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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1982年，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首根光纤
光缆成功跨越长江，开创数字化通信新纪元。

荩1987年11月，广东率先开通模拟移动通
信网，首批700名用户。

荩1987年，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大哥大”
进入中国。

荩1999年2月，腾讯QQ上线运行。

荩2009年1月7日，工信部发放3G牌照，我国进
入3G时代。

荩2011年1月21日，腾讯推出微信，至当年年底，
微信用户已超过5000万。

荩2016年8月16日，我国成功发射世界上首颗量
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开始对量子通信进行探
索。

荩2019年6月6日， 工信部向中国电信、 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

“1978年年底， 广东全省仅有
11.8万户电话。 那时候，为了一条能
够打通香港的电话线，珠三角谈业务
的老板们甚至愿意一掷千金———花
几十万元购买一条电话线。 ”黄学敏
回忆说，改革开放促使通信需求不断
提升，但新中国的通信技术却才刚刚
起步，通信产品紧缺，市场供不应求。

为了加大投资，国家开始实施“借
鸡生蛋”和“借船出海”政策———收取
电话初装费和利用国外贷款回购电信
产品，既解决了资金不足问题，又满足
了通信需求，中国通信产业开始腾飞。

随着通信网络建设进入了新的
高潮，作为关键设备的交换机需求增
大。可昂贵的国外交换机却几乎垄断

了中国市场。研发中国自主技术的交
换机迫在眉睫。

“当时我负责广东设备引进，与
老外谈判。一条用户线（一门）就是一
两千美金，进口一个万门交换机就是
天价。 ”黄学敏说。

彼时，广东省电信研究院原副院
长胡乐明还在邮电部524厂负责通信
设备的研发。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厂
里担任副总工程师的他接到了一项
艰巨的任务：设计研发代表当时通信
技术的制高点的通信设备———局用
数字程控交换机。

为了开发1000门的交换机，胡乐
明带领 70多人的团队日夜奋战 。
1992年6月15日，代号为DS2000B的

国产1000门交换机，在增城永和镇试
验成功，这一中小容量的交换机在技
术和性能上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
随后在广东得到了广泛应用。

另一边，更多的企业投入到通信
技术产业。 1987年， 华为在深圳成
立， 以销售中小容量交换机为主。
1993年年初， 华为2000门的大型数
字程控交换机研发成功，同年9月，万
门机型研发成功。

胡乐明说，随着国产交换机技术
的突破，中国的通信产业迎来了一场
前所未有的“大洗牌”，被爱立信、西
门子、 诺基亚等通信巨头瓜分的市
场， 到20世纪末时， 已逐渐被华为、
中兴等中国企业抢占。

话变迁

33年后， 胡乐明站在5G物联网的
模拟沙盘前，回忆起1986年到德国公干
时往老家梅州发送的那封国际电报，仍
忍不住感到“肉疼”，那花掉了他当时半
个月的工资。

作为广东信息通信建设的一名“老
兵”，广东电信研究院原副院长胡乐明亲
身经历了中国通信从“一穷二白”到如今
进入万物互联的数字时代。

当时，长途打电话是一件很难的事
情。 如果要即时传递信息，必须依靠电
报。“当时家里是没有电话的，我在广州
的时候，有急事往家里打电话，我必须

先拍个电报告诉家里人，让家人在单位
的电话旁边守着。 然后我才跑到邮局说
我要打长途电话，工作人员会给我拿个
单子排长队， 轮到我的时候再进去拨
号。 等通完话之后，我再向邮局交好几
十块钱。 ”胡乐明说。

1986年，已经进入当时电信传输设
备主要生产厂———邮电部524厂工作的
胡乐明，被公派到德国西部城市进修两
年。 乘坐十几个小时飞机到达后，胡乐
明第一时间向远在梅州的父母报平安。
“那时候唯一的手段是发国际电报，我
当时就发了说五个字：已到达，勿念，就

这五个字的电报要七八马克，相当于当
时的四五十元人民币，基本就是我当时
的半个月工资。 ”

发电报贵，写封家书寄回家同样也
贵，而且要大半个月才能收到。 让胡乐
明印象深刻的是，从德国寄一封信到国
内必须称重，按照克数付费。

这种要按月来计算与家里的通讯
次数的窘境，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才
逐渐结束。“慢慢地，出现了BP机，后来
电话变得便宜了，再后来每家每户开始
都有了电话……现在回过头去看，简直
就是翻天覆地，恍如做梦一般。 ”

打电话要领单排队
跨国信件半月才到

话当年

从“4G”到“5G”
4G的应用和覆盖， 在中国通信史

上掀起了又一轮大变革的浪潮。 从
2010年开始试点，到2014年正式发牌，
如今4G已经在中国几乎实现了全面覆
盖 。 仅广东移动在省内的 4G基站 ，
2018年就已经超过19万个。

