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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積極推動發展在地特色智慧應用解決方案並投入 5G 創新服務，以帶動產業轉型、提

高民眾生活品質，而日本因應 2020奧運積極發展智慧城市應用及 5G釋照商轉，實可做為我國

借鏡未來政策規劃與產業推動之參考。因此，經濟部工業局籌辦「日本智慧城市暨 5G 創新服

務參訪團」，赴日本東京深度考察日本因應 2020 奧運所發展之多項 5G 創新應用及智慧城市服

務，並與日本產業研究機構及資通訊業者進行交流，可深入掌握日本 5G 創新應用服務及智慧

城市推動現況、俾利政策規劃與產業推動參考。 

本參訪團拜訪單位包括：與日本電信龍頭 NTT docomo、KDDI、通訊設備商 NEC、野村綜合

研究所、NICT 情報通信研究機構、ARIB 電波產業協會、横須賀研究園區、柏之葉智慧城等產

學研單位，針對 5G釋照後創新應用服務的商轉進程、Local 5G專網頻譜開放、智慧城市發展

趨勢、資通訊安全等議題，進行深入的意見交流。 

此次行程觀摩日本在智慧能源管理、遠距醫療、漁業監控、球場多視角應用、自駕車等垂

直領域智慧應用的發展成果，以及日本因應 2020 東京奧運所設計的創新服務後，更加確認在

未來的 5G 時代，垂直應用領域的 B2B2C 創新服務解決方案，將帶給服務營運商新的商機，而

這也是 5G 時代有別於 4G 時代最重要的發展契機；本次參訪除了借鏡日本 5G 創新應用服務發

展經驗外，也藉此機會宣傳我國發展智慧應用解決方案之產業實力，日方業者則對於我國在醫

療照護、區域治理等的解決方案，表達濃烈興趣。 

關鍵詞：5G、智慧城市、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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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我國積極推動發展在地特色智慧應用解決方案並投入 5G 創新服務，以帶動產業轉型、提

高民眾生活品質，而日本因應 2020奧運積極發展智慧城市應用及 5G釋照商轉，實可做為我國

借鏡未來政策規劃與產業推動之參考。因此，經濟部工業局籌辦「日本智慧城市暨 5G 創新服

務參訪團」，赴日本東京深度考察日本因應 2020 奧運所發展之多項 5G 創新應用及智慧城市服

務，並與日本產業研究機構及資通訊業者進行交流，可深入掌握日本 5G 創新應用服務及智慧

城市推動現況、俾利政策規劃與產業推動參考。 

本參訪團由行政院吳政務委員政忠率經濟部工業局呂局長正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孫委

員雅麗、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執行秘書志宏及各機關單位代表共二十餘人參加，成員名單

如下： 

表 1：「日本智慧城市暨 5G創新服務參訪團」成員名單 

編號 單位 姓名/職稱 

1 行政院 吳政忠/政務委員 (榮譽團長) 

2 經濟部工業局 呂正華/局長 (團長) 

3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孫雅麗/委員 

4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蔡志宏/執行祕書、蕭景燈/組主任、 

林劍秋/副組主任、洪文堅/研究員、 

黃信衛/研究員 

5 經濟部工業局電子資訊組 林俊秀/組長、曾偉華/技正 

6 經濟部技術處 鄧德雋/科技專家 

7 中華電信公司 林國豐/執行副總經理 

8 智慧城鄉計畫辦公室 

林玉凡/計畫主持人、王鴻瑞/專案經理、 

唐子婕/專案經理、趙國婷/專案經理、 

林宜萱/專案經理、江米珮/專員 

9 台日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 陳龍/組長、葉武松/專案顧問 

10 新世代通訊技術推進辦公室 謝智強/技術經理 

11 隨行翻譯 張真瑜/專員 

本參訪團於 108年 8月 25日出發、8月 30日返台，前往日本東京地區參訪，活動期程共

6日，拜訪單位包括：與日本電信龍頭 NTT docomo、KDDI、通訊設備商 NEC、野村綜合研究所、

NICT 情報通信研究機構、ARIB 電波產業協會、横須賀研究園區、柏之葉智慧城等產學研單位，

針對 5G釋照後創新應用服務的商轉進程、Local 5G專網頻譜開放、智慧城市發展趨勢、資通

訊安全等議題，進行深入的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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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參訪團詳細行程表如下： 

表 2：「日本智慧城市暨 5G創新服務參訪團」詳細行程表 

日期 國家/城市 行程活動說明 

8/25(日) 
台灣台北、

日本東京 

 搭乘長榮 BR190前往日本東京。台北松山機場 (16:00) – 

東京羽田機場 (19:55) 

8/26(一) 日本東京 

 拜會野村總合研究所，掌握日本 5G整體發展動向，透過野

村的「日本電信產業總體狀況」、「面對 5G 日本電信業者的

狀況」兩個專題分享，進行深度交流。 

 拜會 NEC，聽取 NEC介紹智慧製造最新技術與解決方案 NEC 

DX Factory，並深入瞭解 NEC 在工控系統資安防護的發展

及作法。 

8/27(二) 日本橫須賀 

 參訪 YRP橫須賀研究園區，參觀 5G綜合實證試驗場域，聽

取日本推動智慧城市政策說明，及横須賀市 Smart 

Mobility現況介紹。 

 拜會日本 NICT 情報通訊研究機構，瞭解 NICT 在行動通信

領域之研究方向與成果，並針對 NICT 在 5G 領域之產學界

合作案例進行交流。 

 參訪 NTT docomo YRP研發中心，體驗 NTT docomo在智慧

城市服務及 5G前瞻應用，並交流業務佈局策略。 

8/28(三) 
日本琦玉、

日本東京 

 拜會 KDDI 總合研究所，瞭解 KDDI在 5G與智慧城市應用的

實證案例，包括漁業 IoT 養殖、遠端遙控駕駛、智慧球場

等應用。 

 參訪 NTT docomo 東京晴空塔 5G Field Trial，實際體驗

NTT docomo全新展示之東奧專區應用服務，包括西洋棋 VR 

虛擬對賽、桌球 VR 觀戰、輪椅 VR 競走比賽等，並體驗

應用於不同垂直領域之 5G 應用，如與富士電視台合作可

多視角觀看球賽與球員動作之智慧足球應用、與 YAMAHA 合

作開發的遠程合奏、與日本重化工業器材製造排名第一的

小松製作所合作的智慧機械遠距操控應用等。 

8/29(四) 
日本千葉、

日本東京 

 參訪柏之葉智慧城，參觀日立集團地區能源管理系統「柏之

葉 AEMS」，透過物聯網整合區域內建築設施、太陽能發電及

蓄電系統等設備進行統一管理實證場域。 

 拜會日本 ARIB 電波產業協會，交流日本政府在 5G 通訊與

IoT等創新應用服務之政策與法規，了解日本通訊類公協會

於法規制定上扮演之角色與影響，作為未來 5G區域型執照

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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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五) 
日本東京、

