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信息通信业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

跨越式发展引领时代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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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昆高铁云南段一条长达5公里的隧道里，
一辆和谐号动车以300公里的时速疾驰而过，随着
高铁一起“飞”的还有每秒高达 80.23Mb的网
速。隧道里实现如此高的理论下载速率，在高铁线
路上还是首次。
5年来，我国信息通信业网络速度成倍提升，

网络资费大幅下降，城乡数字鸿沟进一步缩小。同
时，以4G、5G为代表的信息领域创新能力持续提
升，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
系日渐完善。

供给能力显著增强

“十八大以来，我国信息通信业供给能力显著
增强，网络能力持续升级，网络速率不断提高。”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工程师左铠
瑞说。
据工信部统计，在固定宽带网络方面，截至

2017年6月份，全国固定宽带平均接入速率超过
52兆比特/秒，是2014年底的7.9倍，提前实现了
到2017年达到30兆比特/秒的目标要求；建成光
缆线路长度达3406万公里，比2012年底翻了一番
多，全面建成光网城市，光纤宽带用户占比提升到
81%，居全球首位。
在移动宽带网络方面，截至2017年 6月份，

我国移动互联网户均接入流量达1591兆，比去年
同期增长125%，是2012年的近15倍。我国移动

互联网进入“G比特”消费时代。建成全球规模最
大的4G网络，4G基站总数达299万个，4G用户
总数达8.9亿户，在移动电话用户中的渗透率达
65%。用户平均体验速率从3G时代的4兆比特/秒
提升到13.5兆比特/秒。
用户结构持续升级。数据显示，我国光纤宽带

用户占固定宽带用户比重快速提升。2013年至
2016 年的比重分别为 21.6%、34.1%、56.1%和
76.6%。截至今年8月份，中国光纤用户占比达
82.3%。2014年4G正式商用后，我国4G用户规模
迅速扩大，目前达9.3亿户，占全球4G用户总数
的比重超40%。
“中国光纤宽带已达全球先进水平，4G网络也

在后发赶超。”据左铠瑞介绍，目前，我国地级市
已基本建成光网城市，具备百兆以上接入能力。全
国4G基站实现了城区、县城深度覆盖，乡镇和重
点行政村基本覆盖。从固定宽带用户平均下载速率
和4G网络平均下载速率来看，中国已进入网速较
快国家行列。

弥补城乡数字鸿沟

四川凉山州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被称为“悬崖
村”，村里与外界的联系，一直依靠一条沿着悬崖
陡壁垂直而下的800多米长的山路。就是在这样自
然条件恶劣的地方，靠着肩背手提，今年春节前
夕，中国电信为“悬崖村”开通了一条“信息高速

路”——100M光纤宽带、4G网络和IPTV4K超
高清电视。“信息高速路”的开通让村民打上了电
话，用上了高速宽带，看上了4K高清的电视节
目。
近年来，工信部持续实施“宽带中国”专项行

动，狠抓网络提速降费，推进全光网城市建设，推
动企业持续降费，取消手机国内长途漫游费，降低
中小企业专线接入费用，努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
感。“其中，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取得实质性进
展，初步形成了中央、地方和企业共同促进农村宽
带建设的格局。今年已下达约34亿元中央财政补
贴资金，全国行政村通宽带比例提升至96%。”左
铠瑞介绍说。
据了解，2015年以来，工信部、财政部组织

实施了三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支持全国27个省
（区、市）约13万个行政村开展光纤宽带建设和升
级改造。三批试点建设完工后，将提前实现国家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全国98%行政村光纤通
达和90%以上贫困村覆盖宽带网络的目标。
试点工作中突出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政策倾

斜。在宽带建设方面，以推进11.7万个建档立卡
贫困村通宽带为目标任务，加快贫困村光纤网络覆
盖步伐，三批试点共部署实施了4.3万个贫困村通
光纤。在网络资费方面，鼓励基础电信企业面向贫
困地区和贫困群体推出优惠网络资费套餐，明确要
求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地区网络资费不得高于其他地
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不仅是贫困地区，中国整体
网络资费水平都在持续下降。左铠瑞分析说，以移
动数据为例，目前，我国移动数据流量平均价格每
GB约为28元，仅为2013年的五分之一。从全球
来看，我国固定宽带资费处于中游偏低水平；移
动流量价格处于较低水平。
工信部公开的数据显示，在固定宽带资费

