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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NGA 為 Association of German Cable Operators 之簡稱，ANGA 目前成員擴大

包含德國有線電視網路營運商，製造商，服務提供商，內容提供商，顧問，機關

和其他組織的電信和媒體等行業所組成。ANGA 主要的工作目標在改善有線事業的

市場競爭條件，並聚焦在以下項目：

1、降低媒體與電信法令之管制門檻。

2、協調版權合約。

3、新技術及服務之引進與支援。

ANGA COM為ANGA所成立之公司， 其辦理寬頻、有線和衛星的展覽及會議，

一直是歐洲領先的寬頻、有線電視營運商和內容提供商的業務平台，該展覽會已有

10年歷史。ANGA COM舉辦之有線電視及寬頻展覽會今（102）年6月4日至6月6日

於德國科隆市舉行，內容除了有線電視及寬頻相關軟硬體的新產品展覽外，並針

對有線電視及寬頻產業相關議題辦理多場研討會，內容包含有線電視及寬頻工程

技術、內容產業、法規與公共政策、營運管理、產業結構以及技術應用等資訊。

本屆ANGA COM 2013以“WHERE BROADBAND MEETS CONTENT”為主題，其會

議與展覽的主要內容有寬頻、光纖、下一代網絡（NGN）、IP傳輸/ IPTV、衛星、有條件

接收系統(CA)、伺服器和路由器技術、消費類電子產品、多屏智能螢幕、超高畫質電

視(UHD TV)、付費內容、視訊點播、軟體/資訊及網頁。本次參訪重點仍著重有線廣播

電視、寬頻、無線通訊和數位內容的發展趨勢，以供本會未來寬頻上網、有線廣播電

視營運管理、無線廣播電視營運管理、數位內容營運管理之參考，作為制訂數位匯

流政策、修訂通訊傳播法規及技術法規等研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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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ANGA由超過180家與德國寬頻事業相關的公司所組成，包括了電視服務

戶數總和 超過 1800萬戶的 網 路 營 運 公 司 (Kabel  Deutschland,  Unitymedia

KabelBW,  Tele  Columbus,  PrimaCom,  Net  Cologne,  EWE  TEL,  Marienfeld  and

Wilhelm tel.)，以及系統方案提供公司(lcatel-Lucent, Siemens, Motorla, Scientific-

Atlanta, Kathrein,Teleste, Triax, Astro and Wisi)等。

行政院2010年07月08日通過「數位匯流發展方案」，2014年完成數位匯流

架構整合或分立的規範並通過立法，2015年80%的家戶可接取100Mbps有線寬

頻網路，光纖用戶達600萬戶，無線寬頻用戶達200萬戶，數位有線電視普及

率達100%，行政院科技顧問組所提「數位匯流發展方案」強調，數位匯流產業

是一個值得大力開發的高科技產業，透過本方案的推動，將能有效鼓勵創新、

強化市場競爭機制，所有民眾都能享受價格合理且優質的寬頻匯流服務，進

而帶動國民數位能力的提升，同時強化產業競爭力。1

「數位匯流發展方案」將透過整備高速寬頻網路、推動電信匯流服務、加速

電視數位化進程、建構新興視訊服務、促進通訊傳播產業升級及調和匯流法規

環境等六大主軸面向推動，建置我國的數位匯流產業發展環境，期能達到

「創造優質數位匯流生活、打造數位匯流產業、提升國家次世代競爭力」的政策

願景。「數位匯流發展方案」規劃2012年前提出法規修正案及廣電架構規範，

經行政院通過後送立法院審議；2013至2014年完成數位匯流架構整合或分立

的規範並通過立法，期能以2015年為目標達成年。2

本次參訪ANGA COM展覽會之主要目的，希望藉由參訪會場展覽及研討

會，瞭解有線電視數位化、寬頻運用、超高畫質(ultra HD）、IP傳輸/ IPTV、衛星、

1  參考資料：http://news.cts.com.tw/cnyes/money/201007/201007080513064.html。

2  參考資料：http://news.cts.com.tw/cnyes/money/201007/2010070805130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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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條件接收系統(CA)、伺服器和路由器技術、壓縮技術(ENCODER)、多屏智能

螢幕、付費內容、視訊點播、OTT、視密卡等之最新技術及產品發展，蒐集語音

(VOICE)、影像(VIDEO)、數據(DATA) 之數位匯流應用服務與發展，瞭解歐洲

有線電視產業政策、有線電視業者營運商因應內容與寬頻所面臨的營運模式

和機會挑戰，蒐集掌握歐洲有線電視與數位匯流發展等資訊及經驗，供作本

會多屏螢幕服務規管及政策制訂、通訊傳播相關法規修訂、有線電視營運管理

寬頻服務及有線電視技術監理等法規之修正參考，推動國內數位有線電視服

務及內容提升，讓民眾享有高品質及便利性的收視節目內容、更多元的加值

服務，促進國內有線電視與電信產業蓬勃發展，進而享受數位科技發展的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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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過程

1、 參訪時間及行程

日  期 行 程 活 動 備 註

6 月 2 日～3 日

（星期日～一）

台北 飛往 法蘭克福機場 出  發

6 月 3 日

（星期一）

抵達法蘭克福機場  搭高鐵至科隆 出  發

6 月 4 日～6 日

（星期二至四）

參加ANGA論譠(峰會)及參觀ANGA展覽會場攤位
ANGA展覽會

場會議室、

ANGA展覽會

場(10號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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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NGA COM 簡介 3

