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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

用户规模

增势突出

三家运营商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移动用户数和5G套餐用
户数都呈现出迅猛增势。据工信部
统计，截至2023年年末，全国5G
套餐用户数总数已超过13.7亿户。

中国移动数据显示，2023 年
移动用户数累计净增1599.4万户，
5G套餐用户数累计净增1.80497亿
户；中国联通 2023 年的“大联
接”用户数累计净增1.2665亿户，
5G 套餐用户数累计净增 4691.3 万
户；中国电信发布的运营数据则显
示，2023 年，中国电信移动用户
数累计净增1659万户，5G套餐用
户数累计净增5070万户。

物联网用户规模也正在加速扩
大。据工信部统计，我国物联网应
用仍处于规模化爆发期：截至
2023 年年底，我国移动网络终端
连接总数达40.59亿户，其中蜂窝
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 23.32 亿户，
占 移 动 终 端 连 接 数 比 重 达 到
57.5%，同比增长 26.4%。值得一
提的是，2023 年，我国蜂窝物联
网用户数超过了移动电话用户数，
移动网络应用呈现出“物”多于

“人”的分布态势。作为基础网络
提供者，运营商在物联网的加速发
展中起到积极作用。以中国联通披
露的数据为例，2023 年，中国联
通物联网终端连接数累计达4.94亿
户，全年净增1.08亿元。

在营收方面，工信部发布的
《2023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 显示，

2023 年，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6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2%；按
照上年价格计算，电信业务总量同
比增长16.8%。同时，物联网业务
收入比上年增长20.3%。

基础设施建设

筑牢行业底座

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了规模最
大、技术最先进的5G网络，我国
5G发展世界领先已经成为行业共
识。究其原因，我国通信基础设施
建设完备、技术领先，为5G发展
筑牢坚实底座。

在通信基础设施方面，据工信
部统计，截至 2023 年年底，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 337.7 万个，相较
2022年年底的231.2万个，新建基
站数量超过100万个。据了解，目
前，5G网络已覆盖我国所有地级
市城区、县城城区。

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成为新的
风口，算力需求暴增，算力基础设
施的建设也成为运营商 2023 年的

“必答题”。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德沛
指出，算力不仅是创新型国家建设
的基础，更是一种支撑性技术，算
力基础设施建设迫在眉睫。

对此，运营商交上了一份令人
满意的“答卷”。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年底，三家基础电信企业为公众
提供服务的互联网数据中心机架数
量达 97 万个，全年净增 15.2 万
个，净增量是上年的近两倍。当
下，三大运营商可对外提供的公共
基础算力规模超过了26EFlops（每

秒万亿亿次浮点运算）。
此外，在5G网络驱动下，工

业互联网建设迎来新发展。业内专
家向记者表示，5G是驱动工业互
联网发展的关键技术，工业互联网
则是5G规模化应用的主阵地。中
国工程院院士桂卫华则指出：“工
业互联网是基础设施，其建设是工
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随着运营商不断拓展5G网络
融合应用的广度和深度，5G已经
在工业、矿业、电力、港口、医疗
等行业实现规模化应用，“5G+工
业互联网”发展提速。工信部数据
显示，2023年，5G行业应用已融
入 71 个国民经济大类，应用案例
数超9.4万个，5G行业虚拟专网超
2.9万个。

不断尝试新兴业务

实现新突破

运营商的主要营收业务集中于
传统业务，如语音通话、短信、宽
带、流量等。2023 年，在用户数
全面看涨的情况下，运营商的传统
业务运行平稳。工信部数据显示，
运营商全年互联网宽带业务收入达
262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7.7% ； 同
时，其移动数据流量业务收入达
6368亿元，呈现0.9%的微幅下降。

同时，在数字化转型的风潮
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运营商新
的业务增长点，数据中心、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业务收
入后来者居上，一跃成为运营商电
信业务的重要支柱。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3 年，

新兴业务共完成业务收入 3564 亿
元，比上年增长19.1%，在电信业
务收入中占比由上年的19.4%提升
至21.2%。其中，云计算、大数据
业务增长情况尤为突出，相关收入
年均增长37.5%。

