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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月租费市场来定”条件尚不成熟(2005年3月2日)

文章作者：

今年北京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提出应该取消电话月租费。最近信息产业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电话月租费是否收取将交由市场来

决定。这种说法看起来符合市场化的原则，但是，要这样做，必须有一基本前提，即电信资费的市场定价要有完善的电信市场的存在。问题

是，目前中国的电信业市场，似乎还无法达到这样的要求。 

    电信市场和前些年的房地产市场有某种相似之处。早期的房地产市场存在要素市场（如土地、资金、劳动力）非市场化的问题。在这

样一个市场中，要素市场的非市场化与住房销售的市场化使得房地产开发成本让整个社会来承担，而收益则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及相关利益者

获得。 

    对于电信业来说，它的要素市场也同样存在非市场化的现象。因为电信业（无论有线还是无线）作为一种十分稀缺的资源，在完善的

市场体制下，它能够透过产权制度的安排在市场上通过交易来分配。但是，在目前，其不少资源则由政府所拥有并以行政手段来组织运作。

即使不谈电信业的完全垄断性、地区垄断性，仅从该企业的组成、该企业所获得资源的方式来看，很难通过市场来确定电信收费的价格，如

果现在就让电信企业自主定价，很可能会把电信收费的价格定在较高的位置。当下需要做的，是尽快建立一个有效的电信市场，如通过多牌

照制度形成有效的电信市场竞争，再让电信企业按市场定价；否则会容易侵害到消费者的利益。 

    既然在目前的条件下，电信收费还不能由市场定价，那么是否取消电话月租费就有商榷的理由。因为这种收费是在计划体制下、通过

政府行政手段加于消费者身上的收费，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今天应该考虑取消的可能性。 

    很简单，中国电信业之所以能够发展到现在这种规模，一则在初始发展时期完全是国家大量投资的结果。国家大量的投入积累到现

在，在市场体制下成了单位企业的财产，其收益无法惠及所有消费者。总之，电信企业在完成积累以后，在市场化条件下的改制更要兼顾公

平公正，而不能再借助垄断获得发展，争得利益。 

    我们注意到，由信息产业部起草并提交给人大的《电信法》草案中，已对电信资费改革提出了“由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向市场调节价

过渡原则”。的确，在目前条件下，由市场定价的条件似乎还不成熟，需要政府部门对电信定价进行适当地指导。政府可以对电信的收费项

目、标准、服务等方面，设定相应的程序进行严格审查，厘定出较为公平的价格标准，对于那些过时的、不合理的收费，要予以清除。因

此，北京市那位人大代表的建议反映了绝大部分消费者的愿望，建议在政府部门的主导下，通过正常程序对所有的收费项目重新审查、清

理，对其中一些过高的收费进行调整。 

    还有，《电信法》除了由电信部门负责起草外，还应该能“开门立法”，通过相关利益者的共同参与，来制定公正公平的《电信法》。

《电信法》中最基本的原则应该是放开所有的电信业市场，为电信企业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平台与规则。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电信收

费的定价才能够由市场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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