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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APRICOT是 Asia-Pacific Region Internet Conference of Technology的縮寫，
是亞太區域重要的網際網路會議之一，每年春季在亞太地區各國輪流舉行。此會

議提供亞太地區國家相互了解網路環境與進行網際網路社群交流之平台；促進亞

太地區國家網路合作；同時提供世界各國參與亞太地區網際網路活動之入口。亞

太地區各個國家之網際網路社群均相當重視此一會議，各國網際網路社群無不爭

取此一會議回國主辦。主辦之國家除可以促進本國網際網路活動及對外交流外，

對於提升國家網際網路形象，及促進對外交流也有相當大之助益。 
每次會議均邀請世界各國網際網路先進與業者分享他們寶貴的經驗，世界各

國人士也會依據不同角度提供亞太地區網路發展與合作建議；並討論過去一年重

要的網際網路相關議題，探討未來一年新興的技術及應用。今年的 APRICOT會
議主題有 Peering Track、SPAM、Routing and Operations、Security、IPv6等主題。
Peering Track 主題討論世界各地網際網路互聯現況及 Peering 的運作趨勢； 
SPAM 主題討論目前 SPAM 之威脅及相關防範之最新技術；  Routing and 
Operations主題探討各種骨幹路由運作技術與趨勢，包含高速頻寬對路由運作之

挑戰及 BGP實務運作經驗交流等；Security主題則是因應網路應用探討相關網路

安全與防範； IPv6主題是延續近年來 IPv6實作與應用的討論，提供各國對 IPv6
環境建置之經驗交流，並於會場舉辦 IPv6 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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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亞太國際學術網路年會 APRICOT 2006會議」 

心得報告 

 

 

一、 會議基本資料 

會議名稱：亞太國際學術網路年會 APRICOT 2006會議 

時間：95 年 3月 1 日 至 95 年 3月 2日 

地點：澳洲 

參加國家人員：亞太地區各國網際網路相關組織及人士 

 

二、 會議目的 

APRICOT（Asia-Pacific Region Internet Conference of Technology）會議

是由 APNIC（Asia Pa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所贊助發起，第一屆

的會議於 1996 年在新加坡召開，爾後定期每年二或三月於亞太地區各國爭

取主辦，會議中的主題以網路實作應用技術為主，網路發展趨勢與策略方向

為輔；同時也有亞太區域特有的網路相關運作議題。APRICOT 會議近年來

每次與會人數均達六百人以上、參與的國家含括亞太區域三十多個國家，是

亞太區域最大的網際網路會議，與會人員含括各國 ISP網路相關技術人員與

主管、跨國的網路設備與電路供應商、網路相關的管理及策略制定組織、及

少部分政府與學界人士等。APRICOT 的最主要目的是希望藉由會議中對議

題的討論，讓亞太地區的網際網路相關人員做經驗分享、交流，並藉此互相

學習、溝通，促進亞太國家的網路交流與技術，間接引導各國政府與民間發

展與制定網路相關策略。 

 2002 年 9 月 APRICOT Executive Committee 與 APIA Board 協議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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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COT與 APIA相關活動作密切的結合，2003 年起 APIA（Asia & Pacific 

Internet Association）成為 APRICOT的法定支援運作單位，APRICOT 便成

為 APIA 最主要的活動，APIA 則負責 APRICOT 未來的運作與成長。每年

舉辦 APRICOT的同時也一併舉辦亞太區域網際網路相關會議，如：APNIC

（Asia Pa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年會、APNG（Asia Pacific 

Networking Group）會議等等。 

國內出席參與 APRICOT會議的單位除了教育部外還有：財團法人台灣

網路資訊中心（TWNIC）、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HiNet）等等，代表出

席的都是各單位主要技術人員、主管或策略制定者。我國代表出席者也透過

APRICOT 會議與亞太地區各國做技術合作交流、討論，並可藉此會議期間

參與 APNIC 舉辦的活動並給予建議，促進我國與亞太地區網際網路合作與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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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APRICOT 2006 Conference會議資訊 

