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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貿易組織（WTO）基本電信自由化協議自 1998年 2月生效後，

佔全球電信市場 90％以上之 69個簽約國，已在其國內積極推動電信自由

化政策，促使海內外電信業者開始迎向激烈競爭之局面。我國在 2002年 1

月已正式成為 WTO 會員，因此我國將執行入會承諾，繼續推動電信自由

化政策。 

 

一、我國電信自由化實施概要 

我國實施電信自由化，係由亞太營運中心及國家資訊基礎建設兩大政

策所促成，以階段性、漸進式逐步開放電信市場（參見圖 1）。 

圖1我國電信自由化之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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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 1987 年開放用戶自備終端設備，開啟電信終端設備市場的競

爭，

中華

固定通信綜合網路業務、國際海纜電路

出租

、當前電信政策之主要內容與展望 

據交通部在 2001年 6月召開之全

國交

境，使台灣成為亞太地區電信樞紐； 

創新、高品質的電信服務； 

軸，交通部在參酌當前科技發

展方

 

 

四、因應傳播新趨勢，推動數位廣播與電視開播，達成廣電數位化。 

其後在 1989年開放電信加值服務業務，提供消費者多樣的電信服務。 

1996年電信三法通過後，負責電信監理的電信總局及經營電信服務的

電信公司正式分離，更加確立電信業務開放之政策方向，並陸續開放

行動通信業務及衛星通信業務。 

至 1999 年以後，則繼續開放

業務、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開放轉售業務、以及第三代

行動通信業務（3G），完成電信自由化之近程目標。 

 

二

我國現行電信政策發展目標，係依

通會議「電信自由化政策之檢討及前瞻」議題之決議事項，擬定如次

四大電信政策發展主軸： 

一、建構國際級經營環

二、普及電信服務，降低數位落差； 

三、促進電信市場的全面競爭，提供更

四、帶動產業發展，增進全民利益。 

為能有效達成前述四大電信政策發展主

向與盱衡國際、國內電信環境趨勢，乃策定如次四大電信政策： 

一、因應國際自由化趨勢，解除市場管制，達成全面電信自由化；

二、因應數位經濟發展，推動寬頻網路建設，達成資訊化社會理想；

三、因應科技匯流發展，檢討監理組織及管理內容，達成服務品質優

質化； 

此外，為配合行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數位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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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表 1寬頻網路建設衡量指標 

資料來源：交通部電信總局。 

 

我國實施電信自由化最根本的目的，在於引進競爭，加速電信基礎建

。展望今後我國電信政策發展，可以確認：推動寬頻網路建設已成為我

國電

在過去電信事業獨佔經營時代，國家電信事業機構之實力，即是該國

電信事業機構之比較，即可反映各國電信競爭

力之

項目                    年度 200220032004200520062007

國內南北骨幹網路頻

寬（Gbps）
850 950 1,0501,1501,2001,250

連外國際骨幹網路頻

寬（Gbps）
150 200 200 200 250 250

固定供線區光纖涵蓋

率 （FTTC)（％）
82.085.588.591.093.095.0

寬頻上網比例（％） 25 40 50 60 65 70

寬頻上網人口（萬） 200 300 380 460 530 600

Taiwan）計畫」之落實，交通部電信總局亦策劃寬頻網路建設衡量指

標（參見表 1），期望由政府結合民間企業，以政府帶動、民間主導的原

則，積極推動相關政策措施，裨加速完成數位台灣（e-Taiwan）之寬頻網

路建設，使台灣成為亞太寬頻到府最普及的國家。 

 

設

信政策之主要方向，而電信主管機關亦已開始重視目標值之規劃策

定，運用 Benchmark之政策評價方法，展現出推動寬頻建設之積極作為。 

 

三、我國電信競爭力分析 

電信實力之表徵，藉由各國

相對優勢。隨著電信自由化之進展，電信競爭力的概念，出現變化，

主要是反映一國電信市場之競爭環境，作為檢驗電信自由化政策之推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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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與過去獨佔體制時代之國家電信競爭力概念有所差異。 

基於前述電信競爭力概念之基礎，本研究所進行之電信競爭力分析，

原則上，定位為可展現國內電信競爭環境之相關指標，以及運用跨國可比

較指

電信營收結構、電信資費、電信市場佔有率、

服務

 

 

 

標進行競爭力分析。 

首先在國內電信市場競爭環境分析方面，主要從電信事業產業結構、

電信總營收額佔 GDP比率、

品質、以及電信投資對總體經濟貢獻等關鍵性指標，進行分析，裨益

國內電信競爭環境發展現況之掌握。分析結果彙整如下。 

一、整體而言，我國實施電信自由化政策，已成功引進競爭機制，活化電

信產業結構，有效帶動電信事業成長（參見圖 2、圖 3）。 

 

