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消费深度分析 
 

2013 年 7 月 12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促进信息消费，

拉动国内有效需求，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管理层提出的“信息消费”理念反映了未来投资、消

费的新趋势。即新形式下，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必须变化，传统的围绕钢筋水泥的制造

业投资需要逐渐向环保教育文化等领域倾斜；信息基础设施完善后，配合政策、法规引导新

型信息消费。关于促进信息消费，当天的常务会议提出四大方面要求。通过下述四点的努力，

实现“十二五”后三年信息消费规模年均增长 20%以上，电子商务交易额大幅增加。 

 一要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加快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推进光纤入户，

大幅度提高网速。提升 3G 网络覆盖面和服务质量，推动年内发放 4G 牌照。全面

推进三网融合，年内向全国推广。鼓励民间资本以参股方式进入基础电信运营市场。 

 二要加快实施“信息惠民”工程。建立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推进教育、医疗优质资源

共享，普及应用居民健康卡，加快就业信息全国联网。推进金融 IC 卡在公共服务

领域应用。在有条件的城市开展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建设。 

 三要丰富信息产品和信息消费内容。鼓励智能终端产品研发，通过创新供给引导消

费。拓展新兴服务业态，开展物联网重大应用示范，大力发展电子商务。 

 四要构建安全可信的信息消费环境。依法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信息消费市场秩

序，提高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能力。 

1、光纤宽带 

“十二五规划”以下一代宽带网络作为重要的投资方向。根据电信运营商的建设规划，

2011-2014 年，中国光纤到户覆盖率有望呈现连续翻番式增长。 

中国电信规划在“十一五”光纤宽带覆盖 1000 万户家庭基础上，2011 年光纤到户覆盖

3000 万户；2013 年前覆盖 8000 万户；至 2015 年覆盖超过 1 亿户。根据中国电信的覆盖

计划推算，其 2011-2014 年每年的建设量可能为：2000 万户，2500 万户，2500 万户，2000

万户。至 2014 年，预计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的光纤到户覆盖用户数有望超 1.5 亿户，而覆

盖率将从 2010 年 1%增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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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光通信行业图 

 

 

2、三网融合 

三网融合的进入之前一直低于预期，现在在国家层面被重新重点提及，将再次激活整个

三网融合产业链的热情，2013-2015 全面推广阶段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国家级有线电视网

络公司的，组建之后对省级有线电视网络公司的整合是行业发展的重要时点。 

三网融合已经具备向全国推广的基本条件。截至 2012 年 9 月底，全国各省(区、市)基

本完成有线电视网络整合，“一省一网”基本实现，有线网络数字化、双向化改造步伐进一步

加快。到 2012 年年底，双向网络覆盖用户超过 7000 万户，开通双向业务用户超过 2000

万户。而在三网融合前两批共 54 个试点城市中，已实现覆盖人口超过 3 亿。 

三网融合推进下，我们看好互联网电视的发展前景。互联网电视是开放度最高的一种电

视形态，它打破了广电对产业链的垄断，互联网企业有机会直接或间接拥有客户。根据 2010

年广电总局发布的《互联网电视内容管理服务规范》和《互联网电视集成业务服务管理规范》，

持有“互联网电视内容服务”牌照的机构将与持有“互联网电视集成业务”牌照的机构（一共七

家）合作运营互联网电视业务。 

3、金融 IC 卡 

2013 年金融 IC 卡进入规模发卡年。目前，终端改造工作将全面完成，受理环境已经具

备。2011 年年底前，全国性商业银行布放的 POS 可受理金融 IC 卡。在 2012 年年底前，

全国性商业银行布放的 ATM 能够受理金融 IC 卡。 

2013 年初，金融 IC 卡安全检测认证体系有望建成并开展芯片认证工作。2012 年 6 月，



国家级金融 IC 卡安全检测中心成立。按照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要求，2013 年初需建立与国际

接轨的 IC 卡安全检测认证体系。目前，检测中心 31 项检测要求，目前已具备 29 项以上，

嵌入式软件的 66 项检测项目都已具备。芯片主要针对金融、非金融应用，支付方式有接触、

非接触以及远程支付等领域。 

按照人民银行 2011 年 3 月颁布 64 号文件的进度要求，2011 年是打开局面年，2012

年是扩大应用年，2013 年是规模发卡年。目前，2011 年、2012 年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基本

