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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持續深化與蒙古通訊傳播監督委員會（Communications Regulatory Commission of

Mongolia，以下簡稱 CRC）之業務交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主任委

員石世豪率綜合規劃處、通訊營管處及傳播營管處同仁於 2013 年 8 月 14 至 18 日赴蒙古

烏蘭巴托（Ulaanbaatar）進行雙邊交流活動。

本會於 2010 年 3 月與 CRC 簽署「通訊傳播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且於 CRC 來臺期

間進行雙邊交流；隨後雙方即依備忘錄所訂內容，於 2011 年 8 月、2012 年 4 月進行官式

互訪，並參訪通訊傳播相關機構及業者，以加強雙方通訊傳播監理發展經驗與政策方

針之交流。

本年度臺蒙雙邊會議著重於相關資訊分享，主要議題包括：匯流法規之內容架構

與方向、下世代行動通信、電信監理計畫等，以落實執行雙方所簽署之備忘錄；我方另

考量蒙古通訊傳播發展現狀，與蒙方分享「普及服務」與「電信監理計畫」，其中「電信監

理計畫」並含括本會 4G 釋照進度。

石主委等 4 人除拜會 CRC、資訊通信技術與郵政管理局（ICTPA）外，並參訪蒙古

通訊傳播業者 Univision LLC、MobiCom Corporation LLC、Skytel LLC、Mongol TV 等，就當

前產業趨勢、市場發展等事項廣泛交換意見，交流活動圓滿結束。

未來本會將持續強化雙邊交流，與國外通訊傳播機構建立友誼，並瞭解他國政策

及監理措施，據以提升我國通訊傳播服務業監理效能，促進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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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於 2010 年 3 月 29 日與蒙古通訊傳播監督委

員會（Communications Regulatory Commission of Mongolia，以下簡稱 CRC）簽署「通訊傳

播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Communications）」，為臺蒙雙邊通訊監理合作奠定新的里程碑，並約訂未來將由雙方

輪流舉辦官方交流會議，其重要內涵如下：

目的：臺蒙雙方基於各自之法規及職權，共同合作推動通訊傳播之發展。

議題：列舉雙方將加強合作與交流之議題領域，包括「通訊傳播監理政策與法規」、

「無線電頻率監測」、「號碼管理」、「網路互連」及「無線電通訊與釋照」、「多邊

議題」與其他經雙方同意之通訊傳播相關議題。

雙方合作之型式：包括資訊及資料之交流，並建立適當之資訊交流管道；提供雙

方進一步瞭解對方組織架構、法規、政策及作業程序、方法之機會；

促進通訊傳播相關人員、專家及代表團之交流；促成共同研究計

畫、訓練安排及合辦技術研討會、座談會與會議等。

隨後臺蒙雙方即依備忘錄所訂內容進行官式互訪：2011 年 8 月本會由蘇前主委率

團（共 5 人）前往蒙古，與 CRC 及相關主管機關建立官式互訪之雙邊合作，並參訪通

訊傳播相關機構及業者，加強雙方通訊傳播監理發展經驗與政策方針之交流；2012 年 4

月 CRC 副主任委員 Mr. BATTOGTOKH Osorkhuu 率團來臺，與本會就通訊傳播競爭、內

容監理及電波頻率管制等議題進行交流，並進行相關參訪行程。

臺蒙雙方基於備忘錄，體認發展通訊傳播服務對於促進貿易、技術交流及雙方經濟、

社會、文化發展極具重要性，因此在平等、互惠與互利原則下安排本次交流合作會議，

由本會石主任委員世豪率綜合規劃處、通訊營管處及傳播營管處同仁共 4 人（以下簡稱

本團）於本（2013）年 8 月 14 日至 18 日前往蒙古烏蘭巴托，與 CRC 等相關主管機關建

立官式互訪之雙邊合作，並參訪通訊傳播相關機構及業者，以加強雙方通訊傳播監理

發展經驗與政策方針之交流。

本年度臺蒙雙邊會議著重於相關資訊分享，主要議題包括：匯流法規之內容架構

與方向、下世代行動通信、電信監理計畫等，以落實執行雙方所簽署之備忘錄；我方另

考量蒙古通訊傳播發展現狀，與蒙方分享「普及服務」與「電信監理計畫」，其中「電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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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計畫」並含括本會 4G 釋照進度。

本次國際會議之主要效益，除可強化對蒙古通訊傳播法規及市場之瞭解，擴大我

國相關業者之海外商機和合作機會外，同時藉由官式交流合作之平台，並透過蒙古與

其他國際組織之參與，可增益我方爭取國際空間之機會；另協助蒙古推動通訊傳播進

一步發展，亦可展現我方貢獻國際社會之意願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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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蒙古與我國關係、資通訊背景簡介

一、蒙古之國際關係

蒙古曾經是橫跨歐亞的大帝國，版圖舉世無雙，擁有輝煌的歷史；目前國土面

積 156萬 4,116平方公里，約為臺灣的 43 倍，是被中國大陸、俄羅斯兩大鄰國包圍的

一個亞洲  內陸國家，首都為烏蘭巴托。

1997 年 1 月蒙古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亦是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及

