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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运营商将模拟电视转换为数字电视既涉及消费者的福利, 也涉及频道商的利益。本文结合中国模拟电

视向数字电视转换中所出现的问题,基于双边市场模型分析了垄断情形下和引入竞争下数字电视转换的市场绩

效。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讨论了转换中引入竞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据此提出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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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 ransition from ana logueTV to d ig ita lTV by opera tors invo lv es the benefit o f both consume rs and channel pro�

v iders. In light of the prob lem occurr ing in the actual transition in Ch ina, the paper uses the model of tw o- sided m ar�

kets to ana lyze them arket pe rfo rm ance o f the transition under the scenario o fm onopo ly and duopo ly. Th is paper also fur�

ther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in troduc ing com pe tition, and put fo rw ards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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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引言

2008年国务院第一号文件 (国办发 [ 2008] 1

号 )明确要求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加快有线电

视网络由模拟向数字化整体转换。模拟电视向数

字电视的转换是电视产业的一次重大革命, 这种

转换改变的绝不仅仅是信号。作为媒体的数字电

视,无论是提供公共服务还是个性化的服务, 在信

息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数字电视产业链涉及

内容制作、包装、传播、设备制造销售等部门, 对国

民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数字电视作为宣传工

具, 在国家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

的作用。正因为数字电视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意

义, 各国都非常重视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的转换。

许多国家政府出台相关政策, 支持模拟电视向数

字电视转换。这些政策主要体现在国家主导制订

数字转换的时间表, 对数字电视发展予以财政上

的支持, 比如机顶盒的免费发放。

� �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 也高度重视模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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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向数字电视的转换。 2003年 5月, 国家广电总

