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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北美地區電信號碼計畫（NANP）係美國、加拿大等北美與加勒比海

地區 19個國家的電信網路所建制的基本編碼架構 ，並由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轄下之北美電信編號協調會 （NANC）協助執行。NANC 則經由

公開招標程序委託 北美地區電信號碼計畫 管理者（NANPA，現階段為美

國 NeuStar公司）以中立第三人身分負責美國、加拿大與加勒比海地區等

國之電信號碼管理業務，並建置及維運北美地區電信號碼管理資訊系統。

北美地區電信號碼管理資訊系統 係將電信號碼管理、需求預測、資

訊通報等作業完全 e化，並採 DMZ雙網網路架構設計，以防制駭客入侵。

另為考量有限頻寬及使用者之便利，對於大批資料之遞送，亦同步開放

e-mail、FTP-site或郵寄儲存媒體等方式，再由 NANPA進行轉檔作業。

我國在電信業務蓬勃發展下 ，電信號碼管理作業日趨繁雜 ，實有必

要建立資訊系統輔助處理 ，以提升管理效能及號碼資源之使用效率 。規

劃時，可參酌北美地區電信號碼管理資訊系統 架構及相關功能，並依國

內現況適度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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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在通訊傳播匯流趨勢下 ，各種數位內容或服務得以在不同之載具或

系統（平臺）上傳輸，除將造成通訊傳播相關產業之整併及通訊傳播服

務及市場之整合外 ，由於網際網路位址難以記憶，使用上便利性不足 ，

電信號碼仍將用於消費者之識別 ，且需求將更為殷切。

電信號碼為攸關公衆利益之社會公共資源 ，為促進電信號碼資源之

合理、有效使用，以維持通訊傳播市場公平競爭 ，並滿足消費者便 利性

之需求，實有妥善規劃管理之必要 。惟現行電信號碼之管理 ，在電信業

務蓬勃發展下，作業日趨繁雜，原有管理方式已不符所需 ，實有必要建

立資訊系統輔助處理，以提升管理效能及號碼資源之使用效率 。

經查，北美地區電信號碼計畫 管理者為善盡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委

託其管理運用於美、加地區等 19國之綜合性電信編碼計畫 -北美地區電信

號碼計畫（North American Numbering Plan，以下簡稱 NANP）之責，於 2004

年引進北美地區電信號碼管理資訊系統（NANP Administration System，以

下簡稱 NAS），就電信號碼資源管理採資訊化管理 。迄今，該系統已成為

北美地區電信號碼計畫管理者、聯邦、州政府主管機關及服務提供者（即

我國第一類電信事業 、第二類電信事業經營者 ）在申請或管理電信號碼

資源時的重要媒介 。

為妥善管理電信號碼資源，確實掌握電信號碼資源之核配 、使用情

況及未來需求，以增益電信號碼資源使用效率 ，促進電信市場之公平競

爭，爰赴美實地考察 NAS，期擷取 NAS成功運行之經驗，作為規劃我國

電信號碼管理資訊系統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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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過程

5月 14日 (星期三)

1. 自桃園國際機場搭乘中華 航空班機出發至洛杉磯。

2. 自洛杉磯轉機至華盛頓 DC Dulles 國際機場。

5月 15日 (星期四)至 5月 19日(星期一)

1. 會晤現行北美地區電信號碼計畫 管理者 -NeuStar 管理階層人員。

2. 聽取 NeuStar 簡介。

3. 考察北美地區電信號碼管理資訊系統

(1) 北美地區電信號碼 編碼規劃。

(2) 系統實際運作模式 ：流程、程序、資料備份、復原方式。

(3) 系統架構：網路架構、實體分群、所需設備等。

(4) 內、外網操作介面：管理者、服務供應商、使用者等介面。

(5) 其他：防制駭客、病毒入侵等議題。

5月 20日 (星期二)至 5月 21日(星期三)

1. 自華盛頓 DC Dulles 國際機場出發至洛杉磯。

2. 自洛杉磯搭乘中華航空班機出發至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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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心得

3.1 北美地區電信號碼計畫

現行運用於美、加地區等 19國之綜合性電信編碼計畫 -北美地區電信

號碼計畫（North American Numbering Plan）係美國 AT&T於 1947年為提

供用戶能輕鬆撥打長途電話所發展出的電信編碼規劃演 進而成。NANP雖

共用者眾，但各參與國之電信主管機關對於電 信號碼資源皆有絕對的支

配權，惟必須共享其電信號碼資源 。這種運作方式，迄今已運轉超過 60

年以上。

NANP編碼格式為 NPA+NXX+XXXX，其中 NPA（Numbering Plan Area

or Area code）為區域碼；NXX為局碼或字首識別碼（Prefix）；XXXX為

用戶識別碼。

本地號碼

(Local Number)

國碼

(CC)
＋ 區域碼（Area Code）＋ 交換機局碼

（Office Code）
＋ 用戶號碼

（Subscriber Number）

國內目地碼

（National Destination Code）

國內(有效)號碼

〔National (Significant) Number, N(S)N〕

國際整體服務數位網路號碼

（International ISDN Number）

圖 3.1-1 NANP 編碼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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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北美地區電信號碼計畫管理者

