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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參與國際電信標準活動現況(1/2) 

缺乏致力於資通訊標準之會員型標準制定組
織，較難進行區域組織、及跨區域合作，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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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S 

(Taiwan) 

ICU 

(Russia) 

ETSI 

(Europe) 

CCSA 

(China) 

TTA 

(Korea) 

ACIF 

(Australia) 

ISACC 

(Canada) 

TIA 

(USA) 

ATIS 

(USA) 

ITU-T 

ARIB 

(Japan) 

tsdsi 

(India) 

IEEE 

(USA) 

3GPP 

MSTFB 

(Malaysia) 

TTC 

(Japan) 



Copyright 2013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3 3 
Copyright 013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3 

目前台灣參與國際電信標準活動現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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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organizations, operators, broadcasters,  

venders, university(Professors), user groups, etc. 

ITU-R 

多藉由其它組
織參與，缺乏
組織性行為，
無整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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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資通產業標準協會之角色定位 

•代表台灣產業與國際/區域SDO進行合作交流 

•促進國內標準於國際標準之採用 

對外: 代表台灣產業對國際組織之窗口 

•推動台灣資通技術產業標準之制定 

•推動產業技術標準為國內產業所採用 

對內: 推動台灣資通技術產業標準制定之平台 

國際標
準組織
或聯盟 

國際合作 

技術合作
平台 

產業
界 

法
人 

學
校 

台灣資通
產業標準
協會 

台灣產業標準 

SDO: Standar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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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宗旨與任務 

宗旨 

針對未來資通技術的發展，選定台灣適合領
域，制定產業標準，推進至國際標準，提升
國內產業競爭力 

任務 

• 建立一資通標準技術合作與開發平台，針對資通
技術之發展方向，推動國內產業標準之制定 

• 推動國內產業標準於產業之落實，擴展區域之影
響力，並且積極促成於國際標準之採用 

• 代表台灣產業對外參與國際標準事務之單一窗口，
強化與國際及區域標準組織之連結，建立合作對
接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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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資通產業標準協會 

 

參與討論/技術提案 

台灣產學研（公司、團體、學校、個人） 

技術工作委員會 協會標準 

Partner

-ship 

聯盟/合作 

ETC. 

參與討論/技術提案 

第三方代理人 

    ITU-R 

協會對國際資通標準參與之支援 

產業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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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對ITU-R標準之關係 

Referring to 3GPP specs 

(contributed by 

 individual members) 

Partners of 3GPP 

Referring to 3GPP specs for 

the local specs 

Developing Wireless 

LAN/MAN specs Input 

specs 

Japan EU Korea China North America 

Cross reference of 

specs 

Taiwan 

ITU Recommendations 

ITU-R  Working Party 5D 
“IMT for 2020 and beyond” 

Plenipotentiary 

Conference 

ITU Council 

Organizational Partners 

Input 

specs 

區域合作  

技術提案 

http://images.google.co.jp/imgres?imgurl=http://www.interlinknetworks.com/graphics/WIFI_Alliance_Logo.gif&imgrefurl=http://www.interlinknetworks.com/partners/a4-4.htm&h=100&w=119&sz=2&tbnid=6UGOnGAl1PAJ:&tbnh=69&tbnw=83&hl=ja&start=6&prev=/images?q=WiFi+alliance+logo&hl=ja&lr=&rls=GGLD,GGLD:2004-28,GGLD:en&sa=N
http://www.ieee.org/portal/site/iportals?WT.mc_id=ft_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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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S對ISO MPEG/ITU-T視訊標準之關係 

ISO/MPEG ITU-T 

JCT (Joint Collaborative Team) working groups 

ITRI International 

技術提案 

參加美國代表團會議，討論標準策略 

National body comments  & voting 

個別公司或機構 

會員 

共識 /標
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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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組織架構 

 理事會(理事長/副理事長) 

秘書處 技術管理委員會 

會員大會 

標準諮議委員會 

TC1 

前瞻行動通
訊(TW5G) 

TC3 

裝置
聯網 

TC6 

檢測與
認驗證 

Task Group /  

Study Group /  

Working Items 

會務 

國際
事務 

Working 

group 

• WI “xxxxx” 

TC2 

網路
通訊 

TC4 

影音服務
與通信 

TC5 

網路與資
訊安全 

WG3 

TG1 

WG2 WG1 

SG 

・・・ 

TC7 

智慧綠建
築資通訊 

備註：技術工作
委員會之架構為
暫定架構，待正
式成立後與產業
界共商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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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預計產出 

產業標準規格 

•技術規格 (需求、架構、功能、介面) 

•測試規範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工作報告 
•可行性分析 

•頻譜分析 

•趨勢報告 

白皮書 

•技術願景 

•產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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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標準推動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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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TC於其工作群組成立特定技術產業標準之工作項目
或研究項目 