高速的4G不仅改变了手机上网的
速度， 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手机打
车、 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的
日常生活场景。 与此同时，话音、数据、
图像、活动图像的高速传输，直接催生
出一大批互联网社交平台， 从微博到
微信、抖音等，不同的社交场景与社交
方式，让人们的通讯更加多元化。

不仅人们的通讯、 社交方式发生
变化，通信技术、互联网等也以多种方
式赋能实体经济， 为新经济发展增添
活力。 数字消费持续释放居民需求潜
力。“人们更多依靠手机、互联网进行
通信， 网购和快递服务逐渐成为邮政
行业的主流业务， 也成为中国老百姓
的主流生活方式。 ”周国繁告诉羊城晚
报记者，快递已经达到了当日达、次晨
达、及时达的服务水平。 他透露，2012
年至今，广东的快递业务量、快递业务
收入均连续7年位居全国第一。 2018
年，广东人均快递业务量达到120件。

2019年， 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
年。“5G相当于把高速公路变得更宽，
让我们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比如全息
投影， 可以让一个千里之外的人投影
到你身边和你面对面唱歌。 ”酷狗音乐
副总裁赵海舟说。

在胡乐明看来， 要实现5G的全面
覆盖仍需要一定的时间。 可一旦实现
全覆盖， 移动物联网的建设将会带动
通信产业再一次腾飞， 万物互联将成
为现实。

黄学敏认为，实际上，未来的信息
通信行业不仅包括即将商用的5G移动
技术， 还包括NGN （下 一 代 网 络）、
IPV6（新版互联网软件）等新技术，它
们将与5G一起， 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
展的新引擎，共同打造数字中国。

当年发电报靠手摇发电机
如今小岛每天快递几百件

“家书抵万金”，书信曾是
人们沟通的主要通信方式之
一。 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
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信息通
信业务才出现爆发式的增长，
电话等电信产品逐渐走进百
姓家庭。 其后，从固话、BP 机
到大哥大、小灵通，从互联网
到移动智能手机， 从 2G、3G
到 4G、5G……随着网络技术
不断更新迭代，人们的通信方
式也从固定转向移动，从“话
音”转向“数据”。此外经过 70
年投资建设，我国通信网络规
模容量成倍扩张，已建成包括
光纤、卫星、程控交换、移动通
信等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公
用电信网。

中国通信技术也从依靠
国外转向了自主研发。随着移
动、电信、联通三大运营商和
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在世界
市场崛起，中国通信业拥有了
完整的产业链，有了自主知识
产权的技术，逐渐由追赶者变
为领先者，改写了世界移动通
信的轨迹。

尤其是十八大以后，国务
院、工信部先后制定“宽带中
国”战略，推进“光进铜退”工
程、“网络提速降费”等政策实
施，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固定
网络和移动网络，“网络强国”
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今昔巨变。 通信业，尤其
是移动通信业，一项项指标从
“空白”走向世界领先：

———用户规模居世界第
一。 截至 2018 年，我国移动
电话用户总数超 15.5 亿户。

———网络覆盖全球最好。
中国 4G 网络信号覆盖率已
超 95%。 上至珠穆朗玛峰，下
至矿井深处，远到偏僻深山和
岛屿，都有信号。

———业务应用丰富多彩。
我国移动通信技术持续升级，
业务类型不断丰富，资费持续
降低，用户获得感持续提升。

……
“信息通信行业构建了一

个数字化的网络社会，万物互
联，这个世界变得触手可及。”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原巡视员、
广东省通信学会常务副理事
长黄学敏说，随着 5G 等通信
网络和技术的进一步迭代，中
国的数字经济对未来的影响
也会越来越大。

技术迭代驱驱动动通通信信浪浪潮潮
万物互联打打造造数数字字中中国国

首个大哥大用户
出现在广州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收藏了一部被
称为 “大哥大 ”的手机 。 在上世纪80年
代的港台剧里，人们常常能见到这样的
“大哥大”，令人“羡慕嫉妒恨”。

碰巧的是，中国内地首个手机用户就
出现在广州。1987年11月21日，23岁的徐峰
在广州市邮电局无线分局填写了一张移动
电话入网申请表，买下一部“大哥大”，成为
中国内地第一个使用“大哥大”的用户。

据徐峰回忆 ， 当时一共只有100部
手机 ，100个号码 。 工作人员让他挑号
码 ，他 一 眼 就 看 中 了 “901088”这 个 号
码。 这部“大哥大”花掉了他两万多元，
此外还交了6000元入网费 。 拿到 “大哥
大 ”后 ，徐峰跑回办公室 ，用 左 手 （手
机 ）给右手 （座机 ）打了一个电话 ，第一
时间听到无线电话在空中传播的声音。
14年后的 2001年 ，技术更新换代 ，徐峰
的 “大哥大 ”已不能继续使用 ，他换了
新手机、新号码。

