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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为减少电信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提高资产利用

率，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自 2008年起陆续

发布了《关于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紧急通

知》等相关文件，部委相关文件指出推进电信基础设

施共建共享工作是今后一段时期电信行业改革和发

展的一项重点，各级基础电信企业、电信监管机构和

相关单位要全力推进相关工作。

在国家部委政策要求下，三大运营商正在探索各

种具备可操作性的共建共享模式，并在长途干线光缆

建设领域进行了诸多尝试。我国长途干线光缆早期

的建设方式主要是直埋和架空方式，而随着我国的建

设发展，在中东部地区用这 2种方式建设长途干线光

缆已变得极为困难，甚至多数地区已不可行，早期的

建设方式面临外部环境复杂、协调难度大、赔补费用

高、工期不可控、后续维护困难、多次迁改、重复投资

等困难。因此，长途干线光缆的建设方式已逐渐演变

为以高速公路管道敷设为主，以高铁槽道为补充的建

设模式，但无论是利用高速公路管道还是高铁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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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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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电信运营商在长途干线光缆领域的共建共享建设方面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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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与产权拥有方协调租用事宜，而产权拥有方因

其资源唯一性，对外租期 1年至 20年不等，管道租费

高，且已租管道年上涨幅度为 5%左右，由于高速公路

管道资源投资主体多，股权发生变化后，往往前期已

签订的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影响管道资源使用的延续

性。另外，高速公路本身也存在扩建的情况，造成已

敷设的光缆二次迁改，给长途干线光缆后续运营维护

造成影响。

在国家政策要求和建设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针对

长途干线光缆建设，迫切需要总结分析各种场景下可

行的共建共享工作模式，为电信运营商增强抵御外界

风险能力、降本增效，加快长途干线光缆网络覆盖优

化，降低工程建设难度，便于后续运营维护，提升国有

资产运营效率等方面提供更多参考。

1 光缆线路共建共享的原则、模式及合作方式

国家部委对于共建共享原则的要求是“企业自

律、政府监管，突出重点、以点带面，安全可靠、合理负

担，有利竞争、促进发展”，具体到光缆线路建设，在其

规划、可研、设计的全过程中，均应将共建共享要求贯

穿始终，原则上能共享的不新建，能共建的不自建。

光缆线路领域在共建共享建设模式方面，基本上

可以分为纤芯置换、同缆分纤、分缆分纤 3种模式，其

优缺点对比如表1所示。

光缆线路领域在共建共享合作方式方面，基本上

可以分为电信运营商间合作和电信运营商与非运营

商社会化合作2种方式，其优缺点对比如表2所示。

2 长途干线光缆的共建共享模式

长途干线光缆建设具有涉及省市多、距离长、规

模大、指标要求高等特点，基于其自身特点，长途干线

光缆的共建共享建设模式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五大类，

下面分别详细介绍这5类共建共享模式。

2.1 运营商间置换纤芯资源

由于我国基础电信运营商进行过多次重组，各运

营商所属的长途干线光缆资源量在不同省份地区并

不相同，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

为例，中国联通整体上在北方 10省区域的长途干线光

缆资源相对丰富，而中国电信在南方各省的长途干线

光缆资源量则更具优势。为避免基础设施的重复建

设，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积极响应国家共建共享的号

召，结合各自南北光缆资源的巨大互补性，开展了大

量的共建共享合作。

以已有合作为例，中国联通将所属的北京—太原

的干线光缆纤芯中的 8芯与中国电信所属的南宁—昆

明的干线光缆纤芯中的 8芯互相置换，项目操作如图 1
和图2所示。

2家运营商只需进行各自局站的光缆引接即可快

速获取相关段落的长途干线光缆资源，迅速弥补各自

短板。双方通过置换纤芯，既节省了工程投资，又保

证了资源的及时投产，充分体现了共建共享的优势，

而该模式下的共建共享，其注意事项总结如表3所示。

2.2 运营商间共建光缆、同缆分纤

图1 中国电信南宁—昆明长途干线光缆路由图

表2 2种共建共享合作方式比较

表1 3种共建共享模式比较

模式
分类

纤芯
置换

同缆
分纤

分缆
分纤

主要特点

合作方光缆资源，业
务需求极具互补性

合作方需求一致，主
干资源共有

合作方需求一致，统
一施工，产权清晰

主要优点

快速获取光缆资
源，及时投产

合作方优势互补，
降低建设难度

合作方优势互补，
降低建设难度

主要缺点

提高了维护要求，增加
了后续维护难度

日常维护中存在误伤
他方光纤的风险

合作方各阶段需要保
持同步，否则工作无法
有序开展

合作分类

电信运营
商间合作

电信运营
商与非运
营商间社
会化合作

显著特点

规划、可研、设计
全过程互通信息，
开展各类电信基
础设施共建共享，
具有规范指导和
长效机制

依托社会合作方
自身优势，快速开
展项目建设

主要优点

合作方各环节经
验 丰 富 ，集 团 、
省、市层面均有
明 确 的 合 作 协
议，可有效规避
风险

合 作 方 优 势 互
补，各取所需，降
低建设难度

主要缺点

协商层面多、工作协调
量大，全新的竞合观念
未在各层面全面树立，
易发生推诿扯皮情况

涉及建设、运维、采购、
法务等多部门协调配
合，资源产权保障存在
潜在风险，需要多方面
考虑，有效规避风险

宜良

陆良

师宗
罗平

兴义 安龙

旧州

田林

百色

田阳
田东

平果
隆安

坛洛

南宁

昆明

中国联通通过置换中国电信南宁
—昆明长途光缆光纤，仅需自建
沿线局站引接光缆54.66 km，就
具备了全程1 006 km光纤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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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通目前省际长途干线光缆规模大，资源丰

富，但光缆年限大于 15年的占 71%，整体处于更新换

代期，而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针对中国联通在干线光

缆网中的优势，正在不遗余力地改进其骨干光缆网，

三大运营商的光缆网演进路线在部分段落具有相同

的建设需求，在外界建设压力逐年增大的形势下，具

有相同建设需求的双方，通过充分调动各自优势，采

用共建光缆、同缆分纤的方式建设干线光缆也是共建

共享的一种有效模式。

以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正在合作的项目为例，2家
运营商都有建设武汉—合肥段光缆的需求，通过充分

