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信部：前两月电信业务收入增7.9%

云计算等新兴业务表现亮眼

本报记者 杨洁

3月23日， 工信部发布2023年1-2月通信业

运行情况。 工信部表示，1-2月，我国信息通信行

业整体运行平稳。电信业务收入和业务总量稳步

增长， 云计算等新兴业务拉动作用持续增强；

5G、千兆光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稳步

推进，网络连接终端用户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月

末，5G基站总数达238.4万个。

新兴业务拉动作用持续增强

工信部数据显示，1-2月， 我国电信业务收

入累计完成2803亿元，同比增长7.9%。 按照上年

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17.7%。

其中， 固定互联网宽带业务收入平稳增长，

移动数据流量业务收入低速增长，新兴业务收入

则实现较快增长。

1-2月，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完成互联网宽带

业务收入为414.7亿元，同比增长6.9%，在电信业

务收入中占比为14.8%， 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加

1个百分点；完成移动数据流量业务收入1079亿

元， 同比增长0.1%， 在电信业务收入中占比为

38.5%，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加0.1个百分点。

新兴业务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速，1-2月，三

家基础电信企业积极开展IPTV、 互联网数据中

心、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业务，共实现

收入629亿元，同比增长25.7%，在电信业务收入

中占比为22.4%， 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加5个百

分点。 其中，云计算和大数据收入同比增速分别

达69.8%和39.3%， 物联网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31.7%。

在宽带用户方面，截至2月末，三家基础电信

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5.99亿

户，比上年末净增902.2万户。 其中，1000Mbps

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

1.02亿户，比上年末净增1031万户，占总用户数

的17%，占比较上年末提升1.4个百分点。

在移动用户方面，5G用户占比不断提升。 截

至2月末， 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移动电话用户总

数达16.95亿户，比上年末净增1188万户。 其中，

5G移动电话用户达5.92亿户， 比上年末净增

3129万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34.9%，占比较上

年末提升1.6个百分点。

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规模实现快速扩大。截

至2月末， 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蜂窝物联网终

端用户19.05亿户，比上年末净增6004万户，占移

动网终端连接数 （包括移动电话用户和蜂窝物

联网终端用户）的比重达52.9%。

推进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工信部部长金壮龙此前在全国两会部长通

道上介绍， 我国移动通信走过了2G跟随、3G突

破、4G同步、5G引领的发展历程。当前，我国已经

建成了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5G网络，已经建

成了超过234万个5G基站。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是

要保持5G良好发展势头，2023年将新建开通5G

基站60万个， 从而实现超过290万个5G基站总

量。

金壮龙还强调，5G网络要覆盖得更好，例

如，在农村地区要覆盖更广，在工业园区要覆盖

更深。

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 我国5G网络建设正

稳步推进。截至2月末，5G基站总数达238.4万个，

比上年末净增7.21万个， 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21.9%，占比较上年末提升0.6个百分点。 东部地

区5G建设和应用领先。 截至2月末，东、中、西部

和东北地区5G基站分别达到113.2万、51.6万、59

万、14.6万个， 占本地区移动电话基站总数的比

重分别为23.9%、21.6%、19.3%、20.5%。

此外， 我国千兆光纤宽带网络也在加快建

设。截至2月末，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

10.83亿个，比上年末净增1231万个。 其中，光纤

接入（FTTH/O）端口达到10.38亿个，比上年末

净增1321万个， 占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的

95.9%，占比较上年末提高0.2个百分点。截至2月

末， 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10G� PON端口数

达165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36.2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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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申动力控股子公司

拟引入战略投资者

●本报记者 吴科任

3月23日晚，宗申动力发布公

告，根据公司整体战略及控股子公

司———重庆宗申航空发动机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宗申航

发” ）后期资本运作等需要，宗申

航发本轮拟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其

增资扩股。

本轮宗申航发拟以投资前估

值20亿元（即20元/股）为基础，

增资扩股不超过（含）1000万股，

引入不超过 （含）7家投资者，增

资金额不超过（含）2亿元。 增资

完成后宗申航发注册资本将增至

11000万元，本轮投资者合计取得

宗申航发9.09%股份。

目前， 宗申动力已与七家战

略投资者达成初步协议， 分别为

重庆制造业转型升级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四

川天府弘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成都弘冉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上海国方构筑企

业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泓

宇航空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中山市联汇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淄博

