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G應用與產業創新策略規劃

協調推動分組
107年10月3日

行政院DIGI+小組第3次會議



簡報大綱

• 5G發展策略構思/科會辦

• 我國5G發展推動措施/科會辦、各部會

• 5G應用與產業創新策略會議籌辦/科會辦、各部會

• 結語

• 附件：現階段各部會5G推動事項

 附件一：5G頻譜與法規整備/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附件二：創新實驗頻譜規劃/交通部

 附件三：5G重點技術發展與產業串接/經濟部

 附件四：5G前瞻技術研發/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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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發展策略構思

科技會報辦公室



5G廣泛應用發展方向
以行動寬頻業者及垂直應用業者為兩大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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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容量
1000x

大連結
10-100x

低耗能
100x

低延遲
10x

超高速
10-100x

5G

智慧工廠

電信業者/
行動寬頻應用

應用服務業者/
新興垂直應用



場域實證可發掘應用瓶頸、商業模式與法令限制，作為後續政策與法規調整之參考。

策略方向 (1)

鼓勵5G垂直應用場域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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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度放寬實驗申請及管制條件 (如：申請身份、設備
管制、頻譜共享、商業模式收費限制等)。

• 各級政府協助建立實證場域基礎設施，降低實驗進入
門檻，鼓勵新創業者加入。

以台灣ICT基礎優勢廣
設實證場域，催生5G
新興垂直應用生態系



策略方向 (2)

建構5G新創應用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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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一：提供可結合邊緣運算/AI之開放式5G新創應用發展平台

目標二：推動城市場域與大型工業場域之5G應用服務

目標三：育成多家5G應用業者，引動新創風潮

2020年
5G新創應用
產業發展目標

1 網路虛擬化
2 軟體開源化

3

應用
客製化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2018年7月：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7年11月



策略方向 (3)

提供5G技術支援及整合試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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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整合台灣潛在5G供應鏈之各級投入廠商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2018年7月

• 建構自主5G專網，催生5G應用產業鏈
• 推動預商用，展示城市規模場域之5G系統
與應用服務

• 育成至少一家5G系統服務整合方案供應商

5G試煉場域-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策略方向 (4)

規劃釋出符合整體利益之5G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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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國際案例
與國際接軌

電波傳輸
物理特性與

ITU/3GPP規劃

諮詢各界意見
凝聚共識

滿足產業需求

帶動5G
創新垂直應用

高/中/低頻
同步評估

考量前瞻
頻譜管理模式

兼顧發展願景
與各方利益

• 初步以3.4-3.6GHz中頻及26.5-29.5GHz高頻為規劃重點
• 同時考量全國性執照與區域/垂直應用型服務之需求、及衛星/5G共存模式
• 依據實測結果，處理頻譜干擾議題
• 獨立規劃5G V2X車聯網頻譜



策略方向 (5)

調整法規以創造5G發展有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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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完善且安全實驗環境，促進產業技術發展

透過首例科技沙盒，帶動國內產業發展

建構友善法規環境，推動開放創新實驗場域

• 無人載具科技、服務及營運模式創新實驗，可
透過法律暫行排除相關監理規範之適用無人載具

科技創新
實驗條例

(草案)

透過「頻
率供應計
畫」決定
並公告創
新實驗頻
譜

另行公告
創新實驗
頻譜之實
驗區域及
其他條件

符合資格
之實驗需
求單位即
可直接提
出申請

• 簡化5G實驗申請程序
• 放寬5G實驗申請對象
• 展現政府推動5G等創新科技之決心

創新實驗頻譜 (頻率供應計畫，已生效) 電信管理法 (草案)

• 廢除電信事業分類，將特許制、許可制
修正為登記制，鼓勵市場參進

• 彈性頻譜管理法規，鼓勵創新實驗
• 鼓勵Gbps等級光纖網路建置，加速超寬
頻網路普及建設

• 促進偏鄉地區網路建設、平衡城鄉差距
• 建立電信市場退出機制

• 鼓勵全國型5G服務業者與區域/垂直應
用型服務業者並存之產業生態

個資保護相關法規

資安規範相關法規

打造5G資料經濟環境



DIGI+民間諮詢委員意見

• DIGI+民諮會第一屆第二次會議決議 (107/8/3)

建議政府應儘早推動5G實驗網路、規劃完整監理沙盒模式，並透過
重點城市建設作為試驗場域（如流行音樂中心），鼓勵並拓展各項
5G產業應用。

建議政府應加快調整5G基礎建設、AIoT應用、資訊安全等相關法規
，以創造有利5G發展的環境。

建議政府應鼓勵5G設備共建共用、調降頻譜標金，讓廠商減負，並
推動更多應用，整體活絡，台灣5G應用才會動起來。

建議政府應提升5G應用服務產業發展，培育智慧應用領域人才。

明 (108) 年智慧城市展將有來自世界各地150位城市首長及70個電信
商與會，是一個很好的5G及數位國家推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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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5G發展推動措施

科技會報辦公室

協同部會：通傳會、交通部、國防部、經濟部、科技部



5G頻譜跨部會研商

• 自去 (106) 年12月起業已召開四次研商會議，結論略以：

 我國5G頻譜規劃應與國際接軌、滿足產業需求，並以量測實驗之數據
分析結果作為頻譜規劃之依據。

 初步以2020年為目標，完成我國第一階段5G頻譜釋出作業

■ 全國性執照之釋出範圍可能包括1775-1785/1870-1880MHz、3400-
3600MHz (扣除護衛頻段)、24250-29500MHz等頻段。

■ 24250-29500MHz頻段原則上保留其中1GHz供垂直應用發展或區域性執
照使用，2GHz供全國性執照釋出。

 我國5G頻譜規劃及分階段釋出作業，應於定案後一次對外完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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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電信

