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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報告出國報告出國報告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會議日期：102 年 6 月 24 日至 26 日 

出國地點：瑞典斯德哥爾摩 

內容摘要： 

本會為加強與國外通訊傳播主管機關交流、瞭解國際寬頻服務發展情

形、促進頻譜資源有效利用等目的，特由虞副主任委員孝成率通訊營管處

王副處長德威及綜合規劃處陳技正玟良，出席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PTS)

舉辦 2013 年度寬頻大未來(Broadband for all)國際會議(為期 2 天：6/24

至 25 日)，主題為「繁榮社會必要的基礎建設」(An essential 

infrastructure for a prosperous society)，本會副主任委員並獲邀簡

介我國寬頻服務市場發展概況，並與各國主管機關代表積極互動，就通訊

傳播監理機制、釋照經驗、產業發展趨勢等事項進行廣泛討論。 

本次會議邀請澳洲通訊傳播媒體局 ACMA 主席 Chris Chapman、香港通

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OFCA 總監利敏貞 Eliza Lee、瑞典郵政和電管理局

PTS 局長 Göran Marby、墨西哥聯邦通訊委員會 COFETEL 委員 Alexis Milo

等主管機關首長與會，並共計有全球 34 國 74 位監理機關代表出席。 

推動寬頻化社會為全球各國提供國民資訊化生活與促進國家發展不

可或缺的重要基礎，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PTS) 賡續舉辦年度主題會議，

邀集各主管機關與國際組織團體代表，共同探討全球新興寬頻技術演進與

應用、全球寬頻建設與發展規劃、行動通信異質網路架構(輔助型下鏈 SDL

及整合無線區域網路 WiFi)、無線頻譜資源核配與管理趨勢包含專屬執照

制(Licensed)、免執照制(Unlicensed)、授權共享制(Authorized shared)

等諸多面向，除提供各國交換通訊傳播發展資訊平台外，也希望統合各界

意見，共同邁向寬頻化社會，相關議題深具前瞻性，可供政府做為未來決

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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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緣起緣起緣起緣起 

推動寬頻化社會為全球各國提供國民資訊化生活與促進國家發展不

可或缺的重要基礎，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PTS) 每年度均辦理相關主題會

議，邀集各主管機關與國際組織團體代表，共同探討全球新興寬頻技術演

進與應用、全球寬頻建設與發展規劃、無線頻譜資源核配與有效管理等諸

多面向，除提供各國各界一個資訊交換平台外，也希望統合各界意見協同

邁向寬頻化社會，相關議題深具前瞻性，可供政府做為未來決策參考。 

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PTS)舉辦 2013 年度寬頻大未來之國際會議，主

題為「繁榮社會必要的基礎建設」(An essential infrastructure for a 

prosperous society) ，對於不斷變化和匯流環境(例如聲音變成 App 應

用)之有效率資通信技術法規、為了刺激高速寬頻服務實現社經福利之政

策計劃、頻譜管理方式與需求間取得平衡(Licensed、Shared、Unlicensed

頻譜)等面向，共有來自全球 34 國 74 位監理機關代表出席進行意見交流。 

本次會議邀請澳洲通訊傳播媒體局 ACMA 主席 Chris Chapman、香港通

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OFCA 總監利敏貞 Eliza Lee、瑞典郵政和電管理局

PTS 局長 Göran Marby、墨西哥聯邦通訊委員會 COFETEL 委員 Alexis Milo

等代表與會。本會為加強與國外通訊傳播主管機關交流、瞭解國際寬頻服

務發展情形、促進頻譜資源有效利用等目的，特由虞副主任委員孝成等代

表出席會議，並獲邀簡介我寬頻服務市場發展概況，與各國主管機關代表

進行意見交流及釋照經驗分享。 

 

本會虞副主任委員孝成瑞典大會報告我國寬頻服務市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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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地點及目的地點及目的地點及目的地點及目的 

一、 會議時間：2013 年 6 月 24 日至 6 月 26 日 

二、 地點：瑞典斯德哥爾摩 

三、 目的：參加 2013 年寬頻大未來通往繁榮社會基礎會議，瞭解國際

寬頻服務概況、新興通訊技術發展應用及通訊傳播監理趨勢，並進

我國與他國主管機關代表機會。 

 

参参参参、、、、行程表行程表行程表行程表 

6/22 出發(臺灣 2005 出發、6/23 0700抵達瑞典斯德哥爾摩) 

6/24 參加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PTS)舉辦國際會議，包含貴賓演講、分

組討論、各國發展概況簡報(本會虞副主任委員孝成並簡介我國寬

頻服務發展) 

