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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灵通和CDMA发展比较”+

口沈 焱 李仕明 谭 杨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610054]

[摘 要] 中国电信业的改革，虽然距离预期的目标还有较大的差距，但已经极大地激发了对

我国电信业的需求。小灵通和CDMA见证了我国电信业的发展和竞争。论文从市场性、经济性和

发展的可持续性三个方面对小灵通和CDMA的发展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在市场性上，小灵

通优于CI)MA，但是它们在经济性和持续性上都表现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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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农业经济(封建主义)时代，实物就是资本，土

地代表财富；在工业经济(资本主义)时代，货币成为

资本，时间就是财富；在信息经济(知本主义)时代，人

才(智能)成为资本，信息表征财富⋯。在当代，信息

成为最重要的资源，社会各界对信息的获取、交换、交

流的需求日益旺盛。在过去的30年，尤其是20世纪

80年代以来，通信业成为发展最为迅速的行业。对

于市场需求的及时发现、发掘、满足以及激发、创造新

的市场需求，成为竞争制胜的核心竞争能力。

同时，通信业又是一个变革极为剧烈，对创新依

赖性极强的行业。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微电子

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的推动下，通信技术开创了新的纪

元，形成了以微电子技术、计算机科学技术、激光技

术、光纤技术和通信卫星技术为支柱的现代新兴通信

技术。现代新兴通信技术对传统的电信产业，构成了

创造性毁灭，改变了通信业的结构、盈利模式和竞争

规则∽o。通信技术创新能力、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

量，同样是竞争制胜的核，L、竞争能力。

满足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是企业构建竞争优势

的两大基石。但是，它们是相互寄生和“孪生”的。二

者分离的收获只有“失败”。中国电信的PHS和中国

联通的CDMA就给我们提供了两个极具研究价值的

案例。

一、我国CDMA和小灵通的发展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以美国政府“肢解”美国电话

电报公司(AT&T，American Telephone&Telegraph Corn—

pany)、英国政府推进英国电信公司(BT，British Tele—

eom)的私有化为标志，国际电信业开始了以打破垄

断，引入竞争，实现自由化、全球化为特征的变革‘3 o。

这场变革，使古老的电信业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

力，成为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与电信业高速发展相

适应，20世纪90年代，国际电信业跨国并购、重组事

件风起云涌，兼并额每年高达数百亿美元。一批巨

型、跨国的电信企业涌现，电信国际竞争格局形成。

90年代的中国，早日复关人世是国家的大局。

但是，我国复关人世谈判异常艰难，包括电信、金融业

在内的服务市场开放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开放金

融、信息服务(包括电信、广播电视等)市场，既是有关

各方的基本要价，也是中国需要为复关人世支付的

“成本”。同时，由于国际电信巨头对中国电信市场的

虎视眈眈，中国民众对电信需求的日益高涨，推进中

国电信业改革，打破垄断，通过竞争提升中国电信企

业的竞争力，也已经成为了中国电信业发展的“当务

之急”。

1994年7月19日，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成立

(以下简称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独家垄断得到了理

论上的打破。然而严酷的现实是，新生的中国联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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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中国电信”的“围追堵截”下，发展艰辛。到

1998年底，联通的资产、业务收入、移动用户数仅为

中国电信的1／261、l／1 12、1／20。中国电信业仍然处于

实际的垄断之中。

鉴于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在实力上的严重不对

等，难以在我国电信业形成有效的竞争的状况，国家

采取了“削强扶弱”的非对称政策：一是为了进一步扶

持中国联通，1999年4月，国务院批准中国联通独

家、统一负责中国CDMA网络的建设、经营和管理；二

是1999年2月，国务院批准对“中国电信总局”一分

为四，分别组建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简称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简称中国移动)等，实施分业

