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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是世界电信日。就在两天

前，国内三大运营商的“提速降费”措施

在人们的关注中集体亮相。但随后这些

“大动作”却被很多公众指为“缺乏诚

意”。

密集举措缘何换来少人喝彩的尴

尬？是否“假摔”，何时“真降”？各种议

论林林总总。专家指出，提速降费的背

后反映出国内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迟

缓，改革仍面临诸多阻力，真正实现“提

网速降资费”，不仅需要姿态，更需要加

速技术的变革与深化竞争机制。

疑
降费出招为何不出彩

新浪网一项 12 万名网友参与的调

查显示，74.9%的网友可接受每月手机上

网费在 50元以内，但实际上，近七成的

网友每个月上网花费为 50元至 200元，

这意味着实际的资费与大众预期有不小

差距。

中国手机流量资费贵不贵？北京一

位央企员工张女士对记者坦言：“求学时

曾在英国和美国交流，从绝对的钱数来

看，资费与欧美差不多。但考虑到收入

水平，真贵，而且国外多数同网还可享受

免费语音服务，套餐选择更多样。”

就在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安徽胡

女士前往美国塞班岛旅游时“刷了下微

信，流量不过 200M，收费就高达 1.6 万

余元”也使得“天价国际漫游流量费”再

度进入人们视野。

世界电信日前两天，手机上网资费

有了大变化，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纷纷

出招推动“提速降费”：中国联通五项措

施、中国电信十大举措、中国移动“八大

措施降资费，四大工程提网速”……

“运营商确实挖了不少潜力，但出彩

的地方不多，基础资费也都没有直接调

整。”电信行业分析师付亮评价说，这些

“大动作”里，其中 4G降费多为点降价，

受益人群有限，整体的用户感受较差；此

外，措施中有的已经实施了，有的则是局

部套餐推广到全国，或是短期促销套餐

常态化。

问
资费为啥高 网速为啥慢

业内人士表示，手机流量贵、网速慢

等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我国国内通信基础

设施建设相对迟缓，国家层面缺乏明确

的、完整的宽带建设发展战略，资金方面

支持不足等深层次难题。

“我国国内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相对

迟缓，3G牌照迟发 10年，4G牌照迟发 5
年，与日韩相比，起步时间晚，用户数占

移动通信用户总数比例低，产业不成

熟。”付亮说。

2015年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内

4G用户呈现“爆发式增长”，3月当月净

增 4G 网络用户 2388 万户，总量达到

1.62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比重达到

12.5%，今年预计突破2.5亿户。

据了解，4G虽然发展迅速，但移动

互联网用户的人月均使用流量只有

280M，整体约落后发达国家和地区 4
年，显然不足以规模降低资费水平，普及

率跟国际相比还有待提升。

除此，较慢的网速已经成为困扰中

国几亿网民的问题。“我国幅员辽阔，人

口众多又分散，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我国宽带建设、网络改造的难度。同时

也造成了我国网络发展水平的不均衡，

在东部等发达地区，网速可能居于领先

水平，但在偏远的农村等地区，情况就很

不乐观。以平均数据计算，造成了中国

网速的落后。”飞象网总裁、通信业观察

家项立刚说。

比规模投资更令运营商头疼的是人

为阻力。一通信行业内部人士说，建设

4G 基站，运营企业会面临进入公共场

所、地铁车站的难题，这些机构、写字楼、

商场及地铁隧道等多会产生费用，有些

费用甚至过高而无法推进；而进入居民

区时，居民会出现如“基站辐射导致健康

问题”等担忧，从而形成阻力。

盼
一“帮”二“扩”三“竞争”

专家表示，随着 4G 双网制式的发

牌，国内数据流量单价资费将进一步下

降，提速降价可以并行不悖，针对宽带建

设中东西部不平衡、发达与偏远市场的

不平衡，相关部门可探索激励、扶持机

制。

“只有用户多，价格才会快速下降。”