• 訂定特定技術產業標準之需求/架構 

• 提交技術相關之工作群組進行標準草案之制定 
• 工作群組進行意見與技術整合及技術模擬 
• 產出技術規格草案送交技術管理委員會核准 

• 政府/產業界攜手進行系統雛型之發展與驗證 

產業標
準發佈 

國際標準
化推動 

需求與
架構 

標準技
術草案 

系統雛
型驗證 

• 參與國際/區域標準化活動，將國內產業標準之全部
或部分規格進行標準提案，促成國際標準之採用 

• 送交標準諮議委員會 
• 發表產業標準技術規格或技術報告 
• 決定是否提交標檢局成為國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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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AIEP 
企業環境保護協會 

octoScope octoBox

MPE 802.11n-ac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Emulator Is Here!

2 15 : RF

Over Fiber 

亞信檢測
科技 

台灣動力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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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合作重點方向 

 
 
• 中國大陸

CCSA 

• 歐盟ETSI 

• 日本ARIB 

• 區域CJK 

 
 
•共提提案  
•議題交流(研
討會、論壇) 

促成SDO

策略聯盟 
技術議題合

作 
 

 
•3GPP  

•OneM2M 

成為標準組
織夥伴 

先成為觀察員再
尋求成為夥伴 

• 合作備忘錄 
• 高峰會 

• ITU-R 

•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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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S對3GPP組織關係發展之策略目標 

3GPP 
Observer 

 3GPP 組織之決
策成員 

3GPP 
Organization

al Partner 

Tightly Coupling with 3GPP，
參與決策與掌握主導權 

Loosely Coupling with 3GPP，
可以正式與3GPP對話，意

見有機會被採納 

 3GPP 觀察員，
有資格未來成為

組織夥伴 

Domestic 
Alliance / 

Forum  

 整合我國標準
制定能量之單一

窗口 

非3GPP正式partner，但對
外仍可成為代表國內共識、
整合國內力量，與國外相

關單位接洽之組織 

G
lo

b
al C

o
u

p
lin

g D
egree

 

高 

低 

3年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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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3gpp.org/ftp/Inbox/2008_web_files/3GPP_Scopeando310807.pdf
http://www.3gpp.org/ftp/Inbox/2008_web_files/3GPP_Scopeando310807.pdf


Copyright 2013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15 15 
Copyright 013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15 

          協會產出標準鏈結產業 

應
用
層 

服
務
層 

標
的
技
術 

產業
技術
標準
領域 

前瞻行
動通訊
(TW5G) 

網路通
訊 

裝置聯
網 

影音服
務與通
信 

網路與
資訊安
全 

檢測與
認驗證 

智慧行動生活 便利網路連結 

5G
接取
網路
技術 

5G
願
景
與
頻
譜 

網路
整合
與測
試規
範 

互通
測試
環境
標準 

裝置
聯網
互通
標準 

裝置
聯網
系統
建置
規範 

智慧環
境監控 智慧服

務 智慧家
庭 

影音
服務
互通
介面
標準 

影音
服務
內容
標準
建議
規範 

資通
安檢
測驗
證規
範 

資安
聯防
產業
標準 

電磁
相容
檢測
與認
驗證
規範 

聯網
感測
檢測
與認
驗證
規範 

標準、規範 for 系統/介面/互通/測試/驗證 

安全通訊環境 

異質網
路 

密集佈
建網路 

物聯網 

智慧學
習 

互動影
音娛樂 

隱私
保護 

健康生
活 

安全
交易 

專網垂
直整合 

智慧建
築資通
訊 

安全
監控
資料
格式
標準 

網路
視訊
監控
系統
規範 

支援元件開發、設備開發、系統整合、網路運營、服務提供、內容提供  

智慧交
通 

智慧園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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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對國內產業發展之助益 

政策面 

提供政府相關單位產業政
策擬定相關之建言(台灣
產業技術策略、願景、頻
譜/資源分配) 

產出之標準，可以提供政
府相關單位建置採購之規
範與依循 

產業標準之相關系統
建置，爭取政府研發
經費補助加以落實 

產業面 

透過產業標準之制定，解
決產業鏈中各參與者之整
合介面、驗證與互通測試
等問題 

透過協會所蒐集、分析與
整理之報告，快速接軌國
際技術發展趨勢 

利用協會之交流平台，在
特定產業利益上形成聯盟，
並以標準形式擴大產業影
響力，甚至對外輸出 

透過協會之溝通平台之討
論與折衝，提升技術構想
之成熟度，有助於產業接
受度提升 

國際合作面 

政府支持之標準發展組織，
對外具代表性與正當性，
可以協助廠商增加國際/
區域標準合作之商機 

對外之廣宣、合作與商談，
都可以在產業共識基調下，
獲取最大之產業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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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產業公協會之連結規劃 

