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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笑

新入网用户把控虽严
但仍难做到 100%

根据工信部的部署，7 月 11
日，山东省通信管理局和山东省
公安厅联合下发了《关于电话用
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的通告》。
通告规定，对于未经真实身份信
息登记的老用户，电信业务经营
者在为其办理新业务、更换电话
号卡时，应当为用户办理补登
记。经催告仍不实名登记的，自
2016年10月1日起，电信业务经
营者将陆续暂停为其提供通信
服务;2017年6月30日前，电信业
务经营者将陆续终止为前述用
户提供通信服务。

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副
巡视员隋静在之前接受媒体联
合采访时介绍，目前三大基础
电信运营商对新增用户均已严
格实施实名登记。实名登记的

难点在于老用户的实名补登
记，近三年时间，电信运营商完
成3亿用户的补登记，但现在还
有1亿用户未实名登记。

“对于新入网用户，现在三
家运营商的管控很严格。”知名
通信专家项立刚介绍，“但是实
名制仍然做不到100%。因为运
营商分为省、市、县等多级公司，
都担负着放号数量的任务压力，
不排除一些市、县级公司把号码
发给了合作的销售网点。这些销
售网点因为销量的驱动，很可能
会用虚假身份大批量开卡，但是
运营商要进行核查、检验则要付
出大量的成本。”

实名制实施前的
老用户是难点

此外，老用户补登记也一
直是实名制的治理难点。项立
刚分析，在我国实行实名制之
前，购买手机卡是不需要任何
认证的，这种情况存在了六七

年的时间，也就造成了有大量
的非实名制老用户的存量，这
属于历史遗留问题。2013年《电
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工作
方案》正式出台后，电话实名制
才开始全面普及实施。

业内人士介绍，运营商进
行实名制治理和监管时，也需
要付出较大的成本和精力，因
此一开始态度并不积极。直到
近两三年，随着国家相关部门
的要求越发严格，运营商才开
始大力的推进。

记者从运营商处了解到，
在接到省通信管理局的通知
后，运营商通过公告、短信、微
信、语音外呼等方式，催告未实
名的用户进行补登记，该项工
作正在平稳进行中。

“现在工作的难点是，部分
老用户对实名制登记管理工作
仍不清楚，没有主动核查自己
电话用户的登记信息，尚未充
分认识到使用非实名登记电话
卡的危害，嫌麻烦，不愿去做补

登记。在此，我们也呼吁非实名
用户自觉前来办理。”山东联通
方面表示。

虚拟运营商是
非实名制重灾区

但是，目前实名制落实不
到位问题最严重的仍然是国内
的虚拟运营商们。11日，记者探
访了省城几家手机卡代办点，
发现仍有170号段的电话卡出
售，且并不需要进行身份证信
息的实名登记。

“虚拟运营商管理措施不
完善,销售渠道较多,实名制监
管起来有一定难度。”一位业
内人士告诉记者 ,“虚拟运营
商为了追求用户数量,对分销
渠道的实名登记把关并不严
格。”据相关报道,自2015年11
月至2016年4月底 ,工信部已
组织电信企业对14万余个涉
及通信信息诈骗等犯罪的电
话号码进行了快速关停,其中

虚拟运营商号码60202个 ,所
关停涉及虚拟运营商的号码
分布于远特通信、分享通信、
迪信通等20余家。

为落实实名制,虚拟运营
商要投入大量成本,例如配备
一部身份证识别的机器至少要
花费1000元以上,每次认证用
户身份还需要缴纳费用,每个
用户差不多1块钱。有了这些考
虑,虚拟运营商在推行非实名
制时出现问题也不难理解。“对
运营商来说,推行实名制不仅
成本高,也不利于快速发展用
户。”通信世界网总编刘启诚如
是说。

“拿到试点牌照的虚拟运
营商没有一个盈利的。现如
今，三大运营商在各地的市场
都实行精耕细作，让虚拟运营
商没有竞争优势和生存空间，
越来越大的成本压力，再加上
实名制治理的考验，让虚拟运
营 商 面 临 着 极 大 的 生 存 压
力。”项立刚说道。

1亿未实名电话用户不登记就要停机

不不实实名名仍仍能能买买到到117700号号段段电电话话卡卡

近日，工信部下发通知,要求2016年12月31日前电话用户实名率达到95%以上,2017年6月30日前全部实现实名登记,“不实名就停机”。这
被外界称为“史上最严电话实名制”。实名制的改革由来已久,应如何看待这一“最后通牒”?实名制的治理还存在哪些难点？

