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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新基建的“北京特色” 
 

《北京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

年）》明确北京新基建六大方向，即建设新型网络基础设施、

数据智能基础设施、生态系统基础设施、科创平台基础设施、

智慧应用基础设施、可信安全基础设施。 

北京的新基建规划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看点主要有：

一是新型网络基础设施中的5G、千兆固网和卫星互联网；二

是数据智能基础设施中的绿色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三是北

京生态系统基础设施，以及科创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北

京率先将可信安全基础设施纳入新基建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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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新基建的“北京特色” 

《北京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明确北京新基建六大方向，即建

设新型网络基础设施、数据智能基础设施、生态系统基础设施、科创平台基础设施、智慧应用基础

设施、可信安全基础设施。北京的新基建规划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看点如下：一是新型网络基础

设施中的5G、千兆固网和卫星互联网；二是数据智能基础设施中的绿色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三是

依靠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北京生态系统基础设施以及科创平台基础设施建设成效可期；四

是北京率先将可信安全基础设施纳入新基建发展规划。 

一、新型网络基础设施：北京将建成“5G 之都”“千兆之城”，卫星互联

网是北京新基建的重点任务 

北京建设新型网络基础设施，即重点建设5G网络、千兆固网、卫星互联网、车联网、工业互联

网、政务专网。从近年北京的产业发展成效，以及北京与其他地区新基建规划相比来看，5G网络、

千兆固网、卫星互联网是北京新基建新型网络基础设施工程的重头戏。 

北京5G建设的特点在于建站快，建成八大5G示范区，“5G之都”发展可期。“北京新基建三

年行动方案”规划2020年北京新增1.3万个5G基站，5G基站超3万个，实现五环内和北京城市副中心

（通州）室外连续覆盖，五环外重点区域、典型应用场景精准覆盖。五环内5G基站密度比原来更大，

原因是5G频率大，衰减速度快，对环境的容忍度低于4G，铺设基站数量大增，但运营商在北京建站

的速度是全国出名的快。运营商在北京已建成一批5G示范区，承载垂直行业场景建设，包括智能网

联汽车。 

以北京移动为例，2018年12月12日，中国移动在北京的首个4.9GHz频段的5G基站开通，截至2019

年12月30日，北京移动已开通6000个5G基站，按262个工作日算，北京移动平均每天开通23个5G基

站。2019年北京移动规划的五个5G精品示范区如期建成（长安街沿线、CBD中央商务区、金融街、

东直门至三里屯商圈、城市副中心），2020年至今北京移动已新增三个5G精品示范区（高校区、首

都机场高速、协和医院）。八大5G精品示范区涵盖北京人流量最大、业务交流最集中，网络使用最

频繁的政务区、高端商务区、医疗区、高校区，是北京移动展开5G测试、普及推广、融合应用最理

想的地带。其中，东直门至三里屯商圈是运营商进行“5G+VR/AR虚拟购物”场景建设的根据地。 

与上海、广州不同，“北京新基建三年行动方案”在建设新型网络基础设施中增加了千兆固

网建设任务，力争2020年新增5万户千兆用户，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兆之城”。中国电信宣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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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兆宽带下，下载一部8G的电影只需要1分15秒，而在百兆宽带下，则需要7分钟。5G的普及并不代

表宽带的终结，千兆宽带对智能家居、企业上云上平台、智能制造基本算是刚需。鉴于宽带在一些

应用场景中的不可替代性，未来将会形成5G与千兆固网并存的局面。北京从2019年开始普及千兆宽

带，北京联通和北京移动打头阵。北京联通在2019年已大幅下调千兆宽带价格，并以千兆家庭宽带

捆绑手机和固话的套餐形式，推广千兆宽带。北京移动则是以手机优惠套餐捆绑家庭宽带的形式，

推广千兆宽带。 

北京新基建的又一特点是将卫星互联网建设纳入新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确立了商业航天产

业在北京新基建的战略地位。“北京新基建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指出，央企和北京创新型企业协

同发展，共同推进卫星互联网技术创新、生态构建、运营服务、应用开发，围绕星箭总装集成、核

心部件制造等环节，构建覆盖火箭、卫星、地面终端、应用服务的商业航天产业生态，从而优化和

稳定“南箭北星”空间布局。 

北京在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开放共享方面的制度创新是推进卫星互联网建设的基础，也是在新

基建竞赛中，北京能异军突起的关键。2018年1月19日，由亦庄经开区企业全图通位置网络有限公

司研制的“亦庄全图通一号”卫星在酒泉成功发射。航天公司、高校院所开放共享科研基础设施，

“亦庄全图通一号”卫星是产学研用的结晶。“亦庄全图通一号”是全球首颗共享卫星，象征着微

小卫星已迈入实用化阶段，奠定了北京在全国乃至世界商业航天产业的地位。科研基础设施开放共

享，北京走在全国前列，北京商业航天产业能取得巨大成就离不开这一制度创新。 

二、数据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数据中心是北京新基建的重点任务，北

京将继续领跑全国人工智能产业 

“北京新基建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指出，建设的数据智能基础设施包括新型数据中心、云边端

