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移动5G终端策略解读



历史总会有相似 但绝非简单重复

2019年，

我们又将如何谈论5G…

2013年，

我们对4G的畅想成真了吗…

TD-LTE终端已初步成熟，

初步具备规模商用条件
2014年1亿部终端成熟度

高带宽——视频

低时延——游戏

短视频 …
王者荣耀 …

新技术特性
新应用

高带宽将助力OTT业务发展

替代短信

微信、出行等
超级APP

移动互联网
应用

车联网防碰撞

户外高清监控

有标准，未应用
成本高，上行受限行业应用

注：2013年底，4G牌照发放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判断



5G时代终端产业展望

底层技术
“瘦”终端
智慧终端

终端产品
“能力提升”

ToB领域
“新机遇”

ToC领域
“新体验”

业务模式
“价值重构”

规模发展
“最关键”

面向终端产品和业务

面向用户和市场



底层技术：5G与AI技术相遇，对未来5G终端带来变革

AI
算力

云

更高带宽和更低的带宽成本，释放云端

运算能力，提升终端侧处理能力。

边

边侧将为终端提供更实时的、极短时

延的运算赋能和服务。

基于用户隐私等因素，终端侧的处理

能力也将得到持续提升。5G终端将分

化为瘦终端和AI智慧终端。

端

5G +

云端一体化催生更多“瘦”终端 ，多形态智能硬件；智能手机仍是个人最重要的计算平台、超级硬件、承载各类业务

终端产业分析



终端产品：5G上下行能力提升，带动终端内容采集、生产、展现能力全面提升

内容展现--输出单元内容生产--处理单元内容采集--输入单元

高像素图片

高帧率视频

高码率音频

不断增强，不断细腻

120FPS
HiFi

NPU 多处理单元

多核心指标

更高效处理

全面/折叠

VR/AR

全息

多维度体验

终端产业分析



业务模式：5G业务价值链的创新和重构
终端厂商、平台业务运营方、运营商等相关方的能力、角色和价值面临重构

3G之变 4G之变

彩信、门户

短视频爆发

超级APP

运营商
超级APP厂商和终
端厂商

超级APP厂商、终端/智能硬件厂商、平台业务运
营方、运营商等

5G之变

移动APP出现

内容制造

内容获取

内容处理

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

赋能行业

传统互联网厂商、行业解决方案商等
新进入者

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移

革新业务

终端产业分析

上行能力大幅增强，UGC、直播、

强交互类业务增加

5G+AI推动终端内容获取向场景化、

智能化发展

业务云化，借助云侧强大能力，增

强端侧用户体验



5G时代，ToC业务新体验

高速率、低时延提升移动互联网业务体验，但5G“杀手级应用”是？

视频体验 游戏体验

4G网络下载时间 5G网络下载时间

王者荣耀 297s 31s

4k视频播放（668.2M，时长4分钟，1.5倍速播

放）：5G网络下无卡顿；4G网络下卡顿18次。

2019. 06，北京

@中国移动创新

大厦5G现网

2019. 06，北京

@中国移动创新

大厦5G现网

游戏下载更新：

当前预判：
VR/AR

“快”切实提升当前应用体验 未来2~3年5G新应用和业务

游戏时延：当前游戏面向4G时延设计和优化，4G/5G

体验区别不大，未来可能出现专门面向5G新游戏。

新生业务？
如4G时代：

终端产业分析

5G

4G

5G

4G

5G



5G时代，ToB业务新机遇

5G ToB产业被广泛认为前景广阔，但面向产业化发展，破局的关键是什么？

5G释放数字经济，增长新动能

2020年
中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

5G带动直接经济产出

39%

4840亿元

制造大国

生产制造企业 225.3万 个

通信强国

通信、互联网、终端全球领先

仅5G连接才能满足 收益大于投入

迫切需求

国内劳动力红利消失

生产制造业逐渐向海外迁移

满足这些要求的场景有多少？

绝对规模偏小

定制化需求

成本控制严格

产品规模化

产品可复制

定制开发成本低

如何解决供需之间矛盾？

终端产业分析



5G时代，终端规模普及是关键

5G用户规模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面向普及，行业和企业的痛点、关心点是什么？

智能手机是5G终端规模发展先发产品，消费类和行业类良性互动，双向促进。

终端价格、杀手应用、网络

覆盖、通信资费是关键因素

运营商政策是重要推动力

成本、价值、需求匹配度

>￥4000 >￥2000 >￥1000

智能手机价格及份额占比

2G/NB 4G模组 5G模组

物联网产品模组价格

大于
￥1000

￥100
左右

终端产业分析

小于
￥3015% 41%

79%



多模式
频段

多终端
形态

多用户
选择

新产业
生态

2.6/4.9/3.5GHz

NSA/SA

立足智能手机头部产品

拓展泛在终端形态

高、中、低端协同

5G替换4G，产业规模发展

To C 新型业务生态

To B 通用标杆解决方案

中国移动5G终端总体策略：三“多”一“新”

