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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竞争促进电信市场的发展/号码携带业务把竞争引入到本地电信业务中/打破原有的电信运营商

的垄断/给新的运营者参与竞争的良机0基于此/介绍了号码携带业务的基本方法及概念/并对如何实现号

码携带业务的技术问题进行了分析0从国外开展号码携带业务的现状及发展可以看见我国目前该项业务

的发展趋势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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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 言

*###年&月"-日/随着中国电信与中国网通的

正式挂牌/中国通信运营商的&7"格局形成0运营

市场上从骨干长途网8本地网到移动网的竞争进一

步加剧0在用户一侧/更多的用户不满意过去垄断式

的服务/但对于自己使用已久的号码资源难以割舍/
因为改变号码意味着带来更多的开销和麻烦0用户

的愿望是/带着自己已有的号码/接受自己认为满意

的运营商的服务0这给那些真正希望通过优质服务

赢得用户的运营商提供了机会0在运营商一侧/各公

司都想保留住自己已经拥有的用户群体/还想通过

优质服务吸引更多的新来用户0市场的总盘是确定

的/各公司所占份额是不确定的0都已认识到/只有

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提供优质优价的服务/随时随

地满足用户对业务的各种要求/才能扩大自己的市

场份额0中国通信市场如此/国际通信市场依然如

此0
从电话发展的历史来看/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

家和地区都是由唯一的电话运营公司来提供本地电

话业务0然而/近些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部分

国家正将竞争机制引入到本地电信业务中/使通信

运营公司面临着巨大的挑战0一方面/他们要保留自

己已拥有的用户/巩固自己的地位1另一方面/又要

吸引新的用户来应用他们提供的先进业务0业务提

供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当用户改变了他的所

在地点时/他的电话业务必须由新的本地电话运营

公司提供/但他们都不愿改变原有的电话号码0这是

在本地电话业务市场中引入竞争的最大障碍0
因此/号码携带业务现在已成为电信业中的热

门话题092:%2第二研究组已将号码携带业务作为

*###年研究期内的研究课题之一/以期在本研究期

内解决实现号码携带业务的一系列问题0在美国/根

据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规划/于*###年开始提供号码

携带业务0在欧洲/根据欧盟关于编号政策的绿皮

书/对 于 本 地 环 路 中 的 号 码 携 带 将 在 *##;年 间 实

现1在亚洲/本地号码携带业务也将在*##;年之后

逐步实现0

< 实现本地号码携带业务方法和概念

本 地 号 码 携 带 业 务 是 基 于 智 能 平 台 的 一 项 业

务0用户在综合比较了多种运营商的服务质量8价格

因素8发展前景后自主地选择运营商而不改变自己

的原有号码/避免更换新号码带来的费用开销和不

便0运营商在提高自身服务质量8优质优价服务的基

础上争取更多的用户/以扩大自身的市场份额0由于

目前国际号码编制计划的不统一性/这项业务还不

能提供跨国号码携带/因此叫做本地号码携带业务0
号码携带业务大体上有;种类型!)"+业务提供者携

带)服务供给者可携带+/即用户从一个业务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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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到另外一个业务提供者时!用户保留原有号码

不变"#$%位置携带#位置可携带%!即允许用户从一

个固定物理位置转移到另一个位置时保留原有号码

不变"#&%业务携带#服务可携带%!即用户从一种业

务更换到另一种业务时保留业务原号码不变’
上述&种类型业务可以由现有电话网呼叫转移

功能实现’在智能平台没有全面发挥作用之前!电信

公司利用原电话网交换机呼叫转移功能实现部分的

号码携带业务!但在呼叫转移过程中!被叫用户用两

个电话号码必然存在号码资源浪费的问题’同时!还

有呼叫时延增加和呼损增大的问题!另外目前无法

在固网与虚拟专网和移动网之间实现号码携带!这

种方案只能作为临时方案来使用’欧洲运营商提出

通过数据库译码直接发送号码的一种临时方案’当

呼叫到原主叫交换局时!在交换机内给已携带走的

被叫号码上增加(个数字的前缀!这个带有前缀的

号码是唯一识别被叫号码现在所在交换局的代码’
根据交换机提供的路由信息!呼叫被重新选送到号

码现在所在交换局’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受制于交换

机处理能力且增加信令处理难度’