APRICOT 2006是由WAIA（Western Australian Internet Association）所

主辦的，目前已是亞太區域網際網路研討會中最具歷史及規模的會議。除可

透過此會議觀摩、學習亞太區域各國 Internet之發展經驗及技術外，此會議

並希望可以透過此一會議讓亞太區域國家能夠同步提昇網際網路技術與經

驗。 

 本次為 APRICOT第 11次之會議，於 3月 1日至 3月 2日在澳洲伯斯

會議暨展覽中心（Perth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舉行。今年有來

自 30多個國家，超過 600人與會。本次研討會的主題除了近年來亞太地區

持續積極發展的 IPv6應用技術外，還有 Peering Track、SPAM、Routing and 

Operations、Security等主題。Peering Track主題介紹澳洲 Peering的現況，

並探討各 ISP互連時之網路維運中心之溝通與問題解決機制，並藉此機會討

論亞太地區各國網際網路交換中心之發展現況與發展限制。SPAM主題則討

論網際網路廣告信最新防範技術及 Botnet 行為模式及防制技術。Routing and 

Operations主題內包含了 IPv6與 IPv4共同運作的相關路由與運作問題；BGP

（Border Gateway Protocol）收斂的相關議題；及 Peer-to-peer這類流量對骨

幹網路運作造成的衝擊等等。Security主題則討論網際網路維運者，在處理

跨網路領域問題時的溝通協調機制等。 

相 關 資 訊 已 在 網 站 上 公 佈 ： http://www.2006.apricot.net/ 或

http://www.aprico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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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議過程（Program Schedule）及內容 

（一）議程：詳細資料請參考附錄 

Wednesday, 1 March 

 09:00 ~ 10:30 Opening Plenary Session 

11:00 ~ 12:30 Concurrent Sessions (Peering Track、SPAM、Addressing & 

Renumbering、Routing/Operations、APNIC Database SIG、

APNIC IPv6 SIG ) 

14:00 ~ 15:30 Concurrent Sessions (Peering Track、SPAM、Access、

Routing/Operations、APNIC NIR SIG、APNIC Routing SIG) 

16:00 ~ 17:30 Concurrent Sessions (Peering Track、SPAM、Wireless 

Network、Routing/Operations、APNIC Routing SIG、) 

Thursday, 2 March 

09:00 ~ 10:30 Concurrent Sessions (DNS、IAB IPv6 Multihoming Panel、

Network Analysis Tools、Routing/Operations、APNIC Policy 

SIG) 

11:00 ~ 12:30 Concurrent Sessions (VoIP、IAB IPv6 Multihoming Panel、

Routing/Operations、Security、APNIC Policy SIG) 

14:00 ~ 15:30 Concurrent Sessions (Content Track、Routing/Operations、

Security、APNIC IX SIG、IPv6 Summit 2006) 

16:00 ~ 17:30 Concurrent Sessions (Content Track、Routing/Operations、

Security、APNIC DNS Operation SIG、APNIC IX SIG、IPv6 

Summit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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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會專題座談會（Plenary Panel）：分別提出網際網路路由安全之增進

方法；及分析探討網際網路的整合（Convergence）趨勢。 

網際網路路由安全之增進方法由 BBN的 Dr. Stephen T. Kent教

授提出，網際網路路由交換安全方法主要著重於自治區（Autonomous 

System）之間的路由交換，因為自治區內的路由環境是由一個公司

或組織可以掌控的環境，但是自治區之間的路由交換就需要參與路

由交換雙方互相信任及協調後才能達成，所以自治區之間的路由交

換就需要再加入一些認證查核機制，以確保該自治區交換給另一自

治區的路由是經過認可的、是可以交換這些特定的路由資訊的。Dr. 

