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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促進中日通訊傳播科技交流，日本交流協會透過其台北事務所

邀請本會劉副主任委員於本（95）年8月6日至12日考察其通訊傳播

科技與法制。為擴大考察成效，另奉准由本會吳主任秘書嘉輝、廣電技

術處溫簡任技正俊瑜隨行考察

本次考察案，計參訪日本總務省、財團法人國際通信經濟研究所

（RITE)、東京調頻廣播電台(FM Tokyo)、日本電報電話公司(NTT)及所

屬重點分支機構(NTT DoCoMo、NTT 研究所、NTT Data) 、日本放送協會

(NHK)、全國FM放送協議會 (JFN)、日本民間放送聯盟 (NAB)、東京鐵

塔(Tokyo Tower)、名古屋電視塔(Nagoya TV Tower)等十餘個通訊傳

播機構，分別就其組織運作成效、第3代(3G)行動通信與無線寬頻接

取(Wi-Fi、WiMAX)服務之規劃開放計畫、廣播電視頻率執照核換發情形

及廣播電視電台節目與廣告管理、FM 廣播電台策略聯盟營運情形、廣

播電視節目與廣告自律規範與審議委員會組織之運作情形、廣播電視

共同鐵塔設計使用及結合觀光與商場之營運模式等進行考察。

由於事先妥善規劃擬考察機構，並向各接受考察單位預提考察重

點項目及問題，在該協會細心的安排聯繫下，使本次考察成果至為豐

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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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赴日考察通訊傳播科技與法制成果報告

一、前言
為促進中日通訊傳播科技交流，日本交流協會透過其台北事務所邀請本會

劉副主任委員於本（95）年8月6日至12日考察其通訊傳播科技與法制。

為擴大考察成效，奉  主任委員核准由劉副主任委員率吳主任秘書嘉輝、本

會廣電技術處溫簡任技正俊瑜隨行考察。本會於今年 7月28日接獲日本交流協會

之正式邀請函後，隨即辦理出訪事宜。

本次考察案，計參訪日本總務省等十餘個通訊傳播機構，由於事先妥善規

劃擬考察機構，並向各考察單位預提考察重點項目及問題，在該協會細心的安排

聯繫下，使本次考察成果至為豐碩。

二、考察時間、人員及經費

時間：2006年 8月 5日 ～ 8月 13日

人員：劉副主任委員宗德、吳主任秘書嘉輝、溫簡任技正俊瑜 

經費：劉副主任委員部分由日本交流協會支付，隨行人員吳主秘、溫簡正部分（2

人約 30萬）由本會相關預算勻支。 

三、考察機構及考察目的

考察日期 考察機構考察機構 考察目的考察目的

8/6 名古屋電視塔 考察其結合觀光與商場之營運模式

8/7 (財)國際通信經濟

研究所（RITE)

考察其運作成效及其與協助提供總務省相關

研究諮詢功能

總務省地上放送課、

電波政策課

考察日本廣播電視頻率執照核換發情形及日

本廣播電視電台節目內容與廣告時間之管理。

了解日本電波監理方法，設置電波監測站的

情形？對於違法使用電波行為之處罰方式？

8/8 FM Tokyo 了解日本 FM 廣播電台經營狀況，策略聯盟

營運模式、電台節目自製或聯播上限比率規

定？了解日本FM廣播電台數位化之現況

NTT DoCoMo 了解日本 3G行動通信與無線寬頻接取(Wi-

Fi、WiMAX)服務之規劃開放計畫。了解日本廣

播電視與電信事業互跨經營時，執照申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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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NHK 了解 NHK營運情形？民眾拒繳收視費時，如

何因應？NHK 在日本之收聽收視率情形？

NHK經營數位廣播電視業務情形？

NTT 研究所 了解 NTT AT(Advanced Technology )組織

運作情形。

8/10 NTT 考察NTT互動式影音電視( IPTV，VOD)服務

營運情形。

NTT Data 參訪NTT數據通訊業務營運管理情形

8/11 JFN(全國 FM放送協

議會)

