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三网融合”看“三网”发展趋势 
 

       2010 年 1 月 13 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加快推进电信

网、广电网及互联网的“三网融合”步伐，并明确提出了工作重点和阶段目标，为 “三网融合”
指明了方向。 
  会议指出，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融合发展，实现三网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为用户提供话音、数据和广播电视等多种服务，对于促进信息和文化产业发展，提国民经济

和社会信息化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的生产、生活服务需求，拉动国内消费，形成新

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已基本具备进一步开展“三网融合”的技术条件、

网络基础和市场空间，加快推进三网融合已进入关键时期。要着眼长远，统筹规划，确定合

理、先进、适用的技术路线，促进网络建设、业务应用、产业发展、监督管理等各项工作协

调发展，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三网融合”模式。 
会议提出了推进“三网融合”的阶段性目标： 
1．2010 年至 2012 年重点开展广电和电信业务双向进入试点，探索形成保障三网融合

规范有序开展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 
2．2013 年至 2015 年，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全面实现“三网融合”发展，普及应用融合

业务，基本形成适度竞争的网络产业格局，基本建立适应“三网融合”的体制机制和职责清晰、

协调顺畅、决策科学、管理高效的新型监管体系。 
会议也明确了推进“三网融合”的重点工作： 
(一)按照先易后难、试点先行的原则，选择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双向进入试点。符合条件

的广播电视企业可以经营增值电信业务和部分基础电信业务、互联网业务；符合条件的电信

企业可以从事部分广播电视节目生产制作和传输。鼓励广电企业和电信企业加强合作、优

势互补、共同发展。 
(二)加强网络建设改造。全面推进有线电视网络数字化和双向化升级改造，提高业务承

载和支撑能力。整合有线电视网络，培育市场主体。加快电信宽带网络建设，推进城镇光纤

到户，扩大农村地区宽带网络覆盖范围。充分利用现有信息基础设施，积极推进网络统筹规

划和共建共享。 
(三)加快产业发展。充分利用“三网融合”有利条件，创新产业形态，推动移动多媒体广

播电视、手机电视、数字电视宽带上网等业务的应用，促进文化产业、信息产业和其他现代

服务业发展。加快建立适应“三网融合”的国家标准体系。 
(四)强化网络管理。落实管理职责，健全管理体系，保障网络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 
(五)加强政策扶持。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支持“三网融合”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基础技

术和关键软硬件的研发和产业化。对“三网融合”涉及的产品开发、网络建设、业务应用及在

农村地区的推广，给予金融、财政、税收等支持。将“三网融合相关产品和业务纳入政府采

购范围。 
 

    一、“三网融合”的背景 
         “三网融合“实在不是一个新概念，过去的十年中，时不时就有相关政策出台，此番旧

事重提，境已迁而时未过，从国际经济背景上看，经过此次经济危机，现在西方各大主要经

济体都在艰难复苏阶段，甚至有些著名经济学家还判断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尚存，于是就

连习惯透支消费的美国人都保守起来，开始学会了存钱。国外需求的萎缩，国际贸易保护势

力抬头，我国的出口经济想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目前是力不从心，加上原材料上涨、低价

人力资源优势不再，我国的传统制造经济仍然偏冷。另一方面房价增长过快，远远超出国民



购买能力，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了投机者的乐园，根据凡是泡沫必然破裂的基本原理，地产泡

沫还能维持多久，其破裂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恐怕大多数国人都是敢猜不敢细想。那么消

费经济就成了撬动庞大内需的入手处，而文化产业又是消费产业中极重要的一环，随着国家

实力的不断提升，优秀的中华文化没有理由在产业化方面停滞不前。 
 
二、“三网融合”的意义 

从起初的电信网和广电网两网之争，到现在互联网加入竞争，“三网”竞争局势已经呈

现。但是，目前三方尚未达到“三足鼎立”的局势，因为互联网视频大多都处于“山寨”地位，

虽然有官方背景的 CNTV 新鲜出炉，但是想跟电信网和广电网这两个大腕相提并论，无论

从资源、链路到终端，都暂时还没有可比性，而且，“山寨”军团的节目内容又良莠不齐，在

自身立足未稳的前提下，实在是谈不上有多少竞争力，然而互联网电视终究有会在产业链的

各环节都壮大的那一天，只是那时候“三网融合”到什么程度，还很难预知。电信网已经完成

了从五到三的合并重组，竞争对手少了，但是竞争对手的实力都增强了；广电网也在积极进

行内部整合，以省为单位整合各地市有线网，整合的目的就是统一资源和运营模式，因为这

两项事关核心利益，整合的手段姑且不讲，但目的都是为了谋求做大做强，以改变广电网目

前形似块状孤岛的运营局面，这三网里面只有互联网还属于外来和尚，能不能念好经，还真

的很难说，尤其是这一领域历来以竞争过度，更新速度快而著称，且互联网几乎无国界，在

这上面想有作为，需要有在深海里游泳的胆量。但不管怎么说，融合是大趋势，也符合国际

潮流和产业之路，不融合则将陷入各自瓶颈中无法完善和做强各自的产业链，从这次出台的

政策来看，已经披露了试点工作的指导原则，相比以往概念性更多的指导意见，多出了几分

可操作性，如果这次三网融合能够真正开始实施，则 2010 年可称得上三网融合正式启动的

元年。 
 

三、政策的利益平衡向谁倾斜 
这次国务院出台政策的指导意见，第一条是给广电网能够进行电信基础业务、互联网业

务打开绿灯，对于广电网来说，无异于最大的政策利好，本来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就是

