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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網際網路日漸盛行下，對網路的使用需求，成為現代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環。過去的網際網路通訊協定IPv4(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IPv4)協定己漸漸無法滿足技術的發展及日新月異的變革。新一代的網際網路通訊協定(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IPv6)，儼然有取代之勢。本研究目的有三大項：


一、	繪製出IPv6技術在IT傳統網路產業中應用推廣之技術地圖。


二、	辨認出台灣未來IPv6技術推廣應用可能遭遇之關鍵性問題與可供選擇之解決方案。


三、	辨認台灣IPv6技術應用推廣，未來技術需求之里程碑，將IPv6技術作初步整合。


技術地圖製作法是參考產業類的技術地圖編製步驟。製作地圖過程中，運用混合式的預測方法，包含專家意見法、環境監控法及問卷訪談方式，由相關資料中歸納出台灣IPv6技術推廣應用的四個關鍵範疇(資源充足性、安全性考量、財務面考量、服務品質)及關鍵範疇所涉及的關鍵技術需求。針對IT傳統網路供應鏈作分析，由關鍵技術需求描述過程，如何有效率地去尋求技術解決路方法，是本地圖研究的貢獻。


本研究所歸納出的技術地圖中，可了解台灣IPv6技術推廣應用時，有哪些相關現有技術、未來技術等可供運用。並且得知如何有效率的篩選、過濾、選擇可用的技術路徑，確定技術的發展情況、階段、時程後，可依照需求去取得技術的支援，再按步就班導入市場，避免有限的資源浪費在錯誤的路徑上。


台灣IPv6技術推廣應用時，許多廠商所關心的相關議題如：何時將IPv6技術、協定導入相關的產品及服務，都可以在本研究的技術地圖中得到該有的時間點及技術里程碑。而地圖中的技術發展到導入產品及服務間的時間銜接期：獲得此技術進行試行/嘗試導入產品/嘗試導入市場，正是廠商所關切的投入時機點，可供廠商未來切入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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