汇富盈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宗申动力表示， 宗申航发本

次引进战略投资者后， 将有利于

提升宗申航发市场估值水平，有

利于满足宗申航发短期内在产品

研发、 渠道拓展等方面的资金需

求；同时，本轮投资者分别具备在

无人机、通用航空、新材料等产业

领域的相关背景， 均符合本次投

资资格，且在市场渠道拓展、资本

运作等方面将对宗申航发未来发

展带来积极作用。

公开资料显示， 宗申航发主

要为旋翼、 固定翼的通航飞机和

无人机等航空飞行器提供动力装

备， 是国内首批以民营为主体成

功自主研发航空发动机的创新型

企业之一。

社会库存持续走低

吨钢利润小幅走高

●本报记者 董添

机构监测数据显示，近期高炉

开工率持续上升，建材、热卷、中厚

板社会库存继续下降。主要品种价

格以震荡上涨为主，吨钢利润小幅

走高。

库存连续四周下降

从钢材总库存来看，找钢网数

据显示，2月中旬以来， 随着下游

企业陆续复工复产，终端加大钢材

采购力度， 钢材库存由增转降，迎

来拐点。 目前，钢材库存总量已经

连续4周保持下降态势，高位库存

逐步去化。 从绝对量看，当前钢材

库存明显低于2020年和2021年同

期钢材库存水平， 较2022年库存

基本持平，整体库存压力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钢厂库

存相对较高， 钢厂库存总量较去

年同期增加153.57万吨，同比增幅

为33.8%。

找钢网行业大数据研究院高

级研究员曾亮表示， 截至3月20

日， 找钢网调研的高炉钢厂螺纹

钢、 热卷吨钢生产利润分别为73

元/吨和95元/吨，月环比分别上升

12元/吨和69元/吨。

原材料方面，铁矿石和废钢价

格小幅上涨， 焦炭价格维持平稳。

“从成本端来看，由于原材料价格

稳中趋强，使得短期钢市的成本支

撑依然保持韧性。但由于监管层对

于铁矿石价格炒作的重视，后期铁

矿石价格将会有所承压。 ” 兰格钢

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表示。

从供给端来看， 受旺季需求

回暖带动和钢价震荡上涨影响，

钢厂利润得到改善， 生产积极性

也持续增强， 供给端将呈现小幅

回升态势。

需求方面，下游终端采购需求

逐渐回暖，也带动了部分贸易商补

库需求的增加，市场成交逐渐向放

量态势转变。

渤海证券研报显示，从宏观面

来看，利好政策有望加快新项目开

工节奏，叠加基本面好转，钢价或

维持偏强震荡。金三银四是传统消

费旺季，后续或对钢价形成支撑。

业绩表现欠佳

截至目前，钢铁行业上市公司

陆续发布2022年年报业绩预告、

业绩快报和年报，整体业绩表现欠

佳，下游需求收缩、钢材价格下跌

叠加原材料价格高位运行是主要

原因。

举例来看 ， 中南股份预计

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亏损14亿元至亏损12.5亿元。

公司表示，2022年钢铁行业下游

需求收缩明显，导致钢材价格大幅

下跌。同时，原材料价格高位运行，

叠加2022年一季度公司高炉仍处

于大修， 受上述多重因素影响，公

司经营业绩同比大幅下滑。

业绩预计实现同比增长的钢

铁行业上市公司，基本和钢铁主业

关系不大。

中钢天源披露的业绩快报显

示， 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27.62亿

元，同比增长5.7%；实现营业利润

4.33亿元，同比增长70.97%；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4亿元，同比增长73.22%。 公司

表示， 业绩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

是：一是检验检测业务发展态势良

好， 业绩呈现较大幅度的提升；二

是磁性材料产业整体业绩提升，特

别是四氧化三锰产品盈利水平大

幅提升；三是参股公司经营业绩同

比增长较快，公司投资收益同比有

较大增幅。

不过，从钢铁行业上市公司表

态看， 不少公司看好2023年市场

表现。

新兴铸管3月13日晚披露的

投资者关系记录表显示，2022年，

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893亿

元，比2021年增长44%。公司球墨

铸铁管产品以优异的性能在水利

行业得到广泛的使用， 部分项目

订单会在今年落地实施并开工执

行。 2023年水利重点工作之一是

加快建设国家水网， 我国将以联

网、补网、强链为重点，加快建设

国家水网， 着力提升水利基础设

施网络效益。

数字化转型业务成增收主力

中国移动2022年营收9373亿元

●本报记者 杨洁

3月23日，中国移动发布2022年年

报。 2022年，中国移动实现营收9373亿

元，同比增长10.5%。 其中，主营业务收

入8121亿元，同比增长8.1%。 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1255亿元， 同比增长