了解 JFN成立的緣由？及其經營模式？其節

目與廣告之合作模式情形？在法規上之限制？

NAB(日本民間放送

聯盟)

考察日本廣播電視節目與廣告自律規範與審

議委員會組織之運作情形

8/12 Tokyo Tower 考察其設計使用及結合觀光與商場之營運模

式

四、考察發現與留影

(一)電信及主管機關部分

1. 財團法人國際通信經濟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Telecommunications 

Economy, RITE)：

1967年成立，職員僅79人，資本額約 NT2.6億。主要接受總務省委託從事通

信經濟之研究，特別注重國際通信政策之研究，強調政府與產業間互動、政府政策

穩健發展及資訊通信整合研究之重要性，是總務省      WLAN  、無線電頻率、廣電數位化

等通信傳播政策的重要諮詢機構。

理事長高原耕三甫於去(2005)年自總務省退休轉任。該所人力不多，卻能定

期發行「海外電氣通信」月刊，翻譯並彙整各國通信政策白皮書，並蒐集各先進國

家通信傳播法規，迅速翻譯發行，提供政府與產業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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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E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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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通信研究部

電波利用調查部



RITE 重要的出版品

RITE發行的「海外電氣通信」月刊，及翻譯彙整各國通信政策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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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察發現—NTT
NTT直接間接擁有456家公司的股權，資本額 87.3億美元。

主要的子公司有 NTT DoCoMo, NTT Data, NTT AT, NTT Communications, 

NTT East, NTT West。 

參觀NTT AT(研究所)時，發現一項高速影音檢索系統，可以輸入影音的片段  ，

藉由波形去分析比對出現的位置與出現的次數及長度，可以用在刑事鑑識或廣告

時間的長度計算，不過一套軟體要價約 500萬台幣，未來將視預算允許下研議引

進使用。

本次考察NTT，主要著重在VOD與 IPTV 方面的策略。我們發現日本非常著重

基礎建設，積極推廣光纖到府  (FTTH)  政策，2006年 3月已有 546萬個FTTH訂戶，

ADSL亦有 1452萬訂戶。

NTT經營VOD的模式，與本會要求中華電信公司(CHT)提供開放平台政策完

全契合，NTT      被限制只能經營傳輸平台，供      Content Providers      使用，  NTT      不能直

接經營   Content      業務  (  但子公司可以經營，並提供在      NTT      平台上  )。訂戶端可以經

由有線電視網路或 IP定址兩種模式提供收視。

透過現場DEMO的 STB進行VOD及 IPTV選台，絲毫不會覺得有中斷或停格的

現象，主要關鍵在於其高速的光纖迴路。

NTT的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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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TH 引進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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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察發現--總務省地上放送課

