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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隨著物聯網議題持續延燒，以及智慧城市、智慧家庭、智慧交通等聯

網應用的漸次普及，除了為人類生活帶來更多的便利外，亦為通訊產業在

終端載具創新、聯網技術變革及服務應用整合等面向持續帶來進步的動

力，而通訊產業則為成就創新產業應用服務發展的重要基石。因此，本年

鑑將先針對產業總覽進行掃描，並針對終端載具發展、下世代通訊技術及

智慧城市應用等進行焦點議題與技術趨勢分析，藉此描繪全球及我國通訊

產業未來發展願景。 

綜觀 2016 年我國通訊產業發展，台灣通訊產業產值逾新台幣 1.49 兆

元，其中網路通訊設備產值為新台幣 4,677.1 億元，行動終端產值為新台幣

5,895.9 億元；在通訊服務方面，總產值為新台幣 4407.5 億元。展望 2017

年，受惠於新興載具應用與物聯網帶動出貨增加的趨勢下，預估台灣通訊

產值近新台幣 1.53 兆元，較 2016 年成長 1.9%。 

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IEK)承經濟部「產業技術知

識服務(ITIS)計畫」委託，長期投入通訊產業與市場相關研究。由本中心電

子與系統組之通訊系統研究部及相關同仁負責本年鑑的規劃與編撰，透過

同仁在通訊產業多年鑽研的經驗累積下，分析全球及我國通訊產業的發展

現況與趨勢，期盼能給予相關業者作為掌握整體產業脈動之參考。 

感謝經濟部技術處的支持，與各編撰作者的研析、相關同仁的協助，

使本年鑑得以順利出版，在此一併致上謝忱。同時，亦請各界先進們繼續

支持並不吝指教，做為未來改進之參考。 

工業技術研究院 
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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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通訊產業為各國長年經營布局的發展領域，更是我國重點產業之一，

故本年度性通訊年鑑以提供全球及我國產業進展之相關資訊為發行目標。

本院長期執行經濟部 ITIS 計畫，經年將通訊產業的發展現況與焦點議題忠

實載錄於該年度之通訊年鑑中，盼能協助讀者從中快速地掌握產業之脈動。 

近年來，隨著智慧型手機的高度普及，以及如 VR/AR 頭戴裝置、服務

型機器人、車聯網、智慧家庭、智慧城市等新興載具與聯網應用的興起，

除了帶來智能運算與行動便利性外，也衍生對網通技術朝向增強行動寬頻

服務、多機器型態通訊、超高可靠與超低延遲通訊等三大使用情境進行技

術開發，使得整體通訊產業在網通技術、連網應用服務及新興多元載具之

發展增添許多創新的可能性。為此，本年鑑將以通訊技術、終端應用發展

趨勢進行焦點議題分析。 

2017 年通訊年鑑由總體經濟指標、通訊產業總覽、焦點議題分析、全

球通訊產業個論、台灣通訊產業個論、未來展望等六大篇所構成，各篇之

分析重點如下： 

 

第一篇 總體經濟指標暨產業關聯指標 

本篇整理全球總體經濟指標，透過簡要表圖列示，供讀者快速查詢並

且掌握全球及國內總體發展環境概況。 

 

第二篇 通訊產業總覽 

本篇綜合整理 WLAN、4G 終端與模組、xDSL CPE、Cable CPE、Switch、

IP STB、手機及行動及固網通訊服務等全球與我國 9 大通訊次產業，並簡

要彙整全球通訊基礎設備的市場與發展趨勢，以簡明的文字及圖表陳列通

訊產業常用之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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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焦點議題分析 

因應目前通訊產業的趨勢，為使讀者能掌握相關通訊技術及先進應

用，與智慧行動終端產業之發展現況，本篇特以智慧行動終端與應用發展

趨勢分析、智慧手持裝置關鍵模組發展趨勢、智慧城市全球發展趨勢與創

新應用、低功耗廣域網路技術發展、SDN/ NFV/ MEC 技術發展、全球電信

業者 B4G/5G 網路技術發展等六大面向剖析產業產品發展動向及技術發展

趨勢，同時探討通訊產業在 5+2 產業創新之策略性連結。期望讀者能藉此

掌握智慧行動終端產品與相關應用的發展趨勢，並藉以瞭解我國產業發展

方向。 

 

