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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9 年日內瓦國際電信(展)研討會｣係由聯合國轄下設於瑞士日內瓦之國際

電信聯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簡稱 ITU)所籌辦，其目的乃為

彰顯該聯盟成立多年來，致力於政府公部門與私(部門)人企業間，針對網路科技發展

與網路產品所提供之各類服務，以及持續不斷地就全球無線電頻譜分享、衛星軌道分

配、改善通信基礎建設及制定世界通信標準與通信協定所做之努力，俾促使世界各國

廣大之通信系統，能以無縫接軌方式連接等領域之成果。 

 

國際電信聯盟每年並藉由辦理多次世界性展覽與研討會之機會，以聚集各會員

國、獨立會員及最具影響力之新進國家代表，就電信工業進行意見交流暨專業知識與

專業技術之分享，並擕手共同面對當代之氣候變遷及網路資訊安全等之各項挑戰。 

 

 一、目的： 

參加本次「2009 年日內瓦國際電信(展)研討會｣之目的，乃係藉由歐、美、日各

國知名之電信、電腦與多媒體等製造廠商之參展商品，俾充分暸解各項專業設備之發

展現況與未來趨勢，以作為往後相關業務執行之重要參考；同時亦可經由參與技術研

討會之機會，吸收各項先進之專業技術與觀念，以期拓展自身之視野。 

 

二、過程： 

(一)「2009 年日內瓦國際電信(展)研討會｣自 98 年 10 月 5 日至

98 年 10 月 9 日為期 5天，在瑞士日內瓦國際機場旁之 PALEXPO

展覽會館舉行。 

 
第一天上午舉行開幕式後，隨即

展開一系列之展覽及研討會活動，其

中來自世界各國之參展廠商及機構

共計約 450 家(包括歐洲之瑞士、英

國、法國、德國、義大利、荷蘭、比

利時、西班牙、蘇聯與波蘭，美洲之

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亞洲之中

國、香港、日本、韓國、印度、印尼、

新加坡與馬來西亞，以及非洲之南

非、烏干達、肯亞、與賴及利亞等國

家)，至於各類研討會亦有 50 場次，其主要議題茲摘錄如下： 

2009 年日內瓦國際電信(展)研討會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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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信等相關產業，如何面對全球性經濟

危機，並使其有效復甦。 

2009 年日內瓦國際電信研討會展覽館 

2、如何藉由重要之電信產業投資，以增

加全球之就業機會，並促進經濟之蓬

勃發展。 

3、如何取得自由市場機制與政府干預之

平衡點。 

4、資訊與通信科技及寬頻，已成為 21 世

紀之基礎建設，如何透過此角色之扮

演，以利支撐經濟之成長、教育之普及

暨醫療與照護之安全等，俾達成社會所

期望之目標。 

2009 年日內瓦國際電信研討會展示區 

5、資訊及通信業者，如何運用商業廣告

之收入，對未開發國家之電子醫療

(E-health)提供免費服務之探討。 

6、就全世界有線電與無線電其建置比例之

探討。 

7、針對資訊與通信業之執行長(CEO)與技

術長(CTO)，舉辦如何因應全球性與地

方性商業環境之圓桌會議。 

2009 年日內瓦國際電信研討會展示區 

8、如何面對下(新)一代全球性通信連結之

網路、設備、服務與運用及通信協定制

定之目標，進行前瞻性技術研討。 

9、政府部門如何利用資訊與通信設備，以

面對及主導氣候變遷、溫室效應、綠色

能源及節能減碳等政策之推動，另在選

取與購置該等設備作決策之同時，如何

就節能減碳之要求，做出明智之抉擇。 

10、如何有效保護網路資訊安全與智慧財

產權。 

 

綜觀此次展覽會與研討會之主題，所有之焦點均著重在，行動、無線、3G(第三

代)行動電話、寬頻服務與應用、網路與通信設備、電腦軟硬體、資訊安全、資訊平

台與服務、科技攝影設備、影像、語音服務、廣播、電視、多媒體、娛樂、電纜、光

纖、電纜管溝挖掘與管路(子)布放機具、電子醫療(E-Health)系統與供殘障人士使用

之通信設備及太空與衛星通訊等為主軸。 

 

最後一天上午則為閉幕式，所有活動亦在其後，陸續劃下完美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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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參觀展覽會與本局機電業務相關之產品，茲提供参考如

下： 

1、智慧型大樓管理系統(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 

本系統係藉由整廠套裝之電腦系統，以遠端遙控(現場各項設備之開或關)

及監視(其運轉與故障之狀態)一般建築物(如商業大樓、百貨公司、醫院、學

校、圖書館、銀行、工廠與飛機場等)內之電力、照明、通風、空調、消防、

火警、給排水與門禁等系統，此等系統在台灣市場上，已有近三十年之歷史，

故就技術層次而言，可謂相當成熟；惟該系統之特色是設置於拖車內之可移動

式機房，如此可針對客戶臨時性、急迫性或既有建築物之空間不足等需求之前

提下，能夠在短時間內施工與建置完成，以符合買方之即時性需求；其次因其

為整廠設備，並輔以套裝軟體，故不用從零開始撰寫(類似客製化)軟體，同時

由於測試時間較短，整體工期亦隨之緊縮，且系統之可靠性與穩定性亦相對較

佳；此種經營方式，可供本國已兼具軟體撰寫規模暨硬體製造能力之大廠，作

為投資之選項。 

2、電纜管溝挖掘回填與管路(子)布放機具(詳圖 1 圖 2 及圖 3) 

