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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本文件介绍关于信息通信技术（ICT）环境在后新冠肺炎（COVID-19）
大流行时代的报告和趋势，供制定国际电联2024-2027年战略和财务规划时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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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技术（ICT）环境的趋势

供考虑的文件和报告

A. 20国集团（G20）的《到2030年时实现全人类互连互通》

B. 各区域数字趋势报告

C. 为数字基础设施、接入和使用的融资进行监管提升

D. 普遍接入数字技术和服务的融资

E. 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期间宽带和数字化的经济影响

F. 了解COVID-19对信息通信技术（ICT）市场的影响——事实与数字

G. 技术趋势

H. 国际电联专家对2025年新兴趋势的展望

I. 2021年宽带状况报告（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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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0年实现全人类的互连互通

评估到2030年时实现人人都连上互联网所需的投资

国际电联作为G20数字经济任务组领先知识伙伴的贡献（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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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到2030年时实现人人都连上互联网所需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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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近一半的10岁及以上人口（约30亿人）从未使用过互联网。许多人生活在农村和偏远地
区，其中女性比例过高。大多数人都很穷困，缺乏基本的读写能力，而且由于接触数字技术
有限，因此认为上网不具价值。

➢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我们面临着没有宽带接入的人群被进一步抛在后面的现实危险。

➢ 我们需要以创新方式实现人们的连接，促进创新，推广新技术。有利的监管框架可以发挥很
大作用。

➢ 政府政策需要优先考虑将宽带作为基础设施，因为这与交通、能源和水网络一样，对数字时
代的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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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0年实现宽带连接
普遍接入所需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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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区域和不同收入人群分列的所需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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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投资需求进行融资：指示性成本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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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调研结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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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来十年，让超过30亿人上网的成本估计为4280亿美元。

▪ 没有任何一家参与方能够单独实现到2030年让所有人都实现普遍、价格可承受的宽带连接的宏伟目标。不
同的利益攸关方应携手并肩应对这一挑战。

▪ 投资应采取一种区域性方式——特别关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和南亚的情况——在未来10年内让那些没有
连接的人们实现上网。

▪ 虽然基础设施投资是主要挑战，但投资于政策和监管改革、数字技能和本地内容开发也至关重要。

▪ 在提高数据、设备和服务的价格可承受性方面的互补努力将是帮助缩小全球数字鸿沟的关键。

G-20的讨论：

国际电联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全球互连互通专家组（1A建议）的共同倡导者， 可随时准备
提供全球平台，使协调与合作从愿景走向形成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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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区域分列的数字趋势
国际电联2020年数字趋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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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 存在很大的使用差距，生活在网络覆盖范围内的个人由于缺乏负担能力、技能或有意义/高质量的接入
而没有使用互联网：

- 移动宽带占33.1%，固定宽带的使用率仍然很低；

- 只有一个国家达到了联合国宽带委员会提出的移动和固定宽带为人均国民总收入（GNI）2%的具
体目标。

➢ 需要更有针对性的、让更多女性上网举措。

➢ 加大数据收集力度是解决未来技能差距的关键。

➢ 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网络犯罪立法和网络安全法规。

➢ ICT基础设施发展以及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和云计算等综合技术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 COVID-19大流行带来了移动和固定网络的需求激增和网络拥堵，因为人们已转向在家办公，并在线获
取更多娱乐和教育资源，突显了需要更多关注的领域。

➢ 监管框架正在稳步改善，且这些框架越来越多地基于协作监管这一新的监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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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
➢ 缺乏互连互通：

- 说明使用差距巨大；

- 鉴于本区域的多样性，ICT的价格虽然越来越实惠，但仍然参差不齐。

➢ 唯一实现性别均等的区域，2019年性别均等得分为1.01%.

➢ 基础、标准和高级ICT技能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 发展人工智能功能和能力的空间仍然很大，可以通过推进标准化以达到必要的规模，以及解决数字基础
设施（包括网络安全）中的差距来培养这种能力。

➢ COVID-19大流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消费者和企业都在采用数字服务和技术，并加速了某些业务
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然而，基础设施差距对减轻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影响构成了重大制约。

➢ 监管框架正在稳步改善，且这些框架越来越多地基于协作监管这一新的监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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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
➢ 加快进展的一个主要障碍是缺乏有意义和价格可承受的连接：

- 存在巨大使用差距，即互联网覆盖到个人，但由于缺乏价格可承受性、技能或有意义/高质量的接
入，因此这些人未使用互联网。

➢ 需要更有针对性的举措，以让更多女性上网。然而，应当指出，性别差距不适用于海湾合作委员会
（GCC）国家，在这些国家，使用互联网的女性多于男性，或者男女间接近平等。

