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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4G，在很多人眼里还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但它已经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工信部部长苗圩就曾透露，4G 牌照有望于年内发放。此

后，通信界便开始猜测发牌时间，认为最有希望成为发牌日的是 5 月 17 日世界电信

日。然而，4G 牌照并没有在电信日当天如期而至。最新的猜测是：4G 牌照将在今

年第四季度发放。

对 4G 牌照发放的热切关注，反应出业界对 4G 建设的关心。

中国 4G（第四代移动通信）何时发牌，怎样发牌？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正牵动着中国通信产业链的

敏感神经。

5 月 17 日是世界电信日，业内人士原本预计，中国

政府将在当日颁发 4G 牌照，但牌照花落谁家至今仍未

敲定。

5 月 21 日，有消息灵通人士告诉记者：拥有中国自

主知识产权的 TD-LTE（中国移动自主研发的 4G 制式）

牌照可能于今年 10 月份发放，FDD-LTE（频分双工的

4G 制式）牌照会在 10 月后甚至一年后发放。

此消息一出，业内再掀波澜。

“这是因为 4G 牌照已经成为电信运营商能否顺利

进入下一阶段竞争的通行证。”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秘

书长陈震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一语中的。

陈震认为，这个超过万亿元的庞大市场，在未来一

年时间内，将以准入牌照的发放决定利益各方的命运。

中国政府对发牌时点、主导运营商与技术方向的抉择，

将持久地影响相关各方的利益格局。

博弈仍将继续

目前正在发生的一切似乎是多年前 3G 发牌前的

翻版。

和 3G 时代一样，4G 牌照发放面临的难题同样是标

准问题。

当下，有两个标准可供选择：一个是由欧洲主导的

FDD-LTE 标准，无论在产业成熟度还是国际商用规模

上，它都处于领先地位，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 3G 网络

可轻松升级演进；另外一个是中国自主制定的 TD-LTE

标准，它是中国移动 3G 网络的升级版。

陈 震 认 为 ，在 3G 大 战 中 ，移 动 是 失 败 者 ，

TD-SCDMA（由中国提出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简称

3G）有明显弱势，时间拉得越长落差越大。若 TD-LTE

能尽快商用，将弥补网络、技术甚至终端的不足，届时，

运营商之间比拼的纯粹是服务和品牌。

但最终的发牌政策，仍在微妙的酝酿阶段。“从 2G、

3G 时代的发牌经验来看，牌照的发放最终是一个复杂

的利益权衡结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界资深人士

表示，这其中包括外交政治考虑、国家产业链利益考虑

乃至不同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平衡。

然而，对三大运营商来说，4G 博弈已经开始。

中国移动无牌抢先领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移动

已全面启动 4G 网络建设。其中包括：2013 年，在国内

100 个城市进行 TD-LTE 设备采购；2014 年，在国内建

成 TD -LTE 基站规模超过 20 万个，投资总额将达到约

1800 亿元，在全球建成超过 50 万个 TD-LTE 基站，覆盖

全球超过 20 亿人口。

与当年建设 TD-SCDMA 试验网的情况类似，中国

移动之所以在牌照发放之前就开始建设 TD-LTE 试验

网，是因为“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移动通信技术标准”需

要由一个主导运营商推动其产业进程。

在 4G 时代，这个全球用户规模最大的移动通信运

营商极可能实现翻盘。

拉动数万亿元投资

在标准博弈的背后是利益之争。

4G 将开启一个巨大的蛋糕：运营商投资建设新网

络，设备厂商分食新蛋糕，带动各方的市场份额与收入增

长。但对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来说，还需要大规模投资

