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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界應急通訊大會（Critical Communication World，簡稱 CCW），是關鍵任務

（Mission Critical）通訊領域影響力最大的展覽會，本年度 CCW 於 2022 年 6 月

21 日至 23 日在奧地利維也納 Messe Wien Exhibition Congress Center 舉行，全球超

過 18 個國家代表、130 位專家學者、70 家廠商、2,000 位業界人士出席參與及分

享最新的關鍵通訊新知。2022 年的主題為「Evolving the Ecosystem 不斷演變的生

態系統」，重點是生態系統需要如何發展，以跟上關鍵任務使用不斷變化的要求，

相關議題包括寬頻通訊、標準化、基礎設施、網路安全、網路發展及投資需求與

機會。 

  本所派員參加本年度世界應急通訊大會，除蒐羅應急通訊領域之專家、學者

發表之最新技術，掌握通訊科技發展趨勢外，並了解各國現行公共安全單位通訊

使用狀況，增進國際視野，相關內容與本所刻正辦理之「警用無線電汰換更新中

程計畫」及「警消微波網路系統移頻計畫」息息相關，極有助於計畫推行及新計

畫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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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世界應急通訊大會是關鍵任務通訊領域影響力最大的展覽會，由來自世界各

地的應急通訊專家學者、私人公司使用者、設備商、運營商及政府代表共襄盛舉，

除了將整個行業生態系統聚集在一起，提供面對面交流的平臺，更替未來的應急

通訊需求設定議程，為國際應急通訊標準提供一個討論空間。會議目標除為公共

安全與救難應變單位提供相關應急通訊解決方案，致力於發表前瞻的應急通訊設

備與應用方式，讓使用者能發現、比較當前尖端技術，獲得最新的政策與情報，

並從真實案例研究與實踐中受益；更將未來目標設定於需求相似的工業應用整合，

創造更大的市場機會，增加投資效益與降低專用通訊成本，提供可持續創新與演

進之生態系統。 

  本所派員參加本年度世界應急通訊大會，除蒐羅應急通訊領域之專家、學者

發表之最新技術，掌握通訊科技發展趨勢外，並了解各國現行公共安全單位通訊

使用狀況，增進國際視野，相關內容與本所刻正辦理之「警用無線電汰換更新中

程計畫」及「警消微波網路系統移頻計畫」息息相關，實有助於計畫推行及新計

畫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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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 會議內容 

本年度世界應急通訊大會於 2022 年 6 月 21 日至 23 日在奧地利維也納

Messe Wien Exhibition Congress Center舉行，會議內容概分展覽、一般發表會議、

焦點論壇，相關議程及展覽時間如下： 

 

一般發表會（免付費）舉辦時間 

2021 年 6 月 21 日，11：00－17：15 

2021 年 6 月 22 日，09：45－17：30 

2021 年 6 月 23 日，09：30－14：00 

焦點論壇時間 

2022 年 6 月 21 日，13：00－17：30 

2022 年 6 月 22 日，12：30－17：30 

2022 年 6 月 23 日，12：30－14：00 

展覽開放時間 

2022 年 6 月 21 日，10：00－17：30 

2022 年 6 月 22 日，09：00－17：30 

2022 年 6 月 23 日，09：00－15：00 

 

  世界應急通訊大會發表的內容涉及公共安全及救難、一般政府單位使用、工

業應用通訊等領域，包含關鍵任務通訊（Mission Critical Communications）目前所

遭遇到的挑戰及各種解決方案，發表會的主講者有政府官員、企業領袖和專家學

者等等，能從他們的經歷和研究中了解到最新尖端技術的發展應用；本次除了參

與相關發表會，了解各項時事議題，也透過與現場參展廠商的互動，實際操作各

項新型設備，了解最新市場與產品趨勢。 

二、 重要議題 

    2022年世界應急通訊大會的主題為「Evolving the Ecosystem不斷演變的生態

系」，重點是生態系統需要如何發展，以跟上關鍵任務使用不斷變化的要求，相

關重要議題包括寬頻通訊、標準化、網路安全、歐盟及各國應用現況，摘錄如下： 

（一） 寬頻通訊 

    越來越多的先遣應急人員（First responder）開始使用寬頻通訊及應

用程式來增強既有的關鍵任務語音通訊及窄頻資料通訊，這也促使全球

開始關注關鍵任務通訊應用的質量議題。 

    與消費者通訊系統不同，關鍵任務型通訊系統需要用戶到用戶之

（End To End）間皆達到：「服務品質保證-QoS、優先級-Priority、搶佔

-Pre-emption、可用性-Availability、安全性-Security、彈性-Resilience」，

這也就意味著要成功佈署與管理是一項複雜的任務；從應用伺服器的機

房環境安全、到傳輸、基地臺網路、再到設備及其相關操作系統，每一

個皆需達到關鍵任務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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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標準化（5G及未來標準） 

