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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五十五條至第五十五條之四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十五條   

系統經營者與頻道

供應事業或系統經營者

與頻道代理商間有關頻

道播送、授權條件及訂

戶數認定之爭議，或系

統經營者間之爭議，得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調

處；調處不成時，得依法

提起民事訴訟。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

受理調處後三個月內，

作成調處結果；必要時

得延長一個月，並以一

次為限。 

第一項有關授權條

件費用之爭議，調處不

成時，當事人得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交付仲

裁，經中央主管機關通

知他方當事人，取得其

書面同意後，交付仲裁。 

前項情形中央主管

機關認有損害訂戶權

益、影響市場公平競爭

或公共利益情節重大者

時，得依職權交付仲裁，

並通知雙方當事人。 

調處或仲裁期間，

系統經營者應以原條件

維持頻道上架，頻道供

應事業應以原條件繼續

授權播送，雙方均不得

任意斷訊。 

第一項所稱頻道代

理商，指受衛星頻道節

目供應事業、境外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及他類頻

第五十五條   

系統經營者與頻道

供應事業間有關頻道播

送、授權條件及訂戶數

認定之爭議，或系統經

營者間之爭議，得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調處；

調處不成時，得依法提

起民事訴訟。 

 

一、依現行調處實務，頻道

供應事業與頻道代理

商訂定契約，由頻道代

理商與系統經營者就

有關頻道播送、授權條

件及訂戶數認定之爭

議，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調處之態樣甚為常

見。為配合現行調處實

務，爰修正第一項，增

列系統經營者與頻道

代理商亦得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調處。 

二、為提升調處效率，中央

主管機關應於一定期

間內作成調處結果，爰

增訂第二項規定。 

三、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

應事業間有關授權條

件費用之爭議，乃屬私

權紛爭，為維護訂戶之

收視權益及健全有線

電視上下游產業之發

展，除由爭議各方共同

尋求外部仲裁機構解

決或依法提起民事訴

訟外，應認當事人得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交

付仲裁，爰增訂第三項

規定。 

四、 第一項有關授權條件

費用之爭議，調處不成

時，除當事人得申請交

付仲裁外，為擴大仲裁

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

參考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依職

權交付仲裁之要件及通

知雙方當事人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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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節目供應事業之委託

或授權，將受託或授權

之頻道，依約定條件，以

單一頻道或組合頻道方

式，授權予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經營者、直播衛

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或

提供多媒體內容傳輸平

臺服務之電信事業播送

或傳輸之事業。 

 

 

爰增訂第四項規定。 

五、於調處或仲裁期間，為

避免發生斷訊情事，影

響訂戶收視權益，爰增

訂第五項規定，明定調

處或仲裁期間，系統經

營者及頻道供應事業

雙方均不得任意斷訊，

此期間雙方支付之費

用應適用原授權或上

架費用。 

六、為配合第一項之修正，

參酌現行實務對頻道

代理商予以定義，爰增

訂第六項。 

第五十五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

交付仲裁之申請或依職

權交付仲裁後，應通知

雙方當事人於收到通知

之日起五日內，於中央

主管機關遴聘之仲裁委

員名冊中各自選定仲裁

委員一人具報，屆期未

選定者，由中央主管機

關代為指定。 

雙方仲裁委員經選

定或指定後，中央主管

機關應於五日內通知雙

方仲裁委員，於五日內

自仲裁委員名冊中共同

選定主任仲裁委員一人

具報；屆期未選定者，由

主管機關指定。主任仲

裁委員並為會議主席。 

有關仲裁委員之遴

聘與解聘、資格條件、選

定與解除、遵行規範、仲

裁與調查程序、仲裁費

用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一、 本條新增。 

二、有關仲裁委員之選定

或指定，參考勞資爭

議處理法第二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爰於第

一項明定雙方當事人

選定仲裁委員之方

式，並明定於一定期

間內未選定者，由中

央主管機關代為指

定。 

三、有關主任仲裁委員之

選定或指定，參考勞

資爭議處理法第二十

九條第二項規定，爰

於第二項明定選定主

任仲裁委員之方式，

並明定於一定期間內

未選定者，由主管機

關指定，主任仲裁委

員並為仲裁委員會召

開會議時之主席。 

四、有關仲裁委員之遴聘

與解聘、仲裁與調查

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例如仲裁申請書

格式、仲裁調查、雙

方當事人之配合義務

及仲裁判斷書格式

等，係屬細節性、技



3 

 