Stephen提出了一種 PKI設計可以達到上述的路由安全交換目的，這

個設計利用了 RFC 3779 中定義的擴充認證方式表達 IP 區塊及

Autonomous System Number，並且同時比較現行管理這些資源的單

位（如：RIRs，LIRs/NIRs，及 ISPs）中的組織架構，這個方式不需

要依賴新的認證欄位，也不像傳統的 PKI 需要發送憑證給資源使用

者，而是透過查證 ROAs（Route Origination Authorizations）來達到

目的。 

分析探討網際網路的整合（Convergence）趨勢問題的是 APNIC

的資深研究科學家 Geoff Huston，Convergence一直是資訊通訊產業

中一直備受討論的話題，最近因為聲音、影像及資料傳輸的整合，

讓人們又不斷地討論 IP 將是這 3 類傳輸的整合服務提供者。

Convergence 就是利用一個網路平台提供多樣化的服務需求，

Convergence 便可以使成本支出降低、增加網路價值、增強服務需求

控制、並有極高的邊際效應。在這個趨勢分析演講與討論中，Geoff 

Huston 利用收集數年的資料，證實這些想要整合網際網路服務的業

者目前都是虧損連連，真正能夠讓網路環境發揮效益從中獲益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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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都是儘可能單純化網路環境讓網路負載保持最低，憑藉單純網

路環境創造出的單一特殊化附加價值才是效益最大的。 

（三）研討會內容分為 12個主題 

1. 網際網路互聯（Peering Track） 

2. 垃圾郵件議題（SPAM） 

3. 網際網路位址及重分配（Addressing & Renumbering） 

4. 接取網路議題（Access） 

5. 無線網路議題（Wireless Networks） 

6. 網域名稱主機議題（DNS） 

7. 網路電話議題（VoIP） 

8. 第六代網際網路協定相關議題（IPv6） 

9. 網路分析工具（Network Analysis Tools） 

10.網路內容（Content Track） 

11.網路路由及運作議題（Routing/Operations） 

12.網路安全議題（Security） 

 

依各項分類分別說明如下： 

1. 網際網路互聯（Peering Track），分成 3個部份： 

 回顧過去亞洲網際網路互連的歷史，及澳洲網際網路互連發展的過

程，希望能夠藉由這些演進歷程，預測亞太地區網際網路互連發展

的方向，並協助亞太地區網際網路互連順利演進。 

 利用最近網際網路互連社群及網際網路互連的相關研究，探討網際

網路內容業者（ICP）的互連型態與觀點；一般網際網路服務提供者

（ISP）互連評估模式之合理性；並希望藉此討論機會促成亞太地區

更多網際網路互連與合作。 

 網際網路互連模擬運作探討，這個部份利用網際網路互連模擬軟體

 6



 

讓與會者及講者進行高度互動，藉此模擬讓每一個與會者有機會更

深刻了解網際網路互連的運作及問題。 

2. 垃圾郵件議題（Spam），分成 3個部份： 

 說明 Botnet（一種被遙控的電腦網路）的運作、目的、危險性、及

如何防範等問題，目前所知很多亞洲區域國家的電腦系統因為管理

及保護不善，大量被搖控供做多種不當用途，希望藉此一議題的討

論及說明，讓與會各界重視此一問題，並能藉此促進跨國合作防範

此類之事件。 

 開放討論防治 SPAM 黑名單之相關策略，藉此討論讓網際網路服

務提供者能彼此交流防治 SPAM的經驗。 

 探討現在及未來的 SPAM過濾工具及技術，包含非自我學習型（特

徵法、黑名單法、流量分析法等）及自我學習型（向量分析計算、

向量模式、樣態學習法等）的 2種工具，藉此讓與會人士更熟析這

些工具的優缺點。 

3. 網際網路位址及重分配（Addressing & Renumbering）： 

 分析探討 IPv4 不足使用的現況及後續影響，並分析網路位址用盡

後對產業界的可能影響。 

 討論如何有效利用 IPv4 有限的位址達到最有效率使用的目的，另

外探討因應 IPv4位置不足狀況，如何設計規劃網路環境之問題。 

4. 接取網路議題（Access）： 

 討論 Metro Ethernet的發展趨勢與優缺點；DSL 類的接取網路應用

經驗交流；及語音、影像、資料傳輸在接取網路環境中面對的挑戰

與解決方法等。 

5. 無線網路議題（Wireless Networks）： 

 討論無線網路建置與發展的關鍵技術，並針對 ISP提供的無線網路

環境與行動電話網路結合運用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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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網域名稱主機議題（DNS）： 