    行動通訊往寬頻邁進已經進入10年了，2012年4G的一開始的開發主

要是面向商用及消費者，所以後來不得不花很多時間在了解關鍵任務的

通訊需求，相關要求非常嚴苛，甚至得從根本改變已建立的系統，這使

的一切變的很困難。展望未來的5G，事情會大不相同，因為2023即將推

出的3GPP Release 18（R18）大量的標準制定，是以滿足工業需求，而非

只是消費者。 

    關鍵任務語音通訊本身並不困難，最困難的是直通模式，這完全違

反了商業行動通訊系統的工作方式。而接下來的R18這將會是一個基本

且更加擴展的應用，關鍵任務設備將充當閘道器，並將使3GPP及非3GPP

產品皆可聯進關鍵任務網路，例如可支援WiFi平板電腦等。為了使寬頻

通訊得以與既有無線電系統介接，相關的MCX（Mission Critical Service）、

IWF解決方案（3GPP＇s InterWorking Function solution）等介面標準，也

正在制定、驗證及測試。 

    公共安全的市場仍然很小，但是可以開始看到特定垂直行業與其他

行業需求之間的共通性，這也是R18制定過程所展示出來的成果，很多

工業用戶需要關鍵任務型通訊所需的必要功能，另外工業用戶也需要關

鍵任務等級的系統彈性及可靠度。但現在並沒有完全真正可行的替代方

案，現行的關鍵任務無線電的生命周期預計到2040年左右結束，到時這

些系統用戶都會轉向寬頻通訊。 

    就3GPP而言，6G還在研究階段，但ETSI已經策劃了可能對6G很重

要的候選技術，並與不同的機構研究及合作，例如從周圍環境蒐集能源

的相關技術等。 

（三） 網路安全 

    隨著網路犯罪在公共和私人領域的不斷擴散，網路攻擊的數量、頻

率和複雜程度不斷增加，雖然技術創新、遠程操作的增加和雲端應用的

興起正在為全球組織帶來新的功能和能力，但也增加了潛在的網路攻擊

面。 

    現今的關鍵任務通訊系統是整體的生態系統，也是一組複雜的IT相

互依賴技術，極為需要能夠簡化管理並獲得對異構系統的可見性和控制

性，同時提高運營效率。這就需要進行統一的安全管理生態系統—從網

路到端點，從雲端應用到無線電，提供跨網路、設備、軟體和影像的統

一安全管理和可見性的服務，確保關鍵任務的應變能力、彈性和可用

性。 

    除了整體的安全管理生態系統，建議可透過風險評估、滲透測試及

資安諮詢等作業進行系統評估，並於系統控管時藉由全年無休自動化的

安全監控、即時補丁、備份還原及預先威脅調查等工作，搭配持續的人

員教育訓練與學習，達到有效應對網路攻擊，保障系統安全維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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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國應用現況 