ANGA 為 Association of German Cable Operators 之簡稱，ANGA 目前成員擴

大包含德國有線電視網路營運商、製造商、服務提供商、內容提供商、顧問、機關

和其他組織的電信和媒體等行業所組成。ANGA 主要的工作目標在改善有線事

業的市場競爭條件，並聚焦在以下項目：

1、降低媒體與電信法令之管制門檻。

2、協調版權合約。

3、新技術及服務之引進與支援。

ANGA COM為ANGA所成立之公司，其辦理ANGA的展覽及會議，一直是歐

洲領先的寬頻、有線電視營運商和內容提供商的業務平台，該展覽會已有10年

歷史。ANGA COM舉辦之有線電視及寬頻展覽會今（102）年6月4日至6月6日

於德國科隆市舉行，內容除了有線電視及寬頻相關軟硬體的新產品展覽外，

並針對有線電視及寬頻產業相關議題辦理多場研討會，內容包含有線電視及

寬頻工程技術、內容產業、法規與公共政策、營運管理、產業結構以及技術應用

等資訊。

本屆ANGA COM 2013 於今（102）年6月4日至6月6日於德國科隆市舉行，

以“WHERE BROADBAND MEETS CONTENT”為主題，除了有線電視及寬頻相關

軟硬體的新產品展覽外，並針對有線電視及寬頻產業相關議題辦理多場研討

會，涵蓋有線電視及寬頻工程技術、內容產業、法規與公共政策、營運管理、產

業結構以及技術應用等面向。其會議與展覽的主要內容有寬頻、光纖、下一代

網絡（NGN）、IP傳輸/ IPTV、衛星、有條件接收系統(CA)、伺服器和路由器技術、

消費類電子產品、多屏智能螢幕、超高畫質電視(UHD TV)、付費內容、視訊點播、

3  參考資料：http://www.angacom.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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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資訊及網頁等。

ANGA由超過180家與德國寬頻事業相關的公司所組成，包括了電視服務

戶數總和 超過 1800萬戶的 網 路 營 運 公 司 (Kabel  Deutschland,  Unitymedia

KabelBW,  Tele  Columbus,  PrimaCom,  Net  Cologne,  EWE  TEL,  Marienfeld  and

Wilhelm tel.)，以及系統方案提供公司(lcatel-Lucent, Siemens, Motorla, Scientific-

Atlanta, Kathrein,Teleste, Triax, Astro and Wisi)等。

(1) ANGA活動

ANGA COM 2013活動主要分為 Exhibition 展覽會及 Congress 研討會

兩大項。今年與會人數刷新了歷年的紀錄，共計 17000人參加，其中50%

來自德國以外國家，較去年成長 6％。

展覽會部分：

 來自 36個國家 450廠商參展，展場占地 27000 平方公尺。

 17000人參加，其中50%來自德國以外國家。

研討會部分：

 1,700 人參與研討會活動。

 10 場次英文研討會及 12 場次德文研討會。

 德文 / 英文 同步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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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A2013 會場地圖

筆者攝於 2013 德國科隆 ANGA COM 展覽會會場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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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NGA 訪客統計資料

本次參加ANGA COM 2013 的人士，依國別統計以德國本國人士最

多，占50.1%、亞洲(含澳洲)則占 3.2%；如依行業別統計則以網路業者最

多占 24.8%，相關統計圖如下：

ANGA COM 2013 訪客統計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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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A COM 2013 訪客統計圖二

(3) 用戶統計資料(數位戶數滲透率成長、網際網路用戶成長、寬頻

速率普及狀況)

本次主辦單位提供德國截至 2012 年底有線電視及寬頻用戶相關數

據，其有線電視數位戶數達 48.2％，約 880萬戶；2012 年透過有線電視

上網用戶為 440萬戶、透過電話上網用戶為 430萬戶，有線電視上網用戶

首次超過電話用戶；有線電視上網速率小於 29Mbps 之用戶佔 41.3％、上

網速率介於 30M bps 至 49M bps 之用戶佔 41.3％、上網速率大於 50M bps

之用戶佔 17.4％。相關統計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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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數位用戶成長圖

有線電視寬頻用戶成長圖

有線電視寬頻用戶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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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訪內容

(1) ANGA 研討會

ANGA 研討會自 6 月 4 日至 6 月 6 日舉辦，共計 3 日。本次研討會以

“WHERE BROADBAND MEETS CONTENT”為主題，議程共分下列部分，詳細

議程如附件：

 Opening

 TV Summit

 Broadband Summit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ummit

 Strategy Panels

 Technology Panels

本次研討會除開幕式外，並召開電視、寬頻以及技術等 3 場高峰會，

另研討會議題分成策略及技術 2個小組分別進行，以下就參與之研討會作

重點摘述：

1.電視高峰會(TV SUMMIT): 

主題：誰來埋單？(Networks and Content: Who pays the Bill?)