 DNS為網際網路各項應用的基本服務，DNS的存在與正常運作將

對人們使用網際網路有著很重要的意義，故此議題討論 DNS運作

安全的問題，及最佳的 DNS Anycast的建置服務環境等。 

7. 網路電話議題（VoIP）： 

 說明 SIP-IX建構的技術與應用功能；利用 VoIP建立 ISP之間的溝

通熱線，以利及時解決網路問題；另有紐西蘭人士說明建構 VoIP

之經驗，並提供紐西蘭建構 VoIP環境的優劣分析。 

8. 第六代網際網路協定相關議題（IPv6）： 

 延續近幾年來的 IPv6技術探討，內容包含日本 IPv6發展現況說明；

日本 IPv6網路交換中心之運作概況；韓國的 IPv6 DNS建置經驗；

最重要的是希望與會人士分享彼此的 IPv6環境建置經驗。 

9. 網路分析工具（Network Analysis Tools）： 

 分享利用 Shell Script及 Perl自行製作網路管理工具之經驗。 

10. 網路內容（Content Track）： 

 澳洲的網際網路內容過濾經驗分享，透過國家政策引導澳洲訂定網

路內容分級標示，以便於網路內容過濾之施行。 

 內容交換器及應用最佳化技術設計適當資料中心之經驗交流。 

11. 網路路由及運作議題（Routing/Operations）： 

 Peer-to-peer（P2P）服務控制技術探討，分別提出 2種作法因應 P2P

流量的挑戰，第一種方式為：深入封包檢查後，利用收費及控制流

量機制導引網路頻寬公平使用。另一種方式為：P2P快取，引導

P2P 流量優先由自治區內部取得資源，以避免聯外頻寬的耗費。 

 分享網路路由交換之研究成果，以便於路由資料之監控與掌握。 

12. 網路安全議題（Security）： 

 提出 ISP網路安全管理之日常工作內容，並藉此說明 ISP處理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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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議題時的重點任務，並希望藉此交流機會提升 ISP處理資訊安

全問題時能更得心應手。 

 

（四）實際應用展示會內容（Demo Exhibition）：新的網路技術產品與相關

實作展示。主要參展單位包含 Juniper、Cisco、Alcatel、Packet Design

等本次會議主要贊助的設備製造商及網路服務廠商等，內容包括各家

廠商新型設備與技術，網路流量分析管理軟體展示，網路相關服務展

示說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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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會議心得 

