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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後匯流時代帶來各式翻天覆地的變化之中，為了因應社會與經

濟快速發展所需，政府應調適新的規管方向。本會應積極提升數位匯

流及網路治理職能，致力推動匯流法制革新，帶動各項應用與服務，

在經濟典範轉移的今日，扮演重要的驅動角色。現今面對的核心議題

包括因數位化而帶動的各式各樣社會與經濟行為的模式轉變、社會影

響及法規調適，本會應致力創造一個連結未來、鼓勵創新的產業發展

環境，以及相對應的法制架構。 

    國際電信聯盟(ITU)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均指出，建構

良好的寬頻環境為數位經濟發展的基礎，行政院目前推動的「數位國

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2017-2025）」中規劃了建構基礎建設、創新

數位經濟及培育科技人才等重要策略，期盼帶動數位經濟發展及就業

成長，而本會即負責基礎建設分組的跨部會協調規劃工作，基於本會

擔負之任務，NCC 積極規劃前瞻性寛頻建設計畫，以普及化、升級高

速網路為目標帶動新興服務成長，使架構在基礎通訊路網上的網際網

路與各種應用服務能蓬勃發展。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2017 年 6 月公布世界數位化競爭力排

名，新加坡排名世界第一，身為亞洲新興的數位化城市，新加坡不僅

於 2009 年便已完成有線電視全面數位化，在經濟、教育、文化與社

會發展，新加坡近年來的成功在國際上皆是有目共睹，因此，藉由雙

邊會議進行深度的意見交流，並充分瞭解新加坡後匯流時代的政策方

向及產業最新脈動，以作為本會日後政策擬訂的重要參考。 

    本次赴新加坡交流，分別就有線電視費率、頻道分組、必載、加



 

 

值應用服務、節目授權成本、頻道上下架、大數據分析等議題；本國

節目自製規範議題；無線電視發展、普及議題；OTT( over-the-top )視

聽服務發展議題；跨境網路內容及侵權議題；並以本會主政之「數位

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基礎建設組等議題與新加坡方面交換相關

經驗及看法。 

    本次行程除了就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交流外，此行的目的也

規劃與新加坡傳播產業會晤，安排與新加坡無線電視業者新傳媒公司

(MediaCorp)、有線電視業者星和視界(StarHub)、IPTV 業者新加坡電信

(SingTel TV)及總部設立在新加坡的頻道業者 HBO 等。 

    透過此次與新加坡各機關與業者的面對面交流，充分瞭解新加坡

的政策方向及產業最新脈動，將可作為本會日後政策擬訂的重要參考，

為我國通訊傳播產業及數位經濟發展提供更多樣與創新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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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在後匯流時代帶來各式翻天覆地的變化之中，為了因應社會與經濟快

速發展所需，政府應調適新的規管方向。本會積極提升數位匯流及網路治

理職能，致力推動匯流法制革新，帶動各項應用與服務，在經濟典範轉移

的今日，扮演重要的驅動角色，以因應產業未來生機，促進通訊、傳播及

數位環境之匯流。 

    行政院目前推動的「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2017-2025）」中規

劃了建構基礎建設、創新數位經濟及培育科技人才等重要策略，而本會即

負責基礎建設分組的跨部會協調規劃工作。現今面對的核心議題包括各式

各樣社會與經濟行為的模式轉變、社會影響及法規調適，本會應致力創造

一個連結未來、鼓勵創新的產業發展環境，以及相對應的法制架構。 

    爰此，透過借鏡與學習其他國家在有線電視發展上的經驗，不僅得使

本會在協助國內產業突破現有經營所遭遇的困境上有更多樣與更廣泛地

規劃與執行方式外，在面對有線電視數位化後所帶來各式的多元應用服務，

也更能有效率地因應，並提升國家競爭力。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2017 年 6 月公布世界數位化競爭力排名，

新加坡排名世界第一，身為亞洲興新的數位化城市，新加坡不僅於 2009 年

便已完成有線電視全面數位化，在經濟、教育、文化與社會發展，新加坡

近年來的成功在國際上皆是有目共睹，因此，藉由雙邊會議進行深度的意

見交流，並充分瞭解新加坡後匯流時代的政策方向及產業最新脈動，將可

作為本會日後政策擬訂的重要參考，為我國通訊傳播產業及數位經濟發展

提供更多樣與創新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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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及人員 