(1) 與談人：

Presenter: Frank

Thomsen：

Editor-in-chief, stern.de

Conrad Albert ： Executive Legal, Distribution & Regulatory 

Affairs, ProSiebenSat.1 Media AG 

ProSiebenSat.1 Media AG

Dr. Andreas Bereczky： Director Production, ZDF

Michael T. Fries：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Liberty Global

Dr. Adrian v.

Hammerstein：

CEO, Kabel Deutschland Holding AG Kabel 

Deutschland

Dietmar Schickel： COO, Tele Columbus Gruppe COO

Brian Sullivan： CEO, Sky Deutschland AG

Prof. Dr. Karola Wille： Chairwoman, Mitteldeutscher Rundfunk

       

(2)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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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位化普及過程中，內容扮演著最關鍵性的角色，以德國來講，

足球比賽是最大的激勵因素，而需要密切注意的事項包括如下事項：

A.  Content is the King, Cable is the King Kong；寬頻網路需要內容，尤

其是高品質的視訊內容。

B. 消費者開始透過不同的終端設備觀看影音內容，並有興趣以非線

性方式進行消費。

C. 不同網路或技術平台之版權問題需要持續投入解決。

D. 社群化的需求，將影響並衝擊未來媒體發展趨勢。

E. 固接網路+行動網路的混用寬頻消費模式，將成為趨勢。

F. Keep audience younger, 越來越多 16~28歲的年輕人只上Youtube，

不看電視，投資並發展年輕化的頻道內容可吸引回流。

G. 必載付費(retrans fees)議題：該案例牽扯到不同經濟規模Operator

間的公平待遇問題，簡單的說，公共頻道付費給大的有線電視業

者進行轉載，但卻不付費給小業者,引述相關報導如下：

 The long running dispute centres around whether the public 

broadcasters should pay cable operators for the capacity taken up by 

their multiple digital services.

 only the large regional providers received the retrans fees, where as the 

many smaller operators did not，Dietmar Schickel, COO, Tele 

Columbus Gruppe. Said “We’d love to have those fees too, but we 

are being discriminated against. so we started two law suits. We’ve 

had a court decision in Hamburg, where it was underlined that there 

had been discrimination, but there is still a final judgement.”

2.寬頻高峰會(BROADBAND SUMMIT):

主題：頻寬成長，價格下跌，市場能應對多少競爭？(Growing 

Bandwidths, falling Prices: With how much Competition can a Market 

cope?)。

(1) 與談人：

Presenter: Werner： Lauff, Publicist

Wilhelm Dresselhaus： CEO, Alcatel-Lucent 

Deuschland AG

Thomas Ellerbeck： Managing Director, Vodafone 

Deutschland / Vice Presiden

Dr. Iris Henseler-Unger： Vice President, Fed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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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Agency

Jean-Francois Leprince-

Ringuet：

CCO, Eutelsat SA CCO

Lutz Schüler： CEO, Unitymedia KabelBW

Theo Weirich ： Managing Director, wilhelm.tel 

GmbH

Dr. Dirk Wössner： Managing Director Sales, 

Telekom Deutschland GmbH

(2) 內容摘要：

A. 預估下一個 10 年會有 75%的家戶需要 50Mbps 以上的頻寬；2018 年

將能 100% 提供 100Mbps 的寬頻服務。

B. 新建網路以光纖為主，7 年內將完成覆蓋德國的光纖網路。

C. 有線電視為德國的寬頻貢獻良多，目前有接近 60%的訂戶使用 

30Mbps 以上的服務，而有線電視也提撥 30% 的營收來持續進行投

資。

D. FTTH 是整個寬頻網路發展之方向，部分有線電視業者因為已投入

同軸網路建設，為了充分發揮其投資效益，因此對於全光纖化的

轉換相較之下不如新進業者積極。

E.  在寬頻資源的利用率上，LTE可能可以在人口稀疏地區取代

Fiber，不過不管是密集或疏鬆區，估計有 3%的重度用戶過度使用

頻寬資源因而排擠到一般用戶，因此將其移到有線網路，或是限

定其最大可傳輸流量是可以考慮的方法之一。

F.  在考慮到 Fiber 與 LTE這兩種不同的網路存取技術時，有幾點值

得注意：

 一是 800MHz 左右的 LTE訊號可能對同軸網路的破損或不良接

頭處產生 Ingress 干擾問題。

 一是網路必須具備良好的可管理性，例如用戶終端設備透過類

似 TR069 標準，可以很容易的進行遠端診斷與管理。

 在兩者的競爭性方面， Fiber 的終端網路可以透過 WiFi 的佈建，

提供多個SSID, 一方面滿足家庭無線網路的需求，另外也可提供

公用行動網路應用。

3.  策略小組(Strategy Panels)：

主題：寬頻政策：刺激或管制？(Broadband Politics :Stimulation or 

Regulation?)

