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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可攜服務管理辦法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九月二十二日交通部電信總局電信規字第０９４０５０７５１４０號令修正發布第
十九條及第二十二條條文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說 明

第十九條  發信網路經營

者應於第六條及第十三

條所定號碼可攜服務開

始實施日起，採適當方式

取得路由資訊，提供通信

服務至受信攜碼用戶。

前項所稱發信網

路，指發信用戶所屬經

營者之網路。但下列通

信之發信網路依各款

規定認定：

一、長途通信：

長途網路。

二、國際通信語

音服務：國際

網路。

發信網路經營者

得委託其他經營者執

行第一項所定事項，受

委託經營者得向發信

網路經營者收取相關

費用。

國際通信非語音

服務之發信網路依下

列各款規定認定：

一、技術上可由

國際網路執行

者：國際網路

。

二、技術上無法

由國際網路執

行者：由移入

經營者與移出

經營者或與原

獲電信總局核

配電信號碼之

經營者協商之

。

前項第二款由經

第十九條  發信網路經營

者應於第六條及第十三

條所定號碼可攜服務開

始實施日起，採適當方式

取得路由資訊，提供通信

服務至受信攜碼用戶。

前項所稱發信網

路，指發信用戶所屬經

營者之網路。但下列通

信之發信網路依各款

規定認定：

一、長途通信：

長途網路。

二、國際通信：

國際網路。

發信網路經營者

得委託其他經營者執

行第一項所定事項，受

委託經營者得向發信

網路經營者收取相關

費用。

一、因國際網路在遞送國際

通信非語音服務（數

據、多媒體等）時，係

處於透通狀態，OSI 架

構中包含數據服務之第

3.5 層資料的封包標頭

訊息不予檢視，且部分

行動業者之國際數據服

務甚至不經過國際網路

閘道而經由語音單純轉

售業者路由，故實際

上，現階段國際網路並

無能力執行國際來話非

語音服務之路由查詢義

務，且國際網路經營者

原先即未因處理此通信

獲得利益，如將第一項

發信網路責任加諸國際

網路之上，顯有不適，

爰修正第二項第二款及

增訂第四項，對國際通

信非語音部分另做處

理。

二、考量未來技術演進，國

際網路或有能力處理第

一項所定事宜，暨維持

現行條文第二項國際通

信發信網路之歸屬精

神，爰增訂第四項第一

款，明定技術能力可行

時，國際網路仍應負發

信網路義務。

三、由於非語音服務部分種

類繁多（SMS、MMS 及未

來新服務類別），而每一

類別之互通機制均不完

全相同，是以無法預先

判定何網路有解決能

力，爰增訂第四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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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者間協商之部分，依

下列各款規定原則處

理：

一、技術上可達

成者：由執行第一項發

信網路應負義務之經

營者向移入經營者收

取相關費用，不適用第

三項規定。其收取費用

應符合平等互惠及對

相關經營者公平對待

原則，由雙方協調並簽

訂網路互連協議規範

之；協議不成時，得依

電信事業網路互連管

理辦法，向電信總局申

請裁決。

二、技術上無法

達成者：移入經營者應

於攜碼用戶申請移入

時，善盡告知移入用戶

其將無法接受國際非

語音服務之義務。

移入經營者得與

移出經營者及原獲電

信總局核配電信號碼

之經營者外之第三者

，協商國際通信非語

音服務提供事宜，並使

用該第三者所提供之

服務，不受第四項第二

款及前項第一款之限

制。

款，明定當國際網路無

技術能力執行發信網路

義務時，由移入經營者

與移出經營者或原獲配

號碼經營者協商如何達

成將話務正確連接至攜

碼用戶之目標，以維護

攜碼用戶權益。

四、為避免移出經營者或原

獲配號碼經營者因技術

能力強即被賦予發信網

路義務，卻無法在該通

通信中有任何可回收成

本之機會，造成移出經

營者或原獲配號碼經營

者消極以對之情形，復

考量達成數據通信順利

連接至攜碼用戶，係增

加移入經營者爭取攜碼

用戶申請移轉之誘因，

爰增訂第五項第一款。

至收取費用之多寡，仍

應由雙方當事人協調並

簽訂網路互連協議規範

之，惟業者應秉公平互

惠原則對待同類型案例

之相關業者，不應有差

別待遇。若費用協議不

成，則依電信事業網路

互連管理辦法，由電信

總局介入處理。

五、因數據服務種類繁多，

且不同技術網路（如

WCDMA、CDMA2000）間訊

息處理方式不盡相同，

實務上，恐有技術上無

法擔負第一項所定發信

網路責任，為維護消費

者權益，爰增訂第五項

第二款，移入經營者應

善盡告知攜碼用戶相關

訊息之責任。第二款所

稱技術上無法達成者，

非單指實務上確實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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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解決方案者，凡不符