圖2我國電信總營收佔GDP百分比 

資料來源：電信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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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我國主要電信營收結構比較 

註：以1995年各項電信服務之費率水準為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電信總局資料。 

資料來源：電信總局。 

 

二、在良性市場競爭環境下，已明顯出現合理調降電信服務費率的發展

趨，不僅電信用戶享有低價格、高品質之電信服務，電信業者亦能有

效拓展業務績效，並對總體經濟發展做出貢獻，展現消費用戶、電信

 

業者、以及總體經濟三贏之具體成效（參見圖 4、圖 5）。 
圖4我國電信費率指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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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我國電信投資資本支出變動趨勢 

註：創造就業估計值與創造生產估計值係依據電信總局委託研究「我國電信自由化效益分析」之

乘數效果，從電信投資資本支出額分別乘以0.65以及2.89而得，僅係參考值。 

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電信總局資料。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電信總局資料。 

 

三、唯在市話與長途電話業務方面，一則由於新進業者參加市場競爭時間

較晚；再則佈建電信網路進度難按預定計畫施展，導致各該市場表

現，尚未呈現令人滿意之成果（參見表 2、圖 6）。 

主管機關有必要繼續觀察、掌握市話與長途電話市場之發展情況，裨

益整體電信事業之健全發展。 

 
表 2我國固定通信綜合網路市場佔有率分析（2001年） 

市內電話(用戶數) 長途電話(通話分鐘數) 國際電話(通話分鐘數

中華電信 99.76% 98.36% 87.

)

39%

新三家固網業者 0.24% 1.64% 12.61%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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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我國行動電話業者市場佔有率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電信總局資料。 

 

二、電信市場競爭現況方面 

由於我國三家新固網業者自 2001年 7月才開始營運，因此 2001年之

市場佔有率實績尚不明顯；但我國行動電話市場集中度表現相對均衡，成

果顯著。 

其次在跨國可比較指標分析方面，基本上，大分為單項指標分析與綜

合指標分析兩大項。前者包含政策面、營運面、以及費率、品質、技術等

項目之分析比較；後者則利用世界經濟論壇（WEF）國家競爭力指標之基

礎建設項 ICT類評比指標以及 ITU主要電信指標為基礎，進行綜合分析，

並加權計算國際電信競爭力排名，裨益我國國際電信競爭優勢之掌握。 

綜合跨國可比較指標分析結果，彙整如下。 

一、我國電信市場競爭政策 

已在WTO基本電信自由化協議原則下，大幅開放國內電信市場，與

國際電信政策發展趨勢，同步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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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第三代行動電話執照核發方面 

我國採用競標制，平均每一人口每張執照競標金額為 12.49美元，低

於國際平均值 22.38美元(若不包含金額偏高之英德兩國之平均值則為

13.13

比重方面 

電信市場規模尚未充分擴大，在國

，就亞洲地區而言，相對低於韓國、香港、

中國

（一

2.2萬美元，略低於平均值 23.9萬美元，

六、

國市話以及撥接上網費率水準低廉，具有相對價格優勢；但行動電

國、新加坡。 

我國電信網路自動化比率與數位化比率已全面達到 100％水準。 

美元)，決標金額應屬合理。 

四、在電信總營收額佔 GDP

我國實施電信自由化政策以後，其比重雖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但該

比率仍低於平均值（3.4％），顯示國內

內整體產業所佔有之地位份量

。此一課題，待國內三家新固網業者完成網路佈建，競爭條件成熟後，

或可適度擴大市場規模，提升電信事業在國內整體產業所佔有之地位份

量。 

五、在電信業務生產力方面 

）我國平均每一員工營運市話門號數為 291門號，高於平均值 225門

號，屬生產力相對較高之國家。 

（二）我國平均每一員工營收額為 2

屬生產力相對中等之國家。 

主要國家代表電信業者營運現況 

2001年度我國中華電信之純益率為 20.45％，平均每一員工之純益額

為 3.8萬美元，我國代表業者之中華電信營運體質，堪稱良好，具有競爭

實力。 

七、在電信費率國際比較方面： 

我

話費率水準，仍高於香港、韓

八、在固網品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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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網路故障率低，網路品質相對良好。 

電信技術力方面 九、在

，轉變為負數，

大，致使出口競爭力指數轉呈負數，其中尤以無線通訊器材類為

（二

呈現逐年改善趨勢，顯示國

，逐年進步。 

十、

 

