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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5G商用进展



2023年全球5G商用规划

ü GSMA报告显示，截止2023年1月，全球229家运营商在87个市场商用了5G服务，到2023年底，预计将有30个新增市场推5G

服务。1、全球50%以上国家已经商用5G，欧洲、亚太、北美是5G网络建设和商用先发地区；南亚、东欧、中南美洲、非洲

等地区陆续进行5G网络部署与预商用。2、5G网络覆盖全球三份之一人口；3、全球5G To B行业虚拟专网数量超过1万张。

ü 目前，全球5G基站规模超过300万，5G用户规模破10亿。GSMA预测，2023年，全球将实现15亿5G连接。5G采用率将达到

17%，到2030年将上升到54%，5G将在2029年超越4G成为2020年代末主导地位的移动技术。

图表：来自GSMA最新2023年3月报告 图表：来自GSMA最新2023年3月报告



5G手机渗透率和5G投资
Ø TechInsights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5G手机出货量接近7亿，渗透率达58.3%，5G技术已经在中高端手机普及。5G手机继续增长，但

增长率停滞不前。Canalys数据显示，按年度智能手机收入排行，2022年，三星、苹果、小米、OPPO、vivo位列全球前五。除了苹

果市场份额微增1%，其他四家出货量都出现明显下滑。

Ø GSMA会长葛瑞德表示，从现在到2030年，运营商将在移动资本支出上花费约1.5万亿美元满足客户需求，其中90%以上将用于5G网

络。



5G标准进展：3GPP R18版本推进

u 2023年，5G-A标准的首版本3GPP R18，将会完成stage3功能冻结。2024年上半年，3GPP R18 ASN.1正式冻结。

u 5G-Advanced将在三大方向推进5G技术发展，包括5G性能提升，提升泛在数千兆，甚至万兆体验，满足双向全息通信、XR Pro

、3D机器视觉应用；2、进一步优化网络拓扑，对5G卫星通信、车联网做进一步网络优化；3、5G和AI融合，拓展更多垂直行业

应用。

图表：电子发烧友根据资料整理图片来自高通公司



5G RedCap应用场景

ü 5G RedCap及其演进是5G Advanced中最重要的技术之一。

ü 重点面向中高速使用场景，通过功能裁剪，实现成本和性能的平衡。

ü 补齐5G中高速、中低速大连接能力，使5G形成低、中高速分档能力，更好服务千行百业。

ü RedCap 技术需求场景广泛，主要涵盖视频监控、智能电力、智能制造及可穿戴等消费电子类应用。电子发烧友调研显

示，工程师看好Redcap模组在工业路由器、可穿戴设备、笔记本电脑和视频监控领域的应用前景。

图表：来自中国移动5G Redcap白皮书
图表：来自电子发烧友5G调研



2024年5.5G商用部署开始

ü 5.5G将深化千行百业数智化转型。2023年对于5.5G发展至关重要，3GPP将发布Release18，此外5.5G终端生态也在快

速成熟，5.5G的商业部署可能会从2024年开始，“无处不在的10Gbps体验”现在更接近成为现实——大带宽频谱之毫米

波和6GHz可以用供运营商用于5.5G建网。

ü 毫米波芯片组发布，高通的5.5G芯片X75提供10Gbps的速率，在毫米波上具备10CC载波聚合，在Sub 6GHz频段上具

有5CC载波聚合。华为表示，在产业界共同努力下，5.5G多项关键技术得到突破，全球当中，韩国、泰国、意大利和卡

塔尔等在内的25个国家已经为移动网络运营商分配了毫米波频谱，这些都为5.5G网络商用部署准备了条件。

图表：来自华为公司最新2023年4月5.5G报告 图表：来自邬贺铨院士最新报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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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推进5G规模化应用



2023年5G + 算力网络商用规划

TEXT

TEXT

截至到今年3月，中国累计建成5G基站总数达264万个，5G基站总数占全球60%以上。工信部日前宣布，今年中国将

新建5G基站60万个，总数将超过290万个5G基站。截止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5G用户快速发展已达6.2亿户，占移

