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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下文所載資料部分取自各種公開的政府來源、市場數據提供商及其他獨立第
三方來源。此外，本節及本文件其他章節載有摘錄自供載入本文件的益普索報告的資
料。除益普索對益普索報告所載資料進行獨立核實外，我們、獨家保薦人、[編纂]、[編
纂]、[編纂]、我們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屬人士、董事或顧問或任何參與[編纂]的人士或
各方並無獨立核實來自官方政府來源的資料，亦無對其準確性發表任何聲明。

資料來源及可靠性

本集團已委託獨立市場研究公司益普索對中國及江西省的電信基礎設施服務行業
及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行業於2018年至2027年期間的行業發展及競爭格局進行
分析並作出報告，費用為965,000港元。益普索為一間獨立市場研究公司，在全世界90個
國家聘有約18,000名員工。

益普索報告的資料乃透過下列方式取得，包括：(i)透過與主要行業專家的深入電話訪
問及面談從而進行的一手研究；(ii)來自政府統計數據、行業報告及其他分析師報告的二手
資料案頭研究；及(iii)提供客戶諮詢服務，以協助進行研究（包括客戶內部背景資料研究（如
本集團業務））。本節所載資料及統計數據乃摘錄自益普索報告。

益普索報告內的市場規模及預測模型乃使用以下基準及假設：(i)中國經濟將於2023
年反彈，並於2023年至2027年間維持穩定增長，且預期COVID-19疫情將繼續受控；(ii)於預
測期間中國及江西省的電信基礎設施服務行業及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行業的產
品及服務供求維持穩定；(iii)假設於預測期內概無外部衝擊（如金融危機或自然災害）影響
中國的電信基礎設施服務行業及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行業的供求；(iv)於預測期
間，概無行業法規將對中國及江西省的電信基礎設施服務行業及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
案服務行業構成重大或根本影響。

董事確認，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經採取合理審慎措施後，自益普索報告日期以來，
市場資料概無發生可能限制、否定本節的資料或對其造成影響的不利變動。除另有註明
外，本節載述的所有數據及預測均來自益普索報告。

中國及江西省電信基礎設施服務行業概覽

中國的電信行業由包括中國聯通、中國電信及中國移動的三大電信網絡運營商（統稱
「三大電信運營商」）主導。彼等屬國有企業，基本上形成該行業的三大壟斷集團。三大電
信運營商以及電信塔基礎設施服務提供商中國鐵塔佔中國電信基礎設施服務已完成投資
的90%以上。



行業概覽

– 84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
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中國及江西省電信基礎設施的整體已完成投資

電信基礎設施的已完成投資指三大電信運營商、中國鐵塔及政府主導電信基礎設施
項目的資本開支。資本投資包括購買設備及基礎設施服務（包括網絡規劃與設計及建設）。
下圖載列中國及江西省電信基礎設施的整體已完成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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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信部；上市公司年報；益普索研究及分析 資料來源：工信部；江西省統計局；益普索研究及分
析

中國的電信基礎設施的整體已完成投資由2018年約人民幣3,675億元增加至2022年
約人民幣4,193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約3.4%。該增加乃主要由於大規模4G及5G網絡發展，
以及就5G基礎設施進行的政府主導投資項目。預期中國的電信基礎設施的整體已完成
投資將由2023年約人民幣4,327億元增加至2027年約人民幣4,889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約
3.1%。電信技術的商業應用及城市基礎設施數字化的發展預計將推動有關增長。

江西省電信基礎設施的整體已完成投資由2018年約人民幣92億元增長至2022年約
人民幣107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約3.9%。於2020年，該省電信基礎設施的整體已完成投資
較2019年急升約39.9%，此乃由於三大電信運營商及省政府在《江西省信息通信基礎設施
建設三年攻堅行動計劃（ 2018-2020年）》中的投資，該計劃制定了在江西省進行超過人民
幣300億元電信基礎設施投資（包括核心網絡、傳輸網絡、接入網絡、光纖傳輸、4G/5G基
站、物聯網網絡及雲計算中心）的目標。

預期江西省電信基礎設施的整體已完成投資將於2023年至2027年持續以約5.6%
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這一增長主要得益於江西省政府實施的促進數字化轉型的有利政
策。該等政策旨在啟動這一時期及以後的發展軌跡。其中一些政策將延續到2035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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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政策可能涵蓋2022年至2025年。對於初始結束日期在2027年之前的政策，預計該
等政策將繼續對電信服務需求產生積極的持續影響，從而持續影響對電信基礎設施的需
求。其中一些政策包括：