(1) 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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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r: Dr. Christoph

Enaux： 

LL.M., Counsel, Olswang Germany

LLP

Dr. Christoph Clément： General Counsel, Kabel 

Deutschland

Peter Eberl： Deputy Head of Unit Regulatory 

Coordination and Users, European

Commission

Jürgen Grützner： Managing Director, VATM eV

Dr. Andrea Huber, LL.M.： Managing Director, ANGA 

Association of German Cable 

Operators

Marcus Isermann： Head of Political Lobbying, 

Regulation and States, Deutsche 

Telekom AG

(2) 內容摘要：

A.歐盟通訊管理委員會 2013 年所擬定草案中出現了兩個概念：

 具市場獨佔性或主導力之業者必須被管制。

 建築物對網路的佈建銜接有一定的責任或義務。

B.法規制定應以創造競爭、維護競爭為主要目的。

C.歐盟管制的方式德國並不適用，對德國有線電視業者來說，需要

的不是補助，而是解除管制(Deregulation)，提供競爭環境，這是驅

動業者持續投資的方法。

D.由於網路建設的投資當中，會有 80%的比例花在地下化工程，所

以目前也正在討論一個 Open Access 的方案，即由政府投資業者進

行建設，保障業者 7 年的自主經營權，然後該受政府投資的網路就

必須開放給所有業者使用。

E.德國亦出現國外投資基金經營德國境內有線事業時，未充分將經

營利潤投入於基礎網路建設，而是將資金移往海外之情形。

F.德國電信業者的定價顯得複雜不透明，對消費者來說，應該提供

更簡化的定價供消費者選擇。

G.有線電視業者於寬頻市場，所進行的基礎網路建設，其投資金額

大，應受一定程度之保護，市場主導者則應受管制，以提供公平

競爭之環境

H.在有線電視市場的動態競爭環境下，歐洲禁止頻道商與有線電視

系統進行垂直購併。

4.策略小組(Strategy Panels)：

主題：PayTV與 OTT之潛力和前景(PayTV vs. Over the Top - Potential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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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

(1) 與談人：

Presenter: Prof. Dr. Klaus

Goldhammer：

Managing Director, Goldmedia 

GmbH Strategy Consulting

Susanne Aigner-Drews： Geschäftsführerin, Discovery 

Networks Deutschland 

Geschäftsführerin

Katharina Behrends： Managing Director, Universal 

Networks International 

Germany / Austria / Switzerland

Wolfgang Elsäßer Wolfgang： Managing Director, ASTRA 

Deutschland GmbH ASTRA 

Deutschland GmbH

Dr. Holger Enßlin： Chief Officer Legal, Regulatory 

& Distribution, Sky Deutschland

AG

Thomas Heise： Chairman of the Management 

Board, maxdome

(2) 內容摘要：

A. OTT商業機制尚未成熟，OTT與 PayTV差異在於版權。

B. Pay TV 市場在德國每年呈現兩位數的成長率，其因素有如下幾項：

 智慧手機、平板電腦等手持式終端設備，搭配雲端影音服務平台

提供年輕世代一個很重要的視聽機制。

 人們願意付費觀看獨有的、新的、以及高畫質的內容與節目。

 更好的消費者體驗。

C. OTT的節目內容如要付版權費，對於規模較小的服務商將造成發

展的阻礙。

D. 對於Pay TV而言，民眾不會付錢看talk show等一般性的節目，因此

Pay TV的節目內容應以高品質為導向，如HD、運動賽事等即適合

作為Pay TV的節目。

E. 站在內容業者的立場上來看，如Discovery頻道，是很願意將其內

容透過不同的管道與平台推廣給消費者，但Pay TV 與 OTT 兩者之

間應該是互補的關係，而其目前最完美的情境，應該屬 2nd Screen

應用，即觀看TV節目時，透過手持式裝備汲取跟節目內容有關的

相關加值訊息，並進而衍生廣告與商品交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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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Pay TV與OTT二者不會形成個別競爭關係，較可能的營運模式應

為OTT作為Pay TV的加值服務，或Pay TV免費贈送OTT服務，以拉

攏客戶群。

               開幕式前攝於研討會會場

                    電視高峰會場景

(2) 未來寬頻演進

本次研討會在技術小組部分亦有討論到未來寬頻演進的議題(DOC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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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The Future Bandwidth Evolution)。歐洲多家有線電視營運商，已應用

DOCSIS 3.0 規範進行網路建設，建置下行 100Mbps 的網路，2012 年底

CableLabs 和 SCTE（The Society of Cable Telecommunications Engineer，美國

有線電視通信工程師學會）公佈DOCSIS 3.1 規範，該規範將有線網路的下

行速率提升至 10Gbps，幫助有線電視營運商提升在寬頻網路市場的競爭力。

根據DOCSIS 3.1 規範的時間表，產品應在 2014 年開始出現，最初的

部署在 2015年和 2016 年起步。CableLabs認為DOCSIS 3.1 的預期時間是比

其他寬頻技術標準，包括WiMAX和 LTE有更快速的演進軌道，能加快商

用化腳步。

DOCSIS 3.1 規範發展圖      (資料來源：Cable Labs)

DOCSIS 3.1 為實現更快的網路頻寬傳輸，其技術在於將現有的

256QAM 調製升到 1024QAM甚至 4096QAM。通過更高的頻譜利用率的

OFDM 技術，以及更具效率的演算機制 LDPC校正碼，建立新的 FEC 技術。

目前 DOCSIS3.1 標準下實現 5Gbps 傳輸需要的頻寬只有 500MHz，而原來

的 DOCSIS3.0 標準下需要 780MHz。

DOCSIS 3.1上/下行的使用頻寬與傳輸速度，分為三階段：

 下行傳輸：最初使用 750/862/1002 MHz plant (6 Gbps)、下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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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GHz (7+ Gbps, amp upgrade)、長期目標 1.7 GHz (10+ Gbps, tap 

upgrade)