台灣台北 

 搭乘長榮 BR191返國。東京羽田機場 (12:40) – 台北松

山機場 (15:05) 

此次行程觀摩日本在智慧能源管理、遠距醫療、漁業監控、球場多視角應用、自駕車等垂

直領域智慧應用的發展成果，以及日本因應 2020 東京奧運所設計的創新服務後，更加確認在

未來的 5G 時代，垂直應用領域的 B2B2C 創新服務解決方案，將帶給服務營運商新的商機，而

這也是 5G 時代有別於 4G 時代最重要的發展契機；本次參訪除了借鏡日本 5G 創新應用服務發

展經驗外，也藉此機會宣傳我國發展智慧應用解決方案之產業實力，日方業者則對於我國在醫

療照護、區域治理等的解決方案，表達濃烈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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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過程 

一、拜會野村總合研究所 

1.背景說明 

野村總合研究所 (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NRI) 成立於 1965年，從事業務內容包含諮詢顧

問、金融 IT 解決方案、產業 IT 解決方案、系統架構服務等四大領域，目前為日本最大、以提供諮詢

顧問服務和資訊系統建置為主的民間智庫公司。本參訪團安排於 8月 26日上午前往拜會，拜會重點包

括： 

(一) 日本總務省 2017 年 5 月於娛樂、智慧城市及醫療等三領域推動綜合實證實驗計畫，藉由中央、

地方與企業三方合作實現 5G 應用；透過野村總合研究所角度，交流日本推動 5G 綜合實驗之心

得。 

(二) 2019 年 4 月日本正式核發 5G 商用頻譜，電信業者預計 2020 年正式展開 5G 服務商業運轉，NRI

將報告日本 5G電信產業及創新應用服務發展現況。 

2.參訪紀要 

(一) 日本的 5G市場 

迎接 5G世代的到來，應思考 5G的定位：(1) 從技術觀點來看，5G 承接 4G的角色，持續

擴大智慧型手機相關的商業模式 (2) 從 Society 5.0的觀點來看，5G為非人類的網路基礎設

施 (3) 從全球大都市發展趨勢來看，5G為未來新型態社會基礎設施。5G兼具不同的角色，在

管制法規的制訂上應更具彈性，預留 5G發展的充足空間。 

另外，從電信運營商的觀點來看，5G將提供更高的通訊能力及更大的頻寬，需要建置更多

的網路光纖與基地台，意味著更大的投資需求，因此電信運營商一方面將追求大量的用戶及可

收費的服務，一方面也將採取網路設施共享等方法來降低成本。然而未來 5G 的服務對象不僅

僅是個人消費者，5G也將扮演著社會與產業轉型發展的重要基礎設施，因此 5G在物聯網、遠

距操控、高解析影像、及搭配大數據分析、AI 技術的整合應用，將逐漸受到各界的期待與重

視，其商業模式異於以往，尚待電信運營商的嘗試與摸索；5G 是 Society 5.0 的神經網路，

不應以人口密集地區為佈建重點，更應該在人口稀少甚至無人居住的偏鄉地區進行建設，搭配

遠距操控、高解析度影像、無人飛機或自駕公車等應用，創造新型態服務，帶動偏鄉地區發展。 

因此，日本在 5G 發展方面，從政策面將全國以 10 公里平方為單位，劃分為 4,500 個小

區，並要求獲得 5G頻譜執照的電信運營商需在 2024年前完成小區覆蓋率 50%以上，以政策引

導 Society 5.0的逐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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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電信運營商與產業界對於 5G發展的不同觀點 

 

圖 2：5G 搭配 AI與物聯網，可改變高齡化社會的生活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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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G 在提升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日本已於今 (2019) 年完成 5G 頻譜分派，係以指配的方式，將 3600-4100MHz、4500-

4600MHz、27-28.2GHz、29.1-29.5GHz等頻段，分配給 NTT docomo、KDDI、Softbank、Rakuten

等四家電信運營商，四家運營商隨即展開 5G 網路建設，預計明年春年可陸續開台，預計 5 年

內及即可達成 90%以上的 5G 信號區域覆蓋率。 

 

圖 4：日本 5G釋照後積極展開 5G網路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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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G發展將於 2020年進入「黎明期」 

(二) 日本電信業者的 5G發展現況 

日本電信業者已展開多項 5G服務情境的場域實證，包括：(1) 應用於娛樂方面的多視角

影像、AR、4K/8K即時轉播、高速下載等 (2) 應用於醫療方面的遠距診療、手術遠距支援、救

護車高解析影像傳輸等 (3) 應用於工程環境的遠距操作、遠距駕駛等 (4) 應用於居家保全

的高解析度影像傳輸與分析、可疑車輛與行人之偵測辨識、自動身份驗證等 (5) 自動駕駛應

用。 

另外，5G也將帶來新的商業模式，B2B及 B2B2X 商業模式將快速發展，電信業者之間將爭

取「Center B」角色的客戶，以求擴大服務範圍與營收商機。而為了回應地方場域主的特定需

求，日本政府設計了「Local 5G」的政策機制，將 28.2-28.3GHz頻段保留，供地方發展 5G專

網申請之用，將於今 (2019) 年底接受申請；未來地方場域主將尋求電信業者與系統整合公司

的協助，實現區域型 5G專網，滿足在地的特殊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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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G帶來 B2B2X新型商業模式 

 