• 《江西省數字政府建設三年行動計劃（ 2022-2024年）》，該計劃將利用數據科
學、虛擬現實及人工智能，積極推進公共服務、城市治理、個人及企業信用體
系、數字支付等領域的數字化。

• 江西省政府印發《關於江西省未來產業發展中長期規劃（ 2023-2035年）的通
知》，其中提出加快現有產業數字化及未來技術商業化的目標。儘管九個城市
已實現「雙千兆城市」及超過50,000台製造設備已升級為智慧控制，省政府提出
到2035年發展超過50個工業物聯網平台及10個工業物聯網示範區的目標。

• 《江西省促進大數據產業發展三年行動計劃（ 2023-2025年）》提出完善通信基
礎設施。全力推動千兆光網全面部署，加快推進10G-PON光線路終端(OLT)設
備規模建設，實現家庭用戶普遍具備千兆接入能力、大型企業機構具備萬兆接
入能力。持續優化核心網絡、傳輸網絡及接入網絡，推進大數據中心、雲平台、
用戶終端等設施的升級改造。建好、用好南昌國家級互聯網骨幹直聯點以及上
饒市、九江市國際互聯網數據專用通道。

• 由於2022年江西省的城鎮化率約為62.1%，低於全國約65.2%的平均水平，預
計省政府將繼續加快江西省的城鎮化政策，並使得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固定寬
帶用戶及移動電話用戶的增長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預計江西省的電信基礎設施的已完成投資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5.6%，將超過全國
複合年增長率約3.1%。江西省於電信領域表現卓著，超過中國全國增長率，可能歸因於多
項因素。首先，前文所提及支持性政策在推動2022年至2025年江西省電信基礎設施的需
求方面發揮重要作用。2023年至2027年，該等政策導致穩健複合年增長率8%，加速該領
域的發展。此外，嚴格分析全國及省份增長時，明顯有一個省份的增長從其他省份脫穎而
出。儘管每個省份在數字化轉型方面能力各不相同，但江西省等幾個省份已有效利用其
潛力，從而超過全國平均水平。該戰略性發展管理令江西省實現值得稱讚的電信地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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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與其他數字化轉型程度較低的省份相比，其做法卓有成效。此外，江西省領先其他地區
的進步做法亦反映在就未來可持續發展所做調整上。江西省已積極應對，以確保長期可
行。支持性政策及前瞻性策略相結合將有助於江西省在電信領域取得成功。

中國及江西省電信網絡基站數量

基站是無線設備電信網絡通信中作為中心連接點的固定收發站，在電信網絡提供商
向公眾提供持續電信服務的公眾移動網絡中不可或缺。隨著5G技術的部署，移動流量的
類型和數量將大幅增加，為滿足需求的增長，預期基站的數量將有所增加。電信網絡基站
數量一般反映移動電信基礎設施投資水平。下圖載列中國及江西省電信網絡基站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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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基站數量由2018年約6.7百萬個增加至2022年約10.8百萬個，複合年增長率
約12.9%。該增長乃主要由於4G及5G網絡服務的擴張。5G基站的數量預計將於2027年達
至約5.0百萬個，2023年至2027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約16.8%。《「十四五」信息通信行業發展
規劃》已設定於2025年將為每萬人建造26個5G基站的滲透目標。

江西省的基站數量由2018年約193,800個增加至2022年約285,500個，複合年增長
率約10.2%。基站數量的可持續增長乃主要由於5G電信網絡的發展，因為5G網絡在農村
地區的持續滲透需要新的基站。江西省的基站數量預計將由2023年約291,000個增加至
2027年約309,500個，複合年增長率約1.5%，代表江西省的持續增長。5G基站數量的增長
被2G及3G部分基站的淘汰抵銷。5G基站的數量預計將由2023年約75,000個增加至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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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約136,300個，複合年增長率約16.1%。該穩定增長主要由地方政府對江西省5G電信網
絡基礎設施投資的支持所帶動。《江西省「十四五」信息通信行業發展規劃》設定到2025年
於江西省建造逾10萬個5G基站，實現於城市及農村區域的80%的5G網絡覆蓋。

中國電信網絡光纜總長度

光纜是固定線路電信網絡的核心傳輸介質。電信網絡光纜數量一般反映固網電信基
礎設施投資水平。下圖載列2018年至2027年中國及江西省的電信網絡光纜總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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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信部；益普索研究及分析 資料來源：工信部；江西省統計局；益普索研究及分析

