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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數位技術的發展，電信與廣電產業的匯流成為一種趨勢。面對這樣的趨

勢，各國政府都在研擬最新的通訊傳播相關政策以面對匯流趨勢與挑戰。以台灣

為例，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近年來積極研擬相關法規制定與修改，不論

是通訊傳播匯流法草案或廣電三法修法草案，都鼓勵業者提供通訊傳播匯流服

務。而對岸的中國大陸，也正摩拳擦掌，積極推動相關產業的發展。最近常聽到

的「三網合一」，便是一個很好的例子。 

 

一、何謂「三網合一」？ 

近日來頗為火紅的「三網合一」，究竟指的是什麼呢？簡單地說，中國大陸

的三網合一指的是，只要用一條線，就可以打電話、寬頻上網，以及看電視。台

灣民眾多數都需要用三條線路來使用上述三種服務，其中一條線路用來打電話，

用另一條ADSL 或光纖網路線上網，還需要一條有線電視纜線收看有線電視。目

前電信業者與有線電視業者紛紛推出匯流服務，例如，寬頻上網業者中華電信所

提供的網路電視 MOD，有線電視業者提供的有線電視寬頻上網服務等。但不論

是哪一種，民眾可能都還是需要使用兩條以上的線路，與中國大陸的三網合一仍

有不同。 

 

二、三網合一政策的推動 

為什麼要推動三網合一呢？據估計，三網合一將可帶動中國大陸相關產業與

消費，預估產值將可能增加人民幣 6000 億元（相當於台幣兩兆八千億元左右）。

與三網合一相關的產業，包括：寬頻業者、設備廠商（如電視機上盒業者，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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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端設備供應商、零組件等，以及VDSL晶片廠、IP機上盒1、無線寬頻路由器、

光纖接收零件等業者）都可從中獲益。 

在 2008 年 1 月 1 日國務院公告的「關於鼓勵數位電視產業發展若干政策的

通知 （國辦發[2008]1 號）」中，中國政府便已提到要「推進『三網融合』」。其

內容包括「有關部門要加強寬頻通信網、數位電視網和下一代互聯網等資訊網路

資源的統籌規劃和管理，促進網路和資訊資源分享。」以及「在確保廣播電視安

全傳輸的前提下，建立和完善適應“三網融合＂發展要求的運營服務機制。鼓勵

廣播電視機構利用國家公用通信網和廣播電視網等資訊網路提供數位電視服務

和增值電信業務。在符合國家有關投融資政策的前提下，支持包括國有電信企業

在內的國有資本參與數位電視接入網路建設和電視接收端數位化改造。」 

2010年 1 月 14 日，中國總理溫家寶亦於國務院常務會議中確定中國政府將

加速電信、廣電與網路三網合一的發展。目前，中國政府的階段性目標為：

2010-2012 年進行廣電與電信雙向進入的測試、研究三網合一的政策制定，

2013-2015 年則全面推行三網合一。中國大陸工信部部長李毅中也表示，目前中

國政府正在確定三網融合雙向進入的測試方案，希望能從五月開始進行測試。 

目前中國大陸的三網合一執照發放規定如下：廣電業者若要提供電信服務，

須先獲得 ICP 牌照（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互聯網信息服務經營許可證），電

信業者要提供廣電服務，則需要先獲得 IPTV（Internet Protocol TV，交互式網絡

電視，即《網上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執照。IPTV 指的是交互式網絡電視，用

電信寬頻傳輸訊號至家用電視上，用戶透過網路機上盒與普通電視即可收看節

目。但真正要提供 IPTV 服務，則需要有四種執照：《網上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

《網絡文化經營許可證》、《ICP 證》和《移動增值業務許可證》。其中，《網上傳

播視聽節目許可證》即所謂的「IPTV 牌照」。 

                                                 
1 IP視訊轉換盒，為收看IPTV時用戶必須具備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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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三網合一執照發放

 

