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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之言

“假宽带”并非“国际惯例”

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
（DCCI）的《中国宽带用户
调查》报告公布后，“中国
绝大部分互联网用户都在
使用假宽带”的结果引起一
片哗然。对此，有电信业专
家表示，全世界都是用这种
方式去表述宽带的，“如果
说是假宽带，那全世界用的
都是假宽带”。

确实，笼统地说“假宽
带 ”，缺 乏 准 确 性 和 严 谨
性。但是绝对不是“全世
界 用 的 都 是 假 宽 带 ”，事
实上，运营商对网速承诺
下限，并通过技术手段提
升 网 速 ，才 是 真 正 的“ 国
际惯例”。

有专家称，“固网宽带，
是每个用户通过电话线端
口实现的，每个用户的带宽
是绝对有保障的，而且他人
无法使用。”这指的是 DSL
接入，或又称为“最后一公
里”接入。虽然网速受到诸
如互联互通等其他因素的
影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专家的表述忽略了至少一
个重要的概念和事实：超强
比配置。

DSL 接 入 通 过 电 话 线
端口实现，他人无法使用。
但是，DSL 汇聚到局端（称
为 DSLAM，或称为“第一公
里”）时，首先要满足工程
配置上的一个运营规则－
超强比（Overbooking）。“超
强比”的概念来源于航空业
的票务系统中超量预定：即
几乎每一个航空公司都接
受比实际航班座位更多的
超额预订，因为一定比例的
乘客可能改变他们的旅行
计划。类似的，网络运营商

基于终端用户不会同时在
线的假设，或在线时的带宽
需求不同的统计，在局端汇
聚点的一般超强比配置在
1：10 到 1：50 之 间 。“ 超 强
比”的工程配置旨在提高网
络资源的利用率，但是不恰
当的“超强比”是造成“假
宽带”的主要根源。不可否
认的是，不恰当的 “超强
比”也是网络运营商获利的
来源之一。

有专家用道路交通来
形容带宽共享：“就像一条

‘路’，在没跑车的时候，它
可以达到 2 兆、4 兆，甚至
100 兆，但是 10 辆车一跑，
带宽就不够了。”对于道路
交通，如果没有诸如交通
规则、公共交通等服务管
理 措 施 ，人 们 还 能 出 行
吗？同理，“带宽共享”毕
竟只是 IP 网络内在的一个
属性，管理和服务方式滞
后于互联网的发展才是使
得“假宽带”问题凸显的重
要根源。

近年来网络运营商对
带宽扩容并不积极，主要
原因是投入与产出在利益
上的严重脱节，因此有“带
宽死亡论”之说。有事实
表明，某网络运营商新扩
容 一 条 10G 链 路 ，不 到 一
个月又告带宽短缺。既然
如此，一个顺理成章，又可
以 无 所 作 为 的 逻 辑 是 ：IP
网 络 是“ 尽 力 而 为 ”的 服
务，服务没有保障是必然
的 。 自 然 而 然 ，“ 带 宽 共
享”也就成为了一块遮羞
布。即便以“光进铜退”、
光纤入户提高最后一公里
的接入能力，如果没有网

络全面地相应扩容以及有
效服务的支撑，“假宽带”
也难以得到解决，甚至可
能将会更加严重。

此外，不能只看到宽带
表述方面的“国际惯例”，
而对另一个“国际惯例”视
而不见——在网络通信行
业有两个常用的术语：服务
品质（QoS）和服务等级协
议（SLA）。其中，有两个重
要的参数是：数据传输延时
和数据传输丢失率。国外
的主流网络运营商公开这
些 数 据（如 AT&T 称 每 15
分钟更新一次）。据此，用
户可以监督运营商所承诺
的 服 务 。 例 如 ，AT&T 为
DSL 用户提供一个软件，用
户可以随时检查上、下行带
宽的网速。如果网速低于
所承诺服务的 80％，用户
可以投诉并立刻得到解决
问题的答复。

AT&T 网 络 的 实 际 带
宽同样是共享的，带宽超强
比也被配置在工程和运营
上。同时，对其可量化的服
务承诺承担着相应的责任
和义务。

AT&T 网 络 的 实 际 带
宽同样受服务器、传输、交
换机、光端机、五类线多种
因素影响，但这都不应该是
用户所要关心的或要了解
的，且大多数用户并不需要
懂 IP 网络的技术。

如今，网民们不仅是网
络的用户而且成为推动互
联网发展的“风云人物”。
网络运营商以用户为中心、

提升用户体验的转型顺应
了互联网发展的趋势和潮
流。相应地，技术和懂技术
的人也应该是以用户为中
心，为提升用户体验提供服
务和支持。如果不懂 IP 网
络的技术就不能或不允许
对网络服务提出质疑，或被
冠以“炒作”，这样的氛围
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客观地面对“假宽带”
掩盖下的服务理念、管理方
式、技术创新等真问题是必
要的，笼统地称“全世界都
是用这种方式去表述宽带
的”来解释“假宽带”有失
公允。

□邱实（北京 职员）

责编 常惠芳 图编 李冬 美编 叶绿 责校 吴限 在线投稿：www.bjnews.com.cn/tougao.php 评论投稿信箱：jingjipinglun@vip.sina.com

■“回眸楼市调控”（三）

房价下降拖累中国零售业？

AT&T为DSL用户提供一个软件，用户可以随时检查上、下行带宽的网速。如果
网速低于所承诺服务的80％，用户可以投诉并立刻得到解决问题的答复。

●福建一家 医 院 打
出 了“ 共 助 春 运 ，看 病
就 送 火 车 票 ”的 广 告 ，
引来了不少关注。院方
说 正 在 促 销 ，检 查 、看
病的外来务工人员，均
可 代 订 春 节 返 乡 火 车
票。在院内消费数额达
到 2000 元的患者，均可
由 院 方 赠送一张返乡火
车票。