術性之事項，爰於第

三項明定授權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五條之二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

主任仲裁委員完成選定

或指定之日起五日內，

組成仲裁委員會，並擇

期召開仲裁會議，於三

個月內作成仲裁判斷

書，必要時得延長三個

月，並以一次為限。 

仲裁委員會逾前項

期間未作成仲裁判斷書

者，仲裁程序視為終結，

當事人得逕行提起民事

訴訟。 

 一、本條新增。 

二、有關組成仲裁委員會

及召開仲裁會議，參

考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三十一條規定，應明

定其期間。另為快速

有效解決雙方當事人

間之爭議，仲裁委員

會應於一定期間內作

成仲裁判斷書。爰於

第一項予以明定。 

三、仲裁委員會未於第一

項期間內作成仲裁判

斷書者，為免影響當

事人權利，仲裁程序

應即視為終結，當事

人得逕行提起民事訴

訟。爰於第二項予以

明定。 

第五十五條之三 

當事人應於仲裁會

議召開後一個月內，向

仲裁委員會各自提出一

定數額之授權條件費

用，交由仲裁委員會擇

一作成仲裁判斷。 

當事人之一方未於

前項期間內提出授權條

件費用者，仲裁委員會

得以他方當事人提出之

授權條件費用作成仲裁

判斷；雙方當事人均未

提出者，仲裁程序視為

終結。 

仲裁委員會作成仲

裁判斷後，應於十日內

作成仲裁判斷書，報由

中央主管機關送達雙方

當事人。 

雙方當事人於仲裁

 一、本條新增。 

二、仲裁之目的在於快速

解決爭議並使授權條

件費用盡量接近市場

價值。爰於第一項明

定當事人應於一定期

間內各自提出一定數

額之授權條件費用，

交由仲裁委員會擇一

作成仲裁判斷，不得

另定其他授權條件費

用，可使提出接近市

場價值之授權條件費

用之當事人獲得有利

之仲裁判斷。且雙方

當事人為獲得有利之

仲裁判斷，會提出較

接近市場價值之授權

條件費用，因此雙方

當事人授權條件費用

差距會更加接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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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進行中和解者，應

將和解書報仲裁委員會

及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仲裁程序即告終結；其

和解視為當事人間之契

約。 

助於和解之成立。 

三、為促使當事人提出授

權條件費用以快速解

決紛爭，爰於第二項

明定當事人之一方或

雙方當事人未於第一

項期間內提出授權條

件費用之處理方式及

效果。 

四、仲裁委員會作成仲裁

判斷後，應盡速作成

仲裁判斷書，以確定

雙方當事人間之權利

義務。參考勞資爭議

處理法第三十五條規

定，爰於第三項明定

作成仲裁判斷書之期

間及其送達。 

五、雙方當事人於仲裁程

序進行中得為和解，

參考勞資爭議處理法

第三十六條規定，爰

於第四項明定和解書

之備查及仲裁程序之

終結，並明定和解之

效力。 

第五十五條之四 

仲裁委員會所作成

之仲裁判斷，於當事人

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

有同一效力。 

對於前項之仲裁判

斷，當事人得準用仲裁

法第五章之規定，對於

他方提起撤銷仲裁判斷

之訴。 

 一、本條新增。 

二、雙方當事人就其爭議

交付仲裁，經作成仲

裁判斷者，應有確定

力，除符合提起撤銷

仲裁判斷之訴之情形

外，不許當事人再行

爭執，以能有效解決

爭議。參考勞資爭議

處理法第三十七條第

一項規定，爰於第一

項明定仲裁判斷於當

事人間，與法院之確

定判決有同一效力。 

三、仲裁判斷如具有法定

得撤銷之情形者，應

許當事人爭執以保障

其權利。參考勞資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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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處理法第三十七條

第三項規定，爰於第

二項明定當事人得提

起撤銷仲裁判斷之

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