產業
需求 

標準
草案
擬定 

標準
草案
諮議 

產業
標準
落實
推動 

• 提供先期市場需求 
• 提供產業需求 
• 協助共識凝聚之達成 

• 公協會身為協會會員，提出整合公協會其他會員
意見之建議提案 

• 號召其本身會員加入協會參與標準之制定 

• 標準草案諮議過程，透過公協會召開公聽會或專
家評議會，廣泛徵詢，以求標準草案之完備 

• 協會標準制定之進展透過協會進行定期公布 
• 透過說明會、交流會或籌組聯盟的方式，進行產

業標準技術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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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時程與立案登記時程之對應 

 於立案申請流程完備後再成立理監事會 

 於年底成立大會先推舉理事長與相關組織規劃小組召集人
進行實質運作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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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章程 

 會員種類與權利 

團體會員 個人會員 

資格 
國內法人、團體、學校 年滿20歲 

會員代表 3人 本人 

會員大會 
選舉、被選舉、表決、罷免 被選舉 

其它會議及活動 V V 

工作會議權利 提案、表決 提案 

刊物與技術資料 V V 

義務 
1. 遵守章程、決議、繳納會費 
2. 參與委員會，維護個別工作委員會運作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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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章程 

 理事會 

 

20 

組成 職權 任期 

理事9人、
監事3人 
(會員大會
選舉產生) 

一、審定會員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長、副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理事長及副理事長之辭職 
四、議決會員之入會、停權、警告及除名處分 
五、聘免工作人員與下屬組織之人事 
六、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七、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八、核定經審定之產業標準文本 
九、其他應執行事項 

三年 

 理事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 由理事互選，理事會未能組成時由會員大會選舉 

- 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 

- 提名榮譽會員 

- 提名秘書長、技術管理委員會與標準審議委員會召集人、副召集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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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章程 

 經費來源 

- 入會費 

- 常年會費事業費 

- 會員捐款 

- 委託收益 

- 基金及其孳息 

- 其他收入 

 會費 

團體會員 個人會員 榮譽會員 

入會費 二十萬元 一萬元 免收 

年費 十萬元 一萬元 免收 

 為鼓勵參與，會費部分優待措施 

- 104年度前入會之會員不收入會費 

- 年費部分，團體會員104年會費1萬元、105年會費6萬元、106年
會費8萬元、107年以後恢復為10萬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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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章程 

 著作權 

 

 

 

 

 智財權：本會產出物若涉及專利 

- 專利權人須同意在公平、合理且無差別待遇原則下，授權該專利

之使用，並在此原則下適當的行使其該有的權利，收取專利權人

與使用者雙方合意之授權金。  

 標準使用權： 

- 本會產出之標準成果，會員得在相關智權規範下據以實施、推廣

與運用，非會員若欲實施運用，須經本會同意後始得為之 

本會產出物 會員提案 會員提案經納入協會產出物 

著作權歸屬 本會 會員 本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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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要人事安排 

 副理事長 

 於理事會組成後選出，名額兩名，規劃產業界與法人各一。 

 秘書長 

 秘書長/執行秘書，法人/協會之分工，待與理事長確認 

 技術管理委員會召集人：由理事長提名 

 技術工作委員會規劃小組召集人 

23 

技術工作委員會 規劃小組召集人 

TC1.前瞻行動通訊(TW5G) 工研院資通所丁邦安組長 

TC2.網路通訊 工研院資通所陳春秀組長 

TC3.裝置聯網 資策會智通所賴維新主任 

TC4.影音服務與通信 工研院資通所陳芳祝組長 

TC5.網路與資訊安全 資策會資安所吳建興主任 

TC6.檢測與認驗證 工研院量測中心李心澤副組長 

TC7.智慧綠建築資通訊 工研院資通所馬瑞良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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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重點活動規劃 

會務 

標準
制定 

國際
合作 

• 拜會中國大陸、歐盟主要之合作對象，建立對口連
結 

• 參與國際相關標準組織之會議(如CJK)，進行廣宣 

• 拜訪3GPP推動成為3GPP觀察員 

• 各TC完成正式主席之選舉與重點工作規劃 

• 召開兩次全體工作會議，各TC個別召開兩次
會期間工作會議 

• 各TC不定期舉行小組會議 

• 針對個別技術議題，參與各TC對口之標準組
織合作 

• 完成立案登記 

• 年中召開臨時會員大會，選舉理監事組成理監事會 

• 確認秘書處會址與對外之網頁建置 

• 完成各TC之議事程序與相關表單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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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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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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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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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S對IEEE-SA標準之關係 

個別公司或機構 

提案 

個別會員 

表決 

依據共識，尋
求分工與合作 

群體戰相互支
援 

IEEE WAVE 

共識/標準 



Copyright 2013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29 29 
Copyright 013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29 