話普及率、行動電話普及率、聯網主機普及率、

（二）

意義

國民上網情況、學校網路環境、IT訓練與教育、政府線上服

指標，計算而得，可補強難量化指

反映評比對象國家之相對電信競爭力。 

7）。 

（一）我國出口競爭力指數，從 1995年之具競爭優勢地位

競爭優勢相對減弱。主要原因是我國實施電信自由化以後，國內電

信市場急速擴大，國內生產不敷所需，電信機器設備仰賴進口供應

增

最。 

）若單以「數位無線電話機」為例，由於近年政府將之列為我國產業

發展重點項目後，出口競爭力指數明顯

內是項技術發展

綜合評比指標 

（一）ITU主成份指標競爭力排名：第 12名。

意義：本排名係依據市

網路用戶數普及率、PC 普及率，等 5 項可量化之主成份電信指

標，計算而得，可反映評比對象國家之相對電信競爭力。 

WEF基礎建設項 ICT類評比成績排名：第 16名。 

：本排名係依據政府重視ICT政策程度、政府成功推動ICT政策程

度、

務程度、電信部門競爭品質、ISP部門競爭品質、網路傳輸速度

與成本、發展ICT相關法制、利用ICT相關法規、IT高技術勞動

工作市場，等 14項問卷評比

標之掌握，

（三）電信競爭力綜合排名：第14名（參見圖

意義：本項指標之資料來源最具權威，計算方式亦屬合理，形式內容簡

 
 

 

9 



潔明瞭，在各類國際電信競爭力指標中，爭議性較低、說服力較

高，可提供國際電信競爭力之客觀參考依據。 

 

我國現階段之電信政策目標，係配合推動行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

畫」中「數位台灣（e-Taiwan）計畫」之落實。基本上，係以政

民間主導的原則，推動寬頻網路建設。就此意義而言，健全電信

機制，增進電信業者競爭活力，擴大消費用戶市場需求，實為達

策目標之關鍵所在。 

我國電信發展環境，已大致完成電信自由化之最後階

展重點計

府帶動、

市場競爭

成前述政

目前 段，全面開

均衡，成果顯著。

唯

以佈建電

人滿意之

 

 

放電信市場。其中尤以行動電話之市場集中度表現相對

在市話與長途電話業務方面，由於新進業者參加市場競爭時間較晚；復

信網路進度難按預定計畫施展，導致各該市場表現，尚未呈現令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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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主要國家電信競爭力綜合排名（2001年） 

註：本表不包含盧森堡，故我國ITU主成份指標排名向前進一名次。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 

 

排名 分數 排名 分數

國 5 29 1 33 62 1

島 4 30 3 31 61 2

芬蘭 1 33 6 28 61 2

典 3 31 4 30 61 2

挪威 11 23 3 31 54 5

蘭 6 28 8 26 54 5

麥 10 24 5 29 53 7

新加坡 2 32 13 21 53 7

港 8 26 9 25 51 9

英國 9 25 12 22 47 10

拿大 7 27 15 19 46 11

士 15 19 7 27 46 11

13 21 10 24 45 13

灣 16 18 11 23 41 14

德國 14 20 15 19 39 15

奧地利 12 15

愛爾蘭 17 17 20 14 31 17

紐西蘭 21 13 16 18 31 17

比利時 20 14 18 16 30 19

韓國 19 15 19 15 30 20

法國 18 16 22 12 28 20

義大利 24 10 23 11 21 22

葡萄牙 23 11 24 10 21 22

西班牙 22 12 26 8 20 24

日本 27 7 21 13 20 24

捷克 25 9 27 7 16 26

匈牙利 26 8 28 6 14 27

希臘 30 4 25 9 13 28

斯洛伐克 28 6 29 5 11 29

土耳其 29 5 31 3 8 30

波蘭 33 1 30 4 5 31

中國 31 3 33 1 4 32

墨西哥 32 2 32 2 4 32

國  別

OECD+4

WEF-ICT類指標 ITU主成分指標
總分 綜合排名

美

冰

瑞

荷

丹

香

加

瑞

澳大利亞

台

22 17 17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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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從韓國寬頻普及之經驗可知，除政府政策獎勵、業者網路建設

等因素外，低廉之通訊費率、充實之數位內容、以及旺盛之市場需求，才

是促進寬頻普及最根本的原動力。 

然就電信主管機關之職能而論，低廉之通訊費率，或可藉由競爭政策

之引進而實現；但是在數位內容之充實以及擴大市場需求方面，則行政資

源相對有限。就現實面而言，電信主管機關之政策有效性是有其界限的。 

從本研究之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就電信政策面或電信競爭力綜合排名

而言，我國表現，排名中上；但在利用、發展 ICT之相關法規制度方面，

排名則屬中下程度。 

其代表的意義是：我國實施電信自由化政策成果，可以肯定；但是在

利用、發展 ICT之相關法規制度排名，相對較弱，其原因是政府努力不夠？

或是政策效能有其界限？或有必要進行深入檢討。因為數位內容之充實以

及旺盛的市場需求，或與之關係密切，有深入研究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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