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組織之成員，並享有美國最惠國待遇，共有 26個國家給予優惠

關稅（GSP），其紡織品外銷美國、日本或歐盟等國家均無配額限制。

蒙古於 1996 年簽署為解決國家與他國投資爭端之華盛頓公約（The Washington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the  State  and  Nationals  of

Another State）、首爾投資保障公約（Seoul Convention on Investment Insurance）等，並

於 1999 年成為世界銀行多邊投資保證機構（ The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MIGA) of the World Bank Group）一員。

目前蒙古已經與 78 個國家簽署貿易協定，與 19 個國家簽署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與 31 個國家簽署相互投資保障協定。近幾年來，引進外資一直是蒙古促進國內經濟

發展之重要政策，與其他國家的合資企業日益增多，其中以中國大陸最多，其次是

加拿大、韓國、俄羅斯等。

二、蒙古與我國政府之外交、經貿交流事務

2002 年 6 月 4 日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以「烏蘭巴托臺灣貿易中心」名義於

蒙古成立了辦事處，同年 9 月我國駐蒙古代表處也於烏蘭巴托設立，臺蒙雙方自此

展開了密切的經貿交流活動；目前我國廠商每年皆組團前往蒙古參加各種商展，雙

方也多次派遣代表團進行互訪並舉辦經貿商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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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其他的蒙古廠商是透過臺灣貿易中心的協助，與我國廠商接洽，甚

至直接到我國從事商務考察。儘管我國出口蒙古之產品金額遠高於進口金額，但蒙古

並未因而對我國進口產品設置貿易障礙，或者提出平衡雙方貿易逆差之要求。

三、蒙古與我國政府其他部門簽署之備忘錄

（一）我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與蒙古標準暨度量衡局（Mongolian Agency for 

Standardization and Metrology, MASM）於 2005 年 1 月 12 日簽署「標準化、度

量衡及符合性評估合作瞭解備忘錄」。

（二）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與蒙古公平交易局（Unfair Competition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Mongolia, UCRA）於 2007 年 3 月 15 日簽署「臺蒙競爭法合作

瞭解備忘錄」。

（三）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蒙古科學院（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於

2007 年 8 月 21 日簽署科學合作協定，並召開雙邊合作工作會議，確立雙

方未來的合作模式。

（四）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蒙古教育文化科學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and Science of Mongolia, MECS）於 2007 年 8 月 24 日簽署科學合作

協定。

（五）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於 2011 年 8 月 16 日至 8 月 19 日組團赴蒙古訪問，

並於 8 月 17 日簽署「中華民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與蒙古國法務及內

政部移民署間有關移民事務與防制人口販運合作瞭解備忘錄」，將有助於

增進臺蒙雙方實質外交關係、移民領域合作、共同打擊跨國犯罪與防制人

口販運等事項。

4



四、本會與 CRC 簽署「通訊傳播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歷程

（一）2009 年 2 月 17 日：CRC 來函，擬與本會進一步加強雙邊合作關係。

（二）2009 年 3 月 23 日：回復 CRC 表達本會感謝之意，並告知本會綜合企劃處

聯絡窗口，以利建立實務面溝通管道及接洽後續事宜。

（三）2009 年 6 月 8 日：本會將草擬之備忘錄送請 CRC 參考，其內容主要係載

明雙方合作主體（本會與 CRC）、範疇、形式、協調窗口之指定及合作指導

委員會之設立等事項，雙方以意見、資訊、技術、經驗等交流活動進行合作。

（四）2009 年 7 月 10 日：CRC 原則同意本會所提備忘錄草案內容（僅提出 2 項

文字修正意見）；本會請駐蒙代表處代為詢問洽簽備忘錄地點之意見

CRC 同意組團來台洽簽。

（五）2009 年 9 月 11 日：依我國條約及協定處理準則之規定，函請外交部協助

檢視備忘錄草案之內容。

（六）2009 年 10 月 16 日：將備忘錄草約進行報院程序，並依行政院意見修改

部分中文文字內容後，於 11 月 17 日獲行政院同意在案。

（七）2010 年 1 月 14 日：CRC回復來臺洽簽時間為 3 月 29 日，並希望我方能安

排部分國內光電及資通訊單位之參訪行程。

（八）2010 年 3 月：CRC 主任委員 Mr. BOLDBAATAR Bat-Amgalan 率團訪華，

於 3 月 29 日與本會完成備忘錄簽署儀式，並與本會各業務處進行意見交

流，於 4 月 1 日完成所有參訪行程返國。

（九）2010 年 4 月 29 日：完成「通訊傳播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報院核備。

（十）2011 年 8 月：由本會蘇前主委蘅率團前往蒙古，與 CRC 及相關主管機關

建立官式互訪之雙邊合作，並參訪通訊傳播相關機構及業者，加強雙方

通訊傳播監理發展經驗與政策方針之交流。

（十一）2011 年 11 月：本會監理處相關業務人員赴蒙古參與「蒙古數位廣電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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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加強基層人員技術經驗之交流分享。