局发布了 �我国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时间表  。

2008年国务院第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提出加快模拟

电视向数字电视的整体转换。这里提到了 !整体

转换∀, 其是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 由有线电

视运营商主导的将模拟电视升级为数字电视的一

种方式。整体转换要求当一个小区大部分用户收

视方式从模拟切换为数字后,就切断模拟信号的

传输, 同时保留少量的模拟频道 #。

自 2004年青岛市在中国第一个实现有线电视

模拟到数字的整体转换以来,中国数字电视观众

数目取得了飞速增长,见图 1。图 1包括了有线数

字电视用户数和 IPTV用户数, IPTV是基于 IP协

议的数字电视传输方式, 电信运营商通常通过其

宽带网络传输 IPTV。

尽管就数字电视的用户数而言, 模拟电视向

数字电视的转换在中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然而,

这并不能代表用户真正接受数字电视, 更谈不上

数字电视的商业成功。据电视媒体调查机构 CSM

公司在全国 154个样本城市的收视率调查数据,

2007年收视率唯一出现增长的东北地区是有线电

视模转数进行得最缓慢的地区; 而目前有线数字

电视转换推进较迅速的华东和华南地区的收视率

分别下降了 1- 2%以及 4- 5%。

图 1� 中国有线数字电视和 IPTV用户数

为什么有线电视模转数赢得了转换, 却丢掉

了市场? 目前对这个问题有两种较为流行的

答案。第一种观点认为, 收视率不高是因为电视缺

乏精彩的内容,同时由于网络等新媒体的冲击,电

视观众自然会减少收视时间; 第二种观点认为,现

在整体转换是为了转换而转换, 缺少对后期商业

运营的考虑。在整体转换中, 由于运营商采取向

观众赠送机顶盒的策略, 为了降低转换的成本,赠

送的机顶盒往往技术水平较低,功能单一。这样,

整体转换虽然成功了, 但是大多数用户无法享受

数字电视增值服务所带来的更大福利, 比如视频

点播、互动电视、时移电视等。数字电视的优点无

法体现, 难以吸引观众。

本文认为上述理由都很重要, 反映了中国数

字电视市场的部分现状, 但是两者都没有揭示中

国数字电视市场的本质。对于第一种观点, 我们

要问为什么中国电视市场缺乏精彩的内容, 电视

产业在中国已经逐渐市场化, 为什么内容提供商

没有激励去制作精彩的内容? 第一种观点只是用

一种现象去解释另外一种现象, 并没有揭示这些

现象后面共同的原因。第二种观点认为运营商在

整体转换中采取了一种不恰当的商业策略。我们

不禁要问在中国完成整体转换的运营商几乎都不

约而同选择同一种不恰当的商业策略, 这背后隐

藏了什么更深层的原因? 因此本文认为, 上述两

种理由并没有较好地回答整体转换赢得了转换,

却丢掉了市场的原因。

我们认为中国数字电视市场不振的原因在于

市场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竞争。整体转换的主体,

有线网络运营商, 大多脱胎于电视台, 缺乏市场竞

争的经验,对客户需求缺乏了解, 还没有建立起适

合数字电视发展的商业模式。同时, 由于过去 !四

级办广电 ∀的体制, 中国有线电视传输市场具有地

区分割的特点, 各有线网络运营商在本地市场具

有垄断地位。在这种情况下, 由一批没有市场经

验的企业垄断本地市场, 主导模拟电视向数字电

视转换, 需求的萎缩是可以想象的。下面本文将

建立模型进一步分析为什么缺乏有效竞争是中国

电视市场不振的原因。

#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要求, !整体转换 ∀后,必须保留至少六套模拟频道,转播中央、省和当地电视台的主要节目,供没有机顶盒的用

户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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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模型

在模拟时代,电视有三种转播方式, 即有线网

络、地面和卫星。到了数字电视时代, 这三种方式

仍然存在。同时, 由于 !三网融合 ∀, 即宽带通信

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的融合, IPTV也

成为数字电视的一种实现方式。上面四种方式,

在技术上都可行, 并且欧美各国的数字电视实践

也表明,这四种方式都可以开展大规模的商用 [ 1 ]。

然而在中国的现实经济中,由于政策因素, 有线网

络居于主导地位。

电信运营商必须和 IPTV牌照持有商合作才

能提供 IPTV,而 IPTV牌照由国家广电总局发放,

目前发放的对象都为广电系统内部的企业。因此

目前 IPTV仍然局限在上海、哈尔滨等少数城市。

就有线、地面和卫星这三种方式而言, 2003年, 国

家广电总局颁发了一系列文件, 从政策上确立了

中国广电部门发展数字电视按照 !有线 -卫星 -

地面∀顺序三步走的战略#。目前我国还处于第一

步。尽管其他两种方式在西方国家的数字电视发

展中处于重要位置, 但是目前有线电视仍然在中

国数字电视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 而其他两种方

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模拟时代, 我国有线电视的发展一直遵循

着各地设台、分别建网、各自传输的管理体制。因

而无论从网络管理还是从节目传送角度看, 各地

有线电视台 (或现在的有线数字电视网络运营商 )

