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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出台？
加快5G发展、建设、应用

近日，经济和信息化厅等
8部门联合印发了四川省《关
于加快推动5G发展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为什么要出台这么一份实施
意见？

事实上，作为驱动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引
擎，5G已成为网络强国和制造
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加快
5G网络部署、推进5G普及应
用，对四川推动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
构建“5+1”现代工业体系和推
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皮亦鸣表示。

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
四川高度重视5G发展，省政府
办公厅先后印发《四川省加快
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
案（2020-2022年）》《关于推进
跨行业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合作
建设的指导意见》，省级有关部
门也印发了《四川省5G产业发
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

《新一代网络技术产业培育方
案》《关于开展2020年四川省
加快5G发展专项行动的通知》
等，给予5G发展高度重视和广
泛支持。

“本次《实施意见》的出台，
是省级层面推进5G加快发展

的专门支持政策。”皮亦鸣提
到，这对加快5G网络部署、推
进5G普及应用，推动四川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加快构建“5+1”现代工业
体系和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并加快推动

四川5G网络建设、产业发展和
应用推广。

要做些什么？
4个方面14项重点任务

《实施意见》的出台为四川
省加快推进5G发展提供了具
体方向，重点任务也同时揭晓。

“《实施意见》紧密结合当
前我省重大战略和发展实际，
围绕加快推进5G网络建设、完
善5G建设管理、降低5G建设成
本、促进产业加快发展等4个方
面提出了14项重点工作。”皮亦
鸣介绍。

首先是加快推进5G网络
建设。主要包括完善5G基站
布局规划、全域部署建设5G网
络和保障频谱资源有效利用等
3个方面，持续深化5G网络建
设部署，实现更广范围、更多层
次的5G网络覆盖。

其 次 是 完 善 5G 建 设 管
理。主要包括简化报装验收程
序、强化5G设施统筹管理、优
化改善5G建设环境等3个方
面，进一步优化四川5G网络建
设良好环境，为5G规划和建设
提供便利条件。

第三是降低5G建设成本。
主要包括推动公共资源开放共
享、加快智慧塔杆综合利用、加
强基站电力供应保障等3个方
面，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降
低运营成本，为电信运营商和
通信企业创造良好发展条件。

最后是促进产业加快发
展。主要包括持续推进技术创
新、加快产业平台建设、推动产
业集聚发展、做大5G产业规
模、推动5G应用示范等5个方
面，着力发展5G核心产业和关
联产业，培育发展新模式、新业
态、新服务，全面打造具有四川
特色的5G产业新型生态体系。

怎么来落实？
从5个方面提出保障措施

发展蓝图已经绘就，为了
让《实施意见》顺利落实，保障
措施也在同步跟进。

皮亦鸣介绍，立足工作实
际，《实施意见》分别从加强组
织领导、加大政策支持、强化人
才保障、加强安全保护、深化宣
传交流等5个方面提出了保障
措施，有力推进四川5G发展工
作落地落实。

下一步，四川还将以出台
《实施意见》为契机，进一步健
全完善5G发展“331”工作机
制（即3个政策文件+3份培育
清单+1个发展指数），推动5G
更好赋能实体、造福社会、服
务人民，在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格局构建中发挥更大
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会上，皮
亦鸣还解读了《实施意见》的目
标。具体来看，《实施意见》以
建设网络强省为总目标，加快
部署建设5G网络，加大重点区
域5G网络覆盖力度。

另一方面，推动5G技术创
新和成果转化，发展5G核心产
业及关联产业，加快5G产业集
聚发展。进一步丰富5G应用
场景，推动5G网络技术与重点
垂直行业的融合应用示范，培
育一批5G创新发展新业态。

本次解读会还通报了《四
川省5G发展指数蓝皮书》最新
情况，该蓝皮书主要从政策支
持、基础设施、行业应用、产业
生态、创新能力等五个维度衡
量5G发展水平，并对四川省5G
发展提出策略建议。