取取消消漫漫游游费费，，仅仅剩剩联联通通没没吭吭声声
中国移动、电信都表态了，长途漫游费彻底取消不会太远

中国移动语音收入
同比下滑14 . 2%

中国移动中期业绩公告
显示，今年上半年营运收入
大约为人民币3700亿元，同
比增长7 . 1%。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移动的流量收入贡献首
次超过传统业务，跃升为公
司第一大收入来源。

中国移动首席执行官李
跃表示，中国移动已经从7月
份起停止销售包含长途漫游
的新套餐，预计今年底取消
销售所有长途漫游套餐，逐
步推进全国一体化资费。

李跃认为，这项改变将
有利于简化业务，加强竞争
力。“但是，通话语音业务占
收入比重高达37%，因此取消
长途漫游收费有风险，集团
计划用两年时间消除风险，
未来会拓展资费全国一体化
等计划。”

中国移动表示将与监管
机构积极沟通，面对公众的
期望，主动加快长市漫统一
套餐的推广，均衡有序进行
资费调整，更好地满足客户
需求、提升竞争能力。

数据显示，中国移动上
半年流量收入达到1950亿
元，同比增长26 . 7%，流量收
入占通信服务收入比重提升
至43 . 3%。流量收入贡献实现
标志性跨越，首次超过语音、
短信等传统通信业务成为中
国移动的第一大收入来源。
与之相反，中国移动上半年
语音收入为1200亿元，同比
下滑14 . 2%。

针对移动的说法，电信专
家王煜全指出，长途漫游费的
产生，其实是电信运营商自己
的“问题”，早就应该取消。

移动电信取消后
联通很可能跟进

在取消长途漫游费的
动作上，移动并不是第一
个。今年7月，中国电信集团
董事长杨杰曾表示，今年中
国电信将逐步取消长途漫
游费，并将率先推行全流量
计费，即电话、短信折合为
流量，统一计费。三大运营
商，目前只有中国联通还没
有发布这类消息。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移
动宣布取消长途漫游费，有
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运
营商的角度来说，靠话费作
为收入的部分会越做越小，
运营商需要拓展互联网的增
值服务。另一方面，三大运营
商之间是有竞争关系的，中
国电信已经取消了国内漫游
费，从中国移动来讲，取消长
途漫游费也算是一种应对的
举措。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教授曾剑秋认为，取消
长途漫游费还需要一个过
程。“比如长途电话系统，在
最开始时都有长途漫游费的
设计。另外，因为中国比较
大，幅员辽阔，地区的经济发
展也不平衡，所以一下就把
漫游费取消的话，不太现
实。”

就在今年4月，工信部表
示，在电信资费市场化机制
下，积极推动取消手机漫游
费，下一步将根据国家区域
发展战略规划，推动企业逐
步取消区域内手机漫游费。
虽然工信部并未给出长途漫
游费退市的具体时间表，中
国联通也没有发布全国取消
长途漫游费的计划，但是，不

少业内人士分析，在移动、电
信取消长途漫游费后，联通
方面很可能跟进，在“提速降
费”的大背景下，长途漫游费
明年可能会被彻底取消。

多地早已取消
区域性漫游费用

在运营商之外，各地也
在积极推动取消长途漫游
费。据了解，去年8月份，三大
运营商曾联合宣布，自2015
年8月起，在北京、天津、河北
取消三地间手机长途、漫游
费。据电信内部人士当时向
媒体透露，京津冀漫游费取
消，中国电信仅系统改造一
项就投入了至少2000万。而
另据媒体报道，中国移动每
年因此减少的收入或将达30
亿。

除了京津冀以外，区域性
长途漫游费用取消早已在多
地实行。去年9月，中国移动云
南公司宣布，从当月起取消滇
中经济圈昆明、曲靖、玉溪、楚
雄四州市长途通话、漫游费
用。国内取消漫游费的案例还
可以追溯到更早之前。从2013
年7月1日起，广西北部湾南
宁、北海、防城港、钦州四市加
上崇左，均取消了手机漫游费
和长途费。另外，从2014年1月
1日起，贵阳、遵义、安顺也取
消了市间移动电话的漫游费
和长途费。

除上述地方，根据8月12
日四川省政府网站公布的

《关于印发全省五大经济区
2016年重点工作方案的通
知》，川南经济区4个核心城
市内江、自贡、宜宾、泸州也
计划取消长途漫游费。

据新华社、央广、广州日
报

继中国电信之后，中国移动近日宣布预计今年底取消销售所
有长途漫游套餐。不过截至14日，另外一家运营商中国联通则尚未
公布此类消息。业内预计，三大运营商将在2017年逐步取消长途漫
游费，推行“长市漫”一体化计费方式。根据中国移动工作人员的介
绍，目前已经开始取消一些套餐的长途漫游费。

今年4月，工信

部表示，将积

极推动取消手

机漫游费

近年来国内漫游费如何调整

手机漫游费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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