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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貿協議的木馬屠城條款：開放第二類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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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才被問到使用華為與中興等中國網通設備可能衍生的資安問題，我當時

的回答是除了設備檢測與機房稽核外，還要有國安審查機制才夠，否則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還是可能會發生設備業者透過後門，在服務業者不知情的情況下盜取

用戶通聯與監聽特定用戶通訊，事實上美國與印度都透過國安審查機制杜絕中國

業者之設備進入美國大型電信網路服務業者之機房。怎麼才不到一年就被問到服

貿協議開放中資投資第二類電信的問題，如果去年設備問題的答案是一個 NO，

今年服務問題的答案就會是兩個 NO。如果我國服務業者對中國業者之設備有資

安疑慮，我們還會讓它跑到網路通訊服務的"上游"直接進來投資提供服務？這聽

起來就像本來要賣藥到你的醫院但被你刁難，乾脆就直接到你的地盤開醫院，讓

你管不到我要用甚麼藥來醫病人。你可以想像美國或印度開放讓中國業者投資美

國的網路電信服務嗎?他們的人民一定嚇死了，現在台灣準備做這件蠢事！而且

大部分人民甚至官員與立委都不知道這條是現代 e化版的木馬屠城條款。 

 

第二類比第一類不重要？ 

經濟部的官員會說第一類電信比第二類重要，我們只開放較不重要的第二

類，第一類電信(有實體電路之服務執照，大部分的電話公司都有)雖然比第二類

電信(無實體電路之服務執照，跟第一類電信業者租線路提供網路服務之業者都

有)的規模大，但對許多人而言，上網時間遠大於打電話，上網通訊的重要性大

於電話通訊，而我們要開放的就是網路服務這塊。 

 

直接經營、間接投資或網路外包？ 

中國業者可透過取得執照直接對用戶經營網路服務，但此舉較易引起台灣用

戶疑慮，較有可能間接投資取得董事席次與經營影響力，更有可能是取得執照後

隱身在後，由現有台灣電信網路業者取得"外包"之網路服務，更能直接掌控用戶

通訊，並在中國政府要求下調閱資料，此時調閱資料的不只是台灣政府的國安單

位，更包含中國政府，這將陷台灣人民於"紅色恐怖"。在已簽署的服貿協議條文

中"第二類電信事業特殊業務之非一般民眾之特定用戶租用封閉網路"，中方就已

經露餡了!已經捨棄直接面對用戶經營的方式，也預告了中資業者將走間接投資

取得董監事席次與爭取現有台灣電信網路服務業者外包業務的路線。 

 

中國執照利益 vs.台灣用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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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信與網路服務業者為了取得中國電信網路執照，很可能在中國政府威

脅利誘下，犧牲台灣用戶權益，特別是中國對台灣初期只開放福建省之電信網路

服務，等將來台灣業者投資進入了想擴展到中國各省時，其威脅利誘的效果會更

好。他們可能被迫進行以下嚴重事情： 

(1) 外包網路服務給取得台灣第二類電信執照之中國業者：此時中國業者便掌握

極大量台灣用戶之網路通訊，可在中國政府要求下調閱資料。 

(2) 允許中國資金間接投資取得董事席次與經營影響力：此舉將讓中國投資者有

影響力上下其手，替中國政府辦事。 

(3) 直接在自己的網路通訊系統開後門給別人：讓中國政府屬意的單位進出系統

取得用戶通訊。 

 

國民黨官員與立委也會受害 

中國政府是網路管控最嚴的極權國家，對其國內用戶之掌控無所不用其極，

對中國業者之影響與掌控更是駕輕就熟，況且軍事與政治上又是台灣的敵對國，

民主的台灣如何能將形同國家神經網路的通訊網路系統交給完全可被中國政府

掌控的中國業者?這是一個現代版的木馬屠城開放條款，假市場開放之名行掌控

神經系統之實。 

在中國政府透過中國業者掌握台灣用戶之網路通訊後，最想監控的就是政治

人物、意見領袖、社會精英等，其中政治人物是不分藍綠官員與立委都會招殃，

國民黨全部的立委、官員及其家人一定是被監控的對象，到時中國政府可透過掌

握敏感資訊要脅立委與官員配合其意向施政，這將是國家與人民的木馬屠城災

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