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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G消息业务概述

2020年 4月 8日，我国三大基础电信企业共同发

布的《5G消息白皮书》，5G消息服务基于 GSMA RCS
及相关标准实现。5G消息发展具有以下几点优势。

一是 5G消息能力丰富。其突破了传统短信息对

信息长度和内容格式的限制，支持文本、图片、音频、

视频、位置、联系人和文档等多种媒体形式，开发者可

以基于上述能力开发轻量级应用，用轻量级应用替代

手机 APP，使电信用户摆脱频繁安装 APP的烦恼，能

够为用户提供新体验。

二是 5G消息发展基础好。目前三大基础电信企

业均已开始 5G消息规模化部署，5G消息可以给电信

用户提供直观的服务升级体验，是电信级消息服务乃

至5G应用的新发展机遇。

三是 5G消息市场前景广阔。5G消息继承了短消

息业务的多个优点，依托电信码号体系及电信级认证

技术，使 5G消息具备服务覆盖广、触达率高、可信度好

的天然优势。在运营商消息服务趋于饱和的今天，5G
消息的落地是电信市场发展的新动能。

四是 5G消息促进通信行业与垂直行业融合。5G
消息包括个人消息业务、行业消息业务和增强通话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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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5G消息是经典消息服务继承和发展的统一，在继承了电信业务的码号体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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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与探讨，介绍了5G消息的发展近况、我国5G消息面临的问题以及我国5G消

息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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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消息业务。无论是个人用户还是行业用户，都可

以得到新的消息服务体验，特别是MaaP（Message as a
Platform）概念的引入，能够为各行业与信息通信行业

的融合拓展新空间。

2 5G消息发展现状

2.1 国际标准趋于成熟，现网运营实践案例丰富

RCS是由 GSMA提出的基于 IMS网络的语音、消

息、状态呈现等业务的总称。RCS 1.0版本于 2008年
发布，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更新，目前最新的版本为

2019年发布的RCS 10.0。
RCS发展初期，主要针对个人消息（P2P）应用，标

准庞大复杂，通信企业现网部署的效果不理想。2017
年开始转向以消息即平台（MaaP—Messaging as a Plat⁃
form）为核心的行业消息（A2P）应用，其相比传统的行

业短消息业务拥有更好的交互体验，形式也更加丰

富，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收益和便利，被全球业界普

遍看好。

GSMA的数据显示，全球多个地区运营商（如Veri⁃
zon、Sprint、AT&T、Vodafone、Orange、T-mobile、SKT、
Telefonica等）和Google都有RCS服务推出。截至目前

