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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宽带被指提价未提速
宣称50M最高仅为20M

在《“宽带中

国”战略及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 中，对

2013年的实现目

标做出了明确规

划。如今，2013年

还剩不到百日，这

项实施方案的进

展如何？在宽带

中国推进过程中，

哪些因素制约了

宽带的提速？记

者带着这些问题，

在北京、上海、广

东地区展开了调

查。

城乡目标完成难度不同
家住上海徐家汇的陈先生一

直用电信 2M宽带，几个月前，陈先
生得知可以免费将 2M 宽带升为
10M光纤，他当即选择升级。陈先
生说：“同样的价格，也不用交改装
费，网速却提高了一大截，谁都会
选择升级啊。”据了解，免费的“铜
退光进”正是电信公司的网络提速
政策之一。而网络提速的背后，正
是宽带中国战略的持续推进。

衡量宽带的首要指标是带宽，
也就是网速。在《实施方案》中，
2013年之前被称为“全面提速阶
段”。按照规划，在2013年底，城市

地区宽带用户中 20M bps宽带接
入能力覆盖比例达到 80%，农村地
区宽带用户中 4M bps宽带接入能
力覆盖比例达到 85%。记者在北
京、上海、广东等地区采访发现，
《实施方案》的目标完成基本可期，
但是农村地区完成有一定难度。

上海 8月底数据显示，上海市
光纤到户的城镇化地区覆盖近
100%，家庭宽带普及率超过 60%，
平均互联网接入带宽超过10M。北
京联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3年 7月底，北京联通光纤覆盖
家庭约占北京家庭的 77%。广东

电信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13年
上半年，广东省宽带用户 1600万
户，其中带宽达 12M及以上的超过
200 万户。到年底，平均带宽超
8M。

由于一条带宽为 2M的标准光
纤专线，很容易就可以升级到10M、
20M、100M甚至G带宽。所以，光
纤覆盖率的大幅提升，意味着一线
城市完成既定目标毫无压力。

城市能够轻松完成目标，农村
完成目标的压力却不小。记者在
广东采访发现，以广州、深圳为代
表的珠三角超级城市群，在宽带发

展上先人一步，而粤东西北欠发达
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却成为宽
带中国实施的难点。农村地区目
前宽带接入能力多在 2M到 4M之
间，月租多在 78到 88元之间，对于
不少农村家庭来说费用较高。此
外，与城市不同，二级宽带分销商
几乎没有进入农村市场，相对而
言，农村市场的宽带几乎为中国电
信垄断，价格上也相对没有可比性
和选择余地。所以，农村宽带因速
度问题“不好用”，因资费“不敢
用”，因互联网和计算机知识不够
普及而“不会用”。

宽带提速究竟难在哪

宽带提速过程中，会遇到哪
些困难呢？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
现，运营商和消费者的答案各不
相同。

对于运营商而言，宽带从覆
盖到接入之间，存在一定的障
碍，其中物业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2013年4月1日起，工信部发布
文件要求新建小区都要接入光
纤。但一些现有老小区的 光纤改
造却容易遭遇物业“拦路”。

北京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有的开发商在建造小区的时候，
已自行或委托物业进行宽带业务
的运营，也就是‘小区宽带’。这样
一来，有的物业自然不允许其他运
营商接入；而有些则会要求收‘进
场费’、‘配合费’，这种收费一般是
口头约定，但是并不便宜。”

动辄 5万到 10万元的“进场
费”让运营商不堪重负，让用户

无法正常接入。事实上，由于物
业公司和电信运营商的矛盾，造
成用户断网停网的事情时常见诸
报端。断网事情的背后，更多的
是利益之争。

同时，公众对于运营商的工
作也有不理解和抵触。多地运营
商均向记者表示，在光纤改造工
程中，公众对于光纤到户需要穿
墙破洞等方式有抵触，很多用户
拒绝使用光纤宽带。一位业内人
士表示：“不少市民对于光纤入户
的价值认识不足，由于装修、管
道铺设等原因，造成光纤入户工
作存在一定困难。”