成本效益之技術解決方

案(如移出經營者雖可
透過既有簡訊傳送方式

傳遞國際端傳送之簡訊

至移入經營者，惟不經

額外投資無法讓移入經

營者清楚分辨所收到簡

訊之來源為國際或國

內)亦屬之。
六、為恐移出經營者或原獲

配電信號碼經營者向移

入經營者收取之費用過

高，導致移入經營者成

本負荷過高或協商不

成，或移出經營者與原

獲配電信號碼經營者無

技術解決方案，但有其

他第三者（包含電信事

業如其他國際業者，與

非電信事業如 IMA、

1616）能提供之情形，

爰增訂第六項，規定移

入經營者得與移出經營

者及原獲配經營者外之

第三者協商，讓移入經

營者可經由更多的管道

對攜碼用戶提供國際通

信非語音服務。

七、其餘未修正。

第二十二條  固網經營者及

行動經營者應依下列規定

辦理攜碼用戶移轉作業：

一、用戶申請號碼

可攜服務，應向移入經

營者提出書面申請書一

式二份，除有第二項規

定情事者外，該申請書

視為向移出經營者申請

退租。

二、移入經營者應

保存第一款申請書至少

六個月，供移出經營者

查詢或主管機關查核。

第二十二條  固網經營者及

行動經營者應依下列規定

辦理攜碼用戶移轉作業：

一、用戶申請號碼

可攜服務，應向移入經

營者提出書面申請書一

式二份，除有第二項規

定情事者外，該申請書

視為向移出經營者申請

退租。

二、移入經營者應

保存第一款申請書至少

六個月，供移出經營者

查詢或主管機關查核。

一、 因現行條文第二項對同

一期間重複申請案之規

定，對移出經營者、重

複申請之相關兩移入經

營者與攜碼用戶三者間

之後續溝通確認均造成

困擾，且不利後續攜碼

移轉程序進行，為順利

作業程序減少攜碼用戶

不確定程序困擾，爰修

正第二項條文，明定由

固網經營者與行動經營

者事前協調完成如何處

理方式，並將處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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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入經營者應

