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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入 90年代中期到现在 , 全球电信产业以每年 7%—

8%的速度持续增长 , 在亚洲 , 甚至达到 15%的年

增长率 , 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的年增长水平 。在全球

电信业快速增长的过程中 , 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

的电信运营企业的大规模联合和结盟的浪潮成为一个显

著的现象 。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电信企业联合和结盟 , 可以大致

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 、为争夺国际电信市场份额 , 而由发达国

家大型电信运营商组建的 “一站购齐”式全球战
略联盟。

目前已趋明朗的这类大型联盟有三个:由 AT＆T 、

日本电信 (KDD)、新加坡电信 、欧洲 Unisource 组成的

Word Parners;由德国电信(Deutsh Telekom)、法国电

信 (France Telecom)和美国 Spr int 公司组成的Global

One;由英国电信 (BT)和美国MCI 公司组成的 Con-

cert 。这类联盟大多由实力强大的电信运营商组建而成 ,

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端到端服务 , 内容从基础语音传输到

线路出租 、视频会议 。其战略是争夺国际长话及国际电

信的其它业务市场份额 , 尤其为全球大型跨国企业提供

“一站购齐”式国际通信综合解决方案 。

二 、为争夺增值电信业务和细分市场电信企

业相关企业的结盟 。

目前增值电信业务的增长已大大高于传统电信业

务 ,而随着技术进步和全球信息化的发展 ,一些新的市场

不断产生 。如移动通信 、电子数据交换 、在线加工和信息

处理等 ,面对这些新兴市场 ,电信企业不仅需要技术的创

新 ,更需要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实现相互市场的融合 ,使

服务质量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质的飞跃 。而传统航空 、金融

等行业的信息化改造则给电信企业创造了另一种机遇 ,

使电信企业联合起来提供有竞争力的不断增长 , 美国

A＆T 公司兼并了英国增值电信业务运营商 I stel , 相应

的 , 英国电信 (BT)则兼并了美国增值电信运营商

Tymshare 和 Dialcomn 。又比如为了在 2005年前更新前

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航空管制网络控制系统 ,AT＆T 、IBM 、

德国航空与俄航天研究发展机构联合组建了一家新公

司。而英国 C＆W和摩托罗拉则联合在英国发展个人通信

网络 。这类联合往往有非传统电信运营商加盟 ,一般规模

经 济 探 索

对
全
球
电
信
业

兼
并
结
盟
的
趋
势
分
析

王

靖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323934159?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39

︽
发
展
︾
月
刊

相对不太大 , 但瞄准特定市场 ,整合各自优势 , 具有很强

的竞争力 。

当今世界上 , 不仅仅在通信业中发达国家电信运营

企业纷纷结盟 ,建立伙伴关系 ,在其他各个领域均有企业

间建立联盟 ,结为伙伴关系的趋势 。所谓结为伙伴关系 ,

就是企业之间以前所未有的亲密关系一起工作来实现共

同的目标 。具体来说 , 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共同

改变业务活动的方式 , 把各自的一部分业务系统结为一

体进行共同管理 , 并共同分享由此带来的利益 。企业做

出这种安排 , 是因为他们深知利用互为补充的资产和技

术的优势 ,对任一方都会有利 。实践说明 ,取消企业之间

传统的“边界” ,并代之以有利于双方的新行动 ,可以产生

强大的协同作用 。分析近年来电信领域大规模联合和结

盟的驱动原因 ,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1.国际电信市场需求的增长和结构、内容变化

分析国际电信市场的需求结构 , 不难发现全球最大

的 700 —1000家大型跨国公司占到了国际长话总量的

60%以上 。这些电信公司的大客户不仅需要多种类 、高

质量的通信服务 , 还希望信息传输自由 、安全 , 价格低廉

且支付便捷 。他们不愿意劳神费力与各国多家电信或管

理当局逐一交涉而希望电信业能够提供“一站购齐”的解

决方案 。因此 ,为满足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需要 ,电信企

业自身必须先 “全球化” , 而兼并 、结盟则是一个最佳选

择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欧洲数家大型跨国公司菲利普 、

卜内门(ICI)和 Rank Xerox 要求英国电信(BT)、AT＆

T 和其它几家公司组建专用欧洲网络以满足其通信需

要 , 这成为推动电信联盟的驱动力量;另外新型业务 , 尤

其是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服务 , 则驱使电信企业与其它类

型企业联合 ,以适应和满足市场需要 ,提供新型的多样化

的服务 。

2.各国政府对电信市场准入的放宽和电信企业民

营化浪潮为大规模兼并结盟打开空间

根据 WTO 下服务贸易协定和 1997年 2月达成的

基础电信服务市场谈判结果的实施 , 占全球电信服务

91%以上的 69个国家(地区)已在陆续开放本国电信市

场 ,而发达国家如美国 、英国等则更是先行一步 。市场准

入的放开打破了原有的贸易壁垒 , 将竞争引入更多国家

的电信市场 。这就为跨国公司的电信企业兼并和电信企

业在国外建立合资企业打开了政策空间 。

电信企业本身的民营化浪潮一方面使这些先前传统

上的国内服务垄断者更重视提高自身运营效率 , 抢占市

场份额 ,增强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通过上市 、筹资、改变资

本结构 ,使得相互之间能相互掺股或跨国收购 。例如英国

电信收购了美国M CI20%的股份 , 德 、法电信注资美国

Sprint 。

3.国际电信市场的竞争加剧 , 使兼并结盟成为最佳

选择

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电信市场规模的扩大 , 使得各国

电信企业将注意力从相对饱和的国内市场投向国际市

场 , 在竞争更为激烈的国际市场上 , 为了吸收客户 , 通过

跨国联合 ,不仅可以显著降低成本 ,给客户尤其是大客户

更多的折扣优惠 , 而且可以优化网络接入(如互联性 、互

操作性、统一标准)以提供更为高质量的电信服务 。而传

统的国际电信服务不仅受制于僵化的双边结算条款 , 使

价格制定上缺乏灵活性 , 而且难以在技术平台上实现统

一标准 ,阻碍了服务质量的提高和服务种类的升级 。两相

比较 ,其前景相形见拙。

另外 , 由于技术的发展使电信路由距离成本因素大

大降低。(例如:从美国到日本的国际长途可以经由澳大

利亚网络接入日本 。其成本的增加量几乎可以忽略不

计), 由于时差导致的线路利用空闲时优互补余缺 , 可以

使提高整体利用效率 ,增加盈利 。这一部分市场利润也驱

使第三国的电信运营商更积极地加入到世界电信联盟中

来 。反之 ,如果仍然游离在联盟之外 ,电信运营商只会处

于更加被动的境地 。

4.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 ,提高竞争力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 ,电信行业仍是薄弱环节 ,

是制约经济发展和信息化革命的瓶颈 。而资金和技术则

是他们发展电信业的桎梏 。通过和国外电信企业的联合 ,

一方面可以获得急需的资金和技术改造旧网络 , 发展增

值业务 。另一方面也可以积极参与到国际市场竞争中

去 。如泰国 GP 电信与美国 NYNEX 签合约组建 Tele-

com Asia ,建造 200万线曼谷网络 。而 Word Par tnes正

在逐步接纳如 Telestra 这样的亚洲电信企业进入其中 ,

以扩大其服务范围 ,实现彼此双赢目标 。

总之 , 兼并和结盟已成为世界电信市场不可逆转的

潮流 ,面对加入W TO 的机遇和挑战 ,我国电信行业将不

可避免要开放部分电信市场 , 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

争 。因此 ,我国电信企业应加紧制定国际市场战略 ,选择

适当的时机和方式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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