至 2010年 4 月，中國

負責發放。第一張牌照是

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於

利用中國電信的寬頻網路

已有 100 萬名用戶。在IP

民幣（約新台幣 100 元）

上盒。此外，中國電信並

接收WiFi訊號之處，用戶

除了上海廣播電視台之外

際於 2006年 4 月獲得第二

年 8 月獲得中國第三張IP

牌照，杭州華數及江蘇電

北京華夏安業科技有限公

得IPTV牌照。電信業者則

數已佔全球十分之一，200

根據Digitimes估計，2012

                                           
2上海電信:原本為上海市電信有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http:
62個頻道，並可利用IPTV商城

 
廣電業者 

 

需申請 ICP
牌照
 

（資料來源：作者製表） 

大陸已經發出七張IPTV牌照。IPTV牌照是由廣電總局

由上海廣播電視台、東方傳媒集團（SMG，其前身為上

2005年 4 月獲得。上海廣播電視台與上海電信
2合作，

及SMG的內容提供三網合一的IPTV服務。目前該服務

TV業務推廣期間，用戶簽訂兩年合約後，月付 22 元人

即可收看IPTV。而使用該功能八次之後，可免費獲得機

在上海推行「家庭信息第四屏」（魔屏mTouch），在可

可用此產品講電話、線上聽音樂、線上收看影視節目等。

，另外五家廣電業者也獲得了IPTV牌照，包括：央視國

張IPTV牌照，南方傳媒(南方廣播影視傳媒集團)於 2006

TV牌照，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於 2006年 10 月獲得第四張

視臺也都獲得IPTV牌照。而另外則有一家民營業者 -

司（為提供信息網視聽傳播與電信增值服務之業者）獲

尚未獲得任何IPTV牌照。2008年底，中國的IPTV用戶

9年六月約有 207 萬戶用戶，2010年則成長至 566 萬戶。

年中國IPTV用戶應可超過一千萬戶。而台灣在 2009年

      
限公司，成立於 2002 年 1月，但於 2008 年 1月該為中國電信股

//sh.ct10000.com/v3/cms/html/gryjt/gywm/。上海電信提供的IPTV共
購物。 

 
電信業者 

需申請

IPTV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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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月約有 66 萬戶，2010年約 116 萬戶，2012年可能用戶則為 144 萬戶。  

至於互聯網電視牌照，中國廣電總局將互聯網電視牌照分成「集成服務」與

「內容服務」兩類。根據中國證券報提供的資訊，廣電總局將公布《互聯網電視

內容服務管理規範》與《互聯網電視集成業務管理規範》，其中規定了集成服務

提供者必須審核希望與其連接的互聯網，只能與持有互聯往電視內容服務牌照的

業者的節目平台相連接（陳靜，2010）。至今，廣電總局尚未發出內容牌照。不

過，據了解，央視確定可獲得內容牌照(目前央視已獲得集成牌照)，地方電台也

可能獲得內容牌照。 

目前中國大陸第一批的三張互聯網電視執照（互聯網電視集成業務牌照）已

經發出，且都是發給已獲得IPTV牌照的廣電業者。第一張是發給央視的中國網絡

電視台（CNTV），另外則發給上海東方傳媒集團旗下的百視通以及杭州華數集團

的華數傳媒，三家皆為國營業者，且都具有強大的集團力量支持。以上海東方傳

媒集團為例，其原名為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於 2009年 10 月更名為上海廣播

電視台，是由上海廣播電視台出資成立上海東方傳媒集團這個多媒體集團，除了

提供廣播電視節目外，並發行報紙、網路媒體服務等，旗下擁有數個傳媒公司、

影視製作公司、廣告公司之外，並擁有新媒體公司（百視通新媒體公司，主要負

責廣電與電信網絡結合相關之服務，包括IP TV、網絡寬頻電視、手機電視）。而

另一家獲得互聯網電視牌照的業者華數傳媒，則於今(2010)年 4 月並與香港電訊

盈科簽署合作意向書，將展開有關三網融合技術上的合作。IPTV與互聯網電視牌

照發放情形，可參見下表一。 

 

表一、中國 IPTV、互聯網電視牌照發放一覽表 

 張數 業者 

IPTV 牌照 7 *上海廣播電視台、東方傳媒集團(上海文廣) 

*央視國際 

 南方傳媒(南方廣播影視傳媒集團)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 

*杭州華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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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蘇電視臺 

 北京華夏安業科技有限公司 

(*為同時領有 ITPV 牌照與互聯網電視執照之

業者) 