➢ 加大数据收集力度是解决未来技能差距的关键。

➢ 多数国家均已出台网络犯罪立法和网络安全法规。

➢ 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在人工智能功能和能力发
展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加速人工智能、物联网和云发展需要克服的主要挑战是与数据共享和卫生
相关的问题。

➢ Covid-19加快了数字化转型进程。

➢ 凡是出现ICT积极发展的地方，都得到了监管框架的支持， 并伴随着监管框架的稳步改进，且这些框架
越来越多地基于协作监管这一新的监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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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
➢ ICT基础设施、接入和使用的多数领域持续增长，但许多挑战依然存在，并因COVID-19大流行而
加剧。

➢ 鉴于本区域的多样性，ICT价格虽然越来越实惠，但仍然参差不齐。

➢ 虽然数字鸿沟依然存在，但性别差距已经缩小，使用互联网的男女性之间仅相差7个百分点。

➢ 多数国家的ICT基本技能水平达到40%以上，但标准和高级技能水方面平仍存在很大差异。

➢ 该区域在网络安全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35个国家已制定网络犯罪立法，31个国家已出台网络安全
法规。

➢ 发展人工智能功能和能力的空间仍然很大，这可以通过推进标准化以达到必要的规模来实现。

➢ Covid-19加快了数字化转型进程。

➢ ICT的积极发展和趋势，都得到了监管框架的支持， 并伴随着监管框架的稳步改进，且这些框架越
来越多地基于协作监管这一新的监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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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联体（CIS）国家
➢ 使用差距持续存在，即互联网覆盖个人，但由于缺乏价格可承受性、相关内容、技能或有意义的/高质量
的接入，这些人未使用互联网。

➢ 在对数据密集型应用、基于云的服务和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用户的需求增加的背景下，国际带宽的可用性
是关键所在。

➢ 虽然数字鸿沟依然存在，但性别差距略有缩小，性别均等得分为0.97。独联体区域是性别差距最不明显
的两个区域之一。

➢ 该区域所有技能类别都存在巨大的技能差距。加大数据收集力度是缩小这一差距的关键。

➢ 多数国家已开始或已在网络安全方面做出了复杂的承诺。

➢ 人工智能功能和能力发展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物联网市场仍在发展。缺乏本地云平台，国际合作日益
增多。在加速人工智能、物联网和云发展方面需要克服的主要挑战是研究解决数据共享和数据卫生
（data hygiene）的问题。

➢ 监管框架没有像大多数其他区域那样迅速提升至国际电联的“阶梯式换代” （generation ladder）协作监
管，留下了巨大的改革和完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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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 ICT 基础设施、接入、使用的大多数领域持续增长，并在所有ICT指标上领先其他区域。

➢ 欧洲的ICT价格最可承受。

➢ 虽然数字鸿沟依然存在，但农村家庭互联网接入比例增加到78%，且性别差距缩小，男女性之间互联网
使用比例差为5%。

➢ 大多数国家都达到了基本ICT技能水平，但在标准技能和高级技能方面仍然存在很大差异。

➢ 欧洲在网络安全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所有国家都已制定网络犯罪立法和网络安全法规。

➢ 在人工智能功能和能力开发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虽然在物联网领域，欧洲处于有利地位，并在采用
方面领先许多国家，但各自为政的政策环境阻碍了加速进展。另一方面，欧洲在构成物联网和其他ICT

关键驱动因素的云技术治理和政策制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 ICT的积极发展和趋势离不开最先进的、基于协作监管新模式的、G5监管框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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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字基础设施、接入和使用的融资进行监管
提升

国际电联2021年全球监管机构专题研讨会（GSR-21）最佳做法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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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后疫情时代数字世界的监管模式

后COVID数字世界需要对监管采取新的看法，以增强监管远见，充分利用数据制定精准干预措施，并为监管
机构和业界创造共同试验的空间。通过新技术、商业模式和参与方不断试探现有的监管模式， 对于找到应
对新挑战的市场解决方案至关重要。

➢ 新的监管工具可释放新的和新兴技术的力量
采用多模式监管框架，将事后监管和竞争方式扩展到数字市场，促进宽带网络基础设施竞争，为监管实验创建安全空间， 利用监管沙
箱将数字化创新的实验制度扩大到多个部门；

