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核定、災害應變、災後復建及災損通報，皆係本會

災防重點工作。災害防救工作成功與否仰賴各單位通力

合作，跨部會合作或是縱向連繫通報支援，不論是在災

前預防、災害應變或是災後重建階段，都是決定災害損

失降低或擴大的重要關鍵因素。

（作者為基礎設施事務處技正） 

▲
 參考資料  

1. 災害防救法

2.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網頁http://www.cdprc.ey.gov.tw/cp.aspx?n=AB16E46

4A4CA3650&s=97ED16B8B0435D35

圖1 中央災害防救體系組織架構

圖2 中央至地方防救體系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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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電信網路為國家資訊化的重要基礎設施，行動

寬頻網路扮演電信網路中的重要構件，隨著科技的持

續演進，在可預見的未來，行動寬頻網路將成為通訊

主流，在智慧型手機高滲透率帶動全球行動上網需求

下，行動數據訊務量預期將大幅成長，躍升為經濟資

訊流通及交易的重要通道。

當網路與無線技術結合時，使用者不必被侷限

在固定空間就能上網，帶來方便性更勝以往，然而，

眾人沉醉於行動寬頻網路的迷人之處時，卻很容易忽

略潛藏的安全危機，既有有線網路仍遭受許多安全威

脅，更遑論行動寬頻網路以空氣為介質傳輸訊號，若

有心人士不著痕跡蒐集空中傳遞的封包資料，將造成

行動寬頻網路在安全上更多不可忽視的危機。

相較於2G與3G等傳統行動通訊系統，新一代4G

通訊系統－LTE之網路架構最大的變革在於扁平化與IP

化，基於行動寬頻網路設計架構，基站系統與核心網

路之間若無完善安全控管與保護，未來可能成為各種

不法攻擊的途徑，造成通訊上的安全疑慮，由於基站

是通訊節點上，使用者所連接的第一道接取設備，也

是整個行動寬頻系統中，僅次於使用者裝置，數量最

多的網路元件，這種情況突顯了行動寬頻基站系統資

訊安全管理的重要性。欲解決這些安全威脅，國際間

已有不同資訊安全組織持續推動資安標準，因此，本

文就資安發展趨勢與行動寬頻LTE/SAE安全架構演進需

求，探討行動寬頻基站系統資訊安全，以提供國內相

關產業及主管機關做為參考。

二、國際資安發展趨勢

多年來，國際電信聯合會（International Telecom-

munication Union, ITU）電信標準化部門（ITU's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Sector, ITU-T）一直

積極參與電信和資訊技術安全研究，負責制定無線通訊

標準與分配無線頻譜等工作。在其建議書X.8051中，建

立不同面向安全議題的統一詞彙表，提供一般性通訊系

統安全框架模型。將該模型套用於行動寬頻網路，在安

全框架體系基礎之上，建立有效的評估指標體系，通過

對指標參數的評價確定系統安全等級，從而形成較完整

實用的評估準則與方法。因此，本文將列舉國際三大標

準：ITU X.805通訊系統安全框架、資通訊產品國際標準

ISO/IEC 15408共同準則與美國聯邦資料處理標準

FIPS140-2進行介紹。

（一） ITU X.805通訊系統安全框架

ITU-T X.805旨在建立電信網路體系安全框架，安全

框架模型的定義基於層級和平面兩個主要概念。安全層

級討論端對端網路的網路元件與系統安全要求，區分基

礎設施層、服務層和應用層之安全要求；安全平面討論

5大要求 排除基站安全疑慮

從國際資安發展趨勢，論行動寬頻基站安全要求
█  蔡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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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中實施活動的安全性，定義了管理面、控制面與終

