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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端 — 视频会议行业监管及合规问题探析 

作者：薛冰丨吴璐露丨谢逸姿 

受到疫情的影响，众多行业的工作和会议安排都从线下转为了线上。近两个月来，视频会议系统成了大

家离不开的朋友，行业关注度也大幅提升。对于这一快速发展的行业涉及到的法规监管问题，我们进行了分

析研究，谨与市场及行业参与者分享和讨论。 

一、行业监管体系剖析 

大家日常使用和惯称的“视频会议”业务，从现有的监管体系进行定性的话，应属于电信行业的规管类

型。 

（一） 电信行业分类及许可制度背景 

1. 法规政策框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 

(2)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3) 《电信业务分类目录（2015 年版）》（“《2015 版目录》”）。 

2. 分类许可制度体系 

现行政策对电信业务经营按照电信业务分类，实行许可制度，即拟经营电信业务必须取得电信管理

部门颁发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电信业务分为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1，现行监管制度对电信业务的具体分类模式如下图所

示：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 8 条，基础电信业务，是指提供公共网络基础设施、公共数据传送和基本话音通信服务

的业务；增值电信业务，是指利用公共网络基础设施提供的电信与信息服务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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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视频会议系统/软件行业的资质证照规范问题 

1. 新技术新产业背景 

在网络技术以及云计算的深入发展进程中，以提供视频会议服务为主要功能的软件兴起，视频会议

行业从传统的基于硬件的服务逐步扩展至通过网络提供软件的方式提供视频会议服务，即 SaaS 服务

（Software-as-a-Service，软件即服务）。 

就 SaaS 服务的电信行业分类属性和监管而言，各地电信主管部门的监管口径有一定差异，但实践

中主流观点还是认为需要结合特定 SaaS 服务所提供的具体功能来判断是否需要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证以及取得何种类别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2. 资质证照类型探讨 

(1) B22 的重要性 

就视频会议类应用软件而言，其主要功能为提供多方实时交互服务，按照《2015 版目录》的分类

描述，经营者需取得 B22 类（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根据《2015 版目录》，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是指通过多方通信平台和公用通信网或互联网实现国

内两点或多点之间实时交互式或点播式的话音、图像通信服务，包括2： 

 国内多方电话会议服务业务：通过多方通信平台和公用通信网把我国境内两点以上的多点电话终

端连接起来，实现多点间实时双向话音通信的会议平台服务。 

                                                   
2 参见《2015 版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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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可视电话会议服务业务：通过多方通信平台和公用通信网把我国境内两地或多个地点的可视

电话会议终端连接起来，以可视方式召开会议，能够实时进行话音、图像和数据的双向通信会议平

台服务。 

 国内互联网会议电视及图像服务业务：为国内用户在互联网上两点或多点之间提供的交互式的多

媒体综合应用，如远程诊断、远程教学、协同工作等。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发布的《国内增值电信业务许可情况分析报告

（2020.01）》，截至 2020 年 1 月底，全国范围内跨地区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的合资格经营者（持有

B22 类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合计 725 家。 

(2) B25 是否也必要？ 

根据《2015 版目录》，B25 信息服务业务包括信息即时交互服务3。我们理解，目前市场上主流视频

会议类应用软件通常亦包含即时信息交流功能及文件共享功能，严格来讲是会涉及到 B25 信息服务业

务的规范类别，因此视频会议类应用软件经营者亦可能需要获得 B25 类（信息服务业务）增值电信业

务许可证。而根据工信部的公示信息检索，一部分业内经营者持有的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是同时涵盖了

B22 类与 B25 类的。 

（三） 资质证照申请流程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属于前审后批型事项，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由工信部信息通信

管理局受理、工信部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通信管理局相关处室受理、通信管理局审批。 

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申请流程图大致如下4： 

 

 

                                                   
3 根据《2015 版目录》，信息即时交互服务是指利用公用通信网或互联网，并通过运行在计算机、智能终端等的客户端软件、

浏览器等，为用户提供即时发送和接收消息（包括文本、图片、音视频）、文件等信息的服务。信息即时交互服务包括即时

通信、交互式语音服务（IVR），以及基于互联网的端到端双向实时话音业务（含视频话音业务）。 

4 参见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审批服务指南》（2019年8月1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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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视频会议行业的外资准入政策 

（一） 法规政策框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 

2.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 

3.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 年版）（“《2019 负面清单》”）。 

（二） 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外商投资法》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意味着我国在立法层面正式明确对外商投资实行准

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即在负面清单列明的特定领域对外商投资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给予国民待遇。 

（三） 国内多方通信突破 50%外资股比限制 

根据自 2019 年 7 月 30 日起施行的《2019 负面清单》，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不超过 50%（电子

商务、国内多方通信、存储转发类、呼叫中心除外）。相较于较早版本的负面清单，《2019 负面清单》

从法规政策层面已将国内多方通信的外资股比限制放宽。 

（四） 实践中需要重视的难题 

目前，视频会议行业想引入外国投资，实践中仍然存在一定的技术难题。根据《外商投资电信企业

管理规定》，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外方主要投资者应当具有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良

好业绩和运营经验。工信部审核确认申请者的外方主要投资者符合良好业绩和运营经验等条件后方出

具《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审定意见书》。 

实践中，如何认定良好业绩和运营经验截至目前尚无明确指引和标准。从过往案例看，工信部对于

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的审批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 

基于上述原因，尽管监管政策层面已放开国内多方通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但实践中获准从事国

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的外商投资企业很少。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于 2020 年 1 月 7 日发布的《外商

投资电信企业发展态势（2019 年度）》，截至 2019 年底，全国获准从事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的外商投

资电信企业仅 4 家。 

（五） 监管更新展望 

《外商投资法》已明确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给予国民待遇的原则，针对国内多方通信服务内资运营

主体申请者的投资者/股东，相关监管政策并未施加良好业绩和运营经验的特别要求。《外商投资电信企

业管理规定》是否能够有机会进一步相应修订，将对视频会议服务产业带来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予

以密切关注并及时分享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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