 

互聯網電視牌照 

（集成業務） 

3 *央視國際 

*上海廣播電視台、東方傳媒集團(上海文廣) 

*杭州華數 

互聯網電視牌照 

（內容業務） 

0 可能獲牌照者：央視、地方廣電業者 

(資料來源：作者製表) 

 

三、三網合一面臨的挑戰 

中國大陸自 1998 年起便開始有所謂的「三網融合」、「三網合一」論戰。周

宏仁認為三網融合是語音、數據與視頻三種業務的融合。三網融合指的是三屏融

合，手機、電腦螢幕與電視一體，手機上可以看電視與上網，電腦可以用來打電

話與看電視，電視可用來打電話與上網。北京郵電大學經濟管理學院教授闞凱力

認為，三網融合的概念並不正確，事實上只有電信與廣電的雙向進入，互聯網（網

際網路）本身並不是另一個網。要達到三網合一，前提是必須「網台分離」（「網」

指的是傳輸，「台」指的是內容），即，傳輸平臺與營運平臺分離，或者傳輸與內

容分離。 

不過，雖然三網合一的政策與宣示看來非常具成功可能性，但各界對此一政

策是否真能如預期發展的看法卻不一。而且，不論是三網合一或三網融合，都有

幾個重要的問題有待解決： 

1. 頻寬問題 

要在同一條線路上提供三種不同服務，必須有足夠的頻寬，這是三網合一發

展的關鍵。中國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書長姜奇平認為，中國大陸目前的頻寬

還無法達到三網融合。中國大陸的寬頻普及率及固定電話普及率低（固定電話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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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率不到三成，寬頻網路則不到一成），行動通信普及率遠高於此，用戶數更為

寬頻使用人口的六倍以上，因此，利用 3G行動上網的成長速度將高於寬頻上網，

2014年中國行動寬頻使用者可能達總寬頻使用人數的七成。 

2006年是中國大陸業者公認的「網絡視頻發展元年」，2007年則為全民參與

年。到了 2009 年，根據中國互聯網絡信息中心（CNNIC）與北京華端網標信息

技術有線公司（CR-Nielsen）發佈的「2009 年中國移動互聯網宇 3G 用戶調查報

告」，中國的手機上網用戶於 2009 年 8 月底已達 1.81 億，兩個月內增加了 2560

萬用戶。用戶最喜歡用的服務為手機新聞（90.8%）、用手機聊天（47.9%）以及

手機搜索（46.9%）（網易科技， 2009）。2010年 1 月 15 日，CNNIC 公佈《第 25

次中國網際網路絡發展狀況統計報告》，報告中提及中國的網路使用人口已達

3.84 億，手機上網用戶（手機網民）已達 2.33 億。2009 年手機上網人口增加了

1.2 億，使用手機上網的人口數正在大幅增加中。手機相關匯流服務也開始展開。

例如，中搜行業中國已經將 3G移動互聯網、SMS網、Internet 網整合成為一個單

一服務平台，用戶可在此平台上網、使用WAP 及傳送訊息。但是，要如何提供

足夠頻寬，則是一個重要問題。 

2. 公平競爭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匡文波認為，公平競爭是三網合一最大的問題。

目前在中國大陸，三網還未真正合一，但他認為在此時就有壟斷的現象，也使得

服務品質並不理想，但至少消費者仍有較多選擇性。一旦三網合一，消費者的選

擇便會減少，其利益會因此受損。 

在三網合一政策中，廣電業者的地位其實較電信業者強勢。中國的四大廣電

業者都已進軍網路世界：央視推出「國家網絡電視台」CNTV 已正式上線、上海

文廣推出「上海網絡電視台」、鳳凰衛視則正為網絡視頻業務積極融資，湖南廣

電則有「芒果 TV」。同時，自 2009 年下旬以來，許多 p2p 的分享網站包括幾家

較大的 BT網站則遭取締，因保護智財權為由而遭關閉。土豆網也在今年三月刪

除許多無版權的影視作品。中國大陸的網路視頻市場正面臨版圖重組，而這背後

最大的力量，則是政府政策與強大市場力量的推動。目前，中國主要的互聯網視

頻業者為民營業者，但他們要如何與資本與權力強大的國家力量相抗衡？未來，

中國大陸的互聯網視頻業，是否會成為政府掌控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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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日前中國廣電總局大力查處還未獲得IPTV牌照便開始營業的業者。在