TAICS對3GPP標準之關係 

TSG 

個別公司或機構 產業標準 

TSG GERN 

TSG RAN 

TSG CT 

TSG SA 

Non 3GPP OP 

3GPP OP 

Project  
Co-ordination 

Group 

TSG: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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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於標準制定程序中之權利 

30 



31 

各技術工作組年度工作規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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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1 「前瞻行動通訊(TW5G)」任務規劃 

宗旨與任務 

 宗旨：針對B4G/5G通訊技術的發展，形成對外單一溝通
平台，進而推動相關之國際/區域標準連結，以布局未來
B4G/5G國際標準核心智財 

 任務 

- 依台灣之產業特性與發展策略，制定台灣B4G/5G發展願景與需求 

- 依未來B4G/5G之應用場景與演進技術，進行B4G/5G適用之頻譜
研究與分析，以提供政府制定相關產業政策參考依據 

- 依台灣產業需求與技術布局，發展B4G/5G關鍵技術與系統規格 

- 提供產學研於B4G/5G研究之合作平台，促成合作之實質開展，並
強化產業界於專利、先期產品之布局 

- 擔任台灣B4G/5G國際合作之對接窗口，以促成國際合作媒合，推
動相關國際廣宣與強化國際/區域標準連結。例如：與3GPP進行
適當之連結,推動成為觀察員，及參與CJK相關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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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1 「前瞻行動通訊(TW5G) 」任務
規劃－未來研究方向 

Evolution path  

(Network Architecture) 

Time 

S
y
s

te
m

 

P
e

rf
o

rm
a

n
c

e
 

LTE 

LTE-A 

LTE-B,C

  

Rel-8/9 

Rel-10/11 

Rel-12/13 onward 

Pico/Femto 

CA/eICIC/CoMP 

enhanced  
Local Area Access 

Time 

Peak Rate(bps) 

<K 

10K 

M 

1980 

AMPS 

GSM 

UMTS 

WCDMA 

LTE 

OFDMA 

1990 2000 2010 

Existing cellular bands 
New frequency bands (higher 

BW for high data rate) 

Frequency Further cellular 
enhancement 

MassiveMIMO, 
MMR,… 

5G NCT 

2020 

Revolution path 

(Radio Access) 

G 

100M 

Category Objectives Feasible KETs 

NG Radio Access 
Technologies 

To improve spectrum 
efficiency and throughput 

High Spectrum, Spectrum Sharing, Massive MIMO, 
Full Duplex, New Multiple Access, Advanced MCS 

NG Networking 
Technologies 

To improve area throughput 
and system robustness 

DSA, SDN, SON, Moving Network, Het Networking, 
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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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1 「前瞻行動通訊(TW5G) 」任務
規劃－預期產出 

 高頻通道模型量測與分析報告(104年產出) 

 台灣B4G/5G技術發展白皮書(104年產出) 

 B4G/5G頻譜研析與規劃報告一份，以提供相關部會參考 

 台灣B4G/5G接取技術系統需求分析報告(104年部分產出) 

 台灣B4G/5G網路技術系統需求分析報告 

 簽訂國際/區域合作合作備忘錄 

 參與國際合作技術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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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1 「前瞻行動通訊(TW5G) 」任務
規劃－組織架構與運作方式 

 104年度先展開需求與系統架構及接取技術之工作群組會議 

 運作方式：會員透過參與各工作群組之會議，於會議中進
行提案、討論與決議，提出特定技術之標準制定任務建議
，以成立工作項目、研究項目或研究群組 

•研究台灣未來
B4G/5G行動網
路之整體頻寬需
求與頻譜建議 

•研究適合台灣產業發展之
B4G/5G接取與網路致能技術 

•定義適合台灣
發展之B4G/5G

特定技術其需
求與系統架構 

工作群組

TC 1
前瞻行動通訊

(TW5G)

頻譜研究 接取技術 網路技術 需求與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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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1 「前瞻行動通訊(TW5G) 」任務
規劃－104年度具體工作規劃 

 預計召開四次工作會議，其中兩次併同全體會議舉行，進
行104工作目標擬定，技術提案與討論 

 預計召開一次產學研交流會議，會議形式為技術論壇或專
題報告，針對TC工作任務與項目，廣泛徵詢意見與交流 

 預計召開一次國際技術研討會以交流國際研發現況 

 預計進行國際合作之參訪與洽商，目標包括歐盟5G PPP

與中國大陸IMT-2020推進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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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2 「網路通訊」任務規劃 

