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通信行业运营商专题分析：掘金自由

现金流_算力与新质生产力共振

一、算力布局：2024 年运营商投资重点，担当国内 算力

建设主力军

2023 年三大运营商云业务继续保持高增速，移动云、天

翼云在国内 IaaS、PaaS、 IaaS+PaaS 市场中份额持续提升。营

收与增速方面，2023 年三大运营商云业务 共实现营收 2,315 

亿元，同比增长 60.4%（2022 年同比增长 111.0%），其中天 

翼云/移动云/联通云同比分别实现 68%/66%/42%的增长，增速

明显高于国内外 主流云厂商。市场份额方面，根据 IDC 数据

，1）IaaS 市场方面：2023H2 国内 公有云 IaaS 市场中，阿里

云、华为云、天翼云、腾讯云与移动云位列前五，AWS 跌出

前五位，移动云取而代之，阿里云与腾讯云市场份额持续下滑

，天翼云与移 动云市场份额同比分别增长 1.1pct 与 2.3pct。2

）PaaS 市场方面：2023H2 国内 PaaS 市场中，阿里云、腾讯

云、华为云、AWS 与天翼云位列前五，天翼云份额 环比 

2023H1 增长 2.1pct，在国内 PaaS 市场前五大厂商中环比增速

居首。3） IaaS+PaaS 市场方面：2023Q3



 天翼云、移动云份额分别为 11.6%、8.3%，同 比增长 

1.4pct 与 2.8pct，增速保持领先。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将是后续三大运营商云持续增长的重

要基础，一方面可助力云 的智能化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持

续提升盈利质量。1）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将助 推云业务智能化

发展。当前由于高基数原因，2024 年运营商云增速指引明显

放 缓（如移动云 2024 预计同比增长 30%以上；天翼云千亿规

模上保持一定增长）， 同时，大模型时代也对于公有云服务

商提出了全新要求，需要通过算力基础设施 建设，为客户提

供算力支持、训推工具、运维工具、多方算力调度等服务。随

着 运营商云逐步向智能云迈进，AI 相关业务也可以为运营商

云业务后续增长打开全 新空间。2）算力业务也将持续提升运

营商盈利质量。过往运营商云主要通过发 挥算网一体及规模

效应优势提升盈利能力，而大模型时代下 AI 相关服务将有效 

夯实云业务核心竞争力，并帮助提升盈利能力。如百度 

2024Q1 电话会上指出 “2024Q1 百度智能云营收同比增长 12%

，持续实现盈利，AIGC 贡献收入占比 达 6.9%，占比逐步扩

大。”

算力继续为三大运营商投资重点，2024 年中国移动算力

投资占资本开支比重快 速提升。2023 年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算力资本开支分别为 391 亿元/195 亿元/149



 亿元，占资本开支比例分别为 21.69%/19.73%/20.16%，

2024 年中国 移动/中国电信算力资本开支分别为 475 亿元/180 

亿元，同比+21.48%/-7.69%， 占资本开支比例分别为 

27.46%/18.75%，同比+5.77pct/-0.98pct。

2023、2024 年三大运营商加大通用、智算服务器集采力

度，2024 年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AI 服务器集采中国产算力

占据全部席位。 1）中国移动：通用服务器方面，2024 年 2 月

，中国移动发布《2024 年 PC 服 务器集中采购公告》，采购

规模达 26.45 万台，当前已公布标包中中兴通讯、新 华三、昆

仑技术、虹信软件、浪潮信息中标标包数居前。AI



 服务器方面，2024 年 5 月，中国移动公布《2024-2025 

年新型智算中心采购中标候选人公示》，采 购 7,994 台 AI 服

务器及配套产品，采购总金额约 190.86 亿元，相较于此前 《

2023-2024 年新型智算中心（试验网）》采购，采购数量同比

增长 225.75%， 已公布标包采购金额同比增长 537.69%。同时

，从中标候选人角度来看，中国 移动《2024-2025 年新型智算

中心采购项目》中标候选人皆为华为昇腾整机合作 伙伴，再

次显现出中国移动加快布局国产算力的坚定决心。此外，2024 

年 4 月 中国移动算力网络大会上，公司明确表示 2024 年将商

用哈尔滨、呼和浩特（最 大单体智算中心约 2 万张 AI 加速卡

，国产化率超 85%）、贵阳三个自主可控万 卡集群，总规模

近 6 万张 GPU 卡。 2）中国电信：2023 年 10 月，中国电信

公布《AI 算力服务器（2023-2024 年） 集采》结果，共采购

训练型风冷、液冷服务器（I 型、G 型）合计 4,175 台，合 计

采购金额约 80 亿元，其中 G 系列鲲鹏处理器 AI 服务器占比

达 47.35%。 3）中国联通：2024 年 4 月，中国联通发布《

2024 年中国联通人工智能服务器 集中采购项目中标公示》，

合计采购 AI 服务器 2,503 台，采购数量较 2022 年增 长 

36.18%，项目总金额约 20 亿元，昆仑技术、宝德计算、虹信

软件与长江计 算 4 家入围，国产算力同样占据全部席位。

二、新质生产力布局：运营商凭借资源优势占据先机



新质生产力聚焦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

，三大运营商在新质生产 力建设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2023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打造 生物制造、商业

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

等 未来产业新赛道”；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

进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新

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深入推进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三大运营

商作为数字经济建设中军，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扮演 着

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三大运营商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推