值得一提的是，新兴业务发展
在提高运营商收入的同时，也在不
断推动数字经济的建设。中国工程
院院士邬贺铨表示：“2023年，我
国产业数字化收入超 50 万亿元，
占我国GDP总量的40%。”

而在前沿技术研究方面，2023
年，运营商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领域，
运营商积极布局 5G-A、6G 等网
络技术的研发、标准化与应用，取
得显著成效。2023 年，在运营商
与华为等科技企业的共同推动下，
5G-A 关键技术测试已经全面完
成，并于近日首次完成了5G-A规
模组网示范。ITU、3GPP 等机构
表示，6G技术将于2030年进入产
业研发阶段，实现商用。

此外，在人工智能领域，特别
是大语言模型领域，三家运营商也
在积极布局。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
预测：“未来三年，在生产经营环
节应用 AI 大模型的企业占比将由
目前的不到5%提高到80%以上。”

运营商对大模型的重视程度不
言而喻。记者了解到，目前，运营
商通过构建“1+N”大模型体系，
拟使用一个通用大模型带动 N 个
垂直行业大模型，实现大模型与工
业产业的融合应用。据悉，当前，
中国移动的“九天”大模型、中国
电信的“星辰”大模型等均已具备
千亿级参数。

本报讯 1 月 24 日 ， 在 马
云、蔡崇信联手增持下，阿里巴
巴经历了美股盘前涨超 6%后，以
72.75 美元/股开盘，股价随后波
动拉升至高点 74.44 美元/股，涨
超 8%，截至收盘报 74.02 美元/
股，涨幅达7.87%。

美 国 证 券 交 易 委 员 会
（SEC） 网站文件显示，蔡崇信家
族基金 Blue Pool 增持了价值 1.5
亿美元的阿里巴巴股票。另据知
情人士透露，马云在 2023 年第四
季度买入了大约 5000 万美元的阿
里巴巴香港上市股票，从而将他
的持股比例提高到了 4.3%以上，
取代软银成为阿里巴巴目前最大
单一股东。

这是近 25 年来中国股东首次
成为阿里最大股东。

业内人士分析称，马云、蔡崇
信此次大举买入阿里股票，体现出
他们对阿里巴巴前景非常看好，对
公司未来发展、对管理团队及战略
方向充满信心。此前，阿里巴巴的
市值曾因被拼多多超越而引发众多

质疑，此举或许也是阿里巴巴对质
疑声的一次有力回击。

据悉，日前，阿里巴巴集团
合伙人、首席人才官蒋芳在内网发
帖称，马云坚定看好阿里。阿里巴
巴集团董事长蔡崇信也在该帖子下
表示看好阿里未来：“阿里从开始
到现在，一直面对各种质疑，各种
挑战。”蔡崇信说，“我们只要以开
放的心态，创新的思维，就有机会
再创一个与众不同的阿里。”

阿里巴巴集团曾在港交所发布
公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经以 95 亿美元的总价
回购了总计8.979亿股普通股 （相
当于1.122亿股美国存托股）。

彼时，阿里巴巴集团表示，上
述回购是根据公司股份回购计划，
在美国市场和香港市场进行的。截
至2023年12月31日，该公司流通
的普通股为200亿股（相当于25亿
股美国存托股）。这也让阿里巴巴
成为 2023 年回购力度最大的中国
互联网上市公司。

（宋 婧）

看好阿里巴巴前景

马云、蔡崇信增持

特斯拉以低价换销量

年度利润迎来首降

本报记者 张琪玮

本报讯 特斯拉盈利开始出
现颓势。北京时间 1 月 25 日，特
斯 拉 发 布 全 年 财 报 显 示 ， 2023
年，特斯拉全年营业收入为 967.7
亿 美 元 （约 合 人 民 币 6922 亿
元），同比增长约 19%，与前两年
超过 50%的增长率相比，明显降
低；营业利润率为 9.2%，同比下
滑 7.6 个 百 分 点 ； 毛 利 率 为
18.2%，同比下降7.35个百分点。

