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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詩人葉慈曾說：「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Education is 

not the filling of a pail but the lighting of a fire ）。」在巨量資料充斥的雲端時代

裡，龐大多元的知識匯流，不斷頻繁快速地傳播和分享著，成為現代人類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教育資源和學習通路；而今時代的特質講求創新、科技及資訊，面向全球，追

求卓越之道，在於接受競爭、厚植實力、精益求精。本計畫依此信念推出此刊物，與

大眾分享計畫團隊執行成果，布建行動寬頻尖端技術教研環境，擴大人才培育奠基。 

本期將由本刊物發行者國立台灣大學蔡志宏教授執筆發刊感言。文後並推出兩篇

活動紀實，分享本計畫兩個國際交流團隊參與國際行動寬頻標準制定組織之資訊。最

後有此二個國際交流團隊之簡介。深入淺出的文字願引領更多產官學研界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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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 102 年底完成了 4G 行動寬頻釋照競標，不僅代表台灣行動通訊產業進入新的哩

程，更因總標金達 1186.5 億元，促成政府提撥近 150 億經費，用於約 3 年的「加速行動寬頻

服務及產業發展方案」，含括「加速行動寬頻網路佈建」、「行動寬頻創新應用服務」、「消

費者權益保障」、「行動寬頻技術發展」及「行動寬頻尖端技術人才培育」等五大主軸，加速

我國行動通訊產業發展。教育部目前負責主軸五下之三個分項，分別為:「跨校教學能量建

構」分項、「尖端技術實作與創新環境建立」分項與「國際交流接軌」分項，並自 103 年 10

月起正式啟動計畫。 

行動寬頻尖端技術人才培育計畫辦公室啟動後，雖然已有方案既定規劃可供依循，也有大

量國際標準與技術資訊可參考，但是從教育的本質來看，計畫的成敗仍關乎於產業所期待的尖

端人才是否獲得有效培養與學界人才培育核心團隊是否迅速成形。換言之，計畫團隊是否具有

凝聚力， 一同朝向正確穩當的目標共同邁進，其實才是關鍵要素。 

教育界的通訊領域教師並不是首次執行教育部的人才培育計畫，但是未來挑戰並不因此較

為輕鬆，反因國際 B4G/5G 研發與標準活動時程緊迫而倍感壓力。 希望藉由本計畫電子報的

發行，讓團隊成員與夥伴皆能有機會進一步了解整體計畫進展與所面臨挑戰。而本電子報也能

成為大家空中交流的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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Ǻ3GPP LTE-A ǻ 

 

 

時間:2015 年 3 月 7 日~3 月 8 日 

地點: 國立交通大學工程四館合勤講堂 

 

