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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邮政从事虚拟电信业务的市场定位与运作模式，提出邮政发展虚拟电信业务的运营策略与方案，并指

出了目前从事虚拟电信业务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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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虚拟电信业务现状
 

何为虚拟电信运营商?一般来说，虚拟电信运营商自身不具备电信网络资源，而是依靠租用电信运营商的网络，为客户提供各

种个性化的、灵活的电信服务。 

虚拟电信运营的概念也可以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基础电信业务的转售与代理，二是狭义的增值电信运营。 

由于国内政府部门至今未出台有关虚拟电信运营的政策、法规，到目前为止国内（大陆）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虚拟电信运营

商，这也是我国电信市场发育不成熟的标志之一。 

电信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培养了一批挑剔的顾客。为适应顾客的需求，电信转售代理业务、增值业务必将更丰富多彩、更具

个性化，而这种服务将主要由虚拟电信运营商来提供。 

2   邮政从事虚拟电信业务的市场定位与业务运作模式 
 

2.1 市场定位
 

2.1.1   重点针对移动虚拟电信服务。首先，固定通信网上可行的业务已经不多，语音业务已经走到头了，数据业务还有一些潜力

可挖；但在移动网上利润空间就丰富得多，像新闻点播、铃 声下载、股票、博彩、短信息、E-mail等业务最适合虚拟电信运营商

提供服务。其次，移动通信的带号转网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目前不能做到的原因关键在于政策上。当带号转网在国内一旦实

行，末端服务将至关重要，这将给虚拟电信运营商带来较大的机遇。 

2.1.2   与电信运营商建立战略联盟关系，逐步打造邮政虚拟电信运营平台，扩大虚拟电 信业务市场，成为市场上不可忽视的业

务分销商。 

2.1.3   以邮政短信业务发展为切入点，大力发展电信增值业务，扩大增值业务的比重。  

2.2 业务运作模式 

2.2.1   简单的业务代理  

邮政作为普通代理商，代理运营商的各项业务，获取代理费收入。 

2.2.2   服务渠道合作（合办营业厅、自办营业厅、接管、外包） 

与电信运营商合作，按照对方标准建立各类电信业务营业厅，或在邮政自办网点设立电信业务专柜，或接管乡镇电信营业点。

另外，185中心通过出租座席的方式全面承包移动1860的对外服务等。 

2.2.3   建设虚拟电信平台，与运营商进行深层次的合作 

建设虚拟电信平台，把运营商的业务、平台、技术等与邮政资源捆绑，形成邮政电信服务的自有品牌，这一层次的运作有利于

把电信业务做成有一定规模的长效业务，也是全国开展联动业务，并逐步向虚拟运营发展的基础。 

目前邮政从事虚拟电信服务，还是以简单的业务代理为主，应尽快向后两种模式转变。 

3   虚拟电信运营策略与方案
 

3.1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调整业务部门及业务职能，积极配合电信运营部门的工作
 

邮政从事虚拟电信业务，应真正参与到电信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之中，承担一部分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及管理工作。邮政从电信

部门了解到业务发展方向，接受业务发展指标、任务后，应积极为用户提供末端服务，接受电信部门的服务质量、指标考核等，使

自身尽快走上虚拟电信运营的正轨。 



3.2 尝试“区域性捆绑一家”的策略，和电信运营商进行全面、深层次的合作 

目前，邮政从事电信代理业务的依赖性很强，例如广东省邮政局目前代办广东移动业务占电子邮政业务的60％。 如果邮政和

多个运营商从事类似的业务合作，可能得罪和我们已有业务合作关系的伙伴。怎样依附于某个电信运营商，又不至于被对方轻易甩

掉，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与电信运营商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扩大邮政代理在对方收入的比重，成为对方举足轻重的合作伙伴，也是一种比较可行的办

法。 

可以采取“区域性捆绑一家”的策略，争取和对方签订长期合作并占有相当代理份额的合作计划，开展虚拟电信运营业务。 

但采取“区域性捆绑一家”的策略只能是在和基础运营商达成长期、全面合作意向的前提下，所代理的份额在对方代理业务中

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才可行。 

3.3 发展电信增值业务是我们成败的关键 

随着电信事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电信增值服务领域更加丰富，包括呼叫中心、互联网内容、电子邮件、语音浏览器、数据传

