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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漫游费终于有了时间表

“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近日相继宣布将逐步取消漫游费，

存在了20多年的漫游费终于要退出历史舞台。取消漫游费是电信业改革
的必然趋势，标志着我国通信行业将迎来全面流量竞争时代。随着市场

竞争逐步深化，倒逼力量不断加强，人们有理由期待更多“化石收费”逐步消亡，使电
信用户享受改革红利。

“希望取消漫游费套餐只是个
开始，其他收费项目也能赶快瘦瘦
身。”北京市民徐晶告诉记者，自
己现在的通信收费项目中还包含来
电显示费等费用，“我看到网上说
来电显示服务成本很低，运营商收
了这么多年还要继续收下去，感觉
有些不合理。”

对此，专家表示，收取漫游
费、来电显示费等都是历史遗留问
题，是旧的收费思维作怪。以前刚
研发推出时确因成本问题而收取这
些费用，但如今这些传统业务成本
已经很低，再按以往标准收费确实
不妥。此外，一些固有收费项目已
经可以被流量服务所替代。

取消漫游费的举措固然值得肯
定，但运营商还需不断顺应市场发
展趋势，优化业务结构，向以流量
为主的经营模式转型，将创新作为
企业核心要务。

据了解，中国电信此前已开始
推出全流量计费服务。通信专家项
立刚认为，运营商完全按流量计费
是大势所趋，这样的计费方式对消
费者来说提供了更多自主权。“以
往一个套餐中的通话业务与流量不
能互换互补，但按照流量计费就允
许消费者按照需求随意选择转换，
提高套餐内容的使用效率。”随着
流量统一计费方式的逐步推广，基
于移动互联网的流量服务功能将逐

步替代传统服务项目，这必然将加
速传统收费项目走向消亡。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李永
壮认为，取消漫游费为迎接全面流
量竞争时代开了个好头。我国人口
基数庞大，用户数据中蕴藏着海量
商机，运营商可拓展与用户的线上
互动，听取用户的声音，通过数据
挖掘探索推出更个性化和有针对性
的定制服务。还应在流量经营等新
业务领域下大力气创新和探索，发
掘流量消费新亮点。

技术提升也将进一步带动提速
降费的实现。随着三大运营商宣布
拟于2020年开展5G商用，流量单
位资费将大幅降低。 据新华社

三大运营商取消漫游费的举措
和时间不一：中国电信今年开始逐
步取消；中国移动将于年内停售包
含漫游费的套餐；中国联通从10月1
日起取消集团含漫游费套餐。

记者了解到，三大运营商在各
地发行了不少仅包含语音等传统业
务的本地入门套餐，这部分用户逐
渐成为支付漫游费的主力。此次，
运营商表示将停止销售含有漫游费
的新套餐，但使用含有漫游费老套

餐的用户的漫游费将依旧存在，用
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
择，是保持老套餐还是选择不含漫
游费的新套餐。

消费者关心的是，逐步取消漫
游费会让用户的通信支出明显下降
吗？

手机用户最多的中国移动，是
三家运营商中的漫游费受益大户，
也是取消含漫游费套餐最彻底的一
家。中国移动2016年中期业绩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移动
总客户数达到8.37亿户，其中4G和
3G用户为5.61亿户，2G用户为2.75
亿户。2G用户很多都是以本地通话
为主，支付漫游费的比例并不高，
通话时长也相对较短。目前，3G、
4G套餐门槛普遍高于2G套餐，所以
不常去外地的2G用户通过更换套餐
去掉漫游费，不会降低其整体支
出；常去外地的2G漫游用户，在更
换套餐后通信支出将大幅降低。

据中国移动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上半年，移动用户手机上网
流量同比增长 133.9％，无线上网
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9.7％，占通信
服务收入比提升至43.3％。移动用
户消耗流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近 2.4
倍。反观传统业务，语音通话时长
同比减少441亿分钟、短信同比减
少214亿条。中国移动流量收入首
次超过传统业务，成为第一大收入
来源。

掏出手机玩游戏、订机票、买
东西、导航已成为大众的生活习
惯。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激发技术和
模式的创新，推动通信、信息产业
革新、不断升级。

国内手机漫游费起源于 1994
年原邮电部发布的《关于加强移动
电话机管理和调整移动电话资费标
准的通知》，规定国内漫游通话费
主叫每分钟不得超过 0.6 元，被叫
每分钟不超过 0.4 元。放眼全球，
美国多家主流运营商已不收取国内
漫游费；在韩国，不少运营商推出
了以流量为主的套餐，免费接打电
话和收发短信已逐步开始推广；欧
盟决定明年6月完全取消成员国之
间手机漫游费。世界范围看，不仅
漫游费即将成为过去，语音通话和
短信等传统业务也正在逐步向免费
附加服务进化，全面流量竞争时代
呼之欲出。