1、 歐盟 

BroadWay 

    由歐盟主持的BroadWay專案主要目標即是－促進歐盟國家之間

公共安全寬頻通訊的相互驗證與漫遊功能。 

BroadWay專案開始於10年以前，最終於去年2021年春季完成技術

驗證階段，Frequentis與Airbus公司推出了三款原型設備，包含3GPP標

準化的MC-PTT（Push To Talk,PTT）、MC-Video及MC-Data，並實際發

送給技術評估組織進行測試；測試橫跨整個歐洲大陸，在預先地場景

進行，由不同用戶於特定時間撥打電話，並且可以用原型設備進行PTT

語音與視訊通話（但未包含關鍵任務群組通話），展望今年的技術驗

證目標，除了證明通話外的各種關鍵功能，也必須可在沒有供應商隨

時參與的情況下正常使用。 

目前BroadＷay，已來到第三階段，Airbus公司說明了於目前最重

要的是解決國家之間的跨境通訊品質保證，其中最困難的是協調由各

個國家內，各網路供應商提供的QPP（Quality-服務品質保證、Priority-

優先級、Pre-emption-搶佔），因為通常當你漫遊到另一個國家時，將

會失去所有的優先級設定，而這也是關鍵任務通訊最重要的。另外一

個挑戰是於不同網路供應商間的網管中心，將用戶的參數設定鎖定，

因為3GPP沒有定義這些項目，但同時，第二層的互操作性與關鍵任務

通訊應用程序本身有關，例如MCX1與MCX2所需的介面來自3GPP的

定義及Broadway的第一、第二、第三階段的測試與結果進行定義。 

理想的情況是看到歐洲的每個商用網路都可以提供Priority及

Pre-emption，歐盟司法部跟內政部現在也都支持這一概念，然而

BroadWay專案即將於9月結束，取而代之的是本年度3月即開始的

Broadnet Preparation專案，該項專案費用屬歐盟內部安全基金一部分，

將持續驗證技術解決方案與系統互聯方式，預計至少持續18個月。 

Broadway專案人員也坦承在沒有專用頻譜與單一運營商下，要成

為像美國FirstNet一樣，有其困難，然而歐盟還是需要一個具互操作性

的關鍵任務寬頻通訊解決方案，歐盟正在研究一個類似的模式，以一

個單一組織來管理運營，雖然極其複雜，但隨著技術的進展，一切將

更順利。 

2、 英國 

BWV 

英國已宣布計畫為其高速公路上的交通執法人員配備統一的隨

身攝影機（Body-Worn Video cameras,BWV），旨在承受所有嚴苛環境

下的使用及所有天氣和光照下皆能捕捉高畫質的影像與音頻，並包含

了證據管理軟體，可將影片上傳雲端並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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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N 

    Emergency Service Netwok是由英國內政部領導的一項跨政府計畫，

目標是透過新一代寬頻應急通訊系統，提供現代化的語音及數據平臺，

並取代現行的Airwave（TETRA）無線電通訊系統。 

    ESN的目標使用者包括警察、消防、救護、等政府部門及公用事

業服務，預計將有30萬名人員、45,000輛車、66臺直升機、100個以上

的指揮控制室透過手持裝置及相關裝置進行連接。 

    ESN的快速機動技術可將緊急服務之間的通訊優先權高於所有其

他網路使用者，就算在城市地區的使用尖峰時段，仍可確保第一線應

急人員快速安全的進行通訊。 

    ESN的核心應用由Motorola Solution提供，而基礎網路是由EE進行

建置，並藉由佈署更多4G基地臺，提供足夠的涵蓋，升級既有的網路，

確保緊急服務優先於其他商業流量。ESN的基礎網路係由EE對既有

19,000個站點進行升級及新建700個基站，並由內政部所規劃於偏遠地

區建造292個基站所組成。 

    ESN的產品從一開始單純的SIM卡，到具有PTT的智慧型手機，再

到後續的具有系統及指揮控制室操作功能，到最新可透過衛星鏈路臨

時佈署基站增加涵蓋及應變特殊通訊需求。 

    ESN目前正利用EE移動網路服務與Motorola Solution的Kodiak 

MC-PTT產品相結合，並向英國部分地區的邊防部隊和移民局，在與

Airwave並行的試驗基礎上，提供移動無線電語音和數據通信服務測

試。 

 

3、 瑞士 

    在馬特洪峰山區，無線電設備商Motorola Solution將與瑞士電信營

運商Swisscom合作，共同提供下一代符合3GPP標準的PTT解決方案，

透過Motorola Solution的核心交換設備及Swisscom的寬頻網路作為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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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並提供最高優先等級；首位用戶為瑞士最大的纜車公司，在進

