021年7月，十部门印发《5G应用&ldquo;扬帆&rdquo;行动计划（2021-2023年）》的通知。通

知提出：到2023年，我国5G应用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打造IT（信息技术

）、CT（通信技术）、OT（运营技术）深度融合新生态，实现重点领域5G应用深度和广度

双突破，构建技术产业和标准体系双支柱，网络、平台、安全等基础能力进一步提升，5G应

用&ldquo;扬帆远航&rdquo;的局面逐步形成。2021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ldquo;十

四五&rdquo;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根据《规划》，&ldquo;十四

五&rdquo;时期，我国力争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达26个，实现城市和乡镇全面覆盖、行政村基

本覆盖、重点应用场景深度覆盖，其中行政村5G通达率预计达到80%。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委员会2021年12月印发《&ldquo;十四五&rdquo;国家信息化规划》（简称《规划》），对我



国&ldquo;十四五&rdquo;时期信息化发展作出部署安排。《规划》在5G创新应用工程中提出

了具体的要求，培育5G技术应用生态。加快&ldquo;5G+工业互联网&rdquo;的融合创新发展和

先导应用，推进5G在能源、交通运输、医疗、邮政快递等垂直行业开发利用与应用推广

。2022年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5G全连接工厂建设指南》，提出&ldquo;十四五&rdquo;

时期，主要面向原材料、装备、消费品、电子等制造业各行业以及采矿、港口、电力等重点

行业领域，推动万家企业开展5G全连接工厂建设，建成1000个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工厂，

打造100个标杆工厂，推动5G融合应用纵深发展。2022年8月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资委、能源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信息

通信行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计划最终实现到2025年，全国新建大型、

超大型数据中心电能利用效率(PUE)降到1.3以下，5G基站能效提升20%以上，改建核心机

房PUE降到1.5以下。  

投资前景层面来看，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移动智库预计，到2025年，5G将占全

球连接的20%，在发达的亚洲、北美和欧洲的普及率尤其强劲。为支持该增长，预计2020年

至2025年全球运营商将在移动资本支出上投资约1.1万亿美元，其中约80%将用于5G网络。国

内方面。根据中国信通院预测，到2025年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 行业发展趋势与未来发展趋势

报告》共十九章。首先介绍了5G产业的相关概念；其次分析了国际5G产业发展状况和中国5G

产业发展环境；然后对中国5G产业链、中国5G产业发展现状、中国5G产业区域发展、5G商

业化市场热点、5G无线技术、5G承载网络架构进行深入分析；随后报告重点分析了5G专网

及5G终端设备，并对5G网络安全和5G网联自动驾驶进行分析；最后，深入分析了国内外5G

重要企业经营状况、5G投资建设案例、6G产业未来发展，并对5G产业的投资价值进行了评估

同时对发展前景及趋势进行了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际电信联盟、中国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通

信研究院、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

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

单位若想对5G产业有一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5G市场，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

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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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7　公司发展战略  

15.2.8　未来前景展望  

15.3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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