动电话用户的36.4%。

2023年国内5G投资出现趋势性下降。中国移动今年计划5G网络投资为830亿，比去年减少130亿。中国电信投资

315亿，中国联通未明确投资金额。但同时三大运营商资本投资向算力网络倾斜，中国移动计划今年向算力网络领

域投资452亿元，中国电信在产业数字化投资增加40%达到380亿元，中国联通算力网络投资不低于146.1亿元。

图表：电子发烧友根据公开数据整理 图表：电子发烧友根据财报资料整理



中国成为5G应用的领先市场之一

① 截止2022年底，中国5G连接数达5.45亿，超过全球总

量的60%。GSMA智库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首

个5G连接数达到10亿的市场，5G将于2024年超过4G

成为中国最主流的移动技术。

① 截至2023年3月底，三大运营商合计5G套餐用户数达

11.95亿户。5G行业应用赋能成效显现，截止2022年

底，5G行业用户规模近1.5万家，在工业、医疗、智慧

城市、教育规模超千家，电力和采矿领域超200家。

② 信通院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5G手机出货量达

2.14亿部，同比下降19.6%，占据同期手机出货量的

78.8%。5G在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占比达43.4%。

图表数据来自GSMA2023年3月报告

数据来自中国信通院



16家5G产业链上市公司（一）

电子发烧友根据上市公司公告整理



16家5G产业链上市公司（二）

16家5G上市公司中，10家企业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双增长。卓胜微、兆易创新、小米在2022年出现营收和净
利润下滑。超过5家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超过100亿，包括中国移动、中兴通讯、工业富联、小米集团、中国电信。

三大运营商业绩飘红，中国移动营收破9千亿，位列营收第一，利润超过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利润之和。看整个营收榜，
受益于数字经济和算力需求增长，工业富联营收突破5千亿。三大运营商除了主营业务的优势外，云计算业务增速都超过
100%，数智化推进加速。

5G设备供应商业绩快速增长，中兴通讯、烽火通信营收和净利润均出现同比增长，中兴通讯得益于政企业务、运营商网络
和消费者业务收入同比增长，烽火通信主要得益于通信系统设备销售收入、光纤收入、数据网络产品收入增长推高业绩。

受困于5G手机销售低迷，小米虽然2022年营收下滑14.7%。射频龙头卓胜微业绩下滑20.59%，今年第一季度，卓胜微销售同比
下降46.5%，反映了手机代表消费电子下滑深刻影响上游芯片厂商。

5G模组企业营收出现分化。移远通信2022年净利润大增73.94%。5G模组、LTE模组、车载模组、智能模组等模组业务稳步增
长。广和通净利润下降，公司在车载和FWA的市场拓展见效，但是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产品毛利率出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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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芯片、模组和终端新趋势



全球5G手机芯片市场份额变动

高通推出了4nm工艺骁龙8Gen2，2022年搭载高通芯片的

5G手机，超过85%是中高端机型。其中高端机型占比超过

59.8%，采用7系列的芯片机型占比25.3%。

联发科去年发布4nm工艺的天玑9200和天玑8200，冲击高

端市场，还发布了天玑1080中端芯片，受需求下滑，联发

科在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下调营收预期。

紫光展锐去年11月推出6nm工艺的T820，正式通过沃达

丰集团认证，展示5G芯片出海的能力。Counterpoint数据

显示，截止2022年，紫光展锐在全球移动处理器市场份额

增加至11%。

u TechInsights数据显示， 2022年全球智能手机处理器市场达342亿美元，高通以39%位列第一，苹果和联发科以30%和24%位列二三，

5G应用处理器在总体出货量的56%。受高端应用处理器增加推动，高通收入增长17%。高通骁龙8系列处理器出货量超1亿。

数据来源TechInsights



5G SoC芯片和基带芯片新品
2022年5G SoC芯片新品 近期5G基带芯片一览表

图：电子发烧友整理 图：电子发烧友整理



5G折叠屏手机成为2023年手机市场的重要亮点

为客户提供有效服务，是

我们工作的方向和价值评

价的标尺。

在此添加标题
为客户提供有效服务，是

我们工作的方向和价值评

价的标尺。

在此添加标题 在此添加标题

01 02 03

l IDC研究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折叠屏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同比增长50.5%，达到2410万台，到2027年超过4800万台，

