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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法 :前瞻頻率分享接取

•頻譜配置

• 接軌國際 : WRC-15 頻率規劃趨勢

• 我國前瞻頻率供應計畫

• 頻譜監理

• 國際頻率分享接取趨勢 :FCC CBRS(3.55~3.7GHz) 為例

• 基礎法中前瞻頻率分享接取設計之檢視評估

•結語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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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 WRC-15 (Nov.2015)

對於高於 6GHz 的部分

• 候選頻段 : 統整自 CEP
T, APT, 與 CITEL 等主
要區域性聯盟之提議頻

• 僅單一聯盟支持之建議
頻段未被納入

43.5-45.5 未被WRC-15納入候選

59.3-66 未被`WRC-15納入候選

國際趨勢 : 高於 6GHz WRC-15 IMT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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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Digital Europe 

* WRC ：世界無線電通訊大會，  World Radiocommunication Conferences
* IMT ：國際行動通訊 Internation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對於低於 6GHz 的部分

• 協調出三段全球一致之行動通訊頻譜 

  (IMT band) ，合計 387 MHz

• L-band (1427-1518 MHz)

• 同時兼具容量與涵蓋優點

• C-band 下半部 (3.4-3.6 GHz)

• 適合因應城市地區的容量需求

• 694-790 MHz

• 此次 Region 1 亦認定， 2023 年前維持

  目前廣播用途

   1. 470-694/698 MHz
2. 1350-1400 MHz
3. 1427-1452 MHz
4. 1452-1492 MHz
5. 1492-1518 MHz
6. 1518-1525 MHz
7. 1695-1710 MHz
8. 2700-2900 MHz
9. 3300-3400 MHz
10. 3400-3600 MHz
11. 3600-3700 MHz
12. 3700-3800 MHz
13. 3800-4200 MHz
14. 4400-4500 MHz
15. 4500-4800 MHz
16. 4800-4990 MHz
17. 5350-5470 MHz
18. 5725-5850 MHz
19. 5925-6425 MHz

橘框：全球一致的新增 IMT band
綠框：部分國家或地區的新增 IMT band

694-790 MHz
+

藍字：交通部頻率供應計劃研議之頻段

WRC-15  Candidate IMT Bands

 需要因地制宜有效之緊密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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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趨勢 :低於 6GHz WRC-15 IMT 結論



• WRC-15 公共保護及救災 (PPDR) 頻段決議 (Resolution 64
6)

• 鼓勵各當局在盡量使用已協調的 (harmonized) 頻段作為 PPDR 應用

• 鼓勵各當局進行國家性 PPDR 頻譜的規劃時，考慮 694-894 MHz 範
圍內之頻段 (在 WRC-15 後已為全球一致之 IMT 頻段 )

• 鼓勵相關當局考慮以下已在區域層級得到協調的頻段作為 PPDR 應
用

• Region 3: 406.1-430 MHz, 440-470 MHz, and 4940-4990 MHz

• 鼓勵在國家層級提供更多適當頻譜為以滿足支援增強的數據和多媒
體功能

è 需要考慮我國國情並有效緊密跟隨、結合新科技
之彈性、動態統整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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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防及公共安全所需

* PPDR ：公共保護及救災， Public Protection & Disaster Relief



• 2019 WRC-19 前關於較高頻頻段配置給 IMT 系統先期
討論工作

1) 完成 24.25-86 GHz 高頻段應用於 IMT 系統之相關研究
，包含

• IMT 系統在此頻段運行之技術特性、科技演進與頻譜效率

• IMT-2020 系統的佈建情境以及在高密度都會區 (dense urban area)
及 (或 )尖峰時間的高資料流量需求情形

• 頻譜需求的時間表

2) 完成對以下頻段的共用與兼容性議題的研究

• 現已有配置 : 24.25-27.5 GHz, 37-40.5 GHz, 42.5-43.5 GHz, 45.5-47 GHz, 4
7.2-50.2 GHz, 50.4-52.6 GHz, 66-76 GHz and 81-86 GHz

• 可能額外配置 : 31.8-33.4 GHz, 40.5-42.5 GHz and 47-47.2 GHz

 

è需要對創新前瞻友善之法規環境與頻率政策，供作前瞻
技術、系統 (PoS) 、共用與兼容性、服務與商務 (PoB)
之實驗、測試、評估

緊密跟隨高頻先期研議

6* WRC ：世界無線電通訊大會，  World Radiocommunication Conferences
* IMT ：國際行動通訊 Internation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NCC 提出匯流相關法案
(含電信、頻譜資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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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00 年野村報告

創新前瞻頻譜
配置

創新前瞻頻譜
監理

我國頻譜規劃管理組織與制度

è組織 : 水平對等
  權責 : 垂直交錯分工
  



交通部頻率供應計畫 (2015 年 )

