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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信风

中国电信(SH：601728)于近日公

布2022年年度业绩。2022年，中国

电信经营收入为人民币4814亿元，同

比增长 9.5%，服务收入为人民币

4349亿元，同比增长8.0%，剔除2021

年出售附属公司的收入影响后，同比

增幅达到8.1%。EBITDA为人民币

1304亿元，同比增长5.2%。净利润

为人民币276亿元，同比增长6.3%，

剔除2021年出售附属公司的一次性

税后收益后，同比增长12.5%，每股基

本净利润为人民币0.30元。资本开

支为人民币925亿元，自由现金流达

到人民币132亿元。

年报显示，2022年，中国电信高

度重视股东回报，努力增强盈利和

现金流创造能力，有效管控资本开

支。在充分考虑中国电信盈利、现

金流水平及未来发展资金需求后，

董事会决定向年度股东大会建议中

国电信2022年末每股派发末期股息

人民币0.076元(含税)，加上2022年

中期已派发股息每股人民币0.120

元(含税)，2022年全年股息为每股人

民币0.196元(含税)，全年派发股息

总额为本年度中国电信股东应占利

润的65%。中国电信在A股发行上

市后三年内，逐步将每年以现金方

式分配的利润提升至当年中国电信

股东应占利润的70%以上，不断为

广大股东创造价值。

2022年，中国电信全面实施云

改数转战略，业务、能力、科创、云

网、改革等领域布局全面完成，通过

融云、融AI、融安全、融平台等构筑

发展新动能，不断提升数字化供给

能力，全力打造三型企业，持续推动

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中国电信持续加快基础

业务转型，强化推进数字化产品供

给，积极拓展智慧家庭与数字乡村、

智慧社区的融通发展新路径，让全社

会畅享更加美好的数字生活，推进基

础业务稳健增长。中国电信不断完

善5G网络覆盖，优化网络质量，提升

5G使用体验，促进移动用户发展和

价值稳定；以“5G+千兆宽带+千兆

WiFi”融合为抓手，填充AI、安全、云

等数字要素，推进宽带用户的应用拓

展和服务升级；打造开放融通的数字

生活平台，为社区和乡村提供领先的

家社政联动能力和丰富的基层治理

解决方案，提供视频门禁、社区管理、

乡村治理等综合场景应用。2022年，

中国电信移动通信服务收入继续保

持良好增长，达到人民币1910亿元，

同比增长3.7%，5G套餐用户渗透率

达到68.5%，移动增值及应用价值贡

献持续提升，移动用户ARPU达到人

民币45.2元，增长0.4%；固网及智慧

家庭服务收入达到人民币1185亿元，

同比增长4.4%，千兆宽带渗透率达到

16.8%，全屋WiFi、天翼看家用户分别

增长45.8%、52.7%，智慧家庭业务价

值贡献持续提升，宽带综合ARPU达

到人民币46.3元，增长0.9%；客户综

合满意度持续保持行业领先。

年报显示，中国电信积极把握当

前经济社会各行各业网络化、数字

化、智能化的综合信息服务需求，打

造“云网能力底座+行业应用平台”深

度融合的产

业数字化发

展模式，为千

行百业提供

数字化整体

解 决 方 案 。

天翼云历经

十余年发展

进入4.0全面

商用阶段，市

场份额持续

提升，已成为

全球最大的

运营商云和

国内最大的

混合云，挺进

中国公有云IaaS及公有云IaaS+PaaS

市场三强，保持专属云市场份额第

一，助力国家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

在国计民生重点领域，规模拓展成效

显著。中国电信聚焦5G行业应用场

景，累计发展近15000个5G2B商用

项目，其中 2022年新增项目超过

8000个，充分释放垂直行业转型新动

能。网络安全、大数据、AI、数字化平

台等新兴业务逐渐成为产数发展的

新动力。2022年，中国电信产业数字

化收入达到人民币1178亿元，可比口

径同比增长19.7%，天翼云收入达到

人民币579亿元，同比增长107.5%，

网络安全服务收入达人民币47亿元，

同比增长23.5%。

与此同时，中国电信持续优化