相当于420亿美元的市场价值。

l 电子发烧友的调查数据显示，55%的工程师认为华为在国内折叠屏市场增速最快，16%的看好三星5G折叠屏品牌，11%

看好OPPO和小米5G折叠屏产品，也有5%的工程师看好荣耀带来的5G折叠屏产品。

你最看好的5G折叠屏市场的哪个品牌增速最快？

数据来源：电子发烧友5G调研



5G泛终端

③：2023年，60%的智能手机出货量来

自5G手机。2023年，5G PC电脑和平板

电脑的出货量会增长25%。

④：5G用例在AR领域，2023年可能会引

起消费者的关注，特别是苹果MR将在6

月发布，有望引领消费电子新潮流。
 

①：GSA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4 

月，全球 5G商用终端超过1500款，

手机占比超过50%，排在第二位的

FWA终端，工业路由器排第三，5G终

端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 

②：随着5G网络快速发展，工业互联

网和车联网5G应用推进，CPE、模组

、网关、车载单元等终端款型数量持

续增长。

5G毫米波CPE 5G智能电动汽车

5G无人机 5G PC

5G AR/VR 5G AGV小车



五大场景，5G模组实现规模应用

电子发烧友调研表示，智慧安防、智能工业、智能可穿戴、智慧城市和智能汽车领域，是5G模组最

新得到规模应用的场景。媒体娱乐、智能电网和智慧家居也是5G模组应用潜力增长领域。

来源：电子发烧友5G调研报告 2023年4月调查结果



5G RedCap商业化将推动5G技术落地

Counterpoint的调研表示，2022年全球蜂窝物联网模组出货量年同比增长14%，创历史新高。移远通信和 Qualcomm 

分别主导了全球蜂窝物联网模组市场和物联网芯片市场。NB-IoT最受欢迎，4G CAT1和CAT 4快速增长，占据60%份额。

由于模组成本较高，去年5G模组在物联网普及速度不及智能手机。5G应用主要包括PC、CPE，工业和企业应用。未来，

一旦5G模组平均价格跌破100美元，5G将在5G RedCap商业化推动下进入主流市场。

在中国市场，移远通信、中国移动和广和通位居蜂窝物联网模组出货量前三。在中国以外，移远通信名列第一，Telit

和Thales紧随其后。



国内5G模组上市公司营收呈现两级分化

Ø 移远5G模组和智能模组在机器视觉、机器人和工业互联网落地。2022年海外市场收入大增54.91%，营收76.98亿。美格智能5G智

能座舱产品和5G FWA模组产品出货增加，带动营收增长。

Ø 汽车对5G模组需求快速增加，Counterpoint预测，到2027年在售的联网汽车一半具备5G功能，2030年这个市场会达到50亿美元。

公司 2022 年 2021 年 增长幅度 5G模组产品

移远通信 142.3 112.1 26.36%
基于骁龙平台X75的5G模组：RG650E; 基于联发科T830平台推出了 RG620T模组；

车规级模组AG800D系列，智能座舱模组AG855G；RedCap模组Rx255C系列

广和通 56.46 27.44 37.41%
5G智能模组SC151系列、支持R16标准，2.4G+5G WLAN和WiFi6E；

基于联发科T830 5G芯片开发的 5G模组FG370、高算力AI模组SCA825-W

日海智能 33.61 47.15 -28.72% 5G模组SIM8300G-M2系列，支持5GR16标准；SIM8260系列

美格智能 23.06 19.69 17.11%
基于高通QCS8550处理器，发布高算力AI模组SNM970；SRT888基于高通X75芯片

发布SRT888模组，5G车规级C V2X模组MA925系列

有方科技 8.4 10.29 -18.05% 发布全能高速5G 模组N512，N511，智慧车联网模组5G+V2X模组A590

图：电子发烧友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全球5G FWA市场快速增长，带动5G模组出货

u 爱立信估测，2022年到2028年全球FWA服务提供商收入将从270亿美元增长到67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16%。北美、欧洲、中东地区FWA发展势头强劲。ABI Research预测，到2026年，全球FWA CPE出货量将

