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五”以来，随着我国信息通信行业
扎实推进电信普遍服务试点，不断深化全国
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网络覆盖，“指尖上
的幸福”已随着网络快车从城市传递到田间
地头、偏僻山村……

一个又一个贫困地区因通信网络连通世
界，也因“网”而变。借助网络，身处农村的贫
困户能像市民一样，方便地从网上购买生活用
品、电器、农资；农村党建、各类社会服务走近
百姓身边，农村电商、特色旅游、智慧农业等百
业兴起；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向乡村延伸。网
络的应用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方式。

在这些傲人成绩背后，是党和政府为持
续提升农村通信网络服务质量而付出的巨大
投入。工信部 2019 年电信普遍服务补助资
金用于开展第五批试点工作的数据显示，第
五批试点中央财政投入38.76亿元，预计可带
动企业投资超过95亿元，为加快农村及偏远
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和转型升级、促进农村信息消费，起到有力的
支撑作用。

试点实施显著提升了农村及偏远地区宽
带和4G网络覆盖水平，极大促进了各类信息
化服务在农村地区的应用和普及，为促进改
善民生、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助力脱贫攻

坚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全国中小学校（含
教学点）联网比例超过98%，优质教育资源在
农村地区实现共享。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农村及边远地区通信网络为“停课不停学”提
供了重要保障。

这些成绩背后是我国信息通信业为解决
农村“通信难”而洒下的辛勤汗水。数据显
示，从全国范围来看，电信普遍服务试点一共
支持了 13 万个行政村光纤网络建设和农村
地区5万个4G基站建设，其中约三分之一的
任务部署在贫困村。截至目前，全国行政村
特别是贫困村通光纤比例从不足 70%
提升到98%，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通宽
带比例从25%提升到98%，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奠定了坚实的网络基础。

显而易见，信息通信新技术正向
着农村铺展蔓延。虽然5G应用带来
的新业态和商业模式，在城乡之间
建起一间间“样板房”，但如何把5G
应用规模化复制成“商品房”，还需
要一段过程。

目前，5G 的建设重
点在城区，随着5G技术
的成熟和网络覆盖率
的提升，相信
未来根据应
用场景的需
要，会有更多
5G基站在农
村部署。

信息通信实现后发赶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鑫

传递“指尖上的幸福”
祝君壁

为传统工厂装上“AI大脑”
本报记者 齐 慧

图② 在中国电信北京公司朝阳门营
业厅内，消费者正在选购5G手机。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图③ 前不久，重庆高新区在高新大
道上新建5G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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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固定和移动宽带
网络、行政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98%、5G
正式商用、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接
近70%……”“十三五”以来，我国信息通信
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5年来，我国信息通信业实现了从跟随
同步到与世界一流齐头并进乃至局部领先的
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如今，我国网络基础设
施日渐完善，技术创新加速突破，服务能力显
著增强，对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
支撑引领作用日益凸显。

基础设施加速覆盖

海拔1600米的“悬崖村”位于四川省大
凉山昭觉县。此前，村民走向外面的世界，需
要借助藤梯攀爬落差800米的悬崖。但即使
是在这样的“孤岛”上，“信息天路”早已架
起。早在2016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
限公司就实现了“悬崖村”4G网络全覆盖。
今年5月，“悬崖村”村民迁入了新家，四川移
动早早在新址建好网络，还为此次搬迁提供
了5G直播技术支撑，确保搬迁安全。

“5年来，我国网络供给能力全球领先，
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固定和移动宽带网
络。”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相关负
责人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数据显示，我国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由
2015年底的52.6%提升至目前的91.5%，移
动宽带用户普及率由2015年底的57.4%提
升至目前的超96%，均提前超额完成“十三
五”规划目标。

当前，5G网络加快覆盖。坚持适度超前
的建设节奏，形成“以建促用”的良性模式。
全国已建成开通5G基站超60万个，5G终端
连接数已超过1.3亿。

IPv6 规模部署纵深推进。全国获得
IPv6地址的用户数达到14.5亿，IPv6活跃连
接数达到13.6亿，4G网络IPv6流量占比从
无到有，达到11.5%。

网络国际化部署日趋完善，海底光缆、跨
境陆缆等国际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提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5年来，我国“数字鸿沟”不断弥合，电信

普遍服务试点工作稳步推进，支持农村和边
疆地区13万个行政村通光纤和超过5万个
4G基站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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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诚智库
总裁杨帆表示。

网络的加速覆盖促进了公共服务均等
化，网络扶贫、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慧政府
等广泛应用普及，为群众带来“指尖上的幸
福”。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宽带网络经
受住了居家隔离集中用网考验，保障了群众
的网络使用需求。

关键技术实现突破

今年4月30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联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珠穆朗玛峰6500
米前进营地成功开通全球海拔最高的5G基

站，实现5G信号对珠峰北坡登山线路及峰
顶的覆盖，为珠峰登山、科考、环保监测、高清
直播等活动提供通信保障。

我国移动通信技术后发赶超，实现了从
2G空白、3G跟随、4G并跑，到5G引领的重
大突破。其中，4G（TD-LTE）技术荣获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据专利数据公司 IPLytics最新报告显
示，截至今年1月，中国企业5G专利族声明
量占比达32.97%，位居全球首位。中国运营
商已在多个城市、多个行业开展5G试点，孵
化出一批创新应用。特别是疫情期间，5G融
合应用加速推进，5G远程医疗、教育、办公等
为保障复工复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5年来，随着信息通信技术从助力经济
发展的基础动力向引领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
加速转变，5G已成为新的竞争高地和经济增
长点。”杨帆分析，三大运营商在5G领域周
密布局、积极部署，坚持公众客户市场与政企
行业垂直领域并重，通过“5G+X”组合，赋能
教育、医疗、工业制造、智慧城市等领域实现
更新换代，推进整个社会高质量发展。总体
来看，当前5G整体发展仍处于导入期，随着
更多基于5G及各类新技术的新奇应用正在
各个行业全面试用，将为传统行业发展带来
最新的动力。