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宽带普
及和提速的关键在于资金。目前
在农村地区推进光纤到户时机尚
不成熟，中国电信科技委主任韦
乐平曾表示：“在普通城镇地区光
纤到户的投资回收期是7年，中部

地区大约为 11年，而像内蒙古此
类西部偏远地区，100年也无法回
收投资成本。”所以，目前对农村
地区覆盖的宽带要求是 4M，这是
ADSL能达到的水平。

在运营商大吐苦水的同时，
公众对于运营商也颇有微词。问
题的焦点在于价格和体验网速的
问题。

对于很多用户来说，宽带的
价格并不算便宜。以广州电信 4M
带宽的套餐为例，包年费 1580
元，而月租费为169元，使用一年
后续租可免费升级到 6M。而记者
在广东长城宽带等二级运营商处
了解到，同为 4M的宽带套餐，年
费仅需780元，有些分销商甚至低
至480元，只有电信资费的二分之
一甚至三分之一。虽然二级运营
商的宽带“含水量”较高，但是
由于价格上的巨大优势，所以同

等资费下，不少消费者宁愿选择
带宽更宽的二级运营商。而且，
巨大的价格差也让不少用户相
信，一级运营商的宽带服务确实
更到位，价格的“含金量”未免
过高，性价比难言优势。

此外，不少用户感知的网速和
运营商宣称的网速间存在差距。
中国消费者协会数据显示，2013年
上半年，在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
情况中，网络接入服务投诉量位列
服务投诉量第三位。有专家对此
解释是：“用户实际的感知带宽构
成的因素比较复杂，和用户的接入
线路质量，用户访问的互联网内容
源的位置，运营商网间出口带宽负
荷，以及用户访问的互联网内容源
的服务器负载情况均有关系。”但
也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在一
些宣称 50M的社区，最高仅能提供
20M的宽带。

宽带降价难题亟待破解
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宽带提

速的意义不止在于让上网更方便，
更在于拉动经济的快速成长。一
项针对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的研究显示，如果宽带网速提升
一倍，可以促进GDP 0.3%的增长，
如果宽带网速翻两番，经济增速甚
至可以超过 0.6%。对于转型中的
中国来说，这种经济拉力显得很关
键。

而在《实施方案》中，明确“形
成适度超前的宽带网络发展格局”
的基本原则，这意味着，发展光纤
入户成为大势所趋。对于新建住
宅而言，光纤覆盖已有文件保障，

因此，如何对原有住宅光纤入户成
为关键。其实，物业和运营商之间
的博弈早已有之，但由于宽带中国
战略的实施，这种博弈必须尽快得
到妥善解决。

对此，业内人士建议，政府可
以出台相关法规及管理办法，加大
对光改过程中出现的物业阻挠和
索要高额赔补费等现象的监管，同
时，加强对光纤宽带网络的宣传，
引导公众理解和认可“光进铜退”
的意义。

对于宽带是真提速还是假提
速，用户的质疑始终存在。尽管在
2012年11月底，工信部和中国通信

标准化协会先后公布了宽带速度
测定标准。不过，由于这两项标准
的技术性偏强，一般用户难以使
用，并且对“假宽带”也缺乏强制性
的惩罚措施，所以知道这两项标准
的人并不多。有消费者告诉记者：

“如果‘假宽带’不能得到有效监督
和遏制，谁知道宽带提速是真还是
假？”这也显示了消费者普遍的担
忧。

对很多消费者而言，降低资费
或许比网络提速更为重要。但由
于通讯行业的特殊性，消费者很难
与运营商议价，其实别说消费者，
就连二级运营商的议价能力也十

分有限。因此，加强行业监管和自
律显得格外重要。2011年时，发改
委曾对电信和联通在宽带接入领
域进行垄断调查，这也促成了电信
和联通承诺降低资费。这也证明，
保证电信市场的有序发展，营造公
平的竞争环境至关重要。反观墨
西哥电信市场，虽然曾贡献出了一
位世界首富，但是整个国家的通讯
水平却并没有因此提升。OECD的
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墨西哥的电信
服务市场存在垄断，导致墨西哥电
信用户每年多支出上百亿美元通
讯费用，而这正是中国电信行业需
要避免的误区。（据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