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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105.htm （１９９０年９月３

日） 国务院１９９０年９月３日发出文件，批转邮电部《关

于加强通信行业管理和认真整顿通信秩序的请示》，要求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遵照执行。 文件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邮电通信事

业发展较快，通信能力和技术装备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截至

１９８９年底，全国公用网市内电话交换机容量达６６０万

门，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２．８倍；电话机达１０００万部，

比１９７８年增长近两倍；长途电路达８．７万路，比１９

７８年增长３．６倍。１９８９年全国城市电话自动化所占

比重达９３．１％；长途自动、半自动电路所占比重达６０

．３％。到１９８９年底，全国有５００多个城市进入国内

长途电话自动交换网，有２００个城市的电话可以直拨世界

１８２个国家或地区；全国公众电报自动转报网也基本建成

；相继开放了卫星通信、移动通信、用户电报、用户传真、

数据检索、电子信函等新业务。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的需要，在公用通信网加速发展的同时，专用通信网作为

公用通信网的补充，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当前在通信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方面存在一些不容忽视

的问题。一是重复建设严重：由于缺乏统筹规划，一些主要

通信走廊出现多条专用通信线路与公用通信线路同时并存的

状况。甚至在同一地点同时建有几个微波站或卫星地面站。

重复建设、分散维护，造成线路利用率低，相互干扰，通信



质量不高，以及通信资源（如路由、信道、频率）等方面的

浪费。二是通信秩序混乱：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各种通信公

司，自行设立通信设施，经营通信业务；一些部门利用专用

通信设施擅自对外经营公众通信业务，严重影响了正常的通

信秩序。 为了改变上述通信秩序混乱的状况，更好地贯彻国

务院确定的“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

的方针，文件中明确提出五条措施： 一、邮电部是国家管理

全国通信工作的主管部门，负有通信行业管理的职责。邮电

部门在大力发展公用通信网的同时，也要积极主动为专用通

信提供咨询和服务，搞好规划和协调。要支持和帮助地区性

专用通信网通过必要的技术改造与公用网联通。促进公用通

信网与专用通信网的协调发展。 二、公用和专用通信网的建

设必须统筹规划，提倡并鼓励联合建设。除军队、铁路等有

特殊要求的部门外，其他部门原则上不得再自行建设长途通

信线路。各部门长途通信所需电路原则上由公用通信网提供

，公用通信网暂时难以提供的，应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联合

建设，大型厂、矿、企业新建局部性通信网，要纳入当地公

用通信网建设规划；已有的一些与公用市内电话网并立的地

区性专用电话网，要通过共同投资进行技术改造，组成统一

的市内电话网。凡新建长途通信线路（包括配套项目），均

应经邮电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管理局归口会审。民

用卫星通信由邮电部统一组织建设或对外租用。国际通信设

施建设由邮电部负责。所有进入公用通信网的设备都要符合

国家规定的技术体制和标准。 三、主要通信业务必须由国家

统一经营。根据我国国情及通信全程全网、联合作业的特点

、国务院已明确我国主要邮电通信业务由国家统一经营。我



国目前通信水平较低，在公用通信网亟需加快发展而建设资

金又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更应强调国家统一经营，以集中有

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快通信建设。据此，要进一步明确

：（一）专用通信网只限内部使用，原则上不得开放公众业

务；（二）在公用通信网覆盖范围以外的地区，经当地邮电

部门审查同意，专用通信网可临时经营部分公众业务，但必

须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并依法纳税；（三

）长途通信和国际通信业务由邮电部门统一经营；（四）外

商不得在我国境内经营或参与经营邮电通信业务；（五）信

件和其他具有信件性质物品的寄递业务由邮政企业专营。 四

、在治理整顿中切实整顿好通信秩序。根据上述要求，各地

邮电部门应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经营邮

电业务的企业、公司认真审查、登记。今后，凡新开办经营

通信业务的单位，必须报邮电部门审查批准后，持批件向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经核准后才能营业。 五、加

强农村通信建设和管理。进一步明确乡镇集体电话在所有制

不变的前提下，由县（市）人民政府统一管理，与县（市）

内其他基础设施统筹安排，县（市）邮电局在县（市）人民

政府领导下做好具体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