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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6提 出 公 司 的 口 号C<D;D;EF<>G4一 个 网 络6#<D;

H<BAIJ4一个政策6#KDAL;>M@BM;>LAI;4普遍服务6N后#普

遍服务已经成为全球电信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经过

改革重组和新运营商的引入#我国电信市场由原来的

中 国 电 信 一 家 垄 断 经 营 逐 步 转 变 为 由 电 信O联 通O移

动O新网通等多家电信企业竞争的格局+在此情况下#
普遍服务作为电信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愈来愈引起

人们的关注+
根 据 国 际 经 济 合 作 开 发 组 织4PQRS6在T普 遍 服

务 和电信资费的改革U的报告理解#普遍服务指C任何

人在任何地点都能以承担得起的价格享受电信业务#
而且业务质量和资费标准一视同仁+N

尽管世界各国对普遍服务的定义略有不同#但一

般 来说#普遍服务包括三项基本要素*406可 接 入 性+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需要#都应该有全面覆盖的电话

服务+426非歧视性+无论用户所处的地理位置O种族O
性别O宗教信仰#对他们在价格O服务和质量等各个方

面都应该一视同仁+456可购性+电话服务的定价应让

大部分的用户能用得起+

一O普遍服务的衡量标准

衡量电信普遍服务的指标主要有*

0V主线普及率

电 话 主 线 普 及 率 是 指 每 一 百 人 拥 有 的 电 话 主 线

数#是比较国与国之间电信普及程度常用的衡量指标+

一条电话主线是指从一个电话交换局到一个用户的一

条通信线路+根据 W8X于 0...年的T世界电信发展报

告U#0..3年底#世界电话主线普及率平均为 0%Y2’Z+
但是 W[S\技术可以将一条物理电路转换成多条虚拟

电路#以及不同国家的家庭平均成员数的不同O一个家

庭安装第二条电话线路的情况O移动电话的出现等等#
使得这种统计方法实际上已经不能如实准确地反映各

国普遍接入的实际水平+
个体电话的缺乏可以通过广泛提供公用电话得到

部分的弥补+衡量公用电话可接入性的一个有用的指

标是按人口计算的公用电话普及率+通常电信接入水

平低的国家#公用电话的使用率就很高+

2V家庭电话普及率

从统计观点看#有电话的家庭所占的百分比可能

是衡量普遍服务的最佳方法#也应该是普遍服务的衡

量标准+但很少有国家直接统计这个指标+根据 W8X
的 有 关 报 告#0..3年 底#全 世 界 的 家 庭 电 话 普 及 率 大

约是 %3Y2Z+另外#移动电话的发展使得一些家庭开

始放弃固定电话#故家庭电话普及率也可能出现误差+

5V社区接入程度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为每个家庭都装上电话#在

技术和经济上都还不大现实+一个更为适当的指标是

广义上提供电话服务#即社区接入+其衡量指标是拥有

电 话的地点4如*城镇O乡村6的数量#如我国的普遍服

务目标C村村通电话N,另一个指标是要走多远#花费多

少时间才能获得电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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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的普遍服务现状

电信普遍服务作为我国政府的责任和电信经营者

的义务"在我国经历了从垄断到竞争两个发展阶段#
在垄断时期"一直由代表政府的原邮电部管理"由

原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负责实施#过去我们的电信基础

设施落后"打电话曾是政界要人或社会名流特权的象

征#上世纪 $%年代在北京打长途电话"超过 &小时才

能接通的占 &’("根本打不通而销号退号的占 )%("
很多地区的长途电话要一两天才能挂通#有些外国人

宁愿乘飞机到香港打电话#平均数百人一部话机"自然

谈不上什么*普遍+服务#
但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后"这种情况

得到显著改观#从 ,%年代开始"我国电信市场逐渐形

成竞争的格局#近十几年来"我国电信业的超常规发展

速度令世人瞩目"&,,)年以来的电信业务量以年平均

-%(的增长率递增"电信网络实现了从小容量向大容

量!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单一业务向多层次业务的转

换#电信普遍服务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我国电信迅速发展的过

程中"我国的信息差距.即一地区的信息发展水平与先

进地区的差距/却有不是被缩小而是被拉大的趋势#这

一点可以从表 &显示的数据看出来#
表 & 我国东西部 )%%&年电信普遍服务水平

地 区
电 话 普 及 率 主 线 普 及 率

城 市 电 话

主 线 普 及 率

住 宅 电 话

主 线 普 及 率

每 百 人 公

用 电 话

移 动 电 话

普 及 率

.部0百 人/ .线0百 人/ .线0百 人/ .线0百 人/ .部0百 人/ .部0百 人/

全 国 )’1,% &21,% )%1-% &&1’’ %1)3 &&1)%
东 部 -&1-3 )%1$& )&1)- &4134 %1-% &,12%
中 部 )%12’ &)1%) &$1&- &%1)’ %1)% 313’
西 部 &41,3 ,1)) )&14$ 31)& %1)2 31)%