8.2%。

中国移动2023年的资本开支计划

为1832亿元。 其中，5G网络投资830亿

元，较2022年减少130亿元；算力网络

投资452亿元，较2022年增加117亿元。

数字化转型收入大增

中国移动表示，2022年公司发展

稳中有进，CHBN （分别指代个人市

场、家庭市场、政企市场、新兴市场）业

务实现全面增长。 净资产收益率为

10%，较上年同期提升0.2个百分点，持

续保持行业领先。

截至2022年末， 公司实现总连接

数达到29.4亿个，位居全球第一，物的

连接数快速增长， 已经超过人的连接

数。 这一趋势促使公司四大业务中

HBN （家庭市场、 政企市场、 新兴市

场） 收入占通信服务收入比达到

39.8%， 三年时间提升8.4个百分点，收

入结构进一步优化。

得益于5G应用、 移动云、 数字内

容、智慧家庭等业务的快速拓展，公司

数字化转型收入达到2077亿元， 同比

增长30.3%，对通信服务收入增量贡献

达到79.6%，占通信服务收入比提升至

25.6%，已成为公司收入增长的第一引

擎。 据中国移动财报介绍，数字化转型

收入主要包括个人市场新业务 （移动

云盘等）收入、家庭市场智慧家庭增值

业务收入、 政企市场行业云收入、IDC

收入、ICT收入、物联网收入、专线收入

以及新兴市场收入 （不含国际基础业

务收入）。

具体来看，行业数字化方面，DICT

（大数据、信息技术、通信技术融合产

业）收入同比增长38.8%，达到864亿

元。 其中，大数据收入增长96.1%，达到

32亿元；5G专网收入增长107.4%，达

到26亿元。 个人和家庭数字化方面，智

慧家庭增值业务收入同比增长43.4%，

达到297亿元；数字内容收入、金融科

技收入分别增长27.2%和79.9%。

中国移动着力构筑云网一体、云数

融通、云智融合、云边协同的差异化优

势，移动云收入达到503亿元，同比增

长108.1%。 其中，行业云收入达到412

亿元，同比增长114.4%；移动云盘收入

达到55亿元，同比增长59.5%。 移动云

综合实力迈入国内业界第一阵营。

5G套餐客户达6.14亿户

2022年中国移动个人市场业务实

现稳中有升，收入达到4888亿元，同比

增长1.1%； 家庭市场收入同比增长

16%达到1166亿元； 政企市场收入同

比增长22.6%达到1682亿元；新兴市场

收入同比增长26.9%达到385亿元。

截至2022年末， 中国移动的移动

业务客户为9.75亿户， 净增1811万户，

净增规模创三年新高。其中，5G套餐客

户达到6.14亿户， 净增2.27亿户；5G新

通话高清视频使用客户达到9190万

户， 净增2682万户； 云XR （扩展现

实）、 云游戏和5G超高清视频彩铃等

新兴5G数字化产品对个人市场的价值

贡献逐步显现。 得益于5G快速迁转以

及个人数字生活消费增长拉动， 移动

ARPU稳健增长， 为人民币49.0元，同

比增长0.4%。

2022年， 中国移动的资本开支为

1852亿元， 资本开支占主营业务收入

比为22.8%， 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资

产回报和投资效益不断提高。

中国移动表示，2022年5G网络投

资共计960亿元。公司深入推进与中国

广电的5G网络共建共享、 合作共赢，

科学统筹 700MHz、2.6GHz、4.9GHz

频率资源， 着力打造700MHz频段打

底网， 精准建设2.6GHz与4.9GHz频

段，有序推进室内覆盖建设，实现全国

城区、县城、乡镇连续覆盖，建成全球

最大5G� SA网络，5G领先优势进一步

扩大。

截至2022年末，中国移动累计开

通 5G 基 站 达 128.5 万 个 ， 其 中

700MHz� 5G基站48万个，服务5G网

络客户达到3.3亿户， 助力5G行业应

用在多个细分领域规模上量，有力支

撑公众市场流量消费增长和政企市

场赋能千行百业。

同时，公司持续引领5G技术创新，

累计牵头197项5G国际标准，位居全球

运营商第一阵营， 加快推动5G技术向

网络智能化、通感一体化、天地一体化

等演进。

加大算力投资

中国移动2023年计划投资1832亿

元。 其中，计划5G网络投资830亿元，

较2022年减少130亿元，计划新增36万

个5G基站，2023年累计将达到164.5万

个5G基站； 计划算力网络投资452亿

元，较2022年增加117亿元，计划新增

云服务器超24万台、对外可用IDC机架

4万架。

中国移动算网基础设施保持领先，

对外可用IDC机架达到46.7万架，2022

年净增6万架；累计投产云服务器超71

万台，2022年净增超23万台，算力规模

达到8.0EFLOPS，净增2.8EFLOPS。

中国移动表示，将积极推进“算龙

头” 构建，加速算网能力与业务创新融

合，促进规模发展和价值变现。

2022年， 中国移动研发投入达到

217亿元，同比增长17.0%。公司获得国

家科技部批复建设 “智慧网络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基础芯

片、物联网操作系统等领域核心技术攻

关取得突破， 形成多项国产化自主产

品；6G、人工智能等原始创新能力不断

加强， 构建移动信息产业链共同体，首

批十条子链已汇聚超1000家产业重要

伙伴。

新兴业务拉动作用持续增强

工信部数据显示，1-2月， 我国电

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2803亿元， 同比

增长7.9%。 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

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17.7%。

其中，固定互联网宽带业务收入平

稳增长，移动数据流量业务收入低速增