第四篇 全球通訊產業個論 

在個人行動終端上，手機在全球通訊產業中維持相當重要的地位。在

網路通訊設備方面，將囊括 Switch、WLAN 等區域網路設備，以及 xDSL 

CPE、Cable CPE 等寬頻接取設備。此外，隨著固網寬頻的普及電視收看的

習慣改變，帶動 IP STB 產業的成長。在基礎設備產業方面，局端與輕局端

在 4G、5G 的升級演進帶動下持續成長。本篇將針對上述次產業之產業結

構、發展現況與趨勢進行研析。另外，有鑑於智慧型手機的成長動能逐漸

轉向由新興市場所挹注，加上生產聚落在勞動成本、在地製造政策、龐大

消費市場等驅動因素下，開啟新南向的布局規劃，將於本篇延伸探討政策、

環境影響與台廠商機。 

 

第五篇 台灣通訊產業個論 

通訊產業為台灣重點發展產業之一，本篇將分別針對我國重要的通訊

次產業進行深入剖析。其中，在個人行動終端方面，手機產業在我國通訊

產業中具舉足輕重的地位，將為探討的重點之一。而在網路通訊設備方面，

則針對我國業者主要投入之次產業一一進行探討，包含 WLAN、xDSL CPE、

Cable CPE、Switch 等次產業。近年來，數位匯流需求大增，國內業者在 IP S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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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品開發與製造能量日益提升，故將就此次產業進行探討。本篇末收錄

我國通訊產業地理區域聚落現況，希望協助讀者對我國通訊產業發展全貌

有進一步的瞭解。 

 

第六篇 未來展望 

為了讓讀者能夠清楚掌握當前與過去一年通訊產業的發展脈絡，本篇

針對前述全球及我國通訊產業整體及各次產業，彙集 2016 年現況與預測

2017 年之發展項目，從未來潛力產品項目、產業重要課題與發展等提出結

論與建議。 

 

 

工業技術研究院 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2017 通訊產業年鑑編纂小組主編 謹誌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版權所有© 2017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前瞻研究與知識服務計畫



 

 

0-6 

２
０
１
７
通
訊
產
業
年
鑑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2017 通訊產業年鑑撰稿單位暨撰稿人 

(依姓氏筆劃排序) 

撰稿單位 撰稿人 職 稱 

工研院 IEK 呂珮如 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 IEK 呂學隆 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 IEK 林亞蒂 研 究 助 理 

工研院 IEK 林澤民 研 究 經 理 

工研院 IEK 范哲豪 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 IEK 陳佳滎 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 IEK 陳玲蓉 總 監 

工研院 IEK 陳梅鈴 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 IEK 陳婉儀 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 IEK 葉恆芬 研 究 經 理 

工研院 IEK 楊玉奇 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 IEK 劉美君 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 IEK 魏伊伶 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 IEK 鍾銘輝 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 IEK 蘇明勇 產業分析師 

工研院 IEK 羅宗惠 產業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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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體經濟指標 

一、全球經濟成長率 

單位：% 

 2015 2016 2017(e) 2018(f) 2019(f) 

全球 3.4 3.1 3.5 3.6 3.7 

先進經濟體 2.1 1.7 2.0 2.0 1.9 

美國 2.6 1.6 2.3 2.5 2.1 

日本 1.2 1.0 1.2 0.6 0.8 

加拿大 0.9 1.4 1.9 2.0 1.8 

歐元地區 2.0 1.7 1.7 1.6 1.6 

德國 1.5 1.8 1.6 1.5 1.4 

法國 1.3 1.2 1.4 1.7 1.7 

義大利 0.8 0.9 0.8 0.8 0.8 

英國 2.2 1.8 2.0 1.5 1.6 

其他先進經濟體 2.0 2.2 2.3 2.4 2.5 

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 4.2 4.1 4.5 4.8 4.9 

俄羅斯 -2.8 -0.2 1.4 1.4 1.5 

亞洲發展中國家 6.7 6.4 6.4 6.4 6.3 

東協五國 4.8 4.9 5.0 5.2 5.3 

中國大陸 6.9 6.7 6.6 6.2 6.0 

韓國 2.8 2.8 2.7 2.8 3.0 

印度 7.9 6.8 7.2 7.7 7.8 

中東和北非 2.7 3.9 2.6 3.4 3.5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 0.1 -1.0 1.1 2.0 2.5 

資料來源：IMF(2017/04)；工研院 IEK(2017/05) 

