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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華為、 6G Flagship 、IEEE，MIC整理，2020年10月

無論創新應用服務或是頻譜靈活運用都需至少兩世代發展方能成熟

步向6G：通訊技術與應用的世代更迭

為「人」帶來行動數
位服務

將「物」聯網，實現智慧應用
人/物在數位/虛擬/現

實世界的「真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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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6G潛在應用與技術課題

主要國家備戰6G研發

關於發展6G的議題思索

結論



6G潛在應用與技術課題

應用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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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空 衛星

天
空 HAPs

從地面到海、天、太空的多維度網路覆蓋場景

陸
地

海

在太空/天空、地面和海洋中實現覆蓋極廣且深，超高速、超低延
遲、多重連接、且具強固性的通信網路覆蓋

可望造就智慧化
無人/遙控陸海空
交通運輸應用

提供超廣域IoT、
災變/偏鄉通訊、
臨時的產業專網

備註：HAPs=高空平台站（High-altitude platform station）

資料來源：中國移動、Ericsson、NTT DoCoMo、Samsung、華為、中興、日本NICT，MIC整理，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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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到智聯、視覺到六感、被動至主動AI

的應用體驗
6G將助“萬物連網”朝“萬物智聯”革新演進，從而根據未來深
具差異、多元化的服務需求自動且智能地發展服務網路與應用

Intelligent Internet of Intelligent 

Things
主動式AI互動機器人

資料來源：NTT DoCoMo、6G Flagship、中國移動、華為、Nokia Bell Lab、Ericsson，MIC整理，2020年10月

多感官超沉浸式通訊體驗

Application-aware

On-Demand AI

6G可以支持“完整感官體驗”，包括視
覺、聲音和觸覺等，創造出增強的虛擬
現實多感官體驗 ~Eric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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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體視訊轉變至全息虛擬數位雙生社會

6G技術加深實體與虛擬聯繫，結合新興科技，無論從產業應用到
一般生活應用，創建出不受時空地點限制的即時虛擬鏡像世界

資料來源：中國移動、NTT DoCoMo、6G Flagship、Samsung、中興、華為、Nokia Bell Lab，MIC整理，2020年10月

AI分析互動

感測數據匯集

虛擬數位世界 真實連網世界



7

全息虛擬數位雙生應用從科幻步入現實

Digital Replica即時監測行動全息通訊應用 數位雙生遠程控制

3D全息影像協同作業等身全息動態會議 高解析度全息映射

資料來源：中國移動、NTT DoCoMo、6G Flagship、Samsung、中興、華為、Nokia Bell Lab，MIC整理，2020年10月



6G潛在應用與技術課題

潛在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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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技術發展的七大驅動力

6G
特性指標

1. 超高速、大容量傳輸

• 最高數據傳輸速度 100 Gbps-1 Tbps

• 用戶數據傳輸速度1Gbps

2. 超大規模同時連網

• 1,000萬個裝置/平方公里

3. 超高速移動下連網

• 移動速度1,000 KM/hr
• 視未來交通運輸系統發展
所需

5.超低延遲、超高可靠度

• Radio Latency 0.1ms，5G的1/10

• 可靠度達99.99999%，比5G可靠100倍

4. 超高頻譜頻寬

• 支持頻譜～1 THz，使用
頻寬達30GHz

9. 超大覆蓋、多維空間

• 支持~10KM距離與高度之
覆蓋

8. 超精準定位

• 室內10cm、室外1m定位範圍

• 感測能力與定位精度<1cm

7. 超低功耗與成本

• 電池壽命20年
• 10倍能量使用效率

6. 超安全可信賴

• 隨時隨地確保隱私與網路資安

資料來源：中國移動、NTT DoCoMo、6G Flagship、Samsung、日本總務省、南韓MSIT、華為、中興、Nokia Bell Lab，
MIC整理，2020年10月

全球
覆蓋

需求驅
動網路
容量 先進網路

解決方案

安全
隱私
信任

綠色且可
持續性網
路新興商

業模型

社會意識
與責任

資料來源：Small cell forum，MIC整理，2020年10月

6G世代技術發展
的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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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世代應用場景更全面，
技術特性需求將不只講求速度