一、出國時間：106 年 12 月 19 日至 21 日 

二、地點：新加坡 

三、本會出席人員： 

(一) 何委員吉森 

(二) 綜合規劃處王簡任視察伯珣 

(三) 平臺事業管理處田技士政展 

四、行程安排 

日期 時間 行程 議題 

12 月 19 日 

(二) 

7：40 桃園機場起飛 

12：05 抵達新加坡樟宜機場 

15：00 

17：30 
新傳媒公司 

1. 無線電視競爭力及發展 

2. 本國節目自製 

3. 內容產製 

4. 無線電視普及 

5. OTT 視聽服務發展 

12 月 20 日 

(三) 

9：00 

11：00 

新加坡資訊通信

媒體發展交流 

1. 我國及新加坡通訊傳播產業整體發

展及監理政策交流 

2. 因應數位經濟發展推動策略 

12：00 

14：00 
新加坡電信 

1. IPTV 發展及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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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PTV 終端裝置之使用與普及情形 

3. IPTV 頻道規劃及訂價 

15：00 

18：20 
星和視界 

1. 有線電視費率、頻道分組、必載、

節目授權成本、頻道上下架 

2. 有線電視數位化後加值應用服務 

3. 有線電視影音技術進展 

4. 大數據分析 

5. OTT 視聽服務發展 

6. 跨境網路內容及侵權議題 

12 月 21 日 

(四) 

9：30 

11：30 
HBO 

1. 頻道內容規劃 

2. OTT 視聽服務發展 

15：45 新加坡樟宜機場起飛 

20：15 抵達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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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行程紀要 

 

一、 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交流 

(一) 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簡介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 

    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 ( IMDA) 成立於 2016 年 10 月 1 日，

係整併媒體發展局（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MDA）及資通訊發

展局（Infocomm Development Authority, IDA)等 2 個機關。另個資保護

委員會（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也納入 IMDA。該委員

會管理並執行「2012 年個人資料保護法（PDPA）」，還承擔公共教育

和參與計劃中的角色，並幫助組織了解與遵守規範，同時促進對新

加坡個人資料保護重要性的認知。 

    IMDA 之主要任務為推動資訊通信媒體業發展，開創新科技，協

助業者利用科技，積極培訓相關人員等。其願景是創造一個充滿活

力、世界級的 ICM 產業，並促進經濟、結合社群與推動一個智慧國

家。在以任何政策的施行均以發展經濟為優先考量的前提下，IMDA

致力於發展有競爭力的 ICM 產業與人才、推動創新與培育企業精神、

為企業和消費者建立可信賴的環境並連接民眾與社群。 

    IMDA 日前推出加速培訓專才計畫（TechSkills Accelerator, TeSA），

至今已協助 1,000 餘名專業人員接受訓練，預計至 2020 年，參加培

訓者將逾兩萬人。此外 IMDA 也檢視各項補助計畫，提供新創公司

更有效支援與創新空間，並輔導業者利用資訊通信媒體技術發展業

務。 

    IMDA 組織的願景是創造一個充滿活力、世界級的 ICM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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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促進經濟、結合社群與推動一個智慧國家。 

    IMDA 組織架構如下： 

1. 董事會（Board）：IMDA 董事會由國防部常任秘書 Mr. Chan Yeng 

Kit （陳永傑）擔任主席，該董事會指導 IMDA 的工作，並幫

助新加坡資訊媒體產業之發展。 

2. 管理階層（Senior Management）：為確保 IMDA 在資訊媒體產業

有助於新加坡的經濟成長，產業發展目標，並建立一個凝聚力

及包容性的社會。 

3. 包括國際部門、媒體監管與網路安全部門、網路連接與競爭部

門、發展部門、內容與創新部門以及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等。 

4. 現任 IMDA 執行長（CEO）為 Mr. Tank Kiat How（陳杰豪）、副

執行長為 Mr. Leong Keng Thai（梁景泰）。 

 