NANP自 1947年起由 AT&T統籌管理，直到 1984年轉至貝爾系統。

1997年 10月 9日聯邦通訊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以下簡稱 FCC），依北美編號委員會（North American Numbering Council，

以下簡稱 NANC）規約，委託馬丁洛克希德（Lockheed Martin）作為北美

地 區 電 信 號 碼 計 畫 管 理 者 （ North American Numbering Plan

Administration，以下簡稱 NANPA）。嗣後，FCC於 1999年透過公開招標

程序，擇定美國 NeuStar公司作為 NANPA。

NANPA為受託管理北美地區電信號碼計畫 之非政府組織，無涉政策

之決定，並受 NANC的稽核。且為確立 NANPA之中立性，依 FCC 規章

規定，NANPA不得隸屬任何一電信或工業部門 。

圖 3.2-1 NANPA 與 FCC 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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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 NANPA，除依循相關規約及在促進工業發展的指導原則下管理

NANP資源外，更應確保所有號碼資源之使用旨在促使各參與國獲取最大

的利益。因此 NANPA賦予之任務如下︰

1. 指配、收回電信號碼資源：依據 NANP 規劃及相關法規進行區域碼、

局碼及其他電信號碼資源指配及收回作業 。

2. 區域碼耗竭預估及研提解決方案 ：

(1) 與各州政府主管機關在既有機制下，監督區域碼耗用狀況。

(2) 研提區域碼解決方案，並在取得業界共識下引進新的區域碼資源 。

A. 於預估區域碼將耗竭前 36 個月開始規劃。

B. 相關解決方案應於取得各州政府主管機關認可後，送交工業號碼

委員會（ Industry Number Committee, INC ）討論認可後定案。

3. 電 信 號 碼 使 用 及 成 長 預 估 （ Number Resource Util ization and

Forecast data, NRUF）：

(1) 蒐集、研析服務提供者每半年提交之電信號碼使用及成長預估 ，並

研提報告。

(2) NRUF 遍及區域型局碼及全區型局碼 。

(3) 研提相關報告供主管機關擷取使用。

(4) 利用電信號碼使用成長預估 ，評估區域碼耗竭時機 。

4. 通報及研提號碼相關報告 ：

(1) 通報攸關電信號碼相關資訊 ：法規變更、申請程序或流程變更等

(2) 提供電信號碼資源相關報告 ：即時提供電信號碼指配狀況及剩餘容

量、區域碼耗竭解決方案現況 、系統服務品質報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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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北美電信編號計畫管理系統

為善盡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委託其管理 北美地區電信號碼計畫 之

責，北美地區電信號碼計畫 管理者於 2004年引進北美地區電信號碼管理

資訊系統（North America Number Plan Administration System ），就號碼資

源管理、蒐集、研析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之電信號碼使用狀況及成長預估 ，

及 攸 關 電 信 號 碼 議 題 之 相 關 通 告 等 採 資 訊 化 管 理 。 該 系 統 已 成 為

NANPA、聯邦、州政府主管機關 、服務提供者、服務提供者顧問在申請

或管理電信號碼資源時的重要媒介 。據 2007年底的統計資料，NAS已有

1,800名註冊會員，其中 1,400名為服務提供者或是服務提供者受託者 、

80名為聯邦或州政府主管機關官員。更有近 2,800名不俱接取 NAS權限，

但可接收攸關電信號碼議題相關 通告的登錄會員。

3.3.1 NAS 管理範疇

1. 區域碼。

2. 局碼或字首識別碼 。

3. 智慧虛擬碼。

4. 簡碼。

5. 業者識別碼。

6. 其他電信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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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NAS 設計需求

為管理 NANP，NAS設計時即規劃如下 ：

1. 應用程式採網際網路架構 （Web based，如圖 3.3-1）。

2. 系統全年無休。

3. 採雙網網路架構（Dual site，如圖 3.3-2）。

4. 安全性考量（密碼定期更新等）。

5. 透過網際網路連接 。

6. 提供業者與主管機關安全的存取環境。

(1) 使用者含聯邦、州政府主管機關及服務提供者等。

(2) 使用者須登入方得使用 。

(3) 權限控管嚴謹。

7. 依使用者登錄註冊的資料 ，自動補齊填據表格的相關欄位 ，以節省

使用者輸入時間。

8. 確保每一項電信號碼資源狀態的正確性 。

9. 監測所有的申請程序 ，當申請程序失當或不符時 ，自動提醒系統管

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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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應用程式採網際網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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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為了便利 NAS兩大使用族群之一的服務供應者提送相關表格

或資料，因此 NAS提供 3項傳送媒介

1. NAS 全球資訊網內的使用者圖形介面傳送 ；

2. 安全的文件傳輸協議網站（ secure FTP site）；

3. 郵件、傳真或是電子郵件 。

圖 3.3-2 NAS 網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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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