本身都有自己的网络势力和用户范围。有线电视

网络所具有的这种地区条块分割的特点, 不同于

电信固话和移动的全程全网,中国的有线电视用

户只能收看到所在地有线电视网络运营商转播的

电视节目,没有其他的有线电视运营商可以选择。

目前中国城市中的有线数字电视服务继承了模拟

时期的区域分割特征。

下面我们将建立博弈模型分析模拟电视向数

字电视的整体转换。我们首先分析垄断情形下

的整体转换,然后分析引入竞争下的整体转换,并比

较这两种情形。

(一 ) 垄断情形

2003年国家广电总局批准中央电视台开办付

费电视频道之前, 中国并没有付费电视的概念。

即使到现在, 由于观众可以通过免费电视收看到

大量频道,所以订购付费电视的人群相对较少,因

此本文暂不考虑付费电视。在中国的电视市场

中, 电视网络运营商扮演了平台的角色, 一方面,

在下游市场中它们为用户提供收视服务, 并收取

收视费, 即有线电视维护费; 另一方面, 在上游市

场中它们为频道商提供节目的传输, 并收取频道

落地或传输费用。观众和频道商之间存在间接的

网络外部性, 即随着某平台观众数量的增加,更多

的频道商愿意加入该平台, 反之亦然, 因此这观

众、运营商和频道商之间构成了一个双边市场
[ 4 ]
。

假设在某城市中共有 N h户家庭, 在模拟电视

和数字电视时代中, 假设该城市中家庭的数目不

变。家庭有权选择观看有线电视或是不看有线电

视, 但是一旦模拟电视转换为数字电视后, 由于模

拟信号被切断, 所有的家庭如果要看有线电视只

能够选择价格更高的数字电视。这和实际情况有

稍许的不同, 按照国家广电总局的要求, 完成模拟

电视向数字电视转换后, 所有城市必须保留若干

套模拟电视的节目。根据 CSM公司的调查,国内

完成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转换后的城市平均提供

的模拟频道数不到 10个。因此, 本模型中我们假

设在该城市完成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的转换后,

用户只能选择收看数字电视或者不看电视。这种

假设并不影响模型的解释力, 然而可以简化模型。

现在我们考虑 t为 0、1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

中, 电视运营商提供模拟电视服务; 在第二个时期

中, 电视运营商仅提供数字电视服务。

在下游市场中, 假设该城市的有线电视网络

运营商收取的收视费为 p
d

t
, 考虑质量因素实际传

输的频道数量用 y
u

t
表示, 则模拟时代和数字时代

的消费者效用函数如下:

# 之所以按照!有线 -卫星 -地面 ∀的顺序,更多的是从传输安全的角度考虑, 而不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作为传媒的电视具有意识

形态的功能,因此象其他国家一样政治、政策对经济的制约在中国的电视市场十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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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 t= �
d
t y

u
t - pdt ( 1)

其中 �d
t
表示用户的类型, 假设 �d

t
均匀分布在

[ 0, 1]上,则由 u∃ 0, 可以得到具有有效需求的消

费者 (效用大于 0)所在集合为 [
pd
t

yu
t

, 1] [ 2]。

另一方面,在电视的上游市场中, 电视运营商

能够提供的频道数目为 N
ct
, 假设运营商向频道商

收取的传输费为 put, 选择收看有线电视的观众数

为 xd
t
, 观众的收视时间为 h

t
,则频道商的效用函数

如下:

uu
t
= �u

t
xd
t
h
t
- pu

t
( 2)

其中 �ut 表示频道商的类型,假设 �ut 均匀分布

在 [ 0, 1]上,则由 u∃ 0, 可以得到具有有效需求的

频道商 (效用大于 0)所在集合为 [
p
u

t

x
d

t ht
, 1]。

有线电视系统的投资具有一次性的特点, 一

座城市的有线电视系统通常是一次性建成或一次

性从模拟电视升级为数字电视, 一旦建成或升级

后就可以以很低的边际成本满足用户的收视需

求。因此无论在 0或 1时刻, 拥有模拟或数字有线

电视系统的有线电视运营商将做出价格决策而不

是产量决策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不考虑运营商

的边际成本, 不考虑运营商将其系统从模拟升级

为数字带来的固定成本, 由 ( 1)和 ( 2)式可以得到

运营商的目标函数为:

m ax �t
pd
t, p

u
t

= pdt ( 1-
pdt

yut
)N h + put ( 1-

put

xdt ht
)N ct ( 3)

由 ( 3)可得 pd
t
=

1

2
yu
t
, pu

t
=

1

2
xd
t
h
t
,考虑到存在

下列需求关系 yut = ( 1-
put

xdt h t

) N ct, xdt = ( 1-
pdt

yut
) Nh,

可得市场均衡时,上下游市场价格和数量为式 ( 4)

如下:

yut =
1

2
N ct, x

d
t =

1

2
N h

pd
t
=

1

4
N

ct
, pu

t
=

1

4
N

h
h
t

( 4)