圖 7：日本政府設計「Local 5G」政策，支持區域型 5G專網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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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Local 5G帶來新商機與新興商業模式 

野村總合研究所給予總結如下，首先在 5G普及情況解析方面： 

 提供服務得地區穩定增加，日本將在 2022年左右將達成人口覆蓋率目標。 

 為了在服務提供初期加速普及，很重要的一點是必須透過新服務與新設備，刺激消費者對

5G的需求。 

 日本各小區的目標覆蓋範圍應根據產業需要加以調整，因此並非是從大都市為中心向外輻

射擴張，而是更多地點同時發展，逐漸增加覆蓋範圍 

 日本雖能在 2024年左右達成小區覆蓋目標，但各小區的基地台密度差異甚大。 

其次，電信業者的策略方向包括： 

 比起提供大容量的內容服務，業者更傾向於以消費者需求刺激與服務收益化為目標。 

 當 5G 發展在早期採用階段告一段落，將會進入建立產業生態圈已爭取主要大眾客群的階

段。 

 不論是個人消費者或企業消費者皆無法以單純的通話服務作為產品訴求，而是以 B2B2X商

業模式為主流，服務內容與商業模式的設計好壞才能左右業者的競爭優劣。 

 電信業者以法人企業作為主要客群的策略很明顯，爭取「Center B」業者做為客戶的商業

競爭已經開始，尤其是能夠提供具吸引力的解決方案給終端消費者的 Center B業者，更

是電信業者爭相合作的對象。 

最後建議政府的政策支援方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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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 5G 的頻段分配條件或是 Local5G 制度設計，都是為了解決如偏鄉資源失衡等社會

議題而設計的。 

 但是，若單靠全國的 MNO 去推動 5G，對於偏鄉問題的解決有其限制，由於各地區皆有其

獨特的課題待解決，議題的類型也非常多樣化，因此需要對於特定產業有深入瞭解的業者、

或具在地進行實證與提供後續維運服務等能力的系統整合廠商進入市場。 

 政府應該要對具上述特長與能力的業者，提供導入對應應用情境的相關支援。 

本次參訪之現場相片如下： 

  

  

圖 9：野村總合研究所參訪相片 

3.參訪心得及建議 

5G不僅是提供行動通訊服務，更將帶來社會與產業的轉型、以及商業模式的翻轉，日本政

府採取的「Local 5G」政策是否可在帶動 5G地方需求方面帶來正面效果，有待持續觀察；5G

市場雖然是從消費者市場開始發展，但更重要的是企業需求，未來 B2B 或 B2B2X 將是 5G 業務

的重點項目。 

日本在 5G發展方面領先我國，其主要電信運營商多已展開各項 5G應用服務的場域驗證，

值得我國電信業者的參考，而日本政府所採取的前瞻 5G頻譜政策，也可做為我國未來制訂 5G

政策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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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拜會 NEC 

1.背景說明 

NEC為日本跨國資訊科技公司，為企業、通信服務商以及政府法人提供資訊科技和網路產

品，包含 IT解決方案、網路解決方案以及電子設備等。本參訪團安排於 8月 26日下午前往拜

會，拜會重點包括： 

(一) 了解 5G 通訊系統之專用網路應用事例：聽取 NEC 對於專用網路在 5G 世代的看法、解決

方案（NEC Smart Connectivity），以及分享 NEC和產業夥伴的合作模式 

(二) 參訪 NEC智慧製造最新技術與解決方案 NEC DX Factory。 

2.參訪紀要 

日本已於今 (2019) 年完成 5G 頻譜分派，係以指配的方式，將 3600-4100MHz、4500-

4600MHz、27-28.2GHz、29.1-29.5GHz等頻段，分配給 NTT docomo、KDDI、Softbank、Rakuten

等四家電信運營商，四家運營商隨即展開 5G 網路建設，預計明年春年可陸續開台；日本各家

5G 電信運營商之 5G網路佈建規畫 (至 2024年佈建目標) 如下： 

表 3：日本各家 5G電信運營商之 5G網路 2024年佈建目標 

Operator NTT docomo KDDI Softbank Rakuten 

Start Date of 

Service 
Spring of 2020 March of 2020 March of 2020 June of 2020 

Capital 

Investment 
7,227 MUSD 4,243 MUSD 1,874 MUSD 1,769 MUSD 

Nationwide 

Coverage 
97.0% 93.2% 64.0% 56.1% 

Number of BS 

for 3.7GHz band 
8,001 30,107 7,355 15,787 

Number of BS 

for 28GHz band 
5,001 12,756 3,855 7,948 

NEC已配合各家日本各家 5G電信運營商，進行多項 5G應用實證試驗，目前主要鎖定四種

應用情境： 

 Advanced Security Services：在保全監控地點利用 5G傳輸等高畫質監控影像資料，並

針對緊急事件進行即時回應，可解決保全人力不足的問題。 

 Remote-controlled Construction：在遠端工程施做地區利用 5G傳輸等高畫質工程設備

操作影像資料，並同步進行工程設備即時操作，可應用於在危險地區進行工程施做。 

 Augmented Reality：在運動賽事進行中利用 5G傳輸等高畫質比賽情境影像資料，並利用

擴增實境將選手資料同步顯現於觀眾端，可提升運動賽事觀賞效果及臨場感。 

 Telemedicine：在偏遠地區小診所及都會大醫院之間利用 5G 傳輸等高畫質醫療診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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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可供都會大醫院專業醫師指導偏遠地區小診所醫護人員施行醫療行為，可解決偏鄉

地區小診所醫療人員專業經驗不足或人手不足問題，且可避免偏鄉地區病患需前往都會大

醫院就診的狀況。 

 

圖 10：NEC主打 5G應用情境 (一) Advanced Security Services 

 

圖 11：NEC主打 5G應用情境 (二) Remote-controlle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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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NEC主打 5G應用情境 (三) Augmented Reality 

 

圖 13：NEC主打 5G應用情境 (四) Telemedicine 

另一方面，作為設備供應商，NEC 已與電信運營商 Rakuten 合作，提供 3.7GHz 頻段射頻

單元 (Radio Unit, RU) 及 MIMO天線設備，協助 Rakuten組建全球第一套 5G開放式虛擬射

頻接取網路系統 (5G Open vRAN System)，目前已進入系統驗證實測階段，預計於明 (2020) 

