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携手并进，再创5G终端发展新征程
——中国移动2021年终端产品策略发布

中国移动 崔芳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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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一：2020年终端产业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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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济 中国移动5G商用稳步推进

40倍

手机销量：累计超过1.22亿部

2020年：新增超1.19亿部

2019年：新增约300万部

手机款型：累计推出191款

2020年：推出162款

2019年：推出29款

6倍

2019.10.31 

5G商用启动

2020.12.31

5G商用427天

数据来源：中国移动（截至2020年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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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终端产业变化回顾：产品篇（1/2）

手机迅速向5G切换，SA终端实现商用突破

5G网络大规模商用，手机下探至“千元级”

• 5G网络覆盖地级市、重点县城，开通5G基站39万+

• 2000元以下5G手机40余款

攻坚克难，SA终端实现从“0”到“1”突破

• 9月首批SA终端在浙江商用，截止3月初，85款终端累计在31

个省份337个城市打开SA，总量超9000万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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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奇艺 优酷 腾讯视频 咪咕视频 抖音

换机前 换机后

0.00

5G用户换机前后视频使用时长对比

单位：分钟

5G应用带来的用户行为变化不明显，部分应用场

景下取得一定突破

积极探索5G特色业务，基础通信业务的5G化升级

提升用户体验和差异化感知

2020年9月份启动商用，

支持终端已达900万部，

用户数超过3 0 0万。

5G消息

已商用，终端已达4.6

亿部，用户达1.4亿，

月播放量超60亿次。

视频彩铃

数据来源：中国移动（截至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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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手机产品 多个核心入口产品

泛智能终端持续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整合协同能力面向CHBN提供全场景服务

手机+APP
多硬件互通

底层软硬协同
提供多样化场景服务

+ APP

2020年终端产业变化回顾：产品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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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终端产业变化回顾：产业篇（1/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IDC、BCI

疫情和国际环境变化给终端产业带来持续冲击和不确定性

需求侧：更加理性和谨慎 供给侧：风险与压力并存

2C：海外疫情持续加剧，对部分外向型经济板块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3.9%

2020年国内市场手机销量同步下降9.4%

换机周期：2020Q2 26.7个月大于 2019Q2 25.6个月

消费者职业不确定心理增强

消费行为更加趋于理性，选择更加趋于谨慎

供应链：海外疫情常态化导致芯片、内存、电容电阻等器

件供应紧张，价格上涨

渠道：线下客流短期内以恢复至同期水平，线下中小渠

道零售商经营压力持续增大

2020年手机产品线下销量占比同比下滑3%

海外疫情长期化造成居家办公，远程教育常态化，服务器、笔记

本、平板等电子产品需求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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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终端产业变化回顾：产业篇（2/2）

5G行业终端丰富度提升，价格进一步下探，市场

规模逐步提升

疫情时手机市场遭重创，疫情后多方努力强势恢复，

各方积极布局5G，5G手机销量已超4G

282 

1632 1547 

1376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5G销量 4G销量

3248

1829
3008 3200

19年2月 20年2月 20年8月 19年8月

中国移动网内5G手机销量全年达1.19亿

5G CPE 数据接入类
(5G模组、CPE、
BOX、网关等)

行业创新型

(5G机器人、

5G无人机、

5G视频监控)

15万+台 15万+台

1万+台

5G模组 网关/CPE/DTU 视频监控类

800元 1500元

4000元

6

5G行业终端扬帆计划助力全国366个示范项目

2019年 2020年

2020年5G行业终端销量情况

数据来源：BCI、厂商调研、中国移动（截至12月底）

319 178
406 443

835
1062 1202 1385 1250 1417

1800 1616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智慧工厂 智慧园区 智慧城市

智慧电力 智慧医院 智慧交通

单位：万

单位：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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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二：2021年终端产品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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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移动终端产品总体策略

多模

多频

多形态

持续丰富三多三新的产品策略内涵

新

新权益
权益版产品

服务、通信、终端多种新权益

新业务
5G消息、高清视频彩铃

多项特色新业务

新模式
研发赋能、渠道赋能、收益共享

多种合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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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游供应与下游需求矛盾显著

