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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
电信业务收入增速持续放缓。今年1月
份至 4 月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4463亿元，同比增长0.7%，增速同比回
落3.8个百分点，较1月份至3月份回落
0.3个百分点。

“累计数据掩盖了下滑趋势，通过
对比1月份至4月份的数据及1月份至
3月份的数据，我们可以还原出4月份
的通信服务业运营数据，数据说明电信
业务收入在加速滑坡。”电信专家付亮
分析说，4月份电信业务收入为1140亿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是下降的。3月份
电信业务收入为1114亿元，与上年同期
相比也是下降的。从累计数据可以看
出，1月份电信业务收入同比增长不到
3%，2月份电信业务收入同比增长不到
1%，3月份和4月份连续出现负增长。

过去两年，手机流量是拉动电信业
务收入增长的第一主力，但这一形势已
被打破。据统计，1月份至4月份，移动
互联网累计流量达351亿GB，同比增长
122.2%；其中通过手机上网的流量达到
349亿GB，同比增长125.8%，占移动互
联网总流量的99.6%。4月份当月户均
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到7.32GB，同比
增长110.2%。

“实际上，4月份移动互联网接入
流量增幅只有109%，与2018年年中近
250%的月同比增幅相比出现大幅回
落，流量增速开始快速下滑。”付亮说。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月份至4月
份，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完成移动数据及
互联网业务收入2055亿元，同比增长
1.7%。2018年 1月份至4月份，这一收
入为2041亿元，同比增长14.2%。付亮
表示，如果只计算4月份当月，这一收
入的增幅已接近零，真正进入了增量不
增收阶段，这背后的原因是单位流量资
费正在快速下降。

今年1月份至4月份，移动互联网
累计流量达351亿GB，三家基础电信企
业完成移动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为
2055亿元。但今年 1月份至 3月份这
两个数据分别为 256 亿 GB 和 1526 亿
元。这意味着今年1月份至3月份平均
每GB流量收入为5.96元，但1月份至4
月份平均每GB收入为5.85元，呈下降
趋势。尤其是4月份当月，每GB收入
已下降至 5.57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53%。

专家表示，在我国提速降费的情况
下，电信运营商早已面临增量不增收的
问题，只能加速转型，从传统的管道流
量经营走向数字化赋能。 （钟竞技）

电信运营商进入
增量不增收阶段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一则消息点燃通信圈，同时
也触发 A 股 5G 概念股集体“翻
红”。6月3日，工信部在官网通
告，我国5G已经具备商用基础，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发放5G
商用牌照，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
5G商用元年。

业内人士把发牌照的预测时
间锁定在了本周，也就是端午节
前。电信行业分析师付亮对《每
日经济新闻》表示，5G产业链已
基本成熟，确实到了5G商用的时
候，而且韩国、英国等国家已经开
始商用了。

相较于具体的发牌照时间，
业界更为关注 5G 发几张牌照。
两张、三张还是四张5G牌照均有
猜测，这关系着我国5G建设的主
体结构如何。中国移动、中国电
信和中国联通此前在 17个城市
进行了大范围的 5G 试验，广电
5G牌照的消息也不断被传出。

5G坚持自主与开放相结合

工信部在公告中表示，坚持
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相结合，我
国5G产业已建立竞争优势。5G
标准是全球产业界共同参与制定
的统一国际标准，我国声明的标
准必要专利占比超过30%。

工信部在公告中同时强调，
在技术试验阶段，诺基亚、爱立
信、高通和英特尔等多家国外企
业已深度参与，在各方共同努力
下，我国5G已经具备商用基础。
同时，我国一如既往地欢迎国内
外企业积极参与我国5G网络建
设和应用推广，共同分享我国5G
发展成果。

“此次工信部将于近期发牌的
信息，意在提升国外企业聚焦国内
5G市场。”通信行业资深分析人士
赵宇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
只有开放合作的市场才有利于5G
标准的统一。我国加速5G商用，
能迅速降低5G产业各方面的成
本，有效输出国内5G行业应用的
样板，为全球5G发展提供可以借
鉴的演进路径与商业模式。

