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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划分大致维持
“北联通南电信”格局

根据两家公司的协议，双方将划
定区域，分区建设，谁建设、谁投资、
谁维护、谁承担网络运营成本。 双方
将在 15 个城市分区承建，以双方 4G
基站（含室分）总规模为主要参考，在
北京、天津、郑州、青岛、石家庄 5 个
城市，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的建设区
域比例为 4:6 ；在上海、重庆、广州、
深圳、杭州、南京、苏州、长沙、武汉、
成都 10 个城市， 中国电信与中国联
通的建设区域比例为 6:4。

除上述地区以外，中国电信独立
承建广东省 10 个地市、 浙江省 5 个
地市及 17 个省份（安徽、福建、甘肃
等）， 中国联通独立承建广东省 9 个
地市、浙江省 5 个地市及 8 个省份。

此外，双方将联合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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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各自业务和品牌保持独立经
营，用户归各公司所属。 双方将秉持
共建共享效益最大化、不以结算作为
盈利手段的原则，制定合理、精简的
结算办法。

中金公司的最新研报指出，联通
电信共建 5G 网络的目标，是在建设
规模和建设进度上与中国移动的 5G
网络形成竞争，因此双方的投资节奏
或出现提速，建设规模也将明显大于
各自建网，双方 5G 联合网络的基站
数和中国移动的 5G 基站数或基本相
等，所以 5G 总体投资建设规模仍然
可观。

根据三大运营商的最新公开信

息， 中国移动 2019 年 5G 投资将在
240 亿元左右。 联通明确，2019 年将
投入 80 亿元进行 5G 投资，中国电信
则维持 2019 年 5G 投资预算 90 亿元
不变。 按照上述预算，2019 年“电信+
联通”的 5G 投资预算总额，比中国移
动仍要少 70 亿元左右。

5G 网络建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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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通
透露，今年上半年已建设 1.7 万个 5G
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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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信则计划在年底前
将建设 4 万个 5G 基站，分布约 50 个
城市。

技术可行
实施仍需克服不少难题

有通信专家分析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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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接近，两者合建一
张 5G 网络， 从技术上看可行。 而且
中国铁塔自成立以来，整合了运营商
大量的铁塔资源统一运营管理，也为
两者共建网络提供了基础。

实际上，在工信部发放试验频率
时， 联通和电信双双拿到 3.5GHz 附
近的频段，市场上就有人预测，两家
可能会合建一张 5G 网络， 在此之前
更是有两家运营商合并的传言。

8 月 15 日，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
初表示， 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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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后中国
电信董事长柯瑞文也在公开场合上
对此进行了回应，称与联通的共建共
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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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中金公司还指出，从
顶层设计到底层实施仍需克服诸多
困难 ：一方面 ，从建设版图而言 ，盈
利能力强的地区网络并未完全划
开， 这与双方希望保持这些地区的
网络独立性有关； 另一方面， 新建
5G 网络与存量网络融合需要大量
协同，运营商现有 4G 网络的覆盖存
在差异，5G 联合建网需要考虑存量
网络的布局和性能， 为网络规划建
设增添难度。

通信专家付亮认为，和之前的电
信、联通 4G 共建共享相比，这次双方
提前做了分工，分工考虑了两家的资
源优势和已投入情况，做到了价值最
大化，并且全部接入网都采取一家建
设，两家共享的方式，预计可大幅减
少“你干我干”的扯皮现象，更容易成
功。 长远来看，他预期，电信、联通有
可能成立独立运维公司，来进一步减
少扯皮，提高效率。

最重要的是，他认为，电信联通
的 5G 共建共享， 对中国移动不会有
太大影响， 电信+联通<移动的格局
不会变。

广州地铁
装上个“超级大脑”
将成为“智能感知、智能联动”
的智慧地铁

新快报讯 记者郑志辉报道 刷脸
乘车、车票安检一体通行、客服机器人
在线指路、 灯光氛围根据节假日自动
调节，更重要的是，管理者可在后台对
地铁运力和车站设施进行全场景调度
……这样的智慧地铁体验， 即将在广
州成为现实。

在 9 月 9 日的全国首批智慧地铁
示范车站展示发布会上， 广州地铁集
团副总经理蔡昌俊介绍说， 广州智慧
地铁示范工程以一个平台+四个应用
（综合信息发布、客流智能引导、智慧
安防、智慧站务）为构建方式，“推行智
慧地铁示范站标志着新时代广州地铁
建设的起航， 为全国地铁大规模推广
智能化及信息化技术 、 设备积累经
验。 ”

据介绍， 此次展示的智慧地铁示
范站是智慧车站的 1.0 版本，已完成平
台基础架构的搭建， 达到城市轨道交
通线路级应用标准。 未来，广州地铁全
线网将逐步提升为“智能感知、智能联
动”的智慧地铁最高级别。

值得强调的是， 支撑广州地铁智
慧车站建设和运营的， 是广州地铁与
腾讯公司联合研发、 推出的全国首个
轨道交通智慧大脑“穗腾 OS”。 这是一
个基于城市轨道交通设计的操作系
统， 实现了站内各类设备系统的智能
感知、数据交互、智能分析以及联动运
作，为车站服务提供“协调一致”的运
作支持， 完成乘客异常监控及联动报
警、智能安防、智能客流引导、智能站
务管理、 综合信息发布功能等一系列
智慧功能。

例如， 广州地铁率先在 APM 线-
广州塔站试运行了刷脸乘车， 用户通
过广州地铁乘车码小程序或者广州地
铁 APP 注册录入人脸信息， 并绑定微
信支付后，即可在广州塔站刷脸乘车。
地铁车站可根据不同的天气、 节假日
控制灯光颜色，调节车站的整体氛围；
车站还新增了可变颜色的灯具， 根据
客控情况提供相应的照明场景。

此外， 智慧示范车站的扶梯安装
了智慧运维系统， 可实现扶梯运行状
态实时监测、故障实时报警，提供健康
度诊断和维修维护建议。

据腾讯透露，穗腾 OS 是腾讯云物
联网操作系统微瓴在轨道交通领域的
首个落地项目，在此之前，微瓴已在智
慧建筑、智慧园区、智慧校园等行业落
地，打造了深圳华润万象天地、南京江
宁医院、上海进博会展中心等项目。

两家公司负责人共同表示， 穗腾
OS 将为城市轨道交通提供物联网接
入标准、大数据标准和服务开放标准，
并通过全面的开放共享， 吸引更多行
业伙伴参与到应用开发和插件开发中
来，丰富操作系统生态。 未来，穗腾 OS
有望带动城市轨道交通产业集群的形
成，创造数千亿产值。

中国电信将与联通共建共享 网络
用户归属不变

加快建设速度，降低运营成本

9 月 9 日，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签署了《5G 网络共建共享框架合作协议书》。 根据合作协
议，两大运营商将在全国范围内合作共建一张 5G 接入网络，共享 5G 频率资源，5G 核心网各
自建设。 双方各自业务和品牌保持独立经营，用户归各公司所属。 双方相信，开展 5G 网络共
建共享，有助于高效建设 5G 网络，快速形成 5G 服务能力，降低网络建设和运维成本，提升网
络效益和资产运营效率，增强 5G 网络和业务的市场竞争力，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有行业分析师认为，5G 建设成本压力较大，财力相对薄弱的两家共建一张网，能够帮助
联通和电信减少网络覆盖方面的压力，避免因 5G 发展滞后带来的用户流失。 而且中国铁塔
自成立以来，整合了运营商大量的铁塔资源统一运营管理，也为两家共建网络提供了基础。

■新快报记者 郑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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