 

版權所有© 2017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前瞻研究與知識服務計畫

cielo0201
矩形

cielo0201
ITIS背景



 

 

1-9 

第
Ⅰ
篇 

第
二
章 

產
業
關
聯
重
要
指
標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第二章 產業關聯重要指標 

一、全球電信支出 

單位：百萬美元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e) 2018(f) 2019(f) 2020(f) 

全球終端用戶通訊

應用支出 
38,763 39,460 37,166 38,081 38,569 39,852 41,055 42,123 

全球企業網路設備

支出 
42,134 44,033 46,462 48,899 49,748 49,955 49,626 48,905 

運營商網路基礎設

備支出 
80,435 84,832 84,387 83,640 84,827 87,552 90,332 92,599 

電信營運管理系統

支出 
41,807 43,724 43,945 46,261 47,781 51,684 55,401 57,935 

企業固定通信服務

支出 
300,296 294,577 288,257 281,812 275,609 269,321 263,056 257,765 

消費者固定通信服

務支出 
307,532 304,813 297,663 293,967 291,955 291,500 292,127 294,057 

行動服務支出 995,340 983,796 990,907 1,006,243 1,038,503 1,066,158 1,089,312 1,118,317 

行動裝置支出 369,399 369,399 389,663 399,721 417,339 426,657 442,101 448,112 

電信總支出(合計) 2,175,705 2,164,633 2,178,450 2,198,624 2,244,331 2,282,679 2,323,010 2,359,812 

資料來源：Gartner；工研院 IEK(2017/05) 

 

二、全球固網用戶數變化 

單位：百萬用戶數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e) 

非洲 1 1 1 2 2 3 4 5 6 

阿拉伯國家聯盟 4 6 7 8 9 12 14 16 19 

亞太地區 151 183 214 251 276 314 319 365 432 

獨立國家聯合體 12 17 22 26 31 36 38 41 43 

歐洲 125 136 145 154 159 172 177 183 190 

美洲 112 120 131 142 151 164 171 181 188 

註：區域別之國家名單請參考 http://www.itu.int/ITU-D/ict/definitions/regions/index.html 所列 

資料來源：ITU(2016)；工研院 IEK 整理(2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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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通訊產業總覽 

一、市場成長預測 

單位：百萬美元 

產值 

產業別 
2016 2017(e) 2018(f)

2017(e)/

2016 
發展趨勢 

通
訊
基
礎
設
備 

局端與輕局端 35,613 36,414 37,356 2.3% 

 成熟國家如美國、日本、

南韓等以朝 4.5G、4.9G 網

路升級，新興國家以建置

新的 4G 基地台為主。 

雲端基礎設備 101,300 106,400 112,700 5.0% 

 X86 架構在國際雲端服務

大廠持續投資超大型資料

中心影響下，仍將是雲端

基礎設備主流。 

 在 AI 趨勢帶動下，對應之

新架構硬體如量子位元電

腦等新架構將成為部分廠

商積極投入領域。 

網
路
終
端
產
業 

WLAN 5,369 5,584 5,762 3.9% 

 在手機、物聯網應用包含：

智慧家電、IP-Cam 等帶動

下，模組產值持續成長。 

 WLAN AP 隨著 Wi-Fi 功能

MU-MIMO 提升，產值提升。 

4G 終端與模組 1,449 1,396 1,389 -3.7% 

 作為行動上網分享方案的

主要載具、取代固網服

務、海外旅遊短暫租借使

用為主。 

xDSL CPE 3,456 3,594 3,702 4.0% 

 儘管受到光纖技術的威

脅，銅線在電信網路中無

處不在，DSL 仍然是主要

的無線骨幹傳輸手段。 

 由於 VDSL 產品比重持續

成 長 ， 加 上 業 者 以

Bonding、Vectoring、G.fast

等技術延長 xDSL 技術生

命週期，成為未來兩年產

業恢復成長主要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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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通訊產業總覽 

