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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电信运营商披露一季度“成绩单”

34.35%！产业数字化成营收增长引擎
■TMT快报

“这回可好了，旱厕不用了，空气变好了，

臭水沟也没了，多年的下水难题都解决了。”哈

尔滨平房区哈达村村民张伟给当地“厕所革

命”点赞，“用政府给安装的污水处理设备，净

化后的水也不浪费，拿来浇门口的小菜园都不

用施肥了。”

“之前生活污水全都倒门口臭水沟，生活环

境脏乱差。”张伟说，“现在这一家一户的污水处

理设备有专人维护，一个月电费不到6元，生活

大变样，幸福感特别强。”

张伟家用的污水处理设备，是利用农村生

产生活大数据实现“互联网+大数据”的农村污

水综合处理的探索。这种方式实现厕污共治，

处理后的污水达到灌溉标准，在自家庭院内打

造“田园绿色小生态”，真正做到农村改厕“建得

起，用得上”。

在管控这一设备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大数

据监控管理平台”上，可以看到包括张伟家在内，

上千农户家的污水处理设备在系统实时监控下

运行，覆盖了黑龙江、四川、河南等省份。通过监

测污水量、处理时长、用电量等指标，系统可精准

定位故障设备和故障点，第一时间启动维修程

序，通知驻村维修人员上门。

“根据污水水量、时间等指标智能化匹配处

理模式，实现一户一策。在没有网络的环境下，

也可以根据用户平时污水大数据默认匹配处理

模式。”研发该系统的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王小东说，通过集中管控平台的故

障巡检、故障预警及运维管理功能，相比传统运

维方式，运维费用可降低80%。

当前数字乡村建设蹄疾步稳，为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注入新动能。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大

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

共服务，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覆

盖。着眼解决实际问题，拓展农业农村大数据应

用场景。

近日，中央网信办等 5 部门联合印发的

《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明确加快补齐

数字基础设施短板，包括持续推进乡村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升级。

随着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用好大数据

这项“新农资”，也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

容。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与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张琦表示，通过对农村生产生活大数据的

搜集和分析，拓展应用场景，可将分散的数据转

变为信息资源，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供精准、

科学的决策支持，提高基层环境管理决策能力，

推动农村摆脱“脏乱差”走向“环境美”。

小厕所，大民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

速解决民生关切事，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厕所革

命”。但记者调研发现，有的地区因为模式不适

应，建了没法用；有的因为缺乏管护机制，锁上不

让用；有的因为质量不高，建了不耐用。

“传统黑水、灰水处理是将黑水、灰水混合到

一条管道统一输送至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成本

高，设施维护费用高。”王小东说，“互联网+大数

据”集中管控分布式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系统，让

项目资金使用、维护更精准，运维费用极大降

低。今年这一污水处理系统有望新增约3.5万农

户使用。

记者调研发现，部分农村地区污水管网、污

水处理站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此外，近几年农

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的同时，一些设施设备建而

不管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对城镇周边、

中心村等实现截污纳管或有条件建设污水管网

的地方，可统筹推进农村厕所粪污与生活污水治

理；其他地方主要采取单户或联户的分散处理方

式，充分结合农村庭院经济和农业绿色发展，推

动就近消纳、综合利用。

“要逐步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市场运作

的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管护机制。”国家发展

改革委农村经济司司长吴晓说，要鼓励有条件的

地区推行系统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运行管护。

探索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运行管护社会化服

务体系和服务费市场化形成机制。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首季中国自主研发游戏
海外市场收入296亿元
据伽马数据发布的《2022年 1-3 月游戏产