长，新兴业务收入则实现较快增长。

1-2月，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完成互

联网宽带业务收入为414.7亿元， 同比

增长6.9%， 在电信业务收入中占比为

14.8%， 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加1个百

分点； 完成移动数据流量业务收入

1079亿元，同比增长0.1%，在电信业务

收入中占比为38.5%，拉动电信业务收

入增加0.1个百分点。

新兴业务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速，

1-2月， 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积极开展

IPTV、互联网数据中心、大数据、云计

算、 物联网等新兴业务， 共实现收入

629亿元，同比增长25.7%，在电信业务

收入中占比为22.4%，拉动电信业务收

入增加5个百分点。 其中，云计算和大

数据收入同比增速分别达 69.8%和

39.3% ， 物联网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31.7%。

在宽带用户方面， 截至2月末，三

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

入用户总数达5.99亿户，比上年末净增

902.2万户。其中，1000Mbps及以上接

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

1.02亿户， 比上年末净增1031万户，占

总用户数的17%， 占比较上年末提升

1.4个百分点。

在移动用户方面，5G用户占比不

断提升。 截至2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

业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6.95亿户，

比上年末净增1188万户。其中，5G移动

电话用户达5.92亿户， 比上年末净增

3129万户， 占移动电话用户的34.9%，

占比较上年末提升1.6个百分点。

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规模实现快

速扩大。 截至2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

业发展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19.05亿

户，比上年末净增6004万户，占移动

网终端连接数（包括移动电话用户和

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 的比重达

52.9%。

推进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工信部部长金壮龙此前在全国两

会部长通道上介绍，我国移动通信走过

了2G跟随、3G突破、4G同步、5G引领

的发展历程。 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了规

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5G网络，已经建

成了超过234万个5G基站。下一步工作

的重点是要保持5G良好发展势头，

2023年将新建开通5G基站60万个，从

而实现超过290万个5G基站总量。

金壮龙还强调，5G网络要覆盖得

更好，例如，在农村地区要覆盖更广，在

工业园区要覆盖更深。

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 我国5G网

络建设正稳步推进。 截至2月末，5G基

站总数达238.4万个， 比上年末净增

7.2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21.9%，占

比较上年末提升0.6个百分点。 东部地

区5G建设和应用领先。截至2月末，东、

中、 西部和东北地区5G基站分别达到

113.2万、51.6万、59万、14.6万个，占本

地区移动电话基站总数的比重分别为

23.9%、21.6%、19.3%、20.5%。

此外，我国千兆光纤宽带网络也在

加快建设。 截至2月末，全国互联网宽

带接入端口数量达10.83亿个， 比上年

末净增1231万个。 其中， 光纤接入

（FTTH/O）端口达到10.38亿个，比上

年末净增1321万个， 占互联网宽带接

入端口的95.9%，占比较上年末提高0.2

个百分点。 截至2月末，具备千兆网络

服务能力的10G� PON端口数达1659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36.2万个。

视觉中国图片

3月23日， 工信部发布

2023年1-2月通信业运行情

况。 工信部表示，1-2月，我

国信息通信行业整体运行

平稳。 电信业务收入和业务

总量稳步增长，云计算等新

兴业务拉动作用持续增强；

5G、千兆光网、物联网等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

网络连接终端用户规模不

断扩大。截至2月末，5G基站

总数达238.4万个。

●本报记者 杨洁

2022年公司数字化转

型收入达到2077亿元，同

比增长30.3%，对通信服务

收入增量贡献达到79.6%，

占通信服务收入比提升至

25.6%，已成为公司收入增

长的第一引擎。

30.3%

工信部：前两月电信业务收入增7.9%

云计算等新兴业务表现亮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