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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框架下信息基础设施“十三五”发展之思考 

周其刚 

一、“十二五”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回顾 

“十二五”期间，上海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宽带中国”和上海智慧城市战略的指引下，上海出

台了两轮智慧城市行动计划，对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出了具体建设要求。电信运营企业积极接应落实，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

就。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水平全国领先 

2014 年上海在网络就绪度指数排名、信息化发展指数排名、信息通信技术应用指数排名等均位居全国首位。基本实现光纤

网络全市域覆盖，2015年固定宽带接入用户突破 550万户，全市平均家庭宽带接入速率超过 30MbPs，平均下载速率达到 11.3lMbPs

（据宽带发展联盟公布数据）,其中 20MbPs及以上宽带用户渗透率达到 68%；移动基站逻辑站址超过 80000个，实现无线网络的

全市域覆盖，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 130部／百人，其中 3G 和 4G电话用户所占比例达到 67%；IDC机架总数达到 6万个；IPTV用

户达到 180万户。总体而言，上海信息基础设施发展能基本满足上海社会经济发展要求。 

2、实施技术创新，加快网络升级 

在技术创新方面，本市电信运营企业高度重视各类新技术、新业务，积极争取在上海率先试验试点。“十二五”初期，上海

率先大规模开展“城市光网”建设，并由此开启了全国“光网建设”的先河。“十二五”期间，上海作为首批试点城市进入 TD

一 LTE建设名单，同时还作为第一批城市开展 LTE混合组网试验，积极参与“国家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建设工作，推广 IPv6

等关键技术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业务全面升级中的应用。在标准创新方面，上海市出台了《住宅建筑通信配套工程技术规范》《公

共建筑通信配套设施设计规范》《上海市通信行业塔房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标准（试行）》等地方标准，有效的规范了通信配套

建设领域的工程技术要求，也推动了电信运营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成效。 

3、共建共享成果丰硕，应急安全体系逐步完善 

截至“十二五”期末，上海基础电信企业合作共建移动基站 6000 处，共建率达到 86%；共享基站近 3000 处，共享率达到

50%，共建共享成果全国领先。同时完善应急通信网络，在依托公共通信网的基础上，形成纵向与国家应急系统连接、横向与本

市应急系统互联的应急通信保障网络体系，为亚信峰会、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上海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上海国际旅游节等

国际国内重大会议、赛事活动以及抗击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期间的通信畅通提供了可靠保障。 

信息消费列入六大消费领域首要位置，“中国制造 2025”围绕两化融合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互联网+”

广泛拓展，助推数字化服务全面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但是经济增速放缓、模式转变对通信行业发展带来新挑战。 

与此同时，应该要看到，“十二五”期间上海市通信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若干问题和差距：一是上海通信发展水平与国际

发达城市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在人均信息消费、国际海光缆数量、国际出口带宽、宽带接入速率等方面；二是信息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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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地位有待进一步明确；三是行业监管需要进一步适应新业务的快速发展，针对新技术和新业态亟需探索新的监管方法。 

二、“十三五”通信业发展环境分析 

“十三五”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上海的信息基础设施能级能够提高并超前一步发

展。 

1、经济新常态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 

为适应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调整，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家一系列相关政策为通信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例如信息消

费列入六大消费领域首要位置，“中国制造 2025”围绕两化融合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互联网＋”广泛拓展，

助推数字化服务全面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但是经济增速放缓、模式转变对通信行业发展带来新挑战。 

2、城市新发展对通信业提出高要求 

至“十三五”期末，上海将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为与上海打造全球卓越城市目标相匹配，上海应明确全球通信枢纽地位，特别在支撑跨境金融交易、期货交易等方面，加