（十二）2012 年 4 月：CRC 副主任委員 Mr. BATTOGTOKH Osorkhuu 率團來臺，

與本會就通訊傳播競爭、內容監理及電波頻率管制等議題進行交流，並

進行相關參訪行程。

五、本會成立至今與蒙古政府其他單位之交流

（一）經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安排，蒙古公平交易局（UCRA）一行 7 人

於 2008 年 3 月 27 日上午 10 時拜會本會，由綜合企劃處代表接見，主要

議題為瞭解我國電信自由化。

（二）為瞭解我國有線電視管制措施及競爭議題，蒙古公平競爭及消費者保護

局 （ Authority  for  Fair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of  Mongolia,

AFCCP）於 2011 年 3 月 22 日下午 3 時拜會本會，由綜合企劃處、營運管

理處代表接見。

六、蒙古之電信發展

（一）蒙古電信自由化歷程

蒙古於 1999 年開放電信基本服務（含市內電話、長途電話、行動電話

等），另基於 WTO 服務協定，於 2001 年 1 月解除國際電話服務之獨占

情形； 同時為順應國際電 信自由化 之潮流 ，也推動 蒙 古 電 信公司

（Mongolia Telecom）民營化，因此目前蒙古之基礎電信、加值服務市場

皆無設置限制。

Skytel LLC 於 1999 年 7 月開始運用類比方式提供行動電話服務，於

2001 年 2 月第一次引進 CDMA（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技術，展

開數位化行動通信服務，隨後又提供簡訊、語音信箱等多種無線資訊服務

為了加速推動通 訊發 展政 策， 蒙古 政府於 2002 年公告開放第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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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全球行動通訊系統）業者

進入市場競爭；該經營權競標結果於 2003 年 1 月 30 日揭曉，由蒙古電信

公司獲勝。

（二）資通訊政策

1. 導言：蒙古國會與政府決定將資通訊技術列為高度優先事項，認為發展

資通訊科技，是蒙古在 21 世紀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主要工具及催化劑，

因此致力建置電子化政府，鼓勵人民參與國家活動，以減少官僚主義並

奠定資訊化社會之基礎。

2. 法律與政策架構：蒙古資訊通信技術與郵政管理局（ICTPA）負責所有資

訊與通信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以下簡稱 ICT）

政策，協調並執行政府的發展策略；為建立適當的政策、法律及監管框架，

2001 年通過修訂通訊法，2002 年設立 CRC 監督管理通訊傳播市場，2003

年 1 月核准「中期戰略發展資通訊技術」及「E政府總計畫」，2005 年 10 月

展開「電子蒙古國家計畫」。

3. 開發人力資源：蒙古政府已將資通訊技術納入教育課程，並發展遠距離

教學，擴大培訓人數。

4. 支持商業、民營企業發展：建立適當的管制架構，改造電信網路之基礎骨

幹，創造良好的環境以利商業、民營企業發展。

5. 實現「電子蒙古國家計畫」之遠景：「電子政府」的主要措施係利用資通訊

技術，建立以市場為基礎、以結果為導向的政府部門（包括中央及地方行

政單位），並建立蒙古公民中心，同時加強社會各階層廣泛應用資通訊

技術，建立資訊及知識為基礎的社會，俾成為亞洲地區排名前十位的資

通訊技術領先國家。

6. 配合世界貿易組織：自 1997 年 1 月蒙古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後，始終

保持自由貿易制度與電信產業自由化，並於 1999 年及 2002 年進行一系列

的相關法律修正，以符合世界貿易組織之協定。依據通訊法，蒙古已設立

普及服務義務基金，可提供偏遠及農村地區更多的電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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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交流行程與拜訪機關  (  構  )  介紹

一、行程概要

本次前往蒙古出席通訊傳播雙邊交流合作會議，出國期間自台北時間 2013 年 8

月 14 日至 8 月 18 日止，行程如下：

日期 活動內容

8 月 14 日 （啟程）

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泰國航空，經韓國仁川國際機場，轉乘

大韓航空前往蒙古烏蘭巴托。

【地點：台北 → 首爾 → 烏蘭巴托】

8 月 15 日 1. 拜會蒙古通訊傳播監督委員會（CRC）。

2. 拜會蒙古資訊通信技術與郵政管理局（ICTPA）。

3. 參訪 CRC 無線電監測站（Radio Station）。

【地點：烏蘭巴托】

8 月 16 日 1. 參訪 Univision LLC。

2. 參訪 MobiCom Corporation LLC。

3. 參訪 Skytel LLC。

4. 參觀Mongol TV。

【地點：烏蘭巴托】

8 月 17 日 1. 再與蒙古通訊傳播監督委員會（CRC）會晤。

2. 與駐烏蘭巴托台北貿易經濟代表處會晤。

【地點：烏蘭巴托】

8 月 18 日 （返程）

於烏蘭巴托國際機場搭乘大韓航空，經韓國仁川國際機場，

轉乘泰國航空返國。

【地點：烏蘭巴托 → 首爾 →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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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蒙古通訊傳播監督委員會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提升通訊傳播業者之服務品質，改善發照程序等，蒙古國