对于业绩下滑的原因，特斯
拉归咎于平均售价的降低以及人
工智能等研发项目开支的增加。

据了解，2023 年，特斯拉全
年交付量达到了 180.86 万辆，同
比 上 涨 了 37.65% ， 尤 其 第 四 季
度，特斯拉更是创下了48.45万辆
的交付纪录。

不过，为了保障市场份额，
特斯拉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降
价促销策略。以中国市场为例，
2023 年，特斯拉 Model 3 成交均
价较2022年下滑了3.4万元至26.2
万元；Model Y 成交均价则下滑
了近5万元，进入30万元以内。

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曾
表示，可能会在“动荡时期”再
次下调电动汽车的价格，尽管这
会影响公司毛利率，但还是愿意
牺牲毛利率换取销量增长。

展 望 2024 年 ， 特 斯 拉 称 ，
2024 年车辆增速可能明显低于
2023 年，并且罕见地没有给出具

体的交付目标。而长期以来，该
公司年复合增长率在50%左右。

特斯拉表示：“特斯拉目前
正处于两个主要增长浪潮之间：
上一个浪潮始于 Model 3、Mod-
el Y 平台的全球扩张，而下一个
浪潮将由下一代汽车的全球扩张
启动。”

据悉，特斯拉于 2023 年 3 月
首次对外公布了关于下一代汽车
的相关信息。彼时，特斯拉称，
将全面重新思考电动汽车的生产
方式，以实现生产更快、成本更
低、动力系统更小且重量更轻的
下一代汽车。

马斯克在 1 月 25 日的财报电
话会上透露，这款车预计将于
2025 年下半年投入生产，美国得
克萨斯州超级工厂将率先投产，
其次是墨西哥工厂。

“新车型投产将是一个艰巨的
项目，但一旦优化，它可能会改
变汽车大规模生产的游戏规则。”
马斯克信心满满地说道。

当前，特斯拉销售的主力车
型 为 Model 3 和 Model Y。 2023
年11月，特斯拉电动皮卡Cyber-
truck 首批交付。目前得克萨斯州
超级工厂的 Cybertruck 年产能少
于 12.5 万辆。特斯拉表示，考虑
到 Cybertruck 的制造复杂性，预
计产能爬坡期较其他车型更长。

（张维佳）

近日，三大运营商陆续公
布了2023年全年运营数据。
数据显示，一方面，运营商的
5G业务全面铺开，个人用户
数量持续增长，行业端应用也
日趋成熟，总营收呈提升态
势；另一方面，运营商持续发
力基础设施建设，在深入推进
传统5G通信基站的基础上，
兼顾数据中心等算力基础设
施建设，为产业数字化转型和
新兴产业发展添砖加瓦。基
于此，2023年，运营商在云计
算、大数据等新兴业务领域取
得显著突破，云计算一跃成为
运营商三大支柱业务之一。

此外，运营商也在传统通
信业务以外积极布局人工智
能领域，抢占人工智能风口。
中国移动集团级首席科学家
冯俊兰向《中国电子报》记者
表示：“通信技术与信息技术
正在深度融合，攻关人工智能
领域是运营商的必经之路。”
为此，运营商纷纷落子大模型
领域，不断尝试在垂直行业中
取得新突破。

本报讯 记者张维佳报道：1
月 22 日，华为与东风汽车双双宣
布，华为与东风岚图汽车正式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根据各自领
域优势，围绕用户需求共同打造极
致的智能出行体验。通过合作车型
在多领域创新探索，加速智能化技
术大规模商业化落地。

据了解，东风岚图汽车创立于
2019年，是东风汽车旗下高端智慧
电动汽车品牌。目前，东风岚图汽
车旗下共有三款车型：岚图FREE、
岚图梦想家、岚图追光PHEV。

华为在汽车业务方面有三种合
作模式，一是零部件模式，提供自研
标准化模块；二是解决方案模式，提

供全栈集成解决方案，即HI（Hua-
wei Inside）模式，目前合作方是长
安汽车；三是智选车模式，深度参与
造车并在终端门店助力销售，合作
方包括赛力斯、奇瑞汽车、北汽蓝谷
和江淮汽车，这也是其目前合作最
深的模式。

