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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貿協議有關電信、電腦開放項目對我國的衝擊 

 

          

 

    此次服貿開放的項目中，對於資通訊開放的項目包含於商業服務

業、通訊服務業及營造及相關工程服務業，開放項目有電腦及其相關

服務業、電信服務業及土木工程的一般建築工作，相關主管機關有經

濟部工業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經建會、內政部營建署。 

 

本份文件將資通訊開放的項目對於我國的衝擊，做一詳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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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貿易中與資通信產業相關開放項目 

一、商業服務業 

開放項目 聯合國中央產品分類暫行版原文 國內主管機關 

電腦及其相關服務業 

(a)與電腦硬體安裝有關

之諮詢服務(CPC841) 

(b)軟體執行服務

(CPC842) 

(c)資料處理服務

(CPC843) 

(d)資料庫服務(CPC844) 

(e)其他(CPC845+849) 

(b) Maintenance services include 

consulting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services of software products in use, 

rewriting or changing existing 

programmes or systems, and 

maintaining up-to-date software 

documentation and manuals. Also 

included are specialist work, e.g. 

conversions. (CPC84250) 

(d) All services provided from primarily 

structured databases through a 

communication network. 

Exclusions: Data and message 

transmission services (e.g. network 

operation services, value-added 

network services) are classified in class 

7523 (Data and message transmission 

services). 

Documentation services consisting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from databases 

are classified in subclass 96311 

(Library services). 

(e) Repair and maintenance services of 

office machinery, computers and 

related equipment.(CPC84500) 

經濟部工業局 

二、通訊服務業 

開放項目 聯合國中央產品分類暫行版原文 國內主管機關 

電信服務業 無直接對應 國家通訊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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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類電信事業特殊業

務  

(1)存轉網路服務  

(2)存取網路服務  

(3)數據交換通信服務 

委員會(NCC) 

三、營造及相關工程服務業 

開放項目 聯合國中央產品分類暫行版原文 國內主管機關 

(b)土木工程的一般建築

工作(CPC513) 

 

Construction work of local gas 

pipelines and water and sewer mains 

and local power and communication 

transmission lines (cables). 

Construction work of ancillary works 

such as transmission towers including 

antennas and transformer stations and 

substations for distribution within local 

boundaries. 

基地台、天線、光纖網路建設

(CPC5135) 

經建會、內政部

營建署 

 

 

 

 

 

 

 

 

 

 

 

 

 

 

 

 

 

 

 

 



 
 

5 

 

 

 

 

 

 

 

Q1：何謂第一類電信？ 

A：第一類電信事業是指業者親自設置電信的基礎設備，包含發信端及授信端及

其連接的網路傳輸設備，例如建置實體基地台、實體線路固網等網路基礎建設，

以提供民眾電信服務。依《電信法》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採特許制，此類電信

業者須經由主管機關特許，並發給特許執照。包括擁有固網的中華電信、台灣固

網、亞太電信等，行動電信業者的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亞太、威寶等。 

 

Q2：何謂第二類電信？ 

A：業者本身沒有架設實體線路固網或實體無線基地台，直接向第一類電信業者

承租固網或無線基地台一定數量的門號或頻寬，以經營第二類業者自身的電話或

網際網路業務。依《電信法》規定，第二類電信事業採登記許可制。如統一企業

沒有架設自己的固網，而是向遠傳電信承租固網頻寬來經營自己的網際網路業務

即屬於此類業者。包括統一超商電信服務、全虹通信、震旦通信、家樂福電信等。 

 

Q3：此次服貿開放的第二類電信特殊業務為何？ 

A：第一項「存轉網路服務」係利用第二類電信業者之伺服系統，供用戶將資料

或資訊送達系統，再由第二類電信業者將資料或資訊轉換並送至目的地。第2項

「存取網路服務」係利用第二類電信業者之伺服系統，讓用戶將資料或資訊送至

系統，由第二類電信事業將資料或資訊轉換後，供用戶取用；第3項「數據交換

通信服務」則是第二類電信業者設置網路設備(如X.25、Frame Relay、ATM或

Ethernet Switch)，提供用戶數據資料交換之通訊服務。此三項原為第二類電信之

一般業務，但經由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第二條第四款中之經主管機關公告而

成為特殊業務而開放。 

第二類電信服務在許多歐美先進國家中被納為關鍵基礎建設的高度資安防護範

圍，可算是極其關鍵的設施，若開放，除用戶資料的安全與隱私權之資安疑慮外，

甚者危及社會與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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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此次服貿開放的第二類電信特殊業務法源為何？ 