(二) 交流議題與內容： 

    本會何委員就付費電視費率管制、內容監理、OTT 發展、網路

內容侵權及新加坡國家發展相關計畫等議題提出討論。 

    星方說明對於付費電視費率並未管制，對於頻道分組，他們尊重

市場機制，目前係由業者自己組合頻道內容（packs）及訂定價格提

供消費者選擇。對於頻道內容部分，要求無線電視 MediaCorp 的節目

須必載於付費電視業者 Starhub 及 Singtel TV 上以保障基本的收視權

益。此外新加坡還得以基於推行政策的考量，要求電視業者播放政

府提供的節目。 

    而在國內對於本國節目自製率有特別要求的部分，星方表示，基

於新加坡市場規模的考量，並未明文規定製播本國節目的最低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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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關網路內容侵權議題，雙方咸認這是目前各國都面對的難

題。新加坡在處理內容侵權時，是由權利遭受侵犯者主動向法院提

出告訴，法律程序幾天內可完成，並由法院直接通知網際網路服務

提供者(ISP)封鎖內容訊號源。惟認為打擊盜版行為除了法律遏阻外，

更重要的是必須從基本的教育做起。雙方在討論此議題時也提到電

視機上盒侵權問題，何委員分享本會為了避免有心人士將電視機上

盒取得本會射頻型式認證作為保證影音內容合法使用的宣傳手法，

因此要求型式認證申請人應檢附切結書，保證器材使用沒有違反智

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同時在器材的審驗證明加註警語「器材之審驗

範圍並不及於器材後端連網接取之影音內容」，提醒消費者注意及尊

重智慧財產權等措施。星方表示很有興趣，將進一步瞭解我國運作

情形。 

    針對 OTT 影音服務的監理，新加坡政府並未對 OTT 採以執照或

登記等方式納管，取而代之是針對 OTT 所提供的內容予以關注。對

於境內 OTT 業者或在境內有較高收視率的境外 OTT 業者，政府均會

主動接觸，告知新加坡在內容上關切的議題，要求業者配合。新加坡

政府也會留意網路上的熱門議題，針對有爭議性等事件會主動介入。 

    在內容監理上，新加坡政府要求節目內容須符合國家目標及相

關規範，例如種族與宗教合諧、社會與道德、家庭價值等。IMDA 對

於有關增進新加坡社會價值、讚揚文化傳統、促進多元文化認知、種

族與宗教和諧等公共服務廣播（Public Service Broadcast, PSB）的產製

有提供補助。該補助是透過「公共服務廣播競爭基金計劃」（PSB 

Contestable Fund Scheme, PCFS）來運作，希望藉此提高 PSB 內容的品

質與鼓勵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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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何委員在會談時提出行政院於 2017 年度起推動「數位國家

・創新經濟發展方案(簡稱 DIGI+方案)」，該方案在產業經濟方面希

望跳脫過去產業發展瓶頸，帶動當前物聯網、智慧機械、綠能、醫療

照護等國家重點產業發展，並強化數位基磐建設、發展平等活躍之

網路社會，以及打造服務型數位政府，同時亦期望透過建設永續、智

慧城鄉，提昇生活品質，讓國民享有富裕安康生活。並說明本會在

DIGI+方案擔負的任務及推動策略與規劃，持續強化碁盤建設及推展

寬頻近用，以帶動創新數位服務成長。 

    新加坡在因應數位化邁向數位經濟上也不遺餘力，新加坡政府

在接續 Intelligent Nation (2006-2015) ( iN2015)後提出了智慧國家推動

計畫( Smart Nation )，為強化推動效能，新加坡政府另外成立推動單

位-智慧國家與數位政府辦公室（Smart Nation and Digital Government 

Office），直屬新加坡總理公署，負責進行相關計畫的溝通、組織與媒

合，該計畫著眼從智慧生活、智慧公共設施、智慧環境、智慧安全

防災、智慧交通等領域來推動智慧國家的實現。 

    Smart Nation 計畫主要推動策略包括智慧國家平臺( Smart Nation 

Platform )與 2025 資通信媒體發展藍圖( Infocomm Media 2025 )，新加

坡政府任何政策的施行均以發展經濟為優先考量，基於數據資源是

21 世紀的新石油，在後續推動的發展規劃中，發展大數據應用是重

點之一： 

1. 智慧國家平臺( Smart Nation Platform )： 

透過從連結(Connect)、收集(Collect)、理解(Comprehend)三個步

驟去執行， (1) 連結(Connect)：提供安全、高速、經濟且具擴

展性的全國通訊基礎設施。 (2) 收集(Collect)：透過遍布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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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感器網絡獲取更理想的即時數據，對重要的傳感器數據進