年 6月進行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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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NEC提供射頻及天線設備，供 Rakuten組建 5G開放式虛擬射頻接取網路系統 

本次參訪之現場相片如下： 

  

  

圖 15：NEC參訪相片 



15 

 

3.參訪心得及建議 

日本已發放 5G頻譜執照，各家電信業者均已積極進行各項 5G應用情境實測，NEC做為設

備供應商，已鎖定保全監控、遠端工程、虛擬實境、遠端診療等主流應用積極參與場域實測，

以利明 (2020) 年日本 5G 可順利商轉；反觀我國電信業者雖已組成 5G國家隊、並以明年下半

年為開台目標，但目前進行中的 5G 應用實證場域數量有限，且尚未有具體實驗成果，應可借

鏡 NEC及日本電信運營商經驗，加速進行各項 5G應用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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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 YRP 橫須賀研究園區 

1.背景說明 

橫須賀研究園區 (Yokosuka Research Park, YRP) 成立於 1997年 10 月，位於神奈川縣

橫須賀市南部，為無線通訊技術為核心主題所開發之產業園區，是日本重要前瞻研究聚集地。

YRP 是由日本總務省、橫須賀市、京濱急行電鐵等三個不同單位共同出資開發而成，其中京濱

急行電鐵主要負責園區硬體與基礎設施開發，總務省及橫須賀市則共同組成 YRP研究開發推進

協會，負責園區規劃、營運及後續推進；日本總務省有關 ICT的研究與政策，如 5G、智慧城市

等，亦均在此園區由各進駐公司研究團隊聯合進行驗證。YRP有眾多日本國內外企業進駐，亦

有許多分屬不同企業如 NTT docomo、KDDI、Fujitsu、Panasonic、Mitsubishi 等的研究部門、

以及大專院校如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等之研究室設點於此，所有與通信技術相關之基礎研究

與最前瞻的科技應用皆包括在內，是日本前瞻通信技術之研究聚集地，目前進駐機構總共 57

家。本參訪團安排於 8月 27 日上午前往參訪，參訪重點包括： 

(一) YRP橫須賀研究園區營運概況分享。 

(二) 日本推動智慧城市政策說明，及横須賀市 Smart Mobility現況。 

(三) 台日推動智慧城鄉政策分享與經驗交流。 

 

圖 16：YRP橫須賀研究園區之環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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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YRP橫須賀研究園區之主要進駐廠商 

2.參訪紀要 

(一) YRP橫須賀研究園區介紹 

YRP橫須賀研究園區的設置，主要為鎖定資通訊、行動通訊、物聯網等技術領域，提供一

個跨域、跨產業、連結人才、科技群聚需求的新世代創新科技園區，並且在地理位置、商業環

境、氣候環境各方面給予穩定的發展環境，主要的功能包括：(1) 支持新型態商業模式的創建 

(2) 提供資通訊技術解決方案的展現與實現環境 (3) 滿足產業在人才、技術發展、技術訓練、

場域驗證的需求 (4) 多方合作連結及資訊彙整。目前 YRP橫須賀研究園區進駐廠商主要的研

發項目包括： 

 LTE, 4G, 5G 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 

 Wireless Smart Utility Networks (Wi-SUN) 

 White Spac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gnitive Radio Technology 

 Public Broadband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 

 Ultra High-speed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 using Millimeter Wave/Terahertz 

Wave 

 Wireless Relay System using Unmanned Aircraft 

 Applications of Ultra Wide Band (WUB)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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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cal Communication System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for IoT Services 

 High Reliab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for Offshore, Undersea, and Deep Space 

 Image and Voice Application Technologies 

 

圖 18：YRP 橫須賀研究園區提供技術驗證平台及應用實證場域 

除了服務日本廠商之外，亦積極與各國組織建立合作關係，其中已與我國工研院、南部科

學園區、中部科學園區、新竹科學園區、遠東電信園區、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 (PIDA) 等單位

建立合作、並展開廣泛交流。 

 

圖 19：YRP橫須賀研究園區與各國際組織建立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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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智慧城市案例分享 

橫須賀市在 2018年 3 月成立 Yokosuka x Smart Mobility智慧城市推動辦公室，推動在

橫須賀市範圍內整合各種資通訊技術解決方案、建立智慧城市，希望能達到以下目標： 

 不論居民的年齡大小、居住地點、或體能狀態，均能自由自在的移動。 

 使居民的生活方式更為便利，創造城市生活的新價值。 

 提升城市魅力，吸引外來人口進駐，展現城市成長契機。 

 利用行動通訊環境，開創新式商業模式與服務型態。 

 建立智慧城市成功案例，向日本全國及世界各國輸出。 

今年 Yokosuka x Smart Mobility智慧城市將執行以下多項計畫，逐步實現智慧城市遠

景： 

 Model of Sustainable Effective Local Transportation 

 Next Generation Personal Mobility for all Conditions 

 Effective Moving and Pickup System for Core Hospital 

 Autonomous Bus to Solve Shortage of Public Transport Capacity and Drivers 

 Multi-modal Mobility System in Specified Area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for Smart Mobility Society 

 Yokosuka MaaS Assisting Moving and Touring 

 Round-trip Personal Mobility for Tourist 

 Survey on Human Flow with Sightseeing MaaS Application 

 Service to Assist Tourism using Drone Delivery 

 

圖 20：Yokosuka x Smart Mobility智慧城市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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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訪之現場相片如下： 

  

  

圖 21：YRP橫須賀研究園區參訪相片 

3.參訪心得及建議 

YRP橫須賀研究園區發展歷程不長，但以其優良地理環境、地方政府的高度配合、及其成

功的經營策略，配合提供多項資通訊技術的驗證平台與實證環境，已成功吸引如 NTT docomo、

KDDI、NEC等多家大廠的研發中心進駐，並充分展現高科技廠商群聚效果，其經營經驗值得我

國參考；建議我國政府可參考 YRP 橫須賀研究園區發展經驗，輔導我國廠商投入 5G 等前瞻技

術研發、強化產學研連結，提升資通訊產業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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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拜會 NICT情報通訊研究機構 