达到每年4700万台，其中5G FWA CPE将占据同年出货量的大部分。

u 5G的演进让FWA实现了从家庭向企业的延展，国内5G模组大厂移远通信、广和通、美格智能等厂商推出支

持5G R16标准和5G R17标准的模组，推动消费级5G CPE和工业级5G CPE终端上市。

图：电子发烧友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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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四大热点应用



5G+智慧工业

应用趋势

Ø 美的集团联合中国移动、华为打造智能家电领域全球首

个5G全连接工厂，其5G项目建设包含5G+AGV调度、

5G+MEC联机，5G+机器人联机、5G+人脸识别、

5G+AI质检等15个应用场景，园区拥有千余台自动化设

备，通过5G贯通各流程环节，实现了每15秒下线一台

洗衣机的能力，下线直发率提升1倍，库存降低50%，单

台人工成本下降30%。

Ø 亨通光电“5G+IPv6全连接工厂，采用5G共享MEC数据

流不落地的园区网络部署方式，并完成近2万平米的厂

内覆盖，已接入终端数量达600个，研制3款5G工业网

关，实现8大典型应用方向，17个细分场景，覆盖研发

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和运维服务等核心生产环节，

智能制造成熟度评估达到4级，通过两化融合AAA评定，

单位能耗下降11%。

美的荆州5G智能工厂 亨通光电的5G制造基地



5G+智能座舱

    2 

    1
市场展望：汽车智能化如火如荼，据HIS统计，

2021年中国智能座舱新车渗透率为48.8%，到2025

年，预计将超过75%。在此背景下，配套的智能化

方案、车载芯片、域控制器等全产业链供应商有望

迎来发展的良机。

应用趋势

2023年上海车展显示，5G智能座舱呈现三大趋势：

●人机交互智能化。人机交互向语音控制转变，手

势控制技术也成为趋势之一，这些都令驾驶员轻松

掌握车辆。

●智能化程度普遍提高，头显得到广泛应用，智能

座舱和自动驾驶技术加速上车。

●个性化趋势。智能座舱越来越个性化，机器学习

应用越来越广泛。

↑

↓



5G+车联网

应用趋势和挑战

① 中国工信部最新发布公告，到2023年底，初步构建车联网网络

安全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目前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已经从小范

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发展、生态加速构建的新阶段。

② 去年12月13日，美国智能交通协会等十大组织联合宣布，2023

年在美国加快C-V2X部署。今年4月21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把5.9GHz频段下属频谱分别给车联网。

③ 截止目前，有十几家车企发布了C-V2X量产车型，包括一汽、

上汽、上汽通用、上汽奥迪、广汽、长安福特、长城、比亚迪

、蔚来等多家车企。

④ 主要挑战：市场上能够提供专用C-V2X芯片厂商仅有高通、华

为和宸芯科技少数几家，希望更多国内厂商加入供应商之列，

给主机厂更多选择。



工程师看好哪些品牌的车载C-V2X模组

u 据BIS研究统计，全球V2X市场规模至2025年将超过100亿美元，近3700万辆车将搭载V2X技术。中国信通院报告显示，2022 年 
1-11 月份中国乘用车前装标配车联网功能交付上险量为 1164.33 万辆，前装搭载率为 66.69%，其中前装标配 5G 车联网交付上
险量为 32.75万辆，此外，C-V2X直连通信功能前装量产实现新突破，已有20多款车型搭载了C-V2X直连通信功能。大唐、华
为、东软、星云互联、千方科技、车网互联、万集科技、三旗通信等均可提供LTE-V2X的OBU和RSU通信产品。

u 电子发烧友调研显示，工程师看好的车载C-V2X模组，分别是华为MH5000、移远通信AG18和AG15、广和通（AN958T+ 
AP915）、美格智能MA522、宸芯科技CX7101。

