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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基站建设成效初显 后劲不足有待精准施策

内容摘要：5G 牌照发放三年多以来，在央地政策的齐

力推动以及数字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我国 5G 基站投资

布局稳步推进，在网络建设、融合发展、行业应用以及社

会经济效益等方面均取得一定成效，为 5G 商用持续深入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从微观投资数据来看，近年我国 5G

基站投资力度有所减弱，主要是由于 5G 应用需求不足、基

站建成运营成本高、市场主体经营压力较大以及民间资本

引入难等因素影响了市场主体投资意愿。下一步，要坚持

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精准施策促进 5G 基站投资合理较快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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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G 基站投资建设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效

5G 商用以来，一批推动 5G 基站投资建设和 5G 商用发展的具体

举措陆续出台，各类政策有效衔接、相互呼应，进一步夯实了 5G 商

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基础。三年来，我国 5G 基站投资建设成效

初步显现，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点：

一是 5G 基站建成开通数以及用户数全球领先。信通院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 5G 独立组网网络。

截至 2022 年 11 月底，我国累计建成并开通 5G 基站 228.7 万个，占

全球 5G 基站总数的 60%以上。5G 网络覆盖全国所有地市、县城城区

和 97.7%的乡镇镇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发达行

政村实现了 5G 网络覆盖。我国 5G 个人用户规模持续扩大、用户渗透

率突破三成，截至 2022 年 11 月底，我国 5G 用户渗透率达 32.2%，

较 2021 年末提升 10.6 个百分点，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5.42 亿户。

二是“5G+工业互联网”建设项目有所加快。截至 2022 年 7 月，

“5G+工业互联网”建设项目超过 3100 个，其中二季度新增项目 700

个。具有一定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特色平台超过 150 家，其中重点平

台的工业设备连接数超过 7900 万台、工业 App 数量 28 万余个。天眼

查数据显示，我国有 9.4 万余家工业互联网相关企业，仅 1—6 月就

新增注册企业 3.3 万余家。

三是 5G 行业应用成效显现。目前，5G 技术已在工业、医疗、教

育、交通等行业领域发挥赋能效应，覆盖国民经济 40 个大类，在全

国 200 余家智慧矿山、1000 余家智慧工厂、180 余个智慧电网、89

个港口、超过 600 个三甲医院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其中，方太集团

通过应用“5G+工业互联网”技术，生产效率提升 36.8%，运营成本

降低 22.9%，产品开发周期缩短 30.3%。

四是 5G 商用对经济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2022 世界 5G 大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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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显示，5G 正在加速数字经济发展，截至 2022 年 6 月，全国运营商

5G 累计投资 4016 亿元，加上移动流量、手机信息服务等消费，累计

直接和间接带动经济产出 8.56 万亿元，经济增加值达 2.79 万亿元。

未来 1—2 年仍是中国 5G 商用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 5G 网络投

资建设不断推进，5G 技术与边缘计算、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先进数字技术持续深度融合，为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

新方法、新路径、新思路，进而促进居民消费升级、企业改革创新，

促进社会有效投资进一步扩大，推动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四大因素导致 5G 基站投资力度有所减弱

在 5G 商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要看到，作为 5G 基站投资主体的

三大运营商在自有资金较为充沛的前提下，对 5G 基站投资的力度有

所减弱。目前，三大运营商推动投资的资金压力较小，截至 2021 年

底，中国移动、电信、联通的现金及银行存款约为 3300 亿元、746

亿元、462.7 亿元；移动和联通交易性金融资产约 1330 亿元、32 亿

元；同时三大运营商目前在银行没有长期贷款。但 2022 年以来 5G

基站投资的力度出现减弱。年报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移动预计

5G 相关资本开支约为 1100 亿元，较 2021 年实际开支的 1140 亿元下

降 3.6%，增速较上年回落 14.8%；中国电信预计 5G 相关资本开支约

340 亿元，较 2021 年投资的 380 亿下降 10.5%，增速连续两年为负。

中国联通未公布资本开支的具体数额，但其与中国电信的 5G 基站达

成了共建共享机制，预计 5G 的投资节奏与电信基本同步。分析来看，

投资力度减弱主要受新需求不足、运营成本高、经营压力大、风险分

担难等因素影响。

一是 5G 等新基建需求不足。5G 基站等新基建越用越强，越用价

值越大，但不少传统企业、领域对新基建的需求仍有待进一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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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5G 在消费以及行业应用方面仍处于探索阶段，需求增长较慢。