中國的總體電信網絡光纜長度由2018年約4,244.7百萬千米增長至2022年約5,848.0
百萬千米，複合年增長率約8.3%。電信網絡光纜持續增長主要歸功於《「寬帶中國」戰略及
實施方案》提出加快實現互聯網速度為100Mbps及1000Mbps以上高速寬帶服務的滲透。
中國的總體電信網絡光纜長度預計將由2023年約6,271.1百萬千米穩定增加至2027年約
7,905.8百萬千米，複合年增長率約6.0%。預期的穩定增長主要是由建基於國內電信網絡
的未來發展以及國家《「雙千兆」網路協同發展行動計劃（2021-2023年）》政策的支持，這將
加快光纖到戶及5G網絡的發展，實現農村網絡效能最佳化及電信基礎設施公共設施的換
代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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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的總體電信網絡光纜網絡長度從2018年約174.4百萬千米猛增至2022年約
256.2百萬千米，複合年增長率約10.1%。江西省電信網絡光纜的增長主要由於地方政府
發展電信基礎設施的行動計劃帶動電信基礎設施投資所致。江西省的總體電信網絡光纜
長度預計將由2023年約279.7百萬千米增加至2027年約381.1百萬千米，複合年增長率約
8.0%。預期增長主要由於地方政府緊跟國家政策，對江西省5G網絡發展計劃進行支持，
實現5G網絡全面覆蓋城鄉地區。江西省人民政府公佈的《關於印發江西省「十四五」數字經
濟發展規劃的通知》提出數字化基礎設施持續升級，加快產業數字化轉型。

電信基礎設施服務行業價值鏈

中國的電信基礎設施服務行業通常包括電信基礎設施服務主要供應商、電信基礎設
施服務提供商、電信網絡運營商及終端用戶。

電信基礎設施服務行業價值鏈

上游 中游 下游

家庭

個人

公司

組織

規劃及設計服務

建設服務

維護服務

網絡優化服務

設備

勞動力

建設物料

電信基礎設施服務
主要供應商

電信基礎設施服務提供商 電信網絡運營商 終端用戶

向終端用戶提供
電信服務（例如語音、
互聯網、電視、網絡及

數據服務）

資料來源：益普索研究及分析

電信基礎設施服務提供商提供(i)規劃及設計服務；(ii)基礎設施建設服務；(iii)維護服務
及(iv)網絡優化。該行業內的公司可能是(i)僅專注一項或兩項電信基礎設施服務的公司；或
(i i)提供與電信基礎設施服務行業有關的全方位服務的公司。電信基礎設施服務提供商通
常通過招標從三大電信運營商及中國鐵塔獲得電信基礎設施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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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信基礎設施服務行業市值

下圖載列中國電信基礎設施服務行業的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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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市場規模指向三大電信運營商及中國鐵塔提供的電信網絡基礎設施服務

資料來源：益普索研究及分析

中國電信基礎設施服務行業的整體市值由2018年約人民幣1,978億元增長至2022年
約人民幣2,613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約7.2%，由大規模4G及5G基礎設施建設服務需求主
導。整體市值估計將由2023年約人民幣2,770億元增加至2027年約人民幣3,468億元，複
合年增長率約5.8%。基礎設施建設服務在可見將來將繼續成為市場的主要驅動力。

電信基礎設施建設服務行業市值由2018年約人民幣1,128億元增長至2022年約人民
幣1,573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約8.7%。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市值增加主要由於4G和5G網絡
的轉換及擴大需要新基站的支持。總體市值估計將從2023年約人民幣1,699億元增長至
2027年約人民幣2,192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約6.6%。該增長將由電信技術的商業應用（如
物聯網（IoT）及互聯網數據中心（IDC）等）的投資所推動。

電信基礎設施維護服務的市值估計將由2023年約人民幣714億元增長至2027年約人
民幣889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約5.6%。由於包括4G及5G基站在內的電信基礎設施網絡的
擴大，預期市場對維護服務的需求將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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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電信基礎設施服務行業市值