廣電總局 41 號文中便提到，「一些地方的電信企業未經廣電總局批準擅自開展IP

電視業務,嚴重危害了國家網絡信息安全,影響了國務院關於三網融合工作的戰略

部署和廣播電視事業的正常建設。」3電信業者發展IPTV速度較廣電業者為快，

這使得廣電總局擔心接下來廣電業者的「互動高清電視業務」會無法達到足夠用

戶數。南方日報便提到，《互聯網視聽節目服務管理規定》中要求提供服務必需

先具備的證照之一 --《網上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是廣電部門用於“封殺＂

電信運營商IPTV業務的最有力武器。」4

從目前中國大陸七張 IPTV 牌照中有六張是由廣電業者獲得，而電信業者至

今都還未獲得任何 IPTV 牌照，只能透過與廣電業者合作方式提供服務的現況來

看，國家力量的強勢介入（對廣電業者的保護），讓人懷疑廣電與電信產業是否

真能公平發展三網合一。中國大陸的學者對此表示憂心，也極力呼籲應有促進三

網合一發展的政策與法規以建立公平的競爭環境。 

3. 主管機關的權責劃分問題 

和台灣一樣，中國大陸發展三網合一也面臨主管機關權責劃分的問題。與三

網合一問題最為相關的機構包括「工業和信息化部」（簡稱工信部）以及廣電總

局。工信部副部長苗圩於今年 3 月 6 日便表示，體制性障礙--部門之間管理界限

的問題是目前「三網融合」最大問題。原本擁有權力、利益的部門不願放手給其

他部門，因而阻礙三網融合的發展。但是，中國的工信部仍然強調，三網融合是

一個必然趨勢。 

 

四、回過頭來看台灣 

回過頭來看台灣，台灣其實有很好的發展環境可以促進數位匯流：台灣的寬

頻發展快速。根據台灣網路資訊中心 2010 年 1 月公佈的「台屋寬頻網路使用調

查」報告，至 2010年 1 月止，臺灣地區 12 歲以上民眾約有 1476 萬人（72.56%）

                                                 
3 資料來源：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0-04/27/c_1259575.htm  

 
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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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0-04/27/c_1259575.htm


 曾使用過網路，其中，67.98%民眾是以 ADSL 上網，約 10%採用 cable modem 上

網。家庭上網率則為 76.79%，寬頻上網率則為 68.91%(525 萬戶)，呈穩定成長。

而12歲以上曾經使用行動上網的比例則為16.22(328萬人)，比例則低於中國大陸。 

電信業者與廣電業者對跨業提供匯流服務極感興趣。目前，台灣的電信廣電

跨業經營包括了：中華電信MOD 於 2006年獲得有線電視籌設許可，但 2006年

改為開放平台；威達有線電視於 2008年獲得 IPTV 營運許可，並已獲得小固網的

執照許可。此外，目前至少有 50 家以上的有線電視業者也已提供電路出租業務。

但，公平競爭問題也同樣存在（MOD與有線電視系統間的競爭問題）。主管機關

的權責劃分問題也同樣存在。不過，有一個重要關鍵在於，中國大陸對於政策發

展方向非常明確且積極推動。而在台灣，雖然匯流服務已發展多年，產官學界也

為此議題展開無數討論，卻仍然未有一個明確、具延續性、從整體經濟社會發展

等較為宏觀層次思考制定的政策。甚至可以說，究竟連應該由誰來負責訂定這個

較為宏觀、且具整體性一致性與延續性的臺灣通訊傳播與整體產業經濟發展政策

（行政院？NCC？交通部？經濟部？總統？其他跨部會小組？），我們也無法確

定。雖然中國大陸與台灣發展匯流服務的背景脈絡並不相同，中國發展三網合一

也仍有許多問題待解決，但中國政府明確發展三網合一的政策目標與決心，仍然

值得我們參考。畢竟，有了清楚的目標與方向，才能知道要往哪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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