日本廣播頻率之開放係依據電波法(Radio Law)第6條，由日本總務省以公告開

放辦理，如果申請者在兩人以上者，則以比較審議方式核配。執照效期為5年，到期

前3-6個月內申請換發。基於公共利益與確保民主發展，廣播電台原則不准任意買賣，

但如果能符合：不妨害公共安全與道德規範；無政治偏見；新聞報導不扭曲事實；

報導爭議性事件時能儘可能地多面向平衡報導者，總務省可以考慮多重擁有廣播電

台。

依據放送法第  3-3  條，電台應訂定自律規範，電台節目之製播應遵守自律規範

規定。換言之，實質內容之規約，包括錯誤報導之更正、廣告時間之長度、節目內容之

審查等，主要透過業者自我管理。由於總務省不是獨立的管制委員會，無處分權與行

政調查權，所以只能以行政指導的方式進行管理，監督節目內容。

真正發揮自律機制的機構是「BPO」、「BRC」等委員會，處理民眾申訴案件之審議。

依據放送法第  4  條，如有民眾權益受到侵害，任何人均得向電台要求更正，電台應即

進行調查，並在節目中更正或道歉，並負損害賠償責任。

依電波法第4條規定，總務省或民眾有向警方檢舉非法使用電波之義務，根據

總務省官員陳述，目前並沒有非法電台，只有違法加大使用功率的問題，每年約有

300  多件的處分案。

日本目前有53家大功率FM電台（除京、阪、神等大都會地區可以有1-3台外，餘

一縣一台為原則）。

社區廣播電台(Community Broadcasting Station)之設置情形：起源於1992年，

以提供民眾接近使用廣播電台為目的，可以播放商業廣告。功率在     20W   以下，小區

域廣播，經總務省同意者尚可設置轉播站。使用之頻率為  76-90MHz  範圍內，與  NHK  頻

率和諧共用為原則。核配之方式，是由總務省派出的分支機構視各鄉鎮市需要，辦理

開放與審查，採先到先用(First Come, First Served)原則核配使用頻率。截至目前，

已核准設立  193  個社區廣播電台，主要設置於東京、名古屋、神戶、北海道等大都會地

區。

日本至今仍無設立JCC(類似我國的NCC)的打算。日本雖曾討論改採拍賣方式核

發執照，但基於  3G  高額價金，使業者經營陷入困境的教訓，故決定不採用拍賣方式

發照。

日本對於傳播內容的管理基於以下四大原則：不得違背公序良俗、應維持政治

立場中立、不得歪曲報導、探討意見對立或爭議性議題時，應注重平衡報導。放送法並

未規範節目自製比例及廣告時間的長短，而是由業者自行訂定自律規範，自我管理。

電台可以基於市場機制參與策略聯盟，聯播節目，換照時，並不會因為參與策略聯

盟而受到阻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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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察發現--總務省總合通信基盤局--電波部--電波環境課

設立電波監測系統(DEURAS, DEtect Unlicensed RAdio Station)， 用來監測

非法使用電波頻率行為，目前共設有340個監測站，系統架構與功能，類似於本會電

波監測站之設置。

數位廣播電台可以直接作Datacasting，不需申請電信執照，目前仍在試播中。

有關FM電台之開放，過去曾採行業界自行協調整合的方式，總務省代表說不知道，

JFN代表則說確實曾採行過，但這是Under table的協調過程，無法找到書面資料，

提供我國參考，不過協調過程相當冗長且複雜，十幾年來未再使用。日本的收視聽調

查，目前由民間的Video Research公司在作調查，提供給電視業者等相關團體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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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播部分

1.考察發現-- Tokyo FM (T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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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省的資訊電信白皮書 與總務省受訪代表合影



於1970年成立，使用 FM 80.0MHz，功率10 KW，資本額約NT 4億元，

員工170人。在東京地區另設有兩個轉播站，涵蓋人口數約 3900萬人口 。

Target Audience為20-30 歲的上班族與駕駛人，是日本最受歡迎的電

台，也是經營最好的廣播電台。日本的FM 頻段是 76 – 90 MHz。Tokyo 

FM 於2003 年10月，曾參與數位廣播的試播，目前正等待總務省公告開

放數位廣播頻率。

 

2.考察發現—NHK 部分

為一個獨立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為了不受特定勢力何團體干預，提供公正、

高品質節目內容，必須保證其財政的自主性。廣播法明令禁止NHK播出廣告，所以NHK

的經費來源有96﹪來自收視費（約NT1720億），其預決算制度，由NHK編妥送總務大

臣彙整後，送國會審查。但自從民眾資訊獲得來源多元後，出現部分民眾拒繳收視費

情形，據NHK代表表示，針對這種情形，NHK正積極因應中。於1964年成立，資本額約

NT:2000億，擁有 9個 電視頻道（類比*4,  BS*3, HD*1, 數位電視*1），及 4個 

廣播頻道(FM*2, AM*1, SW*1)。根據NHK 提供的Video Research 收視率調查資料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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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富士電視台收視率第一，NHK第二。自2003年2月起，ISDB數位電視開播，2006  年

4  月起，開始提供行動電視之接收服務，目前日本可以收到  7  個行動電視節目頻道

(NHK*2 +   民營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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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察發現—JFN與 JFNC部分