进产业数字化、 人工智能建设、促进数据要素流通并超前建

设数字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三大运 营商加快发展新兴产业

并积极培育未来产业，以自身资源优势，全面推进卫星互 联

网、低空经济与量子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2023 年起，三大运

营商全面加大在 5G 专网、大数据、AI 大模型、卫星互联网

、 5G-A、低空经济、量子技术等重点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方

面的布局力度。这些 领域普遍具备较高的准入门槛，需要前

期大量的研发投入与资源积累，三大运营 商凭借此前在云网

数算方面的深厚积累，可以与新质生产力重点产业产生良好协 

同，并在新质生产力重点产业布局中占据先机与主导地位。

1、5G 专网应用：有望成为运营商全新百亿业务



2023 年三大运营商 5G 专网项目数与营收实现快速增长

。1）中国移动方面：2023 年 5G 专网收入达 54.3 亿元，同比

增长 113.1%，在智慧矿山、智慧工厂、智慧 电力、智慧医院

、智慧城市、自动驾驶等多个细分行业保持领先。2）中国电

信 方面：2023 年打造行业领先的场景化专网方案，5G 行业应

用年度新增项目数同 比增长 106.3%，累计超 3.1 万个。3）中

国联通：2023 年数智应用收入达 56 亿元，同比增长 17.5%，

累计服务 5G 专网客户达 8,563 个，在工业互联网、数 字政府

、车联网等重点行业领域形成领先优势。 5G 专网可对于 B 端

信息化业务实现杠杆撬动作用，后续有望发展成为运营商全 

新百亿业务。5G 专网专线由运营商独有，近年来三大运营商

也在此基础上深度 融云、融网、融平台、融应用，便于政企

客户可在 5G 专网上实现一站式部署， 由此撬动多倍 DICT 项

目收入。2023 年中国移动 5G 专网业务同比增长 113.1%，中

国联通数智应用收入同比增长 17.5%，预计后续随着新质生产

力建设的深入推 进，工业互联网规模应用提速，5G 专网有望

增长成为运营商全新百亿业务。

2、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应用：大数据业务稳步增长，AI 

大模 型能力持续夯实

多端口深度参与数据要素市场与数据产业端到端优势铸

就运营商大数据业务发 展基石，2023



 年三大运营商大数据业务实现稳步增长。一方面，三大

运营商可 以作为数据提供方提供海量、多样化数据，满足下

游数据需求；另一方面，运营 商也可以作为数据服务提供商

为客户提供数字基础设施服务、数据加工服务、数 据产品服

务、数据安全服务、数据流通与交易服务等。运营商数据使用

过程合规、 监管严格，可实现全程、全网的数据安全可控，

严格实行数据脱敏处理，具备数 据产业链端到端综合优势。

2023 年三大运营商大数据业务实现稳步增长，具体 来看： 1

）中国移动方面：根据公司业绩交流会，2023 年公司大数据

业务实现营收 53.4 亿元，同比增长 67.9%。公司 2023 年建立

梧桐大数据分布式协同计算平台，在 政务、应急、反诈等领

域应用广泛。并积极打造数据要素流通基础设施，发布数 联

网平台与数据接入一体机“数联猫”，畅通数据要素大循环。 2

）中国电信方面：2023 年公司全面围绕大数据 PaaS、数据中

台、数据要素流 通、数据安全四大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关，

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布局，大数据 API 年累计调用 46 亿次，同

比增长 45%，形成“星海大数据”产品 50 余项，提供 金融风控

、区域洞察等服务，“数据产品超市”已完成 9 个省市的推广落

地，服 务于客户数据资源的汇聚、开发与交易。 3）中国联通

方面：2023 年公司数据服务收入达 53 亿元，同比增长 32%，



依托 一点集中和技术领先的大数据能力，数据服务连续 5 年

行业份额超过 50%。公



 司全面服务政务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政府首选品牌，

累计搭建 15 个省级政务 大数据平台，智慧城市服务区县总量

突破 800 个。

全面构建通专大模型体系，以“AI+”开拓全新蓝海。1）

中国移动方面：2023 年公司构建“1+N”通专大模型体系，自主

研发安全可控的“九天·众擎”基座 大模型，加速构建网络、客

服、家庭、政务、出行、医疗、工业、综合治理、企 业通话

等 20 余款行业大模型，沉淀智能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

机器视觉、 智能分析等 450 余项 AI 能力。2）中国电信方面

：2023 年公司构建“1+N+M” 星辰大模型产品体系，覆盖语义



、语音、视觉、多模态四大能力并实现开源，已 面向政务、

工业、交通等垂直领域发布 20



 余个行业大模型，赋能智慧工厂、智 能矿山等场景项目

超 600 个。3）中国联通：2024 年，公司正式推出“1+1+M” 元

景大模型体系，基于基础模型与底座，研发了 10 款面向内外

部场景的行业大 模型，助力政务、经济运行、医疗、服装、

物流、城市治理等领域示范应用。

3、卫星互联网：中国移动两颗低轨试验星成功入轨，中

国 电信首发手机直连卫星业务

卫星通信服务资金壁垒较高，且只有少部分企业获得卫

星通信相关基础电信经营 许可证，行业垄断效应显著。根据

工信部官网，当前仅有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中

国卫通、交通通信集团拥有卫星固定通信业务行政许可。同时

卫星 互联网业务需要依托天地一体，前期卫星试验与星座建

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导 致卫星通信行业整体准入壁垒较高

。

三大运营商锚定低轨卫星发展，全面推进技术验证，中

国电信首发手机直连卫星 业务。 1）中国移动方面：2024 年 2 

月，中国移动两颗天地一体低轨试验卫星正式入轨。 其中“中

国移动 01 星”（中国移动联合星移联信共同研发）搭载支持 

5G 天地 一体演进技术的星载基站，系全球首颗可验证 5G 天

地一体演进技术的星上信号 处理试验卫星；“星核试验星”（

中国移动联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 共同研发）搭



载业界首个采用 6G 理念设计的星载核心网系统，为全球首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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