號碼申請

通報系統

號碼使用狀況
及未來需求預估

新需求

擱置

保留

變更

繳回

初始需求

成長需求

初始保留需求

成長保留需求

區域性：局碼管理、NPA釋放規劃、NPA使用現況即其他相關通告等

非區域性：INC規範變更、NRUF、NANPA刊物、NANPA規劃案及其他通告等

新建區域性、非區域性NRUF

調整或刪除區域性、非區域性NRUF

NRUF需求

NRUF報告

區域性及非區域性號碼預估及使用報告

單一業者區域性及非區域性號碼預估及使用報告

使用率小於5%之報告

未繳交使用率之業者清單

圖 3.3-3 NAS 功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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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NAS 使用者管理作業

NAS使用者可區分為外部使用者及內部使用者兩類 。

3.3.3.1 NAS 外部使用者

NAS外部使用者含

1. 服務提供者：經授權可申請或獲配 NANP 號碼資源的實體，如市話、

長途、無線業者。

2. 離線型服務提供者 ：如服務提供者，惟僅能透過傳統郵件 、傳真或

是電子郵件申辦。

3. 美國以外之服務提供者 ：可申請局碼以外之號碼資源 ，及收到攸關

電信號碼之相關議 題通告。

4. 美國聯邦官員：俱檢閱號碼資源相關報告及查詢 、回應攸關號碼收

回作業之意向。

5. 美國州政府官員：同美國聯邦官員權限。

6. 服務提供者顧問：經服務提供者授權辦理電信號碼資源申請業務 。

7. 其他：限讀部分文件及可申請其他號碼資源者 。

8. NANP 通告者：限讀部分文件，無法申請號碼資源者。

9. 公眾資訊網通告參與者：當 NAS 全球資訊網文件更新時，即通告此

類使用者，因此使用者無須帳號密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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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會依外部使用者的種類 ，於登錄註冊時設定不同之權限 ，並提

供下列服務選項供使用者選擇，惟選項內容仍受限於外部使用者的權限。

1. 局碼：可線上申請。

2. 其他號碼資源：如業者識別碼（Carrier Identif ication Code，即國

內撥號選接網路識別碼，以下簡稱 CIC）、簡碼、智慧虛擬碼等，亦

可線上申請。

3. NRUF：可線上提送。

4. NANP 通告系統（NANP Notif ication System ，以下簡稱 NNS）：

可收到攸關電信號碼議題相關資料更新通告 。

5. 收回號碼資源：使用者可線上提送或收到編碼使用確認資訊 。

6. NRUF 報告：提供使用者閱覽或下載特定州的 NRUF 狀況。

7. 局碼報告：下載或檢閱。

8. 其他報告：下載或檢閱。

當外部使用者透過 NAS全球資訊網送出填具完畢之註冊申請單後 ，

若填具資料不全 ，系統將提示錯誤訊息並引導填寫 ；若資料格式及該填

具之欄位確認無誤 ，且成功送出後，系統將提示一追蹤號碼 ，以供使用

者日後查詢申請進度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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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2 NAS 內部使用者

內部使用者計有

1. 主管：掌理 NANPA 一切事務，以確保符合服務契約之內容 。亦可

被指定為 NAS 資深管理者（Senior Administrator）或其他監督者

（other managers）。

2. 登入管理者：NAS 接取管理。

(1) 外部使用者：審核 1外部使用者註冊申請案，如果接獲來自服務提供

者的撤銷帳號申請或重新設定密碼申請 ，管理者亦可以進行變動 。

為了安全考量系統將會於密碼的截止日 （ 180 天）前 10 天通知使

用者進行變動。以下的情況將被否准其申請 ：

A. 資訊不足。

B. 授權不足。

C. 重複登記。

D. 非北美編碼計畫國家要求近用編碼計畫區域規劃文件 。

E. 職業錯誤。

F. 沒有管理者的允許 。

G. 監督者聯絡資訊不正確 。

(2) 內部使用者：負責處理內部使用者的登記申請與修改 。

3. 資深管理者與監督者 ：資深管理者負責指導與分工 ，並稽核各資源

管理者之工作品質 。此外，資深管理者另賦相關任務如下 ：

(1) 指配 NPA。

(2) 局碼事件管理。

1 LA 收到申請單後，將有准予（Approval）、否准（Denial）及補件（Information Needed）等選項

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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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進新的 NPA。

(4) 執行費率中心（Rate Center）的強化。

(5) 引進新的費率中心或是修正現有的費率中心 。

(6) 進行 NAS 修正。

(7) 研提差異（discrepancy）報告

(8) 研提各號碼管理者工作品質評估月報表 。

(9) 研提各收回管理者工作品質評估月報表 。

(10) 研提電信號碼資源使用通報 （Part 4）處理與逾期通知的數量 報

告，並送給相關官員。

(11) 依州別，分別研提每個月的號碼指配情形報告 。

(12) 依 NPA 別，分別研提每個月的號碼指配情形報告 。

4. 資源管理者

(1) 編碼管理者（Code Administrato r，CA）：依相關規定審核經由系

統、傳真、郵寄或 email 收到之電信號碼申請案（ part 1），並據以

准予、否准或擱置其申請 。

(2) 收回管理者（Reclamation Administration，RA）：依相關規定審核

經由系統、傳真、郵寄或 email 收到之電信號碼使用通報 ，並應於

10 個工作天內回覆審核結果，如果到了第 8 天尚未完成，NAS 除

自動將該工作項目標上紅色標籤 ，以提醒 RA 優先處理，並副知資

深管理者。

(3) 收回協調制者（Reclamation Coordinato r，RC）：負責檢視所有的

收回處理過程與確保收回工作能準時完成。其他負責的項目有 ：

A. 必要時，協助處理電信號碼使用通報 。

B. 提報電信號碼使用通報提醒通知 。

C. 提報收回號碼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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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更新收回號碼清單。