會於 2001 年通過修訂通訊法（The Mongolian Communications Law），建立了現代化

之立法環境，並依據該法於 2002 年設立通訊傳播監督委員會（CRC），委員會由總

理任命的7個委員所組成，任期為 6 年，其組織架構如下：

CRC 之使命：將蒙古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並具有國際競爭力之國家。

CRC 之核心價值：致力於追求公平、透明及效率。

CRC運作指導原則：有遠見、公開、即時、專業、負責及優質人力資源。

CRC 主要職掌：負責制訂相關法規，監督和管理通訊傳播市場，包括：競爭議

題、網路互連、固定通信、廣播傳輸、電視傳輸、衛星傳輸、技術標

準、無線電頻率之管制及分配、普及服務、發照、裁罰或撤銷執照

等，以確保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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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蒙古資訊通信技術與郵政管理局

蒙古政府於 2004 年 10 月 20 日設立資訊通信技術管理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uthority，以下簡稱 ICTA），為促進 ICT 的廣泛應用及持

續成長，爰於 2009 年 1 月 19 日將 ICTA改制而成資訊通信技術與郵政管理局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Post Authority，以下簡稱 ICTPA），負責

制訂 ICT 技術標準與發展策略，其目標是建立蒙古成為資訊化社會，以提高國家競

爭優勢及人民生活品質。

蒙古與韓國友好，因此 ICTPA 和 KCC（Korea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韓國

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2010 年 5 月 25 日簽署資訊通信技術與廣播合作備忘錄。

ICTPA 與 CRC 相關監理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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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RC 無線電監測站

蒙古於 1934 年開始發展無線電（radio）業務，主要為通信及視訊服務；當時大

部分是為了要與國外親戚聯繫而使用無線電通信，同時應用於國際新聞的接收與傳

遞訊息等。自 1967 年開始使用電視，並陸續設置電視台。

蒙古政府先設立通訊中心，然後才成立無線通訊管理局。通訊監測系統於 1995

年開始建置，十分注重專業技術；另於 2002 年 CRC 正式成立之後，在委員會組織架

構中亦設置監測中心，每年皆更新或增建部分設備，以利電波監督、監理技術與設備

標準各方面均維持國際水準。

2009 年蒙古與世界銀行共同實施合作計畫，先設置可監理固定電台之設施，而

後再續建可監測移動電台的設備。本次參訪的無線電監測站已建置 2 年，當初選址條

件係海拔較高及郊外偏僻地點，目前已發展成為 IPTV（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

網路協定電視）、無線電視台（如 SKYSPACE TV天空電視台）及有線電視的聚落。

五、Univision LLC

Univision 公司為蒙古聯合電信公司（Mongolian Unitel LLC）100%投資的子公司，

主要業務為 IPTV、網際網路及電話服務。

該公司 IPTV 業務提供蒙古本土頻道與國際電視頻道（含高畫質頻道），內容相

當豐富，頻道單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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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服務方面，則提供光纖到府，並藉由 GPON（Gigabit-capable Passive Optical 

Network）技術支援Wi-Fi 服務。此外，該公司固定通信服務（市內電話）提供烏蘭巴

托最便宜的通話資費，以及穩定的通話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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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MobiCom Corporation LLC

MobiCom 公司是由蒙古 Newcom Group、日本住友商事株式會社及 KDDI株式會社

合資，於 1996 年 3 月 18 日成立，為蒙古最大的行動電話公司，並提供網際網路及寬

頻、網路基礎設施、企業解決方案等服務。

MobiCom 公司獲得蒙古第一張全球行動通訊系統（GSM）執照，在 2009 年推出

3.5G 服務，已經建置了覆蓋蒙古全境的行動電話網路，擁有50 家分公司、1,950 家經

銷商、1 萬 3,280 家手機經銷商，目前用戶數超過 130 萬；該公司還擁有 8 家子公司，

包括：Newtel、Mongol Content、UlusNet、MobiNet、Most PSP、MobiFinance、Grapecity

Mongolia 及 NewFund。

七、Skytel LLC

Skytel LLC 是韓國 SK Telecom、Taihan Electric Wire 與若干蒙古企業於 1999 年 2 月

合資成立的行動通信公司，其股東歷經更迭，至 2010 年底，韓國 SK Telecom 以 258

億韓元（約 2,270 萬美元）的價格出售其所持有 Skytel 公司之全部股份，由 Sun Clay

Group 等現有蒙古股東接手之後，該公司終於成為 100％的蒙古企業。

此外，Skytel 公司自 2001 年 2 月起開始經營 CDMA IS-95B系統，並於 2006 年與

中國大陸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為全球第五大電信設備製造商）合作，隨

著技術的一日千里，其即時多媒體傳訊（Instant Multimedia Messaging, IMM）應用可

完全支援手機電視等 3G 業務之高頻寬需求，目前已成為蒙古最大的 CDMA 行動網

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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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會談紀要