端用戶面，說明三種網路中受保護的活動，分別討論與

網路管理活動、網路控制、信令活動與終端用戶相關的

安全需求，透過該框架劃分電信網路中各項安全觀點，

提供全面、端對端網路的安全全貌，可以應用於任何網

路技術（例如無線、有線、光纖網路）以及多種網路

（例如服務供應商的網路、數據中心的網路、政府網路

等等），確保涵蓋所有跨層交錯的威脅定義，最終具體

用途可以應用於所有電信網路產品類別。如圖1所示。

基於安全層級與安全平面，該框架定義了網路安

全的8個維度，用於解決所有可能的網路產品漏洞，分

別為：

（1）存取控制：限制與控制存取網路單元、服務、

應用的方法，例如密碼、ACL（Access Control 

List）、防火牆。

（2）身分認證：提供身分證明的方法，例如共享金鑰、

公開金鑰基礎建設（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PKI）、數位簽章、數位憑證。

（3）不可否認性：防止否認網路已發生活動的機制，

例如系統日誌、數位簽章。

（4）資料保密性：確保資料保密性的機制，例如加密。

（5）通信安全：確保資訊只能從來源端傳送到目的地

的方法，例如VPN、多重通訊協定標籤交換傳

輸（Multi-Protocol Label Switching, MPLS）、

第2層通道協定（Layer 2 Tunneling Protocol, 

L2TP）。

（6）資料完整性：確保接收到的資料如發送或檢索儲

存的方法，例如訊息摘要演算法（MD5 Message-

Digest Algorithm）、數位簽章、防毒軟體。

（7）可用性：確保提供給合法用戶可用的網路元件、

服務與應用之方法，例如入侵偵測系統（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IDS）／入侵預防系統（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 IPS）、網路備援、營運持續運

作（Business Continuity, BC）、災難復原（Disaster 

Recovery, DR）。

（8）隱私：確保以保密的方法識別、網路的使用，例

如網路位址轉譯（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NAT）、加密。

這8個安全維度適用於3個安全層級與3個安全平面

所構成8x3x3安全矩陣，以決定適當的控制措施，提供

模組化、系統化與組織化方式對網路進行安全評估和

規劃，每項安全觀點對應各自的威脅和漏洞，得出其

安全目標。

（二）資訊技術安全評估共同準則（Common 
Criteria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urity Evaluation, CC）

以國際標準ISO/IEC 15408共同準則（Common 

Criteria, CC）與 ISO/IEC 18045共同準則方法論

（Common Evaluation Methodology, CEM）為資通

訊產品之安全認證與驗證規範，提供測試實驗室針對

資通產品進行安全性與安全等級之評估與測試驗證，

是以國際合作角度，建立共同的基準。解決過去區域

性準則之間的差異與衝突，提供一個共同的結構和名

詞定義，來表達系統與產品安全的需求，其安全產品

驗證適用範圍包括資通訊相關的軟體、硬體與韌體或

是三者任一組合之安全功能與強度評估。資通訊產品

之認證等級依據其高低不同而有評估檢測深度與廣度

區分，程度係以評估保證等級（Evaluation Assurance 

Level, EAL）為基準。

目前CC認證也是我國的國家標準（CNS15408）共

同準則（ISO/IEC 15408）包括3個部分：

圖1 ITU-T X.805通訊系統安全框架
資料來源：ITU-T X.805及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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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簡介及一般模型（CC Publications Part 1：