下圖載列江西省電信基礎設施服務行業市值：

0.2 0.2 0.2 0.2 0.2 0.3 0.3 0.3 0.3 0.3

1.4 1.5 1.6 1.6 1.7 1.8 2.0 2.1 2.2 2.4

2.8
3.1

4.6
3.2

4.0
4.4

4.8
5.0

5.4
5.7

0.5
0.5

0.5

0.6

0.6
0.6

0.6
0.6

0.6

0.7

4.9
5.3

7.0

5.6

6.6
7.1

7.6
8.1

8.5
9.1

0.0

2.0

4.0

6.0

8.0

10.0

12.0

3.8%
10.0%
5.7%
5.2%

1.6%
6.7%
7.3%
6.9%

����年
（預測）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預測）

����年
（預測）

����年
（預測）

����年
（預測）

網絡優化 維護 建築 規劃及設計 總計

人
民
幣
十
億
元

2018年至2027年（預測）江西省電信基礎設施服務市值

規劃及設計
建設
維護
網絡優化

規劃及設計
建設
維護
網絡優化

��年至��年
複合年增長率

��年至��年
複合年增長率

6.5%222年至 6年複合年增長率： 17年至21年複合年增長率：8.0% 6.5%

附註︰ 市場規模指向三大電信運營商及中國鐵塔提供的電信基礎設施服務

資料來源：工信部；中國國家統計局；益普索研究及分析

江西省電信基礎設施服務行業的市值由2018年約人民幣49億元增加至2022年約人
民幣66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約8.0%。市值持續增加，乃由大規模建設4G及5G基礎設施（例
如基站、電信線纜工程及使基站運行的其他配套工程）所驅動，該建設乃跟隨中國的相近
發展趨勢。整體市值估計將由2023年約人民幣71億元增加至2027年約人民幣91億元，複
合年增長率約6.5%。該穩定增長預計由供商業及政府應用的電信基礎設施建設的持續投
資所驅動。

江西省電信基礎設施建設服務行業的市值由2018年約人民幣28億元增長至2022年
約人民幣40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約10.0%。江西省的投資於2020年（即《江西省信息通信基
礎設施建設三年攻堅行動計劃（2018-2020年）》的最後一年）達到最高。江西省電信基礎設
施建設服務行業的整體市值估計將由2023年約人民幣44億元增加至2027年約人民幣57億
元，複合年增長率約6.7%。《「智聯江西」建設三年行動方案(2021-2023年）》等政策聚焦新
基礎設施建設並鼓勵更多商業及政府應用利用先進電信技術，2022年出台的《關於印發
江西省「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的通知》提出數字化基礎設施升級，加快產業數字化轉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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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網絡基礎設施維護服務的市值估計將由2023年約人民幣18億元增長到2027年
約人民幣24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約7.3%。該穩定增長預計將由電信基礎設施（包括4G及
5G基站）網絡的擴張所推動。

中國電信基礎設施服務行業工人平均年薪

電信基礎設施服務通常涉及勞動密集型工程，因此工人工資乃提供此類服務的主要
成本。下圖載列中國電信基礎設施服務行業工人的平均年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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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年鑑；益普索研究及分析

電信基礎設施服務行業工人的平均年薪由2018年至2022年以約8.6%的複合年增長
率增長。該增長乃主要由於電信網絡由3G快速轉移至4G或由4G轉移至5G，導致對電信業
熟練勞動力之需求急升。我們預測工人的平均年薪由2023年至2027年以約5.1%的複合年
增長率增長，此乃由於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對有經驗的工人之需求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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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及江西省電信基礎設施服務行業競爭格局

電信基礎設施服務行業高度分散且集中度低。於2022年，約5,770家公司具有一級、
二級或三級通信工程施工總承包資質認證。其中353家公司或約6.1%的公司具有一級資
質認證。一級資質企業符合資格承接各種規模的電信基礎設施項目，二級資質企業符合
資格承接人民幣20百萬元或以下合約價值的電信基礎設施項目，三級資質企業符合資格
承接人民幣5百萬元或以下合約價值的電信基礎設施項目。下表載列按2022年收入計中國
的領先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及維護服務公司：

排名 公司 公司描述 上市公司
2022年的
估計收入 市場份額

（人民幣十億元）

1 公司A . . . .該公司主要從事提供電信基
礎設施建設及維護服務。

是 50.6 22.3%

2 公司B . . . .該公司於2003年成立，主要
從事電信基礎設施建設服
務。該公司現為一家領先
電信網絡運營商的全資附
屬公司。

是 18.8 8.3%

3 公司C . . . .該公司主要專注於提供電
信基礎設施建設及維護服
務。

是 3.6 1.6%

4 公司D . . . .該公司主要製造電信設備以
及從事電信基礎設施建設
及維護服務。

是 3.1 1.4%

5 公司E . . . .該公司主要從事電信基礎設
施建設及維護服務。

是 2.0 0.9%

其他 . . . . . 148.4 65.5%

總計 226.6 100.0%

附註：

1. 收入指向三大電信運營商及全球最大電信塔基礎設施服務提供商提供的電信基礎設施服務。

2. 收入數字為提供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及維護服務產生的收入。因此，上表顯示的收入數字與相應公司的
年報所披露的數字不同。