一、蒙古通訊傳播監督委員會

（一）日期：2013 年 8 月 15 日上午

（二）CRC 代表

Chairman and CEO：Mr. BALGANSUREN Batsukh

Director General and Secretary of the Commission（Justice, Inform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Mr. NARANMANDAKH.T

Director General（Regulatory Department）：Ms. Uhnaa TAMIR

Head Officer（Radio Frequency Regulatory and Monitoring Department）：

Mr. AMGALAN Zandraa

Chief engineer（Radio Frequency Regulatory and Monitoring Department）：

Mr. ENKHBOLD Chimegdorj

Lawyer（Justice, Inform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Mr. Tumur UUGANBAT

Officer of Foreign and Public Relations（Justice, Inform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Ms. Tsend-Ayush MUNKHZUL

Quality of Service and Consumer Protection（Justice, Inform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Ms. OYUNTSETSEG Gurbazar

（三）駐烏蘭巴托台北貿易經濟代表處代表

代表：楊心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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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秘書：陳欽彥先生

（四）會談重點內容

首先 CRC 主任委員 BALGANSUREN Batsukh 對本團表示歡迎，且非常珍惜此

一官式互訪活動，能有機會向台灣學習，同時也感謝台北貿易經濟代表處楊代表

之協助。本會石主任委員則感謝 CRC 在平等、互惠與互利原則下安排本次交流合作

會議，並表示我國與蒙古在通訊傳播發展方面有若干相似之處（如：4G 皆採用歐

規系統），雙方經驗交流將有助於監理效能之提升。

然後由 CRC 處長 NARANMANDAKH.T 提出簡報，包括：蒙古的地理環境、歷

史、政經現況、ICT 監理架構、CRC 組織與職掌、通訊傳播市場發展現況等（請參閱

附件三）；本會傳播營管處林科長大景接著介紹本會，包括：本會成立過程、我

國通訊傳播市場現況、重要議題（如：無線電視數位轉換、推動數位匯流、有線電

視數位化）等（請參閱附件四）。

與 CRC 分享「普及服務」是本次會議重點之一，隨後即由本會通訊營管處林簡

任技正慶恒簡報我國普及服務制度及成果（請參閱附件五）。林簡任技正首先介

紹臺灣的基本背景資料，包括：本島地形、人口分布、國民所得、偏鄉與山區位置、

民眾使用寬頻上網情形，以及我國固網、行動寬頻上網、整體寬頻上網趨勢等市場

現況，接著說明我國電信普及服務制度與運作，包括：成立普及服務虛擬基金、

普及服務委員會組成、各年度普及服務費用與分擔方式、推動寬頻上網修法、偏鄉

寬頻上網推動方式等，同時簡介我國有線電視普及服務制度與建設成果，並說明

我國政府已在 2012 年「i-Taiwan」計畫編列 16億美元的經費，推動國家資通訊發展

計畫各項期程目標與方案，更深入闡述其中各項關鍵要素之推動情形以及數位匯

流發展方案各項應用服務的推展狀況。

而後林簡任技正揭示我國推動寬頻普及服務之上位政策目標，強調其核心價

值係確保偏鄉地區民眾對於語音及數據服務之電信近用權，讓全體國民得以相同

價格享有相同品質之電信服務，爰透過電信法規範課予業者電信普及服務的各項

義務，並由政府成立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進行管理，每年電信事業

繳交之普及服務基金平均約有 2,700 萬美元；從 2007 年開始推動「村村有寬頻」計

畫迄今，已在全臺佈建超過542 公里以上的光纖電路，本會先在 2007 年完成 46個

偏鄉的寬頻服務建置，並自 2008 年至 2012 年完成 220 個山區部落的寬頻建置，以

一步一腳印之精神，紮實地推動普及服務。為滿足偏鄉視訊、多媒體及電子商務之

需求，本會提出偏鄉寬頻升速 12 Mbps 之四年計畫（2012～2015），預計至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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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Mbps高速寬頻涵蓋率可達 95%。