第四代(4G)或未來所謂的第五代(5G)國際行動通訊標準，都是經由 3GPP 此一國際組織所

討論、協商而主導制訂出來。「教育部國際行動寬頻標準監測計畫」之成員參與 3GPP 行動寬

頻標準制定會議，藉此掌握國際行動寬頻標準制定的進度與未來方向，將參與會議獲得之資訊

與經驗，返回國內舉辦推廣說明會，與產學業界人士分享與交流。本說明會邀請了工研院鄭靜

紋博士和包偉丞博士、台灣大學魏宏宇教授、淡江大學李揚漢教授、交通大學許騰尹教授、資

策會魏嘉宏博士、臺北大學謝欣霖和魏存毅教授、宜蘭大學陳懷恩教授，以及虎尾科大連紹宇

教授等十位國內長期參與 3GPP/LTE-A 制訂的學者專家，介紹此一標準的最新內容(Release 

12)及未來發展趨勢。 

3 7  

第一天議程先由工研院鄭靜紋博士主要介

紹 Network virtualization ，鄭博士說明未來

網路需提供各式各樣服務，其功能需適用於各

種應用和用戶的需求，為達成這個目的，網路

虛擬化 Network virtualization 以及軟體定義

網路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SDN) 是目

前大家致力發展的技術。其中強調 Network 

virtualization 的重要性，同時也點出其需要

挑戰探討以及克服的面向。而魏宏宇教授則介紹 D2D communication ，是一種較短範圍的通

訊，它的服務可以提供 Proximity -based 的應用和服務(ProSe)像是商業用途和公共安全等。

ProSe communication 的情境包含兩個 D2D users 都是 out -of-coverage 或是一個 user 

out -of-coverage 另一個 in-coverage 以及兩個 users 都是 in-coverage( 都在相同的 cell 或

分別在不同的 cells 中)，此外也會考慮兩個 users 在不同 PLMN 時的情境。魏教授也進一步

提到，未來 D2D 要考慮的 scenarios 有 Multiple carriers scenario 以及 Multiple PLMNs 

scenario 。 

李揚漢教授介紹在 3GPP LTE-A R.13 中，一些 HetNet 部署方法以及室內定位增強方法

被提出來討論，而且在 R.13 的 study ite m description (SID) 中已有室內定位技術的研究，其

中 有 RAT-dependent systems, 如 OTDOA, UTDOA, E-CID, RFPM 亦或 RAT-independent 

systems, 如 A-GNSS, Terrestrial Beacon Systems。此外， R.13 也有室內或有挑戰性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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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urban canyons)的潛在 3GPP 定位增強。李教授也介紹了該團隊利用藍牙(Bluetooth) 技