➢ 频谱创新是数字化未来的关键
制定保证有效使用频谱的政策，采取多方面的方式来释放更多频谱，包括在技术中立的基础上释放用于建立社区网络的频谱，通过平
衡许可和非许可使用来实现更高效的频谱使用，并考虑扩展非许可宽带的新规则，为新技术建立试验平台；

➢ 数据是数字监管的灵丹妙药
开发研究和数据分析能力，在决策中采用数据驱动工具，确保监管机构有权从市场参与方那里收集相关数据，并有能力开发监管工具，
以解决ICT和数字市场中已发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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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领导变革，释放新兴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力量

COVID-19大流行凸显了对敏捷、反应迅速的监管行动和领导力的需求。变革型领导将植根于新的和得到重
新审视的数字化和协作式监管中。

➢ 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机构是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建设者
清晰明了、目标宏伟但可执行的监管路线图，适应新的数字职责的监管治理结构，确保监管机构参与立法举措，发展监管机构对行业
和公民的跨部门咨询作用；

➢ 需要进行监管格局的转变，为所有人带来数字红利
建立问责制，重点关注协作式监管做法的设计和实施成果，加强监管的灵活性和透明度，增强监管的设计、管理和有效性，解除不再
需要广泛监管监督领域的监管，重新配置监管能力，以应对差距和新的领域；

➢ 国家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机构可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加强国家和国际参与战略，在国际层面就围绕数字经济中反竞争行为的问题开展合作并建立共识，鼓励在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方面开
展区域和国际合作，加强跨境数据流动方面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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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字技术和服务的普遍接入进行融资
国际电联GSR-21讨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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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就融资机制和从出资转向融资所需的思维转变提供指导

无论是汇聚金融资源、共享开放接入基础设施，还是利用公共资金筹集私人资金，目标都是尽可能拓宽有限
的金融和非金融资源渠道。主要趋势包括：

➢ 根据项目需要和合作金融机构的各种优势，综合使用货币和非货币捐助或实物捐助;

➢ 进行更明智的投资，从而从“出资”（funding）（出于道德责任）转向“融资”（financing），后者更具
商业基础，并涉及到进行良好投资，同时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

➢ 政府、商业银行、发展金融机构、私营部门以及双边和多边捐助组织之间为弥补资金缺口而开展的合作
正在加大，包括通过“混合融资”或战略性地利用发展融资为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筹集更多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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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大流行期间宽带和数字化的经济影响
国际电联出版物（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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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Covid-19推动了ICT投资、部署和服务采用趋势的若干变化:

- 互联网流量增加约30%，随着时间和地理分布模式的变化而变化（即从企业到住宅接入，部分是从
移动宽带到固定宽带/Wi-Fi）；

- 发达国家的电信/ICT资本投资上涨，以适应流量的增加，同时部署5G和光纤基础设施；

- 发展中国家的电信/ICT资本投资下降，表明数字鸿沟正在扩大；

- 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支出（CAPEX）减少，导致4G覆盖增长率下降，5G部署滞后（5G目前覆盖
拉丁美洲人口的3.34%，非洲人口的0%）；

- 远程工作、远程教学、远程娱乐和远程医疗对固定宽带的采用增加；

- 宽带价格下降—加大了可承受性加大（尽管在一些区域，固定宽带价格占人均GNI的百分比有所上
升，因为在严重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收入下降的速度高于价格下降的速度)；

- 在疫情大流行引发的封锁推动下，互联网平台的使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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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大流行的破坏所导致的ICT生态系统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ICT作为经济
增长驱动因素的重要性 :

➢ 由于全球宽带普及率提高10%，因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增量在固定宽带（从0.77%到
0.80%）和移动宽带（从1.50%到1.60%）方面保持稳定；

➢ 发达国家固定宽带的经济贡献大于发展中国家，反映出日益增长的“规模回报”效应；

➢ 发达经济体数字化的影响高于新兴经济体，再次证实了“规模回报”效应。 数字化还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
生产率的提高有关；

➢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移动宽带的经济红利更大，证实了占据很大一部分经济贡献的、与移动宽带
饱和和高度固定宽带采用相关的收益递减效应;

➢ 欠发达国家的移动宽带以及中等收入和发达国家的固定宽带对经济的贡献高于COVID-19之前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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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经济损失对每个受影响国家来说并不同等。宽带基础设施较好的国
家能够减轻部分负面经济影响，使家庭、企业和政府能够继续运作。

确认ICT的经济贡献和评估宽带在缓解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经济混乱方面的价值，为决策机构和监管
机构迄今为适应由此产生的行业动态变化而采取的措施提供了支持。这些措施包括：

