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通电信共建5G网络靴子落地

有望节省4000亿元资本开支

本报记者 杨洁

9月9日晚，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双双发布公告称，中国联通控股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全资附属子公司联通运营公司与中国电信签署《5G网络共建共享框架合作协议书》。 联通运营公司将与中国电信在全国范围合作共建一张5G接入网络，双方划定区域，分区建设，各自负责划定区域内的5G网络建设相关工作。

2019年中期业绩发布后，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便透露，正在与中国电信洽谈共建一张5G网络的方案。 5年的5G建设周期中，预计共建共享将为联通和电信各节省2000亿元资本开支。

分区建设各有侧重

根 据 协 议 ， 5G 网 络 共 建 共 享 采 用 接 入 网 共 享 方 式 ， 核 心 网 各 自 建 设 ， 5G 频 率 资 源 共 享 。 双 方 用 户 归 属 不 变 ， 品 牌 和 业 务 运 营 保 持 独 立 。 双 方 联 合 确 保 5G 网 络 共 建 共 享 区 域 的 网 络 规 划 、 建 设 、 维 护 及 服 务 标 准 统 一 ， 保 证 同 等 服 务 水 平 。

本次协议对5G网络建设区域涉及的15个城市进行了划分。 中国电信以南方城市和省份承建居多；中国联通则以北方地区居多。 在北京、天津、郑州、青岛、石家庄5个北方城市中，联通运营公司与中国电信的建设区域比例为6∶4；对于上海、重庆、广州、深圳、杭州、南京、苏州、长沙、武汉、成都10个南方城市，联通运营公司与中国电信的建设区域比例为4∶6。

另外，联通运营公司将独立承建广东省的9个地市、浙江省的5个地市，以及前述地区之外的北方8省份（河北、河南、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山西）。 中国电信将独立承建广东省的10个地市、浙江省的5个地市，以及前述地区之外的南方17省份。 双方将秉持共建共享效益最大化、有利于可持续合作、不以结算作为盈利手段的原则，坚持公允、公平市场化结算，制订合理、精简的结算办法。

中国联通表示，与中国电信进行5G网络共建共享合作，特别是双方连续的5G频率共享，有助于降低5G网络建设和运维成本，高效实现5G网络覆盖，快速形成5G服务能力，增强5G网络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提升网络效益和资产运营效率，达成双方的互利共赢。 中国电信的公告对上述表述表示认可。

频率方面，2018年底中国联通获得3500MHz-3600MHz共100MHz带宽的5G试验频率资源，而中国电信获得3400MHz-3500MHz共100MHz带宽的5G试验频率资源，双方频率接近，具备共建共享的资源条件。

实际上，针对5G网络共建共享，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近日已有所“预热” 。

8月15日，在2019年上半年业绩发布会上，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表示，正在积极探寻共建共享新模式，倾向于与中国电信合建一张5G网络。 王晓初预测，在5年的5G建设周期中，共建共享将为联通、电信各节省2000亿元资本开支。

8月22日，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在公司上半年业绩发布会上对此进行了回应。 柯瑞文表示，愿意与中国联通共建共享5G网络，并强调中国电信一直是共建共享的倡导和推动者，目前重点考虑与中国联通共建共享，且已进入实质性的研究探索推进阶段，双方建立了联合团队，进行现场试验。

节约成本应对压力

从三大运营商上半年业绩情况看，均面临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压力，而5G建网尤其是独立组网投资巨大。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共建共享5G网络，核心的考虑因素就是降低建网和运维成本，减少资本开支。

根据工信 部公布 的 2019年上 半年通信 业经济 运行情 况 ，电信 业务收入 完成 6721亿 元，同比 下降 0 . 03 % 。 多年 来电信 业务收 入首次 出现负增 长。

行业负增长反映在了上市公司财报上。 受提速降费、市场饱和、市场竞争激烈以及 4G流量红利逐步消退等因素的影响，今年上半年，中国移动营收、净利润双降 。 中国移动实现营收3894 .27亿元，同比下降0 .6%，净利润为560 .63亿元，同比下降14 .6%。 中国电信上半年实现营收1904 .88亿元，同比下降1 .3%；净利润为139 .09亿元，同比增长2 .5%。 中国联通实现营收 1449.5亿元，同比下降2.8%；净利润为30.2亿元，同比增长16.8%。