一、產業特性 

產業別 我國產業特性 

網
路
終
端
產
業 

WLAN 

 台灣的 WLAN 產業從晶片、零組件、設計製造和組裝、品牌都有業者投

入產業鏈，結構相當完整，其中晶片、設計製造和組裝、品牌在 WLAN

產業皆有突出的表現。 

 台灣主要零售端 WLAN AP/ Router、WLAN 模組/ Sip 業者約有 10~15 家

廠商，而我國 70%的產值由前十大廠商提供。近年來加重中高階 802.11ac

類產品出貨比重，亦藉由物聯網應用商機，將觸角延伸至其它家電業者

或垂直市場領域中。 

 品牌經營方面受到中國大陸品牌業者這幾年的崛起，我國廠商面臨許多

挑戰，開始佈局智慧 Gateway、IP Camera、802.11ac 等為三大產品主軸

帶動市場發展。 

 台灣 WLAN 晶片已成功進入全球手機、平板電腦、筆電、寬頻接取產品、

零售端 WLAN AP/ Router 之供應鏈，我國主要 WLAN 晶片業者瑞昱、聯

發科合計約佔全球市場五分之一市佔。 

4G 終端

與模組 

 台灣 4G 終端與模組產業較具規模的廠商約有 10~15 家，年營收約落在

新台幣 150~200 億之間。 

 生產地點多已外移至中國大陸，台灣僅剩小量的測試生產線。 

xDSL CPE 

 我國 xDSL CPE 產業鏈涵蓋系統產品研發製造、關鍵晶片以及品牌經營

等業務，廠商為了成本效益，大多已將生產地區外移至中國大陸，或尋

求代工業者合作。 

 我國素來為全球 xDSL CPE 主要生產基地之一，佔全球市佔率約為 60%

以上。 

Cable CPE 

 我國為全球 Cable CPE 主要生產聚落，佔全球市佔的 75%以上。 

 我國 Cable CPE 產業分為系統產品代工製造和品牌經營。 

 業務型態主要以 ODM 為大宗，主要客戶為國際品牌廠商(例如 ARRIS、

Technicolor 等)。 

Ethernet 

Switch 

 我國 Ethernet Switch 產業廠商以系統產品研發製造與組裝為主，另外亦

有業者從事關鍵晶片研發及品牌經營。 

 我國 Ethernet Switch 品牌業者受到國際大廠競爭，廠商主攻新興國家之

中小企業和消費市場，或者鎖定歐美通路及零售市場等。 

 我國 ODM 廠商具備網路管理等軟體能力，近來受到中國大陸廠商低成

本的競爭，策略上傾向不生產低階交換器產品，並朝向 web-managed 以

及 100GbE 等更高階解決方案，並布局網管 OS 軟體關鍵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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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Ⅲ篇 焦點議題分析 
 

第一章 新興產品技術分析與未來動向 

第二章 5+2產業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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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興產品技術分析與未來

動向 

第一節 智慧行動終端與應用發展趨勢分析 

一、VR 頭戴裝置產品發展趨勢 

(一) VR 技術及產品簡介 

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為提供視覺沉浸(immersive)體驗的技術，常

以頭戴裝置搭配現實世界所製之內容(如 360 度視頻)、合成的虛擬影像內

容(如電腦生成內容 CG VR)、或混合兩者，來構成沉浸體驗的來源，並透過

手勢感應、定位光感應等配件或頭戴裝置之觸控或聲控，來衍生與視覺畫

面的互動性，進而建構完善沉浸式的用戶體驗環境。 

自 2016 年起各國際大廠推出商用化 VR 頭戴裝置以來，可分為手機型

(Phone based)、遊戲機型(Game console based)、個人電腦型(PC based)與一體

機型(Standalone)等四大類 VR 硬體設備紛紛問世，其中手機型 VR 頭戴裝置

如 Samsung Gear VR、LG 360 VR、Google Cardboard 等，該類產品提供的硬

體偏低階規格(如視角、畫面更新率等)，主要以低價(低於一百美元)取勝，

產品供應商則以搭配自家手機衝高銷量，或提供平台吸引 VR app 開發者為

銷售目的。 

遊戲機型 VR 頭戴裝置則以 Sony PlayStation VR 為代表，主打遊戲應用

市場，以原有 PS 遊戲平台的用戶社群、內容豐富性為其主要優勢，而硬體

規格表現上則介於手機型與個人電腦型之間，相對售價落在四百美元左右。 

個人電腦型則以 Oculus Rift 與 HTC Vive 為各大展曝光度較高的 VR 頭

戴裝置，其背後支援 Oculus Home 與 Steam 平台，主打高規功能的沉浸體

驗，然由於售價高於六百美元以上，加上支援的 PC 等級偏高(一般售價約

在 1,000~1,200 美元以上)，成為銷售量難以拉高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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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5+2 產業創新 