 上行傳輸：最初使用(42/65 MHz, 200 Mbps)、下一階段(85 MHz, 

400 Mbps)、長期目標(~230 MHz, 1 Gbps)

由 1024QAM到 4096QAM 調變技術，意味 DOCSIS 3.1這需要達到更高

的訊雜比，藉由透過時間軸與頻率軸的調度，如下圖所示。使用 LDPC獲

得更加前向糾錯，藉以避免突來的雜訊干擾。

資料來源：Cable Labs

1、下一世代的寬頻網路 HFC-DOCSIS 3.1 與 IEEE EPON over Coax (EPoC)

美國最大有線電視業者 Comcast認為：現在提供 100Mbps 頻寬，很

快未來要提供 300Mbps。現在已經超過網路流量的 50%的影像廣播，未

來仍在網路佔據更大的流量，因此未來必須提供超過 1Gbps 的頻寬。但

在有線網路的頻譜的規劃中，頻譜資源越來越少，而影像佔據頻寬越來

越寬，未來，類比信號被數位信號全部替換後，人們希望有更多

VOD、DVR 的服務。很多營運商轉向了數位視訊。從技術來講，需要有足夠

的決心和意志去整合。

而與DOCSIS 3.1相同在有線寬頻傳輸技術下，EPoC也是一種下一代

有線寬頻網路接取技術，也獲得有線電視業界與IEEE的支持。IEEE目前傾

向EPoC與DOCSIS 3.1的實體層技術進行統一，HFC-DOCSIS 3.1 與EPoC將處

於新一代有線寬頻技術標準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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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螢發展

1.多螢（Multi-screen）的商業營利

Multi-screen亦為 ANGA2013 重要的議題，隨著科技進步，隨選視

訊(VOD)內容已改變傳統的傳輸路徑，使它不只在電視上提供內容。現今

內容供應商也朝向發展自己的多螢戰略，以滿足客戶的需求。而傳統的

CATV 與 IPTV 的營運商，也陸續開始提供多螢的服務，包括支援機上盒

與建立 OTT 多螢服務。

傳統的 CATV 與 IPTV 的營運商，受到內容供應商以及其他網路視訊

的侵蝕。此外，智慧電視與智能設備，包括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等等，

使用戶收視行為逐漸改變，因此，網路視訊與多螢服務，已經是收視生

態系統中的一部分，傳統的 CATV 與 IPTV 的營運商於是也開始發展自己

的多螢收視模式，將這種收視方法由劣勢轉為優勢。

智慧電視與智能設備的增長，將使寬頻網路帶來新的壓力。未來的

付費電視營運商，看起來就像是主要的電信營運商，互聯網/網路電視

的供應商，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包括有線，衛星與內容供應商，在匯流

後將加速彼此的競爭與合作。

根據 Google 與市場分析機構 Ipsos 及 Stering Brands 所做研究報告指

出，現今有高達 90%的日常娛樂、資訊傳播行為都以「四螢」作為平台，

四螢包括電視、筆記型/個人電腦、平板設備以及智慧型手機，每人一天

平均花費 4.4個小時在這四個螢幕之間。Google宣布多螢時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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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PSOS（易普索市場調查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而電視再也不是主要的資訊接收平台，研究指出即使是觀看電視，還

是有高達 77%的使用者會一邊使用智慧型手機或是平板、筆記型電腦等

其他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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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PSOS（易普索市場調查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在多螢趨勢下廣告方式也產生了變革，單一裝置上的單一廣告型

態是不夠的，企業需要更完整的四螢廣告策略、制定整合模式，目前的

主要廣告型態包括：搜尋廣告、聯播網廣告、in-app ads、影音廣告等四

大類。這代表著有龐大商機在這四螢之下。台灣 Google指出：多螢策略

將會是未來的廣告市場主流。

因應多螢時代的來臨，傳統電視內容提供商也需要新的經營策略，

而多螢電視(Multi-Screen)指的就是新一代的電視影音收視行為，消費

者能夠根據自己的時間、習慣以及使用情境等需求來選擇電視、電腦、平

板、智慧型手機等裝置作為其收視平台。從過去單一電視螢幕走向多螢

幕。並提供平台間無縫接軌、創造最佳使用者體驗，將是內容提供者的

關鍵挑戰。

2.跨平台的視頻與第二個螢幕

多螢視訊會是未來數位內容發展的重心，電視機將普遍會具備連

網功能，家中的客廳也將成為數位內容供應商的主要戰場。以雲端為基

礎的服務帶動下，消費者將可以同時在家中的電視機以及智慧手機等

行動裝置，收視同樣的數位內容，讓數位內容在生活中無所不在，如

影隨形。然而在多種收視裝置的配置上，在收視多螢視訊上的平均使用

時間，時間最長的仍會是電視，再來是 PC 與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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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PSOS（易普索市場調查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型手機收視多螢視訊最短，但卻是是目前最常見的起始活動，