3. 由於四捨五入，百分比╱數字之總和或不等於100％╱總額。

資料來源：上市公司年報；益普索研究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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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約有456家公司具有一級、二級或三級資質認證並於江西省中標至少一
個電信基礎設施項目。其中，約35個具有一級資質認證的活躍參與者於2021年及2022年
在江西省獲得總合約價值超過約人民幣20百萬元的建設及維護項目。此外，約20個具有
一級資質認證的活躍參與者於2021年及2022年在江西省獲得總合約價值超過約人民幣50
百萬元的建設及維護項目。

下表載列按2022年收入計江西省的領先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及維護服務公司。本集
團排名第六，2022年電信基礎設施服務業務分部於江西省的項目所產生收入為人民幣 
118.0百萬元，市場份額為2.0%。

排名 公司 公司描述
上市
公司

2022年的
估計收入 市場份額

（人民幣百萬元）

1 公司F. . . 該公司從事提供電信基礎設施
建設及維護服務。該公司現為
一家領先電信基礎設施建設
及維護服務供應商的全資附
屬公司

是 1,095.4 19.0%

2 公司G . . 該公司於2003年成立，主要從
事電信基礎設施建設服務。該
公司現為一家領先電信網絡
運營商的全資附屬公司。

是 612.7 10.6%

3 公司H . . 該公司主要從事提供電信基礎
設施建設及維護服務。

是 143.2 2.5%

4 公司I . . . 該公司主要從事提供電信網絡
設施建設服務。該公司現為一
家領先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及
維護服務供應商的全資附屬
公司

是 141.0 2.4%

5 公司J . . . 該公司從事提供電信基礎設施
建設及維護服務。該公司現為
一家領先電信基礎設施建設
及維護服務供應商的全資附
屬公司

是 126.9 2.2%

其他 3,643.7 63.3%

總計 5,762.9 100.0%

附註：

1. 收入指向三大電信運營商及全球最大電信塔基礎設施服務提供商提供的電信基礎設施服務。

2. 收入數字為提供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及維護服務產生的收入。因此，上表顯示的收入數字與相應公司的
年報所披露的數字不同。

3. 由於四捨五入，百分比╱數字之總和或不等於100％╱總額。

資料來源： 益普索研究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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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因素

• 良好項目往績記錄：過往項目經驗成為證明一家公司於不同地理位置的不同
場景中管理及執行項目的有力證據及憑證。公司亦須於招標文件中列出彼等
於指定省份的項目經驗，以展示在特定省份管理項目的能力。於三大電信運
營商提供的主要電信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招標評估過程中，電信基礎設施服
務提供商的過往表現發揮關鍵作用。過往表現佔用於評估標書的分數的20%。
該評估乃基於電信基礎設施服務提供商的往績記錄及於過往項目中的表現作
出，重視成功獲得合約的穩固而良好的記錄。

市場推動力及機會

• 城市化及農村發展：城市化有助刺激電信基礎設施的增長及需求，因為潛在用
戶的數量會隨時間推移而增長。國家政策（如《「十四五」信息通信行業發展規
劃》）及省級政策（如《江西省5G發展規劃（2019–2023年）》）為5G網絡及1,000M
光纖到戶於中國及江西省的城市及農村地區之滲透率規劃了藍圖。

• 5G應用及5G工業物聯網：國家政策已規劃及建立新數字基礎設施，透過綜合
5G、人工智能、物聯網、雲計算及大數據，將傳統行業轉變為數字化經濟。電
信網絡運營商與大小企業緊密合作，於不同行業（尤其是數字工業管理）啟動
工業物聯網試點項目。由於與電信網絡運營商的緊密合作，電信基礎設施服務
提供商能參與工業物聯網項目，包括需要基礎設施建設的項目。

進入門檻

• 高資本要求：執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通常涉及大量資源及成本，包括成功完成
項目所需的機械、工具、設備及勞動力。此外，客戶通常將於工作質量獲驗證
後付款。業內參與者必須保持強大的現金流量及融資能力來維持流動性及業
務營運，這是由於客戶的付款過程較長所致。除營運現金流量外，新參與者必
須達成合資格獲取許可證所要求的資產淨值這一先決條件，例如《通信工程總
承包一級資質》的資產淨值資本要求為人民幣8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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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往項目經驗的往績記錄：缺少充足的過往項目經驗是新參與者的門檻，因為
過往項目經驗為證明一家公司完成類似類型項目能力的關鍵投標評估標準之
一。業內現有參與者已累積大量有優異往績記錄的成功項目。

