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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运营商即将于11月底在
全国推行“携号转网”服务。试运
行期间，曾备受争议的手机“靓号
（吉祥号）”，这一次又遇“携号转
网”争议。

手机尾号“0000”的河北联
通用户赵伟（化名）11月12日向澎
湃新闻质量报告投诉平台反映，
他在申请办理“携号转网”业务
时 ，因 该 号 码 使 用 合 约 期 至

“2050年”，按照联通要求需支付
违约金才能“携号转网”。

“靓号”“携号转网”转出难，
转入也难。

手机尾号“6666”的吉林联
通用户康镇（化名）反映，他的号
码在申请转入移动网络时，被要
求“每月最低消费 600 元，预存
20000元”才能入网；转入电信网
络也需办理每月489元的低消套
餐，并预存话费12000元。

澎湃新闻记者就此以客户身
份咨询了三大通信运营商客服，
客服均表示，“靓号”用户办理“携
号转网”不用等到合约期满，但要

支付“违约（赔偿）金”来解除协
议，赔付标准因用户协议而定。

而三大运营商对于“靓号”的
判定标准不一，又会让用户遇到
新的问题。

11月13日下午，移动客服称，
按照目前规定，从其他运营商转
入移动的用户，在转出前的运营
商不论是不是吉祥号、协议用户，
一经转入移动，如尾号“6666”，
在联通不属于“靓号”的号码，会
被认定为“吉祥号”。电信客服则
解释，尾号“6666”的号码转入电
信后按照规定属于“靓号”，每月
保底消费599元，预存话费24000
元，协议期60个月。

电信分析师付亮分析认为，
该问题根源在于目前各个运营商
关于“靓号”的认定、资费规定不
一致，没有形成统一规定。

按照工信部要求，“携号转
网”试运行期间，工信部将密切跟
踪监测运行情况，及时发现问题，
督促电信企业不断优化“携号转
网”服务水平。

转出要付违约金 转入需预存高额话费

携“靓号”转网不是你想转就能转的

使用靓号“0000”五年多的
赵伟，近日因“携号转网”问题而
闹心。

赵伟反映，他目前使用的联
通号码尾号为四同号“0000”，从
2014 年使用至今，按照联通的

“靓号专属月承诺通信资费”要
求，“畅爽全国冰激凌套餐”每月
需消费398元，合约期至“2050年
1月 1日”。“携号转网”规定出台
后，赵伟欲将号码转至其他通信
运营商，以此降低资费。

他向澎湃新闻展示的联通
“携号转网”业务短信回复截图显
示，11月11日，他以短信形式咨询
是否可以开通“携号转网”业务，
对方回复称，号码有“靓号”协议，
到期时间为“2050 年 1 月 1 日”，

“影响”“携号转网”业务办理。
据三大通信运营商的使用要

求，“靓号”多要签署捆绑长期“最
低消费套餐”，提前预缴话费等，
在该背景下，多位用户反映收到
同样的提醒。

澎湃新闻在相关话题社区检
索发现，昵称“敏仔0805”的用户
展示的短信咨询截图显示，其号
码有“58元低消套餐”，到期时间
为“2028年9月30日”，“影响”携
号换网办理。此外，该号码的视
频业务到期时间为“2050年 2月
31日”，也“影响”转网业务办理。

同样为联通“靓号”，昵称“夏
日冷饮”的用户称，对于“合约期
还有 10年，不能取消协议”的说
法，其向工信部投诉后，联通主动
联系他取消了该协议。该用户展
示的短信截图显示，“通过工信部
反映的办理‘携号转网’业务因

‘靓号’时限无法办理问题，经双
方协商，现在达成和解。”

“靓号转网”究竟存在哪些
“影响”？如何消除“影响”，正常
办理业务？

11月12日，澎湃新闻以客户身
份咨询时，三大通信运营商客服均
解释，按照目前的规定，“靓号转
网”需先携带协议单和证件资料到
指定营业厅，支付一笔补偿金来

“解除协议”，金额大小根据协议内
容具体来定。其中，移动客服表
示，如果为非协议号码可以正常受
理，但如果属于协议号码，则为合
约业务，和前述过程一致。

付亮认为，若有协议，支付
违约金属于正常现象，问题在于
合约时长是否合理，像赵伟的合
约期限至“2050 年”，因期限过
长是否合理受到争议。此外，违
约金该收多少，具体按什么标准
实施也是一个问题，有的省份通
信公司目前按照合约套餐规定
的每月最低消费额的 30%收取
违约金。

此次“靓号转网”的话题再次
将“靓号”设置的合规性推向台
前，再次引发对该话题的关注。

澎湃新闻此前曾报道多起用
户使用的手机号被划定为“靓号”
后，每月被设定最低消费额度的
案例，部分用户合约年限长达99
年，甚至终身不得更换套餐。

就此问题，市场监管部门也
曾约谈三大通信运营商，发文要
求整改。

2018年 9月，微信公众号“安
徽工商”发布消息称，安徽省工商
局分别约谈安徽移动、安徽电信、
安徽联通三大通信运营商，发出
《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三家公
司限期整改。