行山坡巡邏、雪地救援時，將使用新的PTT服務來進行通訊與資訊共

享。 

4、 美國 

FirstNet 

    美國為了統合全美公共安全網路，提供跨部門、跨區域之第一線

應急人員使用，商務部於2012年成立獨立機構First Responder Network 

Authority（FirstNet管理局），規劃分配20 MHz的頻譜建立一個用於國

家應急人員的寬頻網路FirstNet，並授權FirstNet管理局確保網路的建設、

部署和運營。憑藉多年的公共安全諮詢和數據收集，FirstNet管理局於

2016年1月發布了RFP，後於2017年3月向AT&T授予了一份為期25年的

創新合約，並計畫於5年內提供65億美元的建設基金，AT&T則於25年

內投入400億美元用於網路基礎設施的建設與維運，該頻譜所建置基

礎設施雖可進行商業營運，但需確保網路的覆蓋率及優先提供緊急救

難使用。 

    經過不斷與美國各地的地方、州、領地、部落和聯邦公共安全機

構進行協商，FirstNet於2018年開始全國性的公共安全頻譜擴建，並於

2019年達到100萬臺設備連接；FirstNet後續批准了7800萬美元和1.45億

美元，用於2019年和2020年的網路投資，通過擴展網路的部署計劃和

核心設備升級，達到啟用5G網路功能及建立整體生態系統來增強

FirstNet，其中，並擴大了可機動部署的專用通訊車隊，確保FirstNet

用戶在緊急情況和事件期間擁有所需的覆蓋範圍和傳輸容量。  

    通過持續的參與戰略，FirstNet管理局與全國各地的公共安全機構

建立了有意義的合作夥伴關係，以提高對FirstNet的認識，並幫助獲得

有關應急人員對該網路的需求的寶貴反饋，至今已佈署超過95%的涵

蓋，超過2萬個政府單位及機關構、330萬使用者、195個應用程式、800

臺機動通訊車進行與FirstNet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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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正在進行相關數字化轉型計畫，藉由部屬各種觸發器來

自動更改無線電編程，例如電子地理圍籬、失去集群模式之應變、藍

芽信標、自動車速控制；最初的使用案例是以爆炸區域為中心設置電

子地理圍籬，當有第一線同仁進入該區域時，會在他們和爆炸處理小

組的無線電上發出警告，以進行現場人員管控。 

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於國際間傳播，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於2022年6月11日修正公布邊境檢疫措施，為6月15日零時起（航班表定抵臺

時間）採3天居家檢疫及接續4天自主防疫之方式辦理；另返臺登機時應持有表定

航班時間前2日內之核酸檢驗報告，於機場入境時採集深喉唾液檢體進行核酸檢

測，以確保國人健康安全。故本次出國人員於出國期間均隨時注意自身防疫措施

及配戴口罩，避免染疫而於返國後危及他人。 

    然奧地利境內當時並無相關管制規定，故會場照片內所示之工作人員、他國

專家與機關代表均未配戴口罩，惟出國人員仍謹慎防疫，於返國後並未有染疫情

形發生，確實達成出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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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一、 心得 