術所做的室內定位技術，以及以此技術在 3GPP 提出的 Contribution 。而包偉丞博士則說明

目前 3GPP納入 Unlicensed band 以及 WLAN 技術來輔助 Access 的進度，並提到 3GPP通

過採用移動 IP 為基礎的協議，為 non -cellular access networks 如 WiFi，WIMAX 等被整合

到 EPC 做了安排。3GPP 的 Rel-12 的工作是在 Wi-Fi 和 LTE/3G 之間的 control plan e 

interworking ，這將會允許 Wi-Fi offloading 更動態和可靠的控制。包博士提及未來關於

3GPP Collaborates with WLAN 還 有 一 些 議 題 ， 包 含 Ping-pong Effect 、 Handover 

Procedure 、WLAN Priority 需要探討。 

最後，由許騰尹教授簡介目前 Beamforming 技術的進展。為了增強 LTE / LTE-A 中室內

的服務，考慮 SMART 天線和設計天線系統是重要的。兩種天線系統:switched beamforming

和 adaptive beamforming 被廣泛用於在 LTE / LTE-A 系統中。許教授進而點出在室內部署存

有的問題，其結論則是對於 APPcoverage，均勻分佈的 SNR 是室內部署的關鍵。Skew 為在

天線系統中 SNR loss 的一個重要問題。對於 adaptive beamforming ，在 NLOS 環境中 CQI

比 SNR 更重要。 

3 8  

第 二 天 的 議 程 首 先 由 魏 嘉 宏 博 士 以

Dual Connectivity (DC) 為議題開講。魏博

士介紹說明 DC 技 術能讓用戶在 小基站

(small cell) 密布的異質網路(hetero geneous 

network) 下避免頻繁的換手(handover) ，進

而提升傳輸速度以及移動穩定度(mobility 

robustness) 。接著，由謝欣霖教授介紹目

前 3GPP 正在訂定的下世代行動通訊技術

Non - Or thogonal Multiple Access (NOMA) 。NOMA 技術讓多用戶通訊除了使用時

間 (time) 、頻率 (frequency) 或是碼字 (code) 進行正交多工之外，增加了使用不同能

量 (power) 進 行 多 用 戶 疊 加 傳 送 的 選 項 。 藉 由 用 戶 使 用 前 瞻 接 收 機 (advanced 

receiver )進行干擾消除之後解出自己的用戶資料，整體通訊系統可以提高資源使用效

率，達到比正交多工更高的整體傳輸速度及用戶的公平性(fairness) 。謝教授從理論基

礎進而談到未來實務上的各種考量與挑戰。  

下 午 的 開 場 演 講 由 魏 存 毅 教 授 介 紹 Device to Device (D2D) 和 Vehicle - to -

Vehicle (V2V) 技術。D2D 技術一直廣受許多公司的期待，近來 D2D 的發展逐漸朝向

車輛相關的通訊。其與傳統消費性電子不同的是，牽涉到車用電子通常對於通訊的穩

定性及可靠度有不同等級的要求。可預期未來如何設計繁複的測試標準，以保證功能

可以穩定實現，將是此項目極大的挑戰。接著，由陳懷恩教授介紹目前 3GPP 正在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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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的一些議題，像是 Network Function Vir tualization (NFV) 和 IP Multimedia 

Subsystem (IMS) 等相關議題，亦說明這些議題未來可能的發展。  

最後，由連紹宇教授帶來的 Licensed - Assisted Access (LAA)作為這次活動的結

尾。LAA 主要為了因應行動數據的日益成長，希望可以結合 5 GHz 以下的 LTE國際通用頻段

以及 5 GHz 以上的 LTE-unlicensed 頻段，解決 4G LTE頻段愈來愈雍塞的問題。此技術結合

已經訂定的載波聚合(carrier aggregation , CA)技術的確可以有效快速提升 LTE系統傳輸速

率。連教授在演講中也說明實務設計上此技術仍然有許多問題要解決，例如在 5 GHz 以上的

頻段仍有傳統 WiFi 訊號，故傳送能量需要受到不同國家的規定限制避免造成過大的干擾。 

 

  

 

為期兩天的「3GPP LTE-A 標準制定進展說明會」在演講者精彩的講解中順利圓滿的

結束。十位國內專家學者於各面向廣泛深入的說明介紹與討論相關主題，與參加的所有

學員分享最新訊息。本說明會獲得參與的學員與學者專家的熱烈討論與交流。會中不乏

多位學界教授與研究生，以及業界來自聯發科、工研院等公司的工程師一同參加。此次

說明會參與的學員與學者專家共計有 122 位。透過多位實際參與 3GPP會議的演講者講

解討論最新議題及進度，向學界與業界提供即時的會議資訊與趨勢，藉此讓國內專家學

者與國際通訊潮流接軌，並期待激發出更多學術研究或產品技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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Ǻ ǻ 

 

 

時間: 2015 年 4 月 10 日 

地點: 國立台灣大學博理館 

 

次代行動網路聯盟(NGMN Alliance) 為全球最重要之寬頻行動聯盟之一，有別於其他國際

通訊標準組織 (如 3GPP)，次代行動網路聯盟著重於制定及整合電信營運商之需求，以確保終

端消費者對於寬頻行動通訊之需求與期望能被滿足。目前該聯盟成員由超過六十個會員組成，

包含國際間最重要之電信營運商 (如 AT&T、中國移動、日本 DoCoMo 等)、設備製造商 (如

NSN、Ericsson、華為、聯發科技等)及研究組織。透過該聯盟之廣大會員基礎與影響力，其由

會員之貢獻 (Contribution) 所制訂出之最終使用者 (end-to -end) 需求，除了將透過國際標準組

織制訂成為新世代的通訊標準，也經由擴大之佈建試驗與營運認證，加速新世代通訊系統之實

現。 

次代行動網路聯盟已於 2015 年 3 月初發

表 5G White Paper，旋即將展開細部規範之

制定及先期標準制定之準備工作，在此關鍵時

刻，由教育部推動之行動寬頻尖端人才培育計

畫，除網羅台大、交大與資策會組成團隊積極

參與 NGMN 之各項活動，團隊於今年更與大

陸標竿學術機構展開全面性的技術交流與合

作，已經與北京大學的焦秉立教授、宋令陽教

授、北京清華大學的葛寧教授以及北京郵電大

學的馮志勇教授建立戰略合作關係，也邀請他 

 

5G 

台大博理館論壇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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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參與論壇，分享在 5G 方面的研究，透過此一戰略合作，確保台灣在 5G 供應鏈上占有重要

