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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千兆城市建设总体情况及典型做法

一、总体情况

截至 2022年 10月底，全国共有 110个城市达到千兆城

市建设标准，完成总结评估工作，约占所有地级市的三分之

一。其中，2021年度建成 29个千兆城市，2022年度建成 81

个千兆城市。从区域分布看，东部地区建成 41个千兆城市，

中部地区建成 29个千兆城市，西部地区建成 40个千兆城市。

二、关键指标情况

（一）“双千兆”网络建设情况

截至 2022年 10月底，我国千兆城市平均城市家庭千兆

光纤网络覆盖率超过 100%，实现城市家庭千兆光网全覆盖。

千兆城市平均每万人拥有 5G基站数达到 22.2个/万人，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15.7个/万人），其中，第一批千兆城市平均

达到 25.8个/万人，第二批千兆城市平均达到 19.1个/万人。

千兆城市平均 10G-PON端口占比达到 46.7%，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32.1%），其中，第一批千兆城市平均达到 52.9%，第

二批千兆城市平均达到 40.8%。

（二）“双千兆”用户发展情况

截至 2022年 10月底，我国千兆城市平均 500Mbps及以

上用户占比达到 32.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4.8%），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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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千兆城市平均达到 34.5%，第二批千兆城市平均达到

30.9%。千兆城市平均 5G用户占比达到 38.9%，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31.1%），其中，第一批千兆城市平均达到 38.3%，

第二批千兆城市平均达到 39.5%。

（三）重点场所 5G网络覆盖情况

千兆城市市属公办医院（三级以上）、重点高校、文化

旅游重点区域以及开办客运业务的火车站（二等以上）、干

线机场、重点道路等重点场所 5G网络通达率均超过 80%，

5G网络信号电平等指标满足相关建设标准，其中 84个城市

重点场所 5G通达率达到 100%。

（四）“双千兆”应用创新情况

千兆城市大力推进 5G、千兆光网等新技术在信息消费、

垂直行业、社会民生、数字政府等领域的融合应用，积极探

索“双千兆”网络协同部署建设方案和业务模式，为当地特

色产业、传统企业等发展带来经营管理、生产方式的数字化

变革，多个项目获得“绽放杯”5G 应用征集大赛、“光华

杯”千兆光网应用创新大赛全国奖。江苏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打造“双千兆”智慧手术室，实现千兆光网+手术室环境设

备、千兆光网+VR 远程手术教学、千兆光网+远程诊断直播

等应用落地，将单个手术室成本由 300 万元下降到 150 万

元，节省建设成本 50%。广东佛山创兴精密制造公司基于“双

千兆”网络打造生产内网，能够同时适配智能排产、智能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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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件准确定位等多个应用场景，产品良品率提升 16%，备料

成本降低 12倍，人工成本降低 38.6%。四川攀枝花攀钢集团

矿业公司“双千兆”智慧矿山应用，实现露天矿开采设备远

程操控、作业场景高清视频实时监测等应用落地，应用年收

益能够达到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

三、政策支持情况

千兆城市聚焦区域内“双千兆”网络建设应用中的难点、

痛点问题，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培育市场需求，引导各

类市场主体发挥合力，积极参与千兆城市建设，涌现了一批

具有示范效应的典型做法。

（一）优化“双千兆”网络建设环境

部分千兆城市编制出台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并纳入

同级国土空间规划中落实。四川雅安、河南洛阳、江苏泰州

等将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列入市国土资源规划委员会成员

单位，参与市国土资源规划工作，将光纤网络建设规划、5G

站址规划等专项规划在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中

进行落实。

部分千兆城市加强公共资源开放共享，为“双千兆”网

络建设提供便利。浙江温州、山东德州、内蒙古呼和浩特等

建立公共资源开放联系人制度，免费开放政府机关、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所属路灯杆、监控杆、道路指示牌等社会挂高

资源；河南南阳协调解决疑难站址，推动公路、机场、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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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高铁站、大型场馆、景区等公共场所向 5G基站建设无

条件免费开放；贵州贵阳严格规范收费种类，推动住宅小区、

商务楼宇等的管理单位对通信设施建设提供通行便利，禁止

巧立名目收取进场费、协调费、分摊费等不合理费用。

部分千兆城市在园区、道路、建筑物等市政项目审批时，

将光纤管线（杆路）及基站站址纳入建筑方案的设计审查、

竣工验收环节。江西赣州、湖北宜昌、宁夏银川等将通信设

施建设纳入新建建筑、市政、交通等工程项目联合图审、联

合验收；河北雄安新区在老旧小区和老建筑物的改造工程

中，将光纤网络建设纳入工程建设审批管理系统。

（二）降低“双千兆”网络建设成本

部分千兆城市为 5G 等通信设施提供用电保障，降低用

电成本，并严格规范收费种类。山东威海、江西抚州等部署

辖区内各 5G基站转供电主体开展自查自纠，组织市场监管

部门对转供电主体违规提高电价、加收电费和其他价格违法

行为进行查处；广西钦州推行用电成本费用精细化管理，通

过“一压二改三减”策略（“一压”即压电价，“二改”即

C-RAN改造和转改直，“三减”即减容并柜、节能减排和智

能关断节能）降低每载频网络电费。

部分千兆城市在“双千兆”网络建设、运行维护等方面

提供资金补贴。福建厦门、广东深圳等对基础电信企业新升

级 500Mbps 以上的家庭宽带用户、新升级光纤到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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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TR）用户给予每户 100元左右资助，对“光华杯”应用

创新大赛获奖项目等给予专项奖励；山东青岛、江西鹰潭、

甘肃酒泉等安排专项资金，支持 10G-PON端口、千兆光猫、

5G基站等建设升级。

部分千兆城市对市政建设、征地拆迁等造成的电信设施

迁改或损毁，严格落实补偿政策。河南郑州对架空线入地、

老旧小区通信改造、地铁建设等工程项目通信改造给予资金

配套并及时落实到位；江苏连云港对于移动基站站址、杆路、

管线进行赔补，赔补金额占恢复建设所需支出的 25%以上。

（三）加强“双千兆”网络建设组织保障

部分千兆城市建立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或相关部门牵头

的多部门联合工作机制，将“双千兆”关键指标纳入对各区

县、各部门的重要考核内容。浙江嘉兴、陕西榆林、山东东

营等成立了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 5G 网络建设领导小

组，统筹协调调度全市 5G 发展等工作；江苏徐州成立 5G

建设应用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将 5G基站、宽带下载速率等

“双千兆”建设关键指标纳入市对县高质量发展考核；重庆

渝北将 5G 建设及应用纳入各部门、镇街年度考核。

部分千兆城市对疑难站址、公共设施开放、电力审批等

工作，建立重点督办机制。河北张家口督办各区县、各部门

在土地、电力接引、能耗指标、市政设施等资源要素上对“双

千兆”网络建设给予重点保障；海南三亚将千兆城市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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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列入市政府重点督办事项，以“工作专班”“财政补贴”

“问题清单”等一系列举措，推动“双千兆”网络建设取得

实效。

此外，安徽合肥、新疆克拉玛依、四川宜宾等千兆城市

积极创新方式方法，从人才引进、特色应用、科普宣传等方

面对“双千兆”网络发展给予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