5G投资力度不减，且呈提速之势。 2019年上半年，三大运营商合计资本开支1422.5亿元。 其中，中国联通资本开支为220.5亿元，中国电信为350亿元，中国移动为852亿元。

三大运营商上半年资本开支主要用于强化4G网络覆盖以及5G初步投资。 对于接下来的5G投资节奏，中国移动表示，2019年包含5G在内的总投资将不超过1660亿元，5G投资将在240亿元左右，高于今年3月给出的170亿元左右水平。 中国联通明确，2019年将投入80亿元进行5G投资，是此前5G投资计划60亿元-80亿元的上限。 中国电信则维持年初的2019年5G投资预算90亿元不变。 按照上述预算，2019年三大运营商5G方面的资本开支合计为410亿元左右。

中国移动表示，2019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建设超过5万个5G基站，实现50个以上城市5G商用服务，到2020年可提供所有地级以上城市的5G商用服务。 中国联通表示，今年上半年已建设1.7万个5G基站，并开展用户友好体验，下半年5G商用步伐有望进一步加快。 预计至2019年底，联通将在40-50个城市建设总计超过4万个5G基站。

专家预计，5G建网的资本开支在1.2万亿元，是4G时代的1.5倍左右。 在今年6月的5G牌照发放仪式上，工信部部长苗圩就强调了“共建共享” 。 苗圩称，基础电信企业要加快5G商用步伐，推进5G网络共建共享，推动我国5G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支撑服务数字中国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5G牌照发放后，欢迎外资企业积极参与我国5G市场建设，共谋我国5G发展，分享我国5G发展成果。

对产业链影响受关注

运营商之间共建共享并非新鲜事，3G、4G时期就曾经推动过，不过落地进展缓慢。 2015年中国铁塔成立，运营商在基础设施层面的共建共享开始走上正轨。

面对5G时期的巨大投资压力，运营商共建共享是可行之路。 在此背景下，共建共享对通信产业链产生的影响受到市场关注，包括对通信设备的采购需求等。

中金公司指出，共建共享对于5G初期覆盖的资本开支影响有限。 预计2020年运营商5G合作建设覆盖城市数量有望提升。 共建共享的影响主要体现在5G建设中后期，具体影响的体量要看5G网络的业务发展情况。 共建共享的比例将最终决定于5G网络的盈利能力，不单单由网络规划决定，最终的投资规模要看竞争策略和业务发展情况。

中信建投认为，共建共享的力度和落地决心超出此前预期，总体资本开支规模会下降，但下降程度取决于最终的共建共享方案，不必过于悲观。 未来共建共享方案的执行落地情况值得关注。 整体而言，5G投资规模可能下降，但5G投资节奏会加快。 从对通信设备商的影响看，中信建投认为，共建共享对无线设备的影响程度大于对传输设备的影响。 共建共享有利于加速5G消费电子产品和应用的落地。