据统计"电话普及率在东!中!西部的差距在扩大#
当上海与北京家庭中固定电话的普及率已近 &%%(和

,)(!许多家庭已安装两部电话时"整个西部地区还有

一半以上的乡村全村没有一部电话#对电话满足程度

的调查资料说明"我国发达大城市的电话普及率虽已

很高"但满足程度却还有较大的需求空间#贵州!西藏

两地的电话普及率虽仅为 &1)(和 &1’)("而满足程

度却近饱和#但这绝不能表示这些地区已不再需要增

加电话"而只能说明这些地区人员的收入水平难以承

受资费的支付#
从因特网的普及情况看"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

用户数将近占全国总用户数的一半"但网络用户中农

民只占 %12("城市的网络普及率则为农村的 3-%倍#
这样"最需要信息与知识的广大人口"却在信息革命与

网络革命中被边缘化了#一方面"对电信企业来说"为

边远山区提供电信服务的平均成本要比城市地区高出

数倍"而业务量则远远低于城区"如果得不到补偿"这

些企业的经营就难以为继5另一方面"相对于这些地区

人民的收入来说"资费又是如此昂贵"一些政府机构在

遇到压缩经费时"首先就把费尽千辛万苦装上的话机

拆掉#以上事实证明"资金的短缺!亏损严重和消费力

不足"是我国落实普遍服务政策的主要障碍#
造 成信息*贫富+差距的根源在于经济贫富差距"

而 信息*贫富+差距又将反过来加大经济贫富差距"形

成恶性循环"造成地区和部分人口的*落伍+"最终将造

成国家和民族的*落伍+#另外"和世界发达国家电信发

展 情况相比"我国差距还很大#以电话主线普及率来

看"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英国在&,,4年分别为4-
线0百人!4%12线0百人!’41-线0百人!-$1,线0百人!

’)1$线0百人"而我国 )%%)年 $月全国电话主线率才

达 到 &’14’线0百 人"其 中 城 市 电 话 主 线 普 及 率 为

))13’线0百人"移动电话普及率为 &21$4线0百人"已

通 固 定 电 话 的 行 政 村 比 重 为 $’12(#在 电 信 发 达 国

家"电信普遍服务的重点已从语音服务转向了6789:798
服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数据业务和信息服务"而

我国目前普遍服务的重点仍处在语音接入这一初级阶

段"普遍服务工作任重而道远#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我国普遍服务

取得了 很 大 的 成 就"但 是 我 国 东 西 部 之 间 的 信 息*贫

富+差距却很大"特别是同世界发达国家电信发展情况

相比"我国的普遍服务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三!我国普遍服务的基本原则

我国目前普遍服务还处在初级阶段"与之相适应

的普遍服务基本原则应当是;

&<普遍服务要符合竞争原则

在竞争性市场上"普遍服务政策也要符合竞争的

原则#具体可以参考以下几条建议;

=制定普遍服务政策要能够鼓励竞争"而不是阻

碍竞争5

=法律要明确#所有的电信运营商都负有普遍服

务的义务"或者具体承担普遍服务任务"或者提供普遍

服务资金"而不应只有中国电信一家承担5

=直接承担普遍服务任务要实行申报制度#经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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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开招投标!选择投标低"信誉高的公司为普遍服

务的具体承担者#

$政府对普遍服务要实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并

向社会公布普遍服务的执行情况!自觉接受社会舆论

的监督%

&’重点解决普遍接入的问题

普遍服务政策的基础和前提是普遍接入%对广大

西部贫困地区和高成本"偏远"人口稀少地区!一方面

为每个家庭安装一部电话从技术和经济上还不现实#
另 一 方 面!由 于 经 济 收 入 低!受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所

