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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內電信統計指標研究 

4-1我國現行電信統計指標蒐集機制 

國內電信統計指標之蒐集，可從供給面和需求面著手進行。供給面係

指由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業者提供電信統計相關數據資料，俾掌握電信事

業發展動態；需求面則係針對消費者對電信服務品質或消費性向等進行調

查，俾掌握消費需求動態。 

前者通常係由電信主管機關函請國內電信業者配合提報相關統計數

據；後者通常係由相關主管機關或電信業者或其他相關團體等機構，透過

問卷調查或抽樣調查的方法，蒐集彙整。 

根據我國電信法第 52 條的規定，電信總局於必要時，得命電信事業

或專用電信使用者檢送如下報表： 

一、有關業務者。 

二、有關財務者。 

三、有關電信設備者。 

換言之，就法制面而言，我國現行電信法規已充分具備電信統計蒐集

機制所需之法源基礎，主管機關要求電信業者配合提供相關統計數據，自

有其合法之正當性。 

考察我國政府統計制度可知，我國統計行政最高機關為行政院主計

處。基於「管理集中，業務分散」之原則，國內主計系統採一條鞭的方式，

政府各部會統計處人員均由主計處統籌派任。 

政府各部會之統計資料，除遵照「統計法」之相關規定外，在實務上，

主要依據「公務統計方案」之相關規範實施。其主要內容規定，凡可以數

據表現施政計畫推行之成績與程度、工作之效率與每單位公務成本、經費

收支狀況者，應納入其統計範圍；其統計項目，則包括以本機關之需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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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亦包括須向上級或彙編機關報送及須由下級或相關機關報送之相關項

目。各級政府循此原則，擬定該機關之公務統計方案，定期蒐集相關公務

統計。 

國內現行電信統計指標蒐集機制，係由電信總局公眾電信處直接向電

信業者取得相關統計數據後，提報電信總局作為施政參據；交通部統計處

則透過電信總局會計室取得電信相關統計資料後，彙整提報主計處，基本

上，主計處對電信統計的需求，著重在業者營運概況的相關資料。 

此外，在需求面相關數據的蒐集方面，目前國內有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以及資策會電子商務應用推廣中心就資訊統計指標，進行定期蒐集彙整工

作。 

前者主要的蒐集項目是：國內中、英文網域名稱申請統計、WWW Server

累計數量統計以及聯網主機成長統計等項目。後者主要以電子商務相關領

域為主，定期蒐集之一手統計指標計有：上網人口、寬頻數量、家庭網路、

企業網路等四大類；定期蒐集之二手資料主要包括：聯網主機、學術網路、

政府網路、其他國家基礎等指標之彙整蒐集。 

其他相關研究機構、團體，則受到研究經費之限制，甚少進行自發性

電信統計相關指標之蒐集彙整工作，故我國在需求面之消費者對電信服務

滿意度、或消費性向等相關數據之掌握，尚有努力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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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我國現行電信統計指標蒐集機制之問題 

本研究針對我國現行電信統計指標蒐集機制調查結果，發現國內存在

如次五大問題： 

一、供給面重於需求面問題 

二、國際電信統計接軌問題 

三、電信業者配合意願問題 

四、主管機關員額編制問題 

五、蒐集機制經費規模問題 

 

4-2-1供給面重於需求面問題 

我國現行電信統計蒐集機制，係由電信總局直接向業者取得相關數據

資料，其他相關研究機構、團體，幾無進行自發性電信統計相關之蒐集、

調查工作。因此在需求面之消費者對電信服務滿意度、或消費性向等相關

數據之掌握，尚有努力之空間。 

雖然電信總局已委託研究單位或民間業者對行動電話服務、固定通信

綜合網路服務及網際網路服務進行消費者滿意程度調查，除此之外亦執行

「行動電話服務品質調查評鑑」，但評鑑內容項目有限，對於電信服務滿

意度雖得有數據展現，但就個人消費性向乃至於電信發展對家庭生活、企

業經營、社會文化等多元性之相關調查數據，則顯現相對不足。 

 

4-2-2國際電信統計接軌問題 

有關電信統計指標與國際接軌之問題，我國因國際政治的因素，難有

機會參與國際會議共同討論，一般多以沿用國際機構或先進國家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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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統計資料之蒐集，此種方式未必不佳，新加坡亦然。 

然而就國內實況而言，所謂與國際電信統計接軌的問題，與其說是指

標定義的問題，毋寧說是指標項目是否完備？是否能應國際機關的要求，

即時提供符合其所定標準之指標項目內容？就此意義而言，本研究之目

的，即在於提供此一問題之解決方案。 

 

4-2-3電信業者配合意願問題 

在電信三法實施之前，我國電信統計指標，概由電信總局全責彙整，

當時電信業務仍由電信總局獨佔經營，故無資料來源的問題。隨著電信自

由化政策之積極推動，業界競爭，日益激烈，遂乃出現業者配合意願低落

問題。 

本研究在進行過程中，即已注意前述問題，特別重視蒐集統計指標之

可實踐性與合意性，期能研擬具體可行之定期蒐集機制，裨益問題之解決。 

 

4-2-4主管機關員額編制問題 

電信統計指標定期蒐集機制確立後，主管機關固然可以輕易蒐集、運

用相關統計數據，然而統計指標之真正意涵，在於提供國內外電信政策、

市場、科技發展動態之參考，若僅單純止於數據之蒐集而欠缺深入分析之

作業手續，則難正確解讀數據之意涵。 

因此，理想狀態是主管機關之政策部門應設有統計資料之專責團隊，

隨時掌握國內外電信發展最新動向，提供決策參考。能如此，才能發揮統

計機制之真正效益。 

唯就現行員額編制而言，與前述理想狀態尚存在現實性的落差。電信

總局研議已久的「電信技術中心」，若能實現，應可發揮此種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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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蒐集機制經費規模問題 

一如前述，電信統計指標定期蒐集機制確立後，除供給面與需求面相

關統計指標之蒐集成本外，為確實發揮蒐集機制應有之效益，現行員額編

制似宜調整擴充，唯如何爭取適當經費規模，誠乃主管機關應重視之課題。 

建立統計指標蒐集機制之目的，除可掌握國內外電信發展動態外，更

積極的意義應在於提供決策參據，提升政策品質。為配合政府「挑戰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電信總局擬定有「電信發展六年計畫」。本研究初步

認為，統計數據是策定電信政策最基礎且最重要之決策工具之一，為有效

落實「六年計畫」，除應健全蒐集機制之確立，充實資料分析專責團隊編

制外，更應逐年爭取適當經費規模，始得更具優質之決策規劃，進而對我

電信發展環境以及國家競爭力之提升，提供更為顯著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