E. 提報 FCC 14 天的信函 2。

F. 研提每月終止（Disconnect）清單與信件。

G. 請 NPAC 提報已收回號碼之號碼可攜狀況及尋找新的號碼持有

者。

H. 通報相關官員有關已收回之編碼（內含號碼可攜）。

I. 通知服務提供者關於收回號碼移轉到一個新號碼持有者 。

J. 如果有需要的話，遞送通知給新的號碼持有者關於他們所獲得號

碼的收回情形。

K. 回顧與更新每月 QMP 報告。

L. 要求每季審計報告的產出 ，讓外部的審計者可以檢視 。

(4) NRUF 管理者（NRUF Administrator）

A. 接收、處理與儲存服務提供者遞交之 NRUF 資料（502 表格）。

B. 每一天 NRUF 管理者必須檢視經由 e-mail 遞送的 NRUF 資料。

C. 使有效的遞交書進入 NRUF 資料庫中。

D. 每天針對更新的 NRUF 資料進行錯誤檢查。

E. 傳送 email 通知服務提供者 ，確認完成遞交或是拒絕遞交的

NRUF 資料。

(5) 其他資源管理者（other resource administrator ）：依相關規定審

核經由系統、傳真、郵寄或 email 收到之電信號碼申請案，並據以

准予、否准或擱置其申請 。

(6) 報表管理者：借由 NAS 的協助研提或修改多樣化的報告 。

(7) NPA 規劃者（NPA Relief  planner）：包含所有現有文件遞送服務

（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 ）功能。

2 FCC 14 天的信函郵寄給未通報已使用電信號碼資源者，告知其若未於 14 日內遞交資源使用證明，

NANPA 將收回列於該信函內的電信號碼。因期限定為 14 日，故以其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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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經帳號及密碼確認身份後 ，即可進行除了帳號密碼外之註冊

資料變更作業。若變更作業未涉及公司代碼（Operating Company Number，

以下簡稱 OCN）、獲取客戶名稱縮寫（Access Customer Name Abbreviation，

以下簡稱 ACNA）、電子郵件位址、授權者名稱及管理者登入帳號及變更

NAS服務選項等欄位時 ，系統將自動即時確認 ，反之則須由登入管理者

確認後方得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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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號碼資源管理作業

NANP號碼資源申請流程如圖 3.3-4，依其流程約可細分為遞交申請、

審核、獲配號碼使用確認及號碼 收回作業等 4大項目，謹簡述如下：

1. 遞交申請：

(1) 首次申請：於某特定區域（如費率中心）內之首次號碼申請 。申請

者應檢附

A. 編碼指配申請表（如圖 3.3-5）。

B. 服務提供證明，如州政府開立之證明或 FCC 核發之相關執照。

C. 相關網路將於 60 日內就緒。

(2) 再次申請：於某特定區域（如費率中心）內，獲配之電信號碼使用

效率大於 75%時，得再次提出號碼申 請。申請時，應檢附

A. 編碼指配申請表。

B. 局碼耗用需求表（如圖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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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規定接到否准理由

審  核

否准其申請

遞交申請

核配號碼資源

遞交資源
使用證明文件

收到資源使用證明文件
結束流程

獲配資源已
於半年內啟用

稽核號碼
資源已使用

稽催號碼
資源使用證明

收到稽催

遞交資源
使用證明文件

遞交資源
使用證明文件

收到資源使用證明文件
結束流程

進行電信號碼
資源收回作業

否

是

收到核配通知

是

否

是

服務提供者 資源管理者

圖 3.3-4 北美電信編碼申請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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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 局碼或字首識別碼指配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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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6 局碼或字首識別碼耗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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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獲配資源所對應資料之變更申請 ：針對現存局碼，提供下列資料的

變更申請：

A. OCN；

B. 交換機識別碼（Switching Iden tification）；

C. 費率中心；

D. 長途交換機識別碼 （Tandem Homing CLLI）；

E. 生效日期；

F. LATA；

G. 延長保留等資料。

(4) 繳回號碼資源：流程如圖 3.3-7。

以上作業，皆可採線上進行。線上填寫時，NAS將依使用者登錄之

資料，自動補齊表格上的相關欄位 ，並針對填寫之資料 ，提供基本稽核

功能（輸入資料格式、長度、運算結果等）。遞件成功後，NAS將核配一

流水號並顯示相關訊息 ，以利申請者日後追蹤進度之用 。若申請者欲提

供相關佐證資料，以利號碼管理者准予所請 ，NANPA亦允許申請者採人

工作業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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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可攜准予收回

