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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D.1101 建议书 

为电信网络运营商与OTT应用提供商之间的自愿商业安排创造有利环境 

 

 

 

摘要 

ITU-T D.1101建议书阐述旨在加强过顶业务（OTT）提供商与电信运营商之间商业合作

的措施。鉴于网络运营商和OTT是国际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因

此本建议书鼓励相关利益攸关方努力创造有利的监管环境，支持和鼓励发展创新商业模式，

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技术和创新发展。 

 

 

历史沿革 

版本 建议书 批准日期 研究组 唯一ID* 

1.0 ITU-T D.1101 2020-08-28 3 11.1002/1000/14269 
 

 

 

关键词 

OTT、MNO、伙伴关系。 

 

 

* 欲查阅建议书，请在您的网络浏览器地址域键入URL http://handle.itu.int/，随后输入建议书的唯一

识别码，例如http://handle.itu.int/11.1002/1000/11830-en。 

http://handle.itu.int/11.1002/1000/14269
http://handle.itu.int/11.1002/1000/11830-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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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电信联盟（ITU）是从事电信、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领域工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

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是国际电信联盟的常设机构，负责研究技术、操作和资费问题，

并且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电信标准化，发表有关上述研究项目的建议书。 

每四年一届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确定ITU-T各研究组的研究课题，再由各研究组制

定有关这些课题的建议书。 

WTSA第1号决议规定了批准建议书须遵循的程序。 

属ITU-T研究范围的某些信息技术领域的必要标准，是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技

术委员会（IEC）合作制定的。 

 

 

 

 

注 

本建议书为简明扼要起见而使用的“主管部门”一词，既指电信主管部门，又指经认可的运营

机构。 

遵守本建议书的规定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但建议书可能包含某些强制性条款（以确保例如互操

作性或适用性等），只有满足所有强制性条款的规定，才能达到遵守建议书的目的。“应该”或

“必须”等其它一些强制性用语及其否定形式被用于表达特定要求。使用此类用语不表示要求任何

一方遵守本建议书。 

 

 

 

 

知识产权 

国际电联提请注意：本建议书的应用或实施可能涉及使用已申报的知识产权。国际电联对无论

是其成员还是建议书制定程序之外的其它机构提出的有关已申报的知识产权的证据、有效性或适用

性不表示意见。 

至本建议书批准之日止，国际电联已收到实施本建议书可能需要的受专利保护的知识产权的通

知。但需要提醒实施者注意的是，这可能并非最新信息，因此大力提倡他们通过下列网址查询电信

标准化局（TSB）的专利数据库：http://www.itu.int/ITU-T/i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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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OTT 对社会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显著加大，人们对这一业务需求的增长速度前所未

有。从长远看，OTT 提供商与网络运营商之间的合作可能有助于培育国际电信/ICT 生态系

统的竞争性市场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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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D. 1101 建议书 

为电信网络运营商与OTT应用提供商之间的 

自愿商业安排创造有利环境 

1 范围 

本建议书阐述旨在加强过顶业务（OTT）提供商与电信运营商之间商业合作的措施。 

2 参考文献 

下列ITU-T建议书和其他参考文献的条款，通过在本建议书中的引用而构成本建议书的

条款。在出版时，所指出的版本是有效的。所有的建议书和其他参考文献均会得到修订；因

此本建议书的使用者应查证是否有可能使用下列建议书和其他参考文献的最新版本。当前有

效的ITU-T建议书清单定期出版。本建议书引用某个文件，并非意味着该文件作为单独文件

出现时具备建议书的地位。 

[ITU-T D.262] ITU-T D.262建议书（2019），过顶业务（OTT）协作框架。 

3 定义 

3.1 它处定义的术语 

本建议书使用了以下其它地方定义的术语： 

3.1.1 过顶业务（over-the-top (OTT)）[ITU-T D.262]：一种通过公共互联网访问和交付的

应用，有可能在技术和/或功能上直接取代传统国际电信业务。 

注 – 本OTT定义属于国家主权事务，不同成员国可能会有不同。 

3.2 本建议书定义的术语 

无。 

4 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语 

本建议书使用以下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语： 

ICT 信息通信技术 

MNO 移动网络运营商 

OTT 过顶业务 

5 惯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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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电信网络运营商和OTT应用提供商之间的自愿商业安排创造有利环境 

6.1 鉴于网络运营商和 OTT 是国际电信/ICT 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因此鼓励成员国与相

关利益攸关方合作，为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利益创造有利环境。 

6.2 鼓励各成员国创造有利的监管环境，支持和鼓励发展与技术进步和创新相适应的创新

商业模式，因为技术和创新的变化速度前所未有。 

6.3 由于认识到 OTT 提供商创造了对通信业务的新需求，所以成员国须建立不妨碍市场

进入的框架。与此同时，各成员国应继续确保，即使监管有所放松，亦能确保竞争格局有利

于消费者和创新。 

6.4 为了利用消费者对 OTT 应用的需求，成员国应使电信网络运营商能够灵活地采用创

新商业模式，例如向以数据为中心的最终用户资费结构过渡，以减少对传统电信业务所创收

入的依赖。 

6.5 鼓励监管机构允许电信网络运营商提供其自己的 OTT 应用，而无需遵守传统电信法

规，只要这些应用以及基础宽带互联网接入服务的提供方式不会对竞争对手造成不利或歧

视。 

6.6 由于认识到私营和公共部门在扩大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例如通过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服务），因此鼓励各成员国制定政策框架，使电信网络运营商

和 OTT 应用提供商之间能够自愿做出商业安排，从而使各方能够对互联网基础设施进行投

资，而不受传统电信法规规定的约束。 

6.7 为了促进有利于消费者和创新的竞争格局，鼓励成员国审查对 OTT 提供商和传统电

信运营商的适当监管程度，其中可包括避免将传统电信监管延伸至 OTT 提供商，并审查如

何减轻传统网络和电信业务的监管负担。 

7 具体措施 

7.1 鼓励成员国在可行的情况下，促进 OTT 提供商与电信网络运营商之间的相互合作。

为了在这种伙伴关系的背景下保持市场竞争，鼓励成员国考虑对这些安排的竞争影响（包括

透明度、非歧视性条件、创新和消费者利益）做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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