通报称，经查，三大运营商在
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

下，从国家码号资源中划分出所
谓的“靓号”，自行制定“靓号”管
理办法和使用规则，将“靓号”划
分为若干等级或类别，并据此与
消费者签订格式化协议，强制消
费者在选择使用这些号码时附加
月最低消费、高额预存话费、号码
使用时限、号码限制转让等不合
理条件，涉嫌违反了《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和《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
护条例》的规定，侵害了消费者的
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当月25日，黄山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经济检查执法局局长叶建德向
澎湃新闻证实，黄山市工商局就三
大电信运营商“靓号（吉祥号）附加
不合理条件”等问题下达行政处罚
决定书，各处罚款4万元。

就该现象，多位通信专家分

析认为，通信运营商设置最低消
费门槛明显不合理，影响消费者
公平选择的权利。

付亮表示，此次“靓号转网”话
题再次引发关注主要还是存在历史
遗留问题，按照工信部规定，运营商
对于码号资源只有分配使用权，但
是目前出现的诸多“靓号拍卖”现象
屡见不鲜，运营商也对拍卖后的号
码准许入网，形成矛盾现象。

但此前某通信运营商人士则
向澎湃新闻表达了另一种观点。
他认为，运营商对靓号“预存话费
或承诺最低消费”可抑制倒卖，

“如果不对吉祥号码进行分类管
理，会进一步加剧渠道抢订优质
号码，之后进一步加价转售，将提
高消费者门槛，扰乱市场秩序，形
成难以监管的局面。” （赵思维）

联通“0000”尾号转网需支付违约金

“非靓号转入后成为靓号”

一方面是“转出去难”，另
一方面，也有用户反映转网过
程 中“ 非 靓 号 转 入 后 成 为 靓
号”，被要求设置低消套餐，预
存高额话费。

康镇向澎湃新闻反映，他的
号码已使用5年，虽然是四同号，
但在联通和普通用户一样，没有
协议，每月消费几十元，他提供的
月消费账单显示，该号码每月固
定36元套餐。

但康镇到移动和电信咨询转
入业务时，两家运营商均表示要
按“靓号”处理，有低消和预存上
万元话费的要求。

康镇提供的录音资料显示，11
月13日他在获得联通的携出授权
码后，到吉林当地移动营业厅办

理转入业务，但工作人员告诉他，
该号码为优良号码，需重新设置
持续 15 年、每月 600 元的低消套
餐，并预存20000元话费。在移动
受阻后，康镇又到当地电信营业
厅咨询，工作人员同样告诉他，该
号码办理转入需设置每月489元
的低消套餐并预存话费12000元。

就该问题，11月 13日下午，移
动客服解释，按照目前规定，从其
他运营商转入移动的用户，在转
出前的运营商不论是不是吉祥
号、协议用户，一经转入移动，尾
号“6666”均被认定为“吉祥号”，
至于该用户转入后是否需要设置
每月低消套餐和预存话费，需到
指定营业厅咨询办理。电信客服
则解释，尾号“6666”号码转入电

信后按照规定属于“靓号”，每月
保底消费599元，预存话费24000
元，协议期60个月。

针对康镇的困扰，付亮向澎
湃新闻解释，此次《携号转网服务
管理规定》提出，“电信业务经营
者应当将携号转入用户视同为本
网新入网用户”。这条规定初衷
是保障用户的权益，避免通信运
营商将新入网用户区别对待，但
实际过程中，通信运营商将从其
他运营商转入的号码按照自家的
规定执行，重新签约，重新规定，
出现了“非靓号转入后成为靓号”
的情况。

“根源在于目前各个运营商关
于靓号的认定、资费规定不一致，
没有形成统一规定。”付亮说。

“靓号转网”细则仍不明确

工信部11月 11日消息，据“携
号转网”全国推广工作进度安排，
各电信企业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已完成全国“携号转网”系统建
设改造，相关系统已于 11月 10日
起上线试运行，11月底全国正式提
供“携号转网”服务。

“试运行期间，工业和信息化
部将密切跟踪监测运行情况，及
时发现问题，督促电信企业不断
优化‘携号转网’服务水平。”工信
部同时指出。

澎湃新闻注意到，配套印发
的《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虽
然对电信业务经营者进行了指

导性规定，但并未就“靓号转网”
等具体问题作出规定，三大通信
运营商对于“靓号转网”的要求
尚未明确。

付亮认为，目前试点城市先
行，“靓号转网”业务还在试运行
阶段，未正式全面实施，各省份执
行“靓号转网”的规定有所区别，
三大通信运营商对该问题究竟有
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还不明确。
而在试运行期间，运营商主要是
进行各个“环境”的测试，发现各
种问题，然后来解决问题。

他同时表示，对于“非靓号转
入后成为靓号”，存在较大资费差距

的问题，最终应该会解决，这取决于
运营商所制定的细则。按照工信部
要求，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根据本
规定制定“携号转网”服务细则并及
时向社会公布，同时报工信部。

通信世界全媒体总编辑刘启
诚则认为，“靓号”对于三大通信
运营商而言主要是发展高端用户
的一种资源，目前工信部门对于

“携号转网”有了指导性规定，但
是运营商还没有明确细则，如遇
到的“靓号转网”问题如何处理。
从运营商角度来说，肯定不希望

“靓号”用户流失，目前出现的问
题需要有一个反馈、转变的过程。

备受争议的“靓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