• 5G手机成本下探至千元存在压力

• 经济逐步恢复，消费恢复疫前水平

• 面向高中低价位5G芯片解决方案

2021年手机市场容量预判

国内市场手机总销量

3.5亿+

有
利
因
素

不
利
因
素

预计2021年4G手机规模7000万左右，占比约20%

5G手机总销量

2.8亿+

中国移动网内5G手机总销量

2亿+

已实现超1亿发展

2亿

2020年 2021年

约42%

达到80%

2020年 2021年

5G渗透率

手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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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实现SA终端全面普及
促进5G端网匹配，5G用户全面向SA网络迁移

5G终端在网超1亿，渗透率约12%

建成全球最大SA商用网络

39万+ SA基站， 337城市实现SA网络开通

2021年新建5G基站开通SA单模

SA流量占比小于5G终端占比

• 升存量：已推送升级支持SA终端

量超9000万，仍需努力。具备可升

级条件的存量终端3月份完成升级。

2021年终端全面支持SA，在网SA终端超2亿

手机产品

• 扩新增：2021年3月1日起，默认

打开SA功能；不允许设置SA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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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推进700MHz共建共享进一步落地
实现700MHz、VoNR终端商用

覆盖全国城区、县城，以及重点乡镇

2021.1.26

签订共建共享具体

合作协议

2021年底

完成700MHz商用

网络建设

更好覆盖，5G精品网络

700M+2.6GHz上下行增强功能，与VoNR同步商用发展

多频协同，更高网络性能

10月1日起，新终端必选支持700MHz和VoNR

• 支持700MHz：2021年3月1日起，4000及以上必选；

2021年10月1日起，必选支持。

手机产品

• 支持VoNR：2021年10月1日起，必选支持。不允许在

用户界面设置 VoNR 开关；支持按区域精准打开VoNR，

推荐采用中国移动智能终端能力配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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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5G手机产品白皮书

端网协同，聚焦四方面，提升5G终端通信能力

多模多频 网络切片SA性能提升 上下行性能

业务及应用，支持5G消息、视频彩铃、5G特色业务

5G特色业务视频彩铃5G消息

手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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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泛终端产品发展趋势
个人类泛终端产品长足发展，品类不断丰富，市场规模进一步提升

2021年手表、平板、TWS耳机仍保持较大的市场规模；5G CPE，VR有需求，但整体市场规模仍较小

集采、统一供货相结合，家庭类泛终端产品市场规模进一步提升

魔百和
3500万

数据来源：GFK，厂商调研

注：VR销量不含cardboard

国内市场销量

12万

1600万

2600万

80万

1.7亿

50万

1700万

4200万

100万

2.4亿TWS耳机

手表

平板电脑

5G CPE

VR

网关
4500万

组网
2500万

摄像头
1500万

泛智能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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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泛终端个人类产品发展策略

手表

趋势：eSIM化、4G化

策略：发布eSIM商用计划，引导产业加快

布局规划；产品全面4G化，通过Cat.1产

品促2G迁转；整合厂商权益资源，提升用

户体验，带动流量消费

趋势：CPE 5G化，推动“5G+家宽”

双千兆协同发展

策略：研究制定5G低成本方案，推动

5G CPE产品价格下探，丰富5G CPE

产品款型

CPE平板

趋势：蜂窝化，蜂窝产品体量

稳中有升

策略：重点推动蜂窝类产品不

断丰富，提升用户价值

TWS耳机

趋势：群雄争霸到逐渐向手机厂商集中，

入口价值逐步凸显

策略：引入异业爆品，布局新兴入口型

产品，丰富产品体系，拓展收入增长点

VR

趋势：一体机体验逐步符合C端需求，稳步

增加；分体机携带方便，但受限与手机兼容，

发展遇阻

策略：一体机中低端规模发展；高端提升交

互体验；分体机解决与手机互通兼容问题

扩大合作

考虑更多场景，扩大更多产品合作品类

泛智能终端

精细规划重点产品品类，制定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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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发展四类销量千万级家庭泛终端产品，全力支撑智慧家庭业务

