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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报道

技术更新

才能提速降价

项立刚
通信业知名观察家

2G时代，流量费很贵，一兆
10元钱。那是因为一个基站只能
提供16兆的流量，所以运营商只
能提高定价，让大家少用，否则基
站不能支撑就会崩溃。别家也不
敢降价，因为它的基站也承受不
了太多用户。

3G时代，一个基站可以提供
160兆流量，降价的空间就大了。
到了4G时，一个基站可提供800兆
流量了，运营商的自由降价空间
就会更大，竞争就更有余地。所
以，必须技术更新，才可能提速、
降价。

电信业会不会再次实施重组？如何改革？这个命题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
的“383”改革方案成为业界热点。很多业内人士认为，电信业重组的背景与2008年
不同，改革的落脚点应放在让用户获益上，而不是为了重组而重组。

本报记者 刘红杰

近日，国务院批准的上海自贸
区总体方案公布了电信行业的开
放政策，允许国外独立的电信运营
商进入增值电信领域。很多人产生
疑问：这是否会对国内的竞争格局
产生冲击？

对此，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教授曾剑秋对记者表示，外资
进入上海自贸区的增值电信领域，
不会对我国整体电信增值业务市
场带来大的影响。因为，外资进入
上海自贸区的增值电信领域，还是
会以和中国企业合作的方式为主。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也告诉记
者，对于基础电信业务，因其垄断性
太强，即使开放，外资也难有市场。

因此，整体上对行业影响有限。
中国通信业知名观察家项立

刚的观点与上述两位专家不谋而
合。“对竞争格局不会带来变化。”
项立刚说，首先，上海自贸区是一
个很小的范围；其次，没有引入国
外基础电信运营商。因此，对整个
中国市场格局的影响微乎其微。

他解释说，中国有三大基础运
营商，移动、联通、电信，他们可以
建固网和基站、有牌照。其他运营
商在基础电信业务之上做增值服
务，如微信业务。现在只允许国外
增值服务商进入，即使允许国外基
础运营商进入，他们也很难与国内
三大基础运营商抗衡。

猜想

电信业竞争格局能否被冲击？

改革新坐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今闭幕，按惯例将发表公报

改改革革纲纲领领性性文文件件今今日日定定稿稿
据中新社北京11月12日电

十八届三中全会今日闭幕。会
前引发舆论广泛猜测和讨论的
中国改革纲领性文件即将面世，
这也被视作习李施政纲领的首
次系统性亮相。适逢中国改革

“窗口期”，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
为使命的本次大会，将如何绘就
改革总路线图，各界抱以期待。

十八届三中全会于11月9日
在北京开幕，12日闭幕。这次会
议在召开前即被媒体和民众与

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比
较，后者被公认为“开启了中国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按照惯例，全会闭幕当日晚
间将发表公报。国家行政学院教
授汪玉凯向记者谈到，这种新闻
式的公报，将主要介绍这次会议
全貌，重点指出会议的主要精
神，透露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方
向。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
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公报旨在向

全党、全社会通报本次会议的主
要精神，尤其主要解决了什么问
题，是对整个会议的全面介绍。

在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
中，多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其中
包括三名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成
员，即中央委员、国资委原主任
蒋洁敏，以及四川省委原副书记
李春城和中石油原副总经理王
永春两名中央候补委员。分析认
为，上述官员应该无缘本次全
会，至于此次全会公报是否会涉

及其委员、候补委员资格的变动
情况，值得观察。

另外，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
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此前于10月29日召开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稿进行了修
改，并提交十八届三中全会审
议。

“决定应是对中国下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将从
全局勾勒未来中国改革的总路
线图。”汪玉凯说，舆论普遍认
为，这次会议或将开启中国改革

“2 . 0时代”，那么这个决定就是
对“2 . 0时代”的总部署。

谈及会议公报与决定的关
系，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兼总编
辑谢春涛教授告诉记者，公报是
关于全会情况的全面介绍。会议
成果不仅仅是决定，当然决定是
会议最主要成果。

电信业能否重组引猜想，专家称落脚点是让用户获益

““网网速速快快价价格格低低，，说说别别的的都都没没用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向
社会公开的“383”改革方案中称，

“要再次重组电信企业，形成多家
竞争实力相当的电信运营商”。有
人为此产生疑问：中国移动将被强
制拆分？

项立刚对此持反对态度。“中
国移动的市值、利润、收入是联通
和电信的总和，它做大也是按照市
场规律做的，做大了才能到国际上
竞争。我们为何要把做大的企业分
开呢？当然，过于垄断不利于形成
竞争，是要抑制。比如，联通拿的牌
照最全，移动没有固网牌照。在三
家拆分时，中国移动500亿资金被
拿去给电信，让电信去买联通的网
络，这都是抑制移动的发展、平衡

三家的实力。”
“我们不能天天喊拆分，每一

次拆分都会伤筋动骨，给行业造成
巨大损失。电信业改革的智慧要避
免折腾，要想想拆分能给老百姓带
来好处吗？此时重组电信行业几乎
是不可能的事情。之前已经重组过
四次了，再重组对电信行业并不能
有多大的改善。”

付亮也表示，大规模重组已经
没有必要，2008年以来，电信业重
组，将国内的电信运营商由六变三
后，从目前来看仍没有形成三足鼎
立相对均衡的市场竞争格局，历次
重组也证明，拉郎配式的重组构成

“竞争实力相当”，只能形成“假均
衡”，很快就会形成差异。

猜想

中国移动会被强制拆分吗？

付亮称，第五次电信重组中，
监管重组是关键。首先主管部门应
统一，而且是管业务而非管企业。

“现在监管太分散，网络和内容监
管都不统一，多家皆有权。网络上，
广电网不归工信部管，工信部对小
宽带运营商监管力度也弱。应按照
建立统一监管机构的原则，政企分
开，统一监管。”

曾剑秋指出，第五轮电信改
革，不是为了解决一家独大、势力
不均衡的问题，而是在信息宽带、
4G牌照发放、产业政策调整大背
景下，发展电信、互联网、广电融合

的新思路。真正需要关注或重组的
应该是4G时代。

“电信改革的落脚点就是要让
用户获益，这不是拆分重组能解决
的，还是要通过技术革新实现。”项
立刚说。

可是，历史上的拆分重组影响
了技术更新。“2005年，世界上大范
围发3G牌照，我们要拖着重组，一
直到2009年才发。现在全世界大都
是4G牌照了，我们还没有。电信改
革最根本的目的是提供好的网速，
降低资费价格，其他的都是虚的。
影响了这个目的，就不要重组。”

猜想

4G时代要来了吗？

曾剑秋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此次国研中心提出的电信业
改革的背景与以往不同，这次是
建立在三网融合的基础上，而
2008年的电信运营商重组主要是
面向当时的六家传统电信运营
商。

目前，电信业有三大运营商，
广电业还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广电
网络公司，即便组建了，规模也偏
小，难以与三大运营商竞争。

中国移动“一家独大”的局面
正在改写，中国移动三季报数据
首次出现上市以来利润下滑，下
降1 . 9%，而中国电信净利润增长
17 . 1%，中国联通净利润增长53%，
这增速也是最快的。

前三季度三大运营商盈利情况

第四轮电信重组方案(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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