项立刚预计，年内 4G 网络用户将达 3
亿，一旦达到这个规模，4G服务资费有

望实现深度调整。他认为，从长远看，

4G 移动宽带资费下降到 10 元每 GB 的

水平是可能的，但需要足够的技术进步、

设施完善和发展时间。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秋分析称，

按我国的宽带战略，已经发放了 4G 牌

照，正在准备5G，从技术发展规律上看，

3G到 4G、4G到 5G，这些技术提升的成

本是下降的，规模越大，用户的平均成本

就越低。

曾剑秋表示，“虚拟运营商”“固定宽

带转售”也将成为宽带市场降价的关键

因素，应让民营资本有序、有效进入通信

行业。项立刚解释，目前，电信市场竞争

比较激烈，除了三大电信运营商，广电和

民营资本的介入，这些都为网速提升、资

费降价提供了条件。

“流量资费实际上是随着通信基础

设施的完善、4G的用户发展而逐步降低

的。如早期 4G 流量价格为 1GB70 元，

到现在 1GB 约为 30 至 50 元。”付亮预

计，随着竞争加剧，今年年内流量价格有

望下降50%左右。

（新华社）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推动“宽带提

速降费”后两天，也是国际电信日的前两

天，15 日下午，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集体

出招，纷纷推出“Ｎ大举措”推进提速降费。

然而，三家运营商的新套餐、新价格却

遭遇大量用户吐槽，“设计不合理”“价格还

不够低”甚至“为何不降反升”等抱怨声渐

起。用户质疑“说好的降价呢？”，提速降

费，运营商真的拿出诚意了吗？

出招 >>
“10元每GB”“流量不清零”

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15日纷纷出招，

拿出不少“举措”以推动提速降费。业内人

士认为，如此集中的运营商表态推进实属

罕见。

中国移动宣布，以“八大举措”推动降

低网费，推出 10元 1GB夜间流量套餐、假

日流量套餐等，并推出 50 元含 2GB 的 4G
流量卡。针对用户关心的超出套餐外资费

水平，移动方面称套餐外流量资费最低将

降至0.06元至0.1元每兆。

中国联通也宣布，在北京地区降低固

定宽带资费，宽带业务 50M、100M单产品

价格分别下降约 34%和 40%，100M资费从

3280元/年降至 1980元/年；降低全网移动

用户数据流量综合单价20%以上。开展低

至 10 元包 1.5GB 省内流量半年包促销活

动，流量跨月不清零，半年有效。

中国电信方面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

将宽带速率低于 4兆的网络免费提速到 4
兆，百兆宽带包年费用下降 30%，从 3000
元左右下调到 2000元以内；另外，将推广

49 元含 2GB 省内流量的 4G 套餐，并称每

GB价格下降到25元等。

这种集中表态在业内看来也属罕见。

电信行业分析师付亮说，这次三家运营商

纷纷梳理各自业务，将流量转赠、共享等都

拿了出来。“虽然是在四五月价格调整周期

里，这种以集团牵头、涉及全国的用户的表

态仍属少见。”

吐槽 >>
“谁半夜用流量啊！？”

在方案公布后，三家运营商“诚意不

足”的抱怨吐槽也在网络上持续发酵。网

友吐槽，单从价格来看，每GB的流量价格

仍没有普遍下降，运营商多采用“限时流

量”“促销套餐”来拉低单价。

“夜间流量”成为网友吐槽的焦点。“中

国移动推出的这个半夜 11点到第二天早

晨7点的夜间流量，10元1GB，谁半夜用流

量啊，何况在家还有无线网。”网友“春琳”

在微信朋友圈吐槽说道。

类似的吐槽不在少数，甚至有网友发

现，按照部分省市公司的优惠活动，新的套

餐价格不降反升。有用户反映“原来移动

闲时流量5元1GB啊，怎么又涨了？”

再例如联通推出的“最低10元1.5GB”

的优惠套餐，网友“梦缘ｋ”说，“果然缩水，

要看在网时间，按成长值算折扣，要在网3
年才能10元1.5GB。”网友认为，这些“仍需

进一步解释”的优惠并不能算是直接价格

下调。

此外，越来越复杂的“叠加包”和资费

设计也引起消费者担忧。在北京一家外企

工作的 80后李女士担心，“平时流量套餐

的扣费就不透明，万一包了节假日流量套

餐包或半夜流量包，结果被扣了正常流量

怎么办？”

在微博上，针对三家运营商推动“提速

降费”讨论已成为热门话题，热搜超过 20
万。其中，围绕降费力度不够、诚意不足的

网友留言占据多数。“感觉运营商又开始玩

文字游戏，打太极。”有网友留言说。

追问 >>
这价，还能降吗？

运营商忙着表态却遭遇“吐槽”，为何

费力不讨好？通信资费价格还有下调的可

能吗？价格难降，卡在了哪里？除了规模

降价，用户还能期待哪些？一连串疑问困

扰着消费者。

“最近无论是国家对宽带网络速度、价

格的重视，还是工信部的屡次表态，以及百

姓舆论的高度关注，这都给三家运营商施

加了不少压力，因此，表态降价在所难免。”