经营。中国的CDMA和PHS就问世于这样一个特殊

的背景。

从这一背景中，人们可以看到：为了满足复关人

世的挑战所引发的中国电信业改革，看到我国通信业

特定的利益与竞争结构，看到政府的不对称管制以及

固定、移动的利益纠葛。中国电信欲借道PHS，“突

围”于被限定的固定通信领域；中国联通则期望通过

CDMA，抢先进入3C领域，取得发展先机，在与中国

移动的竞争中“翻身”。小灵通和CDMA是我国电信

业的改革和开放的见证，更是我国电信业的发展和竞

争的产物，具有了特别的价值。

二、我国CDMA和小灵通的发展及基本

状况

PHS(Personal Handy—Phone System，个人便携式电

话系统)或者PAS(Personal Access System，个人通信无

线接入系统)，俗名小灵通，发源于日本，能够在无线

网络覆盖范围内自由移动使用，实现个人移动通讯。

但是，由于PHS基站覆盖小和容量小，在用户集中的

大城市会导致严重的信息阻塞，因而本质上是一种技

术“过时”、“没有前途的系统”。CDMA(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码分多址)是用于数字蜂窝移动通信

的一种先进的无线扩频通信技术。CDMA技术被称

为2．5G移动通信技术，和认为属于2G的CSM相比

较，CDMA具有话音清晰、保密性好、容量大、速度快

等特点，还可平滑过渡到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实现

图像、视频和多媒体等多项业务，具有显著的技术先

进性。两种系统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但是这两种通

信业务在我国的发展却迥然不同、阴差阳错。

1997年，我国长城电信公司建立CDMA商用实

验网，并在1998年初投入运营。1999年国家决定由

中国联通统一负责CDMA网络的建设、经营和管理。

2000年6月21日和22日，中国联通在美国纽约证券

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上市，融集资金56．5亿美元。

2001年底，联通CDMA网络第一期工程顺利建成并

投入运营。2002～2004年，联通CDMA网络建设的二

期、三期工程也相继完成。到2007年10月，联通CD—

MA用户超过4046．8万户。

1997年12月，我国小灵通在浙江余杭市开通，

1998年1月投入商业运营，1999年～2000年上半年

遭封杀。2000年下半年小灵通峰回路转，被作为“固

定电话的补充和延伸”并以“无线市话”的身份在全国

中小城市“准生”。2002年下半年中国固话运营商发

力，小灵通加速挺进，年底在除京、沪之外的地区全面

开禁，2003年3月～5月全面冲破“禁I卜在京津沪穗

发展”的政策限制，在全国攻城掠地。2006年10月，

用户最高达到9341．5万户，然后开始回落，2007年10

月用户降为8812．8万户。

三、小灵通与CDMA发展的市场性比较

1995年几乎同时，PHS在日本、CDMA在美国、香

港和韩国等地开始商业运营。我国，PHS和CDMA则

几乎同时在1998年1月开始投入商业运营并在2002

年下半年加速发展。在PHS的发源地日本，迄今为

止最大用户数量也没有超过800万户，众多PHS运营

商目前已经退出这一业务。到2007年10月底，全球

PHS用户9000多万户，其中约8813万户在中国大陆，

占全球用户的90％以上。CDMA全球用户，1996年

仅为100万户，1998年初500万户，2002年底1．48亿

户，2007年10月底达到4．32亿户，中国大陆用户

4046．8万户，占全球用户的9．53％。显然，PHS和

CDMA在国内外有着十分不同的发展境况：在国外，

“赢者通吃”，技术先进的CDMA市场辉煌；在中国大

陆，“中庸均衡”，技术“落后”的小灵通在市场上“先

进”，技术先进的CDMA却在市场上落后了。

表1中我们看到，2002～2005年，在移动通信发

展显著快于固定通信的大背景下，技术先进的CDMA

却大大落后于无线市话的小灵通。人们发现，市场开

拓策略的差异对此具有重要影响：小灵通以价格低廉

为武器开疆扩土，因“满足需求”而获市场的“拥抱”；

CDMA以性能优越为诉求左冲右突，挟“技术创新”而

遭市场“冷眼”。小灵通和CDMA见证了我国电信业

的改革和开放，更体验了我国电信业的发展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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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小灵通与CDMA用户