有业内人士猜测，此次华为
与东风岚图汽车的合作模式或采
用 HI 模式。这就意味着，华为的
鸿 蒙 Harmony OS 智 能 座 舱 和
ADS 2.0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有望
在岚图“上车”。

近期，华为与车企互动频频。
2023 年 11 月 25 日，华为与长安汽
车签署了《投资合作备忘录》，华为

拟设立一家从事汽车智能系统及部
件解决方案研发、设计、生产、销售
和服务的公司，长安汽车拟投资该
目标公司并开展战略合作。

紧接着，11 月 28 日，华为举行
“智界S7及华为全场景发布会”，智
界S7正式上市，问界新M7新增两
款后驱智驾版车型。华为常务董
事、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董事长
余承东在发布会上提到了与长安汽
车合资公司的相关进展。他表示，
华为已向赛力斯、奇瑞、江淮、北汽
发出股权开放邀请，并希望中国一
汽集团加入。

2023年12月，一汽解放与华为
在长春举行了一场深入的交流座谈

会。今年，1月8日，一汽解放在深
交所互动易平台上宣布，公司与华
为合作的自动驾驶产品将应用于
L4低速场景，目前产品开发正处于
概念设计阶段。一汽解放表示，预
计该产品将于 2025 年年底实现量
产应用。

日前，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
在发表新年致辞时表示，2023 年，
华为预计实现销售收入超过7000
亿元。其中ICT基础设施业务保持
稳健，终端业务好于预期，智能汽
车解决方案竞争力显著提升。2024
年，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将与伙伴共
同努力，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商业
成功。

东风岚图成华为汽车“朋友圈”新成员

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专题推介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 1 月 24 日 ， 2024 年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专题
推介会暨中欧协会新春交流会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会
议聚焦数字绿色服贸和出海服
务，共计 40 家出海企业，以及
来 自 使 领 馆 及 外 国 驻 华 机 构 、
商务部直属机构、商协会、科
研 院 所 、 服 贸 会 ICT 服 务 和 环
境 服 务 领 域 机 构 的 500 余 位 代
表共同参会。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经过数
年发展，数字贸易服务行业表现
出三种主要态势：一是数字服务
贸易快速增长。世界贸易组织
（WTO）数 据 显 示 ，当 前 数 字 服
务贸易占整体服务贸易的比重
超五成。二是数字服务贸易结
构持续优化，对稳外贸的促进作
用不断增强。电信、计算机和信
息服务以及知识产权具有较强
的数字化赋能潜力，是推动我国
服务贸易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
引擎。过去十年，我国电信、计
算 机 和 信 息 服 务 年 均 增 速 为
15.9% ，年 均 增 长 水 平 明 显 高 于
同期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三
是数字服务贸易企业国际竞争
力提升，对产业创新发展的带动
作用逐步显现。近年来，我国数

字服务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稳步
推 进 ，互 联 网 、无 线 宽 带 、移 动
终端规模居世界前列，超算、量
子通信等新技术取得突破，产业
集群迅速扩大。

记 者 获 悉 ，未 来 ，数 字 服 务
贸易行业发展将从三方面实现
增长：一是电信、计算机和信息
服务将继续加快与制造业融合，
出口规模预计持续增长；二是社
交媒体与搜索引擎的海外市场
潜 力 巨 大 ，短 视 频 、直 播 、通 信
等领域的海外业务可能大幅增
长；三是云计算作为新技术输出
窗口，将推动云服务市场继续保
持强劲增长趋势。

据 介 绍 ，2024 年 的 服 贸 会
ICT 展 将 以“ 数 贸 创 新 ，科 技 赋
能”为主题，展览内容继续围绕
电 信 服 务 、数 字 技 术 、人 工 智
能 、集 成 电 路 、工 业 互 联 网 ，以
及专精特新、国际创新技术等方
面 ，涵 盖 智 能 制 造 、商 业 密 码 、
应急管理等，并紧跟以通用大模
型、数字人、虚拟现实为代表的
下一代互联网和消费电子行业
热点，与各方携手共同打造 ICT
行业大展，以新技术、新体验助
力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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