6G
特性指標

1. 超高速、大容量傳輸

• 最高數據傳輸速度 100 Gbps-1 Tbps

• 用戶數據傳輸速度1Gbps

2. 超大規模同時連網

• 1,000萬個裝置/平方公里

3. 超高速移動下連網

• 移動速度1,000 KM/hr
• 視未來交通運輸系統發展
所需

5.超低延遲、超高可靠度

• Radio Latency 0.1ms，5G的1/10

• 可靠度達99.99999%，比5G可靠100倍

4. 超高頻譜頻寬

• 支持頻譜～1 THz，使用
頻寬達30GHz

9. 超大覆蓋、多維空間

• 支持~10KM距離與高度之
覆蓋

8. 超精準定位

• 室內10cm、室外1m定位範圍

• 感測能力與定位精度<1cm

7. 超低功耗與成本

• 電池壽命20年
• 10倍能量使用效率

6. 超安全可信賴

• 隨時隨地確保隱私與網路資安

資料來源：中國移動、NTT DoCoMo、6G Flagship、Samsung、日本總務省、南韓MSIT、華為、中興、Nokia Bell Lab，
MIC整理，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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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6G特性需求具諸多挑戰，
潛在技術尚待挖掘

資料來源：各公司、組織，MIC整理，2020年10月

實現6G特性的技術課題 6G潛在候選技術發展方向

頻譜

覆蓋
陸海空通訊
系統

傳輸效率
資料

因應自動化
需求

運算

邊緣運算為
關鍵

能源

網路與裝置
雙方

拓樸架構 資安
AI應用

終端/設備/服
務原生支持

次世代半導體

先進材料

高精度

定位
• 用於6G世代元件所需高頻應用特殊新材料之開發

• 超高頻高效能半導體元件與電路之開發與實現

與5G相比，6G需要使用前所未有的新通訊技
術解決方案，且將更仰賴上游新興技術的發展

量子通信
量子運算

新的人機介面
（如腦機介面）

動態網路切片

可見光通訊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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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技術組件研究

6G結構化與框
架化

6G系統化研究
項目

6G 商用化

6G標準制訂樂觀預計5年後開展

5G evolutionInitial 5G

2016 2018 2022 2024 2026 2028 2030WRC

19 2020 WR

C23

WRC

27

WRC

31

6G

2015

WR

C15

6G頻譜需求 6G頻譜分配

5G

Vision

未來技術
趨勢報告

未來技術
願景

2022年6月完成。內容
包含IMT演進技術、高
頻效技術及部署趨勢等

2023年6月完成。描繪2030

年與未來IMT系統整體諸
如應用場景、主要系統能
力、特性等發展目標

2015年9月確認
5G三大特性與
應達到的性能
指標、頻譜資
源分配、標準
制訂時程與商
用化時間

6G 技術標準

6G 特性需求

6G 演進
資料來源：ITU-R、Ericsson、
ZTE，MIC整理，2020年10月

6G標準制訂工作將在2025-

2026年左右進行，而6G商用
網路將在2030年投入使用

R-15 R-16 R-17 R-21R-18 R-19 R-20 R-22 R-23

5G phase1&2

標準
B5G 技術研析與標準化 6G 技術研析與標準化

疫情衝擊下，可
能2021/2022方
能完成



主要國家備戰6G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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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6G Flagship計畫引領產學研邁向6G研究

備註：6Genesis＝the 6G-Enabled Wireless Smart Society & Ecosystem 資料來源：Oulu大學，MIC整理，2020年10月

2018年4月芬蘭Oulu大學就以”支持6G的無線智
慧社會與生態系統(6Genesis)”為主題，向芬蘭科
學院申請國家研究資助計畫中的旗艦研究項目，
獲得8年2.5億歐元的研究資金（2018-2026），同
年5月正式啟動6G旗艦研究計畫(6G Flagship)

• 主要合作夥伴：阿爾拖大學、奧盧商業大學、Nokia、奧
盧應用科學大學和芬蘭VTT技術研究中心和InterDigital。
截至2020年4月已有75家產學研機構參與研究

無線連結
開發新穎無線接取技術與解決方案，
在THz頻段實現超可靠、低延遲、超
大容量和安全的服務交付，包括先進
PHY技術和新動態和虛擬化網路技術

新興應用與服務
進一步探索6G應用場景可能需要的基
本技術元件發展，瞄準無線連接等領

域和分散式智慧運算

分布式運算
開發動態連接節點的新型AI增強協作。
在Cloud RAN架構下，開發優化雲端、
邊緣伺服器和RRH之間訊號處理功能

分離機制等

元件與半導體技術
研究包括納米等新興材料和3D結構、
開發新RF收發器、IC設計及新型THz

電子封裝解決方案

戰
略
研
究
領
域

2030年願景：未來社會是數據驅動，通過近乎無限的無線連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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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lu大學集結國際專家聯合編撰6G白皮書