1.背景說明 

情報通信研究機構 (NICT,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隸屬於日本總務省的獨立行政法人，成立於 2004年 4月，預算主要來自日本政

府。NICT 為日本在 ICT 領域唯一的國家級研究所，主要負責資通訊技術研發並與產業及學界

的合作，目前在日本各地設有 15 處研究中心、3 處觀測站和 2 處無線電發射站，業務涵蓋次

世代網路技術研究、資通訊安全技術研究、電磁波研究、研發成果標準化或國際化等，且是日

本設定標準頻率和時間的官方機構，負責標準電波和時間的傳送。本次主要拜訪 NICT 無線網

路研究中心 (Wireless Networks Research Center)，包含 3個研發實驗室和業務支援企劃

辦公室，研究範圍涵蓋頻譜共享和流量分散/管理技術的研發、用於公共安全的智能交通系統 

(ITS) 無線電系統、及 5G相關高速通信技術應用研究。本參訪團安排於 8月 27日下午前往拜

會，拜會重點包括： 

(一) 了解 NICT在行動通信領域的研究方向與成果。 

(二) 了解 NICT與日本產學界在 5G領域之合作案例。 

 

圖 22：NICT情報通信研究機構之研發單位及推動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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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訪紀要 

NICT 情報通訊研究機構為日本國家級資通訊研究機構之一，主要任務為資通訊關鍵技術

研發及實現，其主要功能包括：(1) 推動資通訊技術產官學研合作 (2) 為日本國家資通訊政

策提供建言 (3) 執行多項資通訊關鍵技術研發計畫，並將研發成果移轉產業、推動資通訊產

業發展 (4) 提供全國標準時間校正、氣象預報、無線設備測試與校正等服務。NICT情報通訊

研究機構近期 (2016-2021) 主要的研發面向包括：(1) 環境感測技術 (2) 資安技術 (3) 大

數據資料分析平台技術 (4) 資通訊整合技術 (5) 資通訊前瞻技術，目前與 31個國家共 97

個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其中與台灣方面有科技部、資策會、中山大學、與資通安全研究與教學

中心 (TWISC) 等單位為 NICT 的合作伙伴。 

 

圖 23：NICT情報通訊研究機構主要研發項目 

 

圖 24：NICT情報通訊研究機構積極參與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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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網路研究中心 (Wireless Networks Research Center) 為 NICT 情報通訊研究機構

所屬之主要研發單位之一，主要針對無線網路在萬物連線、資安、彈性組網、及高速傳輸等面

向的關鍵技術進行研發，並應用於智慧生活的具體實現；該中心包括無線系統實驗室 

(Wireless Systems Laboratory)、太空通訊實驗室 (Space Communications Laboratory) 及

計畫推動辦公室，以 YRP 研究園區為主要辦公區域。無線網路研究中心的研發策略包括：(1) 

推動產學研及跨國技術合作 (2) 建立各項研發平台 (3) 實現無線技術標準規範、並創造新

式商業模式，並致力於將研發成果移轉給產業界。 

 

圖 25：NICT 無線網路研究中心之組織架構及辦公處所分布 

目前 NICT 無線網路研究中心已累積豐富的研發成果，其中在 5G 方面已有 5G 智慧辦公室

之系統解決方案，同時針對日後 Local 5G的應用情境，利用頻譜共享 (Spectrum Sharing) 

的方式提出小型電信運營商 (Micro Operator) 與一般的電信運營商的共存管理機制；另外

在物聯網應用方面亦發展出 Wi-SUN系統解決方案，可應用於智慧讀表、智慧農業、災害監控、

橋樑監控等情境。 

 

圖 26：NICT無線網路研究中心發展之小型電信運營商協調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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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訪之現場相片如下： 

  

  

  

圖 27：NICT情報通訊研究機構參訪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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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訪心得及建議 

作為日本國家級資通訊研究機構之一，NICT 情報通訊研究機構相當於我國資策會或工研

院的角色與功能，但其研發範圍更為廣泛、且參與國際合作更為全面，在 5G、物聯網、資安方

面皆有豐富研發成果可供移轉使用；建議我國各學研單位可強化與 NICT 情報通訊研究機構在

行動通訊領域之技術合作與交流，持續提昇我國 5G/B5G技術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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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訪 NTT docomo YRP研發中心 

1.背景說明 

NTT docomo是日本電信電話株式會社 (NTT) 的子公司，為日本最大電信商，目前已取得

日本 5G執照，預計 2019年 9月提供 Pre-5G服務，2020年春天提供商用服務。位於 YRP橫須

賀研究園區的研發中心為 NTT docomo 全球最大的研發中心，主要研發領域包含無線通訊、網

路與行動多媒體應用開發。並設立展示館「WHARF」-Wealth, Human, Activities, and 

Revolution for the Future，進行各式最新技術與應用之展示與體驗。本參訪團安排於 8月

27 日下午前往參訪，參訪重點包括： 

(一) 參訪 WHARF，體驗智慧城市決策、5G VR前瞻技術、物聯網應用等項目。 

(二) 瞭解 NTT docomo在 5G、智慧城市與東京奧運上之技術發展與應用規劃。 

 

圖 28：NTT docomo研發中心組織架構 

2.參訪紀要 

迎接 5G世代來臨，NTT docomo 提出「Toward 2020 and Beyond」創新價值發展策略，主

要包括：(1) 提供各項創新應用服務，為消費者創造價值 (2) 透過跨業合作平台加強伙伴關

係，共同創造創新商業價值。在為消費者創造價值方面，NTT docomo與各地方政府合作，利用

5G 物聯網技術，發展各種在地生活應用，如智慧路燈、智慧交通、智慧計程車、智慧巴士等；

另在創造創新商業價值方面，NTT docomo成立「5G Open Partner Program」，透過分享 5G技

術與商業資訊、提供 5G 實證場域等方式，強化跨產業伙伴合作，推動包括遠端工程監控、智

慧農業、遠距 VR教學等跨業創新商業模式，目前已有超過 2,900家廠商加入 5G Open Partner 

Program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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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NTT docomo 2020年 5G世代創新價值發展策略 

 

