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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信息通信业5年“施工图”
定了！11月16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发布《“十四五”信息通信
行业发展规划》（下称《规
划》）。这份近 3 万字的《规
划》，对未来几年信息通信行业
的走向划了26条发展重点。

中国城市报记者梳理发现，
与以往的五年规划相比，本次
《规划》凸显了信息通信行业的
功能和定位：构建国家新型数字
基础设施、提供网络和信息服
务、全面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
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行业。

《规划》还首次明确提出了
跨地域统筹协调中行业要承担
的重点任务，强化了对国家重点
区域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

“一带一路”倡议等的衔接落地。

全面部署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新增5G、千兆光网等发展指标

“‘十四五’期间，我国对通
信业发展的功能定位更高，发
展目标更前沿，前瞻战略性更
科学。”广东财经大学人工智能
与数字经济产业学院副院长王
方方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国家委以信息通信行业更
重责任，是因为我国正处于经
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
期。数字经济正成为高质量
发展的“强兵利刃”，前提是需
要与之配套的信息基础设施
作为支撑。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新
型基础设施的核心，是数字经
济发展的底座和基石，也是拉
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引
擎。”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
发展司司长谢存表示。

中国城市报记者发现，本
次《规划》全面部署了新型数字
基础设施，包括5G、千兆光纤
网络、IPv6（互联网协议第 6

版）、移动物联网、卫星通信网
络、数据中心等方面；同时，在
20个主要发展指标中，“新基
建”相关指标占比较高，新增了
5G、千兆光网、工业互联网等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部署和应用
方面的8个指标。

“这次《规划》内涵范围与
上一个五年规划相比，呈现持
续扩大的趋势。”中国信通院副
院长胡坚波表示，基础设施已
从以信息传输为核心的传统电
信网络设施，拓展为融感知、传
输、存储、计算、处理为一体的，
包括“双千兆”网络等新一代通
信网络基础设施、数据中心等
数据和算力设施以及工业互联
网等融合基础设施在内的新型
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根据《规划》，到2025年，
我国基本建成高速泛在、集成
互联、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
型数字基础设施。

补齐布局不平衡短板
探索建立区域合作互助机制

城市是我国产业、技术、
资本的首要聚集地，为5G、物
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提供了广阔的创新应
用场景。

“我国信息通信产业中，珠
三角地区和以武汉为核心的中
部地区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通
信产品制造产业带。”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
院长盘和林在接受中国城市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产业链看，
从5G芯片到5G基站，从核心
网的光纤到核心网集成布局，
我国都处在全球领先地位。

来自工信部数据显示，目
前我国已建成 5G 基站超过
115万个，占全球70%以上，是
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
5G独立组网网络。

虽然成绩喜人，但国内信
息基础设施区域发展不平衡是

不争的事实。
对此，《规划》明确，加强相

关地区在信息通信技术研发和
创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化服务应用拓展等方面的
一体化协同发展。

《规划》还提出，探索建立
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
展、区域合作互助等机制。

“这对我国在区域协调可
持续发展、行业集群高效融合
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也
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
件。”王方方表示。

“推动均衡协调发展，亦要
从产业链上看。”盘和林分析称，
一方面，从产业链上下游进一
步推进补短板，对产业链薄弱
环节进行强化，以产业链创新
推动通信产业技术发展；另一
方面，从区域来看，通过更加广
泛地推动通信设施的普及及其
核心网的升级，进一步提升通
信网络的性能，从而推动通信
基础设施的均等性和普惠性。

接下来，按照国家的布局，
将在东部发达地区先行先试开
展网络升级和应用创新，辐射
带动其他地区。

同时，国家给予中西部和
东北地区政策倾斜，打造具有
区位优势、面向东盟和中亚等
地区的国际通信枢纽，支持中
西部有条件省市布局一批重大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
业互联网等设施建设。

对于区域经济头部梯队的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
长江中游城市群来说，则需在

“十四五”期间优化提升新型数
字基础设施水平，发挥中心城
市引领作用，打造信息通信产
业高质量发展标杆城市。

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步伐
行政村5G通达率从0%到80%

有一组数据值得注意：截至

目前，我国5G终端用户达到4.5
亿户，占全球80%以上。具体来
看，全国所有地级市城区、超过
97%的县城城区都实现了5G
网络覆盖；但反观乡镇镇区的
数据，只实现了40%。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
程，并作出推动农村千兆光网、
5G、移动物联网与城市同步规
划建设的具体部署。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就在不久前，江苏省张家港市
南丰镇永联村举行了一场名为