Introduction and general model）：描述產品安全要

求的共通架構與語言，以及定義保護剖繪（Protection 

Profile, PP）與安全標的（Security Target, ST）之架

構。

．第二部分-安全功能要求（CC Publications Part 2：

Security Functional Requirements）：提供保護

剖繪與安全標的的概念，並將要求分類成元件

（component）、家族（family）與類別（class），作為

表達評估標的（Target Of Evaluation, TOE）安全功能

要求的標準方式。

．第三部分-安全保證要求（CC Publications Part 3：

Security Assurance Requirements）：提供評估產品

的方法與架構，詳列安全保證要求與其評估準則，

定義安全保證要求的類別、屬別、組件、元件等，

並將其量化為7個評估保證等級（EAL）。

共同準則是一套標準方法，用來評斷產品或服務

在某種層面上的表現，當產品或服務經過此種方法評

估並通過之後，就可以確定該產品或服務達成了準則

中定義好的某種資訊安全功能或等級；例如，當一個IT

產品經過資訊安全的評估準則評估並通過認證之後，

即代表該IT產品本身已實現了評估準則中的安全功能或

者安全等級，具有國際公信力，則消費者在選購時，

便可依需求選用適合的資通安全等級產品，來確保資

訊運作的安全。

（三）美國聯邦資料處理標準（Federal Infor-
mation Processing Standards,  FIPS）

FIPS是美國除了軍事機構以外的政府單位與政府

承包商在採購及存取資訊與通訊安全設備時，必須使

用與遵守的標準。FIPS 140為FIPS第140號標準，第一

版FIPS 140-1經由美國「商務部」核准，於1996年由

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制定完成並公布，第

二版FIPS 140-2於2001年公布，FIPS 140-2標準訂定密

碼模組的四種安全等級，從最低要求的第一級到最高

階的第四級，且高等級須滿足前一級的安全要求，每

個安全等級各須滿足11個安全要件。

（1）密碼模組規格（Cryptographic Module Specifi-

cation），「密碼邊界」為代表密碼模組的物理邊

界範圍。「密碼模組」是指包含實體埠、邏輯介

面、資料輸出輸入的邊界等硬體、軟體、韌體或

任意的組合於邊界內實作包含金鑰的產生、密碼

的加解密等密碼演算法。

（2）密碼模組埠口與介面（Cryptographic Module 

Ports and Interfaces），對於密碼模組中的資料

流必須被限制僅能經由實體物理埠或邏輯介面來

存取或操作。定義一個密碼模組應具備的4個邏輯

介面：資料輸入介面、資料輸出介面、控制輸入

介面、狀態輸出介面。

（3）角色、服務與身分鑑別（Roles, Services, and 

Authentication），密碼模組必須支援不同的認

證角色與服務，依照角色給予對應的服務。FIPS 

140-1規定密碼模組必須提供使用者角色（User 

Role）與管理者角色（Crypto Officer Role）；如

果密碼模組有提供維護模式，以提供密碼模組實

體與邏輯的維護與修正，則必須提供維護者角色

（Maintenance Role），包含顯示狀態服務（Show 

Status）與執行自我測試及服務（Perform Self-

test）兩項服務，及執行核可安全功能（Perform 

Approved Security Function）的需求服務，密

碼模組必須執行至少一個FIPS核可的運算模式

（Approved mode of operation）。

（4）有限狀態機模型（Finite State Machine），密

碼模組必須使用有限狀態機模型的狀態轉移圖

（state transition diagram）或狀態轉移表（state 

transition table）來描述其運作方式，並且明確指

明其運作與錯誤的狀態；必須包含以下狀態：電

源開關狀態（Power on/off states）、密碼管理者

狀態（Crypto officer states）、金鑰/機敏參數登

錄狀態（Key/CSP entry states）、使用者服務狀

態（User service states）、自我測試狀態（Self-

test states）、錯誤狀態（Error states）；此外，

也可能會包含一些其餘的狀態，例如：未初始

化狀態（Un-initialized states）、閒置狀態（Idle 

states）、旁通狀態（Bypass states）、維護狀態

（Maintenance states）。

（5）實體安全（Physical Security），密碼模組必須使

用實體的安全機制，來限制對於密碼模組的非授

權存取，實體部分區分成單晶片模組、多晶片嵌

入式模組、多晶片獨立模組3種。

（6）作業環境（Operational Environment），作業

環境包含作業系統與操作密碼模組所需之相關軟

體、硬體、韌體或任意之組合。主要分成一般作

業環境、限定作業環境、可改作業環境3種，依照

不同安全等級必須滿足不同的要求。

（7）金鑰管理（Cryptographic Ke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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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鑰管理的安全要件涵蓋密碼金鑰的整個生命週