建设宽带网络，这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与现有网络的贬值。

上 述 资 深 人 士 认 为 ，作 为 中 国 主 导 的 4G 标 准 ，

TD-LTE 有望拉动中国信息通信产业链的进一步发展，

并让中国参与到战略新兴产业的国际游戏规则制定中，

最终的市场规模将超过数万亿元。

飞象网总裁项立刚分析称，发放牌照后，运营商的

4G 网络建设将产生 5000 亿元以上的投资，网速提升带

来的换机潮将产生上千亿元的终端手机市场，整个产业

链加上对移动互联网应用市场的投资预期，数年内带动

的投资将达上万亿元。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投资报告表明，中国

4G 投资盛宴有望持续 3 年。2013 年将是国内 4G 元年，

中 国 移 动 已 经 宣 布 今 年 投 资 超 过 400 亿 元 建 设

TD-LTE 网络，预计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也会有所动

作，国内即将迎来 4G 投资盛宴。该公司预计，国内 4G

投资高峰将出现在 2014 年和 2015 年。

获得更多话语权

在 2G 时代，中国需要向国外厂商缴纳高额的专利

费；在 3G 时代，国产手机制造商是跟跑者，苦苦追赶。

“但随着 4G 时代的到来，中国通信产业在国际市场

上的话语权将有很大提升。这是 4G 时代与 2G 和 3G 时

代最大的区别。”陈震说。

与 TD-SCDMA 标准相比，TD-LTE 更为开放，吸

引了多家企业参与研发和技术跟踪，TD-LTE 与其他国

际上同类技术的差距在缩小。在 3G 时代，TD-SCDMA

失去了走出国门的机会；但在 4G 时代，TD-LTE 在中国

政府、运营商、设备商等多年的努力下，已被国际电信联

盟确定为三大 4G 标准之一。

据估算，LTE 的单位成本远小于 2G 和 3G 的成本，

其下降成本基本与数据业务相同，应用 LTE 不仅仅是在

未来有业务需求，而且有更迫切的成本需求。LTE 将给

运营商带来更多的赢利空间，同时也能使用户享受到更

为便宜的服务。

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加速推动 TD-LTE 商用部署，

实现 TD-LTE 全球化。

4G牌照发放指日可待 或将拉动数万亿元投资
■ 本报记者 陶海青

日本 4G 启示录：

移动互联网产业将受益

欧美日韩都在加速进军 4G 市场，而中国还在为

4G 牌照的发放而纠结。

从全球范围看，北美、日本、澳大利亚、欧洲，甚至

印度的 4G 牌照都早已发放，而国内还在翘首苦盼“4G

元年”。

在 2G、3G 阶段，中国企业一直处于追赶状态。当

中国标准 TD—SCDMA 被列为 3G 国际标准时，应者

寥寥。“在国际标准会议上，讨论到 TD—SCDMA 的时

候，外国人就出去喝咖啡了。他们认为，中国的标准

不会得到商用，所以根本不参与讨论。”TD 产业联盟

秘书长杨骅如此回忆。

在 3G 时代，由于中国监管机构希望保护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标准的 TD-SCDMA，所以，各界须等待整个

TD-SCDMA 产业完全成熟之后再进入商用阶段。

而同时，欧洲的 3G 商用化进程从 2003 年就已经

全面展开。反观国内，直到 2009 年，中国大陆才发放

3G 牌照。

事实证明，因为拖延牌照发放，TD-SCDMA 产业

链一直不够完整，缺乏国际一流厂商的大力介入，这

抑制了 TD-SCDMA 的发展，延缓了中国进入移动互

联网时代的时间表。

在等待 3G 牌照发放的过程中，TD-SCDMA 供

应链上的企业因为长期投入而得不到回报，资金链

断 裂 ，最 终 被 迫 退 出 这 一 市 场 ，成 为 TD 产 业 的 牺

牲者。

中国应尽快发放 4G 牌照，避免重蹈 3G 覆辙。事

实 上，任 何 新 技 术 如 果 不 放 到 市 场 上，永 远 不 会 成

熟，只有投放到市场上，才能吸引风险投资。

中国企业主导研发的 TD-LTE，2012 年年初被定

为国际 4G 标准之一，反响热烈，截至去年 11 月，已被

全球 59 家运营商列入商用计划，其中有 12 家运营商已

实现了商用。

但中国 4G 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即便是中国移动

大张旗鼓地布局 TD-LTE 网络，4G 依然无法大规模

商用，但试商用应进一步提速，尽快实现从“追赶 3G”