行 匿 名 化 保 護 、 管 理 以 及 適 當 地 進 行 分 享 。  (3) 理 解

(Comprehend)：將收集數據建立給公眾有效共享機制，透過數

據戶分析預測民眾的需求來提供民眾更好的服務。「智慧國家

平臺」將匯集來自全國各處佈建的傳感器的數據，分析後得出

進一步的使用者需求等資訊，進而據此提供國民更良好的服務。 

2. 2025 資通信媒體發展藍圖 (Infocomm Media 2025 Plan)： 

此計畫是新加坡資通訊部(MCI)於 2013 年委託由企業界領導成

立的指導委員會，歷時 2 年討論完成資通訊媒體總體規劃，其

主要目標為透過建立一個具備全球競爭力的資訊通信媒體生態

環境，以實現 Smart Nation 願景。 

2025 藍圖列出了未來十年九大有潛力的創新技術和業務趨勢，

對這些技術和趨勢的掌握將影響未來資訊通信媒體業的發展。

九大技術趨勢包括：大數據及分析技術、物聯網技術、認知計算

和高級機器人技術、未來通信和協作技術、網路安全技術、身歷

其境媒體技術、行動和高度互聯趨勢、媒體內容突破平臺限制趨

勢、資訊通信媒體整合趨勢。2025 藍圖指出，大數據和相關服

務市場，已是目前資通訊科技發展最快的市場之一，到 2018 年

的年複合增長率可達 26.4%，是普通資通訊行業的 6 倍。由於日

益依賴網路，面對日益複雜的網路威脅情況，需要培養更強大的

網路安全專家團隊，以支援迅速發展的網路安全產業。 

2025 藍圖指出具備全球競爭力的資訊通信媒體生態環境應包含

五大關鍵組成部分：資訊通信媒體基礎設施、靈活的企業、技術

嫺熟的勞動力、先進的技術和領先的研發能力。為建構環境，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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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提出了三大戰略: 

(1) 利 用 數 據 、 先 進 的 通 信 和 計 算 科 技(Capitalise on Data, 

Advanced Communications and Computational Technologies)：基於先

進的互聯互通技術和計算技術，數據分析成為一個強大的工具，

企業能夠更加清楚消費者的需求和經營策略，將更智慧、更高效

率、更富有競爭力，從而推動經濟發展。為達成目標，新加坡政

府將提高資料收集、傳輸和分享的水準，並基於數據、數據分析

和計算技術，對關鍵經濟部門進行一系列改造，提高如媒體、廣

告、零售業、物流、衛生和教育等部門的競爭力。 

(2) 培育鼓勵承擔風險和持續試驗的資訊通信媒體生態系統

(Nurture an Infocomm Media Ecosystem that Encourages RiskTaking 

and Continuous Experimentation)：為建立一個資訊通信媒體生態系

統，以成功發展新加坡產出的內容、產品和服務，必須從勞動力

和企業著手。首先必須使學生和勞動力具備在高價值的資通信

工作中所需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另外必須為有抱負的創業公司

和成長型公司提供一個可持續的支持網絡，以便這些公司在創

新產品，服務和內容方面得到支持。並藉由資通信媒體生態系統

中的人才和企業來解決重大挑戰性的問題。 

(3) 利用資訊通信媒體連接人們生活 (Connect People Through 

Infocomm Media)：資通信媒體產業能直接影響每個人的日常生

活，可提高生活品質，使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加豐富、輕鬆和充實，

更能增加人們之間的聯繫，使新加坡更加團結，增強國民的國家

認同感。在藍圖中也提到新加坡政府成立了數位包容基金 

(Digital Inclusion Fund) 來特別關注特定的社群，包括老年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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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家庭和身障人士，以確保他們亦能享受到資訊通信媒體技

術發展所帶來的便利。 

    最後，提到 IMDA 於 2017 年 11 月 3 日最新發布了資通訊媒體

產業轉型藍圖（Infocomm Media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Map），以促進

新加坡轉向數位經濟時代。數位轉型藍圖主要有以下四項策略：(1)