快推进高质量、低时延的国际网络建设，提升海量数据实时处理及容灾备份能力。 

3、通信业发展全面进入转型变革期 

行业整体发展速度已明显放缓，基础电信业由中高速增长转入中低速增长，但是流量消费催熟大量移动应用出现，移动互

联网生态环境日益完善。终端的互联从个人基本需求逐渐扩展至生活外延的方方面面，可穿戴智能设备大规模普及，SG 时代将

是智能与物联网紧密结合的时代。同时行业开放、网业分离的趋势将进一步深化。 

4、技术进步助推行业转型升级 

全 lP和高速宽带是全球通信网络发展的必然趋势，打造资源可灵活调度、业务可高效部署、架构可弹性伸缩的云化网络势

必成为未来演进方向，同时通信网络将呈现“大带宽、低时延、广连接”的特征。结合网络智能化、大数据融合、云计算、智

能终端等技术发展，未来终端、网络和应用将展现出全新的发展态势。终端更趋多样化、网络更趋高速、灵活、柔性和绿色、

应用更趋智慧和开放，是促使技术变革的二大推动力。 

三、规划原则 

鉴于“十三五”信息基础设施规划的重要性，笔者提出规划四条原则： 

1、规划引领，政策落地 

众所周知，规划能起到引领发展的作用，同样，信息基础设施规划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也具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根据国家政策，由牵头责任部门统筹信息基础设施规划工作，遵循“集约、安全、绿色”的原则，将信息基础设施规划纳入城

乡发展规划中，并出台相关条例或实施意见以保障规划和相关政策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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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标国际，提升能级 

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和经验，鼓励和支持信息基础设施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积极提升网络能级，统筹包括光纤宽带

网络、移动通信网、互联网和物联网等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实施，实现资源共享和合理配置。 

3、服务民生，促进转型 

要坚持以人为本，贯彻服务民生的根本宗旨，以提升网络覆盖能力、提高服务水平、丰富信息服务应用来促进信息消费水

平、经济结构转型和提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时通过创新引领、共建共享、统筹部署、加强资源合作来深入推进集约化建设，

提高信息基础设施利用率，保护自然环境和城市景观。 

4、应急安全，保障可靠 

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坚持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同时大力提升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能力。要积极采用安全可

靠的技术和产品建设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切实维护网络与信息安全，探索信息基础设施智慧化管理，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

障能力，为重大保障行动、城市安全运营和人民生活保驾护航。 

四、“十三五”信息基础设施规划需要关注的问题 

1、如何打造服务于“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全球通信信息枢纽 

上海是“一带一路”中陆路和海路的关键节点，“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和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密切关联。同时上海作为中

国三大国际通信出口之一，也是亚太重要的信息通信枢纽。如何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试点，提升上海信息基础设

施能级，继续推进国际海光缆建设和加强与长三角乃至全国的互联互通，以两个扇面的形式承接国内外通信数据流量，形成名

副其实的、面向国际的全球信息通信枢纽，以此对接“一带一路”这一国家战略，提高通信转接能力，是上海应该认真规划和

思考的问题。 

2、如何打造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体系 

上海应重点关注 IPv6、SG移动通信、千兆接入、SDN月写 FV技术以及当前为世界所瞩目的量子通信、热气球等多维立体通

信新技术，深入贯彻国家大力推进“互联网＋”和智慧城市的指导意见要求，利用 SDN月写 FV 和云化技术，对标国际先进城市，

构建以“高速、泛在、融合、安全”为特征，“海（海光缆）、陆（光纤网络）、空（4G/SG 移动网络）、天（卫星通信）”四维一

体的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全方位支撑上海“四个中心”和全球科创中心建设。 

3、如何与城市发展规划对接 

目前上海智慧城市建设如火如茶，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技术日新月异，智慧应用层出不穷，如果延续老传统、老

思路，不重视信息基础设施规划，不按规划实施，或者执行不到位，将造成重复投资和大量资源浪费。因此，上海的信息基础

设施规划应加强与城市规划体系的衔接，特别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布局规划与城乡规划体系的分层对接，将布局规划中的相关

设施要素，纳入到对应层级的城乡规划中，实现规模对接、位置对应。特别要做好信息基础设施在重点功能区、开发区，以及

在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等区域的规划和建设的衔接，努力做到“统一规划、并联审批、分层对接、同步实施”。 

（作者系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综合规划中心主任，博士、教授级高工，《上海市通信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组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