沟通，最终确定共建方式为同缆分纤，中国联通负责

湖北省境内共建段落高速管道租用及施工组织协调，

中国电信负责安徽省境内共建段落高速管道租用及

施工组织协调，光缆总芯数 96芯，双方各拥有 48芯，

基本方案如图3所示。

通过双方合作，同缆分纤、分段负责建设的方式，

充分调动了各方资源优势，节省了投资，有效地实现

了降本增效。

运营商间共建光缆，同缆分纤的共建共享模式的

主要注意事项如表4所示。

2.3 运营商间共建光缆、分缆分纤

运营商间共建光缆除了同缆分纤，还可以采用分

缆分纤的合作方式，此方式在直埋、架空场景下，可以

有效减少赔补费用，充分调动各方资源，降低建设难

度。在高速公路管道场景下，可以降低双方在共建段

落内与高速公路管理单位的协调难度，提高效率，充

分发挥共建优势。

以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已有合作为例，2家运营商

在成都—重庆方向的重庆境内有共同的建设需求，通

过充分沟通，最终确定共建方式为分缆分纤，中国联

通与中国移动在渝蓉高速（G5013）重庆境内主干段全

面开展共建，中国移动全程布放一条 144芯光缆，中国

联通全程布放一条 48芯光缆，双方分别租用高速公路

管道，分别购置己方材料，选用一个施工单位共同施

工，各自监理的方式共建，基本方案如图4所示。

运营商间共建光缆，分缆分纤的共建共享模式的

主要注意事项如表5所示。

2.4 与非运营商共建光缆、同缆分纤或分缆分纤

图3 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分段建设武汉—合肥光缆路由图

武汉关山

武汉香港路

黄陂

麻城

斑竹园

金寨
六安梅山路

合肥滨
湖新区

武汉—合肥光缆：利用高
速公路管道新建光缆，中
国联通负责湖北境内建设

武汉—合肥光缆：利用高
速公路管道新建光缆，中
国电信负责安徽境内建设

表3 运营商间置换纤芯资源注意事项

表4 运营商间共建光缆、同缆分纤注意事项

类别

前提条件

施工建设

运营维护

资产划分

费用结算

注意事项

规划需求一致、信息透明、及时决策

自建部分各自负责；共建部分双方按负责区域分别建设，按
纤芯比例结算分摊的费用

自建部分各自负责，共建部分双方明确维护主体，按纤芯比
例协商维护费用

自建部分各自拥有产权；共建部分双方按各自拥有的纤芯
比例划分拥有共建材料、设备的产权

各自采购材料、设备部分，双方分别投资，分别与供应商签
署合同，各自分别结算；而共建部分按各自拥有的纤芯比例
分摊

类别

前提条件

施工建设

后续维护

资产划分

费用结算

注意事项

资源互补、需求互补、合作意向明确

光缆引接段施工建设由引接方负责实施，而用于共享的光
缆资源提供方仅需提供光缆引接条件

引接方仅负责引接段的维护，用于共享的光缆资源由资源
提供方负责维护，双方建立故障抢修沟通、配合机制，减少
故障历时，及时确保共享纤芯资源畅通

引接段光缆为引接方拥有，而用于共享的光缆资源为提供
方拥有

双方明确共享协议，一种是将用于共享的光缆资源按光纤
租费 XXX元/对芯/km/年互相进行结算；另一种是资源等
效，明确互不支付任何费用

图2 中国联通北京—太原长途干线光缆路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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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运营商间采用同缆分纤、分缆分纤共建方式

