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
政院日前拍板定案，將在2021至2022年

間，釋出4.8GHz到4.9GHz的100MHz頻寬

做為5G實驗頻譜。也就是說，屆時不僅電信業

者，一般企業也可以申請擁有5G執照，產業巨

擘們更對此興致濃厚，包括台積電、台塑、日月

光、鴻海、中油、三軍總醫院等逾20家各領域

龍頭，都向政府表達建置專網的需求。

打造專屬企業的超級高速公路

所謂的企業專網，是指企業在限定區域內，

自行付費建置的行動網路基礎設施，只有內部用

戶才能夠連線存取資訊。工研院資訊與通訊研究

撰文／趙心寧

臺灣5G將在今年開台，隨著腳步愈來愈近，市場更是引頸期待。不過5G最精彩

的應用不只在消費者端，更扮演著企業數位轉型的關鍵角色。對電信設備供應商

與電信系統整合服務商來說，5G帶來的企業專網（Private Network）商機，正

是業者積極尋找的新藍海。

企業專網　打造產業新藍海
5 G 垂直產業應用

5G扮演著企業數位轉型的關鍵角色。對電信、軟硬體整合服務提供者來說，5G帶來的企業專網（Private 
Network）商機，正是業者引頸期盼的新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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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副所長丁邦安表示，企業專網就好比企業在數位

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過程中，構築一套

快速的神經傳導與反應系統，在強健的筋肉下，再

加上一雙強而有力的翅膀，當企業透過企業專網掌

握關鍵技術與資料，內部物聯網傳輸需求的滿足也

能大幅提升人流、物流、資訊流與金流的一體化，

協助企業尋找更有效率的營運模式。

與電信公司營運的專網相比，企業專網最大

的不同在於「獨立性」，可根據自身需求量身打造

網路、不受公共網路壅塞影響。「打個比方，電信

業者的企業專網就像警車或救護車行駛在一般道路

上，雖然有優先權，但仍然會受實際車流影響速

度；企業專網則是自建一條道路，只供內部車輛通

行，所有資訊只能在企業內部流通，具備高度隔離

及安全性，」丁邦安解釋。

不過，業者若想建置企業專網，初期投資建

設基地台及核心網固不可少，建置完成後，仍需持

續投入資源維運，因此目前有專網需求者多半是大

型企業，中小型企業還是租用電信業者專網較具效

益。以產業別來看，製造業、電業、醫療、機場、

港口等產業對企業專網的需求較高。

工業物聯網　因5G企業專網而實現

對應全球多元生產基地與市場分布，製造業

的管理也日趨複雜。愛立信《5G商業潛力報告》

中指出，對5G服務提供者而言，未來10年，製

造業的5G商機每年複合成長率呈現75%的高度成

長，到了2030年，全球製造業5G市場可望來到

1,320億美元（折合新台幣3.9兆元）。

「從4G到5G，企業專網的出現能加速實現關

燈工廠的未來願景，」丁邦安進一步說明5G落地

後企業專網的功能進展。5G大頻寬、廣連結及低

遲延的三大特性，可確保工廠內部大量的感測設

工廠全面連網的場景中，配戴AR眼鏡的工作人員，可與專家進行
遠端連線，進行維護管線或操作加工機具。

全球企業行動專網市場預估
十億美元

4

3

2

1

0

服務 裝置 網路 產值高達34億美元
複合成長率超過10%

資料來源：Mobile Experts Inc.
（2019）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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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通訊品質暢通無虞，讓自動化機械生產製造不