全球第二版6G系列之12本白皮書
350名專家合作編撰（2020.6）

全球第一版6G白皮書
75名專家合作編撰（2019.9）

• 初擬6G技術特性指標

• 提出6G的技術和生產力
驅動的關鍵績效指標以及
可持續發展和社會驅
動的關鍵績效指標

資料來源：Oulu大學，MIC整理，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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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美國合作進行跨大西洋先進無線技術研究

資料來源：歐盟Horizon 2020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rograme、EMPOWER Project，MIC整理，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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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南韓的6G超前部署戰略
日本Beyond 5G 推進戰略

-通往6G的路線圖
南韓未來行動通訊(6G)

R&D推動計畫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南韓MSIT，MIC整理，2020年10月

達成6G全球商用首發，確保核心技術、完
備主導6G全球市場的基礎

推動方案
於下世代

技術領域領先
確保高附加
價值專利

同步打造研究、
產業基礎

•推動6大技術
領域、10大策
略課題
•國際共同研發
及技術交流
•策略產業示範
服務併行

•將R&D成果反
映於國際標準
•確保國際標準
主導權
•綑綁支援
R&D+標準+

專利

•6G零組件、
設備國產化
•高階、實務人
力育成

第1階段(2021-2025年)：6G核心技術研發（投入約1.7

億美元）
六大技術領域：超性能、超寬頻、超精密、超空間、
超智慧、超可信賴
第2階段(2026-2028年)：6G技術應用
6G應用試點項目：智慧醫療、體感內容、自駕車、
智慧城市、智慧工廠

實現虛擬/實體空間一體化，實現
“資料導向社會”

基本方針

研究開發
目的：世界最高
級研發環境
目標：2025年確
立關鍵技術、
2030年推出
B5G/6G服務

智財/標準化
目的：翻轉市場

(降低供應鏈風險、
創造市場進入機會)

目標：B5G/6G

SEP專利佔比
10%以上

推展部署
目的：實現
B5G-ready環境

目標：2030年
附加價值44兆
日圓

儘早平順地導入
Beyond 5G

借Beyond 5G強化國
際競爭力(取得30%以
上通訊基礎設備市占率)

Beyond 5G推動Consortium(產官學戰略合作平台)

與國際夥伴共建國際合作體制

 計畫2021年匡列70億日圓預算，助總務省轄下
NICT開展6G研發所需測試環境等官民共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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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宣示啟動6G技術研發與推動工作
（1/2）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工信部、中國大陸科技部，MIC整理，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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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宣示啟動6G技術研發與推動工作
（2/2）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工信部、中國大陸科技部，MIC整理，2020年10月



20

促進北美6G技術取得領先地位，
Next G聯盟正式成立

資料來源：ATIS，MIC整理，2020年10月



關於發展6G的議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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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 Hype?（1/2）
大國科技競局、社經數轉需求，加速6G技術的前瞻佈局

資料來源：ITU、Oulu大學，MIC整理，2020年10月

政治觀點 科技地緣政治時代來臨，6G通訊開展新競局

社經觀點 社經/環境朝綠色、智慧、可持續的數位轉型發展

透過6G通訊與先進人工智慧技術與
應用與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議程》
鏈結，期建構嶄新商業模式，促進全
球經濟/生產力增長，並推動多面向
的社會數位轉型

Empower 

the 

People

Strengthen 

the World

Sense the 

environment 

多國政府啟動6G研發戰略/計畫，
務求掌握下世代通訊技術主導權、
成為產業生態體系的全球領導地位

高科技冷戰時代，有必要在具競爭優勢
的行業（如半導體和5G）中推行「超級
差距戰略」，加強研發6G和AI等高科技
領域原始技術 ~南韓產業研究院（K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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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 Hype?（2/2）
提前掌握先進技術、搶佔產業/市場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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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研發佈局外，6G發展議題的前瞻探索

更多的頻譜資源之取得、
分配、共享與規管

對當今行動通訊生態系
統的創造性破壞

未來的6G環境中，什
麼樣的新型態生態系
統發展策略可能會出
現並具有競爭力?