3350 3400 3500 3600 3700

(MHz)我國5G頻譜建議釋出範圍 (3400-3600MHz，扣除護衛頻段)

中新衛星(ST-2)既有使用頻段

3300

(MHz)

協調中 需移頻 可保留



進行5G頻譜量測實驗

• 主辦部會：通傳會、經濟部

 掌握5G潛在頻譜與既有衛星頻譜之相互干擾狀況

 初步研析成果：為避免對ST-2等衛星下鏈信號造成干擾，

■ 5G中頻段建議保留40MHz (3570-3610MHz) 作為護衛頻段 (Guard
Band)。

■ 5G基地臺之EIRP上限為57dBm、LOS情境下偏軸角應大於50度、與衛星
接收站之地理間隔 (Geo Distance) 應至少為107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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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備5G頻譜與法規、促進5G實驗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觀測國際5G頻譜應用及釋照
趨勢，針對高/中/低頻段潛
在頻譜範圍，展開5G頻譜整
備。

■ 針對5G頻譜供用條件、整
備事項等三次公開徵詢業
界意見，做為政策參考。

 透過干擾量測實驗，掌握5G
頻譜供用的限制條件，保障
既有通訊用戶的權益。

 積極辦理5G釋照準備、及相
關法規環境整備作業

• 交通部

 修訂「頻率供應計畫」研提
我國5G頻譜規劃方向、及實
驗頻譜開放範圍。

 提出「創新實驗頻譜」機制
，加速5G實驗的申請、並降
低申請門檻。

■ 透過公開意見徵詢，決定
創新實驗頻譜的適用場域
、測試條件。

 針對5G頻譜推動建立各項實
驗場域，創造5G發展有利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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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5G關鍵技術、推動產業發展

• 經濟部

 透過5G專家顧問群，篩選5G
技術項目、並制訂產業推動
政策。

■ 選定iMEC、微波通訊、高
密度組網技術等項目深入
發展。

 建構5G實驗網路，進行5G技
術、網路系統與高質應用整
合實證。

 推動以5G電信商為首，建構
端對端的5G產業鏈，提早實
現我國5G預商用實證目標。

• 科技部

 結合學界力量，投入5G晶片
、實體層、網路等三大面向
之前瞻技術研發，並與產業
界密切合作。

■ 聚焦5G毫米波、小基站、
巨量天線陣列、核心網路
、網路切片、虛擬化等前
瞻技術。

 以民生公共物聯網場域之大
數據、智慧決策之系統優勢
，逐步展開5G應用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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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應用與產業創新策略會議籌辦

科技會報辦公室

協同部會：通傳會、國發會、科技部、經濟部、
教育部、交通部、文化部、衛福部、



5G應用與產業創新策略(SRB)會議

17

107/10/29-31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邀請產官學研各界代表共400人參加，
聚焦5G帶動的各項垂直領域應用，打造
台灣為適合各式各樣5G創新應用發展的
環境，藉以實現產業創新、驅動區域發
展，並打造智慧生活。



10/29 (週一) 10/30 (週二) 10/31 (週三)

時間 議題 主持人 時間 議題 主持人 時間 議題 主持人
08:30-
09:00 報到

08:30-
09:00 報到

09:00-
12:30 幕僚工作會議

09:00-
09:10

開幕式
09:00-
10:17

議題四
未來行動
智慧生活

科技部
許有進
次長

09:10-
10:25

議題一
5G應用趨勢與

發展策略 行政院
吳政忠
政委

10:25-
10:45 中場休息

10:17-
10:40 中場休息

10:45-
12:00 討論與意見交流

10:40-
12:00 討論與意見交流

12:00-
13:30

用餐
12:00-
13:30

用餐
12:30-
13:30

用餐

13:30-
14:11

議題二
5G頻譜及法規

通傳會
翁柏宗
副主委

13:30-
14:47

議題五
5G智慧應用發展與

產業化推動
經濟部
龔明鑫
次長

13:30-
14:00 報到

14:00-
15:20

結論報告與
閉幕式

行政院
賴清德
院長

14:11-
15:25 討論與意見交流

15:25-
15:45

中場休息
14:47-
15:10

中場休息

15:45-
16:26

議題三
5G時代下

創新創業發展

國發會
鄭貞茂
副主委

15:10-
16:50 討論與意見交流 會議結束

16:26-
17:30 討論與意見交流

5G SRB會議整體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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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科技會報辦公室協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交通部、經濟部
、科技部等相關部會，業已初擬我國5G產業創新策略方向，
並展開多項5G發展推動措施，包括頻譜整備規劃、創新實驗
頻譜、技術研發與產業串連、法規環境整備、量測實驗等，
亦廣泛諮詢產業各界意見，以修正各項政策措施。

• 為廣泛徵詢各界意見，科技會報辦公室協同各部會正籌備於
10月底召開「5G應用與產業創新策略 (SRB) 會議」，營造
政府與產業各界之5G政策溝通平台，以廣納意見、完備我國
5G政策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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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裁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