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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事業重大事故無法提供電信服務通報辦法草案總說明 

在通訊傳播匯流時代，電信服務與國人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倘電信事

業因重大事故致無法提供電信服務，勢影響民眾權益甚鉅。為督促電信事

業於遭受災害、違反法令受他行政機關處分或其他重大事故導致其無法

提供電信服務時，能積極搶修或提供適當方式以保障民眾權益，並使主管

機關得充分掌握影響民眾通訊權益之重要資訊。爰依據電信管理法第十

一條第二項之授權，課予電信事業知悉無法提供電信服務時，有立即主動

據實通報主管機關之義務，擬具「電信事業重大事故無法提供電信服務通

報辦法」草案，其訂定重點如下： 

一、 本辦法之法源。（草案第一條） 

二、 本辦法用詞定義。（草案第二條） 

三、 重大事故無法提供電信服務之通報範圍。（草案第三條至第五條） 

四、 通報作業方式、內容及應履行義務。（草案第六條） 

五、 先行通報方式。（草案第七條） 

六、 定期演練義務。（草案第八條） 

七、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草案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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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事業重大事故無法提供電信服務通報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電信管理法第十一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訂定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固定通信系統：指利用有線或其

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傳輸方式連

接固定發信端與受信端之網路傳

輸設備、與網路傳輸設備形成一

體而設置之交換設備，以及二者

之附屬設備所組成之通信系統。 

二、行動通信系統：指利用行動通信

之行動臺、接取網路（含基地臺

及其控制器）、核心網路（含交

換設備、網路功能元件、網路管

理設備及帳務管理設備等）、傳

輸網路所組成之通信系統。 

三、固定通信網路：指一或多固定通

信系統所組成之通信網路。 

四、行動通信網路：指一或多行動通

信系統所組成之通信網路。 

本辦法之名詞解釋。 

第三條 電信事業因災害或其他重大事

故導致電信機線障礙或發生資通安全

事件，致無法提供電信服務，且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通報主管機關： 

一、固定通信網路之市內用戶一萬戶

以上中斷服務達三十分鐘以上。 

二、固定通信網路之長途電路一千路

以上中斷服務達三十分鐘以上。 

三、固定通信網路之本島與離島間、

國際間之海纜系統或其內陸介接

站電路中斷服務達三十分鐘以

上。 

四、行動通信網路於同一鄉（鎮、

市、區)之基地臺同時四臺以上

中斷服務達十五分鐘以上。 

五、其他中斷服務情事，經主管機關

命限期辦理通報。 

一、明定電信事業因災害無法提供電信

服務之通報範圍。 

二、為強化電信事業對於災害或其他重

大事故發生時之因應能力，並利主

管機關適時監督電信事業之服務提

供情形以確保用戶權益，爰明定電

信事業因災害或其他重大事故，致

電信機線障礙或發生資通安全事件

致無法提供服務達一定情形以上

者，應通報主管機關。 

三、考量固定通信網路之電信機線設備

障礙之確認故障原因，至少約需十

五分鐘以上，且市內電話交換機之

門號數約以二萬戶為單位，爰第一

款規定以一萬戶以上用戶中斷服務

達三十分鐘以上為通報門檻。又長

途電路故障時係以路由調度方式因

應，爰以一千路斷訊達三十分鐘以

上之持續性障礙作為經營者通報門

檻，訂定第二款。 

四、本島與離島間、國際間之海纜通信均

為重要之對外通訊路由，雖得以路

由調度方式因應，惟導致斷訊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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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鐘以上已屬持續性障礙，爰訂

