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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以來，從消費性電子展(CES)到世界通訊大會(MWC)，包括半導體、智慧手機、網通

設備、電信服務及各項物聯網應用服務等業者，均將 5G 技術與產品解決方案列為 2019 年的展

示重點，揭開 5G 時代的序幕。而全球科技產業持續籠罩在美中貿易戰的陰霾下，除美國持續以

國家安全為由，積極遊說世界各國禁止採用華為、中興通訊等中國 5G 核心設備，備受各界關注

之外，蘋果選擇與高通達成和解協議並簽署 6 年專利協議，撤銷於全球各國所有進行中的專利訴

訟，結束一連串的跨國專利大戰，亦被市場解讀與 5G 晶片供應議題有密切的關係，顯見全球科

技產業面對個人電腦、智慧手機市場需求持續下滑之際，5G 通訊技術的崛起，除成為美中科技

戰的重要戰場之外，亦成為全球科技產業 2019 年高度關注的焦點議題。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美國、韓國主要電信商陸續推出 5G 商用服務，除 5G 資費金額相對偏

高之外，傳輸速率與使用體驗亦未能達到消費者對於 5G 的高度期待，卻開始引發市場對於 5G

未來發展是否過度樂觀的疑慮。由此可知，不同於過去行動通訊時代由 3G 提升至 4G，主要聚

5G 通訊技術的崛起，除成為美中科技戰的重要戰場之外，亦成為全球科技產業 2019

年高度關注的焦點議題。近期美國、韓國主要電信商陸續推出 5G 商用服務，除 5G

資費金額相對偏高之外，傳輸速率與使用體驗亦未能達到消費者對於 5G 的高度期

待，卻開始引發市場對於 5G 未來發展是否過度樂觀的疑慮。本文將分析國家 5G 政

策、電信商 5G 行動網路服務與手機品牌大廠 5G 手機等推動進展，並就可能面臨的

挑戰，作一深入分析，期望實現 5G 技術崛起帶來的美好願景。 
 

 

 

 

 

 

 

 

 

 

 

 

 

 

 