圖 30：NTT docomo 與日本各地方政府合作，依各地需求發展各項 5G 應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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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NTT docomo 成立 5G Open Partner Program帶動 5G跨業合作 

本次參訪之現場相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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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NTT docomo YRP研發中心參訪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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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訪心得及建議 

面對 5G世代，NTT docomo 嘗試跳脫以往電信運營商只提供通訊管道的角色，轉而主動為

消費者、為產業鏈創造價值的積極角色，有助於後續發展 5G商用應用服務、並提升 5G服務營

收。我國已有中華電信、遠傳電信、台灣大哥大等電信公司成立 5G 跨業合作聯盟，應可參考

NTT docomo 的發展經驗，強化計畫研發角色、5G創新應用服務實證場域建置、與跨業合作，

加速實現 5G商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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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拜會 KDDI總合研究所 

1.背景說明 

KDDI於 2000年 10月由第二電電 (DDI)、國際電信電話 (KDD) 與日本行動通訊 (IDO)等

三家公司合併而成，並以「au」這個品牌提供手機、固網、網際網路等電信服務，其營業規模

僅次於 NTT docomo，是日本第二大電信服務公司。KDDI 已取得日本 5G 執照，預計 2019 年 9

月提供 Pre-5G服務，2020 年春天提供商用服務。位於埼玉縣的 KDDI總合研究所成立於 1953

年，為 KDDI 國際電信電話的研發部門，主要營運內容以資通訊為中心之政策、市場、商業化

等相關調查研究與顧問服務，及其相關技術、系統與應用服務研發、製造及販售。本參訪團安

排於 8月 28日上午前往拜會，拜會重點包括： 

(一) 體驗 KDDI 在 5G 與智慧城市應用的實證案例，包括漁業 IoT 養殖、遠端遙控駕駛、智慧

球場等應用。 

(二) 了解 KDDI因應 5G發展的佈局策略。 

2.參訪紀要 

KDDI總合研究所目前研發主題包括 Service and Application、Security、AI and Big 

Data、IoT-Networks等，主要研發項目如下圖： 

 

圖 33：KDDI總合研究所主要研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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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KDDI研發飛行式移動基地台 

在 5G方面，KDDI針對不同 5G垂直領域，與各地產學研夥伴合作研發相關應用，如：(1) 

為提高漁民捕撈漁獲效率，與埼玉縣當地廠商日本石油工程株式會社與早稻田大學合作，在宮

城縣東馬島市的石卷灣漁場透過智慧浮標偵測水溫、壓力與潮流等進行漁獲量預測 (2) 在沖

繩棒球場提供多視角觀賽之 5G 智慧棒球應用，民眾可自由選擇從不同角度觀看棒球精彩畫面 

(3) 在愛知縣進行 5G 遠程監控式自動駕駛應用，並陸續於當地社區中進行試驗，除促進自駕

車之發展外亦希望解決日本勞動力減少、老年司機人數增加等社會問題。 

 

圖 35：KDDI發展之 5G重點應用項目 

另外，KDDI 亦利用其用戶資料，進行消費者生活習慣、消費者行為等大數據分析，並於

2018 年成立人口移動分析平台 (Demographic Movement Analytics Platform)，針對消費者

移動狀況及交通狀況進入深入分析，並實際應用於 (1) 計程車派遣優化 (2) 交通擁塞指引 

(3) 災害情形及時通報等情境，已有具體的改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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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KDDI大數據分析研究方向 

本次參訪之現場相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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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KDDI總合研究所參訪相片 

3.參訪心得及建議 

KDDI透過其總合研究所，在 Service and Application、Security、AI and Big Data、

IoT-Networks 等方面積極投入前瞻技術研發，並致力於與在地需求合作，建置並驗證多項 5G

應用場域，有助於後續發展 5G商用應用服務、並提升 5G服務營收。我國已有中華電信、遠傳

電信、台灣大哥大等電信公司成立 5G跨業合作聯盟，應可參考 KDDI的發展經驗，強化計畫研

發角色、5G創新應用服務實證場域建置、與跨業合作，加速實現 5G商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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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參訪 NTT docomo 晴空塔 5G實證場域 

1.背景說明 

NTT Docomo 於 2017 年 5 月在東京晴空塔設置 5G 試驗點，透過 5G 進行 8K 影像傳輸，後

續作為 NTT docomo 與企業合作伙伴開發 5G 應用服務展示環境，並於 2018 年 4 月正式設置

「Play5G」實證場域，展示並提供民眾體驗 NTT docomo與企業合作伙伴開發之各項 5G應用服

務；2019 年 7 月起首度展出東京 2020 奧運與傷殘奧運之 5G 應用，讓民眾搶鮮體驗。本參訪

團安排於 8月 28日下午前往參訪，參訪重點包括： 

(一) 實際體驗 NTT docomo 全新展示之東奧專區應用服務，包括西洋棋 VR虛擬對賽、桌球 VR

觀戰、輪椅 VR競走比賽等。 

(二) 應用於不同垂直領域之 5G應用，如與富士電視台合作可多視角觀看球賽與球員動作之智

慧足球應用、與 YAMAHA 合作開發的遠程合奏、與日本重化工業器材製造排名第一的小松

製作所 (Komatsu) 合作的智慧機械遠距操控應用等。 

2.參訪紀要 

NTT Docomo於東京晴空塔設置「Play 5G」展示空間供民眾體驗，展示項目包括： 

(一) 2020東京奧運與傷殘奧運專區，展出 (1) 西洋劍：運用 VR體驗虛擬空間中的西洋劍比

賽 (2) 桌球：透過 VR 眼鏡體驗不同桌球比賽視野 (3) 輪椅競走：使用輪椅 VR賽車和

VR護目鏡，進行遠端輪椅競走。 

(二) NTT docomo 5G垂直應用專區，展出 (1) 智慧足球：與富士電視台合作可從不同視角觀

看球賽與球員動作之智慧足球應用 (2) 智慧策展：與 YAMAHA合作開發的高臨場遠程合

奏體驗 (3) 智慧機械：與日本重化工業器材製造排名第一的小松製作所合作的智慧機械

遠距操控應用，體驗高精度的無人駕駛挖掘機工作。 

 