外，社会上的部分企业因其与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经

营方的特殊关系，在工程建设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条

件，通过探索与非运营商进行有效合作共建光缆，也

可节省建设投资，降低施工协调难度，保证工程建设

进度，进而及时满足业务需求。

以中国联通京汉广湖南段光缆项目为例，通过与

湖南高速交警安全信息网光缆建设单位进行充分合

作，拟在京珠高速公路管道湖南段采用同缆分纤的方

式共建光缆，既可节省工程投资，又可降低与高速公

路部门协调难度，利于工程顺利实施，其共建方案如

图5所示。

通过开展社会化合作，与非运营商共建光缆，同

缆分纤或分缆分纤的注意事项总结如表6所示。

2.5 社会化合作，与非运营商置换纤芯资源

社会上的部分民营企业，因其与高速公路、高速

铁路经营方的特殊关系，也开始租用高速公路管道和

高速铁路槽道敷设光缆，并为国内运营商、政府、企业

提供多层面、差异化、安全稳定的传送网租赁服务。

以北京某公司为例，其沿石家庄—济南高铁的两侧槽

道各敷设了 1条 96芯光缆，近期主动提出与中国联通

进行纤芯置换的合作意向，置换方案如图6所示。

此共建共享方案因涉及维护、产权、法务等多领

域问题，目前仍处于前期研究讨论阶段，但其作为共

建共享的一种模式，在相关方面仍然值得关注，方案

图4 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分缆分纤共建重庆段光缆路由图

图5 社会化合作建设京汉广湖南段光缆路由图

图6 北京某公司拟与中国联通置换纤芯资源方案示意图

表5 运营商间共建光缆、分缆分纤注意事项

表6 与非运营商共建光缆、同缆分纤或分缆分纤注意事项

重庆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大渡口区

巴南区荣昌区

大足区

川渝界

铜梁区

璧山区

北碚区

中国联通、中国移动沿
渝蓉高速重庆段分缆
分纤方式共建光缆

类别

前提条件

施工建设

运营维护

资产划分

费用结算

注意事项

规划需求一致、信息透明、及时决策

自建部分各自负责；共建部分委托施工单位一并施工，设
计、监理既可各自委托，又可统一委托

分缆分纤，维护界面清晰，共建双方各自维护所属干线资源

分缆分纤，产权清晰，共建双方分别拥有各自建设干线资源
产权

双方分别投资，分别与供应商签署合同，分别结算

湘鄂界

共建一干光缆

桃林

平江

长沙圭塘

湘潭金桥

王十万

衡阳开发区

耒阳

郴州（新）

大浦

京汉广光缆湖南段，
利用京珠高速（G4），
与湖南某公司合作共
建一干光缆572.5 km

类别

前提条件

施工建设

运营维护

资产划分

费用结算

注意事项

规划需求一致、运营商在与非运营商共建干线光缆时应占
主导地位，对干线光缆线路的质量负责

充分利用合作方的施工优势，运营商严格把控技术质量

同缆分纤下共建部分双方明确维护主体，按纤芯占比协商
维护费用；分缆分纤下共建部分双方各自维护所属干线资
源

同缆分纤下共建部分双方按各自拥有的纤芯比例划分共建
材料、设备的产权。合作期满后，社会合作方放弃所投资网
络设备资产产权，运营商享有唯一使用权和经营权，避免合
作到期后网络设备资产被社会合作方转卖；分缆分纤下双
方各自维护所属干线资源

同缆分纤下共建部分按各自拥有的纤芯比例分摊；分缆分
纤下双方分别投资，分别与供应商签署合同，分别结算

上海

青岛

济南

石家庄

中国联通提供其重庆—贵阳干
线光缆纤芯的 2芯和济南—
上海干线光缆纤芯中的4芯给
北京某公司用于网间保护、备
份，纤芯总长度为6 363 km

北京某公司提供其石家庄
