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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垄断：一年宽带费1万多元
在北京市国投财富广场租房办公的王先生近

日向记者反映，在联系联通、移动公司报装宽带时被

告知，在该写字楼无法安装，原因是无法铺设设备。

他咨询负责该写字楼网络接入的网络中心后得知，

安装企业专线的带宽10兆起步，一年近2万元。“联

通公司的套餐 100 兆带宽一年也就 2000 多元。”王

先生说，据他了解，一些租户嫌价格高，选择使用无

线网卡的路由器。

记者电话询问了该写字楼的网络中心，得到的

答复是，租户只能选择其企业专线，无法选择联通公

司等运营商的套餐，原因是没有设备；但是在电话里

不报价，需现场询问价格。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工业园区或者商业楼宇往

往只有一家代理商提供网络服务；有的尽管有几家

运营商提供服务，但只有一家代理商，企业只能从代

理商那里购买高价服务。

石家庄润江慧谷大厦的宽带业务由一家名为

利卓网络的服务商提供。“用它的网络，20兆带宽一

年 6000 元，而且网速特别慢，连日常网银支付都满

足不了。”润江慧谷大厦里一家企业的工作人员称，

他们想直接办理联通的宽带，但遭到物业和利卓网

络的层层阻挠。记者联系利卓网络，工作人员称20

兆的专线一年 20400 元，依照她的权限可以在此基

础上打六折；50 兆的专线一年 40800 元，可以在此

基础上打五折。

在黑猫投诉、聚投诉等网络投诉平台，也有不

少宽带垄断方面的投诉。

上海某高科技园区一位企业用户曾投诉称，物

业联合某企业垄断宽带业务，乱收线路维护费和管

道占用费，一根宽带或者光缆，管道占用费要 2000

元；如果自己找运营商申请，就需要加收每年20000

元的线路维护费。“很多企业因为业务需要，就忍气

吞声，而且打12345投诉都不能解决。”

还有企业向记者反映，物业称所在楼层宽带端

口不够，需要从楼上接下来，一个端口费就要 2000

多元；但是这一层其实有端口，有可能只是找借口额

外收钱。

20 世纪 80 年代初，向小康奔跑的目标悄然和苏州这

座千年古城结缘。

历经40多年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先行

者”苏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提出的“经济强、百姓

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殷切期望，经济逆势飘红、

城乡日新月异、百姓安居乐业，奋力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漫步姑苏大地，幸福更有保障、惠及群体更广，小康伟

业起笔处描绘着人间新天堂。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百姓幸福生活的底气。2019年，苏

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近 2 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36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2200亿元，进出口总额

3100多亿美元，在全国地级市中全部稳居首位。苏州把近

八成财政支出用于民生，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和保障水平。

今年以来，面对全球疫情和中美经贸摩擦双重挑战，

苏州奋力“逆风奔跑”。1 至5 月，苏州实际使用外资59 亿

美元、同比增长 157.5%，总量、增幅均创历史新高；工业投

资逆势增长27.8%，在GDP超万亿城市中位居前列……危

中寻机、砥砺前行，苏州“保”的底线更夯实、“稳”的格局更

巩固、“进”的势头更明显。

在苏州，“农民”不再是身份区分，更多是一种职业选

择。支撑这一变化的，是产业逐渐兴旺、环境日益美丽、农

民更加富裕的现代化新农村。2019年，苏州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3.5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1.952：1。

