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垄断新起点：电信联通被调查
□两企业或遭数亿至数十亿罚款，上网费用有望降三到四成

□这将是国家查处的第一件涉及大型企业的反垄断案

中国联通集团公司就
反垄断调查一事发表公告，
称将积极配合发改委等监
管机构的反垄断调查，提供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出租带
宽业务的价格、数量及营业
额等相关信息。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电信作
为中央重点企业，一直遵守
各项法律法规经营宽带业
务，对于发改委等监管机构
的反垄断调查，中国电信将
积极配合。

(宗合)

不久前国家信息化专
家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
显示，截止到2010年，我国
宽带上网平均速率位列全
球第71位，不及美国、英国、
日本等三十几个经济合作
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分
之一。但是，平均每秒一兆
的接入费用却是发达国家
平均水平的3-4倍。国家信
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去年
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我国的
宽带资费水平相当于韩国
的124倍。

据央视、《北京晨报》

据央视报道，发改委对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涉嫌价
格垄断的调查，根源就在于
2010年下半年发生的广东
铁通断网事件。

互联网以互联互通为
基础，用户互相访问会产生
流量，当用户访问其他网
络，产生的流量就需要彼此
结算，以弥补建设网络和提
供服务的成本。此时，谁向
谁结算，结算多少钱，是关
键问题。

按照工信部规定，为补
偿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
骨干网投资，网络结算方式
为其他运营商向它们单向
结算。

在实际操作中，中国电
信却设立了“黑白名单”，予
以差别定价。第一类用户的
结算价格一般都高达100万
元/G/月以上，第二类用户
的结算价格则一般只有25
万-42万元/G/月。

一些公司在中国电信
购买带宽后，自己并不使
用，而是转手卖给铁通、广
电等弱势运营商赚取差价。
在业内，这条路径被称为

“流量穿透”。
2010年8月上旬，中国

电信下发内部文件要求，除
骨干核心正常互联互通点
外，清理所有其他运营商和
互联单位等的穿透流量接
入。

短短27天内，仅广东铁
通就爆发了37477件用户投
诉，38443个用户拒绝缴费，
并已有28210个用户面临退
网。 据《财经国家周刊》

本报讯 综合新华
社、央视等报道，据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督
检查与反垄断局9日介绍，
发展改革委正在调查中国
电信和中国联通涉嫌宽带
接入领域垄断问题，预计
很快将会出台查处结果。

据悉，今年上半年，
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
反垄断局接到举报后，就
立刻对中国电信和中国
联通展开了反垄断调查。
调查的主要内容是，中国
电信和中国联通在宽带
接入及网间结算领域，是
否利用自身具备的市场
支配地位，阻碍影响其他
经营者进入市场等行为。

发展改革委价格监督
检查与反垄断局权威人士
表示，这两家电信公司宽
带业务占全国的90%，已
经形成垄断，具有市场支
配地位。这将是我国反垄
断法2008年生效以来国家
查处的第一件涉及大型企
业的反垄断案。

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
与反垄断局副局长李青透
露，已基本查明了中国电
信和中国联通在互联网接
入市场上，肯定是具有支
配地位的，在这种情况下，
两家企业利用市场支配地
位，对跟自己有竞争关系
的竞争对手给出高价，没
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两家
公司给出的价格就会优惠
一些，这在反垄断法上，叫
做价格歧视。

据工信部统计，目前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之
间直连宽带为261 . 5G，
仅占两公司拥有1 0 7 8G
国际出口宽带的24 . 3%。
从互联质量看，两公司
2 0 1 1年1月- 9月骨干网
互联时延和丢包率也均
不符合有关规定要求，这
表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
通未实现充分互联互通。

发展改革委价格监
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副局
长李青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根据我国相关法
律法规，被认定利用市场
支配地位的垄断企业将
被处以上一年度营业额
1%-10%的罚款。

对中国电信来说，互
联网收入一年大约为500
亿，中国联通一年大约不
到300亿。因此，如果最后
事实成立，中国电信和中
国联通将因此遭到数亿至
数十亿元的罚款。