我國已掌握先進國家導入 Spectrum Sharing 、 TVWS(TV White Space) 、
SDL(Supplemental Downlink) 機制及 LTE-U(LTE Advanced in 
Unlicensed Spectrum) 等前瞻頻率共享利用觀念與技術，或開放免執照頻
譜使用頻段 (如 60GHz 頻段等 )，並持續觀察及蒐研該等發展情形，探
究有益提升國內頻譜資源使用效率之規劃方案，例如 :

頻段
(MHz)

規劃內容 預計釋出
時間

預計啓用
時間

候選頻段
※

備註

530-596 除原使用規劃 * 外，可
研究導入 TVWS 共享機
制

- - 是 將評估導入我國之可行性

596-608 除原使用規劃外，可研
究導入 TVWS 共享機制

- - 是 將評估導入我國之可行性

608-698 提供行動寬頻業務使用 - - 是

2300-2400 提供行動寬頻業務使用 106 106 是 需與既設電臺進行協商

3400-3800 提供行動寬頻業務使用 - - 是 將視 ITU 後續決定再作評估規
劃，且需與既設電臺進行協商

* 原使用規劃 : 數位電視

※候選頻段 :係尚未規劃供本
計畫所規範業務使用之頻率

免執照設備使用候選頻段

5150-5250 、 5725-5850 供低功率無線資訊傳輸設備於忍受合法通信干擾之條件下使用

5250-5350 、 5470-5725 供低功率無線資訊傳輸設備於忍受合法通信干擾之條件下使用
，使用本頻段之設備須具備動態頻率選擇功能 (DFS)

57000-66000 供免執照設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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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前瞻頻譜規劃與監理 :
頻段共享接取國際案例

NCC 提出匯流相關法案
(含電信、頻譜資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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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前瞻頻譜
配置

創新前瞻頻譜
監理

資料來源 :100 年野村報告

頻段共享接取國際案例è
 



頻率共享接取基本系統構想

頻譜
資料庫

無線電接取
協調、管理、
最佳化

對原有使用者
的接取保障

分享接取
的和諧運作

分派

接取需求

一般的
授權接取

新商務
模式

政府服務
的提供

頻譜可用資訊
 (偵測、規範、定價、
  限制、既有的需求 )

行動電信
服務

è需要創新前瞻之法規環境與頻率政策，引導或回應
　新產業生態鏈，建立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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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譜活化應用 :頻段共享接取

許可共享接取 -LSA (Licensed Shared Access):
部分品質保證，簡易次級執照申請

頻率接取系統 -SAS (Spectrum Access System):
兼具以上兩特性，兩模式共存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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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閒頻段次級共享使用 -License Exempt (TV White 
Space):
無品質保證，不須執照，須登記並查詢可使用頻段



• FCC Final Rulings, 04/28/2016

• 以 74,000人口普查區為單位 (2000~8000人 /區 ) 

• 區內共用原則：不用則分享 (Use It or Share It)

• 三階層使用者 : 分享使用 3.55-3.7GHz

 

FCC 公民寬頻無線服務 (CBRS, 3.55-3.7GHz) 

Ref.[12] 、 Ref.[13] 、 Ref.[14] 、 Ref.[16]

IA

PAL

GAA

既有主
要業者

Incumbent
 Access

優先次要接取者
Priority Access 

License

一般授權接取者
General Authorized Access

Incumbent Access

Priority Access 
License

General Authorized Access

3550 3600 3650 3700MHz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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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競標 :3
年 10MHz/ 單位
保證量但不指定頻段

登記制

受保護

不干擾 IA

不受保護

裝置、設備、服務均須可於 3550~3650MHz 中彈性運作

頻譜共享使用架構

不受 GAA干
擾

不受干擾



• SAS運作架構 [16]

Ref.[12]、 Ref.[13]、 Ref.[14]、 Ref.[16] 13

頻率接取系統 : SAS

SAS 管理者

ESC 環境感應能力資料庫業者



• 環境感應能力資料庫業者 :Environmental Sensing Capability， ES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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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感測更新保護區段資料



以 CBRS 為例探討「基礎法」促進前瞻分享接取之設
計

NCC 提出匯流相關法案
(含電信、頻譜資源 )

創新前瞻頻譜
配置

創新前瞻頻譜
監理

?

15資料來源 :100 年野村報告

動態 ?

*CBRS: 公民無線寬頻服務， Citizens Broadband Radio Service



基礎設施與資源管理法 : 頻率相關條文

頻譜

管理明文化

第 20條
「…訂定並定期檢討修正頻率分配表及

頻率供應計畫…」 

第 22條 「無線電頻率核配…彈性採評審制、公開招
標制、拍賣制或其他適當方式釋出頻率」

彈性共享

第 20條 免執照共享

第 26條 許可執照共享

第 27條 頻率出租出借

第 28條 頻率使用移轉

第 29條 干擾

回收機制

第 31條

第 32條

Ref.[4] 16

回收、補償機制

廢止核配



SAS
基礎法

共享原則

三階層使用者共用
同一頻段，

use it or share it 

考量共用之品質，該項條文建議或以「主管機關得依頻率使用特性，“在可確保和諧共用的前
提下”，依職權或申請核配二以上使用同一無線電頻率。」

第 26條，不同
使用者共用同頻

段

管制
管制

前瞻頻率分享接取設計檢視 : 共享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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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競標非固定
之 10MHz 頻段

SAS
基礎法

頻率使用權

階層使用概念

1. 目前法規及基礎法中沒有 PAL 此種許可 (licensed) 頻率指配使用模式 
2. 若在基礎法架構下看 SAS ，頻譜是專屬權還是共同擁有權 ?