    本次有幸能到奧地利維也納參加 2022 世界應急通訊大會，除了蒐集應急通

訊的新知，維也納的城市治安、環境、公共運輸讓人非常印象深刻，公共場所乾

淨明亮、治安良好、交通便利、遇到的人也都很友善。在街頭剛好遇到當地警察

在服務民眾協尋錢包，非常有耐心；身為相關從業人員，馬上觀察起來當地警察

身上的裝備，確實是攜帶歐盟地區主要使用的 TETRA 無線電。維也納雖然是國

際級的觀光城市，卻不會有吵雜髒亂的感覺，悠閒卻又井然有序，不愧為全球宜

居城市的榜首。 

    本次世界應急通訊大會的主題為「Evolving the Ecosystem 不斷演變的生態系

統」，會議內容涉及公共安全及救難、一般政府單位使用、工業應用通訊等領域，

包含關鍵任務通訊目前所遭遇到的挑戰及各種解決方案、未來標準的制定等。整

體會議包含展覽、一般發表會議、焦點論壇，本次除了參與相關發表會，了解各

項時事議題，也透過與現場參展廠商的交流，實際操作各項新型設備，了解最新

市場與產品趨勢。 

    為了因應現今社會上日趨複雜的治安狀況，以及民眾對於公共安全及救難單

位的快速反應要求，未來的關鍵任務通訊系統除了需要符合第一線使用者穩定、

即時、彈性的語音通訊需求，急需要影像及數據傳輸等新進功能，也因為科技技

術的進步，現行整體的發展正走向整合各項複雜的異構系統，從網路到端點，從

雲端應用到無線電，從前端邊緣計算到系統後臺數據管理，提供跨網路、設備、

軟體和影像功能，使整個通訊系統成為一個生態系統，得以有效支援應急人員的

各項需求。 

  藉由本次的會議可以了解到美國的 FirstNet 及英國的 ESN 寬頻應急通訊網路，

在發展及應用上，屬於全球的先驅，在該國內的網路基礎設施、應用解決方案、

終端設備的建置皆已經有相當的規模，也已經有相當的使用者進行連接，經了解

該兩國皆採成立專門的組織及計畫、釋出專用頻譜與國內既有電信商合作，雙方

一起投入一定規模的預算進行擴建及升級系統，以達到關鍵任務通訊所需要的涵

蓋率及通訊品質保證。此作法除了承攬的電信商不用負擔巨額的頻譜費用，及獲

得一定的資金補貼擴建整體系統涵蓋，也可以在系統升級，確保優先等級後，讓

公共安全及救難單位人員可以直接使用電信商既有系統，達到雙贏的局面。 

    參考美國及英國的應急通訊系統建置，相關官員一再提到系統建置應有充分

之溝通及資料蒐集前置作業，與第一線使用者溝通需求極為重要，也提到需求溝

通最耗費時間，但才得以規劃出符合實際需求的系統，避免後續的浪費。 

    在與現場參展人員交流的過程及後續的資料收集中，也了解到先前美國及英

國建立的寬頻應急通訊系統，主要採 OTT（Over The Top）的架構，係透過行動

通訊網路進行傳輸並搭配應用層的伺服器進行通話，雖然可以進行寬頻語音、影

像及數據通訊，但除了延遲較高外，也難以與既有的 LMR 系統（Land Mobile 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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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互操作，無法發揮既有 LMR 完整功能。爰相關的業者也正在測試及驗證，

提供集成到運營商網路中的 Push To Talk over Cellular（PoC）服務，以降低相關

延遲，更進一步的，更緊密地嵌入到通訊網路的「核心集成設備」，也正在測試

驗證當中，目標即是標準化相關介面及降低通訊延遲。 

    可以了解到美國、英國及歐盟先進國家，皆投入大量的經費、人力進行寬頻

通訊的研發及建設，相關的計畫也是在邊建置邊研發當中進行，為了確保既有

LMR 通訊的不中斷，標準化的 IWF 解決方案是勢在必行，各國也正在努力使 5G

在 MC-PTT、MC-Video 和 MC-Data 等方面可以標準化。 

    除了網路及核心設備，會場內不少廠商展示了關鍵任務寬頻通訊所需的強固

型手持式終端裝置，可以看到設備左側與右側皆有設置方便按壓之按鍵，可按壓

左側按鍵進行即時群組通話 MC-PTT，按壓右側按鍵進行即時影像傳輸 MC-Video

（或稱 Push To Video,PTV），並可自定義右邊按鍵進行相關 MC-Data，下圖可見

一般智慧型手機與強固型手機之比較，整體較為厚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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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於展場內也可看到 LMR 結合智慧型手機之設備，經檢視該設備因需要

整合 LMR 通訊模組及行動通訊模組，整體設備體積較大，也較厚實。 

 

    現場的官員也提到，他們目前並不會放棄既有的 LMR 系統，因為使用者的

習慣，尚需要慢慢克服，另外 LMR 特有的直通通訊模式，也尚未標準化及產品

量產化。 

二、 建議 

（一） 本所目前推行之「警用無線電汰換更新中程計畫」，除採購無線電設

備外，得標廠商於未來亦將交付寬頻通訊解決方案設備，本所屆時將

結合本次參與會議所得新知及各國應用經驗，進行驗證及測試，確保

警察同仁得以儘快使用最新、穩定、快速之科技設備，並發揮採購設

備之最大效益。 

（二） 寬頻通訊系統仍持續在發展及驗證測試，尚未能取代既有LMR，建議

可持續參加相關國際通訊會議，以取得科技發展之第一手消息，拓展

本所國際視野，增加通訊人才儲備，並借鏡新進國家建置經驗，俾利

既有計畫之推行及新計畫之推動。 

（三） 通訊科技日日益新，現今5G與低軌道衛星通訊蓬勃發展，新型設備與

工具亦推陳出新，未來應會開發相關結合應用之器材或設備，故應持

續掌握最新研發狀況與開發成果，期能與公共安全相結合，以精進警

察勤務運作與改善通訊指揮效益，並提升社會治安及兼顧警察執勤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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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錄 

一、 一般發表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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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焦點論壇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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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展廠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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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入場證 

 
五、 會場照片 

 
奧地利維也納MESSE展覽中心               同仁進行報到 

  

         同仁於入口處合照                     展覽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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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會現場                       TCCA 開幕演講 

 
     同仁與參展廠商面對面交流 A        同仁與參展廠商面對面交流 B 

 
     同仁與參展廠商面對面交流 C        同仁與參展廠商面對面交流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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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發表會主講者現場發表         小組討論會與談人以視訊參與 

     
會場展示之通訊配件                 會場展示之天線及纜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