6/25 參加科技趨勢研討會議、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PTS)頻譜研討會

議，並與澳洲 ACMA 主委雙邊會談 

6/26 拜會瑞典 TeliaSonera 電信公司 

6/27 回程(斯德哥爾摩 1430 出發、6/28 1150抵達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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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會議議程會議議程會議議程會議議程 

 

日期 6/24（一） 6/25（二） 6/26（三） 

地點 瑞典皇家工程科學院
1

 

 

愛立信(Ericsson)總部 瑞典 TeliaSonera 斯德哥

爾摩總部 

上午 

 

0800~1700 

科技趨勢研討會 

0830~1200 

科技趨勢研討會 

 

中午 

 

1200~1300 

(PTS非正式雙邊會談) 

 

下午 

 

1300~1430 

PTS 頻譜研討會 

1430~1530 

與澳洲ACMA主委雙邊會談 

1300~1430 

TeliaSonera雙邊會談 

 

 

Monday June 24, 2013 

08:00 - 08:30 Registration and morning tea - networking 

08:30 - 10:30 Welcome and introduction 

Hans Vestberg, President and CEO, Ericsson 

Ulf Pehrsson, VP Government & Industry Relations, Ericsson 

Keynote: Perspectives from the Hong-Kong 

Miss Eliza Lee, Director-General,OFCA,Hong-Kong  

Keynote: Perspectives from Australia 

Chris Chapman, Chairman, ACMA, Australia 

Keynote: Technologies for the Networked Society 

Ulf Ewaldsson, Group CTO, Ericsson 

10:30 - 11:00 Coffee break - networking 

11:00 - 12:00 Panel debate: The imperative of demand-side ICT policies 

Chair: René Summer, Director Government & Industry Relations, 

Ericsson 

                                                 
1瑞典皇家工程科學院(瑞典語：Kungl. Ingenjörsvetenskapsakademien, IVA。英語：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Engineering Sciences)建立於 1919年，是瑞典最重要的國家學院之一。該學院是獨立
機構，旨在促進瑞典及國際間的工程學合作及交流，促進工業、商業、研究、和政府間的接觸和

交流。瑞典皇家工程科學院是建立最早的國家工程院之一，現有院士約 1000名，海外院士（外
籍院士）約 2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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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 13:30 Lunch – networking 

13:30 - 15:30 Broadband for all in Sweden 

Göran Marby, Director-General, PTS, Sweden 

Broadband for all in Africa 

Mr. Abdoulkarim Soumaila, Secretary-General, ATU 

Broadband for all in Mexico 

Alexis Milo, Commissioner, COFETEL, Mexico 

Broadband for all in Taiwan 

Hsiao-Cheng YU, Vice Chairperson, NCC, Taiwan 

15:30 - 16:00 Coffee break - networking 

16:00 - 17:00 Panel debate: How to balance licensed, shared and unlicensed 

spectrum needs, also for mobile broadband services for public 

safety, M2M, health, etc? 

Chair: Tom Lindström, Director Government & Industry Relations, 

Ericsson 

Kelly Gillis, Senior Assistant Deputy Minister, Industry Canada, 

Canada 

Franck Lebeugle, Director of Technology, CSA, France 

Joaquin Restrepo, Head of the Outreach and Publication Division 

of the BR, ITU 

Luis Lucatero, Chief of Regulatory Policy, COFETEL, Mexico 

Dr Georg Serentschy, Vice Chairman of BEREC and Managing Director 

of RTR’s  Telecommunications and Postal Services Division, 

Austria 

17:00 End of afternoon session 

2013/06/25 Ericsson Technology Briefing 

08:30 - 09:00 Registration and morning tea  

09:00 - 09:10 09:00 - 09:10 Welcome and introduction  

- Mikael Halén, Director, Government & Industry Relations, 

Ericsson  

09:10 - 10:00 Heterogeneous networks - including seamless WiFi integration  

- Dr Magnus Frodigh, Director, Wireless Access Networks, Ericsson 

10:00 - 10:30 Coffee break and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s 

10:30 - 11:00 Technologies for new spectrum access  

- Dr Mikael Prytz, Manager Radio Network Deployment & Spectrum 

Management, Ericsson  

11:00 - 11:30 5G – The next frontier  

- Dr Sara Mazur, VP & Head of Ericsson Research, Eric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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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 13:00 Lunch is served in the Ericsson Studio 

(bilateral meeting with PTS) 

13:00 - 13:30 Recent and coming licensing of spectrum suitable for mobile 

broadband 

� Urban Landmark, Head of Spectrum Department, at Swedish Post 
and Telecom Authority (PTS) will talk about PTS’ recent 

auctions in the 800 MHz and 1800 MHz bands, as well as PTS’ 

future licensing of spectrum suitable for mobile broadband. 