• 許可證：許可證是一家公司參與三大電信運營商項目招標的先決條件。滿足所
有許可規定對新參與者而言具有挑戰性，乃由於授予許可證受有關部門按業
務營運、技術標準、資產淨值及過往項目經驗的評估而嚴格控制。

威脅與挑戰

• 勞務成本增加：中國電信基礎設施服務行業工人的平均年薪由2018年約人民
幣59,785.5元增加至2022年約人民幣83,290.8元，複合年增長率約8.6%。該持
續上升的趨勢反映對高技術勞動力（尤其是部分勞動力短缺的省份）的持續需
求，導致電信基礎設施服務提供商的盈利能力下降。

• 5G基礎設施開支潛在支出減少：三大電信運營商或會在5G網絡達到較高滲透
率後減慢對5G基站的投資，並轉移投資至5G應用及數字化經濟的發展。例如，
中國移動預期於2023年的總資本支出為人民幣1,832億元，其中約人民幣830
億元將為5G相關的資本支出。

中國及江西省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行業概覽

近十年來，中國政府一直積極促進智慧城市的發展。於2012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
印發《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暫行管理辦法》，鼓勵發展智慧城市。連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於2014年印發的《關於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智慧城市被界定為利用數據
及技術升級基礎設施，為人們提供更高效的生活。

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指從規劃、開發、安裝及優化硬件和軟件的總包解決
方案，其整合了實體基礎設施、信息基礎設施、社交基礎設施及商業基礎設施，涵蓋一個
區域的人口、交通資產、能源、商業活動及通信。這涉及應用包括數字化、信息及通信技
術(ICT)在內的傳統技術設計連接不同基礎設施的系統，以收集數據及運行基礎設施，以及
利用物聯網(IoT)、雲計算及人工智慧(AI)等先進技術進行即時數據收集、即時事件回應、快
速分析及自動化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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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數字化應用一般可分為以下場景：

基礎設施數字化的概念即實體基礎設施、資訊基礎設施、社會基礎設施及商業基礎
設施的集成，利用信息及通信技術（ICT）以及先進科技（如物聯網（IoT）、雲計算及人工智
能(AI)）涵蓋一個區域的人口、交通資產、能源資源、商業活動及通訊，以優化決策。基礎設
施數字化應用可分類為下列場景：

基礎設施數字化應用 例子

數字城管 . . . . . . . . . . . 數字城管、數字公共設施管理、自動化能源控制、交通管理
等

數字工業管理. . . . . . . . 自動化生產、預見性維護及人工智能機器人等

數字醫療 . . . . . . . . . . . 數字化預約、電子健康記錄、醫院數字化、人工智能診斷及
遙距診斷等

數字政府 . . . . . . . . . . . 公共服務數字化預約、數字支付及行政管理流程數字化等

數字糧庫 . . . . . . . . . . . 無人監守糧庫，包括能源管理、環境控制及安保系統等

數字教育 . . . . . . . . . . . 遠程學習，機器學習驅動的個性化學習，課堂管理，學校安
全管理

數字管理 . . . . . . . . . . . 數字化員工管理、數字化及自動化供應鏈管理、先進操作
分析及管理

數字監控 . . . . . . . . . . . 具備先進分析技術的監控系統，用於犯罪預防、事故預防
及交通管理等

數字金融 . . . . . . . . . . . 雲審計、數字銀行、利用大數據分析的欺詐檢測、利用AI聊
天機器人的客戶服務、利用機器學習的保險承保等

數字電信建設. . . . . . . . 數字採購、供應鏈管理、數字項目及預算管理、設備損壞檢
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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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中的AI技術

AI技術大致上可分為「判別式AI」和「生成式AI」。判別式AI為一種主要專注於根據既
定參數或例子進行數據分類及統計分析的AI模型。生成式AI為一種較高級形式的AI模型，
旨在創建模型經過訓練的新數據及內容，並提供一個了解數據內複雜結構的窗口，從而
創造性地生成及合成數據。