业报告》显示，1-3月，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

入 794.74 亿元，环比增长 10.08%，同比增长

3.17%，低于2021年同期的同比增长率；中国移

动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604.32亿元，环比增

长9.28%，同比增长2.72%，低于2021年同期的

同比增长率。

海外市场方面，1-3月，中国自主研发游戏

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为 45.54 亿美元（约合

人民币 296 亿元），环比下降 0.54%，基本与上

季度持平。主要原因是新品未带来较大增量。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中国自主研发

移动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60.9亿美

元，同比增长21.8%，占全球手游收入比例上升

至17.26%。对此，智库分析师表示，2021年全球

游戏市场在上年高基数基础上增速大幅放缓，

而中国手游在海外市场的收入仍实现了两位

数的增长，充分凸显了国产游戏全球化竞争力

的增强。 综合

“互联网+大数据”赋能乡村污水精准治理

3D打印技术突破
无需再逐层构建

截至 4 月 24 日，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
商均已披露 2022 年一季度“成
绩单”。数据显示，三大运营商
5G 用户总数总计 8.49 亿户，新
增 5G 用户环比增长率逐月向
好；三大运营商合计实现净利
润 348.54 亿元，按照一季度共
90天计算，日赚约3.87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电信运营
商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环
节，其数字化转型服务能力不
断提升，有利于充分发挥投资
拉 动 作 用 ，加 快 5G 技 术 与 能
源、教育、文旅等垂直行业融
合发展。

三大运营商合计净利润348.54亿元

中国电信发布一季度报告显示：营收为

1185.76 亿元，同比增长 11.5%，其中服务收入为

1100.24 亿元，增长 9.9%；净利润为 72.23 亿元，

同比增长12.1%。

中国移动公布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显

示：报告期内，实现营收 2273 亿元，同比增长

14.6%。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 1938 亿元，同

比增长 9.1%；净利润为 256 亿元，同比增长

6.5%。

中国联通发布的公告显示：2022年第一季

度营业收入为890.22亿元，同比增长8.2%；净利

润为20.31亿元，同比增长20%。

从三大运营商第一季度业绩看，中国移动的

营收增长最快，为14.6%；三大运营商合计实现净

利润348.54亿元，按照一季度共90天计算，日赚

约3.87亿元。

数字化转型服务能力增强

三大运营商加强数字化转型服务能力，相关

业务收入增速和占比不断提升。

在产业数字化方面，中国移动推进“网+云+

DICT”规模拓展，构筑移动云差异化优势，全面提

升信息服务行业市场竞争力，推动高频高价值行

业产品规模复制；一季度，大数据、信息化业务收

入为237亿元，同比大增50.9%。

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此前表示，公司深入

实施“5G+”计划，推进数智化转型，加快高质量

发展取得新成效，转型发展新动能增势强劲，对

主营业务收入增量贡献近60%，成为推动中国

移动收入增长的第一驱动力。

中国联通收入结构不断优化。一季度，公

司产业互联网业务实现收入194.19亿元，同比提

升34.8%，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23.9%。中国联

通整合网络与算力资源，不断增强“联通云”能

力。一季度，联通云实现收入91.2亿元，同比提

升 114%；IDC（互联网数据中心）实现收入62.31

亿元，同比提升14.5%；算网业务增长良好，固网

服务收入同比提升19.1%，达到384.63亿元，增幅

创近年来新高。

中国电信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

合发展，充分发挥天翼云的市场竞争力，推动客

户加快“上云用数赋智”，丰富创新5G定制网商

业模式，打造综合智能的场景化解决方案，积极

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挥前瞻性资源布局

优势，加快构建算力网络，建设智能化综合性数

字信息基础设施。一季度，公司产业数字化业

务加速增长，收入达到 294.14 亿元，同比增长

23.2%。

综合统计显示，一季度，三大运营商产业

数字化相关业务营收合计约725亿元，同比增

长 34.35%，占服务收入比重为 18.8%，较 2021

年提升3.9个百分点。产业数字化业务已经成

为运营商一季度营收增长的强劲引擎。

5G套餐用户数合计超8亿

根据三大运营商披露的最新运营数据，截至

2022年3月底，三大运营商5G套餐用户合计达

8.5亿户，其中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5G

用户分别为4.7亿户、2.1亿户、1.7亿户。渗透率方

面，截至2022年3月底，中国移动、中国电信5G

渗透率分别为48.3%、55.5%。

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我国移动电话基站

总数达 1004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8.1 万个。其

中，5G基站总数达155.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

的 15.5%，占比较上年末提高 1.2 个百分点。其

中一季度新建 5G 基站 13.4 万个，同比增长

179.2%。

从资本开支的角度来看，中国电信预计2022

年资本开支为930亿元，其中5G网络投资占比

36.6%，达到340亿元，同比下降10.5%。中国电

信相关负责人表示，5G投资规模与近几年相比

稳中有降，占收入比重持续降低，降低资本开支

有助于节省开支、提升业绩。

中国联通并未公布资本开支预期，但是它与

中国电信共建共享5G网络，中国电信降低了5G

网络投资，中国联通同降应在预料之内。

中国移动方面，预计2022年资本开支1852
亿元，其中5G相关资本开支约1100亿元，同比下
降3.5%。中国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资本开支将
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预计三年后资本开支占营
收的比重会降低到20%以内；5G相关的业务数
据仍处于高速增长状态，缩减开支与业务的发展
呈相反态势。

