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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意强

中国联通（600050）一次久违的
股价涨停，再度引发资本市场对于

“国务院将再度拆分移动通信企业、

优化市场竞争格局”传闻的热议。

不过，《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市场对于移动通信企业再度拆

分的传闻，只是来源于工业和信息化部

一份“有关统筹移动网间结算及市场竞

争格局优化调整”的政策研究报告。目

前尚未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将在 4G
发牌前会再度分拆电信企业。

浙江万里学院客座教授冯洪江

指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工信部

的政策研究报告，只是一个引子。在

受行政调控的中国移动通信市场上，

中国移动一家独大，必然会引发市场

对政府再度分拆企业的预期，这并不

意外。但资本市场的动作往往与企业

经营业绩存在不同步的情况”。

事隔 2年多涨停
引发的分拆热议

自 2010年 12月 13日涨停之后，
中国联通的股价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

一直未能再度上演“涨停”戏码。直至

2013年 10月 8日“十一”黄金周结束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中国联通股价在

事隔两年多时间后再度以涨停收盘，

并迅速引发资本市场的热议。

有证券研究机构放出消息，称工

信部有意调整三大电信运营商之间

的网间结算价格，主要集中在“允许

中国移动经营固定宽带市场”和“下

调联通与电信向中移动支付的移动

网间结算标准”两部分，旨在削弱中

国移动的优势，推动整个电信市场的

平衡发展。

Jefferies证券在一份报告中特别
指出，由于中国移动用户群较大，仅

下调移动网间结算标准一项，预计可

让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分别省下 57
亿元和 76亿元网间成本，联通纯利
将有 27%上行空间，而电信纯利则有
29%上行空间。
分中国移动的肉，给中国联通和

中国电信，这显然只是政府部门可能

实施的一种行政调控手段。但让市场

和投资者兴奋的不只是这一点。

一位华泰证券徐姓分析师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工信部的这一举措，

其实是给资本市场释放出一个新的信

号，那就是政府有意通过行政手段再度

拆分移动通信市场，解决中国移动一家

独大的问题，这对于中国联通未来的规

模、利润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

不过，在冯洪江看来，“离上一轮

电信企业的整合没有几年时间，当前

政府也试图在通过一系列有倾向性的

政策引导，在推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

的迅速发展壮大，并削弱中国移动的

过度优势。当前，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

等处在 4G牌照发牌的前夜，政府不
可能在这一背景下再度分拆企业达到

平衡电信市场格局的目的”。

当然，在中国联通的一次涨停背

后，也不排除是众多机构投资者借助

大盘走势的一次正常的市场操作。

移动互联网催生的
中国联通活力

尽管包括工信部调整三大运营商

网间费用结算标准、甚至市场预期的电

信企业再度分拆只是传闻，但对于中国

联通来说，即将放牌的 4G牌照以及受
到移动互联网推动下的 3G业务井喷
式发展，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好。

“十一”黄金周后，国家发改委发

布了《关于组织实施 2013年移动互
联网及第四代移动通信 (TD-LTE)产
业化专项的通知》，提出将移动智能

终端、可穿戴设备等八大领域作为下

一阶段产业发展重点，并对申请相关

产业专项的企业予以资金支持。此前

的 9月工信部部长苗圩也明确表示，
4G牌照将于今年年底前正式发放。
“对于中国联通来说，从 4G牌照

发放，到 4G业务盈利，尽管还需要一
定的时间，但这会加速催生运营商在

3G业务的增长”，独立电信分析师曾
高飞认为，当前，微信、微博等 OTT新
业务推动的移动互联网浪潮，对于三

大电信运营商来说，将是一轮借助外

部市场手段进行重新洗牌的新拐点，

这将会对一直想凭借 3G业务赶超中
国移通的中国联通带来新的动力。

2013年上半年，中国联通移动业
务主营业务收入为 751.0亿元，同比
增长 20.6%，其中 3G 业务收入为
422.5亿元，所占移动业务主营业务
收入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 44.6%上升
至 56.3%。仅今年 8月，中国联通的
3G用户净增长数就达到 393.3万户。
3G用户累计达到 1.078亿户。

今年，中国联通还在广东试水与

腾讯合作推出专属微信卡，将 3G数
据流量套餐与微信进行深度捆绑，意

在借助移动互联网的契机，抢夺新一

代年轻消费群体。

在冯洪江看来，“任何事物都是

此消彼长。对于中国联通这样一家综

合电信运营商来说，在移动互联网时

代尽管语音、短信等传统业务受到冲

击，但 3G数据业务却迎来新的增长，
而且这代表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

联通只要在 3G时代完成对用户群体
的抢夺并锁定，那么在 4G时代中，这
种提前布局优势就会释放出来”。

工信部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前 5个月我国信息消费规模已经
达到 1.38万亿元，同比增长 19.8%。
预计到 2015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
将超过 3.2万亿元，年均增长 20%以
上，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将超过