於收到第一款申請書後

，與攜碼用戶協調訂定

合理之預訂移轉改接日

期及時間。

四、固定通信網路

業務及行動通信網路業

務之移入經營者應分別

於預訂移轉改接日之五

個及四個完整工作日前

，將申請號碼可攜服務

之用戶名稱、原使用之

電話號碼及預訂移轉改

接之日期與時間通報移

出經營者及集中式資料

庫管理者，並將第一款

申請書送交移出經營者

。

五、移出經營者對

已因欠費、違反法令、

營業規章或服務契約遭

其停止通信之用戶，得

拒絕提供號碼可攜服務

；對訂有限制退租或終

止期間服務契約之用戶

，得於該用戶履行因提

前退租或終止契約之約

定違約金後，始提供號

碼可攜服務。

六、移出經營者不

得於移轉作業期間從事

贏回用戶之活動。

七、移出經營者於

收到第四款之資料及文

件後，應於第二工作日

結束前，向移入經營者

確認移轉改接之日期及

時間，並於確認後立即

向集中式資料庫管理者

及通訊監察執行機關通

報；移入經營者於必要

時，得協調用戶及移出

經營者變更移轉改接之

日期及時間，並於確認

三、移入經營者應

於收到第一款申請書後

，與攜碼用戶協調訂定

合理之預訂移轉改接日

期及時間。

四、移入經營者應

於預訂移轉改接日之五

個完整工作日前，將申

請號碼可攜服務之用戶

名稱、原使用之電話號

碼及預訂移轉改接之日

期與時間通報移出經營

者及集中式資料庫管理

者，並將第一款申請書

送交移出經營者。

五、移出經營者對

已因欠費、違反法令、

營業規章或服務契約遭

其停止通信之用戶，得

拒絕提供號碼可攜服務

；對訂有限制退租或終

止期間服務契約之用戶

，得於該用戶履行因提

前退租或終止契約之約

定違約金後，始提供號

碼可攜服務。

六、移出經營者不

得於移轉作業期間從事

贏回用戶之活動。

七、移出經營者於

收到第四款之資料及文

件後，應於第二工作日

結束前，向移入經營者

確認移轉改接之日期及

時間，並於確認後立即

向集中式資料庫管理者

及通訊監察執行機關通

報；移入經營者於必要

時，得協調用戶及移出

經營者變更移轉改接之

日期及時間，並於確認

後立即向集中式資料庫

管理者通報，移出經營

者應於確認變更之移轉

報電信總局備查。

二、 現行條文第一項第四款

所定五個工作日前即需

提出攜碼用戶相關訊息

之規定，對行動業者而

言，似乎過長；另對所

有固網及行動經營者而

言，現行條文第一項第

七款需收到申請書正本

始進行後續攜碼程序之

規定，亦有礙整體攜碼

時程之縮短。為便利攜

碼時程之快速完成，並

顧及實務上於本（九十

四）年十月十五日號碼

可攜服務實施日前相關

程序討論及程序修改之

可行性，爰修訂第一項

第四款將行動業者所需

之移轉時間先縮短至四

個工作天，並增訂第三

項，要求移出經營者與

移入經營者，採彈性作

業方式加速完成攜碼用

戶移轉作業程序，提供

現行條文規範時程及方

式以外之另一選擇。惟

電子遞送方式需經送收

雙方協調出合意之格式

及相關操作程序後方能

有效進行實務作業，為

免電信業者兩兩間相互

協商之繁瑣，及避免移

入經營者逕送未經協議

之電子訊息，爰於第三

項後段明定，移入經營

者之電子遞送方式須經

集中式資料庫管理委員

會討論確認後再實施。

三、 為保障移出經營者與消

費者權益，增訂第四

項，要求移入經營者應

對其以電子遞送方式所

傳送內容負真偽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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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立即向集中式資料庫