J}j户 单位 20()2 2003 2004 2005 2()f)6 2007

嘲定电话 万户 21422 26869 31244 35043 36781 36800

其中PHS 万户 1320 3727 6523 8533 9 J13 8580

移动电话 万广I ?0601 2633l 33482 39342 46108 54740

其rll CDMA 万户 730 1906 2782 3274 3649 4100

Ll"：2007{}’数掘为根错I—II J{份的数据所作帕赖测放。

在小灵通业务的开拓上，我国的电信运营商和

PHS系统设备商吸取日本电信运营商将PHS作为一

种新型独立的移动电话系统，与蜂窝式移动电话系统

竞争，高价低质，导致丧失竞争能力而败北的教训，将

PHS系统的用户端以无线的方式接入本地电话网，使

PHS附加于市话交换机，利用城市固定电话交换设备

的富余容量。这一改进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第一，利

用城市固定电话交换设备富余容量，节省了大量的投

资和大大缩短了建设周期(小灵通仅为GSM建设成

本的l／5，也仅有固话的1／2)；第二，将PHS附加于市

话交换机网络，不仅可以辩称为“无线市话”，是市话

或者固定电话的延伸，避开固话运营商不能经营移动

电话的政策禁令，为小灵通的“曲线”上市提供了通

道，并且为进一步降低小灵通运营成本提供了基石。

同时，在营销策略上，我国固话运营商以固定话费、单

向收费、移动消费为市场诉求吸引消费者。有了建

设、运营的低成本、有了“无线市话”的盾牌，小灵通的

鲜活特性凸现了：面对固话，小灵通是移动的；面对移

动，小灵通是便宜的；面对寻呼，小灵通是实时互动

的。我国当时庞大的“寻呼一簇”以及移动、固定电话

用户，面对“挡不住的诱惑”，就无法不心动、行动和

“移动”小灵通了。

导致中国联通CDMA业务发展逊色于GSM、

GPRS、PHS，固然有着多种客观的、外部的原因，比如，

中国移动GSM、GPRS的快速发展是得益于中国移动

雄厚的实力、完善的网络；小灵通的快速发展则是因

为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的违规性强力推进、政府的监

管不力与默许，等等。这些原因都是真实的、现实的，

对于CDMA的发展构成了挑战。但是，它们又都仅仅

是一种外部的、外在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中国联

通自身，比如，人们已经比较广泛和深入地分析了由

于业务战略定位混乱(高端与低端的对立和混淆)、技

术模式选择错位(在COMAIS95与CDMA2000 1X之间

的摇摆，先是选择CDMAIS95系统，又在2005年5月

花费巨资升级为COMA20001X)、市场开拓推进失当

(在全国31个省市区全面推进，而不是像GSM那样

通过试点，取得经验而逐步推进)、网络与供应链缺陷

(包括系统设备制造商、终端产品制造商、经销商、代

理商、经销渠道的选择、确定和构建，手机的性能、质

量、价格、供应保证与维修等)、营销推广策略失灵(采

取手机补贴与赠送话费的终端市场推广模式，由于套

机、淘机事件频发，公司花费巨大而收效甚微)和业务

创新迟缓(卖点放置在技术而不是提供新的服务。实

际上，COMA最大的价值不是语音业务，而是增值业

务)等方面的缺陷对联通CDMA业务发展产生的实质

性影响。

四、小灵通与CDMA发展的经济性比较

从2002年起，由于固话运营商强力推进小灵通，