雅迪控股董事长董经贵：

新国标带来新格局

□

本报记者 崔小粟

雅迪控股董事长董经贵近日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新国标的实施

正深刻影响电动两轮车行业格局。 从长远

看，电动两轮车产业将趋稳定，企业增长

将更多来自行业整合和国际业务拓展。 产

能大、管理完善、资金流充沛的企业将占

据优势。

电动两轮车市场将重新洗牌

雅迪控股成立于2001年，2016年在香

港上市， 是内地电动两轮车行业第一家上

市公司。2018年雅迪全球销售503万台。目

前， 公司在中国电动两轮车市场占有率达

到14.1%，销量排名第一。

2005年至2011年，电动两轮车市场高

速发展，2011年以来行业竞争加剧。 沙利

文报告指出，2015年至2018年中国电动两

轮车销售量占全球市场的八成以上， 世界

零售销量第一。 电动两轮车作为城镇出行

的交通工具，未来空间巨大，预计到2023

年中国电动两轮车市场规模将达到1090

亿元。

2019年4月15日，新强制性国家标准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开始实施。

新国标全面提升了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

能， 由原来的部分条款强制改为全文强

制，增加了防篡改、防火性能、阻燃性能、

充电器保护等技术指标， 调整完善了车

速限值、整车质量、脚踏骑行能力等技术

指标。

董经贵表示， 电动两轮车行业正发生

深刻变化。 新国标的实施推动行业迅速洗

牌。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需求上升，

两轮电动车迎来产品升级。 高端电动两轮

车需求提高，消费者偏向更加智能高端、时

尚环保的产品。

董经贵认为，随着新国标的实施，电动

两轮车市场将转变为技术驱动产品创新，

规范行业从而促进品牌升级。 新国标实施

以后，电动两轮车市场将重新洗牌，企业数

量从早期的1000多家下降到现在的150家

左右，前五家大型厂家市占率达四成以上，

预计很多小厂家难以为继。

新国标的实施带来新挑战。 董经贵指

出，电动车整体成本增加，而消费者对新国

标产品的接受需要时间。 大品牌按规定出

售国标车，短期销量会受到影响。但从长远

看， 中国电动两轮车行业将迎来新零售模

式和创新的营销方式， 产品迎来智能应用

和终端升级。

董经贵表示， 长远看整个行业将趋稳

定， 企业增长将更多来自行业整合和国际

业务拓展。 雅迪控股将目光投向以越南为

主的东南亚市场。 “越南仍处在汽油摩托

车阶段，正迎来一波电动两轮车换购潮。 ”

董经贵告诉记者， 雅迪越南生产基地将于

2023年建成。 届时将以越南为中心，辐射

整个东南亚电动两轮车市场。

目前雅迪在全球共有六大生产基

地，预计到2023年公司产能将达到2000

万台。

技术升级支撑品牌升级

自主创新一直是雅迪控股的一条发展

主线。

“研发投入是企业的文化核心之

一。 我们会结合自身情况和产业发展阶

段，进行有效、可持续的创新” ，董经贵

表示。

根据公司2019年半年报，报告期内公

司研发费用1.23亿元，同比增长13.9%。 目

前公司拥有673项专利， 旗下拥有两个

CNAS实验室和5家技术研发中心。公司在

自主研发电池、电机、电控等技术方面都取

得突破性进展。

以电池技术为例，公司近期推出了自

主研发的两轮电动车行业首款石墨烯电

池。石墨烯导电浆料的应用增强了该款电

池的导电能力和储电能力，电池可实现循

环寿命1000余次， 寿命增加到原来的3

倍，充电一小时续航50公里，续航里程提

升10%。

核心技术的迭代带来品牌高端化需

求。 品牌创新方面， 董经贵称， 雅迪将从

2020年开始全面实施多品牌战略，以满足

不同领域人群的需求。

“这是一种‘互联网+’ 概念，通过线

上电商引流加线下渠道铺设， 打通线上与

线下。 ”董经贵表示。

截至2019年6月， 雅迪旗下经销商数

量1885家。 庞大的经销商体系是电动两轮

车行业的基础支撑。

董经贵表示， 未来的销售模式仍将以

线下为主。除了电动两轮车，雅迪将围绕新

能源出行中的滑板车、代驾车、快递车、平

衡车、卡丁车等“做文章” ，并赋予品牌更

加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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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总经理苟连杰：

“三项制度” 改革激活发展新动能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作为一家专为机械设备提供“血液” 的公

司———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简称“中石

化润滑油” ），一年来大刀阔斧的改革令企业迸

发出磅礴内生动力。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

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苟连杰日前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润滑油公司的改革“刀刃向

内” ，以“三项制度” 改革为突破口，通过推进绩

效责任契约化、 联量联效计酬为核心的机制改

革，打破“大锅饭” ，营造了“前有金山、后有老

虎”的考核分配氛围，企业活力得到释放。

“改革是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 ”

苟连杰表示，通过改革，企业顺利迈过了行业需

求下行的拐点。 截至8月31日，中国石化润滑油

公司经营效益同比增长14.2%。 下一步，公司将

继续推进“三项制度” 改革，并积极探索推进混

改和中长期激励。

分步推进行动计划

中石化润滑油公司是中国石化下属的专业

化公司，主要从事润滑油脂、精细化学品的生产

销售、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服务，是国内最大

的润滑油脂公司。 公司所拥有的“长城润滑油”

