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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前言  

本次｢亞太區網路治理論壇 (簡稱 APrIGF)｣由交通部郵電司簡

任技正蔡怡昌及技正吳昆諺參加，亞太區網路治理論壇自 2010 年

開始舉行，先後舉辦地點包括香港、新加坡、東京、首爾、新德

里、澳門，去 (2016)年在台北舉行並由交通部主辦，本次 2017 年

論壇於曼谷舉辦。  

網路治理將帶動全球多方利益關係者 (multi-stakeholders) (產

業界、學術界、公民團體、民間非營利機構 ) 可以和政府以「平

等、公開、  透明」方式，共同擬定國際或國家的網路政策。  

網路治理工作之定義係集體規則、程序及影響網路基礎設

施、互動做法、交易內容等相關方案，並涉及明顯的公共政策問

題，如垃圾郵件、隱私、網路犯罪、安全及網路發展等；網路治

理探討之安排則為多邊、透明、民主，並邀集公、私部門、民間

社會、國際組織共同參與及進行討論。  

聯合國自 1999 年至 2015 年，已就網際網路治理（ Internet 

Governance）議題召開了包括「世界資訊社會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WSIS）、「網路治理論壇」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GF)等會議，由於網路議題跨越國

界，每年皆吸引世界各國多方利益相關團體代表的積極參與；區

域型  IGF 及國家型  IGFs 也陸續展開，從多元不同面向探討網

路治理的各項重要公共政策議題。  

2016 年第 11 屆聯合國 IGF，提及網際網路之良性發展，帶給

人們資訊化時代，並一直為世界带來好處，同時也存在著嚴峻的

挑戰，包括數位落差的不停擴大、資料外洩、網路攻擊的風險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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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升、新型態網路犯罪及網路恐怖主義的增加等。爰呼籲各國

能於數位落差、尊重不同網路文化、制定各方普遍接受的網路空

間國際合作戰略等領域加強合作，同時，繼續支持包含政府、國

際組織、網路企業、技術社群、民間團體、學術界及個人等多方

利益關係者，多邊、多方參與網路治理探討。  

APrIGF 主要討論議題則涵蓋言論自由、個資隱私、資訊安全、

數位落差、網路管轄權等與各國網路政策息息相關之主題，且相

較於聯合國 IGF 多以「網路治理發展」為主軸，APrIGF 則因為

亞太地區相關國家之網路基礎建設發展現況及民眾上網情形，爰

多強調「普及上網」。  

本報告首先說明 APrIGF 之最新現況，次就本次參與會議重要

議題及內容報告，最後就會議內容研提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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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APrIGF 簡介  

APrIGF 之 多 方 利 益 關 係 者 指 導 小 組 （ Multistakeholder 

Steering Group, MSG）是由亞太區域網際網路社區成員自發性組

織形成的委員會，其目標係支持和保證年度亞太地區 IGF 組織工

作的正常進行，促進和鼓勵在亞太地區的參與網際網治理相關的

所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對話，並作為亞太地區 IGF 社會和全球 IGF

社會之間的介面。  

APrIGF 強調其成員包容多方利益關係者，因此是開放給亞太

地區內任何有興趣的個人並承諾：開放性、透明性和多方利益關

係者合作的組織原則；支持 APrIGF 並維護和尊重所有其他成員。 

今日亞洲網際網路位址成長的需求與其他地區如北美和歐洲

相比不僅越來越大，而且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增加，這是因為有越

來越多的人在亞洲地區使用網際網路。   

APrIGF 除了作為本區域進行一級討論之交流和合作的平台，

同時也盡可能綜合各國的網際網路治理論壇的討論，最終是促進

亞太地區網際網路管理的發展。  

於 2010 年時全球網際網路治理論壇 IGF 之舉行已進入第五

年，在這五年中，許多其他地區，包括非洲，歐洲，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海地區已經建立了區域網際網路治理論壇，在 2010 年之前

