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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21 年，全球疫情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外部环境

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我国面临疫情反复、消费疲软压力加大的局

面，无线经济作为数字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展现出顽强的韧性，成为

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无线经济发展迈向新高度。2021 年我国无线经济规模达到 6.2 万

亿元，占 GDP 比重为 5.43%。无线经济内部结构形成“四六”格局，

无线赋能成为无线经济主要组成部分。无线经济发展成为推动国民经

济稳定运行、质量提升的关键动力。 

无线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2021 年无线产业规模超过 2.6 万亿

元，占无线经济比重为 41.94%。移动通信、短距离通信等无线技术不

断演进，无线相关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稳中有升。移动通信服务业发

展优势持续扩大、移动互联网呈现差异化发展、卫星应用服务发展前

景广阔，无线相关服务业发展动力强劲。 

无线赋能发展实现新突破。2021 年无线赋能规模为 3.6 万亿元，

占无线经济比重为 58.06%。无线技术不断助力重点领域数字化发展

和智慧城市建设，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强保障，支持“双碳”政策实施，

为冬奥等大型赛事提供有力支撑，无线赋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将愈加显现。 

无线治理能力迈上新台阶。持续出台移动通信、短距离通信、物

联网、卫星等领域政策，促进无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无线电管理方面，



 

 

加强了顶层设计，系统谋划无线电事业发展路径，印发“十四五”无

线电管理规划等。协调保障了 5G 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车联网、

卫星通信和导航等行业用频需求，有力支撑了制造强国、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的建设。保障电磁空间安全，圆满完成了北京冬奥会等重大

活动的无线电安全保障任务。 

报告基于《中国无线经济白皮书（2021 年）》中无线经济的定义，

测算分析了 2021 年我国无线经济规模和发展特点，新增了以下内容：

一是首次测算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经济规模，分析区域无线

经济发展特征；二是增加专栏案例，挖掘无线经济各领域发展亮点；

三是深化短距离通信、公众移动通信、卫星应用等无线产业研究，揭

示无线电频谱和无线技术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深刻变革。 

此外，《中国无线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2 年）》对未来无线经济

发展进行了展望，以期为我国相关产业发展和行业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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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球疫情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外部环境

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我国经济尚处在突发疫情等严重冲击后的恢

复发展过程中，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难度加大。在此背景下，无线经济

展现出顽强的韧性，无线产业实力不断增强、无线技术赋能千行百业、

无线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无线经济逐渐发展成为支撑宏观经济稳定发

展的新动能。 

报告完善《中国无线经济白皮书（2021 年）》定义及测算方法，

无线经济是以无线电频谱作为先导性基础资源、以无线技术为核心驱

动力，通过无线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传统产业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与治理模式的经济形态。

无线经济包括无线产业、无线赋能以及无线治理三部分，无线电管理

是保障无线经济发展的关键。具体框架见图 1。 

一是无线产业，指信息通信产业中以无线电频谱资源作为基础载

体，以无线技术为核心驱动力，提供相关的电子元器件、终端、系统

和服务的国民经济部门。无线产业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直接利

用频率资源的电子元器件、芯片和集成电路的基础制造业，是无线产

业的上游；其次是基于基础制造业生产通信、广播、导航、定位和遥

感等各类无线技术设备、系统、终端的设备制造业，是无线产业的中

游；最后是利用无线电设备提供通信、广播、导航、定位、遥感和授

时等无线电应用的服务业，涵盖了移动互联网、无线相关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等，是无线产业的下游。 

二是无线赋能，指通过无线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保障国民经济

各行业正常开展，提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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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业成本降低、产出增加、效率提升。无线赋能涵盖了无线技术

在工业、农业、交通、铁路、航空、航天、物流、气象、渔业、天文、

空间研究、地球探测等各行业融合应用的拉动效应，是无线经济的主

引擎。 

三是无线治理，指围绕无线技术和应用的政府治理工作，主要包

括无线电频谱资源的管理和电波秩序维护，推动无线产业和无线赋能

发展的政策。 

频谱资源是频率在 3000GHz 以下在空间传播的电磁波，是构建

无线技术创新和无线经济发展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战略资源，并以其稀

缺性日益成为新形势下国际博弈和竞争的战略热点。以频率资源为载

体的 42 种无线电业务推动移动通信、卫星产业、移动互联网等无线

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图 1 无线经济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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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06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