) 利用智能平台实现号码携带

这个方案是一个最终方案!包括*+ 在 运 营 商

独立经营的网中通过智能平台实现号码携带’该方

案对智能平台的要求很高!要求能处理很大的话务

量查询’就目前技术而言!各大运营商都能做到!这

种方案也叫运营商携带号码方案#运送者可携带代

码%!它利用, 位数字的运营商携带码来识别呼叫

终端的运营商交换机!允许用户从他们选择服务的

运营商交换机上直接接收呼叫’在智能平台上!将被

叫电话号码传送到业务控制点上的本地号码携带数

据库"在该数据库中!运营商携带码替代被叫用户的

区域码!运营商携带码与用户码一起保存在其中’由

该数据指明本次呼叫由哪个运营商的交换机接收!
以便完成呼叫!如图-所示’. 由政府主管部门协调

在业务控制点上建立一个全国路由数据库!使所有

的运营商都可以接入此数据库!用来确定每个呼叫

的路由’尽管这个方案在概念上看似简单!而且具有

高度的灵活性!但它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组织/
财政/竞争和安全的重要问题!还要面对与计算技术

的需求和必要协议的开发有关的技术上的挑战!如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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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欧美号码携带业务的现状和发展

在欧洲!英国早在-RRS年-月就已开始对号码

携带业务进行开发和测试!他们利用北方电讯公司

的36<-TT交换机平台!通过号码翻译#数据译码%
和路由重选实现号码携带’-RRU年!商用号码携带

业务即被推出’
利用数据译码进行路由重选呼叫是英国提出的

一个比较好的临时解决方案!因为通过数据译码可

以直接发传送号码’当呼叫到达始发交换局时!在交

换 机 内 部 给 被 叫 号 码 上 增 加 V个 数 字 的 前 缀

#UWWWWW%!这个带有前缀的号码是唯一识别被叫号

码现在所在交换局的代码’因为交换机内部的交换

能力有限!又不具有信令透明性!所以这种在原有电

话号码上插入前缀的呼叫转移只是暂时的办法’
在过去的几年里!英国电信#4:%和其它电信公

司一直在为实施号码携带进行长期磋商’-RRU年--
月!英国的垄断与合并委员会#多媒体控制器!垄断

和合并代办%向电信总局局长提交了一份有关号码

携带业务的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网络拥有者

负责承担网络的升级费用".每条线路的安装费将

由呼叫终端的电信运营商支付"X额外的传输费用

应由各电信运营商分摊’

-RRV年U月!YZAIW公司正式向公众推出了号

码携带业务’资费标准是每条住宅线路为-R?RR英

磅#合$R?RR美元%!每条商用线路为ST英磅#合VT
美元%’

在北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于-RRV年对-R&S
年的电信法进行了修订!提出了有关号码携带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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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规划和对号码携带业务的具体要求!根据这

些要求"任何长期号码携带业务都要符合联邦通信

委员会制定的运营标准#$ 支持现有网络业务%特

征和性能&’ 不需要终端用户改变他们已用的电话

号码&( 不需要电信运营商为了将呼叫发送到适当

的终端点而依靠由其它电信运营商提供的数据库%
网络设施和业务&) 有效利用号码资源&* 不会导

致任何电信运 营 商 拥 有 垄 断 利 润&+ 当 用 户 改 变

电信运营商时"不会导致业务质量或网络可靠性的

下降&, 当业务实现时"不会导致不合理的业务质

量或网络可靠性的下降&- 将来能够容纳其它各种

增值业务的可携带业务!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规定".//0年.1月.日之

前所有的本地通信公司都要落实对长期号码携带业

务的阶段性部署"而且在预期方案实现之前"所有本

地通信公司必须提供现有可利用的号码携带业务"
比如远地呼叫转移和直接拨入23345等!除市话之

外"联邦通信委员会还将要求蜂窝%卫星个人通信系

统和某些专用无线移动业务的提供者在.//6年.7
月8.日之前具备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号码携带业务

的能力 !
根据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规定"实施第一阶段本

地号码携带业务的有亚特兰大%芝加哥%休斯顿%洛

杉矶%明尼阿波利斯%纽约和费城等0个城市!该计

划 从.//0年.1月.日起"到.//6年8月8.日止!第

二 阶段将覆盖.9个以上地区"计划从.//6年.月.
日起"到.//6年:月.:日完成!.//6年二至四季度

还将增加其它城市".//6年底达到.11个城市!
无 线移动运营商将于.///年9月81日之前在

同样的.11个地区提供本地号码携带业务!由于大

多数无线移动运营商没有部署智能网基础设施"联

邦通信委员会又要求无线号码携带解决方案必须支

持全国漫游"因此无线移动运营商正在寻求一个合

适的解决方案!
当前"号码携带业务比较成功的长期解决方案

有以下7种!