终端产业分析



一、多模式频段：推动5G终端稳步发展

发展5G NSA/SA双
模式终端

2019年优先支持NSA/SA；

2020年1月1日，必选NSA/SA

同步支持2/3/4G，支
持主流频段

手机必选2/3/4/5G，

泛智能终端必选4/5G

面向产业共通，同步支持国
内三频

5G同步推进2.6/3.5/4.9GHz

中国移动举措



二、多终端形态：聚焦重点多形态产品品类

ToC/ToH，数据类等是5G初期重要产品
形态，5G配件产品应用越来越广

ToB，四大行业/领域凸显5G需求，
三类5G终端共同发展

基础连接类

纯5G接入能力

5G模组、连接型CPE

通用场景类

系统集成，软件开发；

车载/电力5G BOX

行业定制类

特定形态、特殊功能；

如工业控制机器人等

车联网行业 电力行业 工业互联网 新媒体直播

数据类
(CPE)

便捷、快速接入，

替代有线/WiFi。

家庭服务入口。

ACPC 5G配件

高清大屏、投屏器、

VR头盔、AR眼镜等

随时随地在线、

高速上网，PC体

验升级。

5G发展初期（2019 - 2020） 5G发展中期(2020 - 2022)

中国移动举措



2020 Q4

进一步下探

三、多用户选择：5G终端市场和价格需求

智能手机2020年底下探至1000-2000元；泛智能终端市场空间2021年达千万级

数据来源：Counterpoint Research，赛诺报告

2019 Q3

NSA先发

2020年初

NSA/SA双模

2020 Q2

价位下沉

￥5000±
￥3000±

2019年中
2020年中

2020年底

旗舰为主

低端下探

中高端覆盖

预计中国5G智能手机市场2020年达数千万到亿级。

2019 .9

基础连接型（CPE，模组等）

2020年初

NSA/SA双模

2020 H2

终端形态突破

￥1000~2000
￥1000+

2019年底 ￥500+

2020年

通用模
组价格

行业纽带型 基础连接型

100万100万

(类别）

250万

VR\AR

500万 500万 2020年
2021年

中国5G泛智能
终端市场空间

1000万

中国移动举措



四、新产业生态：拓展ToB/ToC新业务模式

探索新型合作共生共赢关系 三大举措推动行业应用发展

提供面向行业的供需共享平台

促进需求对接与商机共享

打造通用的标杆型解决方案

面向13个重点行业

推出超百款产品

行业

建立行业产品库
为行业提供更丰富的
产品来源

需求碎片化

绝对规模小

成本控制严

5G业务价值链的创新和重构

02

03

组建联盟

引入更多合作伙伴，尝试业务样板

提供服务

开放实验室、提供网络环境，助力5G特色业务快速孵化

01

02 03

01
开放网络能力

开放边缘能力、计费能力等，探索新业务模式

中国移动举措



支撑服务

随到随测，不限轮次

共建5G联合实验室

重点关注

基础通信：一致性、射频等

关键性能：OTA、功耗、发热等

已建立两大类5G产品库

中国移动5G产品管理要求

于6月21日正式启动受理入库测试

5G手机产品库

满足《中国移动5G商用手机产品白皮书》

5G泛智能终端产品库

个人、行业、家庭

满足《中国移动5G商用泛智能终端产品白皮书》

中国移动举措



19款 首批终端及芯片

2.6GHz 方案快速推出

近100家 境内外媒体宣传报道

2份 《终端产品白皮书》

4类 测试、解决 4000+问题

产业通力合作，“5G终端先行者计划”成果丰硕

47家 合作伙伴

2018.02

2018.06

2018.12

2019.02 

预商用产品要求

首批终端正式亮相

MOU签署锁定产品

成立

2018.06 上海，签署合作备忘录

2018.12 广州，央视新闻报道 2019.05 香港，《大公报》报道



新使命再出发，升级“5G终端先行者产业联盟”

合作伙伴升级：

聚合终端产业上下游

联盟使命升级：拓展四方面工作

专项任务升级：推动六项产业合作

5G射频方案 5G开放实验平台 5G优选应用

5G电竞解决方案 5G+超高清视频 5G+智慧交通

推动产业成熟 丰富产品品类

孵化应用场景 构建繁荣生态关键材料供应商核心器件商

解决方案商

平台服务商

行业客户互联网厂商

内容应用商

渠道商

芯片、元器件
终端、仪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