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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数字化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数字经

济中新基建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而近来“新基建”也成为社会越来越

关注的热点话题。同时，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联通产品中心总经理

张云勇再次提到，疫情使得中国 5G 新基建以及数字经济提前了 6-7 年，

今年中国有望再新建 5G 基站 70 万个左右。 

云技术的发展存在哪些新趋势？ 

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移动互联网的带宽进一步提升之时，消费者直

接去接触云计算的机会是会越来越多的，有望持续延续高景气度。然而随

着云计算行业发展未来存在怎样的新趋势？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有什么不

一样的地方？ 

云计算是对传统 IT 部署的完全颠覆，改变了企业原先自购服务器、存

储，并部署系统、中间件、应用的传统模式，转而向企业提供按需分配、

可计量的 IT 服务模式，其存在对于解决流量大增带来的算力困境至关重要。 

5G 全面商业的时代，成本和需求的双重改善将助推云计算发展进一步

提速。一方面，5G 承载网和无线网升级将在传输性能方面带来质的飞越，

单位比特成本随之快速下降，为云计算的全社会商用做好铺垫; 另一方面，

新型移动终端连接数持续增长的确定性趋势下，流量爆发将驱动数据计算、 

存储需求呈几何级增长，云服务正是应对该需求的最优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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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余年发展，全球云计算产业生态逐步成熟、产业链条已经相对

完整。上游企业提供底层硬件设备及基础设施，中游企业提供软件基础设

施、平台及应用相关服务，而下游客户则包括企业及个人用户，其中企业

用户仍以互联网厂商为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云计算产业底层硬件基础

相比中游软件基础设施建设周期更短，建设进程更快，当前硬件基础优于

软件基础。 

拉长周期来看，我认为更大的产业机遇在于国内企业的长期上云周期。

根据 Gartner 及中国信通院数据，2018 年全球公有云市场规模约 1363

亿美元，中国公有云市场规模约 437 亿元。忽略统计口径差异，2018 年

中国公有云市场全球占比尚不到二十分之一，但与此同时中国 GDP 总量全

球占比达 15.8%以上，在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云服务行

业具有极大成长空间。 

国内云计算持续发力，看好细分领域 SaaS（Software-as-a-Service，

软件即服务，即通过网络提供软件服务。）龙头。2019 上半年云运营商收

入保持高速增长，国内厂商云业务收入亦呈爆发式增长，收入占比明显提

升。从细分领域来看，SaaS 厂商集中度相对较低，细分领域龙头发展空间

广阔。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逐渐降低并维持 L 型的走势，产业进入存量博弈阶

段，国内企业将更加注重内部生产和管理效率，而上云带来运营效率提升

正是关键。传统企业尤其是第二产业，普遍存在毛利率偏低的特点，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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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企业大幅降低信息化建设成本，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最优路径。 

宏观视角来看，虽然近年来各行业数据量激增、上云需求攀升， 但与

互联网企业相比，传统企业上云率仍然很低。从微观视角来看，人力成本

增加驱动企业 IT 云化投入提升。 

从政策来看，对适宜采用公有云、私有云或混合云的部署方式分类都

有相对明确的指导，显示了极强的政策推动意图。全面上云将是驱动我国

云计算产业链高增长的核心逻辑，对信息产业而言，尤其是云计算的发展

是推动新经济的首选。 

从拉动内需，提效降费来看，云计算市场依然处于一个高景气度状态，

未来三到五年依然是黄金周期。云计算的持续增长，则必然对  IDC

（Internet Data Center，互联网数据中心） 机房和服务器产生巨大需求，

也会带动 IDC 和服务器行业持续增长。 

新基建对社会将带来哪些改变？ 

中国在过去的 20 年的数字经济发展中，取得了与世瞩目的成绩，数

字经济俨然成为了撬动经济调整增长、引领社会转型发展的新动力。5G 正

在深刻改变行业生态，逐步打破网络与平台与计算之间的泾渭分明的边界。

通信产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桥梁之一，5G 及其全面商用正开启我国科技

的新篇章。可以看到 5G 自 2019 年的初步商用，到今天全面商用，相当一

批优质企业在给中国乃至世界的 5G 数字应用提供中国方案，并且在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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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脖子”技术上寻求突破。 