包括線上預訂機票或個人理財。

第二螢幕是一個結合科技與數位內容的概念，目的為藉由電視機

與其他智慧型行動裝置來建構以視聽媒體為導向的娛樂中心。以英國為

例，其訪視千名消費者之市調顯示：民眾希望能與電視互動（如社群

討論），而使用之媒介以隨身攜帶之智慧行動裝置為佳。亦即，多螢幕

在應用方面，在可與社群產生互動及高相關性的直撥節目（如熱門球

賽），即第二螢幕的作用除了瀏覽相關資訊外，更可進行社群操作或

直接與節目互動，提高人與人甚至與節目之間的聯結，以加深收看此

類節目的臨場感。此外，將播放的內容擴及周邊之數位裝置，可延展使

用者的活動範圍，讓使用者不再只是被電視束縛於定點，而是隨著使

用者的移動將數位內容播放至觸目所及的不同裝置，進而達到無縫播

放的效益。

在硬體方面，趨向具備整合播放裝置及其周邊設備之功能，供使

用者在不同裝置對同一多媒體作不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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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PTV 與 CDN 的多螢視訊

OTT 營運模式的興起，其架構有幾個關鍵模式，在智慧電視需具

有更多的網際網路特性的電視或機上盒；其次是 Web TV 制定電視內容

標準；再者是網際網路電視，電視內容通過網際網路分發進行傳播。

IPTV 在概念上屬於一對多群播(Multicast)之多媒體串流傳輸，廣

播直播節目需利用 Video Server 內容同時傳送給所有用戶。傳統的 IPTV 

系統採用 Client-Serever 架構，由於 video 伺服器對外頻寬瓶頸限制，

一台伺服器只能支援有限的 client 端視訊串流，但要能提供數百萬用戶

同時收看的問題，不僅需要大量伺服器，還需要極大的網路頻寬。傳統

IPTV 的廣播與點播的效率不佳，需要佔據龐大的數據頻寬，然而，

IPTV 能夠分發通過在網路，疊加上 CDN 的節點，IPTV 的直播可以透過

IPTV 網上開啟組播功能來實現，以減低網路頻寬需求。

內容傳送網路(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CDN)的技術概念，是在

離用戶最近的地方佈署邊緣伺服器(Edge Server)以減輕網路負荷。CDN 

架構可將 IPTV 頭端對外頻寛分散到各個區域，但是建置成本將隨註冊

用戶的增加而成正比增加，同時分散各個區域的邊緣伺服器，將提高

設備維護的困難度及成本。

這幾年，電視業者透過 Everywhere 服務(多重螢幕專業服務)增加

線上內容成為未來發展方向。此外，許多業者寬頻網路與 Netflix 一樣，

增加 OTT 服務的網際網路串流播放的數量，特別是多螢服務和 IP-based

VOD 的加值服務，使得業者須增加額外的網路管理。

在影音服務收費方面，為考量現代人事務繁忙及時間被切割的情

形，業者於服務上主打Multi-Screen 的訴求。當使用者透過裝置欣賞某

個影音節目(Ex:IPTV)，卻因故無法繼續觀賞時，系統服務能記錄中止的

內容進度，當使用者在其他場合欲接續未看完的影片時，能與裝置媒

介連線後，系統會自動取得符合該裝置的播放解析度與連線品質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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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副本，並從上次中斷處繼續播放該影片(稱為 Multi-Screen+ABR: 

Adaptive Bit Rate)；此內容傳遞，除須具備細微的格式劃分與智慧型連

線狀態偵測外，同時還要考慮實體內容配置的地理位置與服務伺服器

的負載狀態，才能在最符合成本效益與網路負擔極小化的條件下，經

由快取(Cache)的內容來進行影音內容的傳遞。

於是在上述應用與管理挑戰下，內容傳遞網路(CDN)應用於行動

裝置的概念也從傳統的網際網路應用，轉移到行動裝置影音上，結合

舊有快取伺服器及重新定址決定內容提供來源等技術。另外，亦整合獲

利模式，並支援串流影音檔案格式，更結合 Multi-Screen功能等新面貌，

成為解決QOE惡化與創造新獲利來源一個新興熱門趨勢。

(4) 展覽會場

今（2013）年，展覽會共有 27,000 平方米的展覽空間、總計有來自 36
個國家的 450 家參展商、吸引了 17,000人次參觀，其中 50％參觀者來自國

外，今年 ANGA 研討會共有 1, 700人次參與。

本屆展覽現場展區共設10.1樓層及10.2樓層展館，並且設有戶外休息

區，各個展館依展示內容劃分如下：

 ANG

A2013 展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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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A2013 展館配置圖 Hall 10.1

ANGA2013 展館配置圖 Hall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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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展場展示攤位仍以設備為主，一進入展場可以看到三星展示的

UHDTV 電視，吸引了眾多的目光。UHDTV 電視解析度較目前的 HDTV 電視

解析度更高，因此近距離觀賞時亦不會有顆粒感，一旦眼球習慣 UHDTV

電視後，恐怕HDTV 電視也會看不上。值得一提的是，現場並未看到其他

國家的 UHDTV 電視展示，由此亦可看出三星的企圖心。

三星攤位展示UHDTV電視

由於本屆 ANGA COM 2013 以“WHERE BROADBAND MEETS CONTENT
”為主題，因此展場內也可以看到許多因應數位匯流提供的設備解決方

案。未來的電視除了可收視傳統的電視節目外，亦可提供 OTT、VOD、節目

錄影、時間平移、購物、遊戲及上網等服務，其解決方案即為 IP化，將各

種服務的訊號全部轉成 IP 的串流格式傳遞已為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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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攤位展示的 Hybrid TV

