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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流量“漫游”费的呼声一
直很高，也推进了很久。这其中的
难点究竟在哪？

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表示，
最大的难点有两个方面。第一，从
企业经营来说， 有个业务转型的
问题。取消流量“漫游”费，企业的
收入会减少， 必须发展新的业务
来弥补这方面的下降， 这有一个
过程。第二，从技术上讲，调整套
餐、 调整计费软件功能需要一定
的时间。

工信部部长苗圩指出， 今年
除了取消流量漫游费之外， 还将
推动流量每季度、 每月资费水平
的下降。这两项措施加在一起，达
到年底比去年下降30%以上。

当前30%的降费也只是针对
目前的情况，未来随着5G的到来，
资费还需要成倍下降，“5G时代甚
至可能降到0.1元/GB。”

有业内人士分析， 实现流量
资费降费30%目标问题不大，实际
降幅可能会远超这一目标。 按照
报告中“资费至少降低30%”的目
标，2018年流量平均资费将降至
18.2元/GB以下。不过由于“取消
流量漫游” 的政策打破了低价套
餐的本地化限制， 运营商各省推
出的低价套餐将在全国上演激烈
竞争，届时降价幅度将远超30%。

电信分析师付亮认为， 与取
消手机语音国内长途费、 漫游费
有很大不同。取消语音漫游，受益
的是通信资费很低的30%以上的
用户。取消流量“漫游费”，受益人
群比例会超过一半， 受益人群覆
盖范围会更广， 从月移动资费10
元到月移动资费150元的用户，都
可能成为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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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费的降低，用户会更愿意花流量来上网

“5G时代甚至可能降到0.1元/GB”
从2016年开始，三大运营商的营收主要来源就已经变为了流量收入，这也是为什么更多业内人士会更觉得流量“漫游”的

取消会对三大运营商的营收造成一定压力。有业内人士就指出，国内的资费其实已经相对很低，运营商建网和维护网络的成本
相当高昂，此时提出的政策会进一步考验三大运营商。

提速降费已经是大势所趋
根据中国移动发布的2017年中期报

告，无线上网收入达到人民币1877亿元，
占通信服务收入（通信服务收入为3480
亿元，增长6.9%）比重超过50%，随着
2017年下半年长途和漫游费的取消，这
一占比还将继续上升。

不过提速降费已经是大势所趋，根
据工信部的数据，2017年手机上网流量
平均资费降至26元/GB。 如果参考最新
的一些套餐费用来讲， 最低的流量费用
已低至1-2元/GB。

从去年的数据来看， 去年3月份，三
大运营商公布了自提速降费以来的成
效， 涉及移动流量方面， 中国移动称，
2015年以来手机上网流量单价下降超
60%。中国电信表示，过去两年，中国电
信手机流量费下降57.4%。 中国联通表
示， 中国联通2016年流量平均资费水平
降至新低， 相比 2015年底降幅超过
48%， 在2017年创新推出4G冰激凌全
国融合套餐， 大幅降低整体家庭通信费
用支出。

此外，如果回头看“提速降费”的这
些年，正是我国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年份，
单位流量价格的极大下降正在改变用户
的使用习惯。

关键在于技术的迭代和发展
去年工信部部长苗圩就提到了一个

明显的变化： 在降费的同时用户使用量
也成倍增长，目前月均流量已从3年前的
300M发展到超过1.8G。

这意味着在流量费用高的情况，用户
用流量的场景更少， 而随着资费的降低，
用户会更愿意花流量来上网， 甚至听歌、
看视频。这样的使用习惯改变也催生了网
民上网习惯的变化， 从一开始热门的120
字的微博到如今火热的“短视频”，实际背
后都离不开“提速降费”的隐形推动。

实际上，“提速降费” 背后的关键在
于技术的迭代和发展， 足够的网速和技
术才能支撑用户更大量的流量使用需
求，4G时代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
就成为了重要的证明。 随着资费的下调
和网速的提升， 用户使用流量的习惯也
会变化， 更多更丰富的互联网产品也将
有了更好的发育土壤。

而对运营商而言，从过往的数据来看，随
着用户流量使用的上升，运营商的收入并没
有随着资费单价的下调而受到过多影响。

更为关键的是，“提速降费” 将会营
造更为有利的互联网发展环境， 催生更
完善的网络场景， 促进相关互联网产业
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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