期、金鑰的元件、與模組用到的密碼安全參數，

包括針對亂數的產生做出詳細的說明，分成核可

的亂數產生器用於產生金鑰，非核可的亂數產生

器可以用來產生核可亂數產生器的輸入種子與核

可安全函數的初始輸入。

（8）電磁干擾／電磁相容（EMI/EMC），密碼模組的

電磁干擾／電磁相容應符合FCC的要求。

（9）自我測試（Self-Tests），密碼模組應該要具有開機

自我測試（power-up self-tests）與條件自我測試

（conditional self-test）。當測試失敗時，密碼模組

必須進入錯誤狀態，並且從模組的狀態介面輸出錯

誤標示，同時，所有密碼有關的操作與運算都必須

停止，也要停止資料從資料輸出介面輸出。

（10）設計保證（Design Assurance），要求密碼模組

供應商從模組的設計、開發、佈署與操作等過程

都達成最佳的實務，來保證模組被適當的測試、

設定、遞送、安裝與開發，並且同時提供適切的

文件說明。

（11）避免其他攻擊（Mitigation of Other Attacks），

密碼模組要盡量避免遭受其他實務上難以測試的

攻擊手法，例如：電源分析（power analysis）、

時間分析（time analysis）與錯誤注入（fault 

induction）攻擊等。電源分析攻擊是透過電源供

應時，使用的電量上的些微差距，來分析得出金

鑰資訊。時間分析攻擊則是透過不同的輸入，必

須耗費不同的時間來得到結果的特性來分析金鑰

的資訊。錯誤注入攻擊則是強制操控模組運作的

外部參數，例如：電壓、微波與溫度等，使得模

組在非正常的運作環境下產生錯誤的結果，甚至

洩漏金鑰與相關密碼安全參數的資訊。

三、行動寬頻基站安全架構

3GPP（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成立於1998年12月，會員來自各個國家區域的組織