A：根據《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第二條第四款》，第二類電信事業特殊業務：

指經營語音單純轉售服務、E.164 用戶號碼網路電話服務、非 E.164  用戶號碼

網路電話服務、租用國際電路提供不特定用戶國際間之通信服務或其他經主管機

關公告之營業項目者。 

 

服貿中所提到的第二類電信事業特殊業務 

《二、通訊服務業 C.電信服務業  第二類電信事業特殊業務》 

(1) 存轉網路服務 (Store & Forward Network) 

如傳真存轉、交易服務、數據網路服務 

(2) 存取網路服務 (Store and Retrieve Network) 

如電話秘書、線上資訊接取、電子佈告欄(BBS)、電子資料交換、統合訊息服

務(Unified Message Service)、電子文件服務、語音訊息、語音信箱服務 

(3) 數據交換通信服務 

如 X.25 分封交換、數據通信(Frame Relay)、寬頻數據交換通信(ATM)、乙太網

路交換(Ethernet Switching) 

 

此次開放的三項業務原屬於第二類電信的一般營業項目，並非屬於《第二類電信

事業管理規則第二條第四款》中載明的特殊業務。 NCC 乃是根據《第二類電信

事業管理規則第二條第四款》中的”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營業項目者 “ 公告

開放此三項原本是一般營業項目的業務開放。 

 

Q5：何謂特定用戶？ 

A：特定用戶(電信業中的企業客戶)，在電信產業用語中意指任何非個人之機構

與單位，也可以包括基礎建設中之物流、金流業者、資訊網路業者(ISP)甚至醫療

體系。此企業網路可能承載國內用戶或使用者的重要資訊，且未必能有效提供資

料安全與隱私權保護之必要防護措施（例如認證、加密）。維運全國民眾戶政系

統的廠商、代收國道電子收費的廠商、社區住戶等一般民眾，皆屬特定用戶。 

 

 

Q6：此次開放的三項電信服務是否屬於封閉型網路？ 

A：基本上, 第二類電信絕對不可能是封閉型網路, 因為沒有自己建置的實體網路

(Physical Network), 即使是使用加密技術建置的虛擬私人網路(VPN), 因為傳送和

轉發路由都一定和其他的網路流量混合在一起, 如果在特定時刻發動洪水攻擊 

(flooding attack), 大量的流量可以癱瘓整個基礎網路建設, 理論上封閉型網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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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是要保護自己, 如果他有可能去攻擊別人, 此次開放的三項電信服務向第一

類申請線路時, 第一類電信應該不能提供這個服務, 因為它有可能會去攻擊別人,

造成資安事件。  

 

Q7：第一類電信業者營運項目並無開放，是否民眾隱私個資安全無

虞？ 

A：雖然第一類電信業務並無開放，但是服貿開放的項目包含第一類電信的網路

建設(開放於營造及相關工程服務業)，及電腦及相關服務業。所開放的範圍包括

(a)電腦硬體(b)軟體執行(c)資料處理(d)資料庫服務(e)其他。第一類電信的客戶資

料例如客戶之電話通聯記錄，網路流量之數據通信紀錄等可能涉及用戶個人資料、

隱私之資料皆儲存於資料庫或是儲存設備裡例如於網路交換器或是路由設備所

收集之資料可資進行對特定對象的網路通訊活動之監控與分析。民眾儲存於資料

庫或是檔案儲存系統的資料皆需資料處理。現代電信業務日益複雜，皆藉助大量

資訊設備及軟體來施行網路流量監控、壅塞管理、資安監測與防禦管理等維運網

路正常運行之業務。處理這些資訊/資料的電腦軟硬體皆在開放的項目中。且與

民眾隱私及個資相關的資訊/資料並不只存於電信業者處，此外如民眾報稅資料

儲存於國稅局的資料庫、民眾就醫資料儲存於健保局的資料庫，高速公路的通行

明細儲存於電子通行收費服務業者的資料庫，銀行的往來資料儲存於銀行的資料

庫，學生選課資料及修課成績儲存於學校的資料庫。這些皆在此次開放範圍中。 

 