全球有 90个运营商开通RCS业务，有超过 4亿的月活

用户。预计到 2021年，全球月活跃用户可达到 4.73
亿，100+运营商商用RCS。
2.2 国内标准稳步推进，运营企业意见高度统一

目前，5G消息相关标准项目研究在中国通信标准

化协会（CCSA）的多个工作组共同开展，主要内容与方

向包括总体要求、业务与总能要求、终端要求、支撑保

障和安全等，相关项目总结如表1所示。

可见，我国 5G消息标准化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其

中《5G消息 总体技术要求》和《5G消息 终端技术要

求》的报批标志着系列标准已具备指导企业5G消息实

践的条件。

在现网运营方面，我国 3家基础电信企业在 2020
年 4月即联合宣布进行 5G消息建设，目前 3家都进入

了现网部署阶段，中国移动建设速度较快，基本具备

商用条件。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受前期共建共享预

期影响，建设进度较慢，但在中兴、华为等领先5G消息

设备企业的帮助下，预计在 2021年第 2季度具备商用

条件。

2.3 我国5G消息产业链尚不完备，利益分配考验智

慧

5G消息产业链参与方主要为终端制造企业、通信

运营商、应用开发企业和行业客户企业等，其中，终端

制造企业和应用开发企业尚未完全融入产业链，具体

如下。

在终端制造企业方面，其主要依靠终端销售获

利，并通过预装软件、自营应用商店和基于终端的轻

量级应用的方式收取部分服务费用，一旦5G消息业务

铺开，必然影响基于终端的轻量级应用收入，因此，终

端企业希望通过5G消息分成弥补这一损失。

在应用开发企业方面，目前已经开始应用开发工

作的主要是传统 SP和 SDK厂商，传统 SP拥有行业短

信客户资源等优势，SDK厂商则拥有RCS相关技术优

势，此类企业规模较大，可以划归为平台应用开发企

业。与之相对应的，绝大多数中小开发者受限于开发

环境、平台配套服务、应用开发收益划分等，尚未开始

进行基于 5G消息应用开发，导致现有应用类型少，用

户体验较差。

2.4 我国5G消息技术方案复杂，挑战业务监管能力

我国 5G消息技术方案目前有通过蜂窝移动通信

网的专用承载提供业务和通过互联网提供业务 2种，

从形态上对应“A12 蜂窝移动通信业务”和“B25信息

服务业”（即时消息）2类。其中互联网接入方式在接

入时通过公众互联网承载，面临着网络安全、服务质

量方面的挑战，难以体现5G消息稳定、安全的特点。

5G消息具备多媒体属性，而我国现有消息的审核

主要采用文本关键词方式，不能覆盖 5G消息的监管。

为了确保5G消息不被滥用，监管部门及运营主体须要

做深入研究，在商用前提出监管思路和技术管理办

法。

表1 我国5G消息标准化情况

总体

业务

功能

终端

支撑

保障

安全

标准名称

《5G消息 总体技术要求》

《5G消息 行业消息技术要求》

《5G消息 个人消息技术要求》

《5G消息 配置管理技术要求》

《5G消息 用户网络接口技术要求》

《5G消息 终端技术要求》

《5G消息 终端测试方法》

《5G消息 不同运营商业务互通总体

技术要求》

《5G消息 业务计费系统计费性能技

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5G消息 安全技术要求》

CCSA工作组

TC3/WG4
TC3/WG4
TC3/WG4
TC3/WG4
TC3/WG4
TC11/WG3
TC11/WG3
互联互通组

ST5电信计费

TC8/WG2

标准状态

报批

征求意见

立项

立项

立项

报批

报批

征求意见

立项

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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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5G消息发展面临的问题

3.1 5G消息产业链收益划分方式不明，阻碍整体工作

推进

5G消息是基础运营商主导的一项新业务，其通过

终端原生短信界面升级，支持 5G消息功能的要求，这

对部分终端企业的增强型短信、IP短信、基于终端的

轻量级应用等业务有较大冲击，影响终端企业的利

益。

如何进行5G消息收益分配方式，激发产业链各方

参与5G消息推进工作的热情，是当前运营企业面临的

主要问题。

3.2 5G消息应用类型少，难以展示5G消息优势

5G消息的繁荣主要依赖 5G消息的应用，多样化

的应用更能增加用户黏性，培养用户使用习惯。当

前，5G消息应用开发尚处在行业用户有需求，平台开

发者做Demo，中小开发者在观望阶段，真正面向市场

的应用尚处在空白状态。其主要原因是中小开发者

没有合适的开发环境进行调试，终端、平台、配套能力

均需要企业自行组织，开发成本较高，适配不同平台

的开发难度较大。

如何促使中小开发者尽快开始基于 5G消息的开

发工作，丰富基于 5G消息的应用类型，让更多用户体

验到5G消息应用的优势，是当前运营企业面临的主要

问题。

3.3 5G消息有序规范发展需提前布局

作为一种多媒体消息业务，5G消息突破了原有短

消息业务的文本格式，但在业务发展过程中将面临骚

扰、过度营销和诈骗等问题。无论是在终端还是网络

侧，原有的不良信息过滤技术手段明显不足。

采取什么样的监管模式和技术手段，来应对富媒

体时代的不良信息，需要监管部门和运营主体给出更

有具体、有力的方案。如何避免消息被滥用，是当前

面临的主要问题。

4 我国5G消息发展建议

4.1 从更宏观层面认识5G消息，加快形成产业共识

在当前终端未全面支持5G消息的局面下，产业链

上下游应搁置问题，相向而行，通过在特定区域、特定

行业内进行试点，尝试不同的利益分配模式，验证 5G
消息的应用服务能力，摸索产业链、生态链、价值链的

形成方式，重点从政府服务、媒体服务、公众服务入

手，让公众看到 5G消息的优势，最终达到产业链上下

游互利共赢的目标。

4.2 搭建创新开发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友好的开发

环境

引导运营企业、平台开发企业、终端制造企业共

同制定基于5G消息的应用接口标准，为中小开发者提

供一站式服务、开发、测试和验证平台，避免接口、显

示方式不兼容问题，降低中小开发者开发成本，激发

中小开发者开发热情。

4.3 培养正确的经营理念，确保5G消息有序规范发

展

规范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5G消息的发

展不能再走短消息业务治理走过的弯路。当前，5G消

息在给产业界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希望能汲取短消息发展的经验教训，在5G消息发展过

程中，坚持正确的经营理念，同步推进业务发展和安

全规范。与此同时，利用《民法典》的有力武器，强化

机制设计，净化行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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