方面，2015年至2016年全国用户接入总带
宽增长了10倍，资费水平降幅达86.2%，
用户月均支出减少22.8%。在移动宽带资
费方面，降幅达64.7%；手机用户上网总
流量增长3.7倍，月均支出仅增加26%。

5G有望领跑世界

在日前召开的2017年中国国际信
息通信展览会的高峰论坛上，工信部
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表示，中国5G第
二阶段测试已基本上“小学”快毕业
了，即将升入“中学”——迎来第三
阶段测试。
据了解，在中国5G第二阶段测试

中，中国通信企业和外国知名通信巨头
同台竞技，表现优异。其中，华为和中兴
的各项测试指标完成最好。5G时代，中国
通讯企业有望实现领跑世界。
5年来，我国通信业以创新驱动5G发展，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开展技术试验，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据了解，我国5G技术研
发试验分为关键技术试验、技术方案测试和系统测
试三个阶段。目前，第二阶段测试中面向5G新空
口的无线技术测试已顺利完成。测试结果表明，利
用现有5G新空口的关键技术和方案设计，可全面
满足国际电信联盟所确定的峰值速率、时延、用户
连接能力、流量密度等性能指标需求。2017年底
前还将完成网络部分的测试。第三阶段试验将于
2017年底、2018年初启动，遵循5G统一的国际
标准，并基于面向商用的硬件平台，开展相关互联
互通测试，计划在2018年底前完成。
不仅是5G，“5年来，我国通信产业依托大国

市场优势，坚持创新驱动，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TD-LTE成为国际4G主流标准，目前全球已有
56个国家部署了98个TD-LTE网络。5G标准研
究进入世界领先行列，预计2020年正式商用。通
信设备、终端产品实现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水平。
华为、VIVO、OPPO的终端出货量进入全球前5，
带动我国手机基带芯片实现25%的占有率和28纳
米工艺的量产。”左铠瑞骄傲地说。

近5年来，我最深刻的感受就

是，中国的移动通讯发展实现了“飞

速”增长。3大运营商在这5年间不

遗余力地进行宽带普及、宽带提速和

宽带降费，已经实现了比国际水平更

高质量的覆盖和速率，提升了人们生

产生活的便利度和高效性。

宽带的发展也使中国的国际地

位进一步提升。国家的“一带一

路”建设、“互联网+”战略等，进

一步夯实了电信领域增长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以中国移动为代表的

国内运营商在国际上已经拥有了强

大的影响力，甚至在部分领域成为

主导力量。

与此同时，中兴和华为已然成

长为两大通讯巨头，不仅在国内市

场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上也颇具

影响力。在大力推进4G发展和建设

的同时，中国厂商已经先期进行了

5G技术的研究和产品开发。其中，

中兴通讯已完成了国家5G测试并与

中国移动合作实现了5G端到端网络

的预商用验证。在5G标准领域，中

国力量在5G网络架构等核心技术领

域已引领全球，且在3GPP（第三伙

伴计划）各工作组领导席位中也出

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

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和互联

网经济走在全球前列，使得5G有着

巨大的需求、坚实的技术基础和强

大的驱动力。目前，国际上还没有

哪个国家和地区有这么大规模地组

织5G测试和验证，中国现在已完成

了5G试验第二阶段测试，中兴通讯

是测试中唯一提供全系列设备、参

与7大场景测试的厂家。

当前，5G正在阔步前行，它将

以全新的网络架构，提供至少10倍

于4G的峰值速率、毫秒级的传输时

延和千亿级的连接能力，开启万物

广泛互联、人机深度交互的新时

代。5G将全面构筑经济社会数字化

转型的关键基础设施，从线上到线

下、从消费到生产、从平台到生

态，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迈上新

台阶。中兴通讯将携手全球合作伙

伴共同努力，以求尽早将5G带入我

们的生活。

（本报记者 黄 鑫整理）

中兴通讯首席科学家向际鹰：

尽早把5G带入百姓生活

图①① 日前召开的2017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

览会上，5G成为各大厂商展示的主题。

图②②、图③③ 铁塔工人在安装通信铁塔基站。为

减少通信领域铁塔重复建设而成立的中国铁塔股份

有限公司，3年来累计投资超过1200亿元，完成塔类

建设项目158.4万个。

图④④ 图为海南的通信基站，被装点得像椰子树

一样，融入了自然环境。 本报记者 黄 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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