递以及视频会议等内容。 

通常国外的移动虚拟运营商有3种收益来源：移动通信设备的销售收入、转售通话时间的收入、游戏与短信等增值业务收入。 

移动通信设备的销售利润目前在国内并不是很高，2002年在北京的销售毛利率大概在6％左右。而转售通话时间业务在国内能

否开展起来还是一个未知数。 

增值业务目前看来是最有希望的一块，虚拟电信运营商只有在电信业务价值链上努力延长这个价值链，提供新的增值服务才是

立身的根本。 

据资料表明，国内手机用户已超过1 5亿，使用增值业务的人也越来越多。比如说，手机短信业务的发展目前已步入增长阶

段，邮政如何发展以短信息为切入点的电信增值业务涉及到邮政虚拟运营品牌能否真正地建立等关键问题。 

邮政现行的EMS业务主要用于内部资源调度，比如：EMS揽收调度，可以考虑开发一些新的短信服务，比如：企业短信服务、银

行账户到账服务、手机投注等。 

3.4 打造邮政虚拟电信运营平台，发行邮政联名卡（如：手机SIM卡），实行包号经营，扩大市场份额，创立邮政手机品牌，增强

抗风险能力 

邮政应在现有邮政综合网的基础上，经过扩充、改造构建出邮政虚拟电信运营平台，使之成为覆盖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

网等各个领域并为用户提供多层次、全方位服务的电信服务运行平台。 

在虚拟电信运营平台的基础上，发行邮政联名卡（如：手机SIM卡），实行包号经营，形成稳定的话费分成、手续费等收入，

为虚拟电信业务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为此，提出如下打造虚拟电信运营平台及经营思路： 

第一，在和基础运营商的合作方面，要争取到包号经营的长期合作有利条件。 

第二，基于邮政综合网，建设虚拟电信业务平台，提供与各大运营商统一的业务接口，实现代办电信业务全省联动作业，形成

统一的代办电信业务平台。该平台的建设将打破邮政只是简单代理电信业务的现状，为虚拟电信运营打好基础。  

第三，在虚拟电信业务平台建立后，开展包号经营及其它业务的初始之际，媒体的炒作必不可少。如果能发出与一个有一定知

名度的虚拟电信公司进行合并、重组的消息，则会是一起比较成功的炒作方案。 

3.5 拓展海外市场——邮政虚拟电信业务的生机 

润迅在香港的移动智能网主要为香港移动用户提供话音业务、短信业务、留言信箱业务、各种特色的智能业务。在跨域服务方

面，相当于构建一个“跨域通信平台”，连接香港电信和大陆的中国移动，推出“跨域多功能通讯卡”，实现移动电话在国际间的

呼叫转移；香港80 0号呼叫中心在大连建立100个座席，主要为日本电信提供外包服务；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也分别建立100个座席

拓展海外业务；深圳翔龙通信有限公司的呼叫中心目前已经为海内外4个大客户提供外包服务。种种迹象表明开拓海外市场将为邮

政虚拟电信业务巨大的生机。 

4.1 政策上的空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的规定，电信业务被分为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两种，其中并没有提到虚拟运营这种

介于基础电信与增值电信业务之间的业务种类。使得没有名分的虚拟运营商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边一厢情愿地与网络运营商展开

合作，一边提心吊胆地开发用户。生怕哪天出台一条新政策使会把自己辛辛苦苦开发的用户悉数拱手让人。 

4.2 移动市场的不成熟 

目前国内移动通信市场的竞争机制并未完全建立起来。在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中移动电话用户仅2亿多户，可以

说远没有达到饱和。移动运营商无需支付巨大的用户开发成本，便有用户自动上门，这使得移动运营商对用户开发的紧迫性认识不

够。同时由于用户开发成本相对较低导致的利润偏高使得移动运营商不情愿将这块肥肉让给移动虚拟运营商。 

4.3 基础运营商对移动电信市场的垄断 

基础运营商对移动电信市场的垄断阻碍了虚拟运营商的发展。润迅所面对的困难就是遭遇垄断的一个例子。 

基础运营商更乐意垄断通信市场的末端服务，不会主动将这部分利润分销给虚拟电信营商。  

总之，对于有志于开拓虚拟电信市场的商家而言，虚拟电信运营目前还太“虚”，在一个大的发展时期到来之前，还要有一个



耐心的等待时期。 

在这个等待时期，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和基础运营商搞好关系，争取签订长期的合作协议（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尽可能发展

代办电信业务与增值电信业务，实现实际意义上的虚拟电信业务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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