1975年，日本10餘個廣播電台為了節省節目製作成本，提昇節目收聽率，由

Tokyo FM 發起成立。目前共有38家FM廣播電台聯合組成JFN組織，並共同出資籌組

JFNC公司；JFN的董事，也是JFNC的董事，Tokyo FM的股權占36.45﹪。JFNC會員，每

月分別繳納  350  萬，  50  萬日幣，作為節目製播費與節目傳送費，使得好節目可以散佈

到其他各縣市。聯盟電台得自行視需要選擇JFNC所製播之兩套節目之任一部分節目進

行聯播，各地區FM電台平均有40-50﹪的節目是聯播JFNC的節目，每個電台大致上還

都保有  20-30  ﹪  的自製節目， 以保有其自主性。大部分加入JFN的電台，都在3-5年內

就能達到收支平衡。JFNC 廣告營餘的60﹪將依投資比例回饋到各電台，營運狀況極

為良好，EPS達到8252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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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N的放送標準大多直接引用民放連的標準。日本的廣播電台採「一縣一台」的政

策，只有少數的縣市會有2家以上，如果其中一個電台已經加入JFNC，則另一家就不

得再加入聯播，以避免節目內容相同，頻率無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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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N 的38個聯盟電台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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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發現—JFNC 的組織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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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察發現—NAB部分

成立NAB的目的：

提升廣播倫理、透過廣播電視事業增進公共福祉、處理一般廣播電視業者之共通

性問題。民放連，1951年成立初期只有16家，至2005年已達203家業者加入，其中包

含AM、FM大功率電台、FM社區電台、短波、衛星廣播電視、無線電視等業者，為一社團

法人。

為促進媒介自律及尊重媒介編輯自由，放送法規定業者應自訂節目製作基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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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送基準，各電台為了便利起見，紛紛加入民放連，並遵照「民放連放送基準」製播