再遙不可及。

工廠全面連網的場景中，配戴AR眼鏡的工

作人員，可與專家進行遠端連線，進行維護管線

或操作加工機具。產線上的物料全都在即時追蹤

系統的掌控之下，利用人工智慧技術提升排程效

率。加上大數據分析，更可提早預知機台故障風

險、減少無預警停工損失、延長機具使用壽命。

先進國家　利用專網提高生產效率

德國不僅是工業4.0的先驅，也是世界第一個

開放企業自建5G專網的國家。汽車龍頭BMW在

2019年中於中國大陸瀋陽工廠啟動5G網路，並在

工廠內部建立資料中心，將生產系統與設備連上

專網，製造過程中產生的大量測試數據，亦可快

速地在廠內交換分析。目前BMW也計畫將在德國

及其他國家工廠陸續建立5G專網，企圖打造自動

化的物流車隊。

在亞洲，日本設備供應業者NEC也搶先申請

5G專網執照，規劃將位於日本神奈川縣川崎市的

工廠，改造為5G專網事業示範工廠。NEC看中的

5G潛在商機，是將建置智慧工廠所需的邊緣運

算、網路設備、基礎設備、應用軟體等環節，整

合成單一架構，讓製造業者只需像在餐廳點餐一

樣，點選需要的功能，由NEC統包完成整合。

除了製造業，智慧醫療領域也不落人後，西班

牙巴塞隆納大學附屬醫院醫療團隊曾在世界通訊大

會（MWC）示範遠距手術，指導4公里外的醫療團

隊替患者開刀。這場示範手術的5G連線延遲僅0.01

秒，醫師的指揮幾乎同時到達。據估計，每年全

球約有1.43億場手術因缺乏足夠外科醫師而無法進

行，或許未來在5G網路的加持下，能讓外科醫生遠

端控制機器人手臂替偏遠地區的病患開刀。

翔名科技　以企業專網打造智慧工廠

工研院身為產業的領航者，也積極投入這場

工業4.0與5G的交響盛宴，將5G企業專網應用於

製造業，雙方在半導體零件製造商翔名科技位於

新竹香山的工廠，進行產研合作，打造臺灣首例

「IIoT工業物聯網示範場域」，規畫並設計示範性

智慧工廠解決方案。

目前工研院已在廠區布建了100%涵蓋率的無

線訊號，並建置相關無線設備、核心網路、工業

物聯網基站及應用平台，讓不同種類的加工機台

與感測器，可透過無線網路傳輸即時數據，只要

透過監控平台就能看到全廠連線狀態。由於採用

邊緣運算技術，敏感的生產數據全都留在廠內。

此外，無所不在的感測裝置，可在產線出狀

況時即時通報，每部機台的閒置時間、刀具的損

耗程度全都透明可視，這些資訊都是人工智慧的

翔名科技香山廠內布建100%涵蓋率的無線訊號，讓感測裝置可藉由無線網路傳輸即時數據至應用平台，自動分析出更有效率的生產排程，
讓廠區整體稼動率提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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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佳情報，自動分析出更有效率的生產排程，並判

定管理刀具的壽命。「導入這個方案後，該廠區整

體稼動率提升了15%，」丁邦安說。

三總轉型智慧醫療　遠距手術指日可待

另一項企業專網應用案例則是在三軍總醫院內

湖院區進行的「新世代專網前瞻應用系統計畫」，

工研院協助在全院區建構整合第六代WiFi、4G、

5G等無線通訊技術的異質整合網路（HETNET），

這也是全臺唯一的5G行動醫療實驗場域。

「除了建構專網，工研院在這次合作中也會引

進AI影像處理、AR智能眼鏡、室內精準定位等技

術，整合至三軍總醫院智慧醫療應用，」丁邦安舉

例，過去限於通訊遲延問題，遠距手術教學難以實

際應用在臨床上，如今受惠5G低遲延特性、再輔

以邊緣運算，遠距手術即將成真。未來，年輕醫師

可以配戴AR／VR智能眼鏡，一面替病人開刀、一

面接受資深醫師來自遠端的建議。

此外，大數據分析亦可應用於傷口燒燙傷辨

識，協助護理人員更快速地判斷下一步應進行何

種治療行為。產後護理、糖尿病患者運動照護以

及婦嬰看護服務，都可以透過創新醫療整合服

務，讓醫護人員在既有人力配置下，更有效率地

完成工作。

「透過科技的力量，醫護人員可以更有效率，

資深醫師的經驗能夠更完整地傳承給年輕醫生，」

丁邦安進一步舉例，例如長照中心裡長者無預警失

禁，往往占用護理人員很多時間處理善後。如果物

聯網感測裝置偵測長者生理數據，即可在失禁前先

行協助解手，效率提高了，照護的病人增加了，也

解決當前醫護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

5G落地勢在必行，電信公司布建給大眾使用

的B2C市場準備工作已大致完成，丁邦安認為， 

B2B與B2B2C的企業專網市場龐大、領域知識龐

雜，很難在5G開台後馬上落地普及，加上提供傳

統服務的電信市場飽和已久，臺灣電信產業鏈要

在5G時代扮演價值鏈中要角，仍需積極轉型，企

業專網領域確實是值得一試的方向。

受惠於5G低遲延特性，再搭配邊緣運算，遠距手術即將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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