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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電信服務業開放之相關說明 

102年 12月 13日 

一、我方承諾項目開放之意義與風險，承諾項目目前產值較小，是否因陸

資投入而產值擴大？目前陸方對我開放程度若較寬鬆(WTO+)，而我方

對陸方開放程度較小(WTO-)，但隨著我業者投入中國市場並要求陸方

更開放，我方勢必跟著被迫更開放，即 WTO+與 WTO-連動放大，NCC如

何保證不會發生同步放大之開放？ 

推動國家朝向自由化與國際化，為國人爭取最大權益，為政府積極努

力的方向。而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目的，期望以既有市場開放為基礎，

增加開放程度或項目，以促進雙方貿易，增加國人及國家整體利益。

在前述國家政策方向下，本會廣納產業界及學者意見，綜合考量個資

保護、消費者權益、業者利益、資訊安全、通訊監察及國家基礎建設

安全等因素，秉持「利益極大化、衝擊極小化」原則與陸方談判，以

爭取最大利益。 

本次服務貿易協議我方只同意開放 3項特殊二類電信業務，並未承諾

未來是否進一步開放。 

二、開放第二類電信是陸方主動提出，或由我方何部會主動提出？ 

此次談判陸方主動提出希望我方比照 WTO承諾對其開放第一類電信及

第二類電信服務；因第一類電信服務涉及基礎網路建設及國家安全，

復考量 98 年 6 月經濟部已公告開放第二類電信 11 項一般業務(不含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在既有基礎下雙方折衝，陸方同意對我方開放 4

項優於 WTO承諾(WTO+)服務，我方從第二類電信非語音服務之特殊業

務中，選擇 3項市場影響小，且資安疑慮低的業務(「存轉網路服務」、

「存取網路服務」及「數據交換通信服務」)開放，盼進一步促進雙

方貿易，增加國人及國家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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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放後臺灣可能會新增的陸資事業體？ 

對於服務貿易協議電信服務業之開放，我方設有諸多配套措施，陸方

來臺投資我方電信業務，應受相關限制條件規範，即陸方投資者必須

為大陸或海外上市電信業者、持股不得超過 50%、不具控制力、不得

與我國固網業者合資經營，陸方投資的我國業者應取得符合國際認證

ISO/IEC 27001 及 27011 增項稽核等資安驗證合格證明，並不得將用

戶資料或業務部門、業務功能及系統等移往大陸地區。其中，我方已

於開放承諾表明列：「陸資持股不得超過 50%、陸資不具控制力」，以

防止陸資對我方業者的董事會、財務、營運及人事方向具影響或控制

力。所謂「不具控制力」係除持股不得超過 50%之外，另限制不論陸

資持股比例為何，皆不能有半數以上表決權，或有財務、營運及人事

方針的影響力，或有董事會過半數董事任免及主導力等；在此限制

下，並不致新增陸資事業體。 

四、美國與印度電信網路服務事業有無陸資與阿拉伯資業者？ 

依據美國通訊傳播法規定，外資若投資持有美國頻率之電信服務業

(如行動通訊業務)，外資直接投資上限為 20%、直接加間接投資上限

則為 25%；惟在符合公益考量下，直接加間接投資上限則可達 100%；

其他不使用頻率之電信服務(如我國之第一類固定通訊業務及第二類

電信業務)，外資並無限制。 

至於美國是否開放阿拉伯國家投資其國內電信服務業，就本會目前蒐

集的資訊瞭解，對於部分敵對狀態的阿拉伯國家若擬投資持有美國頻

率之電信服務業，受美國通訊傳播法規定限制(即直接投資上限為

20%、直接加間接投資上限為 25%)，且在國家安全之公共利益考量下，

無法比照其他外資放寬到 100%；至於其他不使用頻率之電信服務(如

我國之第一類固定通訊業務及第二類電信業務)，則應比照其他外資

無投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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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服貿協議相關之 NCC委員會與其他會議紀錄及與廠商座談紀錄？ 

有關服務貿易協議之雙方談判所有會議資料，包含本會委員會內部會

議與其他相關之會議、座談紀錄等，均屬談判過程中之內部擬稿或準

備作業，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政府資訊

屬於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者，

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