Q8：這三項業務是否如「是 20 幾年前的技術」？ 

A：NCC 開放的是「存轉網路服務」、「存取網路服務」及「數據交換通信服務」

三項第二類電信特殊業務。並無就達成這三項業務的「技術」做任何限制。 

這三項基本上是數據通信(Data Communication)的三個服務的基本運作概念模式。

「存轉網路服務」概念上指的是網路裡的交換機、路由器會將網路封包一站一站

地往目的地傳送，今日的網際網路肇始於 1970 年代就是根基於此概念模式所建

立的，二十世紀的網際網路之規模及其與對人類生活、社會的影響已非當日可比

擬，但也仍然是基於此「存轉網路服務」的概念模式，尤其是在網路傳輸、控制、

管理以及資料處理的技術」。就如同電腦提供的上網功能而言，20 幾年前是透過

10Mbps 的乙太網路，再來使用 100Mbps 的乙太網路，目前則都配備 1Gbps 乙太

網路。不管是使用何者技術，皆能提供數據通信服務，另外，如屬於以 Ethernet 

Switch技術為各企業或 ISP提供全國性1Gbps-10 Gbps等級之數據交換通信服務，

則為近年來才有的最新技術，明顯絕非數十年前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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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電信業者皆積極建立資安管理機制努力取得 ISO/IEC 27001 及

27011 驗證，是否能確保民眾個資隱私？ 

A：資安管理機制例如 ISO/IEC 27001 及 27011 驗證主要是要業者擬定合理可行之

資訊安全政策, 進行風險評估和審查, 制定資訊處理流程之文件、員工教育訓練

以及 驗證事件處理機制, 利用重複這些流程, 不斷改進執行資訊安全的風險威

脅, 最後再加以稽核驗證, 所訂定的資訊安全政策是否合理。但是以上所有的項

目之執行都涉及人的介入，任何制度的擬定，都存在執行面可能的弱點與安全威

脅， 27001 只是政策、與一堆對人的文件規範，但是在實際的實行面，都是人

在做，即便有制度仍然有相當大的漏洞與威脅，就像是我國有制訂各種法律，還

不是有不肖警察、公務員等知法犯法，整個體制仍是漏洞相當多。 NCC 認為陸

資不能進入電信機房, 陸資是敵人不能讓陸資經營這些服務, 排除陸資服務的流

量, NCC 如何請業者積極建立資訊安全管理機制, 資訊安全政策中的陸資威脅, 

要不要排除? 如果威脅(threat) 是下大雨淹水, 反制手段 (countermeasure), 機

房就不能設在一樓或地下室, NCC 要先說明陸資人員是不是威脅, 陸資服務所產

生的流量是不是威脅, 這樣才能夠有建立合理的資訊安全政策, NCC 或行政院應

該發表國家的資訊安全政策, 所有陸資人員和陸資服務, 是不是資訊安全具體威

脅? 如果是, 就不能開放這些服務, 如果不是, 就不能限制陸資人員進入電信機

房。 

 

Q10：企業及民眾對這三項服務的需求是否「大幅萎縮」？ 

A：二類電信所開放的服務項目也就是大家每日上網所需的數據通信(data 

communication)。這個問題的答案非常清楚，大家只要比較個人與工作上每日上

網活動與三年前相比，是否「大幅萎縮」？相反地，世界各國對於頻寬的需求都

是呈現「爆炸性的成長」，隨著全球每一社會、政治產業與經濟活動日益依賴資

訊系統及數位匯流技術的進步，民眾對此需求是「大幅成長」。 

 

Q11：若第二類電信被低價搶標將會給國內帶來什麼影響？ 

A：若中資投資二類電信特殊事業後低價競爭，可能會吸引小的企業網路、社群

網站或其他規模較小的資訊網路業者(ISP)向其靠攏，成為特定用戶間的交換網路

中心，當規模擴大，即使此類企業沒有第一類電信或第二類電信執照，仍能完全

監控、收集、掌握網路中的傳輸的資料或取得使用者的網路行為及資訊，對民眾

隱私、企業資安與國家安全都可能會帶來極大的隱憂與傷害。 

 

Q12：我國的電信機房，大陸人士可以進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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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C 於 26 日宣稱「我國早已禁止大陸人士進入電信機房」。事實如此嗎?根據

NCC「通傳企字第 09740009170 號」函給各家電信業者的文件，此文件主要是針

對邀請「大陸人士進入機房之處理原則」，也就是說，根據 NCC 內部管理規則來

說，是可以進入電信機房。 

 

 

Q13：禁止陸資投資的電腦維修事業提供我方電信業者電腦維修服務，

民眾個資隱私與國家安全是否無虞？ 

A：NCC 所禁止的乃是電腦維修，但是這一次開放的電腦服務有(a)電腦硬體(b)軟

體(c)資料處理(d)資料庫(e)其他。且換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政府認為此次服貿