宗旨 
- 建立我國寬頻網路與系統整合相關設備之測試規範，提升設備之互

通性與效能 

任務 
- 建立寬頻通信網路整合測試規範 

- 制訂寬頻網路系統相關設備測試規範，如行動終端、small cell、
SDN設備等 

- 建立我國寬頻通訊網路測試參考架構及設備整合規範 

- 建立多廠牌行動終端與局端網通設備之互通效能測試環境標準 

- 強化與國際標準組織之聯繫，如ETSI、3GPP、IEEE、Small Cell 
Forum 、 FSAN、Broadband Forum等 

- 強化與國際運營商與設備商之聯繫，針對測試技術與案例進行交流 

預計產出 
- 發展制訂4G小型基地台設備標準測試案例與網路整合規範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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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2 FY104 執行規劃 

 4G設備測試工作目標規劃 

- 建立4G小型基地台功能測試案例標準草案，包括 

一致性測試案例 

端對端效能測試案例 

- 設備商及運營商等小組成員，共同討論完成4G小型基地台
互通測試案例標準草案 

TC2 

網路通訊 

寬頻網路
技術 

4G設備
測試 

 組織架構 

- 4G設備測試工作群組 

- 寬頻網路技術工作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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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法 (1) 

- 4G小型基地台功能測試案例 - 

 與小組成員共同收集並整理4G小型基地台技術與標準規
範 

- 資料來源：3GPP LTE (R11版本), Small Cell Forum, 運營商設備
測試規範, 設備商測試規範, … 

 透過運營商、網通與終端(含晶片)設備商、應用服務商共
同討論對於Small Cell的技術規格見解與測試需求 

 草擬4G小型基地台設備的基本規格與功能效能測試規範 

 依據實際組網布建需求與小型基地台設備規格，制訂4G

小型基地台效能參考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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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法 (2) 

- 4G小型基地台互通測試案例 - 

 與小組成員共同收集並分析4G行動通訊網路端到端通測
試規範與技術項目 

 依據4G小型基地台之設備規格與組網布建之條件，建立
各種實務之互通測試案例組合 

 共同討論、草擬4G小型基地台設備的互通測試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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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小型基地台測試項目規劃類別 

 S1-PCT 

 NAS 層傳輸功能 

 尋呼 

 E-RAB 管理過程 

 切換過程 

 管理功能 

 UE 能力資訊指示 

 路徑管理消息 

 隧道管理消息 

 X2-PCT 

 切換 

 負荷指示 

 錯誤指示 

 X2 建立 

 復位 

 eNB 配置更新 

 資源狀態報告 

 IOT 

 實體層基本功能 

 鏈路自我調整與調度 

 多天線技術 

 高層協議基本功能 

 S1/X2介面 

 系統基本性能 

 Field 

 小區峰值速率 

 狀態轉換與時延 

 單UE、多UE測試 

 單小區覆蓋 

 組網性能 

 異頻組網 

 業務性能 

測試項目 參考文件 

LAB 
Test 

RCT TS36.141 

S1-PCT 中華電信; 

Softbank; 

中國移動; 

國際設備商; 

科專計畫成果 

 
 

X2-PCT 

Lab-IOT 
(包含SON) 

Field (Outdoor/ 
 Indoor) 

Small Cell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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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3 - 智慧聯網 

宗旨：針對智慧聯網應用的發展，選定智慧環境
監控、智慧電網、智慧照明等領域，制定產業共
通標準，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 

任務： 
- 建立智慧聯網通訊標準技術提案平台，針對智慧聯網互通標準，

進行國內產業標準之制定 

- 協助我國智慧聯網產業標準化，強化產業上下游之整合，並且積
極促成於國際標準之採用 

預計產出 
- 制定智慧環境監控物聯網系統產業標準草案 

- 發展智慧聯網應用白皮書 

- 制定智慧環境監控系統建置規範，提供作為政府採購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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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3 組織架構及職掌 

TC3 裝置聯網 

智慧電網技術 
需求與系統架

構 
智慧照明技術 智慧環保技術 工作群組 

智慧環保技術：研究適合台灣產業發展之環保網路致能技術，產出相關之研究
報告、技術報告、技術規格與標準草案，並結合產官學研之資源進行系統雛型
驗證，將結合環保公協會力量，廣納環保單位/環保企業需求，進行環保資通訊
產業規範制定 

智慧電網技術：研究台灣於未來電網需求，跟隨國外IEC/NIST之建議，配合電
力公司/智慧電網廠商/電網協會，研擬台灣智慧電網需求與規劃建議並發展成產
業規範 

智慧照明技術：研究適合台灣產業發展之智慧照明技術，產出相關之研究報告、
技術報告，制定技術規格與標準草案。在技術處支持下，已制定CNS 15652標
準，此工作群組將持續提交需求與系統架構 

需求與系統架構：針對台灣產業特性與發展策略，研究適合台灣發展之智慧聯
網特定技術其需求與系統架構，產出相關之白皮書、研究分析報告、系統需求
規格草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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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3-業者效益 

 制定產業共通標準，協助我國裝置聯網產業標準化 

 透過政府政策作為，推動以TAICS之產出成為台灣政府之採購
標準 

 最終促成於國際標準之採用 
 成功案例 

 