➢ 赋予移动运营商在国内预定地区使用额外频谱的权利;

➢ 通过降低视频内容的清晰度，暂时减少一些视频流提供商产生的流量；

➢ 加快移动宽带大量基站的部署，降低天线部署许可要求；和

➢ 通过向弱势消费者提供设备（个人电脑、平板电脑、Wi-Fi调制解调器、补贴宽带服务）并将其与电子教育
和远程医疗的远程学习培训相结合，消除造成数字鸿沟的一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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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产生的证据为一些前瞻性行动提供更多指导：

➢ 发展中国家的决策机构和监管机构需要考虑扭转资本支出下降趋势和刺激电信投资的举措，以确保网
络的持续部署和推广。

➢ ICT在减轻疫情大流行引起的一些经济损害方面的重要性表明，决策机构需要减少需求侧障碍（价格可
承受性、数字素养、本地内容开发）并鼓励采用移动宽带。

➢ 固定宽带作为缓解疫情大流行引发的经济混乱的一种手段，其巨大价值表明，固定连接不发达的国家
迫切需要探索加快部署推广固定网络的方法，最初重点应是集中进行城市的密集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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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COVID-19对ICT市场的影响
ICT市场的事实与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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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网络如何适应新常态——爱立信, 2020年4月

对通信网络的需求前所未有

在危机时期保持互联网的正常运行（oecd.org）

https://www.ericsson.com/en/blog/2020/4/networks-adapting-data-traffic-new-normal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keeping-the-internet-up-and-running-in-times-of-crisis-4017c4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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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复原力是非常积极的

29

疫情大流行使大规模网络基础设施的系统性重要性得到了充分体现。

GSMA 情报：全球移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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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和增加的数字消费者行为

↑ 在线购物

↑ 电子教学

↑ 点播视频

↑ 远程工作

↑ 网上银行

↑ 视频呼叫和移动话音流量

↑ 以虚拟方式预约医疗从业者

30

爱立信：让消费者保持连接

https://www.ericsson.com/49d4b7/assets/local/reports-papers/consumerlab/reports/2020/global-report-keeping-consumers-connected-1606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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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的解决方案对于支持远程工作尤为重要

31

云过度趋势和预测| 德勤洞见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industry/technology/technology-media-and-telecom-predictions/2021/cloud-migration-trends-and-foreca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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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信的影响不似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严重

32

GSMA 情报：
全球移动趋势

由于其面向消费者的本质，电信行业的行为
相对于经济是周期性的。

Covid-19 的影响集中在漫游、手机和企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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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网络的推出势头不减

33

尽管出现疫情全球大流行和相关的经济限制，但新的5G网络持续推出 截至2020年第3季度，35个国家已分配了专门用于5G的“新”频谱。
其余国家要么在等待拍卖，要么重新部署现有频段用于5G。

数据为截至2020年9月30日的数据 - GSMA 情报：2021年全球移动趋势

https://data.gsmaintelligence.com/api-web/v2/research-file-download?id=58621970&file=141220-Global-Mobile-Trend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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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报告

技术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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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宏观技术的力量

35

宏观技术趋势| 德勤洞见

从过去十年的推动性技术到
21世纪20年代的颠覆性技
术，再到视野之外的技术，
宏观力量框架展示了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决定性技术之
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focus/tech-trends/2021/macro-technology-tren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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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2021年全球TMT预测

36

2021年TMT预测（deloitte.com）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insights/articles/US93838_TMT_Predictions_2021/93838_TMT-predictions-2021-infographi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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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科技领域的最大趋势

科技领域的最大趋势 | 麦肯锡

37

• 工业物联网
• 数字映射（Digital twins）
• 机器人/cobots/机器人

工序自动化
• 3D 或 4D 打印
• 5G

• 物联网
• 云计算
• 边缘计算
• 量子计算
• 神经形态芯片

• 计算机视觉
• 自然语言处理
• 语音技术
• 软件 2.0

• 零信任安全
• 分布式账本技术和区块连
• 生物革命
• 下一代材料
• 清洁技术

趋势背后的技术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mckinsey-digital/our-insights/the-top-trends-in-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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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立信：让消费者保持连接
对后Covid-19世界的五项预测

爱立信：让消费者保持连接

38

https://www.ericsson.com/49d4b7/assets/local/reports-papers/consumerlab/reports/2020/global-report-keeping-consumers-connected-1606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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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协会（GSMA）确定的 2021年全球移动趋势 –超越连接
的增长