并且市场均衡时, 整体转换前后的上下游市

场的价格符合式 ( 5) :

pd0

pd1
=
N c0

N c1

pu
0

pu
1

=
h
0

h
1

( 5)

式 ( 5)表示: 在上游市场中, 模拟时代和数字

时代网络运营商向频道商收取的传输费用之比等

于这两个时代中用户收视时间之比; 模拟时代和

数字时代网络运营商向用户收取的收视费等于在

这两个时代中网络运营商所能够传输的频道数量

之比。中国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的整体转换的实

践并没有证伪式 ( 5): 实践表明整体转换后, 随着

用户可收看的频道数目的增加, 用户的收视费提

高了,同时各地向频道商收取的传输费则有涨有

落 #。从这一结论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推论:

第一, 在以网络运营商为平台的电视产业链

中, 观众和频道商之间具有正的间接网络外部性。

观众收视时间的增加使得频道商愿意支付更多的

传输费, 可选择频道的增加使得用户愿意支付更

多的收视费。这意味着垄断的电视网络运营商要

提高在某一个市场的收费, 则必须改善自身在另

一个市场的能力或者绩效。

第二,从模拟电视时代到数字电视时代,网络

运营商作为平台, 观众和频道商作为市场双边的

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双边市场的竞争瓶颈发

生了变化。在模拟电视时代, 由于频道数量众多,

且大都频道提供的内容差别化不大, 精彩程度有

限, 因此此时的瓶颈在观众端,这时网络运营商向

观众收取的费用往往不高。到了数字电视时代,

随着付费频道和增值服务的推出, 高质量的频道

逐渐成为稀缺资源, 因此此时网络运营商将增加

对观众的收费, 减少对高质量频道的收费。这解

释了为什么模拟时代是频道商向运营商缴费, 而

到了数字电视时代运营商要向频道商购买节目或

者共享收益。

# 有关资料来自媒介研究公司 ht tp: / /www. csm. com. cn /down load / ratingch ina2008 /200802. p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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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双寡头情形

本节中我们将考察如果在模拟电视向数字

电视的转换过程中, 引入竞争, 那么会有什么结

果。在某个城市中,电信运营商提供 IPTV服务,

有线电视运营商提供有线数字电视。电信运营

商无论从资本实力、市场经验和品牌形象等方面

都强于有线电视运营商。同时 IPTV可以实现单

播、时移、基于 In ternet的服务等等, 国内有线电

视网络大都为单向, 还很难实现这些功能。因此

本文假定在下游市场观众认为 IPTV提供较高质

量的接入服务 [ 3] ,在上游市场因为频道商效用并

不因为技术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因此其效用函数

不变。下面我们将利用纵向差异化模型, 分析在

下游市场中, 当两类运营商展开差异化竞争时,

市场竞争的结果和垄断情形下整体转换的结果

有何不同。

设有线运营商 A和电信运营商 B转播频道数

分别为 y
A
和 y

B
, y

A
< y

B
,有线运营商和电信运营商

能够提供的频道数目分别为 N
A ct
和 N

B ct
, 考虑质量

因素, 设NA ct % NB ct。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 = �yi

- p,其中 �表示消费者对质量的评价程度,假设 n

= 1个观众均匀分布于参数空间 [ �
L
, �

H
]上。假设

�AB类型的消费者对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或 IPTV没

有差距,则有式 ( 6)

�
AB

y
A
- p

d

A
= �

AB
y

B
- p

d

B
( 6)