限!人们即使装了电话也很少打电话%为此!应把解决

普遍接入作为我国目前普遍服务政策的重点%
在西部贫困地区和高成本的偏远地区!采取社区

接入是目前解决普遍服务的一种方式%传统上普遍接

入都是采用固定电话接入!但是!对边远地区铺设固定

电话的成本太高!尤其在一些地理环境比较恶劣的地

区!应以无线接入为宜%因为由于技术进步!使普遍接

入的成 本 越 来 越 低!如 无 线 本 地 环 路()**+技 术"卫

星,-./技术"01包交换技术"2345678967和:;-*
技术"全球移动通信技术固定无线接入等%因而从无线

接入的成本"速度"投资回报率"维护"可获性!甚至是

安全性能来看!都比固定接入网具有更大的优势%

<’实行成本补偿机制!建立普遍服务基金!改=暗

补>为=明补>
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电信市场相继取消了电话

初装费和入网费!中国电信进行了多次重组!联通"移

动等竞争性电信公司相继成立%新的竞争电信公司必

然 采取=撇奶油>的策略!首先进入低成本和高利润的

地区和业务!如大中城市和移动通信市场#特别是中国

移动集团公司的成立!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利润大大减

少#同时竞争迫使资费标准不断降低!进一步减少了中

国电信作为普遍服务主导电信公司的利润!交叉补贴

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我国电信长期以来一直实行低资

费的本地电话服务!本地电话利润很低%在西部地区和

高成本"低收入的农村地区!电信网络覆盖成本高!加

之由于农村人均收入水平低!电信需求相对疲软!话务

量低!零次户多!造成农话亏损!全国农话几乎全部处

于亏损状态%
可见!在新的形势下!建立普遍服务基金是解决中

国电信普遍服务的一条行之有效的政策%一方面!它可

以 变过去的=业内交叉补贴>为=明补>#另一方面通过

=明补>机制的建立和运作!有利于保证中国电信业改

革目标的实现!即打破垄断!引入竞争!解决电信业运

营效率偏低"成本高昂!以及服务意识差等矛盾%同时

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控和实施策略的推进实现我国的电

信普遍服务%

?’电话普遍服务和信息普遍服务可同时进行

在电信发展的不同阶段!电信普遍服务的内容不

同%在电信发达国家!0@A6B@6A服务"远程教育"远程医

疗等数据业务"信息服务已成为高级普遍服务的内容

和目标%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电信普遍服务的主

要任务是解决语音接入%但并不是说我国在基本的电

信服务尚不能完全普及的情况下就不该引入数据业务

和信息服务%
首先!技术的进步和社会需求的变化!使得我们完

全有理由不再局限于旧有的观念!而重新定义普遍服

务的目标和扩展其内涵%应该在继续推广传统的语音

普遍服务的同时!向信息普遍服务迈进%
其次!根据摩尔定律!集成电路的发展速度 CD个

月翻一番!技术创新的周期越来越短%从技术上看!语

言和多媒体业务的设施建设是可以合二为一的!且边

际成本较低%技术的发展也使得接入信息网络的成本

越来越低!在我国普及信息服务已经不是可望而不可

及的事情了%现在!一根普通的电话主线加上调制解调

器!便可以传输数据业务了%
最后!利用电信网络开展电化教学和远程教学"提

供卫生保健知识和远程医疗手段"开展电子商务!获取

世界经济发展信息以及提供生活消遣娱乐等!对我国

而言!都有特别深远的意义%

四"对我国电信普遍服务及其政策最新发

展的思考

CE现阶段我国普遍服务援助条件

现阶段我国普遍服务援助条件可定为F电话主线

普及率指数GCHH#人口密度指数GCHH#人均 I;1指

数GCHH%再考虑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经营业务来综合考

评%从条件上看!这可以包括大部分的西部地区!符合

西部大开发的主要政策导向%东部地区未通电话地区

大多是高成本地区!可以比照西部地区进行%
援助标准的制定!根据普遍服务的目标!分为不同

援助等级%其计算模型如下F

JK(元+LMK(元N线+O$PK(线N百 人+O$1K(百

人+
式中FJK为 对 某 一 援 助 对 象 的 援 助 基 金#PK为 援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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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对象援助年电话普及率的提高值!也称援助系数"#$
为援助对象基年每线电话建设成本"%$为被援助对象

基年人口数&

’与援助对象所获得的援助等级有关&可以用下

式 来确定某援助对象的援助系数 ’(’$)’*+,-*./0

123
式中(2为援助系数"*./0为援助等级级差系数"

’*为援助年全国电话普及率的平均提高值&
一般说来!援助对象所在地区基年的电话普及率

越低!那么在援助年电话普及率计划增长值就越高!其

所获援助等级应该更高!2值取值建议为 ,45&每个

援助对象的援助基金确定之后!即可计算援助资金总

额(6)7
8

$),
6$

6是普遍服务援助的需求系数&它可供普遍服务

基 金 管 理 部 门 作 为 确 定 普 遍 服 务 援 助 金 额 的 主 要 依

据&

/9普遍服务成本的计算

普遍服务成本的计算宜采用前瞻式长期增量成本

+:’;<3而不是历史成本&具体地说!普遍服务净成本

计算公式为(
净 成本)可避免成本=放弃的收入+均指在一个

财政年度内3&
其 中(>可避免成本?指@通信公司全部运营成本

+ABC中所提到的折旧B成本除外3减去>预计运营成

本?&>预计运营成本?指如果该公司不向净成本区提供

普遍服务应发生的运营成本"A通信公司资产折旧费

减去>预计资产折旧费?&>预计资产折旧费?指如果通

信公司不向净成本区提供普遍服务应发生的资产折旧

费"C通 信 公 司 资 产 机 会 成 本 减 去>预 计 机 会 成 本?&

>预计机会成本?指如果通信公司不向净成本区提供普

遍服务应发生的机会成本&>放弃的收入?指通信公司

如果不向净成本区提供普遍服务!预计该年度将不能

获得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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