据有关部门初步估
算，如果能推动市场形成有
效竞争，未来五年可以促使
上网价格下降27%至38%，
至少可为消费者节约上网
费用100亿至150亿元。

对于社会热议的百
度、腾讯、阿里巴巴等网
络企业是否涉嫌垄断，滥
用其市场支配地位的问
题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
督检查与反垄断局权威
人士表示，只要消费者或
用户有其他选择，就不是
垄断。

在反垄断法领域有丰
富执业经验的山东英良泰
业律师事务所李云平律师
分析，国家发改委反垄断
局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
进行的反垄断调查，依据
的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垄断法》第三章：禁止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
者从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的行为。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
遭遇发改委反垄断调查的
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网
友们的共鸣。在新浪微博进
行的一项网络调查中，截至
记者发稿时为止，有96%的
网民认为电信、联通在宽带
接入领域存在垄断，有85%
的网民对两家企业的宽带
服务表示不满意。

“水瓶座的Aqua”在
微博中说：“用电信的都好
几年了，包年980元啊，贵
死了，新的小区居然还被
联通垄断了，连电信的宽
带都进不来。”

网友“河间冲”则抱怨
说：“现在是没有选择，要
有别的选项，早就抛弃电
信了。”

省城通信行业一位不

愿具名的资深人士表示，
电信和联通在宽带市场垄
断的现象确实比较明显。
以济南为例，电信宽带占
据了70%左右的份额，其
次是联通，在20%左右，剩
下的则是广电和其他小运
营商。由于消费者并没有
其他选择，只能接受目前
的格局。

据有关部门估算，如
能推动形成有效竞争，未
来五年可促使上网价降
27%至38%，为消费者节
约上网费100亿至150亿。

“发改委对电信和联通进
行反垄断调查的消息听起
来还是很让人振奋的，毕竟
公众在宽带接入领域对这
两家意见较大，但如果就此
断定市民的上网成本下降，
还为时过早。”省城通信行
业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人
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对此，上述业内人士
表示，宽带业务投资大、运
营维护成本高，仅一米光
纤的运营成本就达上千
元，在没有强有力的第三
方参与竞争的前提下，电
信和联通宽带费用能下调
2 0 % 就 已 属 难 能 可 贵 。
“‘羊毛出在羊身上’，两家
在下调宽带上网费用的同
时很可能在话费、流量费
等其他领域补回来，因此
真正要反垄断还是要系统
性改革，真正引入市场竞
争机制。”

中国最大的基础网络
运营商中国电信，会不会领
到中国《反垄断法》出台四
年来的首张罚单？

在此之前，交通、电信、
石油、水电气、互联网等公
用事业一直是外界反垄断
的关注焦点，但至今未有受
罚案例。

“是否进行反垄断处
罚，处罚金额是多少，目前
都还没有最终结果。不过，
基于前期的调查取证，不排
除中国电信受到处罚的可
能性。”一位知情人士告诉
记者。

《反垄断法》自2008年

实施以来，不乏国企遭遇反
垄断诉讼，但尚无惩罚案
例。有分析人士认为，原因
在于，《反垄断法》第七条规
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
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
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
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
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
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
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
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

有法律界专家认为，中
国反垄断的权力设计也增
大了对央企的反垄断难度。
就目前而言，《反垄断法》把
反垄断执法权集中到反垄

断委员会，并只有商务部、
国家发改委、国家工商总局
三家拥有《反垄断法》的执法
权，其中商务部偏重外资，工
商总局偏重民营经济，发改
委则偏重国有企业。

在一些业界人士看来，
相对于罚款，更重要的是通
过启动反垄断程序来促使
游戏规则变化。

“如果只是罚款，还不
能真正解决垄断问题。”电
信专家侯自强表示，网间结
算的资费标准制定者并非
中国电信。“国家更应该制
定规则，而不是制定价格。”

据《财经国家周刊》

电信联通回应

反垄断调查

网速不及别国1/10

网费却高出许多

断网事件

引反垄断调查

格新闻背景格新闻延伸

“羊毛出在羊身上”

业内称流量费或上涨
本报记者 马绍栋 崔滨

中国电信会领到罚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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