（一）APRICOT 是非官方式的會議活動，而 APRICOT 會議最重要目的之

一就是希望透過非正式官方的交流互動，屏除國家的界限促進亞太地

區的網際網路現況交流，促使各國均衡發展網際網路環境，間接促成

亞太地區網際網路合作及互連等等。亞太地區的網際網路發展因各國

經濟狀況不同而有不同的發展，藉由此次會議觀察發現：日本、韓國、

澳洲、新加坡及我國是亞太地區網際網路發展較為領先且自由的國

家，中國近年來急起直追上述 5個國家，不論在軟體技術的研發、硬

體設備發展等方面都已經逼近這 5國，甚至在部分領域的實作與技術

已超越這所有亞太地區國家，但是中國的網路自由度仍是遠遠落後

的，因此也限制了中國網際網路的創造與發展，我國在網路自由度的

優勢是中國在短期內無法超越的，我國應該妥善利用此一優勢，正面

看待我國任何網際網路上的創新與創意，並適當鼓勵國人進行網路創

作與創新應用。 

（二）網路互連（Peering）是網際網路運作的關鍵活動之一，透過 ISP的網

路互連才能達到今天的網際網路規模與環境，APRICOT 議程訂定時

特別考量網路互連的重要性，因此連續幾年 Peering 都是 APRICOT

會議中的主要議程之一，也因為亞太地區國家之間大多數以海相隔，

Peering 的成本遠高於歐美國家，也提高了亞太地區各國網際網路互

連與合作的門檻，APRICOT 有鑑於此每年均提供相關問題討論議

程，並安排相當多的時間供各國網際網路業者組織互相交流與瞭解困

難。國內的網際網路環境發展趨於成熟，國內組織與業者間的 Peering

運作約與歐美國家之模式相當，但是跨國的 Peering礙於海纜成本過

高，如何克服此一門檻？我國仍有相當大的努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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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Pv6 發展近幾年來在亞太及歐洲地區進展最快也較重視，但是一直

缺乏適當的推廣應用環境是相當大的致命傷，這次會議中美國的

Comcast 公司在規劃該公司有線電視系統網路化需求時，發現 IPv4

的定址根本無法符合需求，只能轉用 IPv6 的定址方式，同時也因為

此一需求已達到經濟規模，硬體設備廠商也願意投資開發相關軟硬體

供 Comcast使用。國內開始大力推動 IPv6應用發展也已超過 4 年，

但是因為缺乏類似 Comcast 這類的需求，導致實際應用需求仍非常

低。 

（四）SPAM 的問題困擾各網際網路業者與組織已經接近 10 年，最近更因

為網路遠端控制攻擊（Botnet）、網路釣魚（Phishing）等嚴重的資訊

安全問題均透過 SPAM 方式滲透至各個組織、業者、與個人電腦造

成各界嚴重損害，所以目前 SPAM 的防治工作亦為資訊安全重點工

作之一，資訊安全工作亦需要評估納入 SPAM 防制，以避免 SPAM

之滲透危害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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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對於未來國內的網路發展建議事項 

IPv6此一網路定址技術已經制訂完成約 12 年了，但是截至目前為止因

為 IPv4網路位置使用因緊縮控制得宜，及 NAT等相關技術發展之故，仍未

到達先前預期的 IPv4 位址大量不足的地步，而這次會議中 Comcast 說明因

應未來該公司有線電視系統網路化需求時，大幅調整了原有之有線電視系統

使之網路化，但因為用戶數過多之影響，該公司的網路位址需求突然因此而

暴增，IPv4已無法滿足該公司的需求，將因此朝向使用 IPv6 來做所有用戶

的網路定址，此一事件正說明了 IPv6 不一定得取代原有 IPv4的環境，IPv6

可以用於一些特殊環境與需求中。目前國內 IPv6 相關計畫的主要方向是將

IPv6視為 IPv4的取代者，而非優先將 IPv6應用於特定之環境與需求，國內

此一推動方向恐無法將 IPv6應用於適當的場所，間接也壓縮了國內 IPv6技

術發展，若能重點式朝向配合特殊需求及特定應用面推展 IPv6，可能可以

促進國內 IPv6應用發展並提升國內 IPv6相關技術。 

資訊安全問題是近年來深深困擾各個資訊環境與組織的最重要問題之

一，國內的網際網路應用發展約與歐美國家同步，國內網路發展歷程中的最

初也最重要的莫過於各級學校資訊化相關措施，國內資訊安全的推動目前也

是選擇教育體系優先進行推動，一般來說教育體系的教師與職員接收資訊化

程度相當高、執行能力優良、訊息傳達管道通暢，學齡兒童及青少年的吸收

能力也最強。目前教育體系上網人口約佔國內總人口 20%，若能提供適當協

助予教育體系優先執行資訊安全推動工作，讓所有國民從小建立資訊安全觀

念，讓教育體系全面實施資訊安全工作，對全國資訊安全推動將有莫大的助

益，將來更可以將資訊安全落實到各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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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研討會的相關資料 

研討會的相關詳細資料於下列網頁中

http://www.apricot2006.net/index.php/fuseaction/home.program 

 

八、 附錄 
會議議程與內容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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