正因如此，有业内人士认为，三大电信
运营商后续建成的 5G 基站大概率增速会逐
步减少，直至出现负增长；同时，由于上年度
营收增长主力来自产业互联网及云业务，因
此 5G 相关业务大概率对于营收增速的贡献
不高。

但在另一方面，5G业务的运营成本却并不
低。有数据显示，5G基站的投资成本是4G基
站的2.4倍，5G基站的电费几乎是4G基站的3
倍，高昂的电费成本，与之不成比例的营收增
速，或是导致运营商减少投资的原因。

综合科创板日报等多家媒体

尽管 3D 打印技术在过去十年中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但该技术仍然面临一个基本限

制：物体必须逐层构建。美国研究人员开发

了一种在固定体积的树脂内打印 3D 物体的

方法。打印物体完全由厚树脂支撑，就像一

个动作人偶漂浮在一块果冻的中心，可从任

何角度进行添加。这项新 3D 打印系统，可更

轻松地打印日益复杂的设计作品，同时节省

时间和材料。

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助理教授丹·康格里

夫说：“这种体积打印的能力使你能打印非常

困难的对象。对于3D打印来说，这是一个非常

令人兴奋的机会。”

从表面上看，这项技术似乎相对简单：研究

人员通过透镜聚焦激光并将其照射到凝胶状

树脂中，这种树脂在暴露于蓝光时会变硬。但

研究人员没有简单地使用蓝色激光，因为树脂

会沿着光束的整个长度固化。相反，他们使用

红光和一些巧妙设计的纳米材料分散在树脂

中，仅在激光的精确焦点处产生蓝光。通过在

树脂容器周围移动激光，他们能够创建详细

的、无支撑的打印件。

研究人员专门使用一种称为三重态融合上

转换的方法将一种波长的光转换为另一种波

长。通过使正确的分子彼此靠近，研究人员创

建一系列能量转移，如将低能红色光子转化为

高能蓝色光子。

通过一系列步骤，研究人员将必要的上转

换分子形成不同的纳米级液滴，并将它们包裹

在保护性二氧化硅壳中。然后他们将得到的

纳米胶囊分布在整个树脂中，每个纳米胶囊比

人类头发的宽度小1000倍。

研究人员目前正在探索同时多点打印的

可能性，这将大大加快这一过程，以及以更高

的分辨率和更小的比例进行打印。研究人员

也在探索使用上转换纳米胶囊的其他应用，通

过将不可用的低能光转换成太阳能电池可收

集的波长，将帮助提高太阳能电池板的效率。

新技术也可用来帮助研究人员更精确地研究

可用光触发的生物模型，甚至在未来提供局部

治疗。 据《科技日报》

SpaceX“星链”拿到
首单飞机WiFi服务

SpaceX“星链”卫星互联网拿到首单飞机

WiFi服务。近日，飞机服务商JSX在社交媒体

上表示，JSX很荣幸成为第一家采用SpaceX“星

链”卫星互联网的航空公司，为机上乘客免费

提供上网服务，今年晚些时候JSX机上WiFi就

会问世。

JSX已签署协议，为100架飞机提供“星链”

飞行WiFi服务。

“星链”卫星宽带服务用户已有 25 万，

SpaceX也在寻求进军航空等新市场。SpaceX

“星链”商业销售副总裁乔纳森·霍费勒3月份

曾表示，SpaceX开发了一种航空天线，正在进

行测试，并正在努力让它在各种飞机上获得

认证。

除了 JSX，达美航空公司最近也测试了

SpaceX“星链”飞机互联网服务。据报道，达

美航空公司已与 SpaceX 的宽带部门进行了

会谈，并对“星链”技术进行了探索性测试。

自2019年5月首批60颗“星链”卫星上天以

来，SpaceX已专项组网部署42批“星链”卫星，

算上此前“拼车”捎带的“星链”卫星，SpaceX已

累计发射2300多颗“星链”卫星。 综合

中国移动
净利润为256亿元
同比增长6.5%

中国电信
净利润72.23亿元
同比增长12.1%

中国联通
净利润20.31亿元
同比增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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