之關鍵角色。 

本次趨勢論壇除延續去年之活動主題，更聚焦於 NGMN Alliance 所公布之 5G 白皮書，以

期台灣產官學研於 5G 產業中迅速與國際接軌。此次論壇吸引逾九十位國內產官學各界專家踴

躍參加，會中除了讓國內各界專家學者了解現今全球 5G 發展現況，也透過與談方式，了解國

內重點優勢，做為未來參與 NGMN 會議的依據。透過本計畫團隊成員介紹各項技術趨勢以及

與會專家座談討論的方式，加速人才交流與培育，以期掌握台灣產官學界具競爭力之 5G 關鍵

技術，有效接軌台灣與國際的發展脈絡與人才交流，且提升台灣於 5G 產業之影響力。 

-3GPP 

 

 

在全球經濟邁向復甦的同時，行動通訊應用亦隨著智慧

手持裝置的快速發展而需求量大增。在各國營運商皆在佈建

第四代行動通訊 (4G) 網路的趨勢下，2014 年全球 4G LTE

用戶預估可達到 3.6 億戶(2013 年為 1.8 億戶)，2016 年可

達 10 億戶，而 2018 年將達 19.7 億戶，但與 2020 年網路

頻寬必須為現在的數百倍至一千倍的預估值仍有極大的差

異。在未來 ICT 的整體產業發展的主流趨勢為用通訊整合雲

端、數位多媒體匯流、創新物聯網應用，引領半導體、電

腦、行動裝置、網通設備等 ICT 產業，而這些都有賴行動寬

頻通訊之網路設備及終端產品與應用的強力帶動，進而推升

ICT 產值。 

現 今 所 通 稱 為 4G 的 IMT-Advanced 系 統 採 納

WiMAX -Advanced (IEEE 802.16m) 與 3GPP的 LTE-A 兩套

行動通訊標準，其中 LTE/LTE-Advanced 的標準仍持續穩定

的演進中，儼然已為 4G 之主流技術。然而，目前 4G 技術

的開發與國際標準制定已趨告成熟，而如何針對未來需求掌

握發展 5G 行動通訊技術並制定國際標準的先機已成為現今

資通訊發展最重要的議題之一。為能確實掌握 4G 技術的持

續發展與 5G 技術的領先趨勢，台灣必須積極培養參與國際

標準制定之人才，持續出席、參加會議以掌握關鍵技術的最

新發展，並在第一時間將相關訊息與發展趨勢傳遞予國內學

界與產業界以供參考，才能確實掌握主流方向，以利國內

ICT 產業與學界永續發展。 

 

 

   計畫主持人／蘇育德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系) 

(子計畫)國際行動寬頻標準監

測計畫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陳震宇 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電機系) 

(子計畫)國際行動寬頻標準監

測計畫協同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魏存毅 助理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通訊系) 

(子計畫)國際行動寬頻標準監

測計畫協同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謝欣霖 助理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通訊系) 

(子計畫)國際行動寬頻標準監

測計畫協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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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之首要目標在於藉由學界專家參與標準制訂會議，實際監測每次會議之討論進度、

重要議題之發展及未來走向，並將相關重要資訊藉由舉辦數次全國性大型研討會之方式，廣為

發佈推廣給國內學術界與產業界。讓相關訊息與趨勢能在第一時間為國內之產學界所掌握，幫

助相關產業界與學界及早規劃，進而使我國在 5G 技術發展上不至於落後，甚而在部份項目領

先。 

  

 

紀宛蓉 

03-5712121 轉 31537 

simonachi @nctu.edu.tw  

張致遠 

03-5712121 轉 54571 

tofarchang@g mail.com  

通訊地址／ 

30010 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國立交通大學工程四館 819 室 

http://3gpptrend.cm.nctu.edu.tw/  

 