5G 牌照发放的最早消息出
现在今年1月份，当时工信部部长
苗圩介绍，今年我国将在若干个城
市发放5G临时牌照，使大规模的

组网能够在部分城市和热点地区
率先实现。5月21日举行的国务
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工信部副部
长陈肇雄表示，目前5G技术和产
品日趋成熟，系统、芯片、终端等产
业链主要环节已基本达到商用水
平，具备了商用部署的条件。

明年进入5G投资高峰期

作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5G建设，上游连接着5G设备商，
下游是手机等5G用户端，承担着
核心作用的则是电信运营商，运
营商建网进程直接决定了用户何
时能用上5G高速网络。

5月29日召开的中国电信股
东大会上，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
文表示，预计今年用于5G的投资
为90亿元人民币，中国电信正在
建立跨域SA（独立组网）和NSA
（非独立组网）混合组网。记者注
意到，90亿元的投资预算额，与
中国电信年报中披露的数据相比
并没有增长。

更早前的5月22日，中国移
动年度股东大会上，中国移动董
事长杨杰表示，5G投资高峰期在
2020年至2022年。《每日经济新
闻》记者注意到，此前披露的
2018 年年报中，中国移动预计
2019年资本开支为1499亿元（不
包括5G试商用投入），相比2018
年的 1671 亿元减少 10.3%。以

1671亿元计算，中国移动今年在
5G方面的投入也不会高于172亿
元，初步预期投入 3万到 5万个
5G基站。

中国联通则显得比较积极。
虽然还未正式面向公众推出商用
5G，《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
到，中国联通已经在东方卫视进
行了5G品牌展示。4月份，中国
联通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 、杭
州、南京和雄安正式开通5G试验
网，这也是首个公开如此表示的
运营商。中国联通今年在5G上
的投资预算为60亿到80亿元。

高科技股票分析师段冰在接
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
示，2019年并不是大规模基础网
络建设的阶段，整体规模控制在
十几个城市的范围内，所以对基
站和承载网络建设的需求整体规
模不会特别大。从2020年开始，
5G的商用化就会真正展开。

“先别着急上手5G手机”

运营商前期资金投入较少，
直接影响到5G网络的普及率。

GSMA中国战略合作总经理
庞策近日在公开场合透露：“截至
今年一季度，全球有 147家运营
商已经在部署5G实验网；预测到
2020年全球会有170家运营商推
出商用5G网络，全球5G用户数
将会达到7000万。”从这个预测

数据来看，相较全球 70 亿的人
口，明年能用上5G的用户仍然是
少数。

根据公开报道，在前期试验
阶段，我国广东、北京、上海和四
川等地拨通了首个5G电话。但
另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按照以
往4G建设的节奏，人群密集地区
先行，5G普及开来需要两三年以
上的时间。

赵宇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表示，目前国内4G有300多万个
基站，意味着为5G兜底的有一张
覆盖完整的网络，这个优势在全
球是无与伦比的。同时，国内产
业链聚焦 SA 方式为目标网，为
行业应用的发力奠定了基础，有
利于未来传统产业的升级。

付亮认为，对普通用户而言，
先别着急上手5G手机，可经常去
运营商营业厅了解进展。除“追
新一族”外，建议购买5G手机时
间为明年。明年3月后，5G手机
价格约为6000元，明年四季度，大
概能降到2000元左右，具备现在
5G万元价格手机的大部分性能。

“国内手机等终端产品发力
5G，无论从市场规模还是产业链
的齐全程度，都具备潜在优势。
芯片层面具备NSA+SA双模能力
的支持。在频率层面，Sub 6GHz
的商用，使得网络规模和成本最
优化，有利于 5G 网络的连续覆
盖。”赵宇表示。 （刘春山）

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明年将成为投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