由此可以得到无差异的消费者 �
AB

=
p

d

B
- p

d

A

y
B
- y

A

, �

> �
AB
选择高质量的 IPTV, 因此可以得到对 IPTV

的需求为 1-
p

d
B - p

d
A

yB - yA

。那么对有线数字电视的需

求为
p

d
B - p

d
A

yB - yA

-
p

d
A

yA

。考虑到频道商的效用函数不变,

仍然如式 ( 2)所示。因此在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

过渡时,两大运营商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max�
A

p
d

A, p
u

A

=p
d

A
(
p

d

B
- p

d

A

y
B
- y

A

-
p

d

A

y
A

)N
h
+ p

u

A
(1-

p
u

A

x
A
h

A

)N
Act

max�
B

p
d

B, p
u

B

=P
d

B
(1-

p
d

B
-p

d

A

y
B
- y

A

)N
h
+p

u

B
(1-

p
u

B

x
B
h

B

)N
B ct

( 7)

考虑到上下游需求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xA = (
p

d
B - p

d
A

yB - yA

-
p

d
A

yA

)N h , yA = (1-
p

u
A

xA hA

) /NAct

x
B
= (1-

p
d

B
- p

d

A

y
B
- y

A

)N
h
, y

B
= ( 1-

p
u

B

x
B

h
B

)N
B ct

(8)

(三 ) 垄断到竞争的比较静态分析

由 ( 7)式和 ( 8)式, 容易得到均衡时市场份额

有 ( 9)式如下:

x
A
=

N
B ct

4N
Bct

-N
A ct

N
h
, y

A
=

1

2
N

Act

xB =
2NB ct

4NB ct - NA ct

N h, yB =
1

2
NBct

( 9)

比较 (9)式和垄断情形下的市场容量 (4)式 y
u
t

=
1

2
N ct, x

d
t =

1

2
N h。可以得到 xA + xB > x

d
t (因为 NAct

=N
ct
,即数字电视时代有线电视运营商可以提供相

同数量的电视频道 )。打破垄断后,由于下游市场的

价格下降, 下游市场的观众数目增加了
2N

Bct
+N

Act

4N
Bct

-N
Act

N h。在上游市场中,无论是垄断还是竞争情形,所有

频道商要最大化效用,都有多属的动机,因此运营商

面临的其实仍然为一个垄断的市场, 此时两个运营

商实际提供的频道数仍然只有其能力的 1 /2, 和垄

断情形完全相同。通过式 (7)和式 ( 8), 可以得到均

衡时有线电视运营商的价格为 (10)式所示:

p
d
A =

(NBct -NA ct )

2( 4NB ct -NA ct )
NAct, p

u
A =

NBct

2( 4NB ct -NA ct )

N
h
h

A
(10)

比较 (10)式和 ( 4)式, 可以发现 p
d
1 > p

d
A (因为

N
A ct

= N
ct
,即无论是垄断还是寡头竞争情形, 有线

电视运营商所能够提供的频道数是不变的 ), 即引

入竞争后, 有线电视运营商为了和电信运营商争

夺消费者降低了下游的收视费。在上游市场中,

垄断和双寡头垄断情形下的价格关系符合下式,

p
u
1

p
u
A

=
(4NB ct - NA ct ) h1

2NB ct hA

。由 NAct % NB ct,
p

u
1

p
u
A

∃
3h1

2hA

, 考虑

收视时间的实际变化很小, 可以得到 p
u

1
> p

u

A
,即引

入竞争后, 上游市场中有线运营商也会降低对频

道商收取的传输费。

通过式 ( 7)和式 ( 8), 还可以得到均衡时的市

场价格之间的关系如式 (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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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u
A

p
u
B

=
hA

2hB

, �
p

d
A

p
d
B

=
NAct

2NB ct

( 11)

比较 (5)式和 (11)式。第一, ( 5)式为整体转

换前后的不同时点同一网络运营商的价格关系,

而 ( 11)式为同一时点, 不同运营商之间的价格关

系。 ( 11)式反映了高质量的运营商可以同时在两

个市场索取较高的价格。和 ( 5)式类似的是, 运营

商在上游市场索取的价格取决于下游市场中用户

的收视时间, 运营商在下游市场索取的收视费取

决于上游市场中运营商所提供的频道服务。

下面我们分析在两种情形下的消费者福

利。在垄断情形下, 电视观众整体转换后的福

利为 &0. 5N ct

0. 25N c t
( 1-

p
d

t

y
u

t

)N
h
dp

d

t
, 即

1

16
N

ct
N

h
。在引入

竞争下, 有线数字电视观众的消费者净剩余为

&
N A ct(NBct -N A ct)