智慧照明標準 

• 整合八大公協會，提出「智慧照
明系統標準」，並發展成為國家 

CNS 15652 標準 

• 實際應用於三重、蘆洲、淡水、
板橋等運動中心停車場、及全國 

11 座工業園區。 

AMI 智慧讀表標準 

• 協助台電一萬門廠商(大同、康舒、
四零四、達創)制定共通化產業標
準 

• 複製在台成功案例，協助廠商取
得大陸/泰國試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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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3 推劃工作項目 

工作項目 工作規劃 

工作項目或 
研究項目 

平均每兩個月召開一次討論會議，進行系統規格討論 

產學研交流 
依據工作小組提出之產業規範草案，每半年進行一場座
談會，藉以形成產業共識、發展為產業標準 

國際交流 至少一次 

國際合作 
配合相關場域建置計畫，邀請國際採購單位(如中國大陸)
來台觀摩，促成國際合作/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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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4 「影音服務與通信」任務規劃 

宗旨 
- 整合影音服務技術建構內容服務整合平台，豐富特色影音頻道及

內容，促進發展創新影音加值營運服務模式，驅動台灣數位影音
軟硬體產業鏈發展 

任務 

- 邀請國內相關產業及廠商，組成工作小組，集合各方意見，凝聚

標準內容共識，並於工作小組會議中對標準內容、測試案例、互

通測試、場域實證等各項議題進行討論 

- 依據工作小組討論決議，產出Open API驗證規範與標準，供影音

管理平台實作及驗證之用 

- 成立影音平台業者與創作者互通串聯平台，做為內容提供者及4G

經營業者之間的橋樑，並整合開發影音共享系統Open API 

預計產出 
- 影音系統Open API驗證規範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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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影音服務跨業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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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內容管理平台說明 

素人創作 

電競直播 

… 

Open 

API  

 其他資服業者 

政府採購 

影音內容 

教育部 

文化部 

故宮典藏 

交通部 

科技部… 

民間內容提供
者影音內容 

業者 

服務 

平台 

系統業者 

4G業者 

設備業者 

測試平台 
 

VOD 

LIVE直播 

內容管理服務 

頻道管理服務 

影音內容 

管理平台 

雲端轉檔 標準 

規範 
Title 

Content 

Metadata 

Producer 

Actors 

Description 

etc. 

Open API  

Open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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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平台 API 架構 

共同平台提供 Open API 與外部元件及伺服器進
行溝通 

包含頻道相關模組及影音內容管理模組 



Copyright 2013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50 50 
Copyright 013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50 

TC4影音服務與通信架構 
TC4 影音服務與通信推動技術委員會 

 TC4設主席一名， 旗下設立兩個工作小組，同時成立技術委員會推動秘書處，
協助TC4各項行政管理工作。 

 Metadata與OpenAPI工作小組ー負責研究描述影音內容之Metadata所需項目、影音與
串流格式，及OpenAPI標準制定。 

 驗證與測試工作小組ー負責開發驗證測試平台，並協助TC4驗證與測試工作。 

TC4  
影音服務與通信推動組 

Metadata 與 
OpenAPI工作小組 

驗證與測試工作小組 

技術委員會 
推動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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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5 - 「網路與資訊安全」 

宗旨：針對我國資通訊之安全需求，積極推動產
業標準之形成，並與國際/區域接軌，以增進產品
及應用服務發展 

任務： 

- 建立資安檢測規範，涵蓋智慧聯網、行動應用、雲端服務等 

- 發展個資保護、資安治理、威脅偵防基準 

- 促成台灣資安標準之交流平台，並與國際組織接軌 

預計產出 

- 資安檢測驗證參考規範及技術指引 

- 資安偵防及情蒐聯防產業標準規劃草案 

- 國際/區域合作備忘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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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5 組織架構及職掌 

TC5 
網路與資訊安全 

安全檢測驗
證技術 

威脅偵防分
析技術 

工作群
組 

安全檢測驗證技術：針對聯網設備、行動裝置、雲端服務及智慧應
用等，規劃我國資通安第三方檢測驗證參考規範，並與國際相關標
準接軌 
 

威脅偵防分析技術：依據台灣產業特性及全球趨勢，結合威脅偵防
及情蒐分析技術，發展資安聯防規格與標準草案，上下游產品及服
務業者結盟協力，促成聯防體系並導入場域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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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5-資安第三方檢測驗證規劃 

 適用於檢測聯網裝置、雲端應用、行動應用等 

 第三方資安檢測標準規範：如資安評估流程、檢測工具及方
法等尚待形成 

Compliance & 
Governance 

Threat-intelligence 
Exchange 

Development 
Review 

Deployment 
Assessment 

Security Assessment & Test Methodology 

• Compliance & Policy 
Checking 

• Configuration 
Checking 

• Risk Assessment 

• Attack Modeling 
• Security Features 

Verification 

• Penetration Test 
• Software/App Env. 