如果说物质条件改善是幸福苏州的面孔，城市文脉传

承则是幸福苏州的灵魂。昆山自 2018 年起承办“百戏盛

典”，集中展演我国现存的348个戏曲剧种，被称为“中国戏

曲史上最完整的剧种大检阅”。2019年，苏州建有博物馆、

美术馆、图书馆等近千家，人均公共文化设施面积全国领

先。全市每年开展各类惠民展演 7 万多场次，惠及农村及

社区群众1000万人次以上。

从改革开放之初“县域六虎”争雄，到如今十大板块竞

艳，从物质不断丰裕到文化日渐繁荣，苏州在高质量均衡

发展路上不断丰富着幸福的内涵。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苏州将对

照“强富美高”总要求，冲刺全面小康建设“最后一公里”，

部署现代化试点“最先一公里”，争取早日建成“现代国际

大都市，美丽幸福新天堂”。

“吃老本跑不出‘加速度’，不加油轰不出‘推背感’，我

们要再创一个激情燃烧、干事创业的火红年代，把发展与

民生的蓝图描绘得更加精美。”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

记蓝绍敏说。

□ 据新华社

解锁幸福的密码——“先行者”苏州探路小康纪事

通过正规营业厅办理家庭宽带，300兆带宽网络每年只需1000多元；但在写字楼

网络中心只能办理企业专线，10兆带宽每年就要1万多元……

宽带服务“提速降费”是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强调并努力的方向。“宽带和专

线平均资费降低15%”，2020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作出如上表述。

但是，“新华视点”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工业园区、商业楼宇的宽带“终端价

格”实际并未下降，物业、代理商成了“提速降费”的“肠梗阻”。

一年宽带费1万多元！
“提速降费”谁在“卡脖子”？

宽带费
宽带费

“受疫情影响，我们生存压力很大，一些业务没

法顺利开展。不希望高额的宽带费用成为压垮我们

的最后一根稻草。”润江慧谷大厦里一家企业负责人

呼吁，希望有多家可供选择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尽快

打通“提速降费”的“最后100米”，让中小企业真正享

受到“提速降费”的红利。

采访中，多家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企业纾困

政策需要落实落细，期盼规范商务楼宇宽带接入服

务，保障用户合法权益，为中小企业减轻负担。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认为，为打破宽带垄断，写

字楼里至少要有三家以上电信服务商同时提供服务，

其中至少要有一家是移动、电信、联通等基础运营

商。行业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日常监督

检查，发现垄断行为或者恶意提价行为，要采取相应

的处罚措施。

“如果基础电信运营商利用自己的市场支配地

位，要求物业与自己签订排他性的协议，是涉嫌违反

反垄断法的。”滕立章说。

记者查阅多地宽带接入方面的相关管理规定，

其中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和物业服务企业提出了相应

要求，比如不能与电信运营代理企业、基础电信运营

企业签订任何垄断或排他性质的协议，应当将接入基

础电信运营企业的有关信息在楼宇内显著位置公示

等等；也明确了通信管理部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及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各自职责。

滕立章认为，解决“提速降费”被物业“卡脖子”

问题，应确保物业向用户提供完善的网络接入配套设

施，禁止物业向用户收取与网络接入相关的各类费

用，禁止物业收取入场费等费用；物业还应当及时公

示楼宇的网络接入商及收费标准，相关标准应作为房

屋买卖或租赁合同的附件内容。

河北省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加

大市场监管力度，打击扰乱电信市场经营的违法违规

行为，建议运营商不断完善中小企业客户宽带接入产

品体系。

□ 据新华视点

2018 年 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商务楼宇宽带垄断专项整治

工作，要求基础电信企业等不得与房地产开发企业、

物业管理公司等达成任何形式排他性协议或约定，保

障各企业平等接入、用户自由选择的权利。

整治之后，为何宽带垄断问题仍然难以根治？

“所有的宽带线路进入企业用户都要通过楼宇

的管道，物业只要不愿意让一家服务商进入楼宇，可

以用若干种方法来设置障碍。”长期关注该问题的北

京雷腾律师事务所律师滕立章说。

——建设初期就签订排他协议。在石家庄，部

分写字楼建设方在建设初期就选定一家电信运营商

作为独家合作伙伴参与写字楼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签

订排他协议。石家庄市金石工业园内有 200 多家企

业，其中一家网络公司作为联通代理商垄断了园区内

的宽带业务，想要办理其他运营商的宽带比较困难。

——物业巧立名目向网络接入服务商、企业用

户收取费用。比如，有的物业会向网络接入服务商收

取入场费、弱电管井占用费、施工监管费等；有的物业

在新的企业用户入驻时，以通信网络不全为由，让该

企业用户重新“走”一遍线路，并且指定相关公司施

工，收取一笔施工费用。

——验收以及后续环节监管不到位。一些建筑

项目竣工时，主管部门验收时并未对宽带接入问题进

行严格检查，对宽带接入中的违规行为查处力度不大。

“对于宽带接入问题，多地通信管理部门及住

房建设管理部门作为监管方都发布了规范性文件。

上述这些做法违反了宽带接入的相关管理规定，未

能保障各企业平等接入、用户自由选择的权利。”滕

立章说。

顽疾难治：宽带接入猫腻多

如何解决“卡脖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