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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众电信编号计划 

增补 6 
 

确定和选择全球统一编号的指导原则 

 

 

摘要 

ITU-T E.164建议书增补6概述了全球统一编号（GHN）的好处并为在每个国家编号方案

中得以挑选相同号码提供了指导原则，从而适时实现“同号码–同业务”的理念。 

该增补还阐述了设立GHN要考虑的一些主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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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电信联盟（ITU）是从事电信领域工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ITU-T（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

化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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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建议书为简要而使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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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尚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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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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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电联 2012 

版权所有。未经国际电联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手段复制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 
  

http://www.itu.int/ITU-T/i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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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际电信联盟（ITU）电信标准化局（TSB）向各国主管部门分配了国家代码，同时按

照[ITU-T E.164]管理国家（重要的）号码(N(S)N)元素。各国编号方案的N(S)N在各国内都是

独一无二的，随着时间的变迁有所变化。N(S)N目前是通过综合编号方案管理的。国家编号

方案反映了法律、监管和商业要求。在难以掌控的环境下，我们大力提倡在一定程度上统一

国家编号方案元素的理念，采用通用原则设计编号方案并为具有社会价值的服务 (SSV) 选择

相同代码。 

应注意到，通过收集信息并完善规划和响应机制实现的编号统一还有利于缓解气候变化

的影响。在世界上面临严重飓风、海平面提升等自然灾害的严重后果的高风险区域，这一点

尤其重要。 

为促进国际通信统一电信设施也考虑在国际电联的宗旨中，与对成员国主权的承认相提

并论。 

该增补为确定和挑选可能有益于统一某些类别的业务的编号提供了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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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和选择全球统一编号的指导原则 

1 摘要 

ITU-T E.164建议书增补6概述了全球统一编号 (GHN) 的好处并为在每个国家编号方案中

得以挑选相同号码提供了指导原则，从而适时实现“同号码–同业务”的理念。 

该增补还阐述了设立GHN要考虑的一些主要要求。 

2 参考文献 

[ITU-T E.101]  Recommendation ITU-T E.101 (2009), Definitions of terms used for 
identifiers (names, numbers, addresses and other identifiers) for public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and networks. 

[ITU T E.161.1] Recommendation ITU-T E.161.1 (2008), Guidelines to select Emergency 
Number for public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s. 

[ITU T E.164 Sup.5] Recommendation ITU-T E.164 Supplement 5 (2008), Guidance with regard 
to the selection of numbers for help lines for children. 

[ITU-T E.1100] Recommendation ITU-T E.1100 (2009), Specifica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numbering resource for use in the provisioning of international help lines. 

[ITU-T Q.1761] Recommendation ITU-T Q.1761 (2004), Principles and requirements for 
convergence of fixed and existing IMT-2000 systems. 

[ITU-T Q-Sup.47] ITU-T Q-Series Recommendations – Supplement 47 (2003), Emergency 
services for IMT-2000 networks – Requirements for harmonization and 
convergence. 

[EU J-116]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7), Commission decision 
2007/116/EC.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site/en/oj/2007/l_049/l_04920070217en00300033.pdf> 

3 定义 

3.1 其他地方定义的术语 

本增补中使用的其他地方定义的以下术语用于有关全球统一编号的本文。 

3.1.1 融合[ITU-T Q.1761]：为支持服务和应用，之前分离的网络协调走向统一。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site/en/oj/2007/l_049/l_04920070217en0030003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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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增补过定义的术语 

本增补定义了以下术语： 

3.2.1 具有社会价值的服务：为帮助保护个人福祉提供的服务。 

注 – 该定义基于[EU J-116] - “统一的具有社会价值的服务”的定义。 

4 缩略词和首字母缩略语 

本增补使用以下缩略词和首字母缩略语: 

GHN 全球统一编号 

HN 统一编号 

SSV 具有社会价值的服务 

5 惯例 

本增补没有使用特别的表示法、文法、表述方式和其他惯例。 

6 全球统一编号要求 

6.1 确定全球统一编号要求的程序 

SSV的定义应用作向国际电联各成员发送通函的基础，以便就以下问题征求输入意见： 

a) 是否存在与国际电联规定相似的具有社会价值的服务？ 

b) 是否有计划部署这种具有社会价值的服务？ 

c) 目前获取这种具有社会价值的服务使用哪些号码？ 

应对通函的回复进行分析，以确定哪些号码（如有的话）可用在另一项建议书中，以便

确定各国全球统一编号可使用的被选号码。 

如有这类号码，应发出另一份通函，请成员国就以下各项提出意见： 

a) 将来以下列方式使用这种号码存在什么问题（如有的话） 

a. 单独使用 

b. 与其他现有用于类似业务的国家编号同时使用 

b) 在什么条件下考虑使用可能的全球统一编号。 

在挑选GHN时，应考虑到现有区域号码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普遍使用的号码。 

6.2 确定全球统一编号的程序 

如确定各国全球统一编号 (GHN) 可能的备选号码（见的6.1段）顺利，应采用新建议书

和[ITU-T E.164]增补的方式确定该号码。 

注 – 如使用建议书，所使用的案文应与 [ITU-T E.161.1]保持相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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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因为同样普遍使用的国家编号的存在在某个国家内难以统一一个编号，GHN可以作

为次要选择加以实施。然而各国GHN的实施取决于是否存在和符合国家监管和法律要求。 

在考虑设立GHN时，最好也将采用ITU-T E.164国际编号作为备选方案加以审议。 

7 规定全球统一编号的其他考虑 

显然，移动性和移动通信在电信接入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得以

使用自己的、承载着始发网络编号信息的终端旅行，这种接入将与日俱增。在此情况下，在

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编号/代码提供相同业务可能造成极大混乱。此外，采用技术解决方案实

现统一编号，使A国的国家编号通过路由变为B国实施的统一编号必须在商业实施的基础上

符合各国的监管和法律要求，或B国的某项具有社会价值的服务编号。 

通过固定电话获得具有社会价值的服务将从选择和部署统一编号中获得更大收益。除非

且直到可以在所有电信环境中使用可能融合至移动情形的类似技术，应根据上述选择和规定

标准考虑使用全球统一编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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