林簡任技正表示，普及服務是一項紮根工作，本會人員深入臺灣每一個角落，

除了必須克服高山地形障礙之外，亦需時時面臨山崩、地震、颱風等天然災害的侵

襲。經過多年來的實踐，已展現寬頻普及服務的成果，例如：偏鄉地區的小朋友

可以利用網路資源搜尋最新資料作為教材，也可以應用各項遠距教學，同時還可

讓偏鄉或部落地區的長者進行各項網路教學課程，更可延伸遠距醫療的服務範圍

此外，普及服務亦可強化我國電子化政府的服務觸角，使其更深入民眾的生活，

更徹底實現普及服務的目標。

經過林簡任技正深入淺出地介紹我國普及服務制度及成果後，獲得 CRC 與會

人員一致的讚賞與肯定。CRC 表示蒙古自 2006 年開始成立普及服務監理的基金會，

針對較大的通訊業者按營業額 2%收取規費成立普及服務基金，補助偏僻地區的

通訊網路建置費用；當時蒙古 391 個縣中有90 多個縣沒有通訊服務，CRC 也與世

界銀行共同實施合作計畫，建設偏鄉的通訊網路；2009 年普及服務業務即移由

ICTPA負責執行，截至目前為止每一個縣均可提供電話服務。

與 CRC 分享本會 4G 釋照進度是本次會議之另一重點，因此再由本會綜合規

劃處紀專門委員效正簡報我國 4G 釋照作業（請參閱附件六）。紀專門委員表示，

為讓我國民眾享受更快、更好的行動寬頻上網服務，本會已受理 7 家業者所提申請

案，於完成審查及公告合格競價者後，即開始進行競價作業程序；此次釋照作業

共計釋出 700、900 及 1,800 MHz等 3 個頻段之 270 MHz頻寬，是我國自 1996 年推

動電信自由化以來，單次釋出頻率資源規模最大的一次，也是近年來行動通信服

務市場最受囑目的事件之一，將影響著我國往後數 10 年間之電信服務市場。

紀專門委員接著強調，為使競標者熟悉整個競價作業流程及使用電子報價系

統，本會已於 2013 年 7 月 25 日舉行競價作業流程說明會，並讓競價者實際演練

報價作業共 5回合；依說明會結束後所作問卷調查（發放數 74張，收回數 61張，

回收率為 82.43%）得知，受訪者在電子報價系統介面友善程度、競價作業穩定性、

內容安排具實用性、對了解競價作業有幫助及對競價作業更有信心等項目，均有

很高的滿意度，顯示電子報價系統確有助於競價者決策參考。由於行動寬頻業務

競價作業事項皆準備妥當，應可提供競價者在競價作業時依自身經營策略及需求

獲得所需頻率；本會已於 2013 年 8 月 8 日公告，將自 9 月 3 日起於本會濟南路辦

公大樓舉行行動寬頻業務競價作業，預計於 2013 年 12 月底前完成釋照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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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蒙古資訊通信技術與郵政管理局

（一）日期：2013 年 8 月 15 日上午

（二）ICTPA 代表

Chairman（Commissioner of CRC）：Mr. JADAMBAA Tsagaan-Uvgun

（三）會談重點內容

蒙古是 ITU（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國際電信聯盟）會員，已

於 2011 年舉辦多場國際會議，並於烏蘭巴托 Songinokhairkhan區設置國家數位資

料中心，以處理及保管全國國家安全資料。蒙古在 ICT 方面似已趕上世界潮流，其

實由於方才歷經政黨輪替，部分政策重新調整，許多建設尚待加強，寬頻佈建即

是起步較晚的重點工作之一；ICTPA 表示，已擬具相關計畫，希望在最短時間內

完成全國寬頻之佈建。

ICTPA希望能藉由臺灣經驗（如：數位轉換、產業升級）促進蒙古之技術發展，

以及許多方面的合作，像是 2010 年從臺灣引進多功能且便宜的筆記型電腦，對蒙

古中小學教育就有很的大幫助；日後 ICTPA仍將持續鼓勵民間團體與我國展開多

方面之交流合作。

三、CRC 無線電監測站

（一）日期：2013 年 8 月 15 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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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RC 代表

Director General and Secretary of the Commission（Justice, Inform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Mr. NARANMANDAKH.T

Head Officer（Radio Frequency Regulatory and Monitoring Department）：

Mr. AMGALAN Zandraa

Chief engineer（Radio Frequency Regulatory and Monitoring Department）：

Mr. ENKHBOLD Chimegdorj

（三）會談重點內容

本團就我國監測相關經驗及問題，與 CRC 無線電監測站人員進行意見交流。

烏蘭巴托地形平坦，只要 4 個監測站即足以完成監測工作；而臺灣地形複雜，高

山又多，容易造成電波監測死角，需要建置許多監測站才能定位找出干擾源（目

前我國共設置 15個共頻譜監測站、18 個固定定向站、6個行動定向站）。

有關取締地下廣播電台方面，臺灣多山，大部分地下廣播電台便藏身山區，

利用無線廣播電台中心頻率間之保護頻帶發射廣播訊號造成鄰頻干擾；本會使用

兩個以上之固定定向站或行動定向站，偵測出干擾源訊號，再以三角定位原理畫

出 2條以上直線交叉處，即可找出干擾源。蒙古也有地下廣播電台干擾問題，惟因

幅員廣大，防不勝防，所以並未強力取締。

蒙古於中國大陸、俄羅斯邊界均有廣播鄰頻干擾或行動電話同頻干擾等問題，

刻正與兩大鄰國協調解決中；而我國亦有中國大陸廣播電台在金門、馬祖地區同

頻干擾問題，目前正積極協調中國大陸主管機關解決中。

我國金門、馬祖外島地區尚有臺灣海峽中線行動通信溢波問題，造成民眾行

動電話自動選擇中國大陸行動通信業者基地台訊號之情形，產生巨額漫遊費用；

去（2012）年本會代表我國與中國大陸工業和信息化部商談通訊傳播合作事宜，

已將此議題列入討論，解決方式為我國與中國大陸行動通信業者降低基地台訊號

功率，或降低行動電話與基地台電波行進時間參數（T.A值），原則上相互間電

波涵蓋以不超過臺灣海峽中線為準。

本團另介紹本會研發飛航頻道即時遙測干擾偵測模組，利用公眾交換網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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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將聲音傳回監測中心，配合電波定向站可迅速比對出干擾源，不需前往