提升 ICM 產業的價值，讓 ICM 產業以年成長率 6%的速度增長，並

於 2020 年創造出至少 13,000 個就業機會，而這些就業機會大都以專

業性管理、執行和技術工作為主。(2)投資與建構四大前瞻領域的能

量，包括人工智慧與數據分析、網路安全、身歷其境媒體（例如 VR）

及物聯網。新加坡政府認為 AI 在產業升級中將扮演重要角色，因此

2017 年 5 月宣布 AI 新加坡計畫，將投入 1.5 億新幣以促進新加坡的

AI 技術能量。(3)強化資通訊媒體產業從業人士與公司對於未來職涯

角色與滿足商業機會的核心專業能力。IMDA 將與產業合作，強化

ICM 核心能量，並進而導引從業人員提升技能以因應未來所需多樣

化工作之職能。(4)引導公司及跨產業之勞工對數位技術的採用度，

提高生產力與效益。IMDA 將確認關鍵領域，並與該領域的主管機關

合作推動產業數位轉型。 

    何委員認同新加坡政府 2025 資通信媒體發展藍圖由企業界領導

成立指導委員會來規劃的架構，此種由下而上、由民間、由產業面來

規劃未來的模式應該最符合需求的，科技技術發展飛速，政府其實

無法提供產業界未來具體方案，因此，由產業需求面發起，再由政府

從國家層面整合，實為政策規劃良策。同時該方案歷經 2 年的時間

討論完成亦可見其嚴謹的產出過程。 

    另外，就新加坡政府所提出的智慧國家計畫或者資通訊媒體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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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轉型藍圖，均可看出新加坡政府對於大數據資源的企圖心，何委

員提到大數據應用存在著個人隱私權的問題，星方表示新加坡政府

任何政策的施行均會以發展經濟列為優先考量，並強調搜集個人資

料應用，應著眼於如何利用這些個資的應用來幫助新加坡經濟成長，

讓新加坡人民感覺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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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傳媒私人有限公司 

（Media Corporation of Pte. Ltd., Mediacorp /新傳媒） 

(一) 新傳媒簡介 

  新傳媒私人有限公司（Media Corporation of Singapore Pte. Ltd.），

簡稱新傳媒（Mediacorp），是新加坡的媒體集團，唯一股東是新加坡

政府操控的淡馬錫控股私人有限公司（新加坡財政部擁有 100%的股

權）。新傳媒是新加坡唯一無線電視經營者，同時經營廣播電台、電

影製作和報紙媒體。該公司於 1936 年開始新加坡第一個廣播電台，

1963 年開播新加坡二個無線電視頻道，為亞洲第一個開播數位電視

業者；目前經營新加坡所有 7 個無線電視頻道、12 個廣播電台（新

加坡總共有 17 個廣播電台）。 

 

  新加坡為一多元民族融合之國家，Mediacorp 基於官方色彩

( National Broadcast )，因此製播節目時分別須有英語、華語、馬來語

以及淡米爾語等不同語言之頻道。目前所經營的７個頻道，包括三

個英語頻道、二個華語頻道、一個馬來語頻道及一個淡米爾語頻道，

充分落實少數族群媒體近用權。 

 

朝陽頻道( Mediacorp Suria ) 馬來語 新聞綜合頻道 

5 頻道( Mediacorp Channel 5 ) 英語 新聞綜合頻道 

U 頻道( MediaCorp Channel U ) 華語 青年綜藝娛樂頻道 

8 頻道( MediaCorp Channel 8 ) 華語 新聞綜合頻道 

春天頻道( MediaCorp Vasantham ) 淡米爾語 新聞綜合頻道 

亞洲新聞台( Channel NewsAsia ) 英語 亞洲新聞及資訊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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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多頻道／歐多體育 

（Okto／Okto Sports） 
英語 

兒童節目頻道；晚間

9 點起播出奧多體育 

 