飞象网总裁项立刚说，但电信资费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各地分公司的运营和市场情

况，因此，不难理解三家运营商总部对价格

调整只能是方向性的。

专家认为，“降价的空间还是存在

的”。“消费者可以期待各地公司具体落地

这些措施，推出更实惠的流量价格和服

务。”项立刚说，如果十分满分，此次运营商

扎堆表态最多得到七分，“留下三分的空

间，要看各地如何降费提速”。

业内观点认为，当前价格下调的“梗

阻”在于网络建设和技术突破的进度偏

慢。付亮说，尽管 4G用户规模已经过亿，

但基本上还只是中国移动一家独大，联通、

电信的4G发展太迟缓；加之大量用户仍停

留在 2G、3G 网络上，这牵制了运营商的

4G拓展和资费降低。

运营商对“建设迟缓”也有话说。北京

联通网络建设部总经理王学毅说，以4G网

络建设为例，进小区、入户等都存在问题，

基站建设、网络建设也需要社会各界都能

理解支持。”

除了降价，运营商还能做些啥？“这次

提速降费的集体表态，我给总体打 6.5分，

在服务方面还是有提升空间的。”付亮说，

在集体宣布降费提速后，运营商需要面临

的是如何给增多的客户、需求提供更好的

服务。

除了服务，完善监管也同样重要。当

前不少宽带消费者在抱怨“假宽带”“宽带

速率不足”“流量偷跑”等一系列消费“顽

疾”。专家认为，这还需要相关监管部门进

一步明确监管机制，从根源上规范市场。

例如，主管部门应对二级宽带服务提供商、

分销商加强服务质量监管，保障消费权

益。 （新华社）

5月17日是世界电信和信息

社会日。今年的主题为“电信与

信息通信技术：创新的驱动力”。

1865 年 5 月 17 日，法国、德

国、俄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等 20
多个国家在法国巴黎签订了《国

际电报公约》，宣告国际电报联盟

正式成立。随着电话和无线电的

广泛应用，国际电报联盟于 1932
年改名为国际电信联盟。

为纪念国际电信联盟的成

立，强调电信在经济发展和社会

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国际电信联

盟在 1968年第 23届行政理事会

上决定把每年的 5 月 17 日定为

“世界电信日”。2006 年 3 月 27
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决定，确定

每年的 5月 17日为“世界信息社

会日”。同年 11 月，国际电信联

盟决定把每年的“世界电信日”和

“世界信息社会日”合并为“世界

电信和信息社会日”。

今年是“国际电信联盟”成立

150周年。国际电信联盟将今年

的主题确定为“电信与信息通信

技术：创新的驱动力”，旨在突出

电信与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战略地位，呼吁全社会行动

起来共同推进创新发展。

（新华社）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鼓励

电信企业提升城市宽带接入速率，降低

资费水平，推出流量不清零等服务，随

后，三大运营商很快公布各自提速降费

方案。但网络上汹涌的“差评”吐槽方

案中的一些举措诚意缺失。运营商们

用“不给力”的表现，再次证明要切实深

化电信行业改革，不仅要靠政府监管发

力推动，还须把内在驱动的“鞭子”交给

市场。

梳理三大运营商的提速降费方案不

难发现，尽管上有敦促下有呼声，但社会

期待的全业务大规模降费并没有实现。

运营商只是以“限时流量”“促销套餐”等

手段来拉低单价，一些“鸡肋式”套餐甚

至会让有的消费者通讯费用不降反升。

这种“假摔式降费”，既反映出部分电信

企业“糊弄”的态度，又暴露出当前电信

市场竞争度远未达到激烈的程度。

站在更高层面审视，提速降费不仅

关系到消费者利益，更关系到“互联

网＋”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能否

更好地产生“乘法效应”。我国已经是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手机拥有

国，网速却排在世界 80 名之后……“惜

流如金”和网速瓶颈不仅显示了消费者

的窘境，也在基础服务上制约着“互联

网＋”的发展。因此，提速降费深层次目

的是更好地提升基础设施服务，降低社

会经济运行成本，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激

发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此外，提速降费也是电信企业应对

未来市场竞争压力，提升企业竞争力的

理性选择。去年中国手机网民已达6.5

亿户，数据流量消费更增长迅猛。从长

远看，电信企业放低姿态，薄利多销，是

其主动适应市场需求、提高经营效益的

必然选择。越早意识到、想明白这点，企

业在竞争力提升上就会越主动。

看来，用政府之手强化改革方向，对

相关行业、企业抓监管抓考核之外，在根

本上还要让市场之手挥起“鞭子”，倒逼

改革措施触及深层次利益落地生根。

（新华社）

世界电信日透视“提速降费”尴尬

“深度竞争”比“好姿态”更关键

“鞭子”交给市场才能倒逼诚意

“说好的降价呢?”

三大运营商“提速降费”被指诚意不足

背景资料

漫画：画“饼” □新华社/发

世界电信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