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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息社会或信息时代一词通常被用来概括描述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一场新变革。
这种变革是由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的发展所引发的。
如今，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信息和通信技术对人们经济社会活动、学习和生活乃至思维方式的影响
也已是经常可见。
加之国际社会包括欧盟在内已经将信息社会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因此，研究信息社会的诸多重
要方面，似乎成为比较自然的选择。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之所以特别关注信息社会问题，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
临的突出矛盾。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
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国家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
我们已经告别了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工业化加速发展，消费品供需关系发生转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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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取了中国电信法起草中的四个关键问题：监管体制、网络融合、市场准入、普遍服务，并
就这四个主要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主要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述结构也基本一致：首先，分别描述中国和欧盟相关成员国在相关专题
上的现状；其次，分析中国与欧盟在上述专题上的差异及差距，并分析其基础性原因。
最后，提出中国在有关专题领域的立法建议。
    在监管机构部分，提出如下观点：中国电信监管机构应当尽可能淡化政府机构性质，以进一步提高
其独立性；应积极推进广电和电信监管机构的融合，建立融合的监管体制；并加强与竞争管理机构以
及内容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应当借助于电信监管体制的深化，探索经费渠道的多元化，特
别是研究监管收费和电信资源收费及其专款专用制度；应当进一步明确电信监管机构在事中、事后监
管的职责，并配置相应的监管手段；要通过电信立法，增强监管机构的监管手段；应加快改进争议解
决程序，实现定分止争的快速解决。
    在网络融合部分，认为：为推进网络融合，首先要完善法律规范，抓紧出台《电信法》及其他适应
融合性业务发展的法律法规，推动中国网络融合进程；其次，要改革中国、ICT领域的监管体制，择
机成立融合性的网络监管机构；再次，要以市场为先导，培育多元利益主体，提升竞争活力；最后，
要选择适宜道路，降低市场风险。
本书认为，中国市场迈向融合的道路并非一条，政府部门应当扮演引领者、指导者和监督者的角色，
让各类企业在网络融合中发挥主力作用。
    在市场准入部分，总体结论是，应顺应电信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趋势，依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中
国的实际，逐步放松市场准人，更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具体政策建议是：在电信业务分类上，修改《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增加融合性业务；在电信业务许
可制度上，简化许可条件，改革许可制度；逐步向国内非公资本和外资开放基础电信业务市场；规定
基础运营商开放网络，提供接人的义务等。
    在普遍服务部分，认为，首先，通过立法尤其是电信法的起草，明确普遍服务的目标、原则、义务
范围、普遍服务义务承担者的产生方式、融资和补偿机制等；其次，普遍服务的服务范围应该惠及更
多的弱势人群，包括城市的弱势人群以及残疾人，并且普遍服务的业务范围应逐步推广和普及宽带业
务；再次，要确立以成本为基础的普遍服务融资机制，选择适当时机出台普遍服务基金，并考虑将公
共基金作为普遍服务融资的方式；然后，普遍服务义务分配机制应进一步市场化，在普遍服务的提供
上加快引入竞争机制；最后，要定期对普遍服务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以评估结果为依据，对
普遍服务的政策进行调整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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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电信监管机构结构与摘要本部分在对中国与欧盟电信监管机构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中
国未来重塑电信监管机构的建议。
报告首先介绍了中国电信监管机构的基本情况，并重点介绍了信息产业部的运作情况。
其次，介绍了欧盟关于国家监管机构的指令以及欧盟成员国电信监管机构的概况。
接下来对中欧四国从组织结构、运作机制等方面对电信监管机构进行比较研究，并加以分析。
最后，提出了完善中国电信监管体制的相关政策建议。
本部分的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电信监管机构应当尽可能淡化政府机构性质，以进一步提高其独立性
；2.应积极推进广电和电信监管机构的融合，建立融合的监管体制；3.加强与竞争管理机构以及内容管
理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4.通过电信监管体制改革的深化，探索经费渠道的多元化，特别是研究建立
监管费收取、电信资源收费以及专款专用制度；5.进一步明确电信监管机构在事中、事后监管的职责
，并配置相应的监管手段；6.通过电信立法，赋予监管机构更多、更大的执法权；7.加快改进争议解决
程序，实现定分止争的快速解决。
1.中国的电信监管体制1.1 中国电信监管体制的沿革我国电信监管体制的发展演变，以1998年信息产业
部成立为分水岭，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政企合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垄断经营阶段和引入
竞争阶段垄断经营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公用电信业的基本体制特征是：电信网的运营与服务由邮
电部独家垄断。
邮电部既是公用电信业的经营者，又是公用电信业的政府管理机构。
尽管自90年代初开始，许多企业进入到一些基础电信和增值电信服务市场（主要是无线电寻呼），但
比例很小，而且进入电信服务业需要邮电部的严格审批。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欧电信法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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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电信法比较研究》的相关课题研究工作由中国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与德国明斯特大学合作完
成。
中欧双方的负责人分别是续俊旗博士和BemdHolznagel教授。
各部分具体写作分工如下：第一部分“电信管制机构”，续俊旗负责，参加人分别是马凝芳、武莹
和PascalSchumactler；第二部分“网络融合”，陈金桥负责，参加人分别是马凝芳、李乃青
和ThorstenRicke；第三部分“电信市场准入”。
李海英负责，参加人分别是杨筱敏、李乃青和StefarfieBetlIe；第四部分“电信普遍服务”，康彦荣负责
，参加人分别是李乃青、张沛和IsabelSimorl。
续俊旗博士负责对中国部分以及建议部分的内容进行审定，BerndHolznagel教授负责对欧盟部分的内容
进行了审定，最后由续俊旗博士审定形成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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