—济南段 24芯的高铁光
纤资源给中国联通用于
网间保护、备份，纤芯总长
度为7.32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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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具体注意事项如表7所示。

运营商可根据自身资源现状、业务需求、合作意

向等方面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共建共享建设模式，但

无论采用哪种模式，其前提条件均是完善的信息共享

机制、管理层面的及时决策以及确立新的竞合观念。

上述 5种共建共享模式的优点、难点归纳总结如表 8
所示。

3 结束语

在外部建设环境恶化、提速降费和国有资产增值

的多重压力下，对电信运营商来说，广泛开展共建共

享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建设方式。长途干线光缆建设

场景下无论采用哪种共建共享模式，都应始终确保双

方需求信息对称，技术层面可行，工程管理可控，费用

结算有依据，产权清晰明确，运营维护分工界面清晰，

光缆网络安全，能够有效规避风险，从而切实发挥共

建共享在长途干线光缆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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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开展社会化合作，与非运营商置换纤芯注意事项

表8 5种共建共享模式主要优点及难点

类别

前提
条件

施工
建设

纤芯
指标

运营
维护

资产
划分

费用
结算

注意事项

资源互补、需求互补、合作意向明确、具备完善的协议，能够有效
规避潜在风险

分工明确，光缆引接段施工建设由引接方负责，用于共享的光缆
资源提供方仅需提供引接条件

非运营商用于置换的纤芯，应连续可用且必须满足运营商干线
光缆的指标要求；光纤光缆质量在技术上应满足双方企业相关
要求

维护界面清晰，引接方仅负责引接段的维护，用于共享的光缆资
源由资源提供方负责维护，双方建立故障抢修沟通、配合机制，
减少故障历时，及时确保共享纤芯资源畅通

产权清晰，引接段光缆为引接方拥有，用于共享的光缆资源为提
供方拥有

双方明确共享协议，一种是将用于共享的光缆资源按光纤租费
XXX元/对芯/km/年互相进行结算；另一种是明确互不支付任何
费用

共建共享建设模式

运营商间置换纤芯
资源

运营商间共建光缆，
同缆分纤

运营商间共建光缆，
分缆分纤

社会化合作，与非运
营商共建光缆，同缆
分纤或分缆分纤

社会化合作，与非运
营商置换纤芯资源

主要优点

节省投资，快速形成资
源，及时投产

节省投资，充分调动各
自优势，降低建设难度

节省投资，充分调动各
自优势、降低建设难度

节省投资，充分利用社
会合作方自身天然优
势、降低建设难度

节省投资，快速形成资
源，及时投产

主要难点

后续运营的维护保障及
相应考核机制的确立

技术的可行性、项目的
可操作性以及产权的明
确划分

项目的可操作性、管理
层及时的决策

项目的可操作性、产权
的明确划分，潜在风险
的有效规避

技术的可行性、项目的
可操作性、潜在风险的
有效规避，维护保障、考
核机制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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