2.5电信运营商携带码方案2;<==>?=@A=B<C>D>BE

;AF?5
这 个 方 案 是 由 GH4 I?B=A" 3JH

HAIIKL>;<B>ALM" NA=B?D O?D?;AI" J>?I?LM

JB=AIC?=PQH<=DMAL和O<IF?IHAI@KB?=等公司提

议的!它利用8位数字的电信运营商携带码来识别

呼叫终端的电信运营商"并且允许用户从他们选择

的业务提供者那里直接接收呼叫!电信运营商携带

码 方 案 借 助 于 可 以 在 高 级 智 能 网2R4N#<FS<L;?F

>LB?DD>P?LBL?BTA=U5或 智 能 网 平 台 上 实 现 的 软 件"
将被叫电话号码传送到业务控制点上的本地号码携

带数据库&在这个数据库中"以通信公司携带码替代

了被叫号码的区域码"通信公司携带码与用户的目

录号码一起保存在其中"并且利用通信公司携带码

可以通知始发交换机由哪一个通信公司接收呼叫"
然后将呼叫传送给该通信公司!

275位 置 选 路 号 码 方 案 2DA;<B>AL=AKB>LP

LKIC?=5
该方案是由RI?=>B?;V公司和贝尔通信研究所

共同开发的!利用位置选路号码方案"当一个本地呼

叫进入始发交换机时"始发交换机会发出一个查询

信息"经由七号信令系统到达位于号码携带管理中

心的本地号码携带数据库进行查询!在此数据库中"
每个本地电话号码都被分配给一个识别所在交换机

的选路地址!号码携带管理中心数据库将这个选路

地址信息返回到始发交换机"从而完成了整个呼叫

查询过程!由于所有的呼叫都要送到号码携带管理

中心数据库来查询"因此会造成约为1W7X1W8M的

时延"但用户不会感觉到!
无论号码携带业务最终采用何种实现途径"最

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可以处理大容量事务的容错系统

支持号码推带业务!最初"关于路由信息的查询总量

会很低"但随着竞争的增加"所有话务量最终都将以

路由信息查询的方式出现!因此业务控制点的构成

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查询量超过业务控制点的

容量极限"业务控制点就不能正常处理来话路由信

息"这会导致网络中断!因此"容错性和可扩展性将

是号码携带业务数据库很重要的系统要求!另外"还

有其它一些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数据库的所

有权%业务控制点的所有权%业务管理系统员工管理

权以及网络互联的计费问题!
号码携带业务的最终解决方案应避免制定新技

术标准!即便是利用现有的信令协议和数据库设计"
对呼叫的处理是一项很繁琐的工作!如果再制定新

的技术标准"将会产生大量的临时解决方案"这无疑

会给实现号码携带业务造成混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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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号码携带业务的现状和发展

在我国"#$年代前期电信运营主要是垄断性运

营"且整个#$年代均处在大发展时期%固定电话和

移动电话运营商均未考虑过开展号码携带业务"政

府主管部门也未就此项业务做出任何规定和要求%
进入 &$$$年 以 后"我 国 电 信 运 营 商 的 竞 争 格 局 已

定"’大运营商终将通过政府许可或市场机制下 的

合并重组而分别获得移动或固定业务执照%若干具

有全业务执照的运营商"为了各自的发展和生存"他

们需要且要求通过自己的优质服务和合理的价格吸

引更多的用户%通信业的平稳发展也提出号码资源

的透明性"由政府掌管的号码资源将开放给公众"而

不再为某运营商所独有%运营商所能获得的号码资

源的多少由他在市场的表现来确定%用户有了更大

的选择余地"很方便地选择自己认可的运营商"摆脱

那种搬迁"离网必须改变原号码的现状%用户的这种

方便将有效地转化用户群体对某运营商服务不满意

而导致的社会问题"使之形成良性循环"既有利于运

营商也有利于政府管理"更有利于广大用户%相信在

未 来 的 几 年 中 政 府 主 管 部 门 将 推 出 有 关 规 定 和 办

法"指导电信运营商健康发展该项业务%

鉴于目前各大运营商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智能平

台"位置选路号码方案是较为可行的%由政府通信管

理部门建立并管理本地号码携带数据库系统"对各

大运营商公平开放"使之都能方便地查询到被叫路

由"以期完成号码携带业务的基本任务%
竞争是世界电信市场发展中不可逆转的趋势"

号码携带业务正是将竞争引入到本地电信业务中一

个难得的方式%它将改变原有垄断电信运营商的优

势"并给予新的运营者一个参与竞争的良机%因此"
在解决了上述一系列问题之后"提供号码携带业务

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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