“2+4+31+X+O”的算力布局，在京

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

等区域中心节点，打造天翼云 4.0

自 研 多 AZ(AvailabilityZones，可 用

区)能力，“一城一池”覆盖超过240

个城市，边缘算力节点超过800个，

为用户提供高效集约、超低时延分

布式云服务，2022年新增天翼云算

力 1.7EFLOPS，算力总规模达 3.8

EFLOPS，同比增长81%；建设覆盖

全国的“全网-区域-边-端”四级

AI算力，打造集约AI能力中台，实

现 AI算 力 、算 法 、数 据 的 统 一 调

度，汇集5000余个算法和上百个场

景化解决方案；积极响应国家“东

数西算”战略，聚焦八大枢纽节点

加大布局，目前拥有700多个数据

中心和 3000多个边缘 DC,IDC机

架达到51.3万架，机架利用率超过

70%，IDC资源在国内数量最多、分

布最广；围绕全国数据中心，建设

大带宽、高可靠、广覆盖、层次化的

数据中心互联网络，AZ间时延小

于1ms；持续发挥网信安全保障作

用，形成了覆盖云网边端的安全基

础设施能力，建成覆盖全网的“云

堤”平台，安全能力池覆盖超过150

个城市；与中国联通持续推进4G/

5G共建共享，双方累计共建共享

5G基站超过 100万站，共享 4G基

站超过110万站，共建共享成效显

著，双方累计节省网络建设投资超

过人民币2700亿元，年化运营成本

节省超过人民币300亿元，为全球

通信行业贡献了共建共享关键技

术和运营管理经验。

中国电信公布2022年度业绩

天翼云收入实现再翻番
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测试成功，海缆抢修完毕。”3月

21日上午，听到这个消息，“锋阳海工”

号电缆施工船上的30多名船员松了

一口气，为了这次修复，中国海底和中

英海底的船员兄弟们在海上联手奋战

了整整一个月。

2月21日凌晨，位于汕头海域的

多条国际海缆发生故障，汕头国际海

缆登陆站是中国大陆连通亚太地区乃

至全球重要的国际通信枢纽。中国电

信集团紧急商讨抢修工作，协调国际

海缆组织、中国海底电缆建设有限公

司、中英海底系统有限公司召开紧急

海缆维修协调会，最终确定由中国海

底电缆和中英海底合作开展维修，制

定维修方案和维修计划，尽快完成汕

头段海缆故障的维修，确保3月初召

开的全国两会通信畅通。

这是一次主实业的通力合作，经

过一个月的奋战，他们克服了时间紧

迫、天气恶劣等诸多不利因素，圆满完

成抢修任务。

两路人马紧急出动

在海缆发生故障后的第一时间，

中国海底电缆和中英海底公司确定了

联合维修方案后，决定调集船舶、设

备、接续等相关人员立刻奔赴现场“会

战”，力求以最快的时间前往现场开展

抢修工作。

中国海底电缆在充分评估各方面

情况后，决定将正在广东阳江海域即

将南下承担其他作业任务的海缆船

“锋阳海工”号紧急调往汕头抢修。2

月22日下午，在完成了各种补给等准

备工作后，“锋阳海工”号立即调转航

向北上，向施工海域驶去。阳江距离

汕头约300多海里，而糟糕的是，天气

不给力，当时正好袭来一股冷空气，海

上大风大浪，“锋阳海工”号顶着8级

大风、3米大浪，行驶了将近3天后于2

月25日抵达。中国海底电缆还成立

了党员突击队和临时党支部，副总经

理陈江峰担任党支部书记，前往现场

指挥。

在“锋阳海工”号驶往汕头的同

时，负责物资组织和电缆接续的中英

海底也立即行动起来。船舶电缆工程

师、接续员，加班加点在吴泾码头清点

备件，整理接续设备。同时，中英海底

启动了报关手续紧急预案，开通“加急

通道”，为抢修所需的保税货物进口提

供快速通关，保障货物顺利到达汕

头。很快，包括接续设备、备用海缆等

在内的抢修所需设备装满了整整两辆

40尺的集装箱卡车，两辆集卡花了2

天时间开到汕头。中英海底又从原本

就紧张的船员中，安排6名船员上“锋

阳海工”号参与此次抢修任务。电缆

工程师涂海川、胡杰、季诚占等一批精

兵强将奔赴施

工现场，就在几

天前，他们刚刚

结束海外施工

任 务 ，回 到 上

海，原本可以休

假一段时间，但

接到任务之后，

立即结束休假，

飞赴汕头。到

了汕头之后，中

英海底的船员

们迅速进行导

缆测试，确保经过长途运输后，海缆没

有发生问题。

和天气“抢时间”