圖 38：NTT docomo晴空塔 Play 5G展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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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訪之現場相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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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NTT docomo晴空塔 5G實證場域參訪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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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訪心得及建議 

NTT docomo已針對 2020 年奧運發展多項 5G創新應用服務實證，包括桌球 VR 觀戰、輪

椅 VR 競走比賽、多視角觀看球賽與球員動作等，並充分展現 5G系統優良功能特性；我國應

參考 NTT docomo發展經驗，加強推動由電信業者主導進行 5G各項創新應用服務實證，加速實

現 5G商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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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參訪柏之葉智慧城 

1.背景說明 

日本政府 2010年為實現永續經濟發展推動「環境未來城市」，由日本政府 (内閣官房地域

活性化統合事務局) 選出 11個城市，包括：千葉縣柏市、神奈川縣横濱市、福岡縣北九州市

等，以創新產業活絡地區，並因 2011 年 311 大地震及人口老化影響，智慧都市建設理念融入

智慧、防災 (安全)、健康長壽等元素。柏之葉智慧城位於千葉縣柏市，位處東京都東北方約

30 公里處，主要為三井不動產 2000-2023 年開發的柏之葉校園站周邊區域，原為日立製作所

之工廠；該區之開發與設計主要由位於柏之葉校園站前的柏之葉都市設計中心 (Urban Design 

Center Kashiwa-no-ha，簡稱 UDCK) 負責，由行政機關 (千葉縣政府與柏市市政府)、大學及

研究機構 (千葉大學、東京大學)、民間企業 (三井不動產、日立) 等產官學三方合作，透過

創新的協調合作方式導入城市規劃與營運設計，以車站為中心逐步發展商場、辦公大樓、集合

住宅及醫療院所，從「環境共生」、「健康長壽」、「新產業創造」三方面著手，對應日本三課題

「低碳社會」、「超高齡社會」、「低成長社會」，實現安心、安全、可持續發展的智慧城市；其

區域能源管理解決方案「柏之葉 AEMS」，能運用辦公大樓、商業設施、住宅區等埋設的 IoT 設

備，以及太陽能發電與儲能系統，對區域整體能源進行運用、監測以及控制，以控制平常用電

的高峰期用電量，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本參訪團安排於 8 月 29 日上午前往參訪，參訪重點包

括： 

(一) 參觀日立與三井物產共同開發之地區能源管理系統 (Area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AEMS)「柏之葉 AEMS」，透過物聯網整合區域內建築設施、太陽能發電及蓄電系統等設備

進行統一管理實證場域。 

(二) 參觀該區之健康管理系統，UDCK於於柏之葉社區內商場規劃有健康研究所，提供健康諮

詢、基本的身體檢測及保健用品測試，同時在商場內讓居民於逛街時即可同時觀察健康

變化。 

(三) 參觀該區之產業創新推動措施部分，UDCK 與創業支援組織 TEP TX Entrepreneur 

Partners提供創業者資金、育成、自造空間設施支援，並開設創新研究所 KOIL (柏之葉

開放創新研究所) 定期邀請專家及學者舉辦研討會，鼓勵創新發展。 

 

圖 40：柏之葉智慧城地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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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訪紀要 

柏之葉智慧城位於千葉縣柏市，位處東京都東北方約 30公里處，主要為三井不動產 2000-

2023 年開發的柏之葉校園站周邊區域，原為日立製作所之工廠；此開發案與筑波快線合作，柏

之葉校園站以解決對外交通，並促進東京核心人員移居或前來參與新創活動。目前已吸引

9,000 人居住，預計 2030 年居住人口可成長至 26,000 人，另有 15,000 名受雇員工。柏之葉

智慧城的發展目標為： 

 環境共生 (Environmental Symbiosis)：建構一座環境友善且有能力應付天然災害的城

市。 

 健康長壽 (Health and Longevity)：建構一座所有年紀居民均享健康與安全生活的城市。 

 創造新產業 (New Industry Creation)：促進新產業發展，成為日本國家成長泉源。 

柏之葉智慧城之特色包括： 

 融合於千葉縣柏市周邊環境及自然環境特色，包括：東京大學、千葉大學、國家癌症中心

東方醫院、Konbukuro 公園等。 

 透過多方合作共同推動，包括千葉縣地方政府部門、非營利公益組織、千葉縣柏市市民代

表、私立企業公私、大學等機構，共同成立柏之葉都市設計中心 (UDCK, Urban Design 

Center Kashiwa-no-ha) 進行規劃與推動。 

 建立國家級智慧城市標竿：目標為配合日本國家智慧城市政策，全面振興社區發展、及建

構未來環境城市。 

 

圖 41：柏之葉智慧城的地理位置 



41 

 

 

圖 42：柏之葉智慧城的區域發展規劃 

在能源管理方面，柏之葉智慧城規劃 AEMS (地區能源管理系統，Area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區內住宅則裝設 HEMS (家庭能源管理系統，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藉

以控制能源消耗，定期教育居住者節能之重要性，以獎勵方式推廣節能，達到標準的住戶發給

社區商場購物點數，提高住戶節能意願，目標為：通過自然能源和未利用能源的發電及蓄電、

街區間電力相互調度、居民參加節能活動等方式，建立成抗災害能力強的社區。 

 

圖 43：柏之葉智慧城 AEMS系統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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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柏之葉智慧城利用 AEMS在多種能源供應系統間靈活調度 

 

圖 45：柏之葉智慧城 AEMS調度中心 

在健康促進方面，柏之葉智慧城於社區內商場規劃有健康研究所，提供健康諮詢、基本的

身體檢測及保健用品試用服務，而特別設於商場內，可讓居民於逛街時即可順路關心自己健康；

另外，社區內設立居民專屬溫泉池、健身房、兒童托育中心、兒童哺育學校、病童照顧中心等

設施，為各年齡層的居民提供健康便利好生活。 

在產業創新推動方面，柏之葉智慧城都市設計中心 UDCK 與創業支援組織 TEP TX 

Entrepreneur Partners 合作，提供創業者資金、育成、自造空間設施支援，並開設創新研究

所 KOIL (Kashiwa-no-ha Open Innovation Laboratory)，鼓勵各行業人士交流合作、激發創

新構想，並以專家指導及社群連結活動提供創業支援，引發新商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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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柏之葉智慧城 KOIL開放創新研究所 

