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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次前瞻行動通訊高峰論壇，主題是眺望 4G商轉和

5G布局趨勢，對此 3GPP SA1主席 Mona Mustapha

指出，升級 LTE最大的挑戰是要高效、快速完成布建。

要快速高效完成 4G布建，可行解決方案包括持續開發

手機連結 LTE 網絡，將移動式測試（drive test）最小化，

讓各項布建工作的效果及價值最佳化。

甫於 2014年 2月接任國立清華大學副校長，前工

研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所長吳誠文表示，工研院多年來

參與 3GPP，持續關注系統架構與安全議題並提出技術貢

獻，為產業釐清標準規範，累積通訊標準制定上的能量。

2009至 2014年，行動通訊的數據傳輸成長（Data 

Growth）成長了 35倍，但隨著 4G與 5G服務登場，未

來 5年內網路頻寬只能改善 3倍，十分有限，3GPP組織

也將持續重視 Wi-Fi區域無線網路與現有的行動通訊的

整合（Mobile/Wi-Fi Convergence）。

LTE  
全球第一波推出 LTE IAD，在德國及歐洲市場耕耘多

年的智易科技總經理李鴻裕表示， 4G 從建置到服務上

線，勢必要先完成基地台的布建、LTE手機上市，並解

決室內訊號覆蓋的問題。目前德國境內家用 LTE terminal

裝機數已突破百萬，從而加速了 LTE 應用的快速多元發

展，大幅改善德國都會區、特別是郊區的網路服務品質，

是相當成功的範例。

李鴻裕也指出，4G網路與系統若要升級，無線

Wi-Fi數據上傳以及小型基地台數據分流技術都必須持續

創新，才能推動相關應用的爆發性成長，打造絕佳使用

者經驗。這些系統整合工作都蘊藏可觀商機，網路營運

商及設備廠商也會蒙受其惠。

對於 LTE 革命性技術帶來的商機，聯發科同樣也非

常引頸期待。隨著手機及行動裝置逐漸成為資料傳輸的

核心，傳輸容量需求未來將大幅提高，因此連結也需更

強，頻寬管理型態將更多元，而傳輸耗電及成本都會降

前瞻行動通訊高峰論壇邀請產業供應鏈業者，探討未來技術的走向。

臺灣進入 4G建設元年，為使國內通訊產業在後 4G與 5G技術發展與世界接軌，在中華電信、聯發科、

智易科技等業者贊助下，工研院首次邀請國際通訊標準制定組織 3GPP系統與服務工作組（3GPP SA）來

臺，並舉辦 2014年前瞻行動通訊高峰論壇，邀集國內產業供應鏈代表分別從營運服務、晶片設計、設備

整合等角度切入，探討未來技術與應用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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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面對這一系列挑戰，科技必將日新月異才能解決問

題，確保技術升級。

LTE將逐漸取代現有 2G／ 3G，是 4G 走向 5G 的關

鍵，聯發科也將持續投入 LTE 相關研發，提出完整強大

產品線，以多元規格滿足產業客戶需求。

4G  
資策會前瞻科技研究所資深技術總監周保羅說，各

項 LTE技術推陳出新，更顯得深度整合非常重要，譬如

智慧雲端服務，應用巨量資料分析行動資料，交付智慧

服務，依據產業或應用特色，打造客製化行動數據解決

方案。

中華電信預計在 2014年下半年推出 4G服務，在 3

年內建置 7,000 座以上基地台，在「一都二縣三鄉」的

布建期程中，初期以 6都為主，逐漸擴大到其他縣市，

至 2016年底達到『鄉鄉有 4G』、人口涵蓋率達到 90%

以上目標。目前大陸、韓國已開始布局 5G，而臺灣 5G

則還在規劃階段，科技部部長張善政指出，5G 正式商轉

估計還要 10年，若政府能提早擘畫藍圖，將有助於臺

灣業者洞燭機先。

基地台的布建與 LTE手機上市是 4G建置到上線最重要的挑戰，必須持續創新技術，才能使系統整合完整運作。

關於 3GPP SA會議

首度在臺舉辦的 3GPP SA會議，有來自全球 20個國家，
超過 350人參與。3GPP SA對 4G終端產品商業化具有
重要影響力，今年工研院爭取在臺舉辦，希望透過工作

會議討論創新應用情境、技術需求與解決方案等，讓我

國行動通訊產業上、中、下游的晶片商、設備商、和營

運商可更加了解技術規範設計細節及未來標準對於產品

開發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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