焦在傳輸速率的提升，5G 時代的來臨，除強調高速傳輸之外，更重要的是提供 5G 所具備的大

頻寬、低延遲等特性，將成為智慧製造、智慧城市、車聯網、VR/AR、遠距醫療等萬物聯網等創

新應用的重要基礎，並顛覆現有產業的運作模式，促使商業模式出現大幅度的變革。對於全球科

技廠商而言，5G 通訊技術的出現，提供龐大的市場機會，但由於其網路架構將變得更具彈性，

複雜度更為提高，對於參與廠商的營運模式與組織架構亦將帶來全面的挑戰。 

一、各國積極推動 5G 商轉，關鍵在垂直領域應用 

有鑑於 5G 未來發展潛力可期，各國均將 5G 產業發展列為重點方向(詳見表一)，包括美國

力推 5G Fast Plan 計畫，加速釋出頻譜以促進 5G 創新應用服務的發展，並持續提高 5G 服務覆

蓋率，協助鄉村地區建立高速寬頻網路，以縮小數位鴻溝(Digital Divide)；韓國發表 5G+戰略，

目標創造完整的 5G 產業生態系，積極培育 15 個以 5G 為基礎的戰略產業。而中國力推 5G 聯合

研發、試驗與商用試點，至於日本則訂立 5G 研究開發與綜合實證試驗、國際合作協調、頻譜規

劃具體化與技術條件制定等三大藍圖策略，藉此加速 5G 商轉的進程，力求在 2020 年東京奧運

展示其在 5G 領域的實力。 

表 5-1、主要國家 5G 產業發展相關政策 

國別 推動政策 

美國 5G FAST Plan 

 加速釋出頻譜，2019 年 12 月 10 日將啟動美國史上最大規模頻譜拍賣。

(37GHz、39GHz、47GHz)。 

 基礎建設政策升級，簡化行政流程。 

 鬆綁相關法令、鼓勵部署光纖網路。 

 計畫成立 204 億美元鄉村數位機會基金。 

 預計 2019 年底前美國各地將有 92 個城市完成 5G 建置。 

韓國 5G+戰略 

 發展目標：2026 年韓國全球 5G 市占率達 15%、創造 60 萬個就業機會，

實現 730 億美元出口。 

 戰略產業：培育 15 個以 5G 為基礎的核心產業。 

 建構生態系統：公私合作將投資超過 260 億美元，打造完整的 5G 生態

系統。 

 獎勵投資：針對行動通訊營運商網路投資提供租稅抵減。2020 年計畫將

35%行動通訊研發預算投入中小企業之 5G 設備研發。 

中國 中國製造 2025 

 國家重大科技專項：聚焦 5G 技術研發。 

 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加快 4G 網路建設，大力推進 5G

聯合研發、試驗與商用試點。 

 政府工作報告(2017 年～2018 年)：加快第五代移動通信產業發展，推動

智能製造，發展工業互聯網平台，創建中國製造 2025 示範區。 



日本 5G 三大藍圖策略 

 5G 研究開發與實證試驗：結合日本廠商與國際大廠、設備供應商、電信

商等、學研單位等加速 5G 技術發展、標準制訂與 5G 網路建構。 

 頻譜規劃具體化與技術條件制訂：日本總務省 2019 年採用「比較審查方

法」，進行 5G 頻譜分配作業，並公布特定區域 5G 頻段應用。 

 國際合作協調：積極加強與主要國家、國際組織間的資訊互通共享與跨

國合作。 

資料來源：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日本總務省、中國工信部、科技產業資訊室、台灣經濟研究院產

經資料庫整理，2019 年 5 月 

 

美國、韓國為在 5G 產業發展占有領先地位，2019 年 4 月陸續在主要城市推出 5G 商用服

務，訴求讓消費者率先體驗全新的 5G 行動網路服務(詳見表二)，但受限於 5G 資費服務相對偏

高，終端裝置導入成本昂貴，加上 5G 通訊服務範圍侷限於部分城市與地區，導致消費者的 5G

初體驗反應並不佳。相較之下，日本面對 5G 通訊技術的崛起，則選擇採取不同的策略，除要求

主要電信商必須在 2 年內在日本都道府縣啟動 5G 通訊服務之外，積極尋求 B2B 垂直領域的應

用，過去 4G 時代，電波的分配對象僅限於日本大型電信業者，但進入到 5G 時代，日本總務省

預計最快在 2019 年下半年，針對電信業者以外的行業開放特定地域內的無線通訊服務，允許個

別企業可自主建立智慧工廠通信網路，確保數據資訊的安全性，並提供遠端操控重型設備的服務，

藉以提高製造業的市場競爭力，吸引日本 NEC 與 Panasonic 等大廠積極爭取。 

 

表 5-2、美韓主要電信商 5G 行動網路服務一覽表 

電信商 推行城市 5G 資費 連接裝置 

Verizon 芝加哥、明尼亞波利斯

等部分地區。 

85～105 美元 

(約 2,640～3,261 台幣) 

Moto Z3 

三星 Galaxy S10 5G 

AT&T 第一階段在亞特蘭大、

休士頓等12個城市推出

5G 服務。 

每 15GB 數據容量收取

70 美元。 

(約 2,174 台幣) 

Netgear Nighthawk 5G無線

路由器行動熱點 

SKT 首爾、釜山、仁川、大邱、

大田、光州及蔚山等主

要城市的市中心。 

5.5 萬～7.5 萬韓元 

(約 1,452~1,979 台幣) 

三星 Galaxy S10 5G 

KT 5.5 萬～13 萬韓元 

(約 1,452~3,431 台幣)  

LG Uplus 5.5 萬～9.5 萬韓元 

(約 1,452~2,507 台幣) 

資料來源：科技產業資訊室、DIGITIMES、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整理，2019 年 5 月 

  