判別式AI模型於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中獲廣泛採納，並用於圖像識別、語言處
理、欺詐檢測、自動化、預測及推薦系統等任務中。與高級形式的AI（如生成式AI）相比，判
別式AI為一種較基本形式的AI，對輸入數據中的模式或特徵進行簡單分析，具備相對較高
的可靠性及準確性。

價值鏈

中國及江西省的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行業的價值鏈通常由硬件製造商、解
決方案提供商及終端用戶組成。

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行業價值鏈

硬件製造商
解決方案服務提供商 終端用戶

上游 中游 下游

傳感器

公共

垂直行業企業軟件解決方案提供商

物聯網解決方案提供商

人工智能解決方案提供商

雲服務提供商

電信網絡提供商

系統集成服務提供商

私營

硬盤

網絡傳輸設備

電纜（數據傳輸）

資料來源：益普索研究及分析

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提供商通過整合硬件及數字解決方案，為客戶提供總
包解決方案。該過程涉及場地規劃、定制軟件系統設計、軟硬件安裝、解決方案系統測試
及維護。解決方案服務提供商根據服務提供商的核心能力進一步分類：

• 垂直行業企業軟件解決方案提供商提供行業特定的數字解決方案，以幫助終
端用戶管理不同的管理問題，例如信息管理、數據分析及客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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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聯網解決方案提供商開發將設備與其他設備及系統相連接以進行數據交換
及遠程控制的解決方案平台。與人工智能解決方案提供商類似，物聯網解決方
案提供商為不同的垂直行業或特定的基礎設施數字化應用開發解決方案。

• 人工智能解決方案提供商採用深度學習框架模擬人類思維，並針對不同的垂
直行業開發解決方案，以協助及優化決策。

• 雲服務提供商提供數據的數字存儲及分析系統。雲技術支持對可配置計算資源
（例如網絡、服務器、存儲、應用程序及服務）的共享池進行方便的按需網絡訪
問。

• 電信網絡提供商指提供電信網絡服務以支持數據傳輸的三大電信運營商。

• 系統集成服務提供商提供基礎設施數字化總包解決方案，無需擁有任何專有
解決方案、雲服務及電信。彼等通常受其他解決方案服務提供商的委託或作為
分包商實施解決方案。彼等的主要解決方案包括場地規劃、設計定制的軟件架
構或應用程序、安裝軟硬件，以及測試及優化系統。

中國及江西省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行業市值

下表載列中國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行業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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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以上市值包括數字城管、數字工業管理、數字醫療、數字政府、數字糧庫、數字管理、數字監控、數字金
融、數字電信建設及數字教育的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

資料來源： 益普索研究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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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行業的市值由2018年約人民幣19,565億元增加
至2022年約人民幣33,510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約14.4%。有關城市管理的各類城市基礎
設施數字化項目已經啓動，例如，武漢的「安全智慧化社區」項目，憑藉物聯網及人工智能
科技的優勢，收集門禁系統、水壓等實時數據，以實行自動化操作及積極控制社區內的安
全。中國基礎設施數字化行業的市值估計將由2023年約人民幣37,093億元增加至2027年
約人民幣52,553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約9.1%。《「十四五」國家信息化規劃》旨在於2025年
前加快城市應用基礎設施數字化（如公共交通、保健及教育）的發展。

下圖載列江西省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行業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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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以上市值包括數字城管、數字工業管理、數字醫療、數字政府、數字糧庫、數字管理、數字監控、數字金
融、數字電信建設及數字教育的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

資料來源：益普索研究及分析

江西省的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實現顯著發展，其市值由2018年約人民幣
518億元增至2022年約人民幣864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13.6%。預期市場將繼續由
2023年約人民幣961億元擴大至2027年約人民幣1,367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9.2%。為
推動數字經濟的發展，江西省已頒佈《數字經濟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20-2022年）》。該政
策強調加強江西省的數字經濟樞紐地位。省政府已積極尋求吸引可推動江西省基礎設施
數字化解決方案的技術人才。此外，鼓勵政府及公司監控數據相結合，旨在於省內建立綜
合數據平台。物聯網在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中發揮重要作用，該發展規劃旨在加快
物聯網在城管、工業管理及旅遊方面的應用。已引導投資推動AI產品及支持南昌作為物聯
網行業的主要城市。該等因素共同促進江西省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行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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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及江西省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行業的競爭性分析

行業結構

預計中國有逾21,500家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提供商。預計於2022年本集團
在江西省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行業的市場份額約為0.08%，在中國的市場份額
約為0.0021%。本集團在中國及江西省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行業的市場份額相
對較小。考慮到中國對智慧城市發展基礎設施數字化的新興需求，除提供硬件之外，越來
越多上游公司傾向於提供總包服務，從而使收入多元化。該行業亦高度分散，幾大從業者
主導不同省份。各公司有其區域重點，並於各個省份從事多元化業務，以提供本地化售後
服務。