世界各地的运营商将制造业视为未来最大的B2B收入机会

2021年全球移动趋势（gsmaintelligence.com）

39

https://data.gsmaintelligence.com/api-web/v2/research-file-download?id=58621970&file=141220-Global-Mobile-Trend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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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A确定的2021年全球移动趋势 – 5G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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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提出
自成一体网络的时间表

2021年全球移动趋势（gsmaintelligence.com）

https://data.gsmaintelligence.com/api-web/v2/research-file-download?id=58621970&file=141220-Global-Mobile-Trend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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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A确定的2021年全球移动趋势 –物联网和企业垂直市场

41

2021年全球移动趋势（gsmaintelligence.com）

https://data.gsmaintelligence.com/api-web/v2/research-file-download?id=58621970&file=141220-Global-Mobile-Trend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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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A确定的2021年全球移动趋势 –下一个10亿

42

尽管覆盖范围有所扩大，但互联网用户的增长正在放缓 智能手机的普及固然重要，但LTE的影响要大得多

即使成本已经下降，可价格可承受性仍然是一个问题

在发展方面，移动正在帮助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SDG），但世界注定无法如期实

现这些目标

自2015年以来，移动行业每年都在为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SDG）做出更大贡献。在手机使用
全面加速的推动下，2019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
响力的一年。然而，业界和政府的行动需要大幅
增加——就像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所做的那样——

才能回到正轨，避免重蹈之前全球减贫行动计划
（MDG）的覆辙

2021年全球移动趋势（gsmaintelligence.com）

https://data.gsmaintelligence.com/api-web/v2/research-file-download?id=58621970&file=141220-Global-Mobile-Trend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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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专家对2025年新兴趋势的展望
国际电联研究组和学术界成员对国际电联调查的答复（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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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电子和光子学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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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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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系统软件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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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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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基础设施设备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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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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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网络运营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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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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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用户设备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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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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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应用软件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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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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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确定的每一生态系统类别
中的挑战

50

关键性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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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在不同利益攸关方编写的关于COVID-19和ICT行业影响的其他报告中得
到总结：

51

• COVID-19 证明了数字就绪情况对于国家和企业保持竞争力的重要性世界经济论坛

• COVID-19 加剧了数字鸿沟的影响：参与教育、医疗和其他政府服务、进行交流和获得电子商务服务的能力完全依赖于价格可承
受的连接国际电联

• COVID-19 正在推动公司以新的方式合作，进行全生态系统的创新。从长远看，围绕创新的规则再不会与此前相同。世界的变化
速度快于任何人的预期，所以企业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灵活。许多领导人正在精心編拟新的创新战略，并建立新的伙伴关
系，以帮助他们在这场危机中快速、持续地转向。我们需要通过大胆创新来度过难关，当难关过去后，我们仍然需要进行大胆创
新。埃森哲

• COVID-19 危机向我们表明，诸如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不仅仅是工具，它们对于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的运转至关重要。特
别是在这一不稳定时期，我们需要将这些技术视为关键性基础设施……如果为了应对疫情大流行，我们能够实现技术与适当机构、
标准和规范良好结合，那么我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世界经济论坛

• 针对COVID-19 的恢复努力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利用前沿和新兴技术减少不平等现象的机会。联合国贸发会议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10-technology-trends-coronavirus-covid19-pandemic-robotics-telehealth/
https://www.google.ch/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ved=2ahUKEwjxj6CV_YDyAhXO3KQKHU2-D2wQFjAAegQIBRAD&url=https%3A%2F%2Fwww.itu.int%2Fmyitu%2F-%2Fmedia%2FPublications%2F2021-Publications%2FPandemic-in-the-Internet-age.pdf&usg=AOvVaw21eGhcjYU68Dpc6jDtgGAz
https://www.accenture.com/ch-en/insights/technology/tech-vision-coronavirus-trends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emerging-technologies-are-now-critical-infrastructure-what-that-means-for-governance/
https://unctad.org/news/emerging-technologies-can-foster-inclusive-covid-19-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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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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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数字化转型（加速应对预料之外需求）/优先考虑服务质量和价格的数据、设备和服务/云-分布式平
台-量子/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作为关键基础设施/虚拟体验/ 5G

政策和法规：宽带作为基础设施/规模化网络基础设施/网络运营和维护/网络安全/频谱创新/边远地区覆盖/

价格可承受性/投资-融资/数据收集和共享/协作监管-新的监管工具

跨领域：创新/伙伴关系-协作/区域方式/数字技能/本地内容/性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