就绪，2013 年有条件扩大金融 IC 卡发卡数量，进入规模发卡阶段。预计到 2015 年政府主

导的智能卡市场规模超过 70 亿元，其中芯片市场规模达到 30 亿元。 

 

表 1  各大银行金融 IC 卡出货量预测 

分类 2013E 2014E 2015E 

工商银行 5221 5966 7458 

农业银行 6040 7106 8883 

中国银行 3851 4279 4279 

建设银行 4458 5944 7430 

交通银行 712 1069 1781 

邮储银行 3200 4000 6400 

其他银行 4189 10473 16756 

合计 27671 38837 52987 

 

4、智慧城市 

住房城乡建设部在 2013 年 1 月公布首批 90 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其中，地级市

37 个，区 50 个，镇 3 个。住建部并与第一批试点城市及所在省级人民政府签订共同推进智

慧城市创建协议。住建部将在 3-5 年之后对这些试点城市进行评定，评定等级由低到高分为

一星、二星和三星。 

国家开发银行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未来 3 年，国开行与住建部合作投资智慧城市

的资金规模达到 800 亿元。国开行将根据已签订的合作协议，推进智慧城市试点项目的遴

选、调查、发款等工作。4 月初，继国开行提供不低于 800 亿元的投融资额度后，又有两家

商业银行作出承诺，表示将提供不低于国开行的授信额度，支持智慧城市建设。另有其他投

资机构也在 4 月初签订了 2000 亿元的投资额度，相关投资或将超过 4400 亿元。 



从此次发布的名单来看，第一批的试点城市就达到 90 个，已经远远超过“数字城市”3

轮共 51 个试点城市的数量，这也标志着智慧城市建设已经在全国各个城市的信息化建设中

占据主导的地位。住建部在 5 月启动了第二批智慧城市试点申报工作，预计 3 个月内公布

第二批试点城市，数量约为 50 个。此外，三大运营商已经与 300 多个地方政府达成了智慧

城市战略合作协议，运营商将率先建设智慧城市的基础网络。预计，在 2013-2015 年期间，

全国还将有 600 至 800 个城市加入智慧城市的队列，智慧城市已经不是之前的“政绩亮点”

而是地方政府的“必选科目”。 

结合地方政府的规划预算及银行的资金支持，我们对智慧城市总体投资规模进行测算：

乐观假设下将达到 2.1 万亿；中性假设下 1.4 万亿；悲观假设下 9750 亿。在智慧城市项目

规模变大，以及地方政府资金吃紧这 2 方面因素影响下，BT/BOT 模式成为当前及之后一段

时间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模式。 

5、物联网 

物联网网络架构由：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三块组成。感知层实现对物理世界的智能

感知识别、信息采集处理和自动控制，并通过通信模块将物理实体连接到网络层和应用层。

网络层主要实现信息的传递、路由和控制，包括延伸网、接入网和核心网，网络层可依托公

众电信网和互联网，也可以依托行业专用通信网络。应用层包括应用基础设施/中间件和各

种物联网应用。应用基础设施/中间件为物联网应用提供信息处理、计算等通用基础服务设

施、能力及资源调用接口，以此为基础实现物联网在众多领域的各种应用。  

物联网涉及感知、控制、网络通信、微电子、计算机、软件、嵌入式系统、微机电等技

术领域，因此物联网涵盖的关键技术也非常多，为了系统分析物联网技术体系，本白皮书将

物联网技术体系划分为感知关键技术、网络通信关键技术、应用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和支撑

技术。 

从产业链来看，硬件企业负责生产各层次的硬件设备，如感知器件、终端设备、网络硬

件、服务器等；软件企业负责各环节软件编写，以实现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和显示

等功能；系统集成商通过有机结合硬件和软件来搭建物联网系统，并交付给物联网服务商；

服务商直接和终端客户沟通，实现具体应用。目前，我国物联网产业处于发展初期，系统集

成企业一般都兼备软件开发能力，并直接为客户提供服务，硬件企业相对较为独立。 



图 2  物联网产业链 

 

 

图 3  物联网行业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