(二) 交流議題與內容 

  新傳媒認為不應為了保護某個特定平臺而犧牲其他平臺可以吸

引消費者青睞的機會，因此同時以 Over The Top（OTT）的方式經營

〝Toggle〞。Toggle 是 2013 年 2 月推出的服務，目前提供消費者三種

消費模式選擇：第一種模式是於 Toggle 上收視與電視上同步的內容，

第二種模式是 on demand 已於電視播過的內容，第三種是收費每個月

9.9 新幣，可預先收看已製作完成但電視尚未播出之戲劇。根據調查，

有 81%的新加坡民眾每週都會接觸 Mediacorp 的電視頻道，有 90.8%

的新加坡民眾每週都會接觸 Mediacorp 的廣播電台；平均每月有 800

萬人次收視 Toggle。 

  新傳媒佔有新加坡 60%之收視戶，新加坡民眾最喜愛收視戲劇

節目，而非新聞頻道，因此該公司表示在節目製作的同時會考量收

視群以及播送平臺而採取不同的技術，並強調節目產製的模式應與

以往有別，在製作內容的時候，便應將廣告商納為合作夥伴共商故

事內容，而不是像以前於內容完成後再找廣告商。 

  在內容方面，新傳媒也是主要內容產製的業者，每年自製 1500

小時(不含新聞)的節目，另外與外部的業者合作約 1000 小時；該公

司與很多國家合作，因為透過不同國家與不同媒體的合作，能從製

作初期便開始推廣，將能獲取更大的效益。新傳媒認為於後數位匯

流媒體轉型與成長需更專注於內容、平臺及媒體應用技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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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 何委員與 Mediacorp CEO 譚樂瓊女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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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加坡電信有限公司 

（Singapore Telecommunications Limited, Singtel/ 新電

信） 

(一) 新電信簡介 

新加坡電信有限公司簡稱新電信，目前是全世界前三十大的行

動電信服務商，主要提供網際網路接取、IPTV（Singtel TV）、手機與

固網電話服務。新電信大部分股權是由淡馬錫控股持有，其附屬公

司包括 SingNet （網路部門）、SingTel Digital Media、NCS 有限公司

（通信工程部門）。 

新電信電視( Singtel TV/舊稱新加坡電信 IPTV )透過新電信光纖

網路傳輸電視節目，是新加坡本地兩家付費電視業者之一，也是目

前新加坡第二家電視運營商（第一家為星和視界/ Starhub）。 

 

(二) 交流議題與內容 

新電信提供給收視戶的多元付費模式上，必載的頻道是最基本

也最小的收視選擇。民眾可以向業者申請安裝機上盒後只收看這些

必載頻道。除此之外，Singtel TV 提供了以華語、馬來語、淡米爾語

以及其他（英語）的 4 個以語言為取向的基本套餐供消費者選擇。

另外由於足球在新加坡是一項非常熱門的運動，因此 Singtel 也提供

訂戶單頻購買英超聯賽收視的選擇，但其收費與該公司提供的

premiere package 每月僅有 10 元新幣的差異。而自製節目部分僅佔

Singtel 所有頻道的一小部分，是一種資訊型態的節目，而且僅只在其

自身平臺上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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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tel 在 2012 年先後併購了以色列 Amobee 廣告投放公司與社

交照片智能聚合服務提供商 Pixable。該公司認為以媒體產業的轉型

趨勢，廣告投放標的之評估衡量漸趨重要，因此除著力於為該公司

在社群媒體上曝光外，還更進一步豐富用戶的網路內容交流體驗。 

 

圖表 4 本會何委員與 Singtel 董事總經理吳肇榮先生(右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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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星和視界 （StarHub）行程 

 

(一) 星和視界簡介 

星和視界的前身為「新加坡電纜電視」(SCV)。2002 年由目前新

加坡第二大電信運營商星和電信完成對其收購，並更名為「星和有

線電視」，再於 2007 年更名為「星和視界」。是新加坡的一家付費電

視台，也是新加坡目前唯一的有線電視業者。 

星和視界於 2009 年完成數位化，目前同時兼具有行動電信、付

費電視與寬頻網路等三項業務，是新加坡第二大行動通信業者，計

有 230 萬用戶；付費電視方面則有 46.7 萬的用戶數；在寬頻網路方

面有 46.6 萬。付費電視營收僅佔該公司總營收的 15%。 

 