据《福州晚报》
短评：一票难求，看

病可得。

●财政部上调石油
特别收益金起征点至 55
美 元/桶 。 分 析 师 称 假
设国内石油三巨头未来
全 年 的 原 油 产 量 维 持
2010 年 水 平 ，按 照 目 前
国际原油价格 100 美元/
桶估算，特别收益金起
征点提高后，仅这三家
的 减 税 总 额 就 要 达 到
500 亿 。 但 他 们 也 许 还
会继续叫亏。

据《羊城晚报》
短评：必须叫亏。去

年前三季度中石油、中石
化炼油亏损 646.39 亿元，
三家油企一年减税500亿
远不够弥补损失啊。

●夏阳已3年没回家
过年了，今年又不打算回
家，不是不想回，而是害
怕回。他从农村高考出
来，毕业后住到了广州的
城中村，工作不稳定、收
入不稳定，马上三十而
立，却无房、无车、无女朋
友。媒体调查称，像夏阳
这样的“蚁族”，多有“春
节恐归症”。

据《羊城晚报》
短评：何苦？何必？

●市民于女士反映，
在耐克专柜购买一双耐
克板鞋，半个月后发现其
中一只鞋子开裂。经检
验，耐克商家承认有质量
问题。对此于女士要求
10 倍的赔偿，而该耐克专
柜称找不到给予 10 倍赔
偿的依据，因此只能为于
女士退掉或者更换这双
鞋子。

据《济南日报》
短评：对于产品质量

问题，国内只有三包法，
缺少惩罚性赔偿标准。

●据铁路部门介绍，
目前已进入售票最高峰，
因此，网络售票、电话订
票的访问量比较大，几乎
从开始售票的早上 6 点
起就会“拥堵”。从 1 月
1 日到 1 月 7 日，“12306”
网站日均点击次数已超
过 10 亿次，网络售票的
注 册 用 户 已 经 超 过 了
1000 万人。

据《北京晨报》
短评：平均每个注册

用户每天点击 100 次，表
明无效点击过高，需要对
系统进行改进。

栏目主持人：灰常

房价每降低一个层次，就会激活一部分居民的住房消费。这些用老百姓的钱
消费出来的“经济大跃进”，既不会制造泡沫，更不会带来巨额政府债务。

日前，有媒体援引统计
局发表的 2011 年前 11 个月
的数据，称中国房价连续第
四个月下滑，进一步加大了
消费者压力，房价下滑引发
了从家具到冰箱等各类消费
品销售增速的放缓。

房价大降，真的将拖累
中国的零售业？让我们还是
以基本事实来说话。

作为国民最大的消费，
房地产市场一直是影响中国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
素，被称为国家发展的支柱
产业。在高房价的“特色”
下，这个市场有个最重要的
特点，就是供求之间、尤其是
市民的需求和房地产市场的
有效供给（买得起的住房）之

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
一个公认的现状是：高房价
使 80%的普通市民买不起
房。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市
民的住房消费因为高房价而
被遏制。

因此，大降房价对中国
的经济来说是非常重要和必
不可少的。房价每降低一个
层次，就会激活一部分居民的
住房消费。如果全国平均的
城市房价可以大降四五成，使
中国城市居民的房价收入比
从现在平均的15左右(重点城
市甚至超过20)降回到9以内，
使普通市民由买不起房变为
买得起房，那么，占消费比例
半壁江山以上、居民最重大
的住房消费，就将会被重新

激活。中国未来经济的发
展，就是没有“铁工基”和几
万亿之类的“刺激”，也会比
今天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
力。这些用老百姓的钱消费
出来的“经济大跃进”，既不
会制造泡沫，更不会带来“埋
地雷阵”的巨额政府债务。

一些城市楼盘的高幅度
“打折促销”，也证明了房价
大降，不仅能挽救楼市，更能
刺激经济。上海、北京和南
京等地一些楼盘降价三分之
一以后，不仅出现了“日光
盘”，而且有些集中促销的城
市的周销售量甚至达到了前
两年炒房的高峰期。其实，
房地产市场“房价一降就灵”
的已是公认的不争事实。对

此，住建部政策研究的一位
副主任就公开表示：“对一个
楼盘来说，降价 20%左右，销
售会日光。”

实际上，降价才能促进
消费，既是经济学中最浅显
的道理（价格弹性理论告诉
人们，降价才能促进消费），
又是我国自九八房改伊始就
采取的习惯做法。当初房改
开始时之所以把经济适用房
而不是商品房作为普通居民
住房的供应主体，就是为了
把房价压低在房价收入比 4
左右。当时社会各界的共识
都是：只有让普通人买得起
的低房价，才能真正发展住
房消费，促进住宅产业的健
康发展。可惜，这样的共识

并未延续下来，反倒是“房价
不能降”、“房价不会降”等观
点成为了各方论证的中心思
想，而忽略了房屋也是商品，
商品降价促销是再正常不过
的事情。

话说回来，所谓的“中国
房价下跌拖累零售业销售”
是不是真有其事呢？笔者找
到其所引用的国家统计局

“2011 年 11 月份消费品市场
情况”报告，上面清楚地表
明：和房地产业关联度最大
的建筑及装潢材料同比增长
了 29.2% ，家 电 业 也 增 长
20.3% ，家 具 销 售 增 长 了
31.9%。这样的“超高速增
长”也被算作“拖累经济”吗？

□沈晓杰（财经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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