各有所长又兼具其短，对于广电网来说，由于长期缺乏业务层面的有效竞争，存在着体制落

后，运营机制陈旧，人才匮乏，资金实力不足等劣势，这些弊端都成为其业务运营的短板，

但是从网络本身来看，却是广电网最具有“三网融合”的硬件优势，所以对于广电网来说，如

果能借此机会引入先进机制，无疑是能够占一定先机的。对于电信网来说，广电网所缺的正

是电信网所具备的，电信网最大的短板是网络带宽，以及网络改造所需的资金、技术和时间

投入，毕竟 IPTV 在过去的几年中，运营效果没有得到各方面的认可，并不是事出无因，如

果电信企业能够通过资产并购或股份参与而进入广电网，从道理上无疑是最便捷的手段，但

是也有可能遇到重重阻力。互联网只拥有业务模式，而没有实体网络，其“命脉”不掌握在自

己手里，似乎是存在致命缺陷，但是这正好也成为互联网的最大优势，因为市场经济下，产

业分工与合作是利益各方的主要合作形态，互联网具有最先进的运营机制，既然政策已经允

许互联网运营其他两网的业务，那么势必会衍生出许多新产业，仅次增量部分，就已经难以

想象了，所以说其发展前景未可限量。 
 
四、谁来推动“三网融合” 

这次国务院出台融合的指导政策，以及即将出台的后续具体措施，无疑起到了明确的指

导作用，如果后续指导政策不是反方向的话，那么可以看做是资本开始进入“三网融合”领域

的通关口岸已经开放，资本的目标是寻找和发现价值，并打造更多价值，从而推升资产的总



价值，其表相可以反应到价格当中。而目前价值最被低估的无疑就是广电网，因为连广电网

给自己下的定义都是捧着金饭碗要饭的人，所以推动“三网融合”的可能不是广电网自身，但

是从广电网开始推动的可能性比较大，理由如下： 
1、广电网的生产关系最为陈旧落后，从道理上有改革的必要性。 
2、广电网的自身优势没有被发挥，可供开发的余地最大。 
3、广电网目前属于价值洼地，从其自身价值增量潜力上看，最能吸引资本的兴趣。 
4、广电网长期孤岛式发展格局，容易被资产整合或者资本并购。 
但是话说回来，这只是单纯从广电网的角度分析出的结论，正如之前提到的，触及到核

心利益的产业变革，其阻力也是最大的，尤其是广电网历来与充当党的喉舌的种种连带关系，

为这次国务院出台政策的执行力度留下了不可预知的不定因素，因此国务院提出了“按照先

易后难、试点先行的原则”，说明这次政策的出台，只是正式拉开了融合的序幕，正戏如何

上演，还有待试点的阶段性结果以及后续政策的不断推出，相信各试点也都会因为主导者的

不同而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特色。 
 

五、广电网 VS 电信网 
“三网融合”对广电网和电信双方都提出了挑战。电信网资本雄厚，掌握着很大主动权，

而三网融合可以为电信网带来预期的收益，谋而后动可能是电信网采取的主要战略，一旦相

关的技术成熟了，在“三网融合”方面，电信网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形成相当运营能力。 
广电网按照其过去十年来发展的速度和步伐，有可能受自身的体制影响，后知后觉，原

来的防弹衣反而成了制约自身发展的桎梏。“三网融合”要求广电网迅速适应宏观环境的改

变，顺时而为，加快体制转变的速度，调整经营思路，才能在“三网融合”中有所作为。 
本次会议充分考虑到了广电行业的实力和现状，为广电留出了 2010~2012 年的三年缓

冲期，这三年对于广电行业来说将极为重要，这三年间广电能过在多大程度上提高自身的市

场化水平，将直接决定未来广电企业在与电信巨头的竞争中处于何种地位。 
 

六、谁为“三网融合”的盛宴买单 
且不论最后谁胜谁败，反正最终受益的是用户，吃亏的也是用户，谁能给用户带来最大

的性价比的产品，用户就会举双手欢迎，谁给用户带来价高质次的产品，用户就会用双脚投

票。以前用户是没得选，独此一家，别无分号，这种感觉在三网中或多或少存在，只是在广

电网那里体会更深。不过产业链传导到最终用户还需要时间，前期的资本运作和网络改造，

分别是金融业和制造业的行当，从这次政策的发布角度和话风来看，可能仍然是政府主导，

当然任何主导都不可能缺少政府的参与，不过从三网融合的难度及历史经验来看，只有各级

政府才有能力主导这次融合的实施，仅靠资本市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对于“三网融

合”，无论是三网自身，还是各自产业链的诸环节，翘首企盼者绝不在少数，因为只有真正

意义上的融合，而不是齐头并进式的形式融合，才有可能带来真正的产业发展。 
融合就必然有得有失，然而最终能够被用户接受的只有“公平”，俗话说每人心里都有杆

秤，而这个“公平”不是齐头并进式的形式上的“公平”，齐头并进式的“公平”恰恰是实质上的不

公平，因为不是实事求是，希望这次“三网融合”良好的开头，能够促成最后圆满的结果，因

为最终买单的人，希望看到的是实质上的“融合”，不是形式上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