節目、組織審議會、接受民眾反映意見。預計2011年7月終止地面類比廣播之播送。

日本的CATV及衛星電視業者並未加入民放連，他們各自成立協會組織，並自訂

放送基準、籌組自律組織，報送總務省核備。

考察發現—NAB—BPO

「NAB理事會」，由廣播電視業者及相關業界以外選出之「理事長」及日本放送協

會（NHK）及日本民間放送連盟（民放連）所選出8人以內之「理事」組成，並選任評

議委員。

BPO  由  NHK  及民放連加盟公司所組成，財源由  NHK  、民放連加盟公司及民放連籌措。

「事務局」，受理觀眾之意見或申訴後，將內容向委員會報告並協助各委員會進行審

議。事務局由專務理事、理事（事務局長）、各委員會調查承辦人、觀眾服務承辦人等

組成。

BPO  會員之電台若因廣播倫理等問題，接獲各委員會指謫時，須在一定期間內

向委員會提出具體改善策略報告書並公佈。BPO為隸屬於NAB下之提升廣播電視倫理、

與節目品質機構，為確保廣播電視言論及表意之自由，同時維護收聽收視者之基本

人權，處理民眾申訴有關廣播電視問題，特別是人權及青少年與廣播電視新聞播報

方面問題，以獨立第三者立場，迅速、確切處理問題，以提升廣播電視之正確性及

倫理為目的。

BPO組織下設有三個次級委員會，分別是「放送番組委員會」、「放送與人權委員

會(BRC)」、「廣播電視與青少年相關委員會（青少年委員會）」，個別獨立運作。各委

員會之委員，由廣播電視業者及相關業界以外之有識之士  8  人以上組成之「評議委員

會」選出。BPO受理陳述時會有兩個重點：  1.  有無損害名譽？   2.  是否引起誤解。

考察發現-- NAB--BPO - BRC

放送與人權委員會—當申訴人及電台間互不相讓時，站在申訴人立場進行審理，

提供並公佈見解或規勸，以救濟廣播電視侵犯人權。BRC由評議委員選出有識人士委

員(8人以上)組成。BRC審理之對象，為與個別節目之廣播法令、節目基準相關重大申

訴案件，特別是與侵犯人權相關之申訴案件。審理之原則：1.因個別之節目所衍生之

人權侵害。2.申訴人與電台間無法達成共識時。3.播出日起3個月內向電台提出申請，

且1年內向BRC提出申請。4.原則上，由人權受害當事人或直接之利害關係人提出申請

5.其他法院爭訟中、要求損害賠償者、對NHK及民放連加盟公司以外之廣播節目之申訴

則不予受理。

考察發現--放送番組委員會放送番組委員會

廣播電視節目委員會由有識人士與廣播電視業者共同協議關於節目或廣播電

視倫理之基本態度。由評議委員選出有識人士委員(8人以上)及廣播電視業者委員(8

人以上)組成。會議原則上每月1次，廣播電視業者委員則隔月參加。節目委員會將審

議內容通知廣播電視業者，並視需要，公佈關於節目或廣播電視倫理基本態度之見

解及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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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發現--青少年委員會青少年委員會

由評議委員選出兒童、青少年研究專家、媒體研究者等有識人士7人以上組成。依

據觀眾所提意見，審議有關青少年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基本態度。透過提升青少年節

目品質之意見交換及調查研究，擔任觀眾與廣播電視業者之連結功能。青少年委員會

依據審議見解、審議內容及觀眾之意見概要等公佈並通知該廣播電視業者。

NAB的組織架構

考察發現– NAB-Board of Dir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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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發現– NAB-設立宗旨

考察發現– NAB—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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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發現– NAB--2006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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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發現 NAB 會員--全日本廣電業者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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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發現-- NAB—TV New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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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社  34社(兼營)

V:16    V:32
U:77    V:2



考察發現--NAB—Radio Network

從以下的資料可以發現日本的廣播事業明顯地形成聯播或集團式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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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



民放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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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發現--BPO--申訴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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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發現—N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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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考察發現—NHK

 

45



6. Tokyo Tower
建於1958年，高333米，興建總金額約130億日幣，完全由民間資金自主興建。

上面掛有14個類比頻道（TV*9，FM*5），9個數位頻道，最主要股東依序為東映電影

公司、富士電視公司、TBS、NHK、日本電視、放送電視，Tokyo Tower每年租金收入（含

鐵塔及店租）約20億元，登塔遊覽（150米處820元日幣，登250米者再加600元）的

觀光收入亦接近20億元。目前另一民間團體正於東京市郊籌建新的數位廣播電視塔，

將與Tokyo Tower形成競爭。

Nagoya TV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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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已經有

19 座鐵塔



Tokyo Tower 的營運管理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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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o Tower 的營運管理組織架構圖