為第三款之通報門檻。 

五、行動通信網路之離峰及尖峰使用人

數不同且差距，及數據上網下載速

率高低亦會影響數據服務之用戶人

數，無法明確統計中斷服務用戶數，

故難以用戶數為通報門檻。經考量

行政區域界限明確，並參酌每一第

四代行動通信基地臺在 1x20MHz 載

波頻寬下，最大可服務用戶數約計

二千至三千人；每一第三代行動通

信基地臺在 2x5 MHz 載波頻寬下，

最大可服務用戶數約計三百至四百

人。次考量目前國內語音通信服務

多 採 電 路 交 換 語 音 回 退 技 術

（Circuit Switched Fallback ，

CSFB）至第三代行動通信系統，爰以

第三代行動通信基地臺之最大服務

用戶數為計算基準（即一千人除以

三百人計算之商數），故基地臺中斷

服務數以四臺計算。是以，行動通信

網路之中斷服務判斷基準以鄉（鎮、

市、區）為單位，復考量行動通信網

路為民眾使用最為普遍之通信服

務，對行動通信服務中斷相較敏感，

爰以該單位內之基地臺同時有四臺

中斷服務達十五分鐘以上作為判斷

基準。 

第四條 電信事業因違反法律或法律授

權之法規命令，受其他行政機關處分

致無法提供電信服務之一部或全部

者，應通報主管機關。 

明定電信事業因違反法律受各該主管機

關處分致無法提供電信服務之通報範

圍。 

第五條 電信事業因前二條以外之重大

事故，致無法提供電信服務者，主管機

關認有必要時，得命其限期辦理通報。 

電信事業除因電信機線障礙、受主管機

關處分外，倘有其他可能影響電信服務

提供之情事（例如罷工），仍須視個案情

形判斷之，考量相關資訊揭露、應變措施

之執行，攸關民眾權益甚鉅，爰規定主管

機關於有必要時，仍得命電信事業辦理

通報。 

第六條 電信事業向主管機關辦理通報

作業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屬第三條規定之情事者，電信事

業應於第三條各款情形發生後十

五分鐘內，至主管機關指定之系

一、為強化相關管理及情資提供，本會針

對災害致無法提供電信服務情形之

通報，已建置自動化之網路運作管

理平臺與電信事業介接，以利通報

資料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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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通報，內容應包含機線障礙或

資通安全事件之發生時間、地

點、原因、影響範圍、影響用戶

數、搶修進度及預計完修時間等

事項，並於故障排除前，應每三

小時更新障礙情形及修復進度。

但障礙情形有重大變化時，應隨

時通報。 

二、屬第四條規定之情事者，電信事

業應於行政處分送達之次日內，

以書面方式通報主管機關，通報

內容應包括處分機關、處分內容

及停止或終止服務類型與期間。 

三、屬前條規定之情事者，電信事業

應依主管機關指定之期限及方式

辦理通報，通報內容應包括無法

提供之服務類型、發生時間、地

點、原因、影響範圍、影響用戶

數、改善進度及預計可正常提供

服務時間。 

電信事業為前項通報時，應指定

聯絡人於三十分鐘內利用公司網站對

外公告無法提供服務原因、電信服務

類型及應變措施，並於一小時內公告

預定恢復期間及用戶權益保障方式；

電信事業於必要時，得以廣播或電視

媒體公告周知。 

電信事業於第三條情形完成修復

提供服務後一小時內，應公告因其電

信機線障礙、阻斷或資通安全事件，以

致發生錯誤、遲滯、中斷或不能傳遞而

造成損害時之處理方式。 

二、考量災害或其他重大事故發生之應

變時效，爰訂定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要求電信事業應於一定時間內至本

會指定之系統通報事件發生時間、

影響狀況及處理措施等事項。另為

使通報作業時序一致化，俾利業者

配合，爰訂定障礙發生之通報時限

為每三小時更新。 

三、第一項第二款明定電信事業因違反

法律受各該主管機關處分致無法提

供電信服務之通報作業方式。 

四、第一項第三款明定電信事業因前揭

原因外之其他重大事故致無法提供

電信服務之通報作業方式。 

五、為相關資訊揭露及消費者權益之保

護，明定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第七條 電信事業無法以本辦法所定方

式通報時，得先以電話、電子郵件、簡

訊或其他方式向主管機關通報。 

考量電信事業倘未能於期限內依指定方

式通報情形，為確保重大事故發生時之

通報效率，爰規定電信事業得先以其他

方式通報。 

第八條 電信事業應就第三條規定之情

事，每年進行演練，並保存演練紀錄報

主管機關備查。 

為利災害發生之際，電信事業能確實依

本辦法流程辦理，爰要求電信事業每年

均須進行相關演練，並保存相關紀錄報

主管機關備查，以保留本會行政裁量彈

性空間。 

第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年○月○

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