審  核遞交申請

提供號碼
可攜狀況

提出號碼申請

否

服務提供者 A 資源管理者服務提供者 B NPAC

接收該
門號區塊

是

遞交號碼
可攜狀況

尋找他業者接收
該區塊號碼資源

是

否

1.准予收回服務提供者A繳
   回之號碼資源
2.將前述資源核配予服務
   提供者B

1.核准服務提供者A繳回號
   碼資源之申請。
2.其資源並由NANPA暫管

圖 3.3-7 北美電信編碼繳回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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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審核：

NANPA 編碼管理者受理申請後 ，應於 10個工作天內回應處理結果

（准予、否准、擱置等）。受理期間，編碼管理者須就申請者資格 、申請

內容及申請者於 NRUF提報週期內所提供之 NRUF進行審查，其 NRUF

審查步驟如下：

(1) 確認所申請的局碼資源所對應的 NPA 是否已作為分離（Split3）或

重疊（Overlay 4）之用。當 NPA 作為分離之用，則須依局碼需求申

請日、NRUF 提報週期 5、分離修正日期及施行日期等進行判斷 ，以

決定應對舊制 NPA 或新制 NPA 進行 NRUF 審查。

(2) 若該 NPA 已實施 pooling 6，則 NRUF 實施等級為 NPA 或費率中心

等級，反之則為 NPA 等級。

A. 已實施 pooling

(A) 申請者應於最近一次提報 NRUF 時，就此次申請局碼所對應的費

率中心提報未來需求。

(B) 若未提交 NRUF，但該費率中心因 NPA 分離或重疊之故，而對應

到多個 NPA：

a. 應就相關 NPA 之 NRUF 進行提報。

b. 若未提報，駁回其申請。

3 Split 係指某地區，因電信號碼使用量超出致原規劃 NPA 之使用量，爰以該地區主要道路為分界線，

將該地區一分為二，部分居民之電信號碼採舊制 NPA，另一部分則採新規劃供用之 NPA。區域內採

舊制 NPA 或新制 NPA 係由二區域內居民投票表決。Split 優點為採舊制 NPA 的居民在同一區域內通

聯時，免撥 NPA，但與採新制 NPA 電話號碼的居民通聯時，方須撥打受話方之 NPA。缺點為採新

制 NPA 之區域內居民將無法使用舊有之用戶號碼。
4 Overlay 係指某地區，因電信號碼使用量超出致原規劃 NPA 之使用量，爰引進新規劃供用之 NPA，

惟該地區居民通聯時，不論 NPA 是否相同，撥號時皆得撥打受話方之 NPA。Overlay 優點為不影響

既有用戶保有原用戶號碼之權益。缺點為撥號程序變為繁瑣。
5 NRUF 提報週期為每年的 2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及 8 月 1 日至隔年的 1 月 31 日，計 2 週期。
6 Pooling：為有效利用電信號碼資源，在相關業者軟硬體配合下，將局碼核配單位由 NAPA 設計的萬

門改為以千門，並由 pooling 管理者負責管理。鑑於服務提供者硬體設備新舊不一，現僅要求前 100
大之都會區皆得採 pooling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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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若未提交 NRUF，且該費率中心僅對應 1 個 NPA，否准其申請。

B. 未實施 pooling

(A) 申請者應於最近一次提報 NRUF 時，就此次申請局碼所對應的

NPA 提報未來需求。

(B) 若未提交 NRUF，但該費率中心因 NPA 分離或重疊之故，而對

應到多個 NPA：

a. 應就相關 NPA 之 NRUF 進行提報。

b. 若未提報，否准其申請。

(C) 若未提交 NRUF，且該費率中心僅對應 1 個 NPA，否准其申請。

此外，服務提供者於現行 NRUF週期內所提交的 NRUF資料中，若登

載之 FCC登錄碼名列 FCC局碼執行不力者（delinquent）清單
7
（每日 FCC

皆會更新且發布在 FCC FTP-site），將影響編碼管理者准予編碼申請之決

定。當然，是項稽核功能係由 NAS提供，並將前述服務提供者現所遞交

的編碼指配申請表加以註記以提醒編碼管理者 。

當 NANPA編碼管理者准予其申請時，將發出編碼核配證明（Part3，

如圖 3.3-8）。服務提供者收到編 碼核配證明後，應於 7日內建立或更新帳

務 整 合 系 統 （ Business Integrated Routing / Rating Database System，

BIRRDS
8
），方完成編碼申請程序 。

若服務提供者所遞交之編碼指配申請遭到 NANPA否准，服務提供者

亦可向相關官員提出申訴 。若申請案經官員認可 ，則服務提供者得檢具

編碼指配申請表、官員認可之證明等資料，再次向 NANPA提出編碼申請。

7 NAS 危險信號需求（Red Light Requirement）檢核。
8 BIRRDS 為一資料庫系統，內含 NANP 區域內市話、行動等業者之訊息路由、SS7 話務建立、業者

服務接取路由及訊息費率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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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NANPA將准予指配。