管理者通報，移出經營

者應於確認變更之移轉

改接日期及時間後立即

向通訊監察執行機關通

報。

八、其屬固定通信

網路業務號碼可攜服務

者，移入經營者應協調

移出經營者，於確認之

移轉改接日期及時間前

，完成用戶迴路及相關

設備之測試，移入經營

者與移出經營者並應依

確認之移轉改接日期及

時間進行攜碼用戶改接

，不得任意提前或延後

辦理。

九、其屬行動通信

網路業務號碼可攜服務

者，移入經營者應協調

移出經營者，於確認之

移轉日期及時間前，完

成相關設備之測試，移

入經營者與移出經營者

並應依確認之移轉日期

及時間進行攜碼用戶移

轉，不得任意提前或延

後辦理。

十、移轉改接作業

完成後，移入經營者應

立即向集中式資料庫管

理者及通訊監察執行機

關通報。

移出經營者於攜

碼移轉作業完成前，再

接獲他移入經營者依前

項第四款規定所為對同

一電信號碼之移轉通知

時之處理方式，固網經

營者與行動經營者應事

先協調之，並將協調決

定之處理方式陳報電信

總局備查。

改接日期及時間後立即

向通訊監察執行機關通

報。

八、其屬固定通信

網路業務號碼可攜服務

者，移入經營者應協調

移出經營者，於確認之

移轉改接日期及時間前

，完成用戶迴路及相關

設備之測試，移入經營

者與移出經營者並應依

確認之移轉改接日期及

時間進行攜碼用戶改接

，不得任意提前或延後

辦理。

九、其屬行動通信

網路業務號碼可攜服務

者，移入經營者應協調

移出經營者，於確認之

移轉日期及時間前，完

成相關設備之測試，移

入經營者與移出經營者

並應依確認之移轉日期

及時間進行攜碼用戶移

轉，不得任意提前或延

後辦理。

十、移轉改接作業

完成後，移入經營者應

立即向集中式資料庫管

理者及通訊監察執行機

關通報。

移出經營者於攜

碼移轉作業完成前，再

接獲他移入經營者依前

項第四款規定所為對同

一電信號碼之移轉通知

時，應暫停移轉作業，

並於一日內通知各該移

入經營者向該用戶重新

確認單一移入經營者，

並通報集中式資料庫管

理者。

申請號碼可攜服

務者，非屬該電話號碼

並負內容不實時包含消

費者損失、移出經營者

損失及再將消費者再回

復原服務經營者相關費

用或民事責任等一切責

任。此外，為免日後爭

議發生時，移出經營者

手中僅有不具不可否認

性之電子訊息憑證而損

及其權益，移入經營者

仍應將申請書正本送交

移出經營者，以供其校

對，惟時限可放寬至電

子遞送後十五日內送

達。

四、 現行條文第三項移列第

五項。

五、現行條文第四項移列第

六項，另為保障消費者

攜碼移轉之權利，於第

一項第五款明定，經營

者可不予接受用戶攜碼

移轉申請之條件，並於

第一項訂定整體作業時

程，惟實務上，因系統

容量（如各業者所提交

換機資料每小時更新速

度限制，致暫有每日可

接受攜碼申請一萬件之

上限等）及技術問題（如

簡短碼 19XY 轉碼後之

真正號碼的號碼可攜）

或其他因素，確有未明

定於第一項第五款卻無

法依預定時程或甚至無

法執行之情事，爰修訂

第六項，增加移出經營

者及移入經營者對移轉

日期、時間無法取得協

議時之處理方式。業者

間應事先就各實務作業

及技術可行性等相關問

題進行探討取得共識。

如有無法取得協議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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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縮短攜碼移轉

作業時程，移入經營者

得以電子遞送方式傳送

第一項第四款所需訊息

，移出經營者於收到該

訊息後即應執行攜碼移

轉作業，不受第一項第

四款所定完整工作日前

通報及第一項第七款需

收到第一項第四款之資

料及文件後開始辦理之

規定限制。但移入經營

者所採電子遞送方式應

先經第三十一條所定委

員會討論確認後方得實

施。

前項採先以電子

遞送方式傳送第一項第

四款所需訊息之移入經

營者，應保證其傳送內

容為真，及負內容不實

時所衍生之一切責任，

並應於電子遞送後十五

日內將申請書正本送達

移出經營者。

申請號碼可攜服

務者，非屬該電話號碼

之登記租用人或其合法

授權者，移入經營者與

移出經營者應不予受理

；其因作業疏失致完成

移轉作業者，應回復原

狀。

第一項移轉作業

遭遇困難時，移入經營

者應協調移出經營者解

決問題，並通知攜碼用

戶。移轉作業順利完成

改接前，移出經營者應

維持該用戶原有之電信

服務至移轉作業完成。

移出經營者與移入經營

者間對第一項第七款移

轉改接之日期及時間無

之登記租用人或其合法

授權者，移入經營者與

移出經營者應不予受理

；其因作業疏失致完成

移轉作業者，應回復原

狀。

第一項移轉作業

遭遇困難時，移入經營

者應協調移出經營者解

決問題，並通知攜碼用

戶。移轉作業順利完成

改接前，移出經營者應

維持該用戶原有之電信

服務至移轉作業完成。

集中式資料庫開

始運作前，第一項第十

款向集中式資料庫管理

者之通報，移入經營者

應改向固網經營者、行

動經營者及已建置攜碼

用戶資料庫之經營者與

第二類電信事業為之。

第一項向集中式

資料庫與通訊監察執行

機關之通報內容，應依

下列規定辦理：

一、向集中式資料

庫管理者之通

報：依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第二

款協調結果。

二、向通訊監察執

行機關之通報：

（一）移出經營者

：攜碼用

戶電話號

碼、移出經

營者與移

入經營者

名稱、及預

訂移轉改

接之日期

與時間。

（二）移入經營者

電信總局核處情事，除

有充分證明顯示移出經

營者或移入經營者之訴

求正當或事前雙方已取

得共識之情形外，電信

總局將以有利攜碼用戶

最大利益之原則處理

之。

六、現行條文第五項及第六

項，移列為第七項及第

八項，其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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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達成協議時，應檢附

理由及相關證明文件或

資料，報請電信總局核

處。

集中式資料庫開

始運作前，第一項第十

款向集中式資料庫管理

者之通報，移入經營者

應改向固網經營者、行

動經營者及已建置攜碼

用戶資料庫之經營者與

第二類電信事業為之。

第一項向集中式

資料庫與通訊監察執行

機關之通報內容，應依

下列規定辦理：

一、向集中式資料

庫管理者之通報

：依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第二款協

調結果。

二、向通訊監察執

行機關之通報：

（一）移出經營者

：攜碼用

戶電話號

碼、移出經

營者與移

入經營者

名稱、及預

訂移轉改

接之日期

與時間。

（二）移入經營者

：攜碼用

戶電話號

碼、移出經

營者與移

入經營者

名稱、及完

成移轉改

接之日期

與時間。

：攜碼用戶

電話號碼

、移出經

營者與移

入經營者

名稱、及完

成移轉改

接之日期

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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