品牌，知名度和品牌价值在国内居领先地位。

苟连杰介绍， 中石化润滑油公司经过两次

重组改制而成。 第一次是2002年将原分散在中

国石化炼化企业内部的润滑油业务实施重组，

组建润滑油分公司； 第二次是2012年整合了油

品销售板块的润滑油销售业务， 设立中石化润

滑油公司。 公司积极推进转型升级，坚持高端化

发展， 已成为大国重器及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

的重要支持者与参与者。

“在不断追求高端化、 国际化发展的过程

中，中国石化润滑油确立了‘打造世界一流润滑

油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 ” 按照中国石化集团

公司的统一部署和要求， 公司制定了 “两个三

年” 和“两个十年” 分步推进，打造世界一流润

滑油公司的行动计划。

苟连杰指出，到明年年底，中石化润滑油争

取率先成为中国石化创新型企业。主要产品保持

与全球行业最新规格同步，在国内主要细分行业

市场占有率保持领先，与国内设备制造商建立合

作关系。 到第二个三年，将进一步夯实国内领先

地位，继续完善全球销售网点布局，具备全球化

经营能力。在重点装备领域形成同步研发润滑剂

技术。第一个十年，与中国石化整体相比，提前五

年实现“世界一流” 。科技实力达到世界一流，在

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领域创新技术达到世界先

进水平。 全球市场占有率进入前3名。 到第二个

十年， 继续保持全球市场占有率前3名的地位，

公司转型成为新型润滑材料公司，成为基业长青

的世界一流润滑油专业公司。

“在向‘世界一流’ 进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过程中，目前到了一个爬坡上坎的关键时期。 ”

苟连杰坦言，与国际一流品牌相比，公司在市场

化机制、科技创新创效能力、产业一体化优势发

挥等方面还有差距，必须加快内部改革，以改革

促进发展，在发展中深化改革，解决国有企业存

在的收入偏低、用工总量偏多、内生动力不足、运

行效率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促使公司加

快内部改革，以改革促进可持续发展，争创世界

一流。

发力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2018年中国石化将中石化润滑油公司列入

国资委“双百企业”改革试点单位之一。 一年来，

公司确立了“立足存量，以‘三项制度改革’为突

破口，率先在‘三能’机制建设上取得成效，自下

而上，带动内部管理体制机制持续完善” 的改革

方针， 制定完善综合改革方案及工作路线图，分

年度细化工作目标、任务和举措，大胆探索创新，

积极推进措施落地，取得了积极进展。

苟连杰介绍，为做实收入“能高能低” ，公

司转变单位实体薪酬总额决定方式， 将业绩考

核的决定比例由25%提升至100%，并将所有经

营单位领导干部的收入与单位经营业绩的决定

关系以契约形式固化下来，明确“完成目标任务

80%以下的，按基准薪酬60%兑现；完成目标任

务90%以下的，按基准薪酬80%兑现；完成目标

任务100%的，按基准薪酬兑现；超目标任务完

成的，按超额比例量化薪酬激励，上不封顶” 。此

外，根据“产销研用” 各板块特点，在销售、科

研、生产操作等岗位探索100%契约到人，实施

联量联效计酬，多劳多得。2018年绩效最优单位

人均薪酬同比增长15.8%， 绩效最差单位下降

13.8%。员工个人方面，严格按个人业绩量计酬。

如一线销售人员月收入高则2万元以上， 低至

2000元左右。

为实现员工“能进能出” ，苟连杰表示，公司

正探索“减员少减薪、甚至不减薪” ，“三个人干

五个人的活，拿四个人的钱” 的总额核定模式。

到2019年6月底， 公司全口径净优化用工1444

人，占比20%，促进人均劳效达到420吨，较2017

年提高50%以上。

为实现职位“能上能下” ，公司按照领导干

部先到位、行政级别根据业绩确定的原则，探索

领导人员岗位、职级、机构级别动态化管理，并探

索职业经理人制度，在业务完全市场化、业绩容

易量化可衡量的销售代表处进行试点，推进市场

化管理、市场化选聘、市场化退出。

“通过改革， 有效促进了劳动生产率提升，

企业内生活力得到释放。 ” 苟连杰表示，2019年

上半年润滑油公司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公司2019年人均劳效将达到420吨/人以上，人