這是歐洲一家廠商所製造之產品，其各種不同機具，不論就純土方區域

或都市之柏油或水泥(剛性)路面，均有對應之管道開挖與回填機具；另管路(子)

布放機具，亦具備上述功能，故就施工之角度而言，可謂省時省力；惟台灣一

般施工廠商，管道開挖多以怪手為之，而管路(子)布放則以人工為之，習慣上

較少使用該類機具；是以該等產品，可供我國管道施工廠商作為採購時之參考。 

 

(圖 1)管溝挖掘機具 (圖 2)管溝回填機具 (圖 3) 管路(子)布放機具 

 

 

3、管中管之電纜分隔袋(詳圖 4 及圖 5) 

如今都市土地是寸土寸金，以台北市為例，本身道路就已夠狹窄，加以

各類地下管道(如軍用及民用之自來水、電力、瓦斯、電話、寬頻、消防及油

管等)密布，另隨著人口仍不斷地移入，上述基本之生活需求，亦隨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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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各類管道需求急速擴張之情況下，可說是「無路可走」；尤其是寬頻電視、

電話與電腦等管道之需求，更是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且供不應求(故本局在高

速公路興工時，亦在地形地物可容納之狀況下，儘量增設管道，除足敷自身之

需求外，其餘裕之管道，將來亦可租予民間行動電話業者使用)。  

(圖 4)電纜穿入分隔袋之示意圖 (圖 5) 電纜穿入分隔袋後之成品 

 

 

綜觀通信產業之長期發展趨勢，乃是走向以光纖電纜(優點：體積小、重

量輕、不易受電磁波干擾與數位傳輸容量大)取代通信銅纜(缺點：體積大、重

量較重、怕潮濕、易受電磁波干擾及傳輸容量小)之必然導向；而一般既有之

塑膠(PVC)管如穿入電纜後，基於後續擴充之需，要在不同時間於同一支管中

再穿入另一條新的電纜時，施工恐較為困難，除非將原管中既有之電纜抽出，

再與新電纜一起穿入，然此時卻須將原電纜接頭拆除(一般電纜接頭經拆開

後，即無法再使用，並得更換新品)方可進行，如此費時、費工、且不經濟 ；

反之，若在一開始布放電纜前，即先將此電纜分隔袋置放於管中，則可避免上

述之缺點，且爾後如有擴充需求時，祇需直接將新增之電纜，穿入原先已預留

在管中之電纜分隔袋內即可，這樣便可有效利用同一支管中剩餘之空間，而不

需重新開挖路面以增加新管，如此亦可避免重複投資，及施工時之困難，同時

亦不致因施工，造成周遭環境與對用路人之衝擊，故此種工法在都市土地資源

有限及管道施工費較高之情況下，不失為一有利之選項，亦值得作為我國工程

設計階段時之參考。  

        

三、心得與建議 

    經由參觀展覽及相關研討會後，觀察到本次美國參展之大廠【諸如 Cisco(思科)、

IBM(國際商業機器)、Intel(英代爾)、Microsoft(微軟)等】，恐因其客戶多屬鉅額採

購之買主，是以均採靜態之看板表達，再輔以技術諮詢與商務洽談方式處理；日本參

展之知名通信及電腦廠商【包括 Mitsubishi(三菱)、Fujitsu(富士通)、NTT(日本電

信電話)等】，其主力在超級電腦、3G 行動電話；另值得注意的是，所謂之「金磚四

國｣中之蘇聯、中國及印度三國，在本次活動中皆有大手筆之展出項目；其中蘇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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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蘇冷戰結束後，將一些原屬軍事用途之尖端太空與通信科技，技術轉移至民間企業

應用，藉以拓展其經濟版圖，俾改善庶民之生活水準，同時亦提出 2015 年達成該國

全面數位電視化之目標；而印度亦挾其世界級電腦軟體專業技術之優勢，並整合於

3G 等通信產品中一併呈現，故能在國際市場上叱吒風雲，闖出一片天；而中國大陸

【參展廠商有中國移動通信、中興電信、大唐電信與華為科技等】之網路與電信相關

科技，則在其龐大內需市場之推波助瀾下，急劇擴張，尤其是行動電話與通信產業更

具傲人規模，成績斐然，著實令人刮目相看。另即使是非洲國家，也不遑多讓，並積

極致力於寬頻技術之推廣，以期由已開發之國家中獲得學習之機會。再者，新一代

4G(第四代)行動電話之開發，更是各先進國家無線網路與通信之新主流。 

 

綜觀本次所有參展廠商，無不卯足全力，展示其最具競爭力之主力產品，藉以

獲取商機；反觀，就本國而言，恐因屬性問題，致政府機關與相關企業界似均未參與；

故本次在會場僅見少數來自台灣之人士參加，實為憾事；但見賢思齊，回顧台灣於近

二、三十年來，雖已從加工出口區之模式中破繭而出，惟仍有待積極加強與落實自創

品牌暨真正分散市場之首要任務；另各類專業人才之網羅、投資與培育，加上觀念與

產品之創新，方能面對來自世界嚴酷之挑戰；而其中國家整體宏觀且前瞻性之經營導

向暨企業之分工與整合，則益形關鍵，如此始能永續經營，屹立不搖。 

 

總體而言，此次瑞士之行，可謂是行萬里路勝讀萬卷書，無論就人生之歷練與

專業領域，均有所增長，雖旅途舟車勞頓，然卻深感不虛此行，獲益匪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