在未來6G環境中，什
麼樣的新型監管，標
準化和治理模型可能
會出現並具有競爭力?

新的利益相關者崛起（尤

其在本地營運）或與傳統產業
融合

資料來源：各組織、Oulu大學，MIC整理，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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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臺灣談6G還太早嗎？

應急起直追、依靠優勢產業掌6G先機？

還是依然做聰明快速追隨者？資料來源：MIC，
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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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

系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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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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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

宏碁

中華電信

佳士達

I
IT/OT

宏達電、佐臻、廣達、仁寶

模組

仁寶、啟碁

手機

Hotspot

宏達電、
華碩、鴻
海、和碩、
緯創

合勤、華碩、友訊、啟碁、
仁寶、宏達電、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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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勤、亞旭、
中磊、友訊、
啟碁、正文

無人機

雷虎、經緯、亞太

聯發
科

手機晶片

啟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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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天線

譁裕
耀登
昇達
科
台揚

基地台上游

Memory

先豐
景碩
臻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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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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璟德

RF前端

智原

ASIC

台嘉碩
華新科
璟德、
信昌電
同欣電、
國巨
御鑫
昇達科
悅城
詠業

濾波器

雙鴻

散熱

南亞科
華邦電

UMC

TSMC

（代工）

LNA/Switch

環旭
訊芯、
同欣
電、
欣興、
臻鼎

模組

終端
產品

局端、傳輸與
核網設備

智邦、鴻海、凌華、研華、樺漢、
雲達

行動邊緣運算

正文、明泰、雲達、鴻海、仁寶、
凌華、研華

輕核網

智邦、明泰、廣達、啟碁

SDN/交換機

正文
盟創
鴻海
明泰

小型基地台

光紅建聖、華星光電、光環、聯鈞、
創發、盟創

光纖PON

中磊
智易
亞旭
啟碁
伺服器/儲存

雲達、鴻海、英業達、緯創、技
嘉、研華

仁寶、伸波、
信耀

萊昂士、台達
電

穩懋
宏捷科
環宇-

KY

聯穎、
TSMC

晶電、
世界先
進
漢磊
晶成

國巨、
華新科、
信昌電、
達方、
禾伸堂

陶瓷電容

勤凱、
道登、
懋成、
伊必艾

電極材料

銅泰
信昌電

原材料

中美晶
兆遠
九豪

基板

THz ？衛星？低功耗
組件？特殊新材料？

Sensors？eURLLC？開放開源平台架構？
Tbps等級解決方案？新終端載具？

Edge AI everywhere?跨域
SI？新型態服務？

Any New Play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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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願景：6G將是深度結合無線通訊技術與人工智慧，實現實體
世界與數位/虛擬世界融合發展，並支持2030年全球社會與經
濟可持續發展之目標關鍵

 標準：ITU-R已開始準備進行針對2030及6G通訊相關研究工
作，但3GPP正式的6G標準制訂時程約在2025-2026年方啟動

 場景：涉及各種無論針對個人或垂直應用的超沉浸/全息、智
聯、感官連網、主動AI的應用體驗

 技術：6G將是運用包含THz的所有頻段，發展新興可融合非
陸地/衛星通訊行動網路，串連成海、陸、空可用的行動網路
，並透過AI運算分析，達到更廣泛且超低延遲無線連網

 超前部署：歐美、南韓、日本、中國大陸等以政府之力投入
6G前瞻技術的先期研究，關聯產業大廠亦開始進行6G技術應
用探索，期在5G方興未艾之際，率先掌握6G利基之地。台灣
產學研界要超前部署為未來十年打底做準備？還是依然等待5

年後標準抵定後的競局？



智慧財產權暨引用聲明

本活動所提供之講義內容或其他文件資料，均受著作權法

之保護，非經資策會或其他相關權利人之事前書面同意，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為重製、轉載、傳輸或其他任何商

業用途之行為

本講義內容所引用之各公司名稱、商標與產品示意照片之

所有權皆屬各公司所有

本講義全部或部分內容為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整理及分

析所得，由於產業變動快速，資策會並不保證本活動所使

用之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於未來或其他狀況下仍具備正確

性與完整性，請台端於引用時，務必注意發布日期、立論

之假設及當時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