设施、大数据平台、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区块链服务平台、数据交易设施。数据中心是高能耗的基

础设施，北京的环保要求越来越严格，这就要求推进数据中心绿色改造。数据交易是各地规划必不

可少的内容，北京在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化培育中承担示范作用。“北京新基建三年行动方案”明确

指出，北京将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开展数据交易试点示范。依托高校院所科研资源和百度

等龙头企业的综合能力，北京将继续领跑全国人工智能产业。 

与其他地区的新基建规划不同，北京建设大数据中心重在“集约化利用”，推进存量数据中

心升级为绿色数据中心。绿色数据中心是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必然，厂商亟待解决能耗问题。这就

要求将模块化部署、液体冷却等绿色先进技术应用在特定边缘数据中心。从管理入手，模块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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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集成供配电、制冷、机柜、气流遏制、综合布线、动环监控等子系统，提升整体运营效率，并

采用封闭通道设计，提高冷却效率，降低能耗。水的冷却效率是风的千倍，“液冷”比“风冷”更

具有优越性。对于尚有可利用空间的数据机房，可以进行液冷改造，就是将制冷部分做到服务器内

部，实现降温，对操作精细度要求极高。 

人工智能属于新基建的信息基础设施，“北京新基建三年行动计划”对人工智能的规划主要

包括建设北京人工智能超高速计算中心、推进高端智能芯片及产品的研发与产业化、推动建设各

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数据集。人工智能产业三大要素分别是算法、算力、数据。目前，我国人工智

能还处于发展早期，是以大数据和小算力为特征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依靠CPU、GPU硬件来提供算

力资源。人工智能上升至国家新基建战略，推进人工智能需要提升算力资源。在算力资源上具备优

势的城市自然能引领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在2019年人工智能计算大会上，IDC咨询和浪潮集团

共同发布《2019-2020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北京位居中国人工智能城市算力排行

榜首位。依托高校院所、百度等成熟企业、寒武纪等明星企业，在三年新基建发展期间，北京将继

续引领全国人工智能产业。 

中关村科学城是北京重磅培育人工智能的阵地。近期，中关村科学城发布“中关村科学城北

区发展行动计划”，“培基AI生态雨林”即搭建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项目，计划投资5亿元。

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是中关村科学城联合百度、旷视科技、寒武纪等企业共建AI生态的承载

力。该平台依靠百度飞桨、旷视天元、寒武纪芯片等国产基础软硬件、金山云的算力资源、智源研

究院算法研究成果以及北京海量行业数据集，是新基建人工智能领域绝无仅有的重磅平台。 

三、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承担生态系统基础设施以及科创平台基础

设施建设重任 

在北京新基建规划中，怀柔科学城主要负责前沿技术攻关，中关村科学城则承担着产业创新

的重任。“北京新基建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指出建设生态系统基础设施，包括共性支撑软件、科学

仪器、中试服务生态、共享开源平台、产业园区生态。生态系统基础设施实则是新基建三分类中的

创新基础设施。在新基建三年发展期间，中关村科学城主要承担发展共性支撑软件、建设中试服务

生态、建设共享开源平台的重任；怀柔科学城则负责大科学装置运营，支撑科技攻关。为推进仿真、

EDA（电子设计自动化）、CAE（计算机辅助工程）等工业领域关键工具型软件开发；中关村科学城

在5月举办“才聚云端”线上招聘，为北京输送硬科技人才。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置开放共享是北

京商业航天产业领跑全球的硬件及制度基础。在科创平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怀柔科学城主要负责

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中关村科学城共建前沿科学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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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信安全基础设施被纳入北京新基建规划，是数字新基建的综合保障 

北京新基建发展规划与其他地区最大的不同在于北京将可信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至新高

度，体现“安全是数字经济时代的至上原则”。“北京新基建三年行动方案”明确建设三类可信

安全基础设施，分别是基础安全能力设施、行业应用安全设施、新型安全服务平台，明确指出促进

网络安全产业集聚发展，培育一批拥有网络安全核心技术和服务能力的优质企业；支持开展5G、物

联网、工业互联网、云化大数据等场景应用的安全设施改造提升；综合利用新技术，推进新型基础

设施安全态势感知和风险评估体系建设，整合形成统一的新型安全服务平台。国内主要网络安全企

业半数注册在北京，中国前十大网络安全企业中五家在北京。无论是总体规模还是头部企业，北京

都是全国第一。北京网络安全集群培育稳步推进，是北京建设行业应用安全设施和新型安全服务平

台的硬件基础，是新基建战略实施的综合保障。 

综上所述，北京新基建发展规划与其他地区的规划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新型

网络基础设施，北京将建成“5G之都”“千兆之城”，卫星互联网是北京新基建的重点任务。二是

数据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数据中心是北京新基建的重点任务，北京将继续领跑全国人工智能产

业。三是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承担生态系统基础设施以及科创平台基础设施建设重任。四是

可信安全基础设施被纳入北京新基建发展规划，是数字新基建的综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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