“海上气候多变，在此次抢修过程

中，气象条件不佳，每次修复都要抢碎

片化时间，在时间窗口内日夜不停地

施工。”陈江峰说。

2月27日20：00左右，在第一个

时间窗口来临前，“锋阳海工”号驶向

施工海域，计划修复亚太二号S7段海

缆，在风浪中行驶了约24个小时，到

达施工海域。此时，风渐渐小，海面也

逐渐平静。

“锋阳海工”号的设备开始轰鸣，

首先要打捞起被拉断的海缆两端。“海

缆是被外力拉断的，较难定位两个端

头的位置。”陈江峰说，打捞是这此次

抢修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

其中一个端头用信号探测设备很

快找到并打捞起来，但另外一个端头

被拉断之后甩到了外海海域，无法确

定具体位置，只能推算大致范围。为

了提高外海海缆打捞效率，此次打捞

并没有采取使用打捞锚的方式，而是

采取使用埋设犁携带打捞锚加深度打

捞的方式，一次性对外海区域无法准

确定位的故障海缆进行打捞回收，大

幅缩短了故障海缆的处理时间。

把“受伤”的海缆打捞上来后，大

家第一时间对“伤口”进行处理，测试

故障段，清理故障海缆，随后又把这两

段海缆放回海里。而此时恶劣天气又

要来了，3月1日傍晚，“锋阳海工”号

回港避风。

为了在多个恶劣天气窗口中抢出

维修时间，此次抢修采取第一个24小

时窗口时间进行故障段海缆清除工

作，第二个24小时窗口时间进行第一

个接头盒接续工作，3月3日17：00左

右，“锋阳海工”号再次回到施工现场，

进行第一个接头的接续工作，完成一

个接头的接续需要24小时。在摇晃

的船上，船员们非常小心地剥光纤，确

保光纤不被损坏。

第一个接头盒接续工作完成后，

“锋阳海工”号再次遭遇恶劣天气，但

为了节约时间，没有回港避风，而是在

现场抗风。“风非常大，船摇得很厉害，

我们在船舱内用电脑，有时鼠标都点

不准。”季诚占说。

3月6日上午，第三个时间窗口来

临，船员们加紧完成了第二个接头盒

接续工作和系统测试工作，最终在下

一个恶劣天气来临前恢复了亚太二号

S7段海缆的通信。

这一个月的抢修期内，大家不断

经历这恶劣天气的考验。

陈江峰说，修复的第2根海缆是

亚太二号S8段，当时天气状况良好，

从3月9日开始，大家不停歇地打捞修

复，赶在下一恶劣天气来临前用了3

天就抢修结束。

3月16日，第三根海缆抢修完

毕；3月21日，最后一根海缆抢修结

束。至此，此次发生故障的海缆抢

修全部完成，中国海底电缆和中英

海底的船员们又匆匆分赴其他的任

务现场。

中国海底和中英海底联合完成汕头国际海缆抢修作业

抢天夺时，修复通信“生命线”

长三角一体化作为国家战略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这期间，上海电信以
推进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使命，致力共建新一代泛在融合数字基础
设施体系、共同推进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发展，紧紧围
绕国家战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转型发展，构建统一长三角一体化云资源布
局，积极推进临港全球数据枢纽和长三角一体化大数据中心项目建设。

近日，第二届长三角数字经济创新

论坛在沪成功举办。作为上海市城市数

字化转型系列活动之一，本届论坛以“数

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为主题，由上海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科学技

术协会指导，长三角产业和信息化发展

研究联盟（工信智库联盟长三角分盟）主

办，中国电信上海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电信”）协办。来自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相