小灵通用户急剧增加，为中罔的固定电话运营商带来

了巨大的“人气”，带动了固话用户的大幅度增长。小

灵通给固话运营商带来了“人气”，给消费者带来了

“爽气”，给行业带来了“喜气”，也给包括中兴通讯、

uT斯达康等遭遇IT冬天的通信系统设备和终端制

造商带来了“暖气”。比如，小灵通拉低了移动电话的

价格，小灵通业务的消费者，既享受“移动通信”的便

捷又享受“固定电话”的便宜；不仅如此，移动用户也

因此享受了小灵通价格冲击所带来的竞争利益——

2004年与2001年相比较，我国移动每分钟话费下降

了50％；由于费用的降低，我国电话用户同期增长迅

速：我国固定电话用户(包括PHS)增加13207万户，

增长72．14％，移动电话用户也增加了18960万户，增

长130．56％。在国际通信业陷入困境的2001～2004

年(比如，2001年，500强中24家电信公司亏损779亿

美元，6家网络通讯设备公司亏损485．4亿美元，信

息产业相关企业亏损1264．5亿美元)，我国通信业务

收入却由于用户增加，增长了45．23％。从这种意义

上看，小灵通是“经济的”。同样，CDMA对于我国通

信设备与产品制造业和通信服务业的技术创新以及

技术进步，无疑也具有巨大的价值。

但是，我们不仅应当从行业、社会等层面来判断

小灵通和COMA的价值，我们还应当关注小灵通和

CDMA对于企业，对于运营商的价值。下面，我们从

运营商的投资和收入来直观判断小灵通和CDMA对

于企业的经济性。

运营商对于小灵通和COMA的投资，大体上可以

划分为两大块：一是网络建设投入，一是手机补贴投

入。由于目前无法获得我国电信运营商关于小灵通

和CDMA的投资和收入的完整、权威资料，我们通过

收集、整理、分析有关的信息产业部的公告和统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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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有关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有关的行业分析

报告和文献，包括我国四大基础电信运营商在内的公

司定期报告等，获得有关小灵通和CDMA业务收人如

表2、投资如表3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到，小灵通与

CDMA还没有给电信运营商带来净现金流，小灵通与

CDMA给运营商带来“人气”，却没有带来相应的“财

气”。

表2 小灵通与CDMA的业务收入

单位 2002 2003 2004 20()5 2006 2(】07 6 合计

AI{PU 元／户 45 42 4l 40 35 33

小灵通 『lJ户 万JlI 1320 3727 6523 8533 9113 9055

收入 亿元 71．3 127 l 252．1 36l 3 370 5 179 8 1362 l

川户 万户 730 1906 2782 3274 3649 39()c；

CI)MA

收入 亿元 32．3 166 2 242．2 275．8 272 9 134 9 1124 3

*小义通收入计算公式为：[(．【：年底用户数+奉‘F底川户数)，2]×奉年

ARt，u值×12：此外．在2002年以前，小灵通业务收入约为40亿元；CI)MA数据

米fj联通年报。

表3 小灵通与CDMA的投入与收入 单位：亿元

刚络建i殳 手机补贴 投入合计 收入 利润 赢(+)-可(一)

