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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报告前言】
    三网融合前言 
    三网融合进程 

概念阶段：1998年：三网融合的概念首次在国内被提出，但现实技术条件成为三网融合
进展的“瓶颈”。 

规划阶段：2005年：三网融合进入国家“十一五”规划。“十一五”规划提出：“加强宽带通信
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三网融合”。从“促进”到“推进”的
转变，标志着三网融合的进一步发展。 

推进阶段：2009年：三网融合第一次被直接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为三网融合实质性
推进阶段做好了准备。 

2010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并提出
了推进三网融合的阶段性目标。 

201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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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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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一批三网融合试点地区（城市）名单的公布，
标志着中国三网融合试点工作的正式启动。
图表 未来几年中国三网融合阶段任务 两阶段 阶段性任务 2010-2012 试点阶段 1、以推进广
电和电信业务双向阶段性进入为重点，选择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试点，不断扩大试点广度和范
围；2、加快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升级改造，加快培育市场主体，组建国家级有线
电视网络公司，初步形成适度竞争的产业格局；3、探索建立分工明确、行为规范、运转协
调、协同高效的工作机制，调整完善网络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业务规划发展、网
络信息安全和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用户权益保护等管理体系，基本形成保障三网融合规范有
序开展的政策体系和机制。 2013-2015 推广阶段 1、自主创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取得突破
性进展，掌握一批核心技术，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的网络承载能力进一
步提升；2、网络信息资源、文化内容产品得到充分开发利用，融合业务应用更普及，适度
竞争的网络产业格局基本形成；3、适应三网融合的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基本
健全，职责清晰、协调顺畅、决策科学、管理高效的新型监管体系基本形成；
4、网络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监管机制不断完善，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高。  
  合作机会

从长期来看，广电和电信都将向下一代网络发展。短期内，广电拥有视频内容、固网带宽
和无线广播等优势，电信拥有双向固网、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业务等优势，且广电地域差异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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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以及电信运营商的固网和移动网络资源分布不均，均为两者实现业务合作提供了机会。
具体来说，广电和电信运营商主要存在以下四种业务合作机会。 

——广电内容+电信固网：IPTV。广电是视频的主管部门，拥有视频播出牌照。电信网络
均为双向网，且拥有客户基础和客户服务优势。在当前电信运营商还没有拿到视频集成牌照
的情况下，广电内容播出牌照方和电信运营商可以合作开展IPTV业务。 

——广电无线广播+电信移动通信：CMMB手机电视、无线多媒体。广播传输不存在带宽
限制，但不能互动点播；而电信移动通信传输受到带宽限制，但适合双向互动节目，且电信
运营商有无线接入能力，提供多媒体资源接入，无线接入能力在全业务时代已经变得越来越
重要。因此，广电和电信运营商可通过合作进行优势互补，开展手机电视和无线多媒体业务
。 

——广电固网+电信互联网出口带宽：有线宽带。有线网络实现双向化改造后，将具备开
展宽带业务的基础，但手中仍然缺乏国际出口带宽，尽管电信行业重组后，不同运营商的固
网资源分布不同，但均拥有国际出口带宽。因此，在有线运营商还没有拿到出口带宽资质之
前，有线和电信运营商可以合作开展有线宽带业务。 

——广电内容+互联网渠道：互联网视频。目前，广电内容的传输渠道主要是有线网络、
地面、卫星等，且以有线电视为主。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中国网民人数将快速增长，
广电内容资源可以利用互联网渠道开展互联网视频业务。 

总体来说，“三网融合”实际上使有线网络运营商和电信运营商都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全业务
运营商，即TriplePlay，竞争在所难免。但作为仅占电信收入二十五分之一的有线行业，要
实现3+1的竞争格局仍有一段漫漫长路要走。同时，缺少固网的中国移动与有线网络运营商
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则分别在南北有类似的合作需求。因此，三网融合
不是新一轮的电信重组，而是希望形成一个广电与电信合作竞争的局面，应该是一个双方共
赢的结果。从近期来看，对于广电行业是机遇大于挑战，对于电信行业是挑战大于机遇。从
长远看，则应该是将市场共同做大做好的双赢局面，是全面提升我国信息化水平的一次重要
机遇。 

从具体发展策略来说，广电行业将加强对视听终端及节目运营的把控，促使自己成为“三
网融合”的运营主体；加快网络体制改革，适应“三网融合”发展；加快网络双向改造进程，并
与数字化同步为“三网融合”做技术储备；独立运营，控制手机电视业务；争取政府更多政策
倾斜和扶持。对通信行业来说，移动运营商可积极开展手机电视业务，并与广电合作发展宽
带，快速渗透固网市场和家庭信息化市场。电信运营商应积极发展IPTV业务，加快宽带提
速工作，做好网络、平台、IT、服务等运营准备，以一揽子解决方案保持业务吸引力；与广
电网络进行有条件的合作，减小其与竞争对手合作带来的冲击；获得集成运营权，自主选择
节目源，拓展边缘广告市场，并加强自办频道研究，做好媒体经营准备。
  未来市场规模及预测 

在未来2010-2012年内，三网融合将启动的相关产业市场规模达6880亿元人民币。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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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网和广电网的建设和升级改造，促进电信宽带、广电双向网络改造、机顶盒产业以及系
统建设的有效投资，三年总投资估算达2490亿元人民币；三网融合将激发和释放民众的信
息消费需求，促进信息服务与终端消费市场的繁荣，未来三年信息服务收入与终端消费预计
接近4390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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