( 4N Bct -N A ct)

N A ct(NBct -N A ct)

2 (4N Bc t-N A ct)

(
p

d
B - p

d
A

yB - yA

-
p

d
A

yA

) N hdp
d
A, 化 简 得

N
Act

N
Bct

(N
B ct

- N
A ct

)

4( 4N
B ct

- N
Act

)
2

, IPTV观众的消费者净剩余为

&
2N

Bct
(N

Bct
- N

Ac t
)

(4NBc t-N A ct)

N Bct(N Bct-N A ct )

(4N
Bct

-N
A ct

)

( 1 -
p

d

B
- p

d

A

y
B
- y

A

) N
h
dp

d

B
, 化 简 得

N
2
B ct (NB ct- NAct )

( 4NBct -NA ct )
2
。引入竞争后消费者福利的改善

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 选择高质量的 IPTV, 由上述

可以看出 IPTV观众的消费者净剩余是有线观众

消费者净剩余的 4倍多,更高的质量吸引了更多的

消费者从有线数字转向 IPTV, 从而提高了消费者

的福利。第二, 引入竞争后仍旧选择有线电视的

消费者,因为有线电视接入价格的下降, 福利也得

到了提高。

三、讨论

中国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的过渡采用了政府

主导下整体转换的形式。这种形式有利于推动模

拟电视向数字电视的迅速过渡, 可以解决因为消

费者预期带来的转换延迟问题。然而由于缺乏有

效的市场机制配合, 整体转换也带来了收视率下

降、价格上升、消费者投诉增加等问题。本文认为

即使是政府主导下的整体转换也应该引入竞争。

首先, !三网融合 ∀提供了竞争的可能性 [ 5 ]。

由于数字技术、宽带技术等的迅速发展, 有线电视

网、宽带通信网和互联网这些原来互不相关的网

络可以提供相近的服务。网络融合增强了网络服

务的范围经济特性, 比如电信运营商不需要重建

基础设施,利用现有的宽带网就可以提供 IPTV模

式的数字电视服务, 从而在技术层面消除了沉没

成本巨大所导致的数字电视网络的自然垄断特

征。数网之间的竞争成为可能, 并且在许多发达

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现实。

其次,数字电视产业自身的发展提出了竞争的

必要性。基于上文的分析,在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

转换的过程中通过引入竞争,现有消费者不仅可以

享受到更低廉的价格,而且更多消费者将参与到转

换过程中,享受到数字电视的福利。由于目前在中

国主导模拟向数字电视过渡的为有线电视网络运营

商。相对电信运营商,脱胎于广播电视局的有线网

络运营商行政导向较强,对地方政府依赖较大,缺乏

市场运作的经验。目前中国的有线电视运营商往往

集多任务于一身:机顶盒零售,网络建设与维护, 提

供收视服务,内容集成。这种多任务使得有线运营

商不能专注于自己核心能力的发展, 以较高的成本

提供自己并不擅长的服务;另一方面,有线运营商倾

向于利用自己的多任务,设置市场瓶颈,阻碍其他企

业进入,滥用市场势力。比如有线运营商通过免费

发放集成了条件接入系统的数字机顶盒, 而不是机

卡分离的机顶盒,增加了消费者转向其他运营商的

成本。为了提高向数字电视转换的经济效率,有必

要引入竞争者。

最后,从产业生命周期动态演化的角度看,原

来的模拟电视产业已经成熟并走向衰退, 数字电

视产业还处于导入期。虽然数字电视产业脱胎于

模拟电视产业,但是由于外生技术质的飞跃,这时

电视产业的需求和成本随之变化, 并对企业行为、

产业结构和绩效发挥重大影响。在产业导入期,

引入竞争不仅让产品的价格恢复正常, 而且将新

的产品和工艺引入市场, 市场进入其实是一种市

场创造过程 [ 6]。创新的新进入者通过引入新的产

品、服务创造了新的市场。消费者体验并逐步认

可新的产品或服务, 从而取代旧的产品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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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数字电视产业还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导入

