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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題：1. 網路通訊效能評估模型建立
2. 國家資通訊發展政策

[頻譜經濟效益分析與頻譜需求估計模型]
"A 5G Spectrum Demanding Estimation Framework 

Considering Coalition Formation of Taiwan 

Telecommunication Operator," Journal of Internet 

Technology, vol 22, no. 3, 2021. 

https://doi.org/10.3966/160792642021052203005

[考量5G與網路城鄉特性之頻譜需求估計模型]
" Drafting spectrum policy in an access-price targeting 

perspective and exploring its embedded biological 

nature,” Computer Standards & Interfaces (ISSN: 

0920-5489), vol. 62, 2019, pp. 128-139. DOI: 

https://doi.org/10.1016/j.csi.2018.11.003

研究計畫專案管理

• 國科會/可解釋性AI之B5G網路頻寬切片強健性機制研究計畫
/2021.08-2022.07

• 科技部/支援三維波束成形(3DBF)與非正交多重接取(NOMA)之人工
智慧B5G跨網路切片頻寬分配機制研究計畫/2021

• 交通部/研擬我國衛星頻譜短中長期規劃產學合作草案
/2020.09-2020.12

• 電信技術中心/通訊傳播產業新興技術應用對我國資訊社會之影響產
學合作案/2020.05-2021.12

• 科技部計畫/基於臺灣城鄉特性與電信市場發展之下世代行動寬頻與
廣域IoT頻譜需求估計系統/2017.11-2019.07

• 國科會/A Reservation-based MAC Protocol in Wireless 

Vehicular Environment 國際合作案/2012.09-2013.05

•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無線電頻率供應計畫草案/2014

[B5G網路頻寬切片分配機制]
Yen-Hung Chen (單一作者), " An Adaptive Heuristic Algorithm to 

solve the Network Slicing Resource Management Probl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vol. 36, no. 

8:e5463, 2023/2. doi: https://doi.org/10.1002/dac.5463 

[基於AI之網路頻寬分配機制]
Yen-Hung Chen (第一且通訊作者), "Self-Competence Learning for 

Bandwidth Slicing and Confidential Computing Requirement," 

IEEE Access, vol. 9, pp. 169156-169160, 2021. doi: 

https://doi.org/10.1109/ACCESS.2021.3137827.

 現職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資訊管理系所

 曾任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電信政策之技術與經濟量化分析副研究員

陳彥宏教授

本實驗室專注於辨識各種資通網路大型事件，包含網路運算技
術與政策框架變化，並利用複雜性科學和AI技術，針對網路各
種技術發展與威脅，支援國家政策或商業策略制定者的決策需
求，提供各種量化與質化分析依據。

https://doi.org/10.3966/160792642021052203005
https://doi.org/10.1016/j.csi.2018.11.003
https://doi.org/10.1002/dac.5463
https://doi.org/10.1109/ACCESS.2021.3137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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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研究主軸-決策管理與分析：以電信政策為例，我國目前面臨中期因應
業者超額頻段繳回，長期面臨1,800 MHz頻譜屆期之6G無線電頻率規劃議題

上行703 713 728 748

700MHz (B28) 新遠傳
10MHz*2

遠傳 15MHz*2 台哥大 20MHz*2
更新日期

IMT(3G/4G)

FDD 下行758 768 783 803

806 816 821 839 847 857 862

800MHz (B20)
PPDR

民生公共
物聯網

… 台電智慧錶類 PPDR
民生公共
物聯網政府公部門

上行885 895 915

900MHz (B8) 新台哥大
10MHz*2

中華電信 20MHz*2
IMT(3G/4G)

FDD 下行930 940 960

上行1710 1725 1735 1755 1775

1800MHz (B3) 台哥大
15MHz*2

中華電信
10MHz*2

遠傳
20MHz*2

遠傳
20MHz*2IMT(3G/4G)

FDD 下行1805 1820 1830 1850 1870

上行1920 1935 1940 1960 1980

2100MHz (B1) 遠傳
15MHz*2

新台哥大
5MHz*2

MHz*2 中華電信 20MHz*2
IMT(3G/4G)

FDD 下行2110 2125 2130 2150 2170

上行2500 2520 2540 2560 2570

2600MHz (B7) 新台哥大
20MHz*2

中華電信
20MHz*2

遠傳
20MHz*2

中華電信
10MHz*2IMT(3G/4G)

FDD 下行2620 2640 2660 2680 2690

2570 2575 2595 2615 2620

2600MHz (B38) 護衛頻段
5MHZ

新遠傳 40MHz
護衛頻段

5MHZIMT(3G/4G)

TDD

3300 3340 3420 3510 3570

3.5GHz 新台哥大
40MHz

遠傳 80MHz 中華電信 90MHz 台哥大 60MHz
IMT(5G)