亞洲太平洋地區在區域層面上沒有看到平行討論網際網路治理問

題之論壇，因此 2010 年亞太地區第一次召開 APrIGF 來提高認識

及了解網際網路之治理，並鼓勵本地區各地的利益相關者就網際

網路管理問題參與及促進多邊多利益相關方在網際網路相關問題

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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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利益關係者的做法是 APrIGF 的核心原則，重點是提供參

與者討論的多樣性和開放性。重視青少年並將它們作為重要的利

益相關者和下一代網際網路使用者，因此｢青年網際網路治理論壇

(YIGF)｣也是 APrIGF 會議之一部份，他們被關注並每年舉行青少

年各種網際網路治理問題之討論，模擬多方利益關係者討論治理

問題，此為 APrIGF 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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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APrIGF 2017 年會議  

1. 會議過程：時間、地點、行程與議程  

(1) 時間： 2017 年 7 月 25 日至 7 月 30 日。 

(2) 地點：曼谷 (BANGKOK)。  

(3) 行程：  

日 期  行 程  

7 月 25 日 
由桃園中正機場搭乘中華航空班機出發。  

抵達曼谷蘇汪納蓬國際機場。  

7 月 26 日 參加大會主辦之 Newcomers Capacity Building Day。  

7 月 27 日 
至大會會場辦理正式報到手續。  

參加會議。  

7 月 28 日 參加會議。  

7 月 29 日 參加會議。  

7 月 30 日 由曼谷蘇汪納蓬國際機場搭機返抵桃園中正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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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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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會主題  

2017 年 APrIGF 之主軸係確保亞太地區網際網路的包容性及持續發

展，並分為 4 個子主題，包括網路之接取、權力賦予及多樣性、資訊安全、

隱私及更安全的網路、數位經濟與創新能力、網路人權等，並在會議舉行

期間就上述子主題延伸各個不同討論議題，藉以公開諮詢多方利益關係者。 

3. Connecting the Unconnected in Developing Asia for a 

Sustainable Digital Economy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提 出 電 子 摩 擦 指 數 (BCG 

e-Friction Index)排名報告，該指數針對全球 65 個經濟體，並依據

個別國家或地區之網路基礎建設 (涉及基本接取服務 )、資訊流通

(關係線上服務內容之可用性及訪問權 )、企業應用電子商務及消

費者從事網路交易所面對之障礙等項目，評估各經濟體在網路使

用發展時所遇到之阻力。  

電子摩擦指數能夠幫助各個經濟體瞭解阻力之來源及其指數

成長之肇因，並與鄰近經濟體或競爭對手進行比較。利用經濟體

之間作交叉比對，能夠清楚知道個別經濟體產生電子摩擦的構成

要素，及針對上述評估項目所代表之意涵，瞭解所遇到的困難為

何。因此，電子摩擦指數較高之經濟體可以更加容易消除摩擦來

源。  

另提及全球目前超過 3 億之網路用戶，其中亞太地區占 51%，

且整體成長率達 70%。到 2020 年，國際上 4 分之 1 的新上網用戶

將來自發展中的亞洲國家；而目前亞洲地區未使用網路之人口占

比達 75.3%，主要問題包括偏鄉、文盲及無網路服務，解決方法

則為電信基礎建設的投資及降低電子摩擦，如改善網路基礎設

施、增進在地化的數位內容與服務、優惠的接取服務及建立能力。 

此外，綜觀網路快速發展的原因，包括光纖網路之普及與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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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之就位 (如平板電腦及手機等 )，還有數位社會的關鍵因素，

如數位公民、數位生活、電子商務等。  

最後現場參加之多方利益關係者就網路發展的挑戰與機會，分

為 3 個小組進行相互討論。  

4. Community Networks and Public Access to ICT 

印尼上網人數達 1.3 億，其中男女比例分別為 51.8%及 48.2%，

而且 65%的網路用戶來自該國人口密度最高的島嶼，爪哇島，也

是首都雅加達所在地區，進一步分析用戶的上網行為，可以發現，

比 例 最 高 的 是進 行 資 訊 更 新 (25.3%)， 其 次 依 序 為 工 作 相關

(20.8%)、休閒 (13.5%)、社交 (10.3%)、教育 (9.2%)、娛樂 (8.8%)