网关
WiFi6、10GPON、感知提升

摄像头
看得见、看得清、看得懂

魔百和
清晰度更高、处理速度更快、AI更强

组网
快演进、快增长、Mesh化

策略：构建Android9应用生态；标配语音

遥控器，提升交互体验；面向教育、健康、

游戏等打造差异化产品，提升价值

策略：加速10GPON网关解耦、普及；推广

无WiFi网关+组网终端，解决全屋宽带；加

速WiFi4→WiFi5→WiFi6网关迭代升级

策略：WiFi6组网产品开展统一供货、统

一标砖，推进EASYMESH、关注业务，

例如：游戏加速、网课加速

策略：终端升级：增加高清、AI智能摄像头比例；

业务升级：超高清云存储，智能识别分析；

服务升级：看护、健康监测、异常人员告警

2021年泛终端家庭类产品发展策略

2021“爱家计划“全力助推生活数字化进程 坚持“全千兆”引领，推进千兆5G、千兆宽带与千兆Wi-Fi同步发展，夯实智慧家庭数字化转型基础

中国移动“爱家计划”和“全千兆”策略引领智慧家庭业务发展

泛智能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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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行业产品发展趋势

市场逐渐放量，终端丰富度持续提升，价格进一步下探 行业产品体系逐步建立，产业生态合作不断加强

• 广泛持续招募产业优质伙伴产品

• 支撑15个重点细分行业发展需求
生态合作产品

400款

700款

5G行业终端产品销量及价格

数据来源：厂商调研

1万

15万

15万

10万

80万

100万

销量 价格

预计 ↓ 至2500元

预计 ↓ 至1000元

预计 ↓ 至500元模组

网关/CPE/DTU

视频监控类终端

行业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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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扬帆计划及专项支持，促进5G行业终端产品规模发展

产品总体策略

2021年行业产品策略和产品要求

面向5G行业终端，制定专属资费及政策

加强产业生态合作等模式，丰富“1+N”行业终端产品体系

5G模组集采策略

首次发布《5G行业终端需求白皮书》

首次发布《中国移动行业终端产品白皮书》

• 锁定17个未来市场规模有较大突破的5G行业终端品类

• 分析其产品需求、应用场景以及市场容量

• 涵盖通用行业+11个细分垂直行业场景

• 首次定义行业终端5G技术要求

满足5G行业市场发展需求

支持5G行业应用更好的发展

推动5G行业终端成本下降、规模上量

近期将启动5G模组

规模采购

策略目标

产品要求

行业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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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5G终端能力套件赋能终端产业
推出5G终端基础业务和通信能力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加速5G规模发展

降低开发、适配成本

面向终端多类业务

纵向整合、横向赋能

现已面向终端产业开放适配：

2021年上半年部分组件商用

2021年底全部组件规模推广

业内领先

可商用、多场景、多用户

全球首创

已具备SA精准开通

全球运营商首推

方便5G消息迭代升级

国内领先

极大促进XR分体机适配

全球首推

早于谷歌等OS系统

SA不成熟区 SA商用区

4
G

5
G

S
A 
O
N

S
A 
O
FF

研发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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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件一：5G终端能力配置中间件
终端通信特性实时管控，实现5G新特性端网高效协同，加强端网能力同步