合作夥伴，成員為各地域通訊相關技術的標準組織，

包含ARIB（日本）、 ATIS（美國）、 CCSA（中國

大陸）、 ETSI（歐洲）、 TSDSI（印度）、 TTA（韓

國）、TTC（日本），基於ITU在IMT-2000計畫的規範

下，負責決定3GPP主要的方針與發展方向，從GSM到

LTE架構的演進相關技術，包含2G、3G及4G等各項行

動通訊標準，加入區域性的考量，使得制定的規範能

夠適用在不同的國家地域。

3GPP在 2008年開始積極的規劃行動寬頻4G LTE

的標準，包含了許多系統架構、無線通訊、通訊安

全的設計與實作，其中TS33.401標準定義了LTE整體

的安全體系架構，包括演進數據封包系統（Evolved 

Data Packet System, EPS）、演進數據封包核心網路

（Evolved Packet Core, EPC）的安全功能與機制，以

及在EPS與EPC中運行的安全程序，針對基站eNodeB

定義了5項安全要求，相關的安全要求適用於所有基站

類型，對於某些特定類型的基站（如微基站HeNB）則

具備更嚴格要求，可參考其它3GPP標準的安全要求。

以下說明基站安全要求定義。

（一）設定與組態要求

eNodeB應經過認證與授權，才能設定與進行組態

配置，因此攻擊者無法透過本地或遠端修改eNodeB設

定與軟體組態。

．eNodeB與EPC應建立雙向認證機制，同時具備保密

性、完整性與重傳保護。

．eNodeB與eNodeB應建立雙向認證機制，同時具備

保密性、完整性與重傳保護。

．eNodeB與O&M應建立雙向認證機制，同時具備保

密性、完整性與重傳保護。

．eNodeB應確保軟體與數據變更嘗試得到授權。

．eNodeB應使用經授權的資料或軟體。

．確保軟體傳送到eNodeB的保密性保護與完整性保

護。 

（二）內部金鑰管理要求

EPC提供給eNodeB的用戶會話（session）金

鑰，以及使用於身分認證與安全連結建立程序的長期

金鑰，應保護所有存放在eNodeB中的金鑰。存放在

eNodeB中的金鑰應不能離開eNodeB中的安全環境，

除了有其它3GPP標準規定的情形。

（三）eNodeB用戶層資料要求

eNodeB的任務包括Uu介面與S1/X2介面的用戶層

（User Plane）封包加解密，以及處理S1/X2介面的用

戶層封包完整性保護。

．在相關金鑰存放的安全環境下，處理用戶層資料加

解密與完整性保護。

．確保eNodeB處理S1-U與X2-U用戶資料傳輸具備

完整性、保密性與重傳保護，不受到未經授權方攻

擊。如果需要透過加密方式實現，則可使用IPsec 

ESP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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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NodeB控制層資料要求

eNodeB的任務在於提供S1/X2介面的控制層

（Control Plane）封包的機密性與完整性保護。

．在相關金鑰存放的安全環境下，處理控制層資料加

解密與完整性保護。

．確保eNodeB處理S1-MME與X2-C的控制資料傳輸

具備完整性、保密性與重傳保護，不會受到未經授

權方攻擊。如果需要透過加密方式實現，則可使用

IPsec ESP（IP Encapsulating Security Payload，網

際網路安全協定的資料封裝加密功能）技術。

（五）安全環境要求

eNodeB的安全環境為一種邏輯上的定義，安全環

境可以透過相關功能或敏感性操作來實現。

．安全環境應支援敏感資料的安全化儲存，例如對機

密與重要組態資料加密。

．安全環境應支援敏感功能執行，例如用戶資料的加

解密與認證協定。

．安全環境中的敏感資料不應暴露給外部實體。

．應確保安全環境的完整性。

．經授權才能使用或儲存安全環境中資料，或是執行

其中的安全功能。

從前述5項安全要求可以發現LTE採取扁平化架構

後，eNodeB納入了更多的控制功能，在考量eNodeB

安全要求時，除了eNodeB自身的安全性，eNodeB間

共用線路的資料傳輸也是重點之一，也就是後置迴路

（backhaul）之安全機制。3GPP以S1與X2介面探討

LTE後置迴路之安全性，傳輸用戶資料與控制資訊時，

都應具備相應之安全保護機制。

四、行動寬頻基站的安全威脅

由於基站部署在非受控之暴露環境，同時也是

LTE網路EPC核心系統的主要入口，因此很容易成為安

全上的威脅目標，可能的威脅面向包括通訊鏈路破壞

（T2及T4），以及eNodeB裝置本身遭受的攻擊威脅

（T3），如下圖2所示。

（一）LTE eNodeB遭受非法控制

當eNodeB被攻擊者非法佔領控制時，UE（User 

equipment，用戶端設備）切換eNodeB時，目標

eNodeB上使用的金鑰KeNB，係從來源eNodeB上的金

鑰KeNB推演得到，因此攻擊者獲取來源eNodeB上使用

的金鑰KeNB後，可以推演得到目標eNodeB上使用的金

鑰KeNB，進而威脅其它的eNodeB。

（二）攻擊者嘗試植入惡意程式碼到後端系統

如果eNodeB或終端裝置UE不慎被植入惡意程式

碼，則此惡意程式碼很有可能會感染後端EPC核心系

統，以致於無法提供正常的行動通訊服務。因此，如

何確保eNodeB與UE的系統完整性與配置安全度即成

為電信業者首要的檢測項目。

圖2 LTE安全威脅示意圖
資料來源：3G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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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HeNB之攻擊