及購物 (8.5%)。  

上網人口之年齡則以 35 至 44 歲居多，占 29.2%，其次為 25

至 34 歲，占 24.4%。另頻繁拜訪的服務內容多寡依序係社群媒體、

娛樂、新聞、教育、購物及公共服務等。其中，社群媒體又以臉

書最多，再者則為照片分享、YouTube 等。  

印尼國家圖書館於 2015 年推出全新線上服務， Indonesia One 

Search(IOS)，並類似於 Google 搜尋引擎，讓民眾能夠從一個簡單

的界面，得到政府、大學、私人研究機構等單位所擁有之各種知

識資料，直到 2016 年已經連結超過 300 個資料庫，同時高達 670

萬人受益，透過這樣的方式，輕鬆達成線上教育之效益，並對青

年、女性及偏鄉地區民眾創建具體而成功的影響，如工作機會增

加、改善農民之農作生產、提供健康資訊等。  

另在太平洋區域的 22 個國家或領土，如萬那杜等，大多數都

在小島發展，其陸地極小且人口極少，故網路傳輸及基礎建設的

成本較高，需要透過衛星服務及海底電纜帶來較快與穩定的寬頻

網路。在萬那杜，超過 75%的人口擁有手機，且當地電腦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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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昂貴，爰手機成為上網的主要工具。  

在萬那杜所進行之無障礙網路試點計畫，先於該國城鎮及鄉村

地區訪問超過 200 位身心障礙人士，發現主要共同問題為許多人

沒聽過網際網路、沒有手機，就算擁有，也不是智慧型手機、因

為許多地方的電力接取有限，所以手機的電池壽命變得相當重

要。該計畫的作法包括提供可簡單使用的網站、網路設施、產品

及服務、價格補貼及針對身心障礙人士設計 ICT 使用訓練等。  

另 泰 國 之 The Research Center of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Knowledge Management (CCDKM) ，從 2006 年開始

辦理線上及實際教育學習，至今已經訓練 34 萬的數位弱勢人口，

同時確保兩性的平等，並榮獲 ITU 及聯合國婦女權能署表揚，彰

顯其透過 ICT 技術讓當地女性能夠獲得更好的教育與資訊，且改

善女性在就業市場之弱勢，及提升政治之參與。  

泰國自 2014 年開始推動 Smart Thailand 2020 之政策，主要係

推廣高速網路到各個家戶及相關應用領域，並透過持續改進基礎

設施及增進無線網路的涵蓋率，預期將建置近 20 萬個網路接取

點，希望在 2015 年家戶涵蓋率達 80％，至 2017 年則將提升到 95

％，以減少整體國家 ICT 使用障礙之情形。  

5. Youth-driven internet Governace Related initiative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及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在泰國推動校外學童行動素養

的培育計畫，目的係偏鄉地區 4,000 名弱勢學童能夠在社區中心

或學校，獲得基本素養及算術技能，以及 100 位已完成訓練並上

線的教師，且由 MicroSoft 提供每 4 位學童共用一台平板電腦。  

計畫內容另包括透過衛星電視與 pocket wifi 來提供教育服

務，及真實點擊生活內容（線上影音教學平台），其中，電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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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超過 50 個頻道及 DLTV 頻道（教育性之公共電視頻道，內容

