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mage: ]	
[image: ]




博碩士論文 90424017 詳細資訊








  
  	以作者查詢圖書館館藏	、以作者查詢臺灣博碩士	、以作者查詢全國書目	、勘誤回報	、線上人數：46	、訪客IP：54.197.205.107


  	姓名	
      	  劉世鈞(Shih-Chun Liu)  
		      查詢紙本館藏  	畢業系所	產業經濟研究所
	論文名稱	
      	  電信不對稱管制之研究
      	   
	相關論文		★ 公平交易法對多層次傳銷定義之研究
－「給付一定代價」是否應予保留	★ 產業群聚與ICT、電子商務技術擴散－以臺灣製造業為例
	★ 人力資本與經濟成長：以TIMSS測驗分數作為人力資本代理變數可行性之探討	★ 個人預計退休年齡的決定
	★ 租稅幻覺與已婚婦女勞動供給之影響	★ 宗教認知對修行投入時間影響之探討
	★ 退休金給付制度及強制退休時點與員工互動之探討	★ 台灣管理階層薪資結構 Tournament Theory 之實證研究
	★ 人才移動、家庭遷移與技術移轉－以台商在上海地區就職為例	★ 電子商務消費者行為計量分析
	★ 台灣B2C電子商務市場商品價格變動因素之探討—兼論虛擬市場與實體市場間之整合	★ 高科技產業垂直分工與群聚效果之分析—以新竹科學園區為例
	★ 臺灣地區大學教育報酬率時間變化趨勢之分析	★ 肢體障礙勞工教育與就業狀況之探討
－以傳訊理論與歧視理論為基礎
	★ 教育的信號功能分析─以國內事業單位為例	★ 電子商務對廠商生產力之影響



	檔案	
		   		[image: ][Endnote RIS 格式]   
		      [image: ][Bibtex 格式]     	
      [image: ][相關文章]   [image: ][文章引用]   [image: ][完整記錄]   [image: ][館藏目錄]   [image: ][檢視]  [image: ][下載]	本電子論文使用權限為同意立即開放。
	已達開放權限電子全文僅授權使用者為學術研究之目的，進行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索、閱讀、列印。
	請遵守中華民國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切勿任意重製、散佈、改作、轉貼、播送，以免觸法。

  
      

	摘要(中)	近年來電信業可說是最熱門的產業之一，從最早第二類電信業務的開放至固網執照的發放，電信產業的發展可說是一日千里，從台灣的行動電話普及率以及國際通話費率的調降便可視出端倪，在這種市場結構快速改變的情行下，台灣從民國88年通過電信法修正後，採用不對稱管制的方式來因應市場的改變，然而不對稱管制是否為市場過渡的萬靈丹？為此，本研究以彙整國內外學者的意見，以及美國、英國與澳大利亞三國的電信自由化發展經驗，來進一步分析台灣電信產業的不對稱管制。


不對稱管制的採用基於一個最基本的理論，就是市場在開放初期，為了讓市場的競爭機制發揮作用，限制既有業者的市場力量，給予新進業者有足夠的發展空間；然而在這樣的理論下，是否真正能夠使市場發揮原有的功能，學者的看法並非一致；因此，我國在採行不對稱管制的情況，必有其嚴格的條件與限制，以防止弊病發生。


另外，從先進國家管制的演變上，我們可以發現儘管各國皆採行所謂的不對稱管制，但是最後的差異相當的大，可概分為美國的分割模式與英國的雙占模式，主要差異在於電信政策的不同，最後導致電信不對稱管制的實施強度也不相同，這樣說並非否定不對稱管制的重要性，從美國的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過渡的時期，不對稱管制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使得美國電信得以快速發展，而最後不對稱管制也撤除。


台灣不對稱管制的內容，與各國的管制相比可說是相當一致的，不論是價格管制或是網路互連方面，但是由於整體的政經情勢不同，管制的成效也不相同，原因可能是在於：1.中華電信仍未完全民營化，仍受到政府財政收入的考量影響；2.市場開放的方式不同，我國不同於美國也不同於英、澳，因此，很難說明在不同的市場結構下，不對稱管制的成效是否相同；3.地理區域的限制，台灣地狹人稠，電信的建構與市場的區分不同於其他各國。因此，本文除了建議原有不對稱管制需改善的地方外，並不建議一定要遵循所謂的美國模式或是英國模式，而是因應我國電信的特色，發展出適合我國的電信管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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