隨著智慧手持裝置與應用的普及，加上各種感測網路進入民眾生活

中，行動寬頻網路已經成為實現智慧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如同空氣、陽

光、水一樣的重要。根據國際通訊大廠推估，2020 年行動通訊網路流量需

求將成長 1,000 倍，行動終端聯網數量將成長 10~100 倍，達到 50 億台。

其中物聯網被視為第四次工業革命重要技術之一，而物聯網意旨將各式物

件或裝置透過「網路技術」達到自主配適、管理、感知與監控之功能，過

程中不需要人為介入即可完成特定應用與服務。物聯網技術可以簡化與豐

富普羅大眾的生活，同時也能夠於各種垂直應用市場的發酵，優化每一種

垂直領域的服務，大量的物件感知、環境與社群數據讓企業得以蒐集、整

合、分析與創造智慧化企業服務。 

 

表 3-2-1 5+2 產業創新 

5+2 相關領域 產業關連 

綠能科技 

 智慧電網 

 太陽能分散

式電網管理 

 智慧電表系列產品搭載低功耗廣域網路技術可以提供長

距離、小資料傳輸應用，有效降低人員抄表所產生的成

本，也可避免人工抄表的錯誤率。 

 確保即時性的尖離峰用電的資料蒐集，掌握城市各區域

用電狀況進行用電調度，並提供階梯式計費。 

 透過整合太陽能發電系統、監控系統與搭載低功耗廣域

網路傳輸系統，可掌握配電狀況，遠端能源轉換、使用

之監控。 

亞洲‧矽谷 

(物聯網) 

 智慧城市公

共停車管理 

 智慧交通 

 利用低功耗廣域網路技術可提供的城市停車管理，安置

大量感測器於停車場進行車位狀態偵測，再透過網路技

術傳送至雲端，可掌握城市內所有停車場的空位資訊，

協助民眾享受便利的車位查詢服務。 

 以各種無線通訊技術整合而成的異質網路整合平台，串

連道路感測器、交通監視器、駕駛的行動裝置、GPS 資

料，電信商可進行先進道路即時預警與流量疏導服務，

即時讓管理局進行交通號誌控制、直接與駕駛雙向溝

通，告知路況與危險地區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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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Ⅳ篇 全球通訊產業個論 
 

第一章 全 球 

第二章 東南亞暨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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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通訊基礎設備產業 

一、局端與輕局端產業 

(一)五年市場統計 

2016 年全球局端與輕局端設備銷售市場為 356 億美元，較 2015 年成

長 2.66%，由於 2G、3G 頻譜執照陸續到期，使得 2G、3G 局端設備的需

求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 4G 局端設備成為市場成長主要動能。然而 4G

局端設備自 2009 年起開始進行建置，許多成熟國家的 4G 網路普及率多已

達到 90%以上，故在成熟國家 4G 網路建置工作較著重在覆蓋率的補強，

將以升級 4G 局端設備為主；新興市場的 4G 網路覆蓋度仍低，成為目前

4G 局端設備的主要新安裝需求國家，如東南亞、中東、非洲、南美洲的國

家。 

2017 年全球局端與輕局端設備銷售市場預估為 364 億美元，較 2016

年成長 2.25%，市場需求將以 4G 局端和輕局端設備為主。在 5G 標準尚未

制定之前，成熟國家的電信業者將朝向以 4G 局端、輕局端進行網路升級

為主，如覆蓋率補強、傳輸容量擴展、網路虛擬化等，都是帶動設備升級

的重要功能；新興國家則以新建置的 4G 局端設備為主，整體市場的表現

預估要到 2019 年後才會有比較大的成長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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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東南亞暨印度 

第一節 手機產業 

針對智慧手機產業而言，由於部分國家如印尼與印度開始推行智慧手

機暨零組件自製率或在地製造的法規或政策要求，加上當地內需市場龐大

且成長潛力高，以及勞力成本相對偏低，因此，驅動印尼與印度成為手機

業者份外關注的新市場與生產基地。同時在我國新南向政策驅動下，將有

助於協助台廠強化對東協與印度市場的布局。 

 