其中，在消费应用方面，4G 网络现阶段可以满足用户绝大多数应用

场景的需求，5G 云游戏、5G+VR 等新场景仍需一定时间培育发展；在

行业应用方面，由于 5G 行业应用改造成本高、技术门槛高、人才要

求高，在大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中大规模推广应用仍有不少难

度，5G 网络的有效市场规模仍然较小。

二是 5G 基站后期运营成本较高。新基建除了面临前期高昂的设

备投资外，后期运营成本也比较高。中国移动研究院数据显示，5G

基站平均能耗成本约是 4G 基站的 3 倍左右，同时 5G 基站的覆盖能力

约为 4G 基站的 1/3。这意味着覆盖相同面积的情况下，5G 基站能耗

成本约是 4G 基站的近 9 倍。高额的运营成本也是企业放缓建设速度

的原因之一。

三是国有企业经营考核压力较大。目前，中国移动、电信、联通

三大运营商作为 5G 基站投资的重要主体，均属央企，需要面临国资

委“二利四率”的年度考核。2021 年底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负责人

会议中强调，2022 年“两利四率”要实现“两增一控三提高”，“两

增”即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增速高于国民经济增速，“一控”即控制好

资产负债率，“三提高”即营业收入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研发

经费投入进一步提高。目前，运营商的电话、短信、流量等传统业务

需求相对饱和，而 5G 新型业务需求增长缓慢，进一步扩大 5G 基站建

设投资的动力不足。

四是民间资本投资引入难。目前，5G 等新基建项目融资思路比

较单一，直接融资主体较少，民间投资热情不高，创新业务模式如资

产证券化等应用不足，5G 基站建设以及融合应用的整体融资能力受

限，比照高速公路、铁路的融资模式吸引民间投资仍存在障碍。同时，

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与民营资本在 5G 基站投资运营上利益共享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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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分担机制尚不健全，导致民间资本投资意愿不强。

三、政策建议

下一步，要从释放市场主体投资活力、扩大市场需求、激发民间

资本活力、加大金融支撑以及提升科创能力等方面着手，推动 5G 基

站等新基建投资持续增长。

一是发挥央企在 5G 基站建设投资中的引领作用。发挥中国移动、

联通、电信、铁塔等央企在 5G 全产业链的主力军优势，引导和鼓励

央企做好“5G”产业链的投资者、研发者和建设者。积极开展央企业

绩考核机制改革创新研究工作，在经营业绩考核、资本金支持等方面

加大对央企投资布局 5G 基站的支持力度，探索将 5G 网络投资建设布

局的相关指标列为短期年度业绩考核的内容，把各企业的 5G 投资情

况与利润一样进行考核。

二是加快培育 5G 规模化应用需求。支持电信运营、通信设备、

垂直行业、信息技术、互联网等企业结合自身优势，开展 5G 应用技

术创新、集成创新、服务创新和数据应用创新。鼓励企业围绕智能制

造、智慧城市、智慧商圈、智慧交通、智慧安防、智慧教育、智慧医

疗等领域打造若干个具有影响力的“5G”应用示范项目，并对效果好、

易推广的示范项目给予一定奖补。加大示范项目的宣传推广力度，对

于取得较好示范效果的项目，经过评估后以产品应用示范案例的形式

定期发布并向社会推广。研究制定企业升级改造投资的奖补、税收减

免政策，鼓励中小企业积极开展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改造，推动

实体经济与 5G 等数字技术深入融合。

三是激发民间资本活力。积极探索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与民营资

本在 5G 基站投资上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机制。开展 5G 基站等新基建

PPP 项目推介活动，全面消除或减少民间投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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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5G 基站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壁垒，打通民间资本投资渠道。

积极探索 5G 基站建设运营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完善价格形

成机制，允许民营资本以股权或其它方式投入重大的 5G 基站建设项

目，如工业园区、港口等 5G 网络覆盖项目等。

四是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鼓励运营商与商业银行、投资机构合作

共建 5G 供应链金融应用示范项目，通过连接内外资金方和业务场景，

解决 5G 应用的上下游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推动产业链、

创新链以及资金链的深度融合。鼓励社会保险机构在自动驾驶、卫星

互联网、网络信息安全、共性支撑软件、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

术领域创新商业保险产品和服务。有序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建立 5G 应

用投资基金，加大对 5G 重点行业应用和关键产业环节投资。鼓励支

持符合条件的 5G 应用创新企业在科创板、创业板上市融资，拓宽企

业融资渠道。

五是持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围绕新型网络、数据智能、生态系

统、可信安全等基础设施，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对

符合条件的项目，通过科研项目（课题）经费给予支持。面向工业制

造、交通、医疗等重点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需求，依托行业龙头企业、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 5G 行业应用关键技术联合攻关，建设重点

行业共性技术平台，解决制约行业应用复制推广的技术瓶颈。加快轻

量化 5G 芯片模组和毫米波器件的研发及产业化，进一步提升终端模

组性价比，满足行业应用个性化需求，提升产业基础支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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