在4G時代來臨後，數據訊務量需求持續擴增，小型

基站（Small Cell）佈建需求增加，扮演強化網路覆蓋率

與提供訊務量分流的重要功能，可能經由家中ADSL、

Cable Modem或是FTTx與電信業者機房傳輸資料。這類

裝置位於網路邊界，加上低成本及低複雜性，容易成為

攻擊目標，形成資安懸崖（Security Cliff）。相關的安全

威脅包括2：

（1）憑證破解

HeNB與網路間的通訊憑證可能會被破解，如果認

證演算法或憑證過於脆弱，就可能被暴力破解、物理

入侵未存放於受保護領域的HeNB認證資料或其它非法

接取。此外，複製認證憑證與非法的HeNB也有可能，

這種攻擊可以規避認證演算法與憑證。

（2）中間人攻擊

為一種主動竊聽的攻擊方式，攻擊者在受害者雙

方中間搭建訊息連結，受害者並無法察覺交談是透過

中間的攻擊者，事實上整個對話是由攻擊者所控制。

此類攻擊可能會發生在HeNB啟始首次對業者網路的聯

繫期間，業者端點無法可靠地識別該端點，網際網路

上的攻擊者可以攔截所有來自HeNB的訊務量，隨後取

得所有個人資訊，假冒HeNB。在與網路的首次聯繫點

使用認證憑證可以避免此類型的攻擊，業者應確認這

些憑證，USIM與廠商憑證可運用於此。

（3）重送攻擊

惡意重複或延遲數據傳輸，攻擊者擷取傳輸數據

並進行重傳攻擊。發生於缺乏唯一身份驗證資料與遞

增每次通訊會談ID的HeNB。透過遞增通訊會談ID可以

讓接收端確認是否為重送封包，避免被攻擊。

（4）阻斷服務攻擊

攻擊者阻斷合法用戶的服務申請，持續向目的端

點發送假請求或是數據，迫使通訊連結能力喪失或暫

時失效。使用具備IKE協商的請求避免此類型攻擊，以

及使用IKEv2的ESP加密訊務量。

（5）竊聽

在HeNB缺乏保護機制下，用戶資料不具安全性，

因而遭受有心人士竊聽。

（6）偽裝基站

攻擊者購置非法HeNB，並將組態設定為類似封閉

式用戶群組（Closed Subscriber Group, CSG）的基

站，然後更改為沒有加密設定與完整性級別，或是取

得HeNB中用戶的金鑰，藉此進入骨幹網路或入侵更多

基站。將CSG設定隱藏可避免這種攻擊，同時HeNB與

用戶間應具備驗證能力，HeNB也應該由網路端認證。

五、結語

目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頒布實施之電信事業資

訊通訊安全管理作業要點及管理手冊，規定了電信事

業在整體經營風險框架下建立、實施、運行、監視、

評審、維持和改進其文件化之要求，鑒於我國電信事

業已參照ISO/IEC 27000系列國際標準，包括：資訊

安全管理系統要求事項（ISO/IEC 27001）、資訊安全

管理作業規範（ISO/IEC 27002）、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實施指引（ISO/IEC 27003）、資訊安全管理風險管理

（ISO/IEC 27005）等，建立資通安全管理機制，但在

4G行動通訊系統下，可能面臨之安全威脅，缺乏適用

基站資安管理之控制措施及基站安全檢測。

故本文一開始，介紹以ITU X.805通訊系統安全框

架為策略，展開行動寬頻網路的資安威脅，所應具備

的安全視野，接著聚焦於研究主體-基站，探討3GPP

組織所制定的基站安全要求，這些規範是為了開發而

參考，是電信設備商所參考的依據，但各國不同市場

需求或廠商技術能力，實作上仍會有些許的差異，因

此透過介紹國際間的資安產品檢測的標準：共通準則

（CC）和美國聯邦資料處理標準（FIPS），探討兩標

準間資訊安全要求之內涵。相關產業及主管機關面對

行動寬頻基站的安全威脅，一方面基站安全環境的標

準可以參考3GPP的規範，另一方面基站檢測的流程可

以參考共通準則（Common Criteria）和聯邦資料處理

標準（FIPS-140）之概念，即早建立應有的安全思維

與優先順序，展開行動方案。

 （作者為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工程師）

1　ITU, ITU-T Recommendation X.805 Security architecture for systems providing end-to-end communications”, 2003/10.

2　3GPP TR 33.820 V8.3.0, 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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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議重要決議 105.9.1-105.9.30