一、印尼 

針對東協第一大人口國─印尼來說，由於當地享有超過 2.5 億的人口

紅利，且具四成以上的青年人口，加上近三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實質增長

率約落在 4.8~5%的水平，顯示印尼擁有龐大且高消費動能的內需市場，

並且為具勞力成本優勢的國家。 

屬多島嶼型國家的印尼，受到島嶼地形的影響，電信基礎建設落後於

東協鄰國，也因印尼電信環境不穩定，造就一人多機普及的現象，以解決

用戶在不同據點移動時訊號不穩定的問題；印尼現行的電信服務以 2G 與

3G 為主，加上 2014 年底才商轉 4G 服務，以及 4G LTE 手機費用居高不下，

導致印尼在 4G 開發時程較東協鄰國來得落後，然印尼政府對 4G 推廣祭出

的政策，仍可見其發展潛力帶動換機潮以及相應行動服務的商機。 

根據印尼統計處的資料，851712 類蜂巢式或其他無線電話自 2015 年

起在印尼試行產品零件自製率(TKDN)規範下，大幅縮減進口比重，2016 年

手機進口值僅佔該年度進口總額的 0.4%，相較於 2014 年的 1.6%，確有明

顯的影響手機生產策略轉移本土製造。觀察目前本地供應鏈僅擁有低階配

件(如塑膠機殼)以及相關 SKD 簡易組裝與包裝工程等相關能力，故組配的

關鍵零組件如稅則 853120 & 9013802、8542390、853400 號之面板、IC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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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Ⅴ篇 台灣通訊產業個論 
 

第一章 網路終端產業 

第二章 行動終端暨通訊服務產業 

第三章 通訊產業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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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網路終端產業 

第一節 WLAN 終端與模組產業 

一、產業概述 

我國主要零售端 WLAN AP/ Router、WLAN 模組/ Sip 業者約有 10~15

家廠商，其中 70%的產值由前十大廠商提供。考量生產成本與鄰近服務客

戶，大部分業者已將生產地點外移至中國大陸，國內生產佔比不到 1%。 

在關鍵零組件方面，由於台灣廠商之 WLAN 晶片已成功進入全球手

機、平板電腦、筆電、寬頻接取產品、零售端 WLAN AP/ Router 之供應鏈，

我國主要 WLAN 晶片業者瑞昱、聯發科合計約佔全球市場的五分之一，顯

示我國廠商的 WLAN 晶片除了在產量有顯著的提升外，品質受到國際用戶

的認可。 

在業務型態方面，零售端 WLAN AP/ Router 以 OBM 及 ODM 為主要業

務。OBM 業務以歐洲地區與新興市場為主要經營區域，而 ODM 則以承接

歐、美及日本廠商的訂單為主，台灣廠商目前已成為全球主要的零售端

WLAN AP/ Router 的品牌業者與產品設計製造與組裝的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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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行動終端暨通訊服務產業 

第一節 手機產業 

一、產業概述 

我國手機廠商約有 18~20 家，多數為 ODM 與 EMS 等代工廠商，其中

3 家為主要手機品牌業者，品牌業者在毛利率表現相對較代工業者高，平

均落在 10%左右，代工毛利則平均為 4~5%上下。 

以品牌業者而言，目前我國領導品牌業者主以東南亞、中拉丁美洲等

新興區域為主力市場，初期以中低階產品滲透該市場，並近年來在東南亞

各國的銷售狀況屢傳佳績，並觀察自 2016 年起因應提升產品差異開始往歐

美市場布局中高階機種之產品策略。以代工業者而言，既有客戶以歐美、

中、日、韓等國際品牌為主，而因應新興市場崛起與響應雙印在地製造政

策推動，部分代工業者積極布局新興市場的產能，成功獲得本土品牌及欲

擴展新興市場之陸系品牌等業者之青睞。 

在手機應用處理晶片上，以高通與聯發科為主要供應廠商，相關感測

晶片或記憶體則多以歐美、日韓等地供應商為主，而在其他關鍵零組件方

面，如觸控面板、相機鏡頭、相機模組、PCB、機殼與電池模組等，我國

已具備相關供應技術能量，尤其在相機鏡頭、機殼與電池模組等零組件已

具國際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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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通訊產業聚落 