小灵通 600～700 200一300 2100—J000 J362 817 一183一17

CDMA 750～Ⅻ 250一N砷 lcoo—1200 JI 24 674 —-526～一326

*以收入的60％计算纯收益．全部投资作为沉淀成本扣除。

五、小灵通与CDMA发展的可持续性比较

2002年初，电信忙于分拆，小灵通的发展相对缓

慢。实际上，2002年及以前，我国小灵通市场规模并

不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中国电信处于重组

的不确定之中，无暇在小灵通上花费太多的精力；二

是能否在重组后获得移动牌照尚处于不确定性之中，

不敢在小灵通上花费太多的财力。2002年中，中国

电信和中国网通分别成立。重组完成以后，一切都明

朗化了：一方面，固话运营商的分拆已经完成，两大固

话运营商不能获得移动牌照已成事实；另一方面，中

国即将开通3G的传言越来越猛，中国电信与网通必

须快跑，在新的移动牌照发放前坐拥更多的移动用户

才能增加获取移动牌照的砝码。因此，两大固网运营

商对小灵通的建设几乎不惜血本，“孤注一掷”而“志

在必得”，小灵通发展加速。2003年，小灵通用户增

加2407万户，增长182％，2004年，更是增长了2794

万户，达到顶峰。但是，小灵通此时已成强弩之末。

表4显示，从2004年第一季度到2006年第四季度，无

论是从年度，还是从季度看，小灵通的增量均急剧衰

减，2006年第四季度减少用户220万户，2007年l～

11月份，全国小灵通用户减少374．6万户，预计全年

将减少用户500万户。这一切似乎在显示：小灵通的

路不会太长了⋯。

表4 小灵通增长“乏力”：季度增量统计 单位：万户

第一季度 筇二季度 第t季度 第叫季度 全年

20(H 1059．8 775．6 565，4 393．2 2794．0

2()()5 758 729 6 407 150．7 2045 3

2006 4l 3 259 13l 一220 583．0

2()07 一“9 一12 7 一124 4 —320 —500

7l‘：2007‘f：琊川乍崖车u仝{r戥懈足根姑1～11 Jl份的数据所竹。的坝测数。

2002年初，我国CDMA用户仅有数十万用户，当

年增加673万用户，2003年用户增加量达到1 193万

户。从2004年开始，联通的CDMA用户增艮出现了

严重的下滑：2004年增加875万户，2005年增加49l

万户，2006年增加377万户，占全国移动用户中的比

重呈现下降趋势，如表5所示。

表5 CDMA用户状况 单位：万户

年份 2002 ：003 2004 2()()5 6 2(XJ5 2006 6 2(X硒 2007 6

全Iq移动Jf】户 2晴“)I 2633l 33482 36317 39342 42637 46l()8 50165

增加数 6079 5730 715l 2834 5860 3294 6768 41)56 6

CI)MA用户 7l 3 1906 278l 3()92 3272 3454 3649 3906

增加数 673 Ij93 875 309 49I {84 377 257

比重(晤，) 3 46 4 53 8 31 8 51 8 32 7 73 7 9l 7 79

比较小灵通与CDMA的发展，可以看到，2002～

2005年，小灵通的发展速度快于CDMA，从2006年开

始，CDMA的发展速度快于小灵通，显示出CDMA的

发展持续性优于小灵通，如表6所示。

表6小灵通与CDMA的发展持续性比较

一社他 !(m2 2003 2瞑H 2005 2(瞄 20(J7

川，o )j p 1320 3727 6523 8533 9ll 3 8580

小史通
增K ％ 182 35 75．02 30．8{ 6 80 —5 85

川p 万p 73(1 1906 2782 3274 3649 4100

CDMA

增t乏 ％ 16l 10 45 96 17 69 1l 45 12 36

洼：2007年数戥足擞搀t 1～II J1数掘所作的预测敬。

六、结论与思考

通过对小灵通和CDMA在我国发展的分析，可以

发现和揭示：

第一，从技术性、市场性、经济性和发展的可持

续性等方面分析、考察小灵通和CDMA，其结果显示：

小灵通在市场性和经济性方面优于CDAMA，CDMA

在技术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方面优于小灵通；技术落

后的小灵通取得了市场的先进，但是，满足了消费者

需求并占领了市场的小灵通却失去了前途；技术先进

的CDMA在市场上落后了，市场落后的CDMA期待市

 万方数据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8年(第10卷) 第3期 管理科学
Journal of UESTC(Social Sciences Edition)Jun．2008，V01．10，No．3

场的新突破。

第二，小灵通和CDMA的案例表明，对于企业而

言，没有需求，就没有企业生存的土壤。但是，没有技

术含量的需求、或者缺乏技术支撑的需求不能成为可

持续的需求，往往只能昙花一现，成为机会陷阱，企业

仍然可能是有“光明”没有“前途”。没有技术，就没有

企业成长的基因。但是，技术先进不是企业在竞争中

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b。，如果先进的技术不能激发足

够规模的需求，先进技术不仅不能回收投资和盈利，

甚至会成为资金黑洞。

第三，受此启发，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思考，在技术

与市场日益互动的不确定环境下，片面地强调技术创

新的“技术观”和“市场观”，不仅不能构筑企业持续竞

争优势，而且可能置企业于困境。“技术创新——满

足或激发市场需求——构筑核心竞争能力”的逻辑与

演变更具有生命力。因此，通过技术创新，获取企业

经营的竞争优势，实质上就是满足、激发或者创造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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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需求。构筑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必须实现技术

和需求的双核驱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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