关负责同志、数字经济领域专家学者、数

字经济产业标杆企业代表出席了论坛活

动，就如何加快重大创新载体建设，营造

数字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推进长三角

数字经济产业集群生态融合、协同创新，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热点话

题进行了对话探讨。

上海电信在题为《新基建赋能产业

数字化创新发展》的主旨演讲中表示，上

海电信积极致力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

数字新基建的布局发展，先后动工打造

临港、青浦两大新型智能数据中心。其

中，临港算力平台项目一期建设内容包

括全球数据枢纽平台、国际国内通信枢

纽、海缆登陆站、国家一体化大数据中心

临港节点、天翼云核心节点、公共云算力

中心等，通过强大的算力平台，提供公共

算力服务，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据悉，上

海电信正加快建设临港1.35万个机架，

预计6月起逐步提供能力。

在新基建赋能产业数字化创新发展

方面，主旨报告重点介绍了工业互联网

的基础设施，通过网络、平台、数据、安全

四大能力体系对人、机、物的全面互联，

构建起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

面连接新型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是产

业数字化转型的实现必然途径。

上海电信与上海汇众携手打造的基

于5G+MEC的汽车零部件智能工厂，为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

了良好的示范。上海汇众是上海地区领

先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通过与上海

电信合作，双方深刻把握5G+工业互联

网的发展趋势，围绕推动自身产业数字

化转型的总体目标，全面实施“智能工

厂”计划。智能工厂建立了5G+MEC立

体云网，以5G+AGV、5G+云化PLC、5G+

无人叉车为起点，为智能工厂5G仓储物

流、5G数字孪生等丰富的5G与工业互

联网融合创新的应用场景提供通信、算

力及安全保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

了良好的示范。

近日颁布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

局规划》提出，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

脉，建设数字中国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要引擎。上海电信承担数字新基

建赋能数据要素流通的使命，不断完善

数字化基础设施，积极助力推动数字技

术与实体经济、未来产业深度融合，推动

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整体性转变，助

力长三角区域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城

市功能进一步跃升、乡村振兴加快实现、

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上海电信加快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助力长三角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数字新基建赋能数据要素流通

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印发《创建世界

一流示范企业和专精特新示范企业名

单》，207家示范企业入选该榜单。其

中，中国电信天翼云被评为“创建世界一

流专精特新示范企业”，获得国资委权威

认证。

创建世界一流专精特新示范企业，

是国务院国资委深化创建示范、管理提

升、价值创造、品牌引领“四个专项行动”

的重要内容，目的在于促进企业提高核

心竞争力，打造一批主营业务突出、竞争

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和

单项冠军企业，从而在不同领域形成世

界一流的典型示范企业。《创建世界一流

示范企业和专精特新示范企业名单》旨

在挖掘总结典型，加强宣传推广，营造浓

厚创建氛围，推动企业加快实现高质量

发展，并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此次“双示范”工作经过企业申报、

专家评审、征求意见等环节，确定了示范

企业名单。天翼云的最终入选代表了国

资委对天翼云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

领先、治理现代的肯定。

作为云服务国家队，天翼云在数字

经济发展、数字中国建设的时代进程中

紧握云计算发展新机遇，坚持科技创新，

不断升级产品与技术能力，打造全栈云

产品服务体系，获得行业广泛认可。

2022年，天翼云入选国资委“科改示范

企业”名单；天翼云4.0算力分发网络平

台“息壤”入选“2022年度央企十大超级

工程”；凭借《大规模多云数字化底座的

核心技术及应用》，荣获中国电子学会颁

发的“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又凭借《终端

云关键技术研发与大规模应用》，荣获中

国发明协会颁发的“2022年度发明创业

奖创新奖一等奖”，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

笃行致远。

依托“2+4+31+X”全国云网资源布

局，天翼云助力超200万用户上云用云，

覆盖政府、金融、工业制造、医疗、教育等

重点行业。在政务领域，天翼云领跑中

国政务公有云市场，已助力搭建全国20

余个省级政务云平台，300余个地级市

政务云平台，1000余个智慧城市项目。

天翼云不仅凭借自身科技创新硬实

力入选，合作伙伴如安徽海螺集团、中能融

合、中国国新等同样进入榜单，与天翼云共

同汇聚促进国家高速发展的磅礴力量。

加强科技创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

力，是实现国家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驱动力。在国务院国资委“专精特

新”高质量发展思路指导下，天翼云将持

续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加强

关键核心技术自主攻坚，充分发挥示范

带动作用，以领先的产品及解决方案持

续服务好千行百业上云转型，为数字中

国建设注入强大动能。

天翼云入选“专精特新示范企业”名单

近日，上海电信启动地铁区域网络质量第一轮攻坚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

11号线江苏路站、6号线云山路站、17号线虹桥火车站等7个站点的提质任务，通

过开断排摸、重新布放馈缆等技术手段，有效地改善了以上站点和区间的无线网

质量。作为今年网络提质系列攻坚项目，上海电信攻坚团队将不断排摸研究，力

争早日完成上海全网地铁隧道的无线网络提质。 摄影报道 杨鑫

中国电信近日发布2022年报，各

项经营数据均显示中国电信的高质量

发展战略正稳步迈上新台阶。中国电

信董事长柯瑞文指出，中国电信将牢

牢把握宝贵的战略发展机遇，积极履

行数字中国建设责任，坚持稳中求进，

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数字化转型

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创新为动力，全面

深入实施云改数转战略，不断加强数

字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围绕客户需

求打造数字化产品供给，着力搭建开

放共享的数字化服务平台，加快数字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激发数据要素潜

能，积极推动适应数字化转型的组织

机制变革，切实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蓝色聚焦

■潘少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