均劳效同比增长18%， 相对2017年末人均水平

提升55%以上。

探索混改与员工持股

作为国资委“双百企业” 改革试点单位，

一年来的改革为中石化润滑油公司注入了发

展动力。

“在当前润滑油需求总体不旺、竞争激烈的

大背景下，通过改革，企业顺利迈过了行业需求

下行的拐点。 ” 苟连杰表示，截至8月31日，中国

石化润滑油公司经营总量同比增长13.5%，高档

油脂销量同比增长19.1%，海外市场销量同比增

长30%，经营效益同比增长14.2%，继续保持良

好发展态势。

苟连杰指出，针对存量搞改革，既要直面问

题、真刀真枪，也要持续宣贯，刚柔并济，举重若

轻， 在展现公司推进改革的信心和决心的同时，

体现对员工从个人成长、 薪酬激励等多角度关

怀，并通过制度设计降低改革阻力，用时间换空

间逐步消化各项阻力，保证改革平稳推进。 下一

步，润滑油公司将持续深化改革，聚焦经营管理

中的难点、痛点和盲点，在保持国有企业体制架

构不变的基础上，聚焦机制创新，精准施策。一是

进行运营管理体制的重构， 提升产销研协同；二

是在科研体制机制方面，推进高端产业化，争取

在机器人领域实现突破；三是在混改和员工持股

方面将做一些新探索。

□

本报记者 杨洁

分区建设各有侧重

根据协议，5G网络共建共享采用接入网

共享方式， 核心网各自建设，5G频率资源共

享。 双方用户归属不变，品牌和业务运营保持

独立。 双方联合确保5G网络共建共享区域的

网络规划、建设、维护及服务标准统一，保证同

等服务水平。

本次协议对5G网络建设区域涉及的15个城

市进行了划分。 中国电信以南方城市和省份承

建居多；中国联通则以北方地区居多。 在北京、

天津、郑州、青岛、石家庄5个北方城市中，联通

运营公司与中国电信的建设区域比例为6∶4；

对于上海、重庆、广州、深圳、杭州、南京、苏州、

长沙、武汉、成都10个南方城市，联通运营公司

与中国电信的建设区域比例为4∶6。

另外，联通运营公司将独立承建广东省的9

个地市、浙江省的5个地市，以及前述地区之外

的北方8省份（河北、河南、黑龙江、吉林、辽宁、

内蒙古、山东、山西）。 中国电信将独立承建广东

省的10个地市、浙江省的5个地市，以及前述地

区之外的南方17省份。 双方将秉持共建共享效

益最大化、有利于可持续合作、不以结算作为盈

利手段的原则，坚持公允、公平市场化结算，制

订合理、精简的结算办法。

中国联通表示， 与中国电信进行5G网络共

建共享合作，特别是双方连续的5G频率共享，有

助于降低5G网络建设和运维成本，高效实现5G

网络覆盖，快速形成5G服务能力，增强5G网络

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 提升网络效益和资产运

营效率，达成双方的互利共赢。 中国电信的公告

对上述表述表示认可。

频 率 方 面 ，2018 年 底 中 国 联 通 获 得

3500MHz-3600MHz共100MHz带宽的5G试验

频率资源，而中国电信获得3400MHz-3500MHz

共100MHz带宽的5G试验频率资源， 双方频率

接近，具备共建共享的资源条件。

实际上，针对5G网络共建共享，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近日已有所“预热” 。

8月15日， 在2019年上半年业绩发布会上，

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表示，正在积极探寻共建

共享新模式， 倾向于与中国电信合建一张5G网

络。王晓初预测，在5年的5G建设周期中，共建共

享将为联通、电信各节省2000亿元资本开支。

8月22日，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在公司上

半年业绩发布会上对此进行了回应。 柯瑞文表

示，愿意与中国联通共建共享5G网络，并强调中

国电信一直是共建共享的倡导和推动者，目前重

点考虑与中国联通共建共享，且已进入实质性的

研究探索推进阶段，双方建立了联合团队，进行

现场试验。

节约成本应对压力

从三大运营商上半年业绩情况看，均面临传

统业务增长乏力的压力， 而5G建网尤其是独立

组网投资巨大。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共建共享

5G网络， 核心的考虑因素就是降低建网和运维

成本，减少资本开支。

根据工信部公布的2019年上半年通信业经

济运行情况， 电信业务收入完成6721亿元，同

比下降0.03%。 多年来电信业务收入首次出现

负增长。

行业负增长反映在了上市公司财报上。 受