本次參訪之現場相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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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柏之葉智慧城參訪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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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訪心得及建議 

此次參訪讓我們透過柏之葉智慧城的發展狀況，瞭解日本營造智慧城市的整體政策及有效

作法，主要是依據城市的環境特色與發展需求，以居民為本，規劃適於居民生活需求、環境永

續、且兼具產業發展潛力的發展策略，由在地利益相關團體共同合作，並輔以適當的資通訊技

術及系統解決方案，依該策略所發展出的智慧城市方能永續經營、持續成長，而不僅僅是階段

性實驗成果，此等智慧城市發展策略值得我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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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拜會 ARIB電波產業協會 

1.背景說明 

ARIB 為日本總務省轄下的通訊標準組織 (SDO)，負責日本資通產業制定相關的標準及規

格，在國家電波頻譜先期有效規劃與相關法令準備中扮演關鍵角色。ARIB 成立是為順應電信

技術國際化，以及電信和廣播的融合化之發展趨勢，以及產業需提高無線頻譜資源利用率的需

求；目前為日本負責通訊、廣播領域之新頻譜系統研究開發、技術標準、國際化之推動單位，

主要從事無線通訊產主要從事無線通訊產業調查研究及應用推動，並對無線頻譜使用規劃如頻

譜測試、政策擬定等向總務省提出建議，並針對後續頻段衝突負責進行協調。本參訪團安排於

8月 29日下午前往拜會，拜會重點包括： 

(一) 了解日本政府在 5G通訊與 IoT等創新應用服務之發展政策與相關法規。 

(二) 了解日本通訊類公協會於法規制定上扮演之角色與影響。 

2.參訪紀要 

(一) 介紹 ARIB概觀 

ARIB電波產業協會成立於 1995年 5月，係由 RCR (電波系統開發中心) 及 BTA (放送技

術開發協調會) 二組織合併成立而來，主要任務包括：(1) 無線電波技術相關調查、研究與開

發 (2) 無線電波技術相關諮詢、普及推廣、及情報收集提供 (3) 無線電波技術系統相關技術

標準之制訂 (4) 無線電波系統相關之國際機關聯繫與合作。至 2019年 7月止，ARIB電波產

業協會共有 196位正式會員及 48位贊助會員，其中正式會員部分含 9家電信運營商、18家廣

播電臺、138家無線設備生產商、及 31家其他企業機構。ARIB電波產業協會之組織架構如下： 

 

圖 48：ARIB電波產業協會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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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B電波產業協會致力於無線通訊相關標準文件 (STD) 與技術文件 (TR) 之制訂，目前

已制訂完成 169件標準文件及 76件技術文件。另外，ARIB電波產業協會亦透過辦理演講活動、

技術訓練、產品展覽、卓越人士選拔等活動，推動無線電波技術相關發展與普及。ARIB電波產

業協會亦擔任日本 5GMF (第五代行動通訊推進論壇) 及其他多項日本公協會組織之秘書組角

色，協助 5GMF及各公協會組織之會務運作及會員聯繫。 

(二) 5GMF及日本 5G發展現況介紹 

5GMF (The 5th 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s Promotion Forum，第五代行動通訊

推進論壇) 成立於 2014年 9月，主要任務為：(1) 推動產官學研各界在 5G 方面的創新技術合

作 (2) 推動 5G 相關國際合作、並參與 5G 國際標準制訂 (3) 協助日本 5G 應用實證場域發

展。至 2019年 4月止，5GMF 共有 152位會員，其組織架構如下： 

 

圖 49：5GMF組織架構 

因應日本 5G發展需求，5GMF近期成立「Regional Use Promotion Committee」、「Security 

Study Committee」等兩個專門委員會，其中 Regional Use Promotion Committee 主要任務包

括：(1) 推動 5G區域型在地或企業專網應用 (2) 協調 5G區域型應用相關發展計畫 (3) 協

助 5G區域型在地或企業專網應用之國際商機發展，而 Security Study Committee 主要任務包

括：(1) 研析應用於物聯網、車聯網、及金融科技之 5G資安需求 (2) 彙整國際及日本國內資

安相關機構之技術文件 (3) 於 2019年底前出版 5G資安白皮書。 

5GMF 亦扮演日本 5G 發展推動之重要角色，包括：(1) 推動 5G 垂直應用場域建置、並協

助發展 5G區域型在地或企業專網應用 (2) 積極參與國際 5G前瞻技術研究活動及標準制訂活

動 (3) 建立與國際 5G 相關組織之合作關係、並參與跨國 5G 合作計畫。近年來 5GMF 與我國

TAICS (台灣資通產業標準協會) 合作密切，目前正共同執行一項 5G 世代使用者行為跨國研

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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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G發展方面，日本已透過指配方式，釋出第一波 5G頻譜給 NTT docomo、KDDI、Softbank、

及 Rakuten等四家電信運營商，預計在今 (2019) 年 9月進行試營運、明 (2020) 年春季啟

動正式商業營運，並配合明年東京奧運活動提供多項 5G 應用服務。日本以 10 公里平方為單

位，將全國劃分為 4,500個 5G地理區域範圍，並要求得到 5G頻譜的電信運營商在五年內 (2024

年前) 必須完成 50%以上 5G 地理區域的 5G基地台及網路建設。 

 

圖 50：日本劃分 5G地理區域以積極推動 5G網路建設 

本次參訪之現場相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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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ARIB電波產業協會參訪相片 

3.參訪心得及建議 

企業專網垂直應用為 5G 重要應用發展方向之一，目前我國已有多家業者表達建立 5G企業

專網之需求。我國可參照日本推動 5G區域型在地或企業專網應用、及發放 5G 區域型頻譜執照

之政策作法，研議我國 5G 企業專網之發展策略及可行頻譜政策。 

另一方面，因應 5G世代到來，相關資安要求愈顯重要，5GMF亦成立專門委員會研議 5G資

安規範，我國應加強推動我國學研單位與 ARIB在 5G資安方面之技術合作與交流，有助於強化

我國 5G資安防護能力、並制訂相關管理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