27900 28500 28900 29300 29500

28GHz
中華電信 600MHz 遠傳 400MHz 新遠傳 400MHz

台哥大
200MHz

IMT(5G)

共130MHz，119年屆期

共120MHz，122年屆期

台哥大超額頻段10MHz，113年繳回
餘50MHz，119年屆期

共90MHz，119年屆期

共140MHz，122年屆期

共40MHz，122年屆期

共270MHz，129年屆期

共1600MHz，129
年屆期，經主管機
關核准得供衛星通
信使用

共56MHz

119年前須面對
共280MHz

(位於700-1800MHz)

行動通信頻段
屆期再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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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準備6G釋照前，本實驗室將預先探討可運用頻譜規劃，
以頻譜需求及經濟效益模型輔助決策，促進我國電信市場發展之策略

• 119年前須面對共280MHz

(位於700-1800MHz) 行動通
信頻段屆期再釋出

 頻譜使用率及效率評估
 鄰近頻段清頻或移頻可行性探討
 各種釋照策略之市場可行性檢討

 頻譜價值、理論底價評估
 釋照策略制定

113年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既有頻段未來再釋出

新頻段需求

新增或變動共用頻段

• 是否增開釋出頻寬或開放頻
段供其他新興電信服務使用

• 市場對於頻譜彈性使用之需
求與公平性、可行性探討，
以精進次級市場規範

3

家
行
動
通
信
業
者
寡
占

國際運用頻譜規劃
促進市場發展之策略

國內頻譜需求及釋出
效益依證分析

韓國模式
(接近台灣現行模式)

英國模式
→分區域授權

新加坡模式
→5G SA全覆蓋

地面通信頻譜
需求模型

衛星通信頻譜
需求模型

頻譜經濟
效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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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兩階段運算分析我國頻譜需求及經濟效益模型，首先基於ITU M.2290與
ITU M.1391模型推估頻譜需求，並使用投入產出分析法之頻譜經濟效益推估

地面通信頻譜需求

衛星通信頻譜需求

頻譜經濟效益

ITU M.2290 

ITU M.1391

資
料
蒐
集

市
場
狀
況

衛
星
資
料
庫

人口數、
用戶數、
人口密
度、業
者數、
用戶使
用習
慣…等

市場
參數

模
型
架
構

基地臺涵
蓋範圍、
人口涵蓋、
技術規
格…等

網路
參數

頻譜使用年限、
負擔義務…等

政策參數

產業影響、經
濟成長…等

經濟參數

模 型 開 發

行
動

新
興

第二階段：頻譜經濟效益推估第一階段：頻譜需求評估

投入產出模型

產
出
結
果

資
料
來
源

衛
星

新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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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ITU模型概念為基礎，完成本土全自主之頻譜需求模型，擁有完整程式碼智
慧財產權，可隨時評估符合我國環境下頻譜多種釋出情境之政策效益

臺灣唯一自主開發6G頻譜需求模型，供數位部6G釋照決策使用

數位部6G技術國際研討會 與談人

數位部6G政策規劃研討會 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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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無線電頻率使用所產生之經濟效益，包括直接效益、第一次波及效益、
第二次波及效益，與衍生效益；並以業者資本投入與營業收入進行計算

電信業產出對跨應用產業的收入貢獻

員工民生消費產值

第一次波及

第二次波及

對建設關聯產業價值貢獻

員工民生消費產值

第一次波及

第二次波及

資本投入以創造營收

直接效益 第一次波及效益 第二次波及效益

衍生效益

電信業者
營業收入

電信業者
資本投入

衍生效益

無線電頻譜經濟效益評估模型架構

財務
收入

直接
產值
影響

經濟
波及
效益

間接
社會
成本

用戶
外部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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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增釋照模式，影響電信業者於偏鄉地區之新增網路投資，將使無線電
設備業者獲利並帶動關聯產業效益成長，同時使電信業者創造新的營收動能

不同釋照方式對於經濟效益額外影響

韓國／臺灣模式

不分區統一釋照
新加坡模式

全域覆蓋義務
英國模式

分區域授權

既有釋照模式 新增釋照模式

直接
效益

波及
效益

資
本
投
入

經濟效益
額外影響

衍生效益
（質化） 偏鄉服務品質提高 全國100%涵蓋

新增基地臺建設之
資本支出（多）

行政成本低

新增基地臺建設之
資本支出

直接
效益

波及
效益

營
業
收
入

獨佔該區域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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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提示工程與大語言模型，輔助政府電信政策制定與決策管理
協助本校護理系、友校與公私法人開設工作坊與教學講座



跑起來，跟上來

We Come, 

We See, 

We Conquer

歡迎有志於研究政府/企業政策規劃與決策管理的新血
加入本實驗室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