Probing 
• Vulnerability Scan 

 

聯網設備 
供應商 應用平台 

供應商 

資安評估檢測服務 
(檢測實驗室) 

• 設備資安認證 
• 應用服務上線資安檢測 
• 製造業軟體安全發展建置 

第三方資安檢測 

• Architecture 
Analysis 

• Code Review 
• Fuzzing Test Engine 
• Fuzzing Vector 

Library 
• Intelligent Fuzzer 



Copyright 2013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54 54 
Copyright 2013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54 

TC5-資安檢測產業標準國際接軌 

組織 涵蓋主要範
圍 

現況進
度 

OWASP 資通訊資安漏洞
檢測及軟體生命
週期資安設計 

業界參考最
佳實務之超
過進行130

個多個專案 

CCC 車載，行動裝置 萌芽階段 

ISO 

15408 

一般資安產品安
全 

成熟 

PTES 滲透技術 滲透技術標
準 

OWAS

P 

(為主) 

CCC 
(為輔) 

ISO 

15408 

(為輔) 

PTES 

(為輔) 

參與
Embedded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成為
該Project技術
領導者，產出
De Facto標準 

發展符合執行週期短
特性之產業標準逐漸
成為趨勢 

• 結合國內領先全球
之網通設備廠商，
參與OWASP 標準
組織，建立資安評
估檢測之最佳實務，
倡議成為國際De 
Facto標準 

• 提升我國標準在國
際影響力與領先商
機 

廠商參與 
以國內資通訊設備(包含嵌入式設備
)廠商資安評估檢測之實務需求經驗
為導向，歸納並整合所需之技術、
程序、方法及環境，訂定所需執行
之檢測評估項目，討論所需達到的
檢測規範(criteria)，並以符合業者
產品快速上市為重要考量 

標準發展現況 參與策略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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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5 資安檢測標準推動預期效益 

 所發展出的標準將由產業界接手應用，包括網通設備廠
商及民間驗測實驗室等 

 增進我國產品資安可信度、提升外銷競爭力及商機 

 創造資服產業新增資安檢測服務機會(Ecosystem如下示
意) 

 

 

 

 

 

 

資服產業－資安
檢測實驗室 

生產前進行資安檢測 

資安驗證與把關 

國際客戶 

•出具第三方評估報告 
•促成認可與合約 

一般企業 
或家庭用戶 

•資安品質與穩定度 
•品牌形象 

嵌入式設備廠商 

經濟部標檢局 

資安檢測驗證規範、
標準 

行政院消保處 

消費性產品資安抽測 

通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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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6 「檢測與認驗證」任務規劃 

 宗旨 

推動建立資通訊元件/產品之「標準、檢測與認驗證」發展環境，建構實驗網，發

展/研究全球無線通訊產品強制性測試和認證、環球驗證、資通安全檢測、電磁兼

容檢測及驗證及節能檢測及驗證之檢測需求規範，帶動產業轉型並創造新技術與應

用出海口。 

 任務 

- 發展/研究全球無線通訊產品強制性測試和認證發展環境與需求推動 

- 提供台灣產學研於資通訊元件/產品之「標準、檢測與認驗證」合作平台 

- 推動台灣資通產業「檢測與認驗證」單位與國際相關單位合作，簡化/和諧認驗

證程序。  

 預計產出 

- 全球無線通訊產品強制性測試和認證發展環境與需求報告 

- 環球驗證、資通安全檢測、電磁兼容檢測及驗證、節能檢測驗證之檢測需求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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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設備(telecommunication devices) 

-  Three types of product: 

• communication terminal product 

• radio communication product 

• network inter-connection product 

- Test including electrical safety, functionality, information security,  protocol, 

performance, etc.  

無線傳輸設備(radio transmission equipment) 

- defined as all types of equipment for radio communication, navigation, 

location, direction-finding, radar, remote control, telemetry,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that transmit radio wave, but not including industrial, scientific 

and medical (ISM) equipment, electric transport system, high-voltage power 

line and other electrical appliances that radiate electromagnetic wave. 

