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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5G世代來臨以及主要先進國家5G社經落地應用推動趨勢，我國於2019年5月核定並公告「台灣5G行動計畫（2019-2022）」，協調各主
管機關研議國內5G發展目標與具體推動措施，統合跨部會資源建構5G應用與創新環境，同步推動我國5G技術與產業發展。其中包含推動垂直應
用場域實證、建構5G創新應用環境、規劃頻譜之釋出與相應法規調適等具體工作，以打造有利發展之環境，借重5G網路之特性促成產業創新與數
位轉型。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長期研析科研創新法制，建構產業升級法制環境成效卓越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資策會科法所）於研析資通訊技術應用法制、科技產業創新政策、及全球主要國家頻譜整備機制等

有多年經驗。以頻譜整備機制為例，各國頻譜政策規劃和期程發展多有不同，如英國於2018年4月初完成第一階段5G頻譜競拍，且預計於2020年
進行後續頻譜釋出；南韓、美國也將分別於同年6月與11月進行5G頻譜資源的拍賣；德國則於2019年6月開放特定頻段5G專網頻譜申請。此外，
日本預定於2020年完成Local 5G專網頻譜整套制度化規範作業，期望讓非屬營運商的垂直產業或場地擁有者藉由掌握頻譜資源，實現5G跨產業新
興應用。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綜整國際頻譜主管機關、法規與策略內容

　　資策會科法所研究員劉芷宜指出，我國5G頻譜競拍已於2019年12月啟動，業者競爭激烈，競標價格於日前已突破千億元台幣，可知我國5G
網路部署需求甚高。劉芷宜進一步表示，我國現行頻譜分配是以電信法第48條第1項與電波監理業務管理辦法規範頻譜管理原則，依據業務區分，
透過審議制及拍賣制實行頻譜釋出。而2019年6月公布的電信管理法，目前待行政院另訂施行日期，但同法第83條亦規定施行後將有三年過渡期，
讓既有業者能以較具彈性步調適用。而就無線電頻率規劃與管理方面，同法第52條規定行政院指定機關訂定的「無線電頻譜供應計畫」與「中華
民國無線電頻率分配表」，可預期將成為國內頻譜分配具體規範性框架與措施。

　　此外，依通訊傳播基本法第3條規定通訊傳播之管理事項，由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會）獨立行使職權，惟通傳會掌理專業管制性業務，必須
嚴守客觀、中立及專業立場；而通訊傳播之整體資源規劃和產業之輔導、獎勵，另由行政院所屬機關職掌負責，俾利與行政院所屬機關相互協調，

並有利國家掌握產業發展方向。可見我國就通訊傳播業務之管制、與具產業發展意義指標的頻譜資源規劃管理，區分不同主管機關，乃兼具中立客

觀性，及產業發展目的性考量的立法。再者，考量到近期各先進國家與國內針對5G商轉所推動的相關措施，就5G長期發展藍圖，可優先制定一套
完整且具前瞻性之5G頻譜釋出規劃，俾使有意投入此業務之業者得為先期評估；同時考量揭示5G頻譜未來釋出，應著重於符合公平使用、避免干
擾與效率等三原則。

　　此外，配合頻率應用技術與需求之日新月異，未來我國國內頻譜資源之分配，除須銜接國際間針對新興通信技術發展與實用化進程所訂之相關

標準外，更需考量我國國情與新興技術商轉推動情形、產業發展趨勢與社會需求等因素。因此，未來5G及頻譜整備、監管、及相關技術與政策發
展趨勢等，尚須後續與產、官、學、研等不同單位持續交流溝通。了解各界推動我國頻譜政策規劃、整備模式及產業創新等議題，更有助於各界透

過跨域合作，促進產業創新發展與應用，實際掌握我國創新應用發展遭遇之困境與期待，以加速我國5G場域應用之推動，加速企業創新與數位化
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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