“十三五”是5G技术储备和商业化的重
要过渡期。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中
国将以运营商为龙头，以应用带动系统，以系
统带动设备，以设备带动终端，以终端带动芯
片，同时把软件、天线、仪表这些薄弱环节带
动起来。

这一观点得到了实践验证。“十三五”以
来，我国网络设备及终端也实现了全球领先，
华为、中兴等通信设备企业生产的网络设备
在全球市场份额靠前，华为、小米、OPPO、
vivo等国内品牌手机已经成为老百姓的普
遍选择。

互联网企业的实力也明显提升，我国互
联网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榜单的数量
由2015年的空白发展到目前的4家，占全球
上榜互联网企业数量（7家）的一半以上。

提速降费优化网络

在2015年10月市场化收购3家运营商
140万座铁塔资产后，正式运营的中国铁塔
股份有限公司可以说见证了“十三五”时期我
国信息通信业的发展。中国铁塔相关负责人
介绍，“十三五”时期是4G网络的规模建设
期，截至2020年8月底，中国铁塔累计完成
塔类基站建设项目超238万个，超过行业过
去30多年的建设总量。目前，我国建成的
5G基站有超过97%是利用存量资源实现的。

“用得上”还要“用得好”。5年来，提速
降费是我国信息通信业的关键词。一方面，
网络速率显著提升，与“十三五”初期相比，我
国固定宽带平均下载速率、4G网络平均下载
速率得到了极大提升，已处于全球中上水
平。另一方面，网络资费大幅下降，相继取消
手机国内长途漫游费、移动流量漫游费，对建
档立卡贫困户给予资费优惠，固定宽带和移
动流量资费均大幅下降，
用户月均使用流量已超
过11G。

我国还建成了全国
“携号转网”实时交互联
动系统，达到了“小时级”
携转效率。经过半年多
的实施，“携号转网”服务
成效初显，截至今年8月
底，全国共有超过7200万
用户完成“携号转网”，实
现了用户对电信运营商
的自由选择。

同时，工信部坚持以
高压态势治理骚扰电话、
校园市场不正当竞争、

“黑宽带”、通讯信息诈
骗、APP违规收集用户个
人信息等群众关心的热
点难点问题。截至目前，
约谈、通报及处罚垃圾短
信信息问题严重企业500

余次；清理“黑宽带”总量超过1TB，加大对
违规企业处罚力度，极大震慑违规企业，用户
上网环境得到显著优化。

“优质网络也支撑了信息通信技术与实
体经济融合程度不断深化、范围不断拓展，推
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跃升，全面
增强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
通信发展司相关负责人说。

据统计，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35.8 万 亿 元 ，对 GDP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为
67.7%，较2015年提升36个百分点。

在消费领域，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引领全
球。2019年我国网上零售额达10.6万亿元，
是2015年的近3倍；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达
347万亿元，是2015年的15倍。

在生产领域，信息通信网络及技术在农
业、工业制造、交通、旅游等产业中广泛应用，
催生了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智慧
旅游等一批新业态新模式，已经成为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引擎。

在浙江宁波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西服智能工厂里，“人工智能+5G技术”
可以实现对拆线、版型检验过程中10多道
工序精细化检测识别，并自动计算出产品合
格率和员工工时达标率，强化生产过程的可
视化、透明化、可预测、自适应能力……这是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与雅戈尔
联手打造的全球最大的“全连接5G+西服
智能工厂”，对雅戈尔在团购以及高级定制
方面的生产能力起到了极大的提升推动
作用。

不仅是雅戈尔，“中国联通工业AI（人工

智能）解决方案”已成功落地国内多个工厂。
在上海某汽车内饰材料生产车间内，针对面
料质检的外观及品控要求，中国联通AI质检
解决了复杂的瑕疵成像采集问题，并通过模
型迭代成长机制，让系统不断提高瑕疵检测
准确率。这一系统能实现对多款服饰面料、
十几种瑕疵的检测，缺陷检出率超92%，大大
降低了对专业质检人员的依赖。

基于中国联通“AI大脑”，依托在人脸识
别、人体识别、物体识别、环境识别、语音识
别、自然语言处理等方向自主研发的30余项
科技成果，结合智能监控、智能机械臂、智能

对话等设备与技术形成的垂直功能，“中国联
通工业AI解决方案”有力支撑了工业质检、
工业合规等多个场景。这也是“十三五”以
来，中国联通积极转型，深挖数字化“富矿”的
生动实践。中国联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
事长王晓初表示，中国联通还将继续加快提
升数字化核心服务能力，推动产业升级和数
字化转型，创新5G商业模式，增强创新发展
动能。

作为中国联通创新能力建设的一部分，
联通大数据积极探索运营商大数据技术及应
用、不断夯实大数据、AI、区块链三大数字化
转型基础，基于多年实践形成自主研发产品
体系及服务运营体系，对内全面赋能的同时，
面向政务、金融、文旅、公共安全、工业制造等
行业打造了一批数据
智能应用及服务，赋
能组织数字化变革，
目前已服务 3000 家
以上企业客户。

图① 中 国 移 动 工
作人员在珠峰大本营附
近调试5G基站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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