本計畫旨在讓國內學術界與業界能即時並正確地

了解國際行動寬頻標準的制定內容及未來趨勢，掌握

Beyond 4G 及 5G 之核心研發技術，並能早期佈局相

關智財。主要執行內容有下： 

一、 安排國內教師與博士生出國參與 3GPP 之行動

寬頻標準制定會議，確實監測標準制定之狀況

與進度，藉以提升參與人員在下世代行動通訊

系統與尖端技術標準等重要議題之相關知識與

能力。 

二、 安排計畫參與人員至國際頂尖通訊論文研討

會，如 IEEE Globecom 及 IEEE ICC；參加其

中關於 Beyond 4G 及 5G 的課程，並將其課程

資訊與資料帶回國內於研討會時分享予產學界

人士。 

ǯ 舉辦全國性之(1)行動寬頻標準監測與推廣研討

會與(2)智財資訊研討會，以促進學術與產業界

對於標準制定現況之了解，並提供全球專利布

局趨勢促進專利布局。 

 

  

mailto:simonachi@nctu.edu.tw
mailto:tofarchang@gmail.com
http://3gpptrend.cm.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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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MN  

ǯ  

 

  

「行政院 5G 發展產業策略會議」明確揭示我國 5G 發展

與推動藍圖，其中關鍵策略包含(1)建立學界、法人與產業界

有效之互動選題機制，使初期投資於上游學術界之經費成效能

落實於產業界；(2)建立有效之智財與專利策略，以保護我國

產業於國際市場之拓展不受干擾。為落實此兩項關鍵策略，針

對支援 5G 前瞻研究與標準制定之專業人才培育，政府應及早

投入資源，籌組具實戰能力之核心團隊，並整合產學之專利與

技術專家參與國際標準制定。  

有鑑於此，本計畫從 2014 年起為期三年，致力於前瞻研

究與標準制定之專業人才培育，計畫團隊已於第一期計畫執行

期間 103 年 11 月至 104 年 12 月，組成由台大、交大及資策

會之核心團隊，並透過次世代行動網路聯盟(NGMN 

Alliance) ，參與訂定 5G 使用者及技術需求規範之白皮書，掌

握全球電信業者及用戶之需求。並循著「學界出題，業界解

題」之合作模式，舉辦多次 5G 趨勢論壇與座談會，以期加速

我國資通產業於國際市場之拓展，進而邁向高值化之終極目

標。團隊基於第一期之豐碩執行成果與根基，將於第二期計畫

中擴大團隊之組成，納入中興大學以及工研院等單位之研究人

員，此外也將鎖定三大核心技術，與中國大陸之 5G 團隊如北

京大學與北京郵電大學團隊，針對相關議題攜手於 NGMN 合

作，以深化我國於 5G 發展之影響力與落實人才培育。 

 

 

周俊廷 計畫主持人 

(02) 3366-3537 

chuntingchou@ntu.edu.tw  

薩尹余 計畫助理  

(02) 3366-3700 #188  

aa72bc@hotmail.com  

通訊地址／ 

10617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

路 4 段 1 號 

國立台灣大學電信工程所 

mailto:aa72bc@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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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代行動網路聯盟(NGMN Alliance) 為全球最重要之寬頻行動聯盟之一，有別於其他國際