綜觀各國政府積極推動 5G 發展的相關政策與主要電信商發展策略，可以發現 5G 通訊技術

所具備的增強型行動寬頻服務(eMBB)、巨量機器型態通訊(mMTC)及超高可靠度/低延遲(URLLC)

等三大特性，除提供既有大眾用戶行動通訊服務之外，更重要的是可廣泛的針對垂直產業提供各

項客製化服務。 

過往在 4G 時代，由於資費方案同質性高，價格競爭激烈，且建置成本金額龐大，許多電信

商至今仍未能有效回收，面對競標 5G 頻譜及基地台建置成本將較 4G 更為提高以及非電信業者

的競爭者亦將陸續加入市場競爭之下，電信業者若想在 5G 時代勝出，將必須打破既有的傳統思

維，在設備建置與頻譜經營上必須更有彈性，以「B2B2X」的新興商業模式，針對不同垂直應用

領域的特性與要求，搭配硬體設備與服務提供者，才能滿足服務提供者與終端客戶的需求，這對

於過去仰賴單一的服務或硬體設備的電信業者與硬體設備廠商而言，操作難度明顯提高，在無法

建立明確的商業模式下，將使得電信商投入 5G 服務發展的意願顯得審慎，影響 5G 商用服務的

推廣速度。 

二、5G 手機大戰—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另一方面，面對全球智慧手機市場規模逐年緩步下滑，加上美國、韓國陸續推出 5G 商用服

務，為尋求新的成長動能，2019 年主要手機品牌大廠均將 5G 手機列為重要的發展重點(詳見表

三)，包括三星、LG、華為、小米、OPPO、Vivo、宏達電等廠商均規劃推出 5G 智慧手機，其中

三星 5G 版的 Galaxy S10 手機於 2019 年 4 月正式於韓國上市銷售，產品定價介於 14 萬～16 萬

韓圜(約新台幣 4.1 萬元～4.6 萬元)，成為支援美國、韓國 5G 商用服務的主要連接裝置。而 LG 

V50 ThinQ 則於 2019 年 5 月正式在韓國上市，至於華為的 Mate X 5G 版本則預計於 2019 年 7 月

正式上市，並規劃 2020 年底將推出中階 5G 手機(定價約千元人民幣)，加速拓展 5G 手機市場。 

表 5-3、全球主要手機品牌大廠 5G 手機推出時程規劃 

品牌 國家 時程 產品名稱 

三星 韓國 2019 年 4 月 Galaxy S10 5G 

華為 中國 2019 年 7 月 Mate X 

小米 中國 2019 年上半年 Mix 3 5G 版 

OPPO 中國 2019 年上半年 OPPO R15 5G、OPPO Find X 5G 

Vivo 中國 2019 年 Vivo APEX 2019 

中興通訊 中國 2019 年上半年 天機 AXON 10 Pro 

聯想 中國 2019 年 Moto Z3 

LG 韓國 2019 年 5 月 LG V50 ThinQ 

Google 美國 2019 年 10 月 Pixel 4 

宏達電 台灣 2019 年下半年 HTC U13 

資料來源：各公司、DIGITIMES、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整理，2019 年 5 月 

 