29



ANGA 展場各攤位

1. 參觀 evertz公司展覽攤位4

Evertz公司的 ENCODER提供有線/ IPTV /衛星電視前端設備的完

整解決方案。 3480MXP（Media eXchange Platform）是一個媒體交流平

台，能將主畫面/多畫面的視訊編碼/轉碼。該平台提供了最佳的視訊品

質和解決方案， 採用先進的最高密度的壓縮算法處理高畫質和標準畫

質信號。 除了高密度編碼/轉碼，3480MXP平台還提供獨特的視頻和音

頻處理能力，如：輸入圖框同步，使用自動增益以控制聲音響度控，

以便符合 EBU R128 規範。 3480MXP提供一個“真正的多種服務的解決

方案，”OTT的內容傳送是靈活的，非常可靠且可擴展。 

3080IPX 為 ANGA 展覽中媒體傳輸產品的一部分，它提供了 1GbE

或 10GbE 之 16個埠、32個埠或 64個埠，可用於 IP匯流。 無論是點對點

或多點分散/集中的網路能力，可以用在無縫互連與 IP / MPLS / VPLS

校區/城市/核心網路。使用 3080IPX產品，可在一個 IP的網路上提供視

頻和音頻信號切換，為具有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 3080IPX能轉換成一

個“典型的視頻路由器”的控制和監測，視頻工程師利用軟件管控，

無需額外訓練 IT的管理系統。

VistaLINK為網路管理系統，VistaLINK集成了所有傳輸，壓縮和

監控設備以及基頻視頻路由 ，VistaLINK支持端到端的服務，能將頭

4 4 資料來源：http:// www.ever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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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壓縮信號配置和監測。能做到智能資源管理（IRM ：Intelligent 

Resource Management）和壓縮系統管理（CSM：Compression System 

Manager）的最全面的網路管理系統。 

Evertz公司 3480 編碼器

2. 參觀湯姆笙公司展覽攤位5

湯姆森的 ViBE VS7000 視頻系統是一個完整的 IP視頻解決方案，

對所有新的匯流應用，如網路電視和 OTT服務傳輸，以及傳統的

IPTV和 IP /CABLE傳輸，提供 MULTI-SCREEN 的介面之顯示格式。不

但功能強大且簡單，工作流程生成器允許即時創作，基本的文件和複

雜的工作流程、任何類型的網路，皆可用一個簡單的滑鼠點擊。隨著新

的格式出現一個快速的步調，多螢幕、多編解碼器及多格式，視訊經

營者傳送內容到多個網路才是一個真正的挑戰。簡述如下：

(1). 一個獨特的圖形用戶介面，允許同時進行控管及監控數百個頻道。

  內建 10G 以太網路交換機，消除不必要的機架和佈線。

(2). 內建高彈性可熱插拔的 IT周邊配備平台和擴充空間， VS7000 提

5 5 資料來源： http://www. thomso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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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系統平衡且冗餘的負載，以避免當機。

(3). VS7000可隨您業務成長規模，設計為單一伺服器到多刀片式伺

服器系統。

(4). VS7000 重要特性：

•最佳的視頻品質

•支援多種視訊/音頻編解碼器 

•支援 MPEG 傳輸流

•3GPP和可自調 BIT rate： 

- Adobe Flash 

-蘋果HTTP直播 

-微軟 Smooth Streaming 

•高達 1920×1080影像解析 

•非交插掃描和交插掃描模式 

•每通道有多種輸出格式

•可擴展 input channel 

•可擴展 output profiles 

•先進的視訊和音頻前置處理 

•保護整體的內容

•適於即時和檔案的應用程序 

•HTTP / HTTPS集中化操作 

•工作流生成器 

•SOAP / Web 服務的外部接介

•整體的負載平衡和容錯 

•支援 IPv4 和 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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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TISCREEN各種介面之解析度及格式

湯姆笙的ViBE VS7000 視頻系統

3. 參觀國微技術公司展覽攤位6

國微技術是一家大陸業者，也是全球前三名的視密卡供應商。視

密卡可以在不借助機上盒 (“STB”) 的情況下實現數位電視付費內容

輸送。該公司的視密卡都是基於客戶需求定製，以滿足條件系統

（“CA”）供應商不同的安全需求和付費電視營運商不同的介面和相

容性需求。隨著 OTT電視、網路視訊流對內容傳輸和消費方式的豐富表

現，該公司亦提供 OTT方案和雲端平臺以使家庭用戶能多螢幕的收看

付費內容。機卡分離解決方案簡述如下：

6 6 資料來源： http://www.smi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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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deto CI+ 1.3集成視密卡結合 Irdeto 先進的 Cloaked CA 系統，並

且通過了 Irdeto 的高級安全認證。在保證營運商節目安全傳輸的前提下，

能夠使用戶不用智慧卡就能收看加密節目。該技術跳過了智慧卡和視

密卡配對的環節，減少了營運商的智慧卡維護升級成本，豐富了用戶

體驗。同時該款產品全面相容 CI+ 1.3 標準，也保持了向後的相容性。保

證了 CI+1.3 視密卡系列產品完全符合 CI+1.3 標準，其功能包括以下新

的特性：營運商服務列表管理，PVR改進，PIN碼管理改進，增強的

CI+版權保護機制，高畫質顯示，LSC 資源頻寬增加以及對VOD功能

的特別支持。：“CI+ 1.3 視密卡為市場提供了更多互動觀看業務的選

擇。它可以讓觀眾輕鬆自如得享受雙向視頻業務。”