3月2日，省经信厅发布了
《四川省5G发展指数蓝皮书
（2020版）》。四川省5G发展指
数涵盖了政策支持、基础设施、
行业应用、产业生态、创新能
力，将从多维度、多层面客观衡
量我省5G发展水平。

成都5G发展指数第一

从数据来看，截至2020年
12月，成都市以89.5的总体指
数位居第一，其次是绵阳市
64.1，宜 宾 市 以 56.5 位 居 第
三。总体指数排名前十的分别
为成都、绵阳、宜宾、泸州、眉
山、南充、自贡、乐山、德阳和广
安。

从四川省五大经济区发展
指数来看，成都平原经济区位
列第一，川南经济区紧随其
后。各区域分项指标表现较为
平均，基础建设情况较好，行业
应用、产业生态和创新能力有
待加强。

在政策支持方面，21个市
州中，有17个市州共计颁布关
于5G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和政
策的文件49份，其中，成都最
多，有11份。自贡、绵阳分列二
三，分别为8份和5份。

目前，5G基站数量前十名
的依次是成都、绵阳、乐山、宜
宾、德阳、南充、泸州、凉山、自
贡和遂宁。成都5G基站覆盖

率达到了23.08%。
同时，四川省5G已与多个

行业相结合，全省示范项目共
133个。热点行业依次是医疗、
工业、文旅、交通、教育。

数据显示，四川省5G产业
链企业已超过240家，主要集中
在成都地区，企业类型主要以
提供5G运营商及终端应用服务
为主。全省5G相关专利申请已
公开2582件，位居全国第六。

全省已建成5G基站3.9万个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
四川省有序推进5G组网建设，
实施“县县通5G”工程，实现市
市 通 5G、县 县 通 5G。 截 至

2021年1月底，全省累计建成
5G基站3.9万个，排名西部第
一，全国第五。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五大
经济区发展特点，以覆盖全省、
技术先进、品质优良为目标，加
快构建全国一流的5G精品网
络。”会上，省通信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要推动5G站址规
划与各地国土空间规划衔接，
引领高质量的5G建设。

另外，将差异化部署各区域
5G网络，优先部署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交通要道沿线工业园区、
经济开发区、重点城镇、旅游景
区5G网络，实现成渝地区城镇
和重要场景5G网络覆盖。

同时，要推进5G虚拟专网
部署，按需做好工业、能源、交
通、医疗、教育等重点领域的网
络建设，实现更广范围、更多层
次的5G网络覆盖。

还要实施农村网络“强镇
兴乡“工程，推动5G网络向有
需求的乡镇级延伸，为智慧农
业、数字乡村提供坚实的网络
支撑。

“预计2025年底，全省5G
基站将达到25万个，网络规模
西部第一、全国一流，5G全面
融入生产生活。”上述负责人表
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马梦飞

四川5G发展“大数据”盘点：

全省已建成5G基站3.9万个

“2019年是5G商用元年”，
这是不少人的共识，而2020年
则被认为是5G网络建设的加速
之年。进入2021年，5G话题已
不再新鲜，甚至算不上是一个
热词，那么2021年对于5G而
言，意味着什么？

这或许是一个见仁见智的
问题，但四川省已经给出了自
己的答案：2021年将继续加快
推动5G发展。

3月2日，省经济和信息化
厅召开《关于加快推动5G发展
的实施意见》解读会。会上，省
经济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皮亦鸣
就《实施意见》相关情况进行了
解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马梦飞

“《实施意见》紧密结
合当前我省重大战略和
发展实际，围绕加快推进
5G网络建设、完善5G
建设管理、降低5G建设
成本、促进产业加快发展
等4个方面提出了14项
重点工作。”

▲截至2021年1月
底，四川已累计建
成 5G 基站 3.9 万
个，排名全国第五。

◀四川省 5G发展
指数蓝皮书（2020
版）。

数字天府新动能

加快网络部署、推进普及应用、推动深度融合

我省将加快推动5G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