干擾現場即可掌握現場狀況，並即時排除對航管頻道之干擾。最後，本團邀請該

監測站人員明（2014）年參訪臺灣的電波監測站。

四、Univision LLC

（一）日期：2013 年 8 月 16 日上午

（二）Univision LLC 代表

Manager（IPTV Division）：Mr. Orgil.T

（三）會談重點內容

首先 Univision 公司向本團介紹其行動上網及衛星電話宣傳車，該宣傳車功能

齊全，對於業務推展有很大的助益。

由於 Univision 公司提供烏蘭巴托地區高品質的固定通信服務，本團爰與該公

司代表分享我國固定通信業務發展情形。目前我國境內固網業者共有 4 家，包括：

中華電信公司、新世紀資通公司、臺灣固網公司及亞太電信公司等；固網業務發展

迄今，中華電信公司一枝獨秀，2012 年底資料顯示，該公司市內網路用戶數占有

率高達 94.99%，幾乎為獨占狀態，在長途網路營收方面亦高達 76.63%，其他業者

均無法與中華電信公司競爭；即使是在其他業者大有斬獲的國際網路營收方面，

中華電信公司仍然占有54.03%的比率。從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第 10條規

定來看，不論是市內網路用戶數或長途與國際網路營收，中華電信公司皆為主導

業者。

另有關臺灣整體電信市場之發展情形，4 家固網業者於 2012 年底完成語音門

號的建置數已達到 1,892 萬 8,420 門 （新進 業 者占 163 萬 1,050 門 ，比例為

8.62%），寬頻上網埠的建置數已達到 451 萬9,639 門（新進業者占 1 萬6,608 門，

比例為 0.37%）。我國的電信服務整體營收，2012 年為 3,881億元，達到歷年來的

新高點。

另有關 IPTV 方面，我國目前有 2 家業者，分別是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多媒

體內容傳輸平台（簡稱 MOD，Multimedia on Demand）及威達雲端電訊股份有限公

19



司VeeTV。Univision 公司之數位電視則有 3 種頻道套餐，IPTV 相關資費如下：

【註：蒙古貨幣為圖格里克（tugric），依據 2013 年 8 月 15 日匯率，

1 美金合 1562 圖格里克，1 新台幣約合 52 圖格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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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MobiCom Corporation LLC

（一）日期：2013 年 8 月 16 日上午

（二）MobiCom Corporation LLC 代表

Director（Corporation Strategy Planning Division）：Mr. SHIJIR Enkhbayar

CEO adviser（Corporation Strategy Planning Division）：Mr. DUGARMAA Ider

Regulatory Affairs Officer（Corporation Strategy Planning Division）：

Mr. MUNKHBAT Duusuren

Senior specialist（Corporation Strategy Planning Division, Regulation Affairs 

Department）：Mr. BUYANTOGTOKH Chanrav

（三）會談重點內容

首先由 SHIJIR Enkhbayar 處長介紹 MobiCom 公司，內容包括：公司概況、8 家

子公司簡介、業務項目、獲獎紀錄、2G 及 3G覆蓋範圍、ICT 關係架構等（請參閱附

件七）。

MobiCom 公司是蒙古最大的行動電話公司，因此本團與該公司代表分享臺灣

電信事業發展情形。迄 2013 年 2 月底，我國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執照總計有 103

張，其中固定通信綜合網路業務經營者有 4 家、2G 業務經營者有 3 家、3G 業務經

營者有5 家、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1,900兆赫）業務經營者有 1 家、無線寬頻接

取業務經營者有 6 家、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經營者有 62 家；第二類電

信事業經營者（包括網際網路接取、語音單純轉售、網路電話及其他加值服務等）

總計有 453 家，其中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經營者（ Internet Access Service Provider,

IASP）有 211 家。

另有關行動通信業務方面，目前我國的行動通信市場計有 2G 業務、無線電叫

人業務、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1,900 MHz）或稱 PHS（Personal Handy-phone

System）、3G 業務以及無線寬頻接取業務（Wireless Broadband Access, WB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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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Skytel LLC

（一）日期：2013 年 8 月 16 日下午

（二）Skytel LLC 代表

CTO：Mr. BATJARGAL.SH

Director（Technical Planning Division）：Mr. BATMUNKH.TS

Radio Network Planning Engineer（Network Planning Department）：Mr. 