How to conduct a successful spectrum auction and enable modern 

technology as well as an early roll-out through proactive and 

foresighted spectrum management. 

13:30 - 14:00 The Swedish long term spectrum strategy 

� Ylva Mälarstig, Chief Advisor at the Spectrum Department, 
Swedish Post and Telecom Authority (PTS) will talk about how 

PTS will work to ensure that spectrum will be used efficiently 

and to maximum societal benefit in the future. 

14:00 - 14:30 Q&A and discussion 

14:30 - 15:30 bilateral meeting with Chris Chapman, Chairman, ACMA,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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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會議內容摘要會議內容摘要會議內容摘要會議內容摘要 

一一一一、、、、Keynote：：：：Perspectives from Hong-Kong  

香港目前計有19家固網業者及5家行動業者，固網寬頻滲透率(Penetration)

為 86％，而行動通信服務滲透率(Penetration)更高達 228％，市場充分競爭。

第三代行動通信執照即將屆期，目前刻正研議頻譜再釋出方式。香港自 2009年

開始陸續拍賣釋出 2.3GHz 及 2.6GHz 頻段，供電信業者建構 4G無線寬頻網路。 

香港推動寬頻服務發展，係依市場發展為導向，主管機關角色則以低度管

理、促進有效率市場為原則，政府並無特別編列基金投入寬頻基礎建設。以光纖

網路佈建為例，香港係採非強制性、登記制，目前 FTTB/FTTH 涵蓋已超過 80％

家戶。 

二二二二、、、、Keynote：：：：Perspectives from Australia 

澳洲通訊傳播媒體局 ACMA 主席 Chris Chapman從數位匯流觀點、政府因應

作為與宏觀管理角色探討。過去主管機關採分層管理方式(layers-based)適合於

協助了解已知、可預期的匯流
2

服務之面貌，而隨著新興科技應用服務不斷推陳

出新趨勢，各分層之間界線將逐漸模糊。 

目前智慧型裝置已經有很多應用程式(App)可以提供語音、資訊服務等功

能，國際研究機構Ovum統計，此語音(voice)及訊息(messaging)應用服務於 2011

年約佔全球電信業者 9％營收，傳統電話號碼服務逐漸失去原本不可取代地位，

內容層應用將有類似於基礎層可提供接取、服務影響力。 

未來於高度連結(hyper-connected)與網路社會，僅以簡易、單一管理方式，

將不足以因應多維(multi-dimensional)且複雜通訊傳播匯流環境，主管機關面

對多變數位匯流環境，管理架構及方式應保留彈性、維持動態檢視與調整可能性。 

三三三三、、、、無線頻譜無線頻譜無線頻譜無線頻譜資源管理資源管理資源管理資源管理與與與與應用應用應用應用趨勢探討趨勢探討趨勢探討趨勢探討 

(一一一一) 國際國際國際國際無線頻譜管理無線頻譜管理無線頻譜管理無線頻譜管理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行動寬頻服務需求與日遽增，無線頻譜資源如何更有效利用，為各主管機關

持續探討重要議題。國際無線頻譜管理方式，約略可區分為以下 3種類型 

                                                 
2 澳洲主管機關 ACMA 匯流係指電信(telecommunications)、廣播(broadcasting)、無線電通信
(radiocommunications)及網際網路(網際網路)等 4大市場。匯流架構則以水平切割為基礎層
(infrastructure)、網路層(Networks)、內容應用層(Content and Applications )及設備層(Devices)等 4
層，為 ACMA 數位匯流管理基本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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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屬執照制(Licensed)：政府經拍賣或審議方式，核配業者專屬頻譜

且免於干擾並供特定目的使用，其特性為可確保通訊服務品質 QoS，

並適合於較大通訊範圍使用，可提供經營者明確投資條件。 

2.免執照制(Unlicensed)：例如無線區域網路(WLAN)或藍芽(Bluetooth)

