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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管理类丛书:通信经济学(第3版)》共14章，涵盖以下内容：通信业发展概论、通信业与社会信息
化、通信业及其技术经济特征分析、通信业产出分析、通信成本及测算、通信资费理论及定价实践、
通信市场及竞争、通信业竞争政策、管制理论基础、通信业管制实践、通信业资本运营和全球化发展
、通信普遍服务、通信网间互联及管制、通信网络及技术。
《经济管理类丛书:通信经济学(第3版)》基本上反映了近年来通信行业变革和通信经济领域的最新研
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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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2.2通信企业成本特点 1.通信企业成本构成特点 从成本概念的一般内涵来看，通信
企业成本与其他行业企业成本是一致的。
但通信业独特的生产技术经济特点造成通信业成本结构和特点不同于其他行业，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
四个方面。
 （1）没有原材料耗费项目 通信企业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以网络为基础为用户提供信息通信服务，与产
品制造业相比，不存在为制造实物产品而耗费的原材料，因而在通信企业成本核算当中也不包括原材
料耗费项目。
 对于产品制造业来说，一般的企业生产成本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即作为劳动对象的外购原材料和半
成品等的耗费、作为劳动手段的资本品包括各类生产用固定资产的耗费、劳动力的耗费。
其中外购原材料和半成品等劳动对象的耗费一般是制造业产品总成本支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通信企业来说，其产品的生产过程就是将信息进行空间位置上的搬移，这种“信息传递服务”产品
不具有实物形态，无须像产品制造业一样消耗构成实物产品主体的原材料。
当然，通信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也会用到一些单据、卡、邮袋等辅助材料，但是这些消耗在通信企
业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因而在成本核算中也不单独立项核算。
 （2）固定成本比重相对较大 通信企业，特别是电信通信企业向用户提供通信服务的物质技术基础是
通信网络基础设施，而建设通信网络往往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
当网络建成运行后，用户使用现有通信网络通信所带来的变动成本十分有限。
换句话说，当具有一定容量规模的通信网络建成后，通信企业每年提取的折旧费用、相应的网络运营
维护费用都是一定的，只要网络在运行着，这部分费用支出就不会减少。
此时，用户使用通信网络带来业务流量只要在网络容量所能提供的通信能力范围内，就不会对上述费
用支出造成很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用户多拨打一次电话几乎不需要电信企业增加任何支出。
因此，在通信企业总成本中，占绝大比重的是包括设备折旧等在内的固定成本开支，而与通信业务量
相关的变动成本占的比重很小。
在一定的网络规模范围内，单位业务量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单位业务量的平均成本随着业务数量的
增加而不断降低。
这一成本特点造就了通信行业具有规模经济性的产业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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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管理类丛书:通信经济学(第3版)》内容系统全面，深入浅出，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作为
通信类院校通信经济、管理类专业基础课程的教材和通信类企业经济管理培训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
其他专业领域研究信息通信产业经济理论基础知识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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