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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磨合之后，全面的整合开始冲刺。 这是当前六大电信运营

商重组的赛跑图景。自电信业重组方案公布以来，短短一个

月中，各大运营商均已出台多项举措，争相以最短时间推进

各自的重组进程。 “从6月下旬开始，伴随互派工作组、资

产清查、人员调动及培训、业务联合等工作的全面落实，重

组整合工作将全面进入新的阶段。”6月22日，某运营商高层

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 6月20日，电信和联通已联合召开视频

会议，成立CDMA过渡期的联合工作组，负责CDMA网络的

资产清查，并协调后续的网络剥离接收。而“中国网通、中

国联通重组整合推进办公室”也于上周正式成立，双方甚至

在某些地市联合公布一些促销方案。 显而易见的是，整合动

作的快慢将直接影响重组落定后的竞争格局：当中国六大运

营商变身为三大全业务运营商后，无论固话、移动通信还是

数据业务，市场都将因竞争的加剧而日趋白热化。在这一形

势下，整合越彻底，越早完成的运营商将越有机会占据先机

。 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按照工信部的统一安排，自7月

底开始，各运营商就将因奥运保障而全面封网，在此之前，

运营商各自完成重组前的总体安排已成必然。 电信大量借调

联通员工 奥运封网时间已经确定。 6月19日，消息人士向本

报记者透露，工信部已于本月下发通知，要求各运营商自7月

底开始，在三个阶段内不同程度地进行封网，以确保奥运会

期间的通信畅通和网络信息安全。 其封网安排是：7月25日起



不得进行割接、系统升级等业务；8月1日起不再进行新业务

开通；8月5日起不得开展网络和数据调整等工作；以上封网

工作均于8月25日全面恢复正常。 而据记者了解，电信已于日

前下发相关的客户告知书，称将于7月20日至8月25日在北京

、上海、天津、青岛、沈阳、秦皇岛、香港等涉奥城市进行

封网，其他非涉奥城市则从8月1日至8月25日封网。 这意味着

，自7月底至8月底，各运营商的整合进程？尤其是电信对联

通CDMA网络的接收等网络调整工作？都将受到影响。这也

是外界此前普遍猜测，重组整合的实质工作在北京奥运结束

后才会全面展开的原因之一。 目前各运营商的近期工作安排

也均以7月下旬为关键的时间点，虽然后续工作已经有明确计

划，但在7月底前的工作，仍以联合工作组形式进行的资产清

查、业务对接等工作为主，而网络和业务的交割、人员的划

转等实质工作仍然要等到奥运结束后，才会全面展开。 “我

们已经于6月12日启动CDMA网络资产清查工作，6月25日完

成省级分公司清查工作，7月15日完成总部级清查。”联通内

部人士向记者透露。 他告诉记者，应电信要求，在CDMA网

络正式交接前，联通将借调人员至电信，协助其熟悉CDMA

网络的财务核算、业务管理、网络建设、运行维护、系统支

撑、市场经营等工作，“其中总部人数就达240人，各省地市

也将有员工借调”。 该人士表示，虽然名义是借调，实际上

是部分CDMA网络人员的提前划转，在这一过程中，联通C

网经营部、增值业务部、计划建设部、网络建设部等主要部

门都有涉及，各地分公司CDMA网络的相关人员也将把建制

划归中电信，完成后联通将有29.3%员工划转到电信。 与此同

时，电信也已经新成立了个人客户部、移动建设部、无线网



络优化中心和终端运营公司4个全新机构，并对增值业务等相

关部门进行调整，以准备全面接收C网，联通划转的人员目

前主要在以上机构办公。 而据记者了解，联通和电信成立的

联合工作组将以总部分管副总、省市级总经理为组长，涉及

部门的领导及骨干组成，总部工作组和各省级工作组成员

为15人，地市级工作组成员为10人。 “在交接过渡期

，CDMA网络经营将主要由联合工作组负责。交割前联通主

导，电信配合监督，交割后则由电信主导，联通提供支持。

”消息人士透露。 联通、网通业务整合先行 7月25－8月25日

，奥运封网前的这1个月，无疑成了各运营商的黄金一月。 

就在上周，“中国网通、中国联通重组整合推进办公室”也

