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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逻辑结构与框架体系如下：
　第1章提出了研究动机，探讨了网络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提出了网络瓶颈、单向接人和双向接人
等概念，并分析了市场结构与接入定价的关系。

第2章简单解释了选择电信产业作为典型网络产业的原因，并对接人定价理论研究进行了综述。
其中，单向接人定价理论综述主要是针对以Laffont和：r：irole等学者为代表的法国学派和以Armstrong
等学者为代表的英国学派的单向接人定价理论进行的，同时简要总结了其他学者的贡献；双向接人定
价理论综述按照基于成本、基于零售资费、互不结算、呼叫外部性与接听方付费的顺序进行，并详细
介绍了Laffont．Rey—Tirole模型及其结论。

第3章在引入相关成本概念的基础上，分别探讨了基于边际成本、历史成本、机会成本、前瞻成本和
成本需求的接人定价方法。

第4章放松了Laffont．Rey—Tirole模型的某些假设，分别研究了消费者部分参与、网络成本不对称和存
在呼叫网络外部性三种情况下的双向接人定价模型。

第5章分别利用市场结构模型和接人收益分配模型分析了政府对单向接人定价和双向接人定价进行规
制的必要性。

 第6章主要总结了美国电信产业网间结算政策实践经验。

第7章简要回顾了中国电信产业改革历程及市场概况，为研究中国电信产业网间结算政策提供了必要
的基础，并总结了中国电信产业网间互联政策及主要障碍。

第8章在回顾不同时期网间结算政策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现行网间结算政策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明
确了未来网间结算政策应该满足的主要政策目标，指出中国电信产业应该实行网间双向结算政策；并
在对称性假定条件下，得到了双寡头、多寡头以及消费者部分参与等多种市场情况下满足Ramsey约束
条件的线性接人定价标准，并分析了该接人定价标准的主要优点，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9章总结了全书主要研究结论，并对未来研究趋势和领域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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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均衡存在的区域内，虽然均衡价格仍然是结算价格系数y的增函数，但均衡利润与
结算价格系数Y无关，接入双方没有动机进行合谋。
与基于成本的接入定价规则相比，当两者的接入价格相等时，基于零售资费的接入定价规则下，均衡
零售价格更低，从而意味着基于零售资费的接入定价规则强化了零售市场竞争。
上述结论与Laffont-Rey-Tirole模型（1998a）的结论比较类似，但其内在经济机制并不相同。
在基于成本的接入定价规则下，提高接入价格会使接入双方更不愿意降低零售价格，其原因在于降低
零售价格虽然可以扩大市场份额，但将降低零售利润和恶化接入支付状况。
而在基于零售资费接入定价规则下，提高结算价格系数Y将使接入双方更愿意降低零售价格，这主要
是因为降低零售价格虽可降低零售利润，但将增加市场份额和改善接入支付状况。
从规制政策角度讲，虽然基于零售资费的接入定价规则简单易行，避免了复杂的成本测算工作，但其
缺点也很明显，如结算价格系数Y确定过程不透明，存在运营效率低和妨碍竞争的可能，而且社会最
优的结算价格系数Y同样依赖于网络成本结构和消费者需求信息。
相对而言，在基于成本的接入定价规则下，接入价格直接反映了提供接入服务的成本信息，为资源配
置传递了正确的价格信号。
这意味着，就实现特定规制目标来讲，基于零售资费的接入定价规则并不一定优于基于成本的接入定
价规则。
3.互不结算的双向接入定价理论如果双向接入的网络企业之间话务流量接近于平衡时，互不结算的接
入定价规则从理论上具有一定道理，从实践上又简单易行。
互不结算的接入定价规则即接入双方相互免费为对方提供接入服务，或者说“计账但不收费
（billandkeep）”，因此又可以称为接入定价“挂账”机制。
这种接入定价规则最开始被互联网业务提供商（ISP）所采用。
原因在于，在互联网发展之初，ISP之间的业务流量大致平衡，为了减少交易成本，ISP之间采取了互
不结算的接入定价规则。
但随着时间推移，不同ISP之间的业务流量明显不对称，为补偿接入成本和平衡接入收入，ISP也逐渐
放弃了互不结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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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产业接入定价:一般理论与政策设计》是产业组织与规制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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