含括科學，宗教，音樂，哲學，語言，文學等學科，及小學、中

學及高等教育等區分類別）。網路部分，則是在學校設置無流量限

制之 4G 服務，再藉由 pocket wifi 進行分享。  

另每台平板電腦上均裝有 LearnBig 之行動應用程式，語言包

含泰語在內，擁有線上超過 700 個教育資源，並具有追蹤功能，

當所有資源被讀取時，就會記錄下來。MicroSoft 亦改善該平板電

腦之內容，除新增 Office 軟體外，尚包括具教育性質的遊戲程式

等。  

6. Universal Acceptance:An Elixir to Inclusive and  

Multilingual Internet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s（ IDNs）將能讓人們以當地語

言與文字來使用網域名稱，如阿拉伯語、中文、梵文等。其以 ASCII

字串儲存在網域名稱系統之方法，係將各種語言之網域名稱轉碼

為 Punycode。  

目前網路內容、網域名稱及應用程式均以英文為主，而下個十

億網路使用者則將是以當地語言為主的，並不是因為英文不夠友

善，或是因為英文介面阻礙這些人上網，而是 IDNs 及 Email 

Address Internationalization（EAI）讓人們能夠選擇自己熟識的語

言進行網路使用，以解決數位落差及實現網路包容性之目標。  

以全球而言，會說英文的人約 15 億，以其當母語的人為 3.75

億，而說中文者，會說與當母語的人分別為 11 億及 9.82 億，印

度語會說與當母語的人則分別為 6.5 億、4.6 億，故 IDNs 及 EAI

的發展將具有相當潛力。  

另外，EAI 除可以用各種當地語言來作為 E-mail address 外，

亦可用特殊符號，例如 :愛心、打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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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eveloping a Diverse and Inclusive Internet Through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s 

Domain Name System（DNS）係當電腦發送域名網址給 DNS

伺服器時，該伺服器回傳 IP 位址給電腦，域名網址與 IP 位址為

網路的唯一識別碼。域名網址可分為頂級域名：如 .com、.net、.org，

國碼：如 .vn、 .sg，及 IDNs。 IP 位址則分為 IPv4 及 IPv6。  

亞洲地區目前有超過 30 億的上網人數及 3 億個域名，不久的

將來上網人數將突破 40 億，因此域名會有相當高的發展潛力，尤

其是因為 IDNs 的推動。  

另外，為因應 IDNs 的開放，解決不同語言域名之授權問題，

而創建 Root Zone Label Generation Rules（RootLGR）程序，目前

已完成的，如 Arabic、Thai、Lao 及 Khmer 等語言之 LGR，正在

進行中的，包括中文、韓文及日文之 LGR 等，其可能遇到的問題，

例如：某些單一個簡體字與繁體字在中文的意義一樣，但該簡體

字在韓文及日文卻又不一樣，或者以日文而言，單一名詞的漢字

表示方式有各種不同方式，勢必需要減少授權種類。  

8.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sia Pacific : 

Access to Knowledge in the Marketplace 

印度的 The Centre for Internet & Society 與北京大學為期 3 年

的合作，針對中國的網路政策及法律，從著作權，專利權，中介

責任及競爭等角度，來看售價低於 100 美元之手機，其硬體、軟

體及內容等設計情形。  

其中，以硬體而言，一支手機包含超過 105 個標準，而且每一

個標準又可能含有 5000 至 6000 個專利，這些寫進標準的專利稱

為標準基本專利，在中國及印度因為法律制度不同，故專利之大

量註冊及其保護，與競爭法之競合問題，例如： 當 某 廠 商 為 阻 止

其 他 廠 商 的 生 產 製 造 ， 而 註 冊 了 一 個 專 利 ， 政 府 單 位 是 否 能 夠 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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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強 制 授 權 ， 其 衝 突 解 決 機 制 或 競 爭 管 理 機 關 與 法 院 之 相 互 作 用