「特定、專屬」
使用者

管制
管制

前瞻頻率分享接取設計檢視 : 頻率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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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
基礎法

取得頻率模式

22條 : 頻率核配GAA:登記使用

PAL:短期頻率競標

1. SAS 管理者與系統可經主管機關認證後營運
2. 現行拍賣制為釋出經營特許執照，頻譜是被核配給取得特許執照之業者 
3. 特許執照有效期限約 15 年， PAL競標取得 3 年頻譜使用權 
4. 目前頻率使用無「登記制」，惟基礎法第 22條似乎尚有說明之空間

26條 :申請頻率共享

27條 : 頻率出租出借

28條 :申請頻率轉讓

IA: 頻率核配

20條 :免執照共享

主管機關

SAS 管理者

前瞻頻率分享接取設計檢視 : 取得頻率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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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
基礎法

干擾處理

無法協議及專用由主管
機關協調

GAA不受保護、
不得干擾

PAL不可對 IA干擾 

1. 電波監理業務管理辦法第 9條「任何頻率…不得對同等級以上業務之既設合法電臺所提供
之業務造成妨害性干擾。」  

2. SAS ，共享使用者架設的為合法電臺
3. 基礎法及現行法規只針對「既設」合法電臺，沒有階層概念 

IA受保護

第 29條 : 自行協議

主管機關
SAS 管理者

前瞻頻率分享接取設計檢視 :干擾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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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 、 GAA向 SAS 管理
者及資料庫管理者取得可
用頻譜

SAS
基礎法

頻率管理機構

聯邦頻率 :FCC處理 

1. 目前基礎法沒有授權第三方管理頻率，所有權限皆回歸主管機關

2. 如何委託 : 攜碼服務全權委託 1 家 or 開放審查合格之白頻設備業者

3. 立法程續冗長，在此之前是否得以行政程序委託業者執行？

第 26條：得委
託

管制管制

前瞻頻率分享接取設計檢視 : 頻率管理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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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基
礎設施
出租

A: 頻率出
租服務

AB業
者合
作

基礎法：
第 5 、 6條 :明確開放同意電信網路得採取自建、整合自建及他人網路，甚或整合他人電信網路靈活組合之
彈性方式設置 
第 21 、 22條：競標無線電頻率者提出之無線電頻率使用規劃書須符合其想經營之商業模式，也必須達到基
礎法第 18條規定之賦予的義務 
第 27 、 28條：頻率出借、頻率授權

1.競標無線電頻率者可否將標得的頻率
出租或轉賣他事業使用，而不自建或設

置公眾電信網路？ 

2. 此類服務模式雖未規定可行，但也沒
有明文規定禁止。

前瞻頻率分享接取設計檢視 :商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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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頻率分享接取設計檢視 :產業引導
性

SAS
基礎法

共享原則產業引導性

欲引導於專用電
信方式或免照下

分享接取

欲引導產業鏈朝
彈性頻譜運用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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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彈性分享接取為必然趨勢

• 各國電信監理重要課題：促進前瞻頻率分享接取
設計
• 規劃供多樣態彈性共享之頻譜配置

• 以和諧共用方式提升頻譜使用效率

• 具體有效掌握前瞻技術、標準與市場發展趨勢

• 訂定相關法規，營造靈活導入新技術及商務模式的創
新友善環境

• 建置新世代配套之監理系統

• FCC訂定 SAS 之特色與法規配套 :
• 彈性

• 階層共享頻率概念

• 免主管機關核配頻譜

• PAL競標短期、無固定使用之頻譜

• GAA登記制

• 干擾處理

• SAS 管理者

• ESC環境感測能力資料庫

• 引導產業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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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 基礎法中促進前瞻頻率分享接取設計之比較評估

• 評估建議

• 確保和諧共用

• 頻譜專屬或共同分享使用

• 短期競標機制

• 權利及相對應之義務

• 監測、干擾管理系統的商務模式

• 頻譜使用狀況資料庫

• 全權委託 1 家資料庫業者，如攜碼服務

• 依市場機制開放資料庫業者管理，如美 TVWS

• 干擾管理：官民並進

• 頻譜相關拍賣、使用收入依比例提撥經費執行常態性業務

• 加入 License Exempt 等新興彈性運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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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制度問題 : 制衡有餘、垂直整合
不足

•組織權責問題：需整合機關間執行權責調和業務

不足因應快速變遷，作為緊密跟隨者亦恐不可得 !
26

NCC 提出匯流相關法案
(含電信、頻譜資源 )

創新前瞻頻譜
配置

創新前瞻頻譜
監理

資料來源 :100 年野村報告



敬請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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