期,这时市场中主导企业的战略应该是培育市场,

致力于做大整个市场, 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产业

链的开发。在导入期, 主导企业的重心应该是做

大蛋糕,而不是保持、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有线

电视运营商通过引入竞争,向竞争对手学习, 与竞

争对手合作,可以实现数字电视更大的市场覆盖,

从而提高自己的市场覆盖。电信网络运营商就是

这样的竞争对手,它们具有丰富的市场运作经验,

能够提供和有线数字电视高度替代的 IPTV。电信

运营商加入数字电视产业链,有利于在网络运营

商环节引入竞争,提高市场效率,进而推动整个数

字电视产业的良性发展。通过引入高水平的竞争

者,也有利于有线运营商自身的发展壮大。引入

竞争者能够带来人才和资金的流动, 技术的引入

和模仿,商业模式的学习, 甚至企业制度的创新。

四、政策性建议

首先我们必须站在 !三网融合∀的高度去理解

中国数字电视的整体转换。2008年国务院第一号

文件 (国办发 [ 2008] 1号 )的第二十二条明确提

出: !有关部门要加强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

下一代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资源的统筹规划和管

理,促进网络和信息资源共享。∀目前的问题是尽

管技术上实现 !三网融合 ∀早已不是问题,但是由

于部门利益之争, 行政垄断仍然制约着 !三网融

合 ∀。工业和信息化部 (即过去的信息产业部 )控

制宽带通信网和下一代互联网以及相关产业链,

国家广电总局控制数字电视网以及相关产业链。

电信运营商要提供数字电视服务必须和 IPTV牌

照持有商合作, 有线电视运营商要提供宽带服务

必须有信息产业部发的 ISP的牌照。目前的格局

是两者相互限制对方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数字

电视转换为 !三网融合 ∀提供了一个契机。我们有

两种选择去抓住这个契机。第一, 建立诸如美国

联邦通讯委员会 ( FCC )这样的机构统一协调通讯

产业内部的活动; 第二, 根据 !三网融合 ∀的要求,

对现有部门的设置进行调整。从中国目前情况

看,由于中国缺乏一部 �电信法  , 建立一个类似

FCC的独立规制机构还不现实。第二种方案可以

先着眼 !数字电视的转换∀对部门设置进行调整,

例如可以将网络的监管和内容的监管分开, 以最

大程度地利用现有网络基础设施, 同时保证对电

视等信息内容的有效监管。落实到数字电视的转

换, 我们可以在网络传输、内容制作等各个环节引

入竞争, 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向数字电视的过渡。

其次,在打破阻碍 !三网融合 ∀的行政垄断后,

我们同时必须采取一系列微观政策, 以保障数字

电视的高效转换。第一, 要加快产业链各环节运

营主体的市场化体制改革, 特别是网络运营商要

真正成为市场主体, 自己通过寻找合适的商业模

式在市场中优胜劣汰。第二, 合理化产业价值链。

网络运营商应该发展自己的核心能力, 将自己不

擅长的业务比如机顶盒销售和维护外包出去, 通

过合理化产业链的分工, 提高产业效率。第三,强

调产业合作。 !三网融合 ∀后, 企业要进入相邻市

场, 比如电信企业进入数字电视市场, 其本身的资

源和能力将不足以应付, 需要与内容提供商、技术

供应商等合作; 同样原来的有线电视运营商进入

数字电视时代要克服自己过去的能力刚性, 建立

自己的核心能力, 同样需要与上下游企业合作,甚

至与对手电信运营商合作, 建立产业标准, 合作网

络建设, 促进数字电视产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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