通訊標準組織 (如 3GPP)，次代行動網路聯盟著重於制定及整合電信營運商之需求，以確保終

端消費者對於寬頻行動通訊之需求與期望能被滿足。目前該聯盟成員由超過六十個會員組成，

包含國際間最重要之電信營運商 (如 AT&T、中國移動、日本 DoCoMo 等)、設備製造商 (如

NSN、Ericsson、華為、聯發科技等)及研究組織。透過該聯盟之廣大會員基礎與影響力，其由

會員之貢獻 (Contribution) 所制訂出之最終使用者 (end- to -end) 需求，除了透過國際標準組織

制訂成為新世代的通訊標準，也經由擴大之佈建試驗與營運認證，加速新世代通訊系統之實

現。 

次代行動網路聯盟已於 2015 年三月公布 5G 白皮書 ，其所揭露之 5G 規範與要求，宣告

5G 已經正式即將邁入標準制定之重要階段，而台灣團隊根據第一手之參與及白皮書之內容，鎖

定三大核心技術作為第二期計畫之主軸，其內涵概述如下̢ 

Spectrum Sharing : 5G 網路所著重的為一個 end -to -end 系統，為了支援此系統中各種

不同之應用，頻譜的取得至為關鍵，如何取得更多之頻譜並加以有效之應用，將是 5G 系統內

一項非常重要的議題。針對此議題，台灣 NGMN 團隊將聚焦於 License Shared Access 及 

License Exempt Access 在 5G 系統內之使用，透過此兩項技術與其他 5G 實體及網路層的設

計，達到使用者人數與可使用傳輸速度千倍增加的要求。 

Fog Computing: Internet of things (IoT) 毫無疑問地被視為 5G 網路中一項非常重要之應

用領域，目前普遍的認知為從 IoT 所獲得之大數據，應統一於雲端 (cloud) 處理。然而透過

cloud 再回到使用者端所產生的延遲 (latency) ，對許多 IoT 或是非 IoT 但需要低延遲的應用來

說，將是很大的負擔。針對此項議題，團隊提出 Fog computing 的概念，也就是將 IoT 原本

透過網路至 cloud 上面之計算在網路之 edge 端完成，以達到 NGMN 白皮書中對於時間延遲

之要求。此外，透過 Fog computing ，也將能協助 operators 與 (IoT) 應用供應商建立更快速

與緊密的合作關係，加速更多應用之佈建與開發。 

Smart Data Pricing : 新世代網路的價值必須能充分反映在網路營運商之實質營收上，而非

只是應用提供者 (OTT 業者)，如何透過合理的營運模式來讓網路經濟創造出的新的價值能合理

的分配，對於新世代網路未來繼續的繁榮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未來 5G 網路營運模式須有適當

的創新如智慧訂價(Smart Data Pricing) ，將適當的利潤分配到各個相關的參與者，如何分配在

操作上必須了解消費者、服務供應商以及網路營運商對於這些議題之敏感性，才能制定出合理

的營運模式。 

針對上述議題，團隊將於 NGM N 爭取成立後續之工作小組，以落實計畫對 5G 人才培育

與相關技術之長遠發展。此外，為加強團隊於國際標準參與之影響力，也將加強與中國頂尖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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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在上述三項議題於 NGMN 活動上合作，台灣團隊在第一期計畫中透過舉辦活動，已經與

北京大學的焦秉立教授、宋令陽教授、北京清華大學的葛寧教授以及北京郵電大學的馮志勇教

授建立戰略合作關係，也邀請他們參與台灣團隊所舉辦之第二屆次世代行動網路聯盟(春季論

壇)分享在 5G 方面的研究，透過全新的合作模式，強化台灣團隊成為亞洲團隊，並保持台灣在

5G 技術的龍頭地位。  

為持續深度參與國際標準之制定，除了第一期既有之台灣大學、交通大學與資策會成員

外，於第二期計畫將擴大台灣 NGMN 團隊的陣容，計畫團隊將持續招募新成員，預計於台灣

學術與研究機構招募新血加入團隊，目前第二期已規畫中興大學張敏寬教授及工研院周勝鄰博

士加入，使計畫團隊成為真正有標準跟研究動能的團隊，落實人才培育。最後，台灣團隊也將

積極與國外大學交流，除了現有可能之合作對象如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 及 

Poznan University 外，團隊預計在今年下半年至歐洲與美國拜訪未來可能的戰略夥伴，透過國

際合作進一步強化國際人才培育。 

次世代行動網路聯盟已經於 2015 年 3 月完成其對於 5G 通訊系統之白皮書，確保 5G 行動通

訊系統於 2020 左右正式啟動，為能持續於如此緊湊的工作時程中參與技術的制定，國際團隊

與人才之培育刻不容緩。在此關鍵時刻，計畫核心團隊將持續積極參與此 NGMN 5G Initiates

以落實「行政院 5G 發展產業策略會議」對於前瞻研究與標準制定之專業人才培育之呼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