1.2万亿元。

分拆传闻催涨中国联通
专家称：中国移动一家独大，必然会引发市场对政府再度分拆企业的预期

实习记者 罗小清

电子书包搅局
传统出版痛失千亿市场

电子书包正在从一个模糊的概

念变成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其千亿市

场被业界视为出版业数字化转型过

程中的新蓝海。

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表示，如

果教科书和教辅材料实施电子化，传

统出版业将迎来一场地震。业内人士

认为，电子书包的推广将打破传统出

版业基于印刷介质、书店发行的垄断

优势，加速市场洗牌。

电子书包市场两千亿
教育出版占比不足两成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

国在校生达 3.2亿人，课本和作业本
加起来将达到 360 亿册，其总价值超
过 1000亿元。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
“电子书包”取代传统书包，至少有

1000亿元的大市场，且不包括延伸的
配套产品市场。

对此，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出

版研究所副所长杜恩龙认为，不能以

纸本价格衡量数字化的教材。按照目

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电子教材、教

辅、作业本的价格相当于纸本的 1/3，
即使电子书包是在全国推广，那市场

份额应该是每年 333亿元。
据杜恩龙测算，电子书包硬件和

电子白板费用合计为 3911 亿元，按
照最短寿命 6年计算，平均每年产生
大约 652亿元的费用。此外，电源改
造费用、教师培训费用、无线通讯费

用（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保守估计

分别为 320亿元、53亿元、930亿元。
因此，不难看出，电子书包若在全

国推广，上述五项费用合计至少达到

每年 2288亿元，而传统教育出版社生
产电子教材、教辅、作业本的收入在整

个电子书包的市场中占比仅为 16.7%。

教育出版社产业链
位置将被边缘化

目前，全国已经有近一半省份的

相关城市开展了电子书包试点工作。

据悉，今年京版纸质教材将完成电子

化开发，在部分试点学校中推广；上

海全市中小学今年也将进入传统教

材与电子教材并用的阶段。

凭借先天的技术优势，阅读器硬

件厂商、互联网服务商、电信运营商、

多媒体 IT公司和教育机构将是教材
电子化的最大获益群体。

纵观我国的电子书包发展，IT厂
商已成为电子书包的主要推动者，英

特尔、微软、惠普、联想、海尔、壹人壹

本、松下等厂家都推出了电子书包产

品。今年以来，就有三星电子、华为集

团、方正科技、金禄电子、立人科技、

鼎师科技、中科梦兰等科技公司都相

继发布并推广自己的电子书包产品。

在各大 IT厂商的电子书包产品中，平
板电脑和云计算平台成为重要内容。

出版界资深人士表示，电子书包

出现之后，借助数字媒介，教育系统

可以直接发布教材，教育机构可以直

接开启网络互动教育，而出版业作为

合法中介的产业链位置将被边缘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出版业应该

是电子书包最大的反对者，而不是倡

导者和支持者。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相关政府

官员认为，电子书包最大的短板是教

材内容。“只要拥有教材内容，电子书

包在全国普及也就一年的时间。”这

位官员表示，国内至少 70%的出版社
是靠教材教辅资源生存。如果由政府

要求出版社必须提供电子版教材，那

么这些出版社所面临的就是死亡，而

且，由于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分成

比例很难确定，所以教材数字化还是

一件比较遥远的事情。

内容创新
成教育出版社新出路

从短期来看，在电子书包产业链

中最积极的一方还是硬件厂商和电

信运营商。“但是，从长远来看，内容

提供商在新产业链中将会有更多的

话语权。”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化

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电子

课本与电子书包标准专题组秘书处

负责人吴永和说。

目前，电子书包“重硬轻软”的顽

疾深受业内外诟病。一些从事电子书

包的企业，因为缺乏优质的数字化教

育资源，大都依靠卖硬件作为主要收

入，电子书包还未形成成熟的盈利模

式。江苏可一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毛

文凤推测，随着电子书包的普及，数

字化内容的更新与提供将成为电子

书包未来的最大盈利模式，而原创教

材出版单位将成为受益者。

近年来，一些传统出版企业在

电子书包项目上做出了有益尝试，

部分企业开发的项目已有较好的盈

利。在出版业上市公司中，中南传媒

在 2011 年就启动电子书包项目，据
悉，今年上半年新增 116 个产品订
单，下半年电子书包等商用推广有

望过亿元。

此外，人民教育出版社、外研社、

华东师大社等教育社依托自身教育

资源发展电子书包，山东世纪金榜科

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可一出版

物发行集团等大型民营机构也在布

局数字化产品。

“数字出版在人们潜意识里仿佛

是专门为终结传统出版而生的‘终结

者’。但在教育出版领域，数字出版和

数字化教材却是传统出版切入到教

育产业领域的一大机会。”湖南教育

出版社编辑宋城杰表示。

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分成比例难确定，教材数字化还是一件比较遥远的事情
日前，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组织实施 2013 年移动互