五、考察心得

(1) RITE
RITE人力有限 (70餘人)，卻有豐富的產出與發行「海外電氣通信」月刊，值

得本會強化學習。近程目標可以借助電信技術中心（70餘人）或TWNIC人力組成專

案小組，負責新科技與新資訊之蒐集整理，提供各國最新通信與資訊政策發展報

告，即賦予其特定的任務與研究成果，並考慮整合成本會對外發行的期刊。

此外，儘早規劃圖書室，將目前分散於各單位的圖書、出國考察成果資料、

委外研究計畫、訂閱的期刊、統計資料或史料等資產，加以蒐集管理，記錄本會的

歷史與文化。

(2) NTT
確認本會要求中華電信朝開放式多媒體平台的處理方向是正確的。呼籲固網

業者加速FTTH等寬頻網路建設，以建構寬頻網路，及多元通訊傳播服務平台。持續

關注世界各國對電信與傳播互跨經營的趨勢與法制規範。

(3)總務省、、JFN 、、NABNAB
日本的廣播電台不多，一個大都會大約只能收聽到五、六個FM電台，卻沒有

非法廣播電台問題。對於解決地下電台問題，可考慮日本及美國的做法，劃定特定

頻段，增加低功率廣播電台類別，以供其合法經營機會，或規劃一個全國網，供

其協調整合後始發給架設許可。

日本的廣播電視台都可以自發性的策略聯播或聯營，甚至同意以中央廚房

式的製作節目，提供全國各地方電台聯播，比起行政院新聞局時代，一直壓抑限

制廣播電台聯播行為，還在換照時要求電台降低聯播比例，提高節目自製比例明

顯不同，本會可考慮與相關協會交換意見，同意解除管制，回歸市場機制。

日本政府對於廣播電視內容的管制並不嚴格，主要是透過業者及公協會的

的自律規範，本次考察過程，有機會蒐集並了解到日本總務省、NHK、民放連及JFN

等自律性組織所定的節目製作規範與放送基準，及運作模式，對於面對國內媒體

罔顧新聞倫理、亂暴料的惡質化現象，誠然有很大的啟示，未來可以將搜集到的資

料委外翻譯，以作為同仁或業界的參考。

建議比照日本放送法第3-3條，於廣電三法中增訂業者應自訂或透過公協會

訂定節目與廣告製播標準及自律規範，並自行聘任公正人士籌組審議委員會，報

由主管機關核備。審議委員會，負責處理民眾陳訴業者違反自律規範規定者案件，

案件經認定業者應限期改正，期限屆滿仍不改正或道歉者，主管機關得逕予裁處

行政罰等法律條文。

前項委員會的認定發布時，應以聯播的方式，散播全體民眾了解，以提升

民眾的媒介素養。過去國內廣電業者亦訂有新聞、廣播、電視等自律規範，也有新聞

評議會等組織的設立與運作，只可惜缺乏法律授權與規範，到最後都失敗，加上

有線電視與衛星頻道的激烈競爭，且缺乏自律公約，節目品質與新聞倫理問題遂

層出不窮，本會可參照日本等先進國家的管理模式，要求相關電台及公協會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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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列入第二階段修法計畫，推動自律規範之訂定與遵行。鼓勵廣電公協會發行

刊物，作為民眾與產官學界溝通的橋樑

(4)(4) Tokyo TowerTokyo Tower
日本建設廣播電視共同鐵塔已經有50年的歷史，目前全國至少有19座鐵塔

是結合廣電與觀光多重功能，東京地區近期內將有其他團隊推出第二座鐵塔與

Tokyo Tower競爭。國內推動五指山廣電共同鐵塔多年卻尚未能實現，如果政府政

策搖擺，或限於政府財政上的困難無法推動，則策略上建議參照東京鐵塔的興建

管理模式，鼓勵民間自主興建，引進商業機制，甚至開放外資或有經驗的團隊合

作興建，才能早日孕育出台灣第一塔。

六、結論與建議

本會是亞洲第一個成立獨立通訊傳播委員會的國家，本次也是本會成立後，

第一個以官方名義出國考察的行程，本次出訪除宣示本國在通訊傳播監理制度將

邁向新的里程碑外，亦宣揚本國通訊傳播科技與法制上的成就。

本次各受訪單位多對本會有極高之興趣，並表示願意擇期前來參訪，然而，

本會成立初期，各項資源闕如，除了房舍簡陋外，經費亦相當拮据，各項軟、硬體

設施的佈建，如本會的形象廣告，多媒體簡報，本會的文宣品印製等，都需要金

援，希請行政院團隊考慮本會是新成立機關，多給予經費上的寬列，以免從事國

際交往時，損及國家與本會形象。

日本的廣播電台不多，卻沒有非法廣播電台問題；日本的廣播電視台自發

性的策略聯播或聯營，以中央廚房式的製作節目，提供全國各地方電台聯播模式；

日本業者、公協會、NHK、民放連及JFN等自行籌組自律性組織、遵守自律規範，與國

內的廣電亂象相比，誠然有很大的啟示，和改善空間。此外，日本廣電公協會發行

刊物，自我鞭策廣電節目內容缺失，作為民眾與產官學界溝通的橋樑，亦值得取

法。

本次出訪，收穫相當豐碩，劉副主委流利的日語，是拉近彼此距離，對方提

供很多具體寶貴資料的最大功臣；此外，行前考察單位的安排，及擬妥考察焦點

問題並儘早提供給受訪單位，是對方決定安排的單位、層級及人員的關鍵，也間接

決定考察的成功與否。

最後要感謝日本交流協會協助聯繫及安排行程，使本次參訪行程得以圓滿

成功，並感謝  主委同意吳主秘及溫簡正隨同劉副主委赴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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