3. 獲配號碼使用確認 ：

服務提供者獲配編碼後 ，若未能於局碼核配日起第 5個月內遞交資

源使用證明文件（Part4，如圖 3.3-9），NANPA將寄出稽催通知，並告知

若未能於指配日起 6個月內啟用，將列為編碼執行不力者名單 ，且獲配

之編碼將予以收回 。

約每個月第 10個日曆天，NANPA就會將局碼執行不力者名單及名單

內個服務提供者之相關資訊轉陳主管機關以取得進一步指示 ，如：延長

啟用期限、接受局碼執行不力者名單或 收回編碼資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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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8 編碼核配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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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9 資源使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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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號碼收回作業：

NANPA 於接獲主管機關「就未遞交 Part4之服務提供者所獲配之電

信號碼進行收回作業」之通知後，收回協調者（Reclamation Coordinator，

RC）須配合辦理事項如下 ：

(1) 收 回 之 電 信 號 碼 已 登 錄 於 帳 務 整 合 系 統 者 （ Bil ling Integrated

Routing and Rating Database System ，BIRRDS）：

A. 預收回之電信號碼區塊內已有號碼攜出（Ported Number）：NAS

將以 e-mail 請求主管機關進一步指示 。

(A) 繼續辦理收回事宜：程序如預收回之電信號碼區塊內未有號碼攜

出（No Ported Number）。

(B) 尋找其他業者接收該電信號碼 ：NAS 將以 e-mail 通知號碼持有

者，主管機關就其電信號碼收回作業之進一步指示 。

a. 預收回之電信號碼係經號碼池管理程序指配 ：RC 檢送該電信

號碼區塊內之號碼攜出狀況，請 PA 尋找其他業者接收該電信

號碼。

b. 預收回之電信號碼非經號碼池管理程序指配 ：RC 檢送該電信

號碼區塊內之號碼攜出狀況，請 NANPA 相關人等尋找其他業

者接收該電信號碼 。

c. 嗣後，若其他業者皆無意願接收該電信號碼時 ， NAS 將以

e-mail 通知主管機關尋求進一步指示（NANPA 應繼續辦理收

回作業或由主管機關尋找其他業者來接收該電信號碼 ）。

B. 預收回之電信號碼區塊內未有號碼攜出（No Ported Number）：

(A) 預收回之電信號碼係經號碼池管理 （ pooling）程序指配（電信

號碼指配單位為千門 ）： NAS 應以 e-mail 洽請號碼池管理者

（Pooling Administrator，PA）於指定時間內中斷 BCR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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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副知 RC。

(B) 預收回之電信號碼非經號碼池管理程序指配（電信號碼指配單位

為萬門）或已接獲 PA 復函：

a. RC 應檢查預收回之電信號碼於 BIRRDS 登錄之狀態，並依

BIRRDS 內 NXD 紀錄適時更新。

b. RC 應於每個月第 2 個工作天，將中斷清單寄給 TRA。

c. NAS 應於每個月第 10 個工作天，以 e-mail 通知名列清單內

之電信號碼持有者，其號碼將隨中斷日期（ disconnect date）

收回。

(2) 收回之電信號碼尚未登錄於 BIRRDS：

A. 預收回之電信號碼係經號碼池管理程序指配 ：NAS 應以 e-mail

洽請號碼池管理者 （ Pooling Administrator ， PA）於指定時間

內中斷 BCR 紀錄，並副知 RC。

B. 預收回之電信號碼非經號碼池管理程序指配或已接獲 PA 復函：

(A) RC 將 清 除 該 電 信 號 碼 於 BIRRDS 上 之 自 動 接 取 分 配

（Automation Call Distribution，ACD）紀錄，並更新 NAS 有

關該電信號碼之收回狀態，俾使 NAS 據以更新可核配之電信號

碼清單。

(B) NAS 以 email 通知該電信號碼持有者 ，其號碼將隨中斷日期

（disconnect date）收回。

依現行 NANP規劃，扣除部分簡碼、智慧虛擬碼等規劃，僅 681組

NPA供用，截至今（97）年 5月 1日止，已使用 374組，僅餘 307組。但

NANPA樂觀預估，剩餘之 NPA將可因應未來 20年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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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0 NPA 核配現況



- 32 - 32 -

3.3.5 電信號碼使用及成長預估作業

現行獲配電信號碼之服務提供者每年須提報 2次電信號碼使用及成

長預 估 （ NRUF）。 提報 方 式可 透 過 NAS 採線 上 遞交 或 利 用 e-mail、

FTP-site、郵寄（Compact Disk或紙本）
9
等。服務提供者若未能於提報週

期內提交相關 NRUF資料，於再次申請電信號碼核配時，將遭 NANPA否

准。

前述提報週期如下 ：

1. 每年的 2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遞交去年下半年的使用狀況 。

2. 每年的 8 月 1 日至翌年的 1 月 31 日：遞交上半年的使用狀況 。

於週期內，服務提供者可隨時新增 、修正、更新及刪除 NRUF。

9 採 e-mail、FTP-site、郵寄方式等方式遞交 NRUF 者，須以制式 502 表填報，相關表格可逕至 NANPA
官網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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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或修正

線上提報電信號碼
使用及成長預估

完成填報

下載電信號碼使用
及成長預估表格

502

審  核

1.系統自動估算號碼資源
   未來需求
2.產生相關報告

流程結束

服務提供者 管理者

遞交

錯 誤

新增

修正

否

是修正錯誤

送出回覆訊息

圖 3.3-11 NRUF 提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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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2 NRUF 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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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1 電信號碼使用狀況提報作業