均 不 盡 相 同 。  

另 在 手 機 上 日 益 發 展 的 應 用 程 式，涉 及 軟 體 及 硬 體 的 設 計，特

別 是 Google Play 商 店 這 個 平 台，提 供 許 多 好 用 的 程 式，政 府 應 該

對 於 消 費 者 在 平 台 進 行 交 易 下 載 時 給 予 安 全 保 護 。 此 外 ， 正 因 為

應 用 程 式 受 到 消 費 者 喜 愛 ， 所 以 許 多 手 機 製 造 商 ， 在 產 品 出 廠 時

會 直 接 預 為 安 裝 ， 這 也 有 可 能 在 未 來 引 發 專 利 訴 訟 的 問 題 。  

中國正在修改版權法，希望學習北歐國家，擴大集體管理，這

是另一種法律設計，透過各國政府核准設立之集體管理組織，來

管理網路上一些未獲同意的版權使用，且傳統一對一之非線上授

權機制，對於網路已如此發達的現在是相當不方便的做法，所以

透過上述管理組織達成線上授權，係更為有效又能實現大規模授

權的方法。  

9. Supporting National 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s for Improving Cyber Security 

來自台灣、泰國、不丹及東加等不同國家資安組織之代表，分

享渠從事網路安全相關工作之經驗，並提到 2014 年至 2016 的 IGF

努 力 建 立 並 支 援 Computer Security Incident Response Team 

(CSIRT)從事網路安全工作，例如 :打擊網路犯罪、隱私維護、協

助正經歷網路安全攻擊或遭遇網路安全事件的人們。  

其中，來自台灣國家電腦事件處理中心的 Julie Wang 提到該組

織主要成立目標係建立政府機關在資安事故之處理能量，及面對

資安事故時發揮及時監控、協調、反應及處理的能力。領域涵括

交通運輸，醫療，金融，高科技園區、電信等面向。目前組織約

有 100 名員工，當中 25 人為負責資安事件回應。另外，我們並向

國內單位共享國際資安相關資訊，協助該等單位成立屬於自己的

資安緊急應變小組，及建立網路安全監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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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台灣國家電腦事件處理中心已經成立超過 10 年，從一

開始只能處理突發事件，包括惡意軟體攻擊之處置、資訊相關法

律問題研議等，到現在可以進行大數據分析，未來將關注物聯網

可能所存在之資安問題，及資安推廣工作，並與公眾、媒體進行

充分意見溝通。  

Julie Wang 另提及目前網路的資安問題日趨嚴重，不但對政府

機關產生威脅，並對國家的基礎建設，如交通運輸系統、水資源

及能源等領域，所以在台灣，政府開始嘗試且由我們協助這些基

礎建設負責單位，在三年內建立屬於自己的資安中心及 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s(CERT)。  

10. National Policies and industry Strategies on IPv6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Pv6 對於網路治理正在積極推動之下個 10 億網路人口具有加

乘作用，但目前全球普及率僅 8%，其中發展最好的前三名分別為

比利時 (53.83%)、瑞士 (36.46%)及美國 (33.88%)，台灣則排名第

42，僅 2.01%。前 10 名來自歐洲的共有 7 名，美洲的則有 3 名，

亞太地區則沒有任何國家。  

雖然全球 IPv6 普及率不高，但其發展環境卻日趨成熟，終端

產製造商，如蘋果電腦，已經開始支援僅採用 IPv6 之網路；另像

T-mobile、SKTelecom、JP mobile 等電信營運商亦開始提供服務，

而且包括 Google、Youtube、Facebook 及維基百科等內容服務也

開始支援。  

全球 IPv6 發展的共同挑戰則包含因為無客戶需求，導致 ISP

業者不提供支援、私人企業之人力資源及員工訓練所增加的成

本、客戶之連網設備並不支援 IPv6、ISP 業者能夠提供 IPv6 服務，

卻被動等待客戶提出需求、對小型公司而言，導入 IPv6 需增加額

外設備成本及擴增限制、技術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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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挑戰之解決方法則為要求網路服務供應商支援 IPv6、提