“数字永联、智慧乡村”建设成
果的汇报会。

这场会上透露了一个信
息：永联村将联合中国移动打
造全国首个乡村5G频道——
永联频道，依托移动双千兆网
络覆盖，讲好永联村故事，提升
村民收视体验，向外来游客展
示永联风光。

中国城市报记者此前在永
联村采访时就感受到了数字的
力量在该村随处可见：生产上，
依靠物联网技术的智能温室，可
实现对农作物长势的实时监测；
生活中，突发险情时，村民轻点
手机就能一键呼救和定位；治理
方面，在永联指挥中心的大屏幕
上，村内消防设施、排涝站水位、
车辆运行情况等一览无余……

上述场景，未来在更多村
或都能实现。《规划》明确，推动
低频5G网络向农村及偏远地
区延伸，优先在有条件的重点
行政村开展5G网络建设，推广
5G在精准化农业生产、远程医
疗、在线教育等领域应用普及。

值得期待的是，行政村的
5G通达率将实现从2020年的
0%到2025年80%的跨越转变。

与此同时，我国还将实施新
一轮电信普遍服务工程，加大对
农村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
疆地区、脱贫地区特别是国家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宽带网络升
级改造支持力度，推动农村光

纤和4G网络广度和深度覆盖。
此外，积极推进农村地区

移动物联网覆盖，加大农业生
产场景NB-IoT（窄带物联网）
部署。加强农村通信网络日常
运行维护，继续面向脱贫户和
防返贫监测户开展精准降费。

“农村土地广袤，部分区域
人口稀少，通信网络普及需要
考虑基站密度和成本问题。”盘
和林提醒，乡村需要有独特的
数字应用来适应乡村环境，不
能以城市的模式去套数字乡
村，乡村的数字应用应该更加
简便、成本更低、更容易优化。

王方方也持有同样观点：
“数据获取和流动机制还比较
欠缺，缺乏整体的乡村数字服
务大数据平台。”他建议，应逐
步建立信息的共建共享机制。

北京建筑大学城市经济与
管理学院副教授蔡宗翰在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提醒，
接下来，乡村治理模式需要和
数字农村建设中带来的农村生
产、生活状态的变化，特别是邻
里关系的变化相适应。

加强与国土空间等规划衔接
促进基础设施跨行业融合共建

在以融合、协同作为发展
关键词的今天，很多事情都免
不了一个“跨”字。

“十四五”期间，我国信息
通信业发展不仅会跨区域，更
会跨行业。《规划》提出，促进基
础设施跨行业融合共建。推进
通信设施与市政、交通、电力、
公安、应急等设施资源共享，努
力实现管孔、杆塔、站址、机房
等资源双向开放。

此外，《规划》还提到，加强
信息基础设施相关规划与国土
空间等规划衔接，推动信息基
础设施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并在
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严格落实。

就在《规划》发布的同一
天，住建部也发布消息，宣布扩
大我国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试点范围，增至21个市（区）。

据悉，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全面推进城
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建
设、智能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
改造、打造智慧出行平台“车城
网”、对社区设施进行数字化改
造、打造建筑产业互联网、推动
城市管理“一网统管”等多方面。

“传统生活的疆域和壁垒
会通过该工程进行无缝跨越，
同时由于新数据链条的形成，
将会有着另一版‘复制城市’的
数字化生活。”蔡宗翰说。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对地
方政府来说，数字经济时代是
一场对于政府管理能力的大
考，唯有主动变革、积极引领才
能获得致胜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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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反垄断局挂牌亮相

11 月 18日，国家反垄断局挂牌。

国家反垄断局的正式亮相，意味着我国

反垄断执法迎来新格局。据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反垄断局官网介绍，反垄断局

拟订反垄断制度措施和指南，组织实施

反垄断执法工作，承担指导企业在国外

的反垄断应诉工作；组织指导公平竞争

审查工作；承担反垄断执法国际合作与

交流工作；承办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日

常工作。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