服務提供者須針對不同的 NPA-NXX（局碼或字首識別碼）進行填報，

若該局碼業經號碼池程序核配則以 NPA-NXX-X作為填報單位。填報時，

並應針對單位內電信號碼使用類別進行分類

1. 已指配至用戶端；

2. 熱號；

3. 保留門號；

4. 老化（Aging）；

5. 系統門號等。

NAS收到服務提供者提報之電信號碼使用狀況資料後 ，將就服務提

供者填報的表格、填報的資料進行審核 ，並就所提報的資料 ，計算出電

信號碼使用率。

使用率＝（已指配至用戶端之電信號碼數 ）/（核配單位數-熱號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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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3 電信號碼使用狀況提報表

3.3.5.2 電信號碼成長預估提報作業

服務提供者須針對不同的 NPA及費率中心（Rate Center）填報每年

電信號碼首次申請 或再次申請之需求預估 ，預估期間為未來 5年。若號

碼需求之區域為已實施號碼池程序 ，預估量則以千門為單位 ，反之，則

以 NXX為單位。

首次申請之需求預估僅能於 5年中選 1年填列，嗣後之需求，應於

再次申請之需求預估中填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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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4  pooling 級電信號碼成長需求提報表_初始需求

圖 3.3-15 Code 級電信號碼成長需求提報表_初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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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收到服務提供者提報之電信號碼成長預估資料後 ，將就服

務提供者填報的表格 、填報的資料進行審核 ，並就所提報的資料 ，計算

出電信號碼未來 5年需求量。

3.3.5.3 NRUF 查詢及報表作業

為利於服務提供者及主管機關加以應用 NRUF資料，NAS並針對電

信號碼使用狀況、成長預估提供查詢及報表功能 ，不過仍有權限限制 ，

且 NAS僅提供服務提供者現行 NRUF報表週期內的資料 ，若要求查詢以

前的資料則須聯繫服務台 （Help Desk）。

此外，NANPA尚須將 NAS之 NRUF資料分送 FCC及各州政府主管機

圖 3.3-16 pooling 級電信號碼成長需求提報表_成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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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10
，及刊登個別 NPA及整體 NANP的耗用分析於 NANPA全球資訊網。

前述分析作業係採 Microsoft Excel分析工具，相關統計資料計有業者

提報之 NRUF、使用現況、過去需求狀況、費率中心電信號碼數等 。

10 各州主管機關僅會收到該州服務提供者提供之 NRUF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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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NANP 通報系統

NANP通報系統（NANP Notification System, NNS）係 NANPA與外界

之溝通管道。每當有關 NANP文件新增、更新，或是申配規定改變、NAS

維修等消息皆靠 NNS透過 e-mail、FTP-site及刊登網頁等方式向登錄或非

登錄的使用者進行通報 。

使用者可以就其權限 ，訂閱相關通報項目 ，當訂閱之項目內容變更

時，NNS即可以 e-mail通知使用者是項變動訊息的超連結 （Hyperlink）。

按通報之種類可分為區域型及非區域型兩類 ：

1. 區域型：

(1) 局碼管理；

(2) NPA 耗竭解決方案；

(3) 其他通告。

2. 非區域型：

(1) 申配規定改變；

(2) NRUF；

(3) NANPA 刊物；

(4) NANPA 規劃文件；

(5) 其他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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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NAS 與其他號碼系統之關係

1. 號碼池管理系統（Pooling Administration System，以下簡稱 PAS）

(1) 當 PAS 庫存組數不足時，將向 NAS 提出以萬門為單位之局碼需求：

現採傳真辦理，刻正研發透過網路自動申請 。

(2) PAS 提出局碼需求預估 ：業者須每月提出號碼區塊使用預估 。

2. 號碼可攜管理系統（Number  Portabili ty Admin. System,  NPAC）

(1) NPAC 由 NAS 取得核配現況。

(2) NANPA 經 NPAC 確認業者繳回之號碼區塊內各門號 NP 狀況。

(3) NPAC 每日透過 e-mail 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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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議事項

1. 儘速規劃、建置我國電信號碼管理資訊化系統

我國在電信業務蓬勃發展下 ，電信號碼管理作業日趨繁雜 ，實有必

要建立資訊系統輔助處理 ，以提升管理效能及號碼資源之使用效率 。為

妥善管理電信號碼資源，確實掌握電信號碼資源之核配 、使用情況及未

來需求，以增益電信號碼資源使用效率 ，促進電信市場之公平競爭 ，應

儘速規劃、建置我國電信號碼管理資訊化系統 。

現行電信法第 20條之 1第 6項雖已授權本會得委託他機關 （構）辦

理電信號碼資源之核配 、調整、收回及其他管理事項 。惟電信號碼資訊

管理系統之建置及電信號碼資源託管所需費用經洽 NANPA表示：

(1) 北美地區電信號碼資源管理 費用由 FCC 成立基金因應，基金來源係

由接受管轄地理區域之電信業者依各家營業額比例分攤 。

(2) NAS 當初建置費用計 500 萬美元 11；另託管電信號碼資源費用計 500

萬美元／ 5 年。

(3) 管理資料量之多寡僅影響 NAS 建置費用之一小部分 。

我國現行在無法源可籌措電信號碼管理 （暫訂）基金下，其委外管

理電信號碼資源費用恐將排擠本會基金運用 。建議仍先由本會同仁自行

規劃、建置我國電信號碼管理資訊化系統 ，以統籌管理電信號碼資源 。

11 若 NAS 須配合電信號碼相關申配作業須知進行修正，由 NANPA 另行報價予 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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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縮小電信號碼核配單位