應用，相關通訊設備發射功率及通訊協定均應符合國際標準組織規

範，使用者無需申請執照即可共享並使用該頻譜資源，通訊服務品質

相對亦隨著通訊環境而變動，適合於區域性範圍使用。 

3.授權共享制(Authorized shared)：例如數位無線電視閒置頻譜(TV 

White Space )共享，利用感知無線電(Cognitive Radio)技術提升及

動態頻譜共享架構概念，在不干擾優先用戶條件下，於頻譜閒置期間

(Spectrum Hole)，利用該無線電視台閒置頻譜，供行動通信服務使

用，充分利用無線頻譜資源。相關機制可確保頻譜優先及次要等不同

使用者之服務品質，具有上述專屬執照制(Licensed)、免執照制

(Unlicensed)等優點特性，惟採行該核可制，尚需考量頻譜使用之時

間與空間因素，授權方式較為複雜，為各國近期探討議題。 

關於利用數位無線電視閒置頻譜(TV White Space )概念，原係考量國際普

遍使用於數位無線電視頻段之頻譜特性，提供行動寬頻服務具有其涵蓋優勢。本

次會議談論相關應用可行性，考量使用數位無線電視閒置頻譜，為避免干擾數位

無線電視用戶之接收，基站發射功率亦將受限，原利用頻譜特性涵蓋優勢之利基

將受影響，另外，人口越密集區域，則可供利用之數位無線電視閒置頻譜亦越少，

因此相關機制恐將適用於短距離通訊。 

德國如參採數位無線電視閒置頻譜(TV White Space)機制為例，經評估結

果，全國約有 32％地區完全沒有頻道(channel)可供利用，而僅有 10％的地區至

少有 9 個頻道可用。 

 

德國數位無線電視閒置頻譜評估 

資料來源：本次會議 Broadband for all 提供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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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瑞典行動寬頻頻譜政策探討瑞典行動寬頻頻譜政策探討瑞典行動寬頻頻譜政策探討瑞典行動寬頻頻譜政策探討 

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PTS)提出明確的頻譜中長期策略，以促進頻譜有效利

用、符合各頻譜資源使用目的及社會公義、提供市場更多機會以滿足新增行動服

務需求。PTS 政策目標為： 

1.提供國人優質通話及寬頻通訊服務。 

2.有效利用頻譜及號碼資源。 

3.促進市場有效競爭，提供消費者更多元選擇及合理費率。 

4.消費者享有可靠、安全的通信網路與服務。 

此外，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PTS)頻譜之政策主要為下列四項原則，後續將

確實檢視現階段頻譜使用情形並至2022年所需頻譜資源(300MHz至 6GHz之間頻

段)、檢討現行法令與管理方式應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 

1.頻譜使用符合技術中立與服務中立。 

2.拍賣方式為頻譜釋出首選考量。 

3.允許頻譜執照二次交易。 

4.頻譜資源之利用無嚴重干擾之虞者，可考量採免執照制(Licence 

exemption)。 

PTS 規劃採下列 4 項分類管理方式，基於最有利於社會經濟之原則，持續檢

視頻譜使用情形，同時放寬或解除管制法令，相關頻譜策略預定於 2013 年第 3

季徵詢各界意見，其經驗將供各界參考： 

1. 專屬獨佔頻譜 (Dedicated Spectrum Exclusive Use) 

2. 共享使用(Shared Use) 

3. 最低限度條件共享使用(Least Restrictive Conditions Shared Use) 

4. 最低限度條件獨佔使用(Least Restrictive Conditions Exclusive 

Use)等共計。 

 

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PTS)規劃頻譜分類管理方式與比例 

資料來源：本次會議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PTS)提供頻譜管理策略資料 



9 
 

上述機制中，PTS 未來頻譜釋出策略，將朝向採頻譜共享(Spectrum Sharing)

為主要法則，且各頻段未使用之頻譜皆可考量釋出；頻譜採最低限度條件(Least 

Restrictive Conditions)機制，將可提供各種技術發展機會；頻譜管理模式之

態樣(例如區塊化分、專屬或免執照之發射功率大小等)將影響網路發展及商業模

式。而專屬獨佔頻譜資源之執照，未來將考量減少釋出，屆時該類執照業者，部

分頻譜資源可能依個案及動態管理方式(例如依時間、地理位置、部分頻寬等)

供其他業者使用之模式。 

PTS對於頻譜資源規劃將依三階段：檢視頻譜需求與供給、評估各頻段使用

情形、決定或調整各使用頻段之管理方式(專屬獨佔、共享使用、最低限度條件

共享或獨佔等 4 項分類)等循環程序，以符合頻譜政策目標與策略。 

 四四四四、、、、行動通信異質網路整合行動通信異質網路整合行動通信異質網路整合行動通信異質網路整合 

(一一一一) 建構建構建構建構無縫隙無縫隙無縫隙無縫隙之之之之行動寬頻網路服務行動寬頻網路服務行動寬頻網路服務行動寬頻網路服務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瑞典愛利信(ERICSSON)公司提出整合現有行動通信網路及小型、微型基站構