協議資通訊產業的開放對於國家安全是無損的，NCC 何必另行規定「大陸人士禁

止進入電信機房」、「禁止提供電信業者電腦維修服務」？況且民眾的個資隱私也

儲存於戶政系統的資料庫、銀行業者的資料庫、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的資料庫、國

稅局的資料庫中，這已經是屬於所開放的軟體、資料處理與資料庫的服務項目範

疇，熟悉資安運作的人士都知道這幾項服務的可能資安漏洞與埋藏後門程式是輕

而易舉的，而國人的資料安全與隱私及個資乃至於國家安全都可能暴露在這樣的

風險與威脅下，豈能不審慎。 

 

 

Q14：國內電信業者不得把機房外包給陸資經營民眾個資隱私與國家

安全是否無虞？ 

A：雖然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已發函至國內電信業者不得把機房外包給陸資經營，

且適用於封閉型網路，但因為服貿在《電腦及其相關服務業》中開放軟體及電腦

設備的維護，其中設備的維護便已提供一個資安的破綻給中資的電腦維護業者，

使其能夠對於國內使用者之個人資料、企業、甚至是國家單位的資訊進行監聽與

收集，帶來相當大的威脅。 

 

Q15：我國針對陸資與接受投資得我方企業限制，是否能確保民眾個

資隱私、資訊安全與國家安全無虞？ 

A：NCC 針對陸資投資我方企業的限制，無法達成上述保證。舉例而言，NCC 所

做的相關限制中有一項為「陸資總持股比例不得超過 50%」。舉國內例子來說，

中華電信原為交通部 100%持股之國營企業，後轉型民營化，如今交通部對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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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電信持股約 35.29%(2014.3.27)，但卻仍能充分主導中華電信之董事會，中華電

信目前置董事 7 至 15 席，董事選舉方式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但需持有 1%股份以

上之股東才有提出候選人名單之資格。且持股比例接近 50%已屬相當大之持股股

份，對於公司的影響力非常巨大。NCC 所做的相關限制是具有「吹哨壯膽」的效

果，但是這一次資通訊產業開放項目牽涉的主管機關有經濟部，NCC 及內政部。

開放的項目既廣又深，對於民眾個資、隱私及我國社會、經濟關鍵之資通訊網路

的資訊安全及網路安全的衝擊與影響非常巨大。對於「土木工程的一般建築工作」，

內容涵蓋鐵公路、機場跑道、海港水壩、電纜線路、基地台等牽涉到國家關鍵基

礎建設，掌握我國命脈，監控網路。21 世紀乃是資訊科技的時代，網路系統如

同人的神經系統，網路安全即是國家安全，對於我國國安帶來的衝擊是「立即而

明顯」。 

 

 

Q16：美國、印度、日本與歐盟是否有開放中資投資電信服務業？ 

A：NCC 指稱中資有進入各國投資電信事業，但所舉案例均只限連回中國的國際

電信業務，而不包含國內電信業務之經營。事實上連回中國的國際電信業務之開

放與否並不改變對資安之影響，因為即使不開放，中方仍可在於中國落地的國際

連線上監聽，因此開放中資投資連回中國之國際電信業務並沒有加深資安問題，

所以各國才會開放，但各國並未像台灣的服貿協議一樣開放經營國內電信業務，

此舉將嚴重影響台灣的資安甚至國安。美國連採用華為等中國電信設備業者之交

換器設備均透過國安審查機制限制，甚至阻止韓國等盟邦採用中國業者之設備，

斷不可能讓中資電信服務商經營其本國電信業務，也就是連電信貨物貿易都限制

了更不可能開放電信服務貿易。 

 

Q17. 目前開放的三項特殊業務項目是否與 Internet 無關? 

A: 目前民眾上網都須透過 ISP 來提供上網服務。提供上網服務的業者可以是第一

類電信業者(如中華電信、遠傳等)或第二類電信業者 (如統一超商電信)。這一次

開放可以提供特定用戶的三項特殊業務項目可以成為提供 ISP 業者的數據交換

服務，成為 ISP 的 ISP (也就是 ISP 業者的頻寬批發商) 。並進一步成為台灣 ISP

或金流、物流體系、甚至數位內容體系的交換網路中心之一。截取網路中傳遞的

資訊、或分析使用者行為將十分容易  對我國的國家安全、企業資安與民眾個人

隱私，則都是全新的重大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