那一年后， 我国移动通信建设突飞
猛进，“大哥大”升级为智能手机，再到柔
性屏手机，沟通与交流变得更方便快捷。

C

从“垄断”到“突围”A

从“固定”到“移动”B

传家宝

全
国

广
东

1949年
2.58

2018年
12345.2

2012年
1903.6

2018年
3246.8

网民规模（万人）

1998年
13

2016年
8024

互联网宽带接入（万户）

2001年
1488.4

2017年
1013468

邮电业务总量（亿元）

1985年
2.05

2017年
6065.71

快递量（万件）

1949年
277.1

2018年
5071042.8

包裹（快递）数（万件）邮电业务总量（亿元）

看数据

电话数量（万户）

1949年
21.8（固定电话和城市电话）

2018年
156609.8（移动电话）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等 整理/李国辉 本版制表/陈健怡

上世纪 80 年代末，“大哥大”是奢侈品 叶健强 摄

作为曾经必备的城市公共
设备，公用电话已逐渐退出街头

孟祝斌 摄

“有事呼我 ” 是BB机时代一句
流行口头语（资料图）

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实习生 程健聪 通讯员 李小丁

上 世
纪 80 年 代
末 ， “大哥
大 ” 从 广
州 流 行 到
全国
叶健强 摄

工作人员展示一款柔性显示智能可穿戴手机 新华社发

荩1958年10月1日，北京
电报大楼启用， 开启了我国
无线通讯建设大门。

“以前人们通过书信传递信息、
交流感情。 信件要人工分拣，再由邮
递员挨家挨户地送达， 往往需要几
天、一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广东
省邮政管理局局长周国繁不无感慨
道。 从1998年至2008年，是中国通信
产业实现技术迭代和全面覆盖的重
要十年。邮电分营后，中国移动、中国
联通、中国电信成立，三大通信运营
商分足鼎立的时代来临。为了进一步
加快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三大运营商
纷纷加大投资，网络不断升级。

“当时， 固定电话增长率逐渐放
缓，移动业务大幅度增长。 人们的通
信方式已经从固定切换到了移动。 ”
黄学敏说。

2005年，中国的移动电话普及率

达到75%左右，首次超过了固定电话
用户，成为通信发展史上一个标志性
的事件。 在2006年2月18日，广东的
电话用户（包括移动和固定）超过了
一亿户。

在那十年里，人们的通讯方式不
仅逐渐从“固定”过度到“移动”的个
人化方向，也逐渐从“话音”转向了
“数据”。

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广东在
全国率先进入了互联网时代。 1998
年，中国第一个中文界面的电子邮局
广州163电子邮局开通。 仅仅一个
月，登记用户数就突破了30万，至当
年年底， 用户数超过了100万， 实现
了通过电子邮件免费通信交流。移动
电话和宽带也开始成为每一个城市

居民的标配。
“2008年以后， 数据业务逐

渐超过了话音业务， 这同样
是有着标志性的事件， 预示
着我们已经进入了多媒体
时代。 ”

黄学敏说，近年来，广
东的固定电话逐步减少，
而移动电话用户却达到
了1.67亿户， 几乎人均
1.5部， 家庭宽带的接
入率也达到每百户
有 112 个 宽 带 账
户。 通信已经实
现了个人化 、
移动化和多
媒体化。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邮递员推着
自行车、 挂着邮包送信送报的历史仿佛
一去不复返。 然而，在偏远乡村、高原雪
山、交通不便的海岛，这样的景象仍在上
演。 在珠海外伶仃岛上，52岁的谢坚便
是其中一个邮递员。 他32年如一日，为
驻岛官兵和岛上居民投送包裹邮件一百
多万件，成为外伶仃岛的“守信人”。

1988年，21岁的谢坚在退伍后被调

入珠海市外伶仃岛邮政所工作。 他是邮
政所唯一的投递员，主要负责驻岛士兵
与岛上居民与外界的邮件往来。

那时收寄信件只能依靠一艘小木船
来往于陆地与小岛，速度非常慢，单程就
需要5个小时。 岛上没有电话又缺电，发
电报主要依靠手摇发电机。 每当电量不
足的时候，谢坚便一手摇发电机的手柄，
一手发电报。即便如此艰苦，谢坚每月交

寄的邮件多达1000多件。 有时电报送达
后， 谢坚还会遇上收件人看完信后抱着
他痛哭的情况，这让他内心很受触动，坚
定了他留在海岛投递送信的决心。

随着手机、 电网在岛上的普及，信
函业务虽然在逐步减少，但快递业务却
在大幅度增加。“现在邮件非常多，一天
有几百件，差不多是以前一个月的量。 ”
谢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