(二) 交流議題與內容 

    星和視界同時提供 Cable TV 以及 IPTV 之收視服務，供收視戶

使用的機上盒同時具備兩種收視功能，未來倘消費者有不同收視需

求，可藉由該公司設定後，無須更換家戶機上盒即可收視。目前除了

是新加坡唯一有線電視業者外，也是被 IMDA 納入「公共服務廣播

競爭基金計劃」的付費電視業者。 

該公司認為頻道採用單頻單買是不可行的方式。另對於提供給

消費者的最小頻道組合，該公司有自主決定權，政府對於頻道組合

並無規範，該公司會根據市場需求及收視戶偏好提出最佳組合套餐

供消費者加購選擇，且其組合內皆無須支付上架費的頻道。星和視

界同時經營 OTT（StarHub GO）。該公司認為未來不僅是在產業技術

上會有變革，消費者的使用習慣也會有重大改變。該公司也表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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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將 OTT 納入管制的現況，對付費電視的經營者來說是不公平的，

如果政府不能有效管理 OTT，則應該反向降低付費電視經營者的負

擔及義務。 

 

    此外，星和視界表示，現階段付費電視面臨最大的挑戰分別來自

於盜版猖獗、OTT 的競爭以及內容監理政策的規範： 

1. 盜版行為不僅嚴重打擊了內容產業，也損害了付費電視等產業。

面對盜版的猖獗，僅只靠政府的教育宣導是沒有用的，監理政策

與方式應該要能跟上日新月異的盜版技術。 

2. 像 Netflix 等海外 OTT 業者對於境內付費電視業者是非常大的競

爭威脅，因為這些業者不僅不需支付執照費用，也無需繳稅，而

且更不受境內法規規範，政府機關應該要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

環境（a level playing field）。 

3. 內容監理政策上，業者需要配合兒少保護與收視內容充分揭露，

因此在這樣的前提下，對於提供給收視戶的內容上，業者應該要

能有最大的營運彈性，方能吸引一般大眾的青睞。 

 

    在大數據的應用上，該公司與政府部門訂有契約，透過與 Google

及銀行合作，將蒐集到的消費者資訊加以分析運用後，提供給政府

相關部門應用；此外近期也與 Nokia 合作，發展無人遙控機擬應用於

防救災。該公司亦透過網路與手機 sim 卡的設定，得使警用手機在網

路上具有優先權，將網路資源先行配置給他們。另外在網路中立性

的議題上，目前技術上已皆可達到差別服務，惟該公司尚無藉由收

費差異而優先處理訊務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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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包容方面，新加坡政府成立 Digital Inclusive Fund，經費部

分是來自於業者繳納的罰款，例如業者因設備或網路故障而中斷服

務 90 分鐘以上且影響超過 500 個用戶的情形即會被處以罰款。而有

關中斷服務，IMDA 並未立法明定要求業者應該給予訂戶賠償，而是

由業者自行衡量如何善後，由市場機制決定該公司的作為是否妥當。 

 

圖表 4 何委員與 StarHub CEO 陳東海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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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HBO 行程 

(一) HBO Asia 簡介 

HBO Asia 是位於新加坡的電視頻道商，服務範圍為亞洲地區，

主要播出下檔的院線片和自製的電視影集，此外也有電視電影、紀

錄片等節目。HBO Asia 使用了美國 HBO 電視網的品牌，由時代華納

和派拉蒙影業共同出資成立，總公司位於新加坡，並在台灣和印度

都設有分公司。 

    由於與好萊塢片廠包含派拉蒙、環球、新力與華納兄弟等的獨家

授權，HBO Asia 能提供亞洲地區最佳的好萊塢視聽選擇。除了提供

24 小時無廣告的電影頻道供消費者選擇之外，HBO 在自製節目上也

有非常突出的成績（如近期與公視合作拍攝之影集--通靈少女）。 

 

(二) 交流議題與內容 

    HBO Asia 將在 2018 年於新加坡推出 HBO GO，它是 HBO 的線

上影音串流服務，HBO GO 讓付費電視上 HBO 的訂閱收視戶可透過

個人電腦、手機、平板相關設備來收看獨家的 HBO 原創節目，且不

需額外付費。目前可使用 HBO GO 服務的香港 Now TV 的 HBO 訂

戶及菲律賓 SKYcable 的 HBO 訂戶。 

    HBO GO 可以透過技術上的調整來符合不同國家對於內容的法

律相關規定，不管是針對年齡的分級制度亦或是親子鎖的選項，都

能盡量客製化配合。此外 HBO 亦肯定本會在身障媒體近用的政策，

並表示將會配合辦理。 

     HBO 從美國市場學到的經驗是頻道越綑綁在一起行銷則越有

賣點，因為能提供給消費者更完整的收視體驗。而在國內市場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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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方面，HBO 表示與系統經營者洽談合作時，當然希望是在向上