正式成立。消息人士透露，该办公室将负责收集、整理双方

总部19个联合工作小组及31个省公司的工作动态，协调沟通

双方联合工作的相关问题。网通总经理助理兼实业管理部总

经理池泉国出任该机构主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联通终端

管理中心总经理于英涛出任该机构副主任。联通人士透露，

虽然在联通与电信的CDMA网络交接中，联通华盛仍然负

责CDMA终端管理，但联合工作组并不涉及联通华盛人员，

这意味着，重组后联通华盛仍然归属于新联通。“联通华盛

未来可能将担负WCDMA终端管理的职能。”该人士猜测。 

“与联通电信成立联合工作组不同，由于联通与网通的合并

目前还未最后确定，还需要确定最终对价并等待股东大会批

准，所以在奥运结束前，双方在财务、网络等范围内的整合

将难以全面展开。”联通人士透露，目前双方的重点还集中

在业务层面，围绕市场、增值服务、大客户资源的共享和对

接，集中讨论固话和移动业务对接、小灵通和GSM网络增值



业务对接等业务整合内容。 该人士认为，未来联通与网通的

最大整合重点在于人事安排。“从省公司到地方公司、各部

门，谁做一把手，谁负责哪一块，都是需要全面平衡的内容

。”该人士表示，虽然目前双方已经开始讨论二级领导及更

多人事名单，但直到重组整合开始，这一工作都将自上而下

持续较长时间。 事实上，联通与网通的整合在市场层面已经

展开行动。 早在6月初，联通与网通就已召开全国范围的内

部会议，商讨奥运结束前的行动对策。 上周，在多次成为全

国电信资费战“前线”的重庆，联通和网通就已经联合公布

促销方案。据了解，该方案在双方营业厅均可办理，而业务

内容则是整合了固话、移动电话和宽带业务的打包优惠方案

。 而据记者了解，在全国各地，虽然在双方最终完成重组前

仍将保持双品牌，但业务的捆绑销售已经不同程度地全面推

开。 电信、网通TD网或将转交移动 与之相比，中移动合并

铁通后，尚未推出融合业务。此前在参加铁通公司干部大会

时，中移动董事长王建宙公开表示，铁通将作为中移动的子

公司独立存在，并会被考虑到中移动的全业务发展战略中，

但中移动会“保持自己的特点，有重点、有特色地全业务经

营”。 不过，与全业务经营的稳重相比，中移动的TD

－SCDMA则已开始拓展市场。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4月，全

国累计开通TD－SCDMA基站已达14119座。其中，中国网通

在青岛市承建了413个TD－SCDMA基站，中国电信则在保定

市承建了300个TD－SCDMA基站，双方共为此投入20亿元。

“重组后两城市的TD－SCDMA网络都将移交给中移动。”6

月21日，消息人士透露。此消息未获运营商官方证实。 中移

动的TD－SCDMA业务已经于4月1日正式放号试商用，并于6



月初再度增加6万名友好用户、启动第二批TD终端招标、实

行新的TD手机补贴政策、增加销售TD手机营业厅数量、在

央视等媒体大量投放广告，以推进TD－SCDMA试商用进展

。 “中移动对TD－SCDMA的态度已有根本变化，从试验观

望转向积极推进。”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其原因一方面来自

于3G格局的确定，另一方面来自部委对TD-SCDMA的支持。

6月10日下午，工信部部长李毅中与数位电信专家商讨TD未

来发展策略，称“TD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而近期坊间也有

未获证实的消息称，主管部门要求中国移动8月递交一份开

展TD技术下一阶段建设工作的详细商业计划和预算报告，预

计中国移动最早将于今年10月对TD网络建设进行下一轮招标

，估值300亿元。 但不论是何原因，中移动TD－SCDMA业务

的发力，与联通网通的联合促销，都预示着重组后电信市场

的竞争加剧。“在电信获得CDMA，推出全业务产品后，三

大运营商的市场角逐将更加激烈。”业内人士称。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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