一、地理區域分布 

我國通訊產業包含晶片商、設備製造商、設備品牌商、電信營運商等

業者，以公司總部所在地而言，約有逾九成業者主要分布於雙北、桃園與

新竹等北部主要科學園區或工業區，總部集中設置於內湖科學園區、新竹

科學園區、台元科學園區及桃園龜山。整體而言，台灣通訊產業聚落集中

於北部地區，為我國通訊產業之發展重鎮，亦是產業鏈完整度極高的區域

聚落，相互形成良好的群聚效應。 

相對於北部地區，我國的中、南、東部等地區，通訊產業廠商家數少，

僅有些許如汽車通訊電子、消費電子 ODM 等設備製造商在中部發展，以

及部分通訊模組/ 零件或物聯網服務業者座落於南科發展，而通訊服務則

由於 WiMax 電信服務的終止，原分布於中南部的區域型電信營運業者也脫

離通訊產業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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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Ⅵ篇 未來展望 
 

第一章 全球產業展望 

第二章 台灣產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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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產業展望 

一、2017 市場預測 

回顧 2016 年全球通訊總體產業產值約 2.2 兆美元，年成長達 0.9%，

主要產值貢獻來自通訊服務產業，其中行動與固網服務合計約達 1.5 兆美

元，佔通訊總體產值約 66.2%；而通訊設備則以手機產業為最大宗產值來

源，其次為雲端基礎設備，兩者皆為年產值突破千億，均為通訊設備主要

次產業。 

展望 2017 年全球通訊總體產業產值年成長預估為 2.1%，除行動通訊

服務邁向 4.5G、4.9G 升級，帶動服務及局端與輕局端之通訊基礎設備小幅

成長外，又以雲端基礎設備、WLAN、xDSL CPE 具有明顯的成長動能，而

通訊設備最大宗的手機次產業則因全球手機使用滲透率攀升及產品平均售

價微幅下降之下，預估該次產業將小幅成長 2.1%。 

綜整全球通訊產業主要次產業，繼 2016 年到 2017 年主要市場變化如

下： 

 

(一)局端與輕局端 

全球局端和輕局端設備因 2G 執照陸續到期，許多電信業者將停止提

供 2G 服務，3G 則因網路建置已陸續完成，目前以設備的維護為主，故市

場以 4G 為主要出貨型態。目前市場對於 4G 局端和輕局端設備的需求上，

成熟國家如美國、日本、南韓等多朝 4.5G、4.9G 升級，而新興國家因 4G

網路覆蓋率仍低，故對於 4G 局端和輕局端設備需求較大。至於廠商表現

上，Nokia Networks、華為、Ericsson 仍為全球前三大設備業者，由於長期

經營此塊市場，加上與各大電信業者擁有良好關係，市場進入障礙高，故

市場仍將以此三大業者為領導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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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產業展望 

一、2017 市場預測 

回顧 2016 年我國通訊總體產業產值近新台幣 1.5 兆元，年成長達

0.4%，主要產值貢獻來自手機產業，約佔通訊總體產值逾三成，其次來自

行動通訊與 WLAN 產業，該產值各別突破千億新台幣等級。 

展望 2017 年我國通訊總體產業產值逾新台幣 1.5 兆元，年成長約為

1.9%，預估本年度主要成長動能將來自 WLAN、Switch、手機與 Cable 等次

產業，其餘則為小幅成長；惟受到當前台灣各電信營運商正積極部署下一

代行動網路環境的影響，預期排擠固網設備之建置，加上固網通訊服務持

續降價，同時固網業務在新興通訊軟體的影響下，而使得固網通訊服務產

值表現仍逐年下降。 

綜整我國通訊產業之主要次產業繼 2016 年邁向 2017 年的主要市場變

化分析如下： 

 

(一)WLAN 

整體來看，2017 年我國 WLAN 產值將受惠於穿戴物聯網、智慧家庭與

智慧城市應用等需求帶動下將成長 7.0%，達新台幣 1,236.5 億元。 

觀察台灣 WLAN 模組產業未來佈局方面聚焦三大領域，首先為佈局智

慧家庭解決方案，搭配週邊智慧終端生態，如：智慧雲插座、無線警報器、

智慧家電等，並積極接軌國際產業生態鏈，如：支援 NEST、IFTT 等物聯

網平台，發展智慧家庭服務。第二個焦點為以智慧無線路由器為中心推出

MU-MIMO 11ac 產品升級產品規格外，同時搭載智慧天線技術改善減少同

頻干擾，提升面對高密度的無線環境通訊品質。第三個焦點為轉型為「提

供網路解決方案的公司」，持續提高對軟體研發的投資，開發整合管理系統

及應用程式，如智慧家庭單一管理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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