日       期 事                                  項

105年9月7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

案件清單計387件及第4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555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34件。

審議通過「行動寬頻業務終端設備技術規範」第二點及第五點修正草案及「第三代行動

通信終端設備技術規範」修正草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發布事宜。

105年9月14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

案件清單計381件及第4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556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3件。

核准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變更行動寬頻業務事業計畫書。

一、核准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變更行動電話業務事業計畫書。

二、核准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變更行動寬頻業務事業計畫書。

三、有關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所報行動電話業務系統建設計畫變更案，本會洽悉。  

四、核准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變更行動寬頻業務系統建設計畫。

五、核准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繳回行動電話業務1800MHz頻段部分頻率上下行各

5MHz（上行1748.7 MHz ~1753.7 MHz，下行1843.7 MHz ~1848.7 MHz），該公

司並應於105年9月28日起，停止使用上揭頻率。

六、核准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行動電話業務獲核配之國內信號點碼共21個及系統使

用之用戶號碼38,700個，變更為供行動寬頻業務使用。

審議通過「衛星廣播電視購物頻道插播式字幕管理辦法」草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

辦理後續發布事宜。

一、許可美商國家地理頻道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所屬「福斯家庭電影台」、朝禾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所屬「彩虹E台」及亞洲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所屬「寶寶世界頻道」等

3頻道換發執照。

二、請通知該等公司依諮詢會議建議確實執行，相關執行情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

重點審查項目。

一、許可宜蘭之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天主教臺灣省基隆市益世堂益世廣

播電台、快樂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美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民生展望

廣播事業基金會、人生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及南方之音廣播股份有限公司換發廣

播執照。

二、請通知該等事業依審查諮詢委員會建議確實執行，相關執行情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

換照之重點審查項目。

審議通過「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營業讓與合併及投資案件准駁標準」草案，並依本

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後續發布事宜。

審議通過「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履行保證金繳交辦法」草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

程序辦理後續發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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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事                                  項

105年9月21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
案件清單計354件及第4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557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15件。

審議通過因應行動電話業務終止用戶權益保障行動方案，並依行政程序辦理後續相關事

宜。

審議通過「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後

續預告事宜。

審議通過「衛星廣播電視節目起迄時間認定與廣告播送方式及數量分配辦法」草案，並

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後續預告事宜。

依行政程序法第107條規定辦理新永安及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變更董事長、董
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公司章程修正案聽證事宜。

105年9月29日

照案通過依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事項及授權內部單位辦理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所列
案件清單計157件及第4點、第6點所列業經本會第558次分組委員會議決議案件計7件。

一、審議通過「本會受理民眾廣播電視陳情事項處理說明及制度革新規劃」。

二、請參酌諮詢會議公民團體、專家學者意見，作為未來修正本會申訴系統、精進革新

規劃之重要參考，另請於自動核轉機制建立前徵詢相關業者意見。

審議通過「有線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發布事

宜。

「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審查辦法（草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發布事

宜。

一、審議通過「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籌設辦法（草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

序辦理預告及公開說明會等事宜。

二、審議通過「有線廣播電視服務籌設須知（草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發

布事宜。

一、許可台北影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屬LUXE TV Channel、Arirang TV及TV5MONDE等3頻
道換發境外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執照。

二、許可美商特納傳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經營Boomerang頻道，並通知該公司依
本(105)年9月23日承諾事項確實辦理，其執行情形將納為未來評鑑及換照之重點審
查項目。

審議通過「推動通訊傳播產業創新研究發展補助辦法(草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
理預告事宜。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負責人監督管理辦法（草案）」，並依本會法制作業程序辦理預告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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