到“引领 4G”发展。

从“追赶3G”到“引领4G”
■ 陶海青

在国内炒得火热的 4G 概念，和 3G 相比是革命性的

变化吗？至少从日本已经运营了好几年的 4G 网络来

看，4G 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革命。

日本目前是全球部署 4G 最快的国家之一，其 4G 网

络已经正式运营近 3 年，那么，4G 在日本普及后到底给

日本的移动互联网带来什么变化？这对于正急于上 4G

的中国移动有什么启发？

抢4G 为市场

从 2G 到 3G 的升级，是移动通信领域的一次重大变

革。2G 时代，短信是最杀手级的应用，而到了 3G 时代，

通过手机上网成为推动世界移动互联网进步的重要推

手，包括手机游戏、手机社交、手机广告、手机音乐、手机

下载、手机视频、手机阅读等应用都因此而受益。

相比之下，从 3G 到 4G 的升级则更像是一次网络提

速，其意义就像是固网由 ADSL（非对称数字用户环路，

一种数据传输方式）升级到光纤。从日本的情况来看，

4G 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大幅度提升 ARPU（每用户平均

收入，用于衡量电信运营商业务收入的指标）值。为了

快速推广，合约计划没有大幅度提价。同时，日本也没

有出现“杀手级应用”大幅吸金。

对比日本几大运营商的 4G 套餐和 3G 套餐，价格相

差无几，因此许多日本用户在更换手机的时候都愿意加

入 4G 套餐，日本正成为全球 4G 渗透率最高的国家之

一。如果在更换手机的时候选择 4G 手机，加入 4G 合约

计划，消费者的实际支出并没有比使用 3G 的时候多很

多，有的甚至还便宜。

由 于 日 本 国 内 市 场 早 已 饱 和 ，日 本 最 大 运 营 商

NTT DoCoMo 一直处于市场份额领先，却又不断被对

手追赶的状态，因此其最早投放 4G 服务，并不是要去主

动抢新增客户，而是要通过技术提升保住市场地位。在

这一点上，中国移动急迫地想要上马 4G，应该也是同样

的心态。

4G 到底是不是通信市场革命性的变化？这在世界

范围内一直众说纷纭。至少到现在，日本还没有产生

4G 的所谓“杀手级应用”。在营业厅接受营业人员推荐

时，消费者可以发现，主要推荐的应用是高清画质的影

音、在线翻译和生活信息助手(类似日语的 Siri)。其中，

营业人员会强调，高清画质影音应用在 3G 环境下播放

不流畅，在 4G 环境下则没有问题。

不过，从另一方面讲，4G 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用户发

展的速度，抑制了用户离网。在 NTT DoCoMo 2012 年

度决算报告中也暗示了 4G 和增收之间的关系。

总之，4G进驻日本两年了，还没有产生革命性的变化。

可能极大推动移动互联网产业

在日本多家移动互联网公司工作了 10 多年的日本

电通公司员工冯广明指出，在 3G 时代，日本许多移动互

联网服务并不流畅，例如很少有人会在外面用手机长时

间看视频，通常会回家后再看。

此外，有着“日本版微信”之称的 Line 也因为 4G 的

到来迎来重大利好。Line 的招牌应用便是免费通话。

在 3G 时代，这种语音通话常常会信号不稳定，而到了

4G 时代，其通话质量有了大幅提升。

4G 普及之后，日本的手机游戏公司同样获益。因

为在智能手机上下载 App（第三方应用程序）的速度大

幅提升——这有利于加强手机游戏的用户体验。此前，

日本的手机游戏大部分是基于手机网页的，而 App 的用

户体验要明显好于手机网页游戏。

虽然运营商还没有找到吸金利器，但是基于 4G 的

应用确实可以体现出相对 3G 的不同。NTT DoCoMo

常务执行董事吉泽和弘指出，4G 的特征是容量大、速度

快，未来 4G 的“杀手级应用”很可能会充分利用这一特

征，这种“杀手级应用”可能是影像的、动画的、视频类的

应用。

此外，吉泽和弘认为，基于云服务的应用也可能会

在 4G 时代爆发。NTT DoCoMo 在日本推出了打电话

自动翻译、语音助手等服务。“如果你的网速是很慢的

话，这个功能是用不了的。”他说。

由于 4G 的速度快、体验好，一些有带宽瓶颈的移动

互联网应用现在能够得到充分解放了。因此，移动互联

网产业也许会因为 4G 的大规模推进有大幅跃进的可

能。最直接的就是高品质影音的移动应用。移动即时

通信和移动社交也因此可以大量引入高画质照片和影

音共享的功能。

另一个可以预见但又有不确定性的领域就是基于

网络和云的移动互联网服务。

现有的原生 APP 主要作为移动服务入口的格局是

否会改变？HTML5（第五代超文本标记语言）技术封

装的 APP、手机网站、在线信息助手服务(Siri 类、在线翻

译、在 线 导 航 和 实 景 地 图、街 景、现 实 增 强 的 其 他 服

务)，乃至于现在不太受欢迎的 Chromebook（谷歌推出

的一款网络笔记本）等基于网络的终端设备，是不是会

因为网络基础设施的大幅度性能提升而迎来新的发展

契机？

如是，原生 APP 以及基于此的 APP Stroe（应用商

店）类型的软件商店的商业生态将会被破坏性创新。移

动搜索、社交等基于信息流的新商业生态会建立起来。

这 就 是 谷 歌 现 在 正 在 美 国 进 行 的 。 如 果 解 读 NTT

DoCoMo 的 2010 年至 2015 年中期远景，也会发现其提

出了“个人云、企业云、网络云”的以云服务为重点的智

慧生活愿景，来弥补其在网上软件商城和智能机方面的

不足。

由于网络速度的提升将计算和储存大量置于云服

务，终端设备可能会进一步小型化和降低成本,省出来

的体积和成本对大规模使用新的输入输出技术会有很

大的帮助。在 4G 网络成熟并大规模普及以后，集新技

术于一体、更多基于网络基础的新型终端形式会进一步

改变我们的移动生活。

在 App 和智能机时代，日本没能走在世界的前

列，但中国却逐渐缩小了和世界前沿的差距。4G

到来之际，中国的移动互联网软硬件和服务行业，

能够站到世界的潮头吗？

这也许是中国快速投放 4G 更大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野村综研(上海)电信行业研究副总监）

■ 陶旭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