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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信法》内容简介：在电信法律服务领域，我国还没有严格意义的电信律师。
入世9年来，我国电信法律服务的需求并未如预期蓬勃发展，为运营商提供法律服务的“电信律师”
处理的都是普通公司业务，如一般合同纠纷、公司重组、上市等，较少涉及电信法的实质内容。
这是因为电信计划体制下，电信资源调配不是通过市场，而是通过行政手段。
没有真正意义的电信市场，就没有专业电信法律服务的需求，自然不需要电信律师。
　　在缺乏市场环境和法律服务需求的背景下，电信法学研究显得幼稚和飘渺。
从最近4～5年的电信法论文检索结果看，国内电信法论文不仅为数很少，而且无论从研究范式，还是
语言风格，都不像是法学作品，它们较少进行价值分析和法律关系的阐释，对制度合理性的论述照搬
经济研究中的数学推理和逻辑分析。
规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内容、语境统治着电信法学研究，似乎电信法要做的惟一工作就是将规制经
济学的研究成果确立为法律。
　　由于电信法学研究滞后，优秀的电信法教材难以诞生。
至今我国还没有可供法学专业教学使用的电信法教材，即使翻译的也没有。
在我国已有的有关电信法的著作中，有的作为经济学或管理学丛书，从规制经济学或管理学视角介绍
电信管制制度，缺少法学的视角和语境；有的流于介绍外国电信法发展史和法律制度，缺乏法学体系
的构建；有的从实务操作角度出发，阐述如何处理电信热点问题，缺乏法学理论分析；有的虽然冠以
电信法学著作，但是仅将利用电信手段或出现在电信企业中的传统法律问题作为研究内容，比如电信
诈骗、电信服务合同纠纷，或者赘述网络法、信息法、电子商务法中已经作为热点研究对象的网络侵
权、数据保护、信息安全等内容，较少涉及电信法的内核——互联互通、接人权、普遍服务、入门许
可、电信资源分配、无线电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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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信息经济是以现代信息技术等高技术为物质基础，以信息产业为主导，是基于信息、知识、智
力的一种新型经济。
②信息经济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计算机网络和电信业的普及为标志，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特
征，包括半导体芯片、计算机软硬件、音像制品、电信业（有线、无线、卫星、微波通信）、网络产
业、信息咨询业等。
③有些学者或者经济组织将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形态定义为知识经济。
④知识经济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信息成为了一种生产力要素，其直接创造了或提高了生产力。
信息创造效益的方式包括⑤：（1）信息渗透到生产组织中，智能化的工具和科学的分工使劳动力分
配更合理。
非创造性劳动交给非创造性人群或机器完成，创造性人才只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信息在生产中的应用使得劳动力重新分配，某些生产方式或服务方式被淘汰，如图书馆原来的抽屉式
图书检索已由计算机检索取代。
劳动对象在信息应用的过程中逐渐被拓宽，如网络电视、可视电话、手机媒体等新媒体创造了新的信
息传播方式，拓展了受众对象，因而创造出效益。
（2）将生产场所由现实空间变成虚拟空间，以减少生产和交易成本，例如电子邮件省去了开箱、投
寄、运输，减少了生产成本；又如网上购物、婚姻中介，减少了跑断腿的询价等交易前过程，节约了
交易成本。
（3）信息与劳动者结合，提高决策的准确性。
减少决策失误和成本，比如高考报志愿，对未来社会需要的了解、各高校相关专业优劣的甄别，对于
填报适合的专业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信息空间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现实空间里面建立起来的一个虚拟空间，其既依赖于
现实空间，又独立于现实空间。
一方面，信息生产、传播、存储、消费（使用）所凭借的物理设备本身就是现实空间的一部分；另一
方面，人类不仅将现实空间的行为搬到了信息空间（如网络游戏、网上同学会），而且还在信息空间
内创造了新的行为方式（如人肉搜索、陌生人之间建立的网上家庭），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的改变、创建和消灭，需要规则的约束。
当现实空间的社会关系平移至信息空间后，法律问题随之产生，尤其是出现了信息空间特有的新型社
会关系，信息法必须予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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