业内专家预测，未来语音通话
和短信等服务统一纳入以流量计费
为主的新经营模式有望形成，流量
应用和消费将迎来新一轮爆发：随
着物联网的兴起，人们将通过网络
连接身边大部分日常生活用品，大
到一辆汽车，小到一支笔；5G 将
于几年后商用，届时的移动应用将
更加丰富多彩，在手机上看超高清
电影、无人驾驶、虚拟现实等都将
成为现实。

化繁为简，运用统一流量计
费，从过去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中
解脱，一个注重服务品质、用户体
验、个性化和透明消费的全面流量
竞争时代即将开始。

顺应市场发展趋势顺应市场发展趋势，，释放更多提速降费改革红利释放更多提速降费改革红利

全面流量竞争时代呼之欲出全面流量竞争时代呼之欲出

取消漫游费用户支出会降吗取消漫游费用户支出会降吗？？
网贷监管办法正式出台

个人最高借款100万元

导游自由执业试点启动

游客今后可“网约”导游

旅游途中，如何查询景区附
近的导游是真是假？如果遇到导
游“欺客宰客”或“强制消费”
怎么办？今后，游客通过网络、
手机移动端就可以查询导游执业
信息，点赞或者投诉导游的服务。

这是导游自由执业试点的重
要内容之一。8月24日，国家旅游
局召开全国导游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会议，全国导游公共服务监管
平台同时启动。

国 家 旅 游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通过开展导游自由执业试
点，要建立健全导游自由执业管
理制度和服务规范，搭建全国导
游公共服务监管平台，推动企业
建立网络预约导游服务平台，建
立导游自由执业管理与保障体
系，建立健全导游执业记录、以
游客满意度为导向的社会评价体
系。

据悉，导游自由执业包括线
上自由执业和线下自由执业两种
方式。

线上自由执业是指游客通过
网络平台预约，导游按照预约向
游客提供单项讲解或者向导服
务，并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收取
导游服务费的执业方式；线下自
由执业是指游客通过旅游集散中
心、旅游咨询中心、A级景区游客
服务中心等机构预约，导游按照
预约向游客提供单项讲解或向导
服务，并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收
取导游服务费的执业方式。

目前，国家旅游局在江苏、
浙江、上海、广东启动线上导游
自由执业试点，在吉林长白山、
湖南长沙和张家界、广西桂林、
海南三亚、四川成都等地启动线
上线下导游自由执业试点。

据新华社

上半年环境执法情况公布

“按日计罚”超2.6亿元

环 境 保 护 部 8 月 24 日 公 布
2016 年上半年环境执法情况，全
国各级环保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
罚 案 件 307 件 ， 罚 款 数 额 达
26447.62万元。

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田为
勇介绍，截至目前已有 11 个省份
出台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制度，8个省出台“党政领
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
施细则”。

案件查处方面，环保部组织
查处了污染源自动监控弄虚作假
典型案例8起，私设暗管偷排偷放
案件3起，机动车尾气排放弄虚作
假案件2起，环境影响评价资质弄
虚作假案件16起，共拘留22人。

清理整顿违法违规建设项目
方面，截至7月底，全国共排查发

现违法违规建设项目62.4万个，目
前已完成清理整顿19.1万个，约占
总数的31％。

田为勇说，2016 年上半年落
实环保法四个配套办法，地方各
级环保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案
件307件，罚款数额达26447.62万
元；实施查封扣押案件 2942 件；
实施限产停产案件 1202 件；移送
行政拘留 1291 起；涉嫌犯罪移送
公安机关案件840起，各项件数与
2015年上半年相比均有所上升。

田为勇表示，上半年通过创
新执法，环保部采取多种形式挂
牌督办重点案件，直接挂牌督办
案件 19 起，涉及 14 家企业、1 个
工业园区、1 个饮用水源地、5 个
地市级人民政府。

据新华社

8月24日，中国银监会、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网络借贷信
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与征求
意见稿相比，《办法》最大的变化
是对借款上限进行了明确规定。

《办法》规定，同一自然人在
同一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平台的
借款余额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20 万
元；同一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同一网
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平台的借款余
额上限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同
一自然人在不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
机构平台借款总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万元；同一法人或其他组织在
不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平台借
款总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

防范信贷集中风险是设定借款

上限的主要考虑。《办法》称，网
络借贷金额应当以小额为主。网络
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应当根据本机构
风险管理能力，控制同一借款人在
同一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平台及
不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平台的
借款余额上限。

在监管方面，《办法》明确银
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负责对网贷业务
活动实施行为监管，制定网贷业务
活动监管制度；地方金融监管部门
负责本辖区网贷的机构监管，具体
监管职能包括备案管理、规范引
导、风险防范和处置等。

银监会表示，下一步将制定配
套办法，尽快发布网贷客户资金第
三方存管、网贷机构备案以及网贷
机构信息披露等配套制度，完善网
贷行业监管制度体系。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