Gulmira.Kh

（三）會談重點內容

Skytel 公司目前掌握蒙古四分之一的行動通信市場，擁有 43 家分公司，超過

4,000 家零售商遍布全國，用戶逾 50 萬人，為蒙古第二大的行動電話公司。本團與

該公司代表分 享 我 國 資 通 訊 之 國際評比表現 ， 依 據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最新公布的「全球資訊科技報告 2013」，我國網路整備度

（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 NRI）排名為全球第 10 名、亞洲第 2 名；該報告的主

題為「超連結世界的成長與就業」（Growth and Jobs in a Hyperconnected World），延

續去（2012）年「超連結」主題，並從競爭力、發展與就業的角度剖析，我國政府所

採取的政策對 ICT 技術之投資已轉化為實際利益，臺灣持續推動數位化政策，已

使 ICT 發展普遍滲透到整個社會（使用第 15 名，影響第 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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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及建議

一、本次雙邊交流合作會議的行程相當緊湊，本團獲益良多，只可惜時間稍短，因此還

有許多尚待探討的議題、值得參訪的單位無法排入行程。如果未來類此官式互訪活

動能夠多一些時日，臺蒙雙方必有更充分的瞭解，彼此將會有更多增長；倘若行

程時間不便延長，或可增加交流頻率（不以一年一次為限），或可派遣基層人員

出訪（如：2011 年 11 月本會監理處人員赴蒙古參與數位廣電論壇），皆有助於雙

方之經驗分享。

二、蒙古為典型大陸性氣候，四季分明，冬天氣候嚴寒，烏蘭巴托即有「世界最寒冷首

都」之稱，因此無論政府或民間，皆把握夏天氣候溫暖之際大興土木；本次拜訪的

若干機關(構)也正在進行工程，一路上建築房舍、修補道路的景象亦比比皆是。其實

除了趁夏季趕工之外，蒙古的各項建設原本就在積極進步當中（GDP 成長率曾在 2

位數以上），特別是在 ICT 方面的發展更是日新月異，這應該歸功於蒙古政府的

用心擘劃（如：將 ICTA 改制為 ICTPA，並成立 CRC，以提升政策制訂、監理作業

之效率）。

三、蒙古擁有輝煌的歷史（成吉思汗的肖像隨處可見），蒙古人也喜歡談論歷史、強調

傳統，但是蒙古同時讓人感覺是一個很年輕的國家，那是因為有許多年輕人擔任

政府高級官員或民間企業高階主管，衝勁十足，並且具備專業能力，他們將帶領

著蒙古快速發展。

四、為引進新技術並促進國際合作，蒙古在國際間相當活躍，始終積極參與國際組織，

例如 2011 年主辦 ITU 國際研討會，值得我國借鏡。

五、蒙古人有禮、好客、待人親切，本次交流活動可明顯感受到 CRC 的細心安排，十分周

到，讓人賓至如歸，相關細節頗值得我國接待外賓時學習。

六、為了如期於 2014 年 7 月 31 日完成數位轉換工作，蒙古刻正積極發展數位內容，相

關製播及儲存設備皆已數位化，自製高畫質電視節目指日可待。

七、近幾年來蒙古著重礦業開採，經濟大幅成長，因此政治上重視產值，並擬訂若干重

大計畫，且為推展國際經濟合作機會，蒙古政府保障境外投資；我國許多高科技

產業應該可以與蒙古合作，互蒙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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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相關附件

附件一：雙邊交流活動剪影

臺蒙雙方人員於CRC合影留念

（由左至右依序為ENKHBOLD Chimegdorj科長、NARANMANDAKH.T處長、Uhnaa TAMIR

處長、CRC主任委員BALGANSUREN Batsukh、石主任委員世豪、我國駐蒙代表楊心怡、紀

專門委員效正、林簡任技正慶恒、林科長大景、Tsend-Ayush MUNKHZUL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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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C處長NARANMANDAKH.T（左1）介紹蒙古ICT監理架構

本會林簡任技正慶恒（右1）介紹我國普及服務制度及成果

本會紀專門委員效正（左1）介紹我國4G釋照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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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蒙雙方人員意見交流

本會石主任委員世豪與CRC主任委員BALGANSUREN Batsukh互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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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參訪CRC無線電監測站（Radio Station）

本團與CRC無線電監測站人員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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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主任委員測試Univision LLC行動上網及衛星電話宣傳車

本團參觀Univision LLC頻道監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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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參觀Univision LLC頻道監控中心

石主任委員致贈紀念品予Univision LLC經理Org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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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聽取MobiCom Corporation LLC簡報

石主任委員致贈紀念品予MobiCom處長SHIJIR Enkhbay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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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參訪Skytel LLC

本團聽取Skytel LLC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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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參觀Skytel LLC頻道監控中心

石主任委員與Skytel LLC人員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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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參觀Mongol TV

石主任委員、紀專門委員與Mongol TV人員於主控室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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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CRC 網站介紹臺蒙雙邊交流合作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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