提速降费、市场饱和、市场竞争激烈以及4G流量

红利逐步消退等因素的影响，今年上半年，中国

移动营收、 净利润双降。 中国移动实现营收

3894.27亿元，同比下降0.6%，净利润为560.63

亿元，同比下降14.6%。 中国电信上半年实现营

收1904.88亿元， 同比下降1.3%； 净利润为

139.09亿元，同比增长2.5%。 中国联通实现营收

1449.5亿元，同比下降2.8%；净利润为30.2亿元，

同比增长16.8%。

5G投资力度不减，且呈提速之势。2019年上

半年，三大运营商合计资本开支1422.5亿元。 其

中，中国联通资本开支为220.5亿元，中国电信为

350亿元，中国移动为852亿元。

三大运营商上半年资本开支主要用于强化

4G网络覆盖以及5G初步投资。对于接下来的5G

投资节奏，中国移动表示，2019年包含5G在内的

总投资将不超过1660亿元，5G投资将在240亿

元左右，高于今年3月给出的170亿元左右水平。

中国联通明确，2019年将投入80亿元进行5G投

资，是此前5G投资计划60亿元-80亿元的上限。

中国电信则维持年初的2019年5G投资预算90

亿元不变。按照上述预算，2019年三大运营商5G

方面的资本开支合计为410亿元左右。

中国移动表示，2019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建

设超过5万个5G基站， 实现50个以上城市5G商

用服务， 到2020年可提供所有地级以上城市的

5G商用服务。中国联通表示，今年上半年已建设

1.7万个5G基站，并开展用户友好体验，下半年

5G商用步伐有望进一步加快。预计至2019年底，

联通将在40-50个城市建设总计超过4万个5G

基站。

专家预计，5G建网的资本开支在1.2万亿

元，是4G时代的1.5倍左右。在今年6月的5G牌照

发放仪式上，工信部部长苗圩就强调了“共建共

享” 。苗圩称，基础电信企业要加快5G商用步伐，

推进5G网络共建共享， 推动我国5G高质量发

展，更好地支撑服务数字中国建设，促进社会经

济发展。 5G牌照发放后，欢迎外资企业积极参与

我国5G市场建设，共谋我国5G发展，分享我国

5G发展成果。

对产业链影响受关注

运营商之间共建共享并非新鲜事，3G、4G

时期就曾经推动过，不过落地进展缓慢。 2015年

中国铁塔成立，运营商在基础设施层面的共建共

享开始走上正轨。

面对5G时期的巨大投资压力， 运营商共建

共享是可行之路。 在此背景下，共建共享对通信

产业链产生的影响受到市场关注，包括对通信设

备的采购需求等。

中金公司指出， 共建共享对于5G初期覆盖

的资本开支影响有限。 预计2020年运营商5G合

作建设覆盖城市数量有望提升。共建共享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5G建设中后期， 具体影响的体量要

看5G网络的业务发展情况。 共建共享的比例将

最终决定于5G网络的盈利能力， 不单单由网络

规划决定，最终的投资规模要看竞争策略和业务

发展情况。

中信建投认为，共建共享的力度和落地决心

超出此前预期，总体资本开支规模会下降，但下

降程度取决于最终的共建共享方案，不必过于悲

观。 未来共建共享方案的执行落地情况值得关

注。 整体而言，5G投资规模可能下降，但5G投资

节奏会加快。 从对通信设备商的影响看，中信建

投认为，共建共享对无线设备的影响程度大于对

传输设备的影响。 共建共享有利于加速5G消费

电子产品和应用的落地。

联通电信共建5G网络靴子落地

有望节省4000亿元资本开支

� 9月9日晚，中国联通、中国电

信双双发布公告称， 中国联通控

股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香

港） 股份有限公司全资附属子公

司联通运营公司与中国电信签署

《5G网络共建共享框架合作协议

书》。联通运营公司将与中国电信

在全国范围合作共建一张5G接

入网络， 双方划定区域， 分区建

设，各自负责划定区域内的5G网

络建设相关工作。

2019年中期业绩发布后，中

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便透露，正

在与中国电信洽谈共建一张5G

网络的方案。 5年的5G建设周期

中， 预计共建共享将为联通和电

信各节省2000亿元资本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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