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重庆市信息通信行业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10.8%

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

根据《电信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指
数评价制度》（信部电〔2001〕896号）有关
要求，为了解广大用户对电信服务质量
的要求和满意程度，促进我市基础电信
企业不断提高通信质量和服务质量，维
护电信用户的合法权益，我局委托第三
方专业评价机构于2024年11月至2025
年2月，对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
司所经营的固定电话业务、固定上网业

务、移动业务和5G业务，以及中国广电
重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和长城宽带网络
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所经营的固定
上网业务进行了用户满意度指数的测
评。测评采用概率抽样方式在电信用户
中随机选取140万多个被访问对象，对其
进行电话访问，圆满完成了2024年度重
庆市电信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指数测评
工作。测评结果表明，我市电信用户感
受到的重庆市信息通信行业的服务质量
为满意水平。现将测评结果予以通告。

重庆市通信管理局重庆市通信管理局
关于发布全市电信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指数测评结果的通告关于发布全市电信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指数测评结果的通告

注：按用户满意度指数级度划分（简称满意级度），满意度指数90至100为很满
意；80至89.99为满意；70至79.99为较满意；60至69.99为一般；50至59.99为不太满
意；30至49.99为不满意；30以下的为很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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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庆市六区县信息通信行业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指数

三、重庆市驻地网固定上网业务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指数测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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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动成渝地区“千兆城市群”建设
助力两地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两地协同开展成渝地区“信号升格”专项行动，
以“畅连山城，信号升格”专项行动为抓手，通过加强
两地交通要道公网覆盖、持续提升两地用户网络感
知、积极推进电信普遍服务项目，扎实推进成渝大都
市圈5G网络建设。

同时，通过持续扩大千兆光纤网络覆盖范围、扩
容优化专线承载网络，深入推动成渝地区“千兆城市
群”建设；持续加快打造多层次一体化算力网络、推
动行业大模型创新应用，加快提升全国一体化算力
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算力资源综合供给水平；通
过稳步提升物联网络覆盖能力、深化5G网络演进、
助力行业技术应用创新，合力推动成渝地区移动物
联网全面发展。

在协同推进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方
面，积极探索创新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应用，全力开
展智能制造行业应用创新示范工作。协同推进成渝
地区工业领域全面数字化转型，助力推进传统产业
提质、降本、增效、绿色、安全发展融合应用创新实
践，联合成渝两地行业龙头和链主企业开展标杆项
目建设、创新平台建设和新模式应用，推动两地

“5G+工业互联网”向工业生产各领域环节深度拓
展，助力两地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持
续推动川渝两地信息通信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在用户端，重庆电信深入推进川渝两地信息通
信行业互动交流，持续推进川渝两地通信服务一体
化，推出多项举措提升两地用户线上服务水平、丰富
便民利民服务内容。持续强化两地APP安全协同
综合治理，不断加强APP个人信息保护管理，深入
推进川渝两地信息用户信息安全保护工作。

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重庆市信息通信行业实现电信业务总量累计达400亿
元，同比增长10.8%；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361亿元，同比增长3.9%，业务收入同
比增长列全国第9位；移动电话用户超4485万户，同比增长2.3%；千兆及以上宽带
接入用户达374万户，同比增速达40.5%，增速列全国第7位。

在喜人的成绩背后，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推动5G规模应用、助力乡村振兴、夯实
网络数据安全以及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多个方面多措并举、全力推动。特别
是在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方面，全方位、深层次推进，为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持续注入鲜活动力。

以深化协作机制为抓手，成渝两地信息通信行业通过召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信息通信业联席会议，研究部署10项重点工作。在两地各方全力推进下，目前已经
形成渝北、中、南线和成渝主轴为重点，完全实现重点场景5G网络全覆盖。同时，通
过加快新建线覆盖和既有线改造，实现成渝客专、渝昆高铁以及4条高速重庆域内
5G覆盖。另外，成渝两地通信基础企业开展电信应急通信保障队伍跨省实战拉练，
协同保障能力进一步加强。结合成渝两地往来更加密切频繁，持续推进两地通信一
体化工作，优惠资费惠及群众97万人次。

强化“一盘棋”思想，贯彻“一体化”理念
持续深化协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速
发展贡献联通智慧

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联通坚持
强化“一盘棋”思想，贯彻“一体化”理念，加快推动两
地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信息通信技术融合
创新，持续深化与拓展协同协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高速发展贡献联通智慧。

筑牢数字底座，加速5G重点覆盖。重庆联通协
同开展成渝地区“信号升格”行动，推动成渝地区5G
及通信专业网络规划对接，协同加强成渝客专、渝昆
高铁等在建高速铁路移动通信网络连续覆盖和交通
干线移动通信网络质量提升，协同优化毗邻乡镇地
区移动通信网络质量。

在用户感知方面，重庆联通深化服务协同、便利
双城民生。深入推进“川渝一家亲专属资费产品”，
优化推出“川渝专属国内通用流量”方案。在8项川
渝跨区电信服务的基础上，又新增推出“跨区信息查
询”“跨区取消、恢复手机上网流量封顶”等两项跨区
电信服务范围，方便用户业务办理。

在构建物联生态、推动技术融合创新方面，重庆
联通积极部署5G-A网络，与设备制造商和应用服
务商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深化合作，共同推动5G-
A技术的落地和商用。

同时，重庆联通持续赋能工业转型、打造智造
标杆。去年以来，以强化政府服务、牵引产业转型
为抓手，重庆联通成功入选重庆市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专班。紧抓产业转型机遇，同步加快推进
数实融合，打造60余个市级5G工厂、智能工厂、
创新示范工厂标杆项目，主流工业全覆盖，转型成
效显著。

加快新基建、拓展数字创新、推动产业数字化
全方位助力成渝地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作为信息服务科技创新企业，重庆移动重点从
加快新基建、拓展数字创新、推动产业数字化等方面
助力成渝地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加快布局升级
数字基础设施为引领，夯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
字建设基座，通过打造高品质5G、千兆光网、加快建
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积极推进数
据开放与能力共享。

在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方面，重庆移动充分发挥创新
主体作用，积极助力西部科学城建设通过“5G+融合
基础设施”建设，深度参与“智慧高新”项目，全面提
升西部科学城的交通、社区、园区、环保等场景的数
字化水平。

重庆移动着力发挥数据互联互通优势，推动国
际数据互联业务快速发展，主动服务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助力重庆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助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改革开放新高地。

同时，重庆移动在成渝地区全面推出跨区补卡、
跨区交费、跨区投诉处理等八大服务举措，实现成渝
两地无差别服务体验，并聚焦智能制造、智能网联、
乡村振兴、空天地一体等信息服务重点领域，以信息
化助力产业数字化升级、提升基层数字服务和治理
水平，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高品质生活
宜居地。

重庆移动将牢记“国之大者”，履行央企责任，
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
域服务全局，以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奋斗姿态，努力
为成渝地区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持续贡献“移
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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