升消費者對於支援 IPv6 產品之認知、加強推廣企業使用 IPv6、針

對中小企業及發展中國家訓練合適工程人員等。另外，如日本自

2016 年開始，行動寬頻網路都基本支援 IPv6，在此之前， IPv6

僅是選項，有需求方才提供。其中三大電信營運商 SoftBank、NTT 

docomo、KDDI 分別於 2016 年 6 月、2017 年 7 月及 2018 年 3 月

開始施行。  

11. AP* Community Update 

Internet Society(ISOC)成立主要目的係促進使用網路使用，並

讓網路屬於每一個人，同時希望大家能參與他們，共同為全球網

路之開放、蓬勃發展及實現人人受益而努力。2017 年的目標則為

增進網路信任、解決數位落差、更強而有力地在全球網路政策上

進行發聲、維護網路之基礎與未來等核心要素。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

的任務為確保網路獨有的識別系統能夠穩定且安全的運作，並負

責 IP 位址、通用頂級網域名稱 (gTLD)、國碼頂級網域名稱 (ccTLD)

等發展政策之建議。最近將於 2017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3 日在

阿布達比舉辦 ICANN 60 會議及 2018 年 3 月 10 日至 15 日在聖胡

安舉行 ICANN 61 會議。  

ALAC/APRALO-ICANN 則負責處理全球民間網路社群對於

ICANN 與全球網際網路相關政策建議，並建立 ICANN 與各地區

160 多個群組的網路使用者之溝通協調平台。  

12. Upgrade Required：Obfuscation and Cryptographic 

Standards gor Data Protection Law in the Age of 

Linked and Big Data 

個人資料的保護並非絕對權利，不能單純從法律角度來看整個

問題，必須考慮其他社會責任及權力，並以平衡且對稱的原則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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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方面權利。  

在大數據時代，數據將不只是自己使用，在提供他人時，必須

考慮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問題，進行去識別化作業，雖然全球目前

已有 ISO29101「個人資料去識別化過程驗證及控制措施」之規範

可依循，但個人資料的定義及範疇仍是相當重要。  

來自工業技術研究院巨量資訊科技中心的黃維中博士提及，臺

灣對於去識別化已訂定 CNC29100、CNS29191 驗證標準，該院並

研發隱私保護 (去識別化 )之軟體，協助政府單位所蒐集之資料，

能夠順利進行去識別化之工作，並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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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四、心得與建議  

APrIGF 從開始舉行至今仍維持其一貫強調之普及上網，今年

在泰國曼谷舉辦時，許多場分組會議都在探討泰國政府如何讓偏

鄉地區的弱勢民眾及學童能夠參與網路，並藉此進行線上教育與

學習，同時呼應下個十億上網人口相關政策。  

本次與會期間，許多代表都對臺灣 2016 年舉辦之 APrIGF 讚

譽有加，無論會議規模、出席人數、會場軟硬體設施都為歷年之

最，並留下深刻印象。  

網路安全、人權、隱私及個人資料保護、網域名稱亦是歷屆

APrIGF 討論的重點項目。另外，從 2016 年及 2017 年，包括國際

化電子郵件地址 (EAI)及 IPv6 等議題持續都在論，其中，EAI 在兩

屆會議都提到將會成為下個十億上網人口的重要關鍵角色；而

IPv6 則同樣提及在部署上遭遇之困難及其全球普及率不高等問

題，雖然台灣排名第 42，但隨著國內電信營運商準備好提供該服

務，2018 年將會有爆炸性成長。同時 IPv6 的部署，對於私人企業

而言，誠如與會者在分組會議所提出之問題，看不到導入的好處，

也無法有足夠的利基可以說服公司的高層來全面改換 IPv6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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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   件  

「亞太區網路治理論壇 (APrIGF)」2017 年會議重要簡報  

IPv6 全球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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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組織簡介 (1/5) 

 

 

ICANN 組織簡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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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組織簡介 (3/5) 

 

 

ICANN 組織簡介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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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N 組織簡介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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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資料去識別化之方法 (1/3) 

 

數據資料去識別化之方法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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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資料去識別化之方法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