北美地區電信號碼 在號碼區塊之管理上，百大都會區採 pooling方

式，以千門用戶號碼為核配單位，其他則大多以 block方式，以萬門用戶

號碼為核配單位。相較於我國行動通信網路編碼（即行動業務用戶號碼 ）

核配單位為 10萬門，北美地區在電信號碼零碎資源之使用上更有效率 。

目前我國固定通信網路市內交換機局碼 、智慧虛擬碼等之核配區塊

係採萬門為單位，為有效使用電信號碼資源 ，建議行動通信網路編碼 核

配區塊配合修正為以萬門為單位 ，並在業者交換機設備功能許可下 ，有

關用戶號碼之核配 漸採以千門為單位 。

3. 電信號碼資源管理系統規劃建議

經參酌北美地區電信號碼管理資訊系統 架構及相關功能 ，並考量國

內現況，擬建議我國電信號碼管理資訊系統 可規劃如下：

(1) 基本設計

A. 採網際網路架構，將申請完全 e 化，另對於大批資料之輸入，亦

同步提供 e-mail、 FTP-site 或郵寄儲存媒體等方式 ，再由本會

進行轉檔作業。

B. 採 DMZ 雙網網路架構，以提供安全的存取環境。

C. 依使用者登錄註冊的資料，自動補齊填據表格的相關欄位，以節

省使用者輸入時間 。

D. 確保每一項電信號碼資源狀態的正確性 。

E. 監測所有的申請程序，當申請程序失當或不符時，自動提醒系統

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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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信號碼管理資訊系統 管理範疇

A. 用戶號碼

B. 簡碼

C. 信號點碼

D. 識別碼

E. 行動通信網路碼（Mobile Network Code, MNC ）

(3) 電信號碼資源管理 作業

A. 結合工商憑證管理機制提供線上 認證

B. 評估業者再次申請時檢附之需求預測

C. 結合 NPAC，辦理號碼收回稽核

D. 結合通訊傳播管理資訊系統 ，即時獲得業者營業資訊

E. 未達電信號碼最低使用率稽核

F. 獲配電信號碼自受核配之日起逾 1 年未使用之稽核

G. 以千門為單位之資料庫管理

H. 統計清冊

(4) 電信號碼資訊通報作業

A. 透過全球資訊網公告或以 e-mail 通報。

B. 提供相關資訊超連結。

C. 自動通報業者提供業務相關資訊 。

(5) 電信號碼需求預測 作業

A. 提供業者線上輸入電信號碼使用及成長預估服務 。

B. 提供未來需求預測（相關統計資料計有業者提報之 NRUF、使用

現況、過去需求狀況 …等）。

(6) 電信號碼使用查詢 作業

A. 提供民眾查詢電信號碼區塊核配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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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供民眾查詢個別電信號碼所屬業者資訊 。

附錄：名詞解釋

FCC：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INC： Industry Number Committee

工業號碼委員會由市話網路、長途網路、行動通信業者、協會、NANPA

及州政府官員所組成。主要任務為提出及解決攸關廣大產業的 北美地區

電信號碼資源之編碼規劃、管理、指配及使用，會議採共識決。現行工

業、官員及 NANPA 所使用之電信號碼申配作業規範即由工業號碼委員會

所制定。

NANC：North American Numbering Council

北美編號委員會由 FCC 所資助，主要任務為就電信號碼政策等議題

向 FCC 提出建言。耑此，NANPA 並需定期提報 NANPA 所管理的所有電

信號碼資源現況、區域碼耗竭解決方案、資源耗竭時間表及其他攸關系

統修正、年報、刊物及衝擊電信號碼管理等事件 。

NANP：North American Numbering Plan

北美電信編碼計畫 ，為一運用於美、加地區等 19 國之綜合性電信編

碼計畫。

NANPA：North American Numbering Plan Administration

NANPA 為受託管理北美電信編碼計畫之非政府組織 ，無涉政策之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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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並受 NANC 轄下號碼運作工作小組監管 。且依 FCC 規章規定，為

確立 NANPA 之中立性，NANPA 不得隸屬任何一電信或工業部門 。

NAS：North American Numbering Plan Administrat ion System

北美地區電信編碼計畫管理系 統。

NOWG：Numbering Operations Working Group

號碼運作工作小組為 NANC 轄下工作小組之一，由電信工業成員所

組成，每月定期回顧 NANAP 的績效評量及攸關 NANP、號碼管理議題。

每年並提供 NANC 及 FCC 一份有關 NANPA 的評量報告。

NPA：Numbering Plan Area or Area code

編碼區域或區域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