競爭的關鍵因素

可持續創新的研發能力：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的市場需求不斷攀升。基礎設施
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行業內的公司透過下列兩種方法與競爭對手加以區分。業內參與者
必須聘請及挽留有能力創新及開發新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的技術人才，以滿足終端
客戶不斷演變的需求。此外，由於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行業的技術不斷演變，業內參
與者須緊跟先進技術的趨勢及發展並盡快採納該等技術，以在競爭對手中突圍而出。

增值服務：除了提供創新的解決方案之外，維護及技術支援服務等增值服務以及全
天候售後支援服務可以成為終端用戶選擇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提供商的決定性因
素。例如，可以提供即時支援以修復故障解決方案或軟件錯誤的公司將防止丟失重要的
終端用戶資料。該等增值服務將提高客戶對公司的忠誠度。

關鍵推動力及機會

不斷增長的城鎮化率：中國政府實施的城鎮化政策為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提供
商創造了巨大的動力，擴大了彼等的業務，並促進了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行業
的發展。於2022年，國家發改委頒佈《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以推動基礎
設施數字化向農村地區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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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發展的政策：《中國「十四五」規劃（ 2021-2025年）》重點聚焦於將中國建設
為一個自力更生的技術強國，支持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行業的發展。第十四個
五年計劃的兩個主要目標集中在支持中游製造商的研發和智慧城市發展、智慧社區和智
能家居的數字化。該計劃亦對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提出了更高的標準。中國繼續執
行現有的企業所得稅75%的研發費用扣除政策。該政策對IT行業有利，並為研發製造企業
提供100%的費用扣減。該等政策推動人工智能、物聯網和大數據公司等基礎設施數字化
解決方案公司增加彼等的研發費用，從而創新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

於2021年，江西省發佈《智聯江西建設三年行動方案（ 2021-2023年）》。該政策通過
加強5G、物聯網、大數據和工業互聯網的建設，優先將江西省提升為數字經濟體。江西省
政府正在支持南昌成為5G、物聯網、VR和人工智能產業的主要城市，並招募有助於發明
先進的智慧城市發展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的科技人才。

於2022年，江西省發佈《關於印發江西省「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的通知》。該計
劃旨在不斷升級數字基礎設施，以加快江西省不同行業的數字化轉型。

威脅與挑戰

AI準確性的不確定性：儘管近期對AI的發展及其於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的應
用有所投資，業內參與者對AI科技的準確性謬誤提出疑慮。雖然判別式AI的準確率通常是
80%，但AI算法或未達至確保100%準確識別重大交通意外事故或罪犯的精密度。在向終
端客戶（如政府及警方）履行承諾時或會出現漏報風險。部分終端用戶傾向於尋求AI的優
化精度，目前可能對全面實施AI驅動的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沒有信心。

來自上游製造商的競爭：鑒於近期對總包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的需求急升，上
游製造商（如華為）在製造基本硬件零件以外，將其業務擴展至提供系統集成及維護服務。
彼等旨在實現規模經濟及使其收入源多元化。彼等可能會縮小可用客戶群，從而降低現
有解決方案服務提供商的市場份額。

進入門檻

高投資成本：由於科技持續演進，增強科技、發展創新解決方案、培訓資訊科技人材
及取得知識產權需要高資本投資。新參與者或初創企業需要投入大量資金研發領先的解
決方案，以便彼等能夠與在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行業獲得一定市場份額的競爭
對手進行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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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部分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項目中，系統集成服務提供商亦需要在未有向客戶
預收款項的情況下採購及購買硬件設備。業內公司為經營業務及確保項目能夠完成有極
高的現金流需求。

人才競爭：創新基礎設施數字化解決方案的成功高度依賴於技術人才進行研究及開
發滿足終端用戶需求的新解決方案。對於該等資訊科技專業人員而言，開發創新的解決
方案以滿足三至五年的產品生命週期非常重要。彼等不僅需要具備人工智能、物聯網、5G
等技術的理論知識，還需要有豐富的行業工作經驗。由於可擴展的行業參與者擁有具競
爭力的薪酬及聲譽，大多數頂級專業人士均效力於該等現有的行業參與者。新參與者在
短期內獲得頂尖人才並組建自身的研發團隊面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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