想，未來為達到用戶可達 100Mbps 頻寬目標，網路建設規劃建議應同時考量下列

要件： 

1. 行動通信網路增配無線頻譜(各家業者應有上下行 200MHz 頻譜資源)。 

2. 提升行動通信網路基站佈建密度(現階段密度之 2 至 6倍)。 

3. 整合並增建小型、微型基站(各行動通信網路基站內增建 3 至 24個)。 

 

整合無縫隙高速行動寬頻網路服務案例圖示 

資料來源：瑞典愛利信(ERICSSON)公司會議資料 

(二二二二) 輔助型下鏈輔助型下鏈輔助型下鏈輔助型下鏈(Supplemental downlink ,SDL) 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觀察終端用戶使用寬頻服務之資訊流量(data traffic)情形，通常下行流量

遠大於上行之不對稱現象，尤其是消費者使用視訊(Video)娛樂、網頁瀏覽等應

用，研究機構預估於 2015 年相關應用將佔整體行動通信訊務量 66％以上，下載

資訊頻寬需求明顯。 

輔助型下鏈(Supplemental downlink ,SDL)概念，即於行動通信網路增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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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之頻譜資源，專供下行傳輸資料使用，為紓緩行動通信網路壅塞、提升傳輸容

量之另一解決方案。本次會議談論亦提出未來歐洲地區規劃 L-band1.4GHz 

(1452-1492MHz)頻段供用之可能性。而美國電信業者 AT&T公司，則規劃採 700MHz

頻段，預估最快將於 2014 年提供服務。 

 

輔助型下鏈(Supplemental downlink ,SDL) 概念圖例 

資料來源：瑞典愛利信(ERICSSON)公司會議資料 

圖例為未來可能之新興行動通信異質網路整合概念，電信業者提供寬頻服務

之容量，將以政府核配之專屬頻譜資源，並輔以輔助型下鏈(Supplemental 

downlink ,SDL)、搭配授權共享制(Authorized shared)頻譜及整合免執照

(Unlicensed)頻譜資源應用（例如業者自建或第三方建置之 WiFi 頻寬資源）等

整體網路架構，以因應消費者行動寬頻服務需求倍增趨勢。 

 

新興行動通信異質網路整合概念 

資料來源：瑞典 2013 寬頻大未來-繁榮社會必要的基礎建設會議資料 

五五五五、、、、新興行動通信技術發展議題新興行動通信技術發展議題新興行動通信技術發展議題新興行動通信技術發展議題 

(一一一一) LTE Broadcasting 

多媒體廣播多播技術（Multimedia Broadcast and Multicast Services, 

MBMS）概念，為行動通信業者規劃部分頻寬，採廣播方式提供線性(linear)或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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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on demand)等多型態之多媒體內容服務，可同時供眾多用戶接收視聽內容提

升頻譜利用率，並減緩用戶接收視訊造成頻寬壅塞情形，為近年來各界持續關切

議題；LTE採進階版 eMBMS 技術標準，依據會議研究報告資料，美國電信業者

Verizon 公司，規劃預定於 2014 年推出服務。 

(二二二二) 下一世代行動通信技術標準下一世代行動通信技術標準下一世代行動通信技術標準下一世代行動通信技術標準 5G 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本次會議亦探討第五代行動通信(5G)發想概念，因應消費者智慧型手機頻寬

需求倍增、各種設備之間大量應用訊息傳遞等預期趨勢，除了持續提升通訊品

質、支援高速移動能力、更高頻寬、低功耗、低延遲及技術相容等面向外，裝置

之間連接(connected devices)應用，為邁向資訊化社會願景之關鍵要素。 

 

制訂下世代行動通信技術標準 5 大挑戰要素 

資料來源：瑞典 2013 寬頻大未來-繁榮社會必要的基礎建設會議資料 

為因應未來行動通信技術標準發展趨勢，彈性無線頻譜管理方式，例如專屬

執照制(Licensed)、免執照制(Unlicensed)或授權共享制(Authorized shared)

等機制，將有利於實現下世代行動多樣性(diversified)服務應用環境。 

六六六六、、、、非洲地區寬頻發展概況非洲地區寬頻發展概況非洲地區寬頻發展概況非洲地區寬頻發展概況 

非洲於近 3 年為行動寬頻服務滲透率成長最高區域，行動通信服務可提升民

眾便利性、降低通訊成本、促進經濟與社會繁榮發展等諸多優點，為非洲帶來新

的機會。 

推動非洲地區之寬頻服務發展，因為固定網路覆蓋率不佳，無線通信將為目

前主要傳輸方式，頻譜資源規劃更顯其重要性，尤其是較低頻之頻段，近期將優

先考慮數位紅利(Digital Dividend)700 或 800MHz 頻段。 

非洲地區金融體系服務未盡普及，因此行動通信業者與銀行合作，用戶經過

申請後，即可藉由行動錢包(Mobile Money)之應用，進行購物交易或付款，例如

近期肯亞(Kenya)推出 M-pesa 及 Airtel-money相關服務後，已廣為消費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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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雙雙雙雙邊會談邊會談邊會談邊會談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次參與瑞典會議除與各監理機關代表討論寬頻趨勢外，本會會議期間與澳