首批 Irdeto CI+ 1.3集成視密卡將被用於斯洛伐克的DTT付費運營

平臺 Plustelka。該平臺的用戶如果擁有內置DVB-T接收器的數位電視

機，就可以直接購買該款視密卡，無需插入智慧卡就能接收經編碼的

22套節目，包括專業的體育，音樂，電影和成人頻道等。 國微常務副

總裁何世光先生說：“Irdeto CI+ 1.3集成視密卡為營運商提供了更為

經濟安全的選擇，也能夠讓觀眾更加輕鬆自如得享受豐富的數位電視

業務。”

  國微技術公司展覽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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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微技術公司 Irdeto CI+ 1.3 集成視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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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心得與建議  

經由這次德國科隆 ANGA COM 參訪，我們借鏡於歐洲經驗與策略，提供

參訪心得與建議，與本會同仁分享，以作為本會未來擬訂政策的參考：

1、 無論傳統廣播電視或網路電視，其經營成敗在於內容，在內容為王的概

念下，應該全力發展創新內容與高畫質頻道，例如吸引年輕族群的專屬

頻道或其他高品質之內容。

2、 依目前發展趨勢，未來Pay TV與 OTT二者間應不會形成個別競爭關係，

較可能的營運模式應為 OTT作為 Pay TV的加值服務，或Pay TV免費贈

送OTT服務，以拉攏客戶群。惟 Pay TV的節目內容應以高品質為導向，

如HD、運動賽事等以吸引民眾付費收看節目。

3、 我國目前全力推動有線電視數位化並開放有線電視跨區經營提供競爭的

環境，而內容扮演關鍵的角色，其成本勢必大幅成長，如何提供內容於

系統經營者公平上下架，勢必成為競爭關鍵。 因此，在歐洲禁止頻道商

與系統經營者垂直購併，我國則在有廣法第 42 條規範四分之一的上限，

此事牽涉台灣市場跨區經營開放競爭後的成本及經營，如何管制以確保

競爭環境的公平性、不杯葛及抵制對方，值得本會深思熟慮。

4、 在消費者導向前提下，現實面的 OTT，其較吸引消費者收視的內容，大

都具有版權方面的爭議，因此要學習如何在既有付費電視(Pay TV)架構

下，充分的透過分群套餐設計，滿足不同消費族群的需要。付費電視為

線性播送，須具備廣播級播送品質；OTT為非線性播送，品質受網路頻

寬限制，畫面品質管控較為不易，易受頻寬流量不足而產生LAG現象，

在畫質與網路流量的平衡要求下，輔以 CPU效能的不斷提高，

HEVC(H.265) 技術可能很快優先在行動終端上透過軟體方式普及實現。不

過年輕消費者有傾向非線性收視的趨勢，因此透過較高效率的編碼壓縮

及解碼技術、提供穩定且高速的寬頻網路平台，未來將走向以 IP化網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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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播送與雲端技術為主的視訊服務。

5、 在寬頻上網方面，由於行動通訊上網帶來便利性，民眾寄望於未來

LTE(4G)基地臺上網總頻寬增加至 100Mbps，惟考量到上網吃到飽之重度

用戶對網路資源的排擠效應，即 20％的上網用戶佔用 80％的頻寬，以及

光纖越來越便宜的趨勢之下，未來LTE應不會在鄉村地區取代固定通信

網路。

6、 本會藉由既有系統經營者跨經營區及新參進系統經營者申請數位有線電

視系統的機會，配合已修正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工程技術管理規則第十

一條第二項規定「系統經營者之有線電視系統全數位化後，上行控制信

號不受 42MHz上限規定限制。」及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挸定「分配線網路得

租用光纖芯數、光波長。」，鼓勵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在 FTTH 的佈建上，

採一步到位或漸進式佈建光纖到建物或路邊交接箱(FTTB或 FTTC)，並

適時再修正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十二條，免設置語音交換機，即可

經營陸纜電路出租業務之規定，屆時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利用DOSIS 3.1

技術將上網之上行/下行頻寬提升至最高 10Gbps/2.5Gbps，在用戶端頻寬

約為 1Gbps/250Mbps。由於目前中華電信VASL無法到達前述用戶端頻寬，

因此，可促使中華電信加速佈建光纖到府(FTTH)。若前述固定通信業務

管理規則第十二條修法完成，即能加速佈建第二條 LAST MILE，使陸纜

電路出租業務進入良性競爭，並加速寬頻網路發展。

7、 有線電視之電波洩漏與 LTE(4G)可能產生相互侵入干擾情形，若屆時發

生問題，需要求有線電視做好電波洩漏防範措施，必要時，在有線電視

所使用之 LTE(4G)頻段，改為限用頻道，俟該系統經營者之有線電視系

統改善完成，無電波洩漏干擾之疑慮，才准予使用該 LTE(4G)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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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件—ANGA 2013 研討會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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