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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以来，通信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技术、业务、体制等各个方面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
20世纪80年代末，移动通信曾经被认为是富人的通信，当时业界认为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以
上，移动通信才可能得到发展的环境和空间。
而在世纪之交，一批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却率先成为国内移动通信超过固定通信的国家。
通信业的迅速发展，通信的迅速普及正在改变世界。
《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概括的将世界碾平的10大因素大部分与通信有关，或者
说都离不开通信。
现在，在全球网络’的背景下，一个设在印度的公司的职员可以负责解答住在美国本土的人在使用某
种软件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一位中国姑娘可以白天在自己家中看管正值午夜的一个美国住宅小区
的各个角落，以保证它的安全。
　　通信业的内涵和外延正在急剧变化。
通信由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发展到人与机器之间的通信，机器与机器之间的通信。
由地球上的通信发展到宇宙空间的通信。
尤其是在三网融合（通信网、广播电视网和计算机网合一）的背景下，话音业务在通信业中所占的比
重不断下降，一些通信企业提出要实行转型，由传统的通信运营商向综合信息服务商转变。
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通信业还是不是独立的行业？
如果是，通信业的内涵和外延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界定？
我们认为虽然通信企业的转型已经是确定无疑的现实，但是不能因为企业的转型就认为通信业的独立
性发生了变化，就像照明行业的鼻祖：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多元化经营不会导致照明行业的独立性的
丧失一样。
　　通信业的市场结构究竟应该怎样才是合理的，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重大问题。
以1984年美国AT&T公司解体为标志，电信通信业进入一个由垄断经营向竞争经营转变的新阶段。
但是，在经过20世纪90年代电信通信业爆发式发展之后，21世纪初，世界电信通信业又呈现出巨大的
矛盾和困难。
这一次，又是以AT＆T公司和西南贝尔、南方贝尔的兼并重组为标志，电信通信业的发展开始了新纪
元！
新的AT&T公司作为综合电信运营商，再次成为美国电信通信业的主导。
其经济效益远高于专门从事移动通信的巨头。
被归于新制度学派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当代经济学偏重于研究资源配置，忽视了分工和组织的研究
，现在是重新强调分工和组织的研究的时候了。
AT&T公司走过的路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目前正在进行的产业技术革命中，进步速度最快的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
电信通信业的传输成本像自由落体一样迅速下降，但是接入的成本则复杂得多，再就是如何说服和教
会人们使用越来越复杂的通信工具需要大量的投入。
在通信业发展的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不再是建设干线通信网，而是在交换和流通环节。
正如现代工业中，产品的制造成本迅速下降，而物流和销售的成本在产品的最终销售收入中所占的比
重日益提高。
电信通信业最终的销售收入中，接人和发展并留住用户的成本所占的比重也正在迅速上升。
在传统的通信经济中与运输经济中的计价原则是一致的，按照业务量进行计算。
同样是由于传输成本的迅速下降，在某些电信业务中，业务量已经不再是计价的依据，在海量信息的
传输中，按照流量结算价格已经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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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经济学的体系中，产业经济学是研究国民经济各种产业共通的运行规律的应用经济学。
但是国民经济各个行业还有其特殊性和特殊的运行规律，如工业经济、商业经济和运输经济等。
通信经济也同样具有其特殊性。
通信经济学就是一门带有行业特色的产业经济学。
 　　通信经济学是以理论经济学为基础，以信息产业中的通信运营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和揭示其经济
运行规律的应用经济学。
本书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社会经济系统中的通信业，分析通信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结合通
信业的实际研究产业结构和产业关联问题；通信业的发展和现实运行问题的研究；通信市场的发育和
市场结构的演变问题研究；通信产品的成本、价格及收入的形成分析；通信经济中的体制和政策问题
研究。
 　　本教材适合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使用，也可作为通信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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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网络经济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　　网络经济的兴起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并从根本上
改变国民经济的结构，使其向高级化、信息化方向发展。
由于信息产业本身具备的特点，它在国民经济中已成为与农业、钢铁、能源、汽车相并列的支柱产业
和先导产业。
这主要表现为：信息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与传统产业相互融合、渗透，可以改进传统技术并促进
传统产业的改造与升级，使经济结构趋于软化和高级化；信息产业也是促进其他高技术产业形成和发
展的基础；信息网络化的过程实质上是物质和劳务向知识密集型转化、产业结构的重心向附加值较高
的信息产业演变的过程。
网络经济对经济结构的优化作用，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劳动结构的知识密集化以及消费结
构的信息网络化等方面。
　　（1）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所谓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高技术产业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比重增加，地位日益重要，成
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高技术工业品或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成为整个
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①知识产业迅速崛起，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从世界范围看，工业化经历了3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其主导产业。
第一阶段以英国为代表，支柱产业是纺织业和钢铁业；第二阶段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支柱产业是机
械制造业和汽车业；第三阶段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支柱产业是以半导体为基础、以计算机和通信为
主体的电子工业以及以软件为代表的信息产业。
目前，在网络经济时代，产业结构的调整仍将持续下去，知识产业将蓬勃发展，取代传统的制造业，
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处于知识产业核心地位的计算机、软件、数字通信、专利与商标等无形资产管理与技术人才等，在经
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将越来越突出，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将越来越大。
　　②产业的轻型化和软化趋势。
产业结构高级化，还表现在各产业内部高技术化、信息化的行业和产品的发展快于传统行业、传统产
品的发展。
制造业内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兴制造业快于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内部，信息服务业快于其他服务
业。
　　③微电子和计算机、信息技术向各产业渗透，催生了一些新的“边缘产业”，如光学电子产业、
医疗电子器械产业、汽车电子产业等。
以汽车电子业为例，汽车电子装置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20
世纪80年代已形成了统称汽车电子化的高技术产业。
每辆汽车的电子装置的价值（美国），从1970年的25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1383美元，2000年达到2000美
元，占汽车成本的20％以上，汽车电子产业的产值将达上百亿美元。
可以说，产业之间的相互结合和发展新产业是未来的趋势。
　　（2）劳动结构的知识密集化。
信息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的信息化使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知识、技术、信息成为重
要的生产要素，脑力劳动所占比重不断增大。
劳动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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