洲 ACMA 主委 Chris Chapman 及瑞典 PTS 代表進行雙邊交流會議，並與瑞典電信

業者 TeliaSonera 公司之系統發展部門副總裁(Vice President of System 

Development) Mr. Tommy Ljunggren 會談，了解跨國電信公司經營策略。 

一一一一、、、、澳洲雙邊會談澳洲雙邊會談澳洲雙邊會談澳洲雙邊會談    

ACMA 為推動澳洲寬頻服務發展、因應未來全球數位化機會，於 2009年成立

國家寬頻網路(National Broadband Network,NBN)公司，預估以 12 年時間由政府

出資並投入總金額將超過 330億歐元經費，建構全國性寬頻網路服務，預估將有

93％採光纖到戶(Fiber To The Premises ,FTTP) 網路，並將以批發(wholesale)

方式銷售，初期以 100Mbps 為目標，預期未來將提升至 1Gbps。 

關於行動寬頻近期發展，ACMA甫於本(2013)年 5 月 7 日同時釋出 700MHz 

(Asia-Pacific Telecommunity ,APT 規格)、2.5GHz 等頻段頻譜資源，並採 CCA

拍賣方式釋照，其中 700MHz 頻段為數位轉換紅利，為全區經營執照，預估於 2015

年開始提供服務；另外，2.5GHz 頻段為分區執照。 

ACMA 主委 Chris Chapman 並強調該頻段採 APT 規格，將有利於亞太地區國家

間之頻譜和諧使用，包含紐西蘭及印度已正式確定 700MHz 頻段將採 APT 規格，

而汶萊、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近期聲明該將加入規劃行列，其他地區包含國

際電信聯合會第 1區域(ITU region 1)中東及非洲地區等亦可能參與，預期將具

相當之經濟規模與影響力。 

二二二二、、、、瑞典雙邊會談瑞典雙邊會談瑞典雙邊會談瑞典雙邊會談    

瑞典為全球最早並於 2009年推出 LTE 服務國家，PTS 會議代表 Urban 

Landmark先生分享自 2008年起陸續釋出 2.6GHz、800MHz 及 1800MHz 等多組頻

段經驗： 

1. 瑞典於 2008年拍賣 2.6GHz 頻段(2500-2690MHz) 190MHz 頻寬，為歐盟地

區最早釋出國家，並分為 FDD Mode 14個區塊(2×5MHz)及 TDD Mode 1個

區塊(50MHz)，單 1 業者至多可取得之頻譜上限總計為 140MHz，拍賣方式

為 SMRA-Switching，且拍賣過程不公開暫時得標者。經 112回合拍賣結

果，共計有 5 家業者得標。 

2. 2011 年拍賣 800MHz 頻段，共計釋出 6張執照(每張為 2×5MHz 頻寬)，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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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至多可取得 2張執照，拍賣方式為 SMRA-Switching與 2.6GHz 頻段相

似。 

3. 2011 年拍賣 1800MHz 頻段計 2×35MHz 頻寬，並以 2×5MHz 為單位釋出，未

限制單 1 業者可標得頻寬，採 Clock auction 二階段拍賣方式。 

PTS 釋照目標，包含優質行動寬頻服務帶來的各項應用、稀有資源有效利用、

促進市場競爭國民得享有物美價廉通訊服務，與我國「行動寬頻業務」釋照相近。

另外，瑞典人口多數集中於部分城市，為達成瑞典寬頻政策於 2020 年 90％的家

戶和企業能享有寬頻接取之目標，爰於釋出無線頻譜資源中，特別規範獲得

800MHz 頻段之其中 1張執照業者應有涵蓋義務，而涵蓋義務之業者，總投資金

額最高上限為瑞典克朗 1.5億至 3億元(約新台幣 7億至 14億元)，應涵蓋之家

庭範圍，則由 PTS參考固網寬頻涵蓋情形後指定之。 

關於瑞典 LTE涵蓋率，2012 年 10 月統計已達 93%，而主管機關 PTS 釋照時

並無要求電信業者相關建置率，但日前業者已承諾將持續建設網路，涵蓋率目標

將達 99%人口。 

關於釋照規劃與過程，PTS依序為釋出頻譜資源、釋照目標、各項議題(涵蓋

率、頻譜上限、拍賣方式)分析、公開意見徵詢、進行拍賣等，一般完整釋照程

序共計約需 2 年時間。 

 