电子发烧友根据2023年调研报告制图C-V2X产业地图，图片来自中国信息通信协会



5G车联网直面四大挑战

u 电子发烧友的调研显示，车载4G通信模块成本控制好，占据市场主体，大约83%。5G通信模组处于快速增长期。工程
师认为，目前，5G V2X模组成本高是主要的障碍之一，5G V2X模组的车联网终端需求还有提升空间，特别是支持5G 
R16标准的C-V2X模组逐步上市，2023年5G通信模组在车载前装增长可期。

u 佐思汽研数据显示，5G通信模组从主打高端智能汽车，到逐步替代4G存量市场，预计到2026年5G模组渗透率可以达
到30%以上。

电子发烧友根据2023年4月5G调研报告制图



车联网领域大事件

电子发烧友根据公开资料制图



5G 卫星通信市场广阔

u 电子发烧友调研显示，超过八成工程师认为卫星通信是新款手机必备的功能，超过六成工程师对华为手机使用的北斗通信
芯片认可。高通已与OPPO、小米和vivo合作，将Snapdragon卫星通信芯片整合至手机内。联发科在MWC2023现场展示
了基于3GPP NTN标准的芯片组MT6825。

u 随着卫星通信技术的崛起，卫星通信与地面的5G移动通信互相补充，共同构建覆盖全球的“天地一体化”通信网络是大势所
趋。

u “智能手机+卫星通信”带来新兴蓝海市场，卫星通信技术带来智能终端设备技术的升级。除手机外，华为发布支持第二代
卫星通信的智能手表华为WATCH Ultimate。



基于5G的卫星通信市场规模

u 信通院数据显示，卫星通信的市场需求快速增长，2020年全球卫星通信终端市场规模53.63亿美元，2027年全球卫星通信终端市
场规模有望达到109亿美元，从 2021 年到 2026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9.4%。而卫星与手机直连将成为发展热点，卫星通信作为蜂
窝网络的补充，可以为运营商每年增加4000亿美元的收入。

u 调研机构TrendForce最新报告预估，2023-2026年全球5G非地面网络（NTN）市场产值将从49亿美元上升至88亿美元，年复合成
长率为7%，在全球5G非地面网络市场产值逐年上升趋势下，也会提升芯片大厂发展5G NTN技术意愿。5G NTN技术的快速发展得
益于低地球轨道卫星数量的大幅度增加。



通信公司在5G NTN的最新进展

u Omdia的最新报告显示，卫星物联网领域动作频频，新的供应商、初创公司正在进入市场，电信运
营商、硬件厂商和卫星物联网运营商的合作关系正在形成。

图表：电子发烧友根据公开资料制图



工业和汽车领域，工程师看好哪些5G芯片

电子发烧友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工业和汽车领域，工程师认为处理器芯片、基带芯片、射频芯片需求旺盛，

11.6%的工程师认为电源芯片需求大、10.4%的工程师认为存储芯片需求旺盛。

数据来源：电子发烧友5G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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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融合创新，三大场景项目有突破

数据来源：电子发烧友5G调研报告



5G应用落地，五大挑战

来源：电子发烧友5G调研报告 2023年4月调查结果



电子发烧友网分析师观点

①

③

⑤

②

④

⑥

 5G商用四年，今年全球5G连接数将会达15亿
，基站规模超350万。中国5G连接数2025年
将超过10亿，引领全球5G发展。

5.5G是5G发展承前启后的里程碑，5G R18标
准预计在2024年上半年冻结；中国持续引领
全球5G-A创新；在产业链方面，高通发布
X75基带芯片，华为已经联合运营商完成万兆
能力的验证。

2023年5G智能手机加速普及，高通下调中低
端和入门级骁龙手机芯片价格，5G手机将向
千元手机下沉。5G折叠屏手机成为中高端市
场增长的亮点。

中国5G投资放缓，算力投资猛增。今年三大
运营商加大算力网络投资，主要驱动云计算、
政企和大数据业务成为增收主力，加快数字化
转型战略落地。ChatGPT引发的生成式通用AI
也得到运营商的重视。

5G模组在热点市场应用加速，在5G FWA、智
能 工 业 和 5 G 车 联 网 市 场 前 景 看 好 。 5 G 
RedCap模组逐步商用，带动5G技术下沉更多
垂直市场。

5G上市公司业绩出现分化，运营商和设备供
应商前景看好。受到手机等消费终端疲软需求
影响，5G手机、上游射频芯片、存储厂商业
绩出现明显下滑，预计第三季度随着市场需要
转暖，会迎来利好。



Thank You!

章鹰 Lily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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