分組的基礎上，可以是組合在能向所有用戶推廣的 basic package 裡，

然後再額外有一包專屬於 HBO 的 package（加值包以及 full pack）可

以給消費者單獨加購選擇。對於提供 4K 等高畫質收視節目議題，

HBO 提到該公司會視市場需求趨勢來相應推廣。 

 

圖表 6  何委員與 HBO 市場銷售暨營運行銷長 Yasmin 

Zahids 女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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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 尊重市場機制，產業配合政策發展 

國內的有線電視產業面臨到包含黨政軍、授權、上下架、頻道分組、

必載等等問題，在新加坡似乎都不是什麼問題，最大原因當然是產業生

態的不同，再者，在於法律根本結構上的差異所致。新加坡政府體制與

企業間關係密不可分，政府為最大的持股人，往往能夠藉由企業的合作

或宣傳而有效遂行政府政策目標，不過相對的，新聞輿論的自由度就相

對受到限制。另外，雖然新加坡主要媒體屬於淡馬錫控股官方所有，但

其經營模式卻完全沒有傳統公家機構那種官僚、低效率、慢半拍的形象。

它們採完全的私人化經營模式，追求民營企業求新求變、與時俱進的精

神。 

 

二、 關注數位轉型，彈性因應變革 

    在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2017 年 6 月公布世界數位化競爭力排

名，新加坡排名世界第一，IMD 全球數位化競爭力報告主要是探討各國

採用數位化能力、網路技術的水平，以及帶動政策落實、商業模式創新，

和社會轉型的程度。從新加坡推動的國家型計畫將數位轉型視為重點

由下到上全方位啟動，以及他們組織調整彈性可以靈活因應變革的能

力，這都造就了新加坡可以坐上全球數位化競爭力排名第一的實力。 

 

三、 勇於創新轉型，帶動產業成長動能 

    每個國家都有著各自不同的產業環境，衍生面臨的問題自然也不

盡相同。但在有線電視產業這一塊，現今共同存在的問題便是盜版的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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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以及 OTT 的挑戰。打擊盜版行為除了由上往下從政策面規劃、法制

面遏阻外，更重要的是必須從基本的教育做起。如果能夠從教育做起，

提升民眾對於盜版的正確認識與暸解其對產業環境帶來的傷害，才能

有機會降低盜版行為。另外，面對 OTT 挑戰的時候，除了仰賴政府提

供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外，經營者更應該思考的是如何轉變自身的經

營模式，提供更能吸引消費者青睞的選擇，才有機會在未來更嚴峻多變

的產業環境下生存。 

 

四、 確立發展目標，群策群力貫徹實踐 

    新加坡的經濟、文化與科技發展得以在全球名列前茅，在這次交流

後似乎讓人更容易理解了。新加坡政府機關所做的任何決策，總是緊緊

扣連著新加坡發展的中心思想—亦即是否對經濟發展有益。不管是在

政策面的制定上，或是透過與企業的合作，甚至是利用補助扶植鼓勵的

方式，新加坡政府總是審慎的評估規劃，在確立好了方向之後，便幾乎

可說是傾全國之力予以貫徹實踐，透過由上至下的群策群力，新加坡現

今的成績，似乎也不那麼讓人意外了。在新加坡這種非典型的民主國家，

政府是政策的總舵手，連民意都難與之抗衡。這雖然是民主之弊，卻是

政策推動之利。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新加坡政府在產業規管上除了掌握基

本原則外，大都尊重市場機制，另外，政府在制訂國家發展計畫或政策

時，產業會高度參與以規劃出符合未來趨勢及需求的方案，再者，新加

坡政府因應環境變化可快速調整組織架構的彈性，在這樣的運作模式

下，政府政策目標明確，產業樂於配合，上下群策群力，政府施政效能

自然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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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件 

附件一：Introduction on Media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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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Introduction on Starhub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