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PTS)釋照規劃過程圖例說明 

資料來源：本次會議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PTS)提供頻譜管理策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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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PTS)釋照規劃期程說明 

資料來源：本次會議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PTS)提供頻譜管理策略資料 

三三三三、、、、拜會拜會拜會拜會瑞典瑞典瑞典瑞典 TeliaSoneraTeliaSoneraTeliaSoneraTeliaSonera 電信電信電信電信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瑞典 TeliaSonera 電信公司代表 Mr. Tommy Ljunggren 會談，介紹該公司因

應寬頻服務趨勢之經營策略。TeliaSonera 電信公司原分別為瑞典 Telia 及芬蘭

Sonera 等 2 家公司於 2003 年合併組成，目前已於歐洲地區 15個國家成立分公

司提供跨國服務，共計約有 7千 1百萬用戶。 

TeliaSonera電信公司為全球最早推出LTE服務業者，該公司已標得800MHz、 

1800MHz 及 2.6GHz 等多頻段頻率，發展初期仍以 LTE 提供寬頻上網服務，2G 及

3G 提供語音服務，後續將推動 LTE語音服務。Mr.Tommy Ljunggren 並說明目前

刻正洽商歐洲地區國家，規劃採 800MHz、2.6GHz 等頻段提供 LTE 國際漫遊服務。 

隨著行動通信服務之多樣化，應用內容服務層之營收逐步增加趨勢，而傳統

語音營收則逐漸流失， TeliaSonera 電信公司後續將以提供消費者垂直服務策

略，以留住既有電信用戶，除持續推動加值應用，並積極跨足電視頻道等多角化

經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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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心得心得心得心得與與與與建議建議建議建議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隨著寬頻技術不斷躍進、各種類型應用軟體競相推出，帶動網路寬頻需求倍

增趨勢，各主管機關積極營造寬頻服務發展環境，推動成為資訊化社會。 

本次出國參與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PTS)舉辦年度寬頻大未來會議，各國監

理機關代表藉由參與討論之機會，瞭解國際新興技術發展趨勢、因應匯流環境變

遷監理思維、促進無線頻譜資源利用，共同邁向寬頻大未來。以下謹整理會議重

點及因應建議： 

一一一一、、、、建立建立建立建立我國我國我國我國中中中中長期長期長期長期頻譜頻譜頻譜頻譜策略策略策略策略，，，，持續性評估持續性評估持續性評估持續性評估、、、、調整調整調整調整、、、、規劃釋出規劃釋出規劃釋出規劃釋出機制機制機制機制    

無線頻譜資源規劃，為推動行動寬頻服務重要關鍵因素，主管機關除順應國

際無線頻譜趨勢，規劃釋出頻譜資源，供電信業者建設更高效率行動寬頻網路

外，掌握各項目的使用之頻譜資源使用情形及符合消費者需求，評估未來中、長

期頻譜因應規劃方針，將可提升國家政策透明性，並有利於整體行動產業投資環

境。 

以瑞典 PTS 為例，規劃國家頻譜政策目標與策略，依三階段：檢視國家各種

無線頻譜資源使用目的之需求與供給、再評估各頻段使用情形、最後決定或調整

各使用頻段之管理方式(專屬獨佔、共享使用、最低限度條件共享或獨佔等 4 項

分類)等循環程序，以期提升稀有資源最有效利用，相關機制可供我國頻譜資源

主管機關參考。 

二二二二、、、、密切關注國際密切關注國際密切關注國際密切關注國際頻譜共享頻譜共享頻譜共享頻譜共享(Spectrum Sharing)(Spectrum Sharing)(Spectrum Sharing)(Spectrum Sharing)技術發展技術發展技術發展技術發展趨勢趨勢趨勢趨勢    