研发赋能

“一点配置，多点上线”，支持多种配置策

略。相比传统FOTA方式，高效、可控、灵活。

• FOTA：终端升级成本高、时效性差、生效率低。

• 终端能力配置中间件：支持按终端品牌、版本、IMEI、位置等不

同策略灵活开启，用户无感知，提升开通率、开通时效。

Modem SIM

CSU

CS SDK 

GBA SDK 

CS平台

ES平台

BSF  

HSS  

鉴权流程

业务配置流程

终端 ECS系统
本期新建模块

现有成熟模块

本期改造模块

PNS

云云对接接口

已正式应用于按区域精准控制5G SA

能力，后续将扩展应用于VoNR、网

络切片等。



借助5G高带宽低时延、弹性云计算，为用户提供另一台运行在云端的手机，对物理

手机的延伸和拓展。支持多实例算力与存储弹性扩容，打破本地终端固定配置的局限

套件二：5G云终端解决方案
研发赋能

在电商游戏、教育医疗、数据安全等场景具有广泛的应

用前景。面向产业提供完整云终端产品及运营方案。

定制化云OS及终端

云终端管控平台

高性能端云传输协议

丰富的云端应用和游戏

• 基于arm服务器及虚拟化技术，

在云端虚拟安卓系统手机实例

• 进入云手机后，对本地终端点击、

滑动等控制云端服务器

• 云端接收并处理指令后，通过音

视频流发送云OS实时画面

• 所有数据计算及存储在云端，本

地仅做音视频流解码播放，保证

数据安全，释放本地计算压力



套件三：5G消息中间件

5G消息技术方案碎片化不利

于功能创新迭代

提供5G消息SDK，加速5G消息业务成熟

主流终端厂商采用5G消息方

案未统一，增加功能联调复

杂度，难以保证5G消息品质

当前终端厂商实现5G消息功

能研发投入成本高
降低产业链支持5G消息研发投入

连接产业链伙伴，协同创新

5G消息产品能力，加速5G消

息业务成熟

保障5G消息平台及终端的兼

容性，提升端到端消息性能自研5G消息中间件

阶段一

阶段二

面向产业链免费推广自研5G消息中间件

能力，支撑终端厂商完成5G消息适配。

联合产业链共同创新5G消息业务，协同

终端厂商建立互惠共赢的5G消息新生态。

研发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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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件四：5G终端切片中间件
2021年，实现5G网络切片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横跨多操作系统

兼容多形态设备

支持多业务场景

2021 Q1-Q2 技术实现

切片技术终端规范制定

切片中间件软件输出

操作系统改造参考设计共享

2021 Q2-Q3 产业赋能

联合产业链实现商用落地

推动全国统一技术标准

推动全球统一技术标准

2021 Q3-未来 生态建设

研发赋能

切片可为不同行业、客户、业务，提供相互隔离、功能可定

制的差异化网络服务保障。智能终端需支持贯通应用、操作

系统、芯片Modem的方案，实现应用、业务与切片的映射。

中国移动自研终端切片中间件方案，弥补切片业务流程中端侧应用层到

Modem层的技术标准空白，已制定完整技术标准。计划2021年率先实现

切片技术的应用。



制定和推广XR标准化，实现内容与硬件的互通

XR分体机与5G手机等主机设备互通标准：解决XR分体机与手机等主机设

备跨厂商互通互联问题

XR终端通用开发标准：解决XR内容在不同终端厂商硬件上的兼容问题

应用接口层

应用内容

设备接口层

头显设备

.

.

.

终端 A

终端 B
.
.
.

应
用

A
P
P
通
用
版
本

终端 N

应用
APP

版本A
终端 A

版本B
终端 B

版本N
终端 N

目前现状 标准化 实现后

.

.

.

• 受限于接口协议、处理芯片

及终端权限，无法实现互通

• 制定XR分体机与5G终端的

互通规范，输出相关中间件

目前
现状

实现
后

标准
化

套件五：5G XR终端解决方案
研发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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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泛终端全渠道销售联盟赋能终端产业
依托中国移动泛终端全渠道销售联盟，面向终端产业开展产品集中选品及销售，2021年销售目标3000万台

云商盟：全触点融通 云平台：全平台融智

统一选品 统一供货

开放自有及合作渠道加大产品覆盖 SaaS云平台组件化输出

统一物流 统一销售 统一系统 统一服务

物流

客流

信息流 资金流四流
合一

店

网 人

30万+

线上商城 近百万人

云货架：全产品融合

面向厂商开放四类货架

手机货架

智家货架

潮品货架

权益货架

手机产品

WiFi6路由器、语音遥控器、
魔百和、网关、摄像头

VR、平板、手表、 5G CPE、
TWS耳机、智能手环等爆品

小家电、扫地机器人等高颜值、
高质量、高性价比产品

终端权益+异业权益

渠道赋能



25

携手并进，共创5G终端发展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