每一次工业革命的真正爆发，基础设施建设也都是先行条件，基建给

社会所带来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每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都不

相同， 上一次是以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而智能时代，软性的公共服务品

已经成为了基础。 

新基建赋予了我们很多的前所未有的使命，我们有必要对认知工业革

命的重塑的核心机理强化了解，5G 作为轮技术革命的基础之一，作为一项

底层通信技术，5G 将连接功能正在高速向万物智联拓展，并正在迅速引导

移动互联网向智联网过渡。 

近十年来，全世界算力的增长远远滞后于数据的增长。2020 年国家大

力推动新基建，其中对 5G 的投入巨大，这背后的能力必须满足异构、集

约化、绿色和安全这四个特征，我们要认识到新基建是一场算力之争。5G

应用将拉动新的基础设施增长，推动新应用创新，带动自动 驾驶、智能网

联车等新应用与云计算的融合，为市场打开新的上升空间。 

5G+新基建+AI 的融合迭代可以说是未来的国家算力，成为新基建的

核心，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更是未来生产力。这个新的算力时代

不但将催生一个万亿级产业，更将通过新基建，源源不断地为中国经济注

入澎湃的动力。 

第一，5G 商用不仅是网络技术本身的发展，更是其他前沿数字技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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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商用的加速器，它开启了“产业再造”的新时代。5G 将专门帮助通

讯服务商去了解如何应用“新当下”， 在哪里投资并且开发以 5G 为核

心、面向未来且基于交易的 B2B 收入流。 第二，消费者的数字生活将随

着 5G 应用发展，快速跨入一个新的时代。消费端对多元化、去中心化以

及个性化的进一步需求将成为更智能、更互联的生命力产品的驱动力。消

费者在不断追求数字技术隐身幕后的沉浸式感官体验，企业的服务就不再

仅仅基于手机屏幕。当然，消费者开始更加强调数据的主权、安全、隐私，

企业则开始同步思考数字减法，如何避免过度打扰又使产品成为消费者不

可或缺、但更加安静的存在。 

第三，这些来自产业端和消费端的变革，将驱动所有企业更加全面开

启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之路，而 5G 时代数字化服务的主要增量市场，

也将大量来自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服务需求，而不再仅仅是传统的通道服

务。我观察到，企业的 5G 解决方案，将更加与所在垂直行业的痛点密切

相关，并最终将嵌入到企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 

第四，5G 技术本身也深刻改变了行业生态， 软件定义、边缘计算等

技术。5G 技术逐步打破了网络与平台、计算之间的泾渭分明的边界，竞

争边界逐渐模糊。 

随着大规模产业级 5G 应用以及消费者对安全、隐私等诉求的提升，

5G 生态参与者的一系列核心能力也将会面临巨大的升级，诸如对垂直行

业的洞察力以及客户经营能力、对消费者未来数字生活旅程的洞察以及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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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服务创新能力、应用场景的持续创新能力、驾驭商业模式变化的能力等，

都将成为制胜的关键。 

5G 全面商业前景广阔，从投资端来看，在 5G 商用初期，是通过对上

游 5G 设备环节的投资， 为设备制造商带来大量收入；在 5G 商用中后期，

社会资本大量涌入，打造互联网企业和 5G 相关的信息服务，从而带来大

量收入。 

从行业来看，5G 将逐步带动电信运营业、设备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的

快速增长。更为庞大的前景是 5G 产业链的成熟带动垂直细分行业，激活

现有行业并出现众多新兴领域。2021 年将是 5G 加速推进社会变革的起点，

对于 5G 生态中的每一个企业自身， 都是重新擘画数字化转型战略，是赢

在下一个时代难得的机遇。 

如何突破新基建建设中的瓶颈？ 

然而在目前数字化转型大潮中，我国仍然会遇到不少瓶颈，但有应该

如何在突围中抓住数字化发展新契机？ 

第一，要强化危机和创新的辩证思维。每次的危机和创新，感觉几乎

都是同时出现的。当然，我们一般是先感受到危机，先处理危机。假如现

在的产品功能已经无法满足客户的核心需求时候，过剩或滞销就会对我们

的企业产生生产经营方面的危机。 

如何在危机中找到机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企业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4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