全球數位無線電視閒置頻譜(TV White Space,TVWS)應用仍屬發展初期，而

近期英國、美國、新加坡、日本及韓國等國家，陸續推動相關實驗計畫，廣泛應

用於智慧公共能源監控、國土安全監控、智慧防災即時傳輸、智慧交通監控、港

口管理及行動頻寬分流等面向，其市場規模、頻譜和諧使用均為重要發展因素。 

本次於瑞典會議雖探討 TVWS之應用，為避免干擾數位無線電視用戶之接收，

基站發射功率恐將受限，原利用頻譜特性涵蓋優勢之利基將受影響，且人口越密

集區域，可供利用之數位無線電視閒置頻譜亦越少，因此相關機制恐將適用於短

距離通訊其他頻率之疑慮，而參酌國際 TVWS相關技術可支援之頻段甚寬
3

(VHF

頻段：30MHz～300 MHz、UHF 頻段：300MHz～3,000 MHz)，因此，未來仍有機會

                                                 
3 資策會 2013.08.28「全球 TVWS發展分析」。 



16 
 

落實頻譜共享(Spectrum Sharing)概念，後續須密切觀察國際趨勢，並預為檢視

我國推動相關機制之法令環境。 

三三三三、、、、因應因應因應因應頻譜共享頻譜共享頻譜共享頻譜共享((((Spectrum SharingSpectrum SharingSpectrum SharingSpectrum Sharing))))管理方式管理方式管理方式管理方式與法規與法規與法規與法規架構調整架構調整架構調整架構調整    

我國目前頻譜資源管理方式，主要可區分為執照制及免執照制等 2種類型。

執照制，依電信法規定核配頻率及核予特許執照或專用電信執照，執照頻率為專

屬使用且具有免受干擾之權益；免執照制，使用者僅需購買符合本會「工業科學

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等規定設

備，毋須申請執照即可使用，通訊品質受當時使用多寡等環境條件之限制。 

為因應頻譜共享(Spectrum Sharing)逐漸成熟趨勢，除頻譜使用權分配方式

(資料庫建立)及干擾處理規範等挑戰外，我國現行通訊與傳播法制架構，仍以業

務(事業)執照並核配使用無線頻譜之管理機制，未來如納入頻譜條件授權共享使

用機制，需考量業務執照管理架構之適用及調整。 

四四四四、、、、新興新興新興新興行動通信行動通信行動通信行動通信技術技術技術技術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5G5G5G5G、、、、輔助型下鏈輔助型下鏈輔助型下鏈輔助型下鏈(SDL)(SDL)(SDL)(SDL)及及及及多媒體廣播多播多媒體廣播多播多媒體廣播多播多媒體廣播多播

技術技術技術技術（（（（MBMSMBMSMBMSMBMS））））    

行動通信系統之演進均有其推動目標與定義，第一代為 AMPS類比式通信系

統，第二代 GSM 通信系統則具有類比轉換為數位之重要意義，第三代 UMTS 通信

系統(3G)帶動數據加值服務應用發展，第四代 IMT-Advanced 行動通信系統(4G)

則以提升傳輸容量為演進目標。 

第五代行動通信(5G)技術標準，全球目前尚無具體明確之定義。本次會議探

討 5G定義與發展目標，除了持續提升通訊品質、支援高速移動能力、更高頻寬、

低功耗、低延遲及技術相容等面向外，裝置之間連接(connected devices)功能，

亦將為未來 2020 年可能之應用。此外，為提升頻譜利用率，輔助型下鏈(SDL)、

多媒體廣播多播技術（MBMS）、WiFi無縫隙應用並整合於行動網路等應用功能均

已逐漸成熟，為本次會議討論未來可能之應用趨勢，待觀察後續密切觀察，俾利

我國發展行動寬頻與國際先進國家同步。 

五五五五、、、、瑞典釋出瑞典釋出瑞典釋出瑞典釋出 800MHz800MHz800MHz800MHz 頻段頻段頻段頻段無線涵蓋率規定與固定網路併同考量無線涵蓋率規定與固定網路併同考量無線涵蓋率規定與固定網路併同考量無線涵蓋率規定與固定網路併同考量    

本次與瑞典主管機關代表雙邊交流會議探討推動寬頻發展各面相，瑞典寬頻

政策於 2020 年 90％的家戶和企業能享有寬頻接取之目標，爰於釋出無線頻譜資

源中，特別規範獲得 800MHz 頻段之其中 1張 FDD6執照業者應有涵蓋義務規定，

而涵蓋義務之業者，總投資金額最高上限為瑞典克朗 1.5億至 3億元(約新台幣

7億至 14億元)，無線網路應涵蓋之家庭範圍，則由瑞典主管機關 PTS參考固網

寬頻涵蓋情形後指定之，其發展寬頻策略係以無線網路搭配固定網路做為整體涵

蓋率之考量，可供各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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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捌捌捌、、、、活動相片活動相片活動相片活動相片 

本會副主任委員與澳洲 ACMA 主委 Chris Chapman 會面 

 

 

 

本會與瑞典 PTS 代表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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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副主任委員與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OFCA 總監利敏貞 Eliza Lee 會面 

 

本會副主任委員與加拿大工業部門代表 Kelly Gillis 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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