TC6專注領域標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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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電離輻射安全(non-ionizing radiation safety) 

TC6專注領域標準-2  

Emission standards: 

Specifications that limit the 
emission of electromagnetic 
fields (EMF) from the devices 

Exposure standards: 

Specifications that limit the 
exposure of people to the 
Electromagnetic fields (EMF)  

Safety 
 EMF compliance at sites 

 Occupational Health & Safety 
(OH&S) for workers and public 

Environmental 
 Radio signals in the 

community 

 Educational & informative 

ITU-T K.91, ITU-T K.83, ITU-T K.70, ITU-T K.52, ITU-T K.61, ITU-T K.100, ITU-T K.env, ITU-T K.maps 

與ITU已發展及發展中相關標準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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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和不同區域第一、三方測試標準  

USA Japan EU China 

 

CA System 

3rd party certification 

1st party Supplier’s 

*DoC  

(Verification, DoC, 

SDoC)  

3rd party certification 

1st party Supplier’s 

DoC 

1st party Supplier’s 

DoC 

3rd party certification 

 

Regulatory 

Authority 
FCC  MIC Each national RA 

MII 

AQSIQ, CNCA 

Designating 

Authority 
NIST MIC Each national DA 

SRRC 

CQC 

Accreditati

on Body  

NIST, A2LA, ANSI, 

UL 
JAB 

Each national  

AB 

SRRC 

CQC 

CAB Private Private Private 
Testing, Certification: : 

Government 

各國家依 1）法規的環境 2）資通信產業的水平，之合格評定體系 

* FCC :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IST :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 A2LA :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ANSI :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 MIC : The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JAB : Japan Accreditation Boards for Conformity Assessment 

• CA : Conformity Assessment; CAB: Conformity Assessment Body 

• RA : Regulatory Authority; DA: Designating Authority; AB: Accreditation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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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有利於MRA(Mutual Recognition Agre

ement)環境 

[台灣] [其它國家] [台灣] [其它國家] 

[MRA前] [MRA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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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7 智慧綠建築資通訊--願景與需求 

Thread 
(Google) 

Homekit 
(Apple) 

OIC 
(Intel) 

Allseen 
Alliance 

(Qualcomm) 

智慧建築 

智慧居家 

資料中心 

系
統
整
合
連
動 

能源 

基礎平台介面 資料交換介面 互連應用介面 

API 權限管理 策略管理 服務監控 

語音介面 觸控介面 遙控介面 

移動通訊系統 

感測裝置 顯示裝置 機電設備 

舒適 
便利 

物業 
管理 

門禁 安控 設備 
管理 

綜合佈線/網路 網路 

人機 
介面 

系統 
介面 

設備 

基
礎
佈
建 

昇級建築智慧化層次，並強化與人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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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重點是針對 
跨系統間的連動與整合 

感測系統A 
(BACnet) 

感測系統B 
(KNX) 

感測系統C 
(Modbus) 

Need: 跨平台跨系統標準 

TC7智慧綠建築資通訊標準--願景與需
求 

標準化效益：  

•縮短開發時間  
•降低開發成本  
•提升產品維護性  
•提高產品可替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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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7智慧建築資通訊標準--願景與需求 

現況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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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制定 法規/推廣 

驗證建置 國際交流 

驗證 回饋 

交流 

法規 

推廣 回饋 

TC7智慧綠建築資通訊標準--推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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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7智慧綠建築資通訊標準--組織架構 

65 

TC7- 
智慧綠建築資通訊標準 

資料 
格式 

系統互
通技術 

儲存 
管理 

測試與
驗證 

通訊 
協定 

•研擬系統連動所需
之資料格式 

•國際標準發展研究、
參與、提議與引進。 

•異質系統介接連動
技術研究 

•異質系統介接資料
存取與管理技術研
究，包含權限與資
安管理研究。 

•系統介接互通性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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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7 –智慧綠建築資通訊標準 

宗旨  
為聚焦於智慧建築資通訊標準，凝聚會員間之共識並加強國際合作，協助產業共同
制訂智慧建築各項系統跨平台標準，提升我國智慧建築層級，協助推動智慧建築資
通訊國家標準，以促進產業繁榮進步。 

任務  
- 成為智慧建築資通訊標準國內的唯一窗口。 

- 建構合作平台，提供會員廠商資訊交流、形成共識訂定國內智慧建築資通訊標
準 

- 舉辦學術演講會、研討會及專業訓練，以推展有關安全監控學術及開發技術應
用 

- 對於會員之意見及需求，提供政府單位制定與推動智慧建築資通訊標準相關政
策之參考 

預定產出 
- 安全監控領域資料格式產業標準 (FY104) 

- 網路視訊監控標準建議書 (FY104) 

- 能源管理領域資料格式標準 

- 系統整合規範 

- 儲存管理規範 
66 



Copyright 2013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67 67 
Copyright 013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67 

工作項目規劃  
 制訂該技術領域相關標準 

平均每季召開一次調和會議，進行標準制定討論 

 推動或參與研討會、座談會或會議等討論。 

依據工作小組提出之產業規範草案，預定每半年進行一場研討會或座談
會，提升市場認知，並獲得需求回饋，以凝聚產業共識 

 與國際標準組織連繫及技術交流。 

每年至少一次進行國際交流，邀請相關單位或業者進行案例觀摩與技術
交流，藉以開拓國際合作與市場。 

 於委員會對外活動上宣傳出版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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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7 –智慧綠建築資通訊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