联网及第四代移动通信（TD-LTE）产业化专项的通知》，提
出从移动智能终端新型应用系统研发及产业化等八大方

面，支持基于 TD-LTE 的第四代移动通信（4G）的产业化。
继互联网之后，移动互联网已经给包括互联网在内的

各行各业带来了革命性冲击和改变，新一代移动互联网技

术的到来又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变革？《中国企业报》

记者就此专访了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电信经济

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陈金桥博士。

企业虚拟形态比例迅速上升

《中国企业报》：相比 3G 网络，政府推动 4G 建设具有

哪些重要意义，有何基础？

陈金桥：4G 网络彰显了中国的世界性地位。中国 3G 网
络虽然在全球三分天下而有其一，但其影响力主要还在国

内市场。4G网络技术成为一场全球运动，得到了全球产业
链的响应，中国厂商也全面参与了 4G 角逐，TD-LTE 网络
开始服务全球市场。

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中国利用 3G 的商用经验和机
会，造就了包括芯片、手机、应用在内的完善的产业链，为

4G 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尤其重要的是，3G 网络的普及
培养了一大批用户群体，形成了良好的用户习惯，使得 4G
有了坚实的市场需求。

《中国企业报》：3G 网络的发展，已经使得运营商如临

大敌，4G背景下如何应对？

陈金桥：全产业链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云管端台”，

云就是基于云计算的应用和服务，管是管道，端是各类作为

用户入口的智能终端，台是业务平台，运营商占据优势地位

的只是其中的“管”。所有企业都应该清楚自己的优劣，明确

在移动互联网产业链中的定位，从而有所为、有所不为。

当前，互联网企业从自身优势出发不会主动去做“管”

的建设和运营，这需要巨大的投资，形成的沉没成本也会削

弱其长处。电信运营商无论对网民需求的敏感程度，还是互

联网产品的创新能力，跟互联网企业都是没法比的，未来云

端服务必定更多由互联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来主导。运

营商则可以依靠规模优势，在“管”的基础上，有效影响

“云”、“端”和“台”。

《中国企业报》：互联网企业初步经历了移动互联网的

过渡，4G又将带来哪些挑战？

陈金桥：3G 网络时代，互联网企业都在“找感觉”，甚至
有巨头反应都有迟缓。从 3G到 4G，带给移动互联网的是更
多的内容、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质量和更多的终端，互联网

企业要不要转型移动互联网已不是问题。

移动互联网是个低门槛、高淘汰的行业，赚钱的可以赚

很多钱，同时也有大量的企业成为炮灰和垫脚石，因为随时

可能有新的产品和模式出现，用户来得快、去得也快。尽管

百度、腾讯都是被认为拿到所谓的移动互联网“船票”的企

业，他们也有很强的危机感。百度领袖李彦宏提倡狼性精

神，认为“百度离破产永远只有一天的时间”。

还需要注意的是，转型移动互联网不是简单地将 PC端产
品照搬到移动端，移动互联网为网民的行为增加了很多新的

属性，例如时间、地点，这就为企业创新提供了许多的机会。

《中国企业报》：移动互联网还加速了传统行业的触网，

4G是否提供了新的机会？

陈金桥：如果说 PC 互联网时代，还有传统行业和企业
能够置身事外，未来 4G 网络时代，所有的企业都将是网络
化的和移动互联网化的。未来 5到 10 年，就不用问谁是互
联网公司了，因为大家都是网络化生存的公司。

届时，一家企业通常都会具备双重形态，一种是实体形

态，另一种是虚拟形态。尤其在服务业中，实体形态的比例

将急剧压缩，虚拟形态的比例则会迅速上升。例如旅游业，

从规划、销售到支付、售后都在网上完成，唯一剩下的实体

形态，就是用户的现场体验。

这就要求传统企业要来一场机制上的大变革，简单地

成立一个 IT部门或者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部门是不行的，
这些人才或者能力应该是所有部门都具备的。移动互联网

已经渗透到企业运营的全流程了，无论哪个环节都需要做

出适应移动互联网的改革。

移动互联网繁荣背后还存在阴影

《中国企业报》：中国移动互联网繁荣发展的背后，是否

存在一些不足或者需要警惕的地方？

陈金桥：虽然发展速度惊人，仍然有太多地方需要改

进。像北京公交经常出现人都下不来还是拼命往上挤的场

面，因为乘客不知道下一班车什么时候到，假如有一款产品

能让他知道后面一趟车两分钟就到，乘客自然就不会那么

挤了。在公共服务领域，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些都是移

动互联网创业者的机会。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移动互联网繁荣背后还存在阴

影，尤其是信息过载和安全危害的问题。每天都在产生大量

的数据，不乏一些虚假信息、欺诈信息。传统互联网是固定

场所，管理起来比较容易，移动互联网每个人都是信息源，

这给信息管理带来很大困难。建议应当从技术、法律和道德

三个层面建立防火墙，道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各个行业

的自律准则。 （下转 T04版）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电信
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陈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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