相較於非蘋手機品牌均陸續宣示將推出 5G 手機發展的時程規劃下，蘋果的動向亦備受市場

矚目。面對全球智慧手機市場發展面臨瓶頸以及華為等中國手機品牌在市占率上的強力挑戰，加

上英特爾在 5G 基頻晶片研發量產的時程明顯落後下，為避免在 5G 手機的競爭中落後，取得 5G

基頻晶片的供應，蘋果選擇與高通達成和解協議，結束歷時超過 2 年的專利侵權訴訟，此將使得

蘋果在 2020 年推出 5G 版本 iPhone 的可能性進一步提高。 

對於手機廠商而言，5G 通訊技術的出現，為面臨發展瓶頸的全球智慧手機市場提供一個重

新回到成長軌道的重要契機，但 5G 手機為達到高頻傳輸以及低延遲等目標特性，必須使用更多

頻段，對於零組件與材料的技術規格要求將進一步提高，除需搭載 5G 基頻晶片之外，更須增加

天線、Wi-Fi 模組、濾波器、及功率放大器(PA)等零組件的配置，以增強通訊與濾波功能，估計

將使得手機物料成本提高 20～30%。 

此外，手機品牌大廠還需支付高通、諾基亞、易利信等業者 5G 標準必要專利授權費用至少

15～21 美元(以售價 400 美元手機計算)，在考量物料成本、標準專利授權費用之下，預期短期內

5G 手機產品售價將難以達到親民的水準。2019 年在 5G 行動網路服務的覆蓋率仍待提升，且尚

無法提供具明顯差異化的創新服務體驗之下，如何說服消費者買單，將成為手機品牌大廠積極投

入 5G 手機發展將面臨的難題。 

三、市場環境、創新應用、商業模式及終端裝置缺一不可 

為在 5G 時代佔有領先地位，除各國主要電信商積極推動 5G 商轉之外，包括智慧手機、網

通設備、晶片、射頻元件等國內外廠商 2019 年亦將 5G 技術與產品開發列為發展重點，但 5G 市

場商機要能真正實現，包括市場環境、創新應用、商業模式及終端裝置的普及度缺一不可。 

就 5G 環境的建置而言，美國、韓國雖陸續推出 5G 商用服務，但服務範圍仍侷限於大都會

城市，覆蓋率仍有待提升。此外，美國持續以國家安全為由，不斷要求歐洲盟國禁止採用華為、

中興通訊等中國製網路設備，使得歐洲各國政府與電信商在 5G 設備的採購上顯得為難，在考量

建置成本之下，歐洲電信商若拒絕採用華為 5G 核心設備，將導致 5G 建置成本明顯提高，將使

得歐洲各國在 5G 基礎環境的建置速度上更為落後。 

而在硬體裝置的部分，雖全球主要網通設備業者與手機品牌大廠均力拱 5G 手機、5G 用戶

端設備的發展，但受限於 5G 標準必要專利(SEP)掌握在高通、華為等少數廠商中，因此硬體設備

廠商必需支付高額的專利授權費用，加上 5G 手機等硬體裝置為滿足 5G 行動通訊特性的要求，

促使零組件規格與設計上均必須進行大幅度的改變，產品架構更趨複雜，技術難度明顯提高，在

5G 晶片、相關零組件成本仍相對偏高之下，短期內終端產品售價難以降至消費者可接受的價格

區間，此將影響消費者未來的導入意願，促使 5G 行動通訊用戶的市場滲透率難以有效提升。  

此外，投入 5G 發展相關業者雖大多認同 5G 在垂直產業應用上深具發展潛力，但真正進入

智慧城市、車聯網、遠距醫療、VR/AR 等各項應用服務的開發過程中，將面對各國現有法令的

層層限制，加上 5G 創新應用大多牽涉跨領域的整合，在缺乏明確的商業模式之下，將使得各項

5G 創新服務體驗大多停留在實驗階段，難以真正落實在實際應用上。 



四、結論 

隨著韓國、美國等各國 5G 商用服務將陸續進入市場，加上國內外通信設備廠商可望逐步推

出 5G 路由器、5G 手機等硬體裝置之下，2019 年可謂「5G 元年」，而美中競逐 5G 產業主導權

的態勢下，更使得 5G 產業的發展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但更值得觀察的是，即便國內外研究機

構與業者對於 5G 未來的發展潛力深具信心，但在邁向 5G 行動通訊的過程中，仍將面臨許多挑

戰。未來若無法有效克服在市場環境、創新應用、商業模式與終端裝置普及度等各個面向所面臨

的考驗，5G 未來將創造龐大的市場商機將淪為華麗的口號，而無法真正實現 5G 技術崛起帶來

的美好願景。 

邱昰芳（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 產業分析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