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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落差在行動與固線寬頻之研究—以柬埔

寨與台灣為例 

學生：許郁文       指導教授：楊 千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中文摘要 

近年來，行動電話的盛行與行動寬頻的爆炸性成長，越來越多人能更輕易取得網

路，也因此降低了網路資源的取得不平等性，許多開發中國家也開始追隨此一趨勢，

根據作者在柬埔寨當地的所見所聞以及當地志工朋友的解說，本研究欲比較台灣與柬

埔寨之網際網路擴散的影響因素，研究期間為2001年至2011年，同時，也將強調行動

寬頻與行動電話對國家之間的數位落差所產生的影響。若說台灣網路的關鍵發展在於

固線寬頻網路，那柬埔寨則是行動寬頻網路，闡明未來行動網路在網際網路發展過程

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為其他尚未開發或開發中國家，提供一個有效降低數位落差

的依據。 

實證結果顯示：在柬埔寨方面，行動電話、電話普及率及人口密度對網際網路

使用人數為正向顯著影響，固線寬頻普及率與政治穩定度為負向顯著影響。台灣方

面，固線寬頻普及率、ICT 產品進口額比率及人口密度對網際網路使用人數為正向

顯著影響，電話普及率為負向顯著影響。 

 

關鍵字：柬埔寨、數位落差、行動寬頻、行動電話、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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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Divide of Mobile versus Fixed 

Broadband—Compare Cambodia with Taiwan 

Student: Yu-Wen Hsu      Advisor：Dr. Chyan Yang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英文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of the popularity of mobile phones and mobile broadband’s 

explosive growth, people can more easily reach Internet, gradually reducing the digital 

inequality,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begun to follow this trend. According to my 

saw and heard in Cambodia and with local friends help, this study research the Internet 

diffusion factors between Taiwan and Cambodia for the period 2001 to 2011, also 

emphasizing the mobile broadband and mobile phones’ impact on digital divide between 

countries. 

If we say that the key network diffusion factors in Taiwan lies in fixed broadband, 

then Cambodia is in mobile broadband. Clarify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mobile 

network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for other undeveloped or developing countries, 

providing an effective basis for reducing the digital divide.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 Cambodia show mobile phones, telephone penetration rate 

and population density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Internet diffusion. Fixed 

broadband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In Taiwan, fixed 

broadband penetration rate, ICT goods imports (% total goods imports) and population 

density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Internet diffusion. Telephone penetration 

rat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Keywords: Cambodia, digital divide, mobile broadband, mobile phones,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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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過去十多年資訊科技產業的發展過程中，隨著電腦科技的日新月異，加上資

訊傳輸科技的進步與發達使整個世界天涯若比鄰，訊息能以非常低的成本在全球各

地迅速的傳遞，資訊科技已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網際網路的擴散

過程，隨著個人、企業、國家以及地理區域因使用及擴散的程度不同，產生資訊、

資源運用以及分配的不均勻，根據 Internet World Stats最新資料顯示，截至 2012年 6 

月底，全球上網人口數已達 24億人，如圖 1.1，其中亞洲地區佔 44.8％（10.8億），

歐洲佔 21.5％（5.16億），北美佔 11.4％（2.7億），全球上網人口由 2000年的 3.6

億到 2012 年總成長率超過 600％，而雖然全球上網人口普及率已高達 34％，但其

中多以北美地區（78.6％）、大洋洲（67.6％）、歐洲（63.2％）地區的普及率較高。

由以上的資料可知，各區域之間仍然有著「數位落差」的存在。 

過去的研究走向，大多是把影響網際網路擴散的變數分成經濟變數、人口統計

以及社會發展等類別後再進行統計分析，為如何縮短數位落差的現象提供了一個較

為具體的方向，而這個分析方法因行動網路的出現，在近年間有了一些改變

(Kauffman & Techatassanasoontorn, 2009; Lehr & McKnight, 2003; Rice & Katz, 2003; 

Wareham, Levy, & Shi, 2004)。 

根據連網方式的不同，大致上可將連線方式分為早期的固線寬頻上網與近代頗

為盛行的行動寬頻，國際電信聯盟(ITU)對寬頻的定義為下載速率每秒達到 256Kbits

或以上之速率(ITU, 2006)，2007年至 2011年間，活躍行動寬頻用戶數在已開發國

家，由 18.5%成長至 51.3%；開發中國家由 0.8%成長至 8.0%，如圖 1.2，雖然用戶

數仍遠不及已開發國家，但成長幅度卻有驚人的 10 倍之多，從過去的固線網路慢

慢進展到近代的行動網路，在行動裝置的催化下，全球網際網路普及率開始有了微

妙的變化，而這個現象在開發中國家尤其明顯，根據 ITU 2012 年中發佈的關鍵統

計資訊，全球行動電話用戶數在 2011年底已超過 60億人次，普及率達 86%，而此

驚人成長率主要由開發中國家的新興行動電話用戶所貢獻，佔了總成長率的 80%，

約有 5 億多人口；2011 年底，全球已超過 10 億行動寬頻用戶數，成長率達 40%，

行動寬頻顯然成為單一最具動態性的 ICT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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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對政府還是消費者來說，行動網路的進入門檻都較低，使得無線網路在世

界各地廣為建設，某些開發中國家甚至可以直接跨越一般傳統固線傳播路徑

(Steinmueller, 2001)，考慮到世界資訊科技發展的趨勢變化，以及在一次柬埔寨旅

行的因緣際會下得到的收穫，本文除了第二節敘述的變數外，將特別著重於行動寬

頻網路在開發中國家的影響，而在資料取得上因 ITU 於 2005 年才開始蒐集行動寬

頻用戶數的資料，在此我們以行動電話用戶數為另一相關影響變數。 

回顧過去探討網際網路發展與數位落差的文獻，大致可分為三個方向，其ㄧ為

個人層面的比較，其二為組織層面的比較，最後則是全球性層面的比較(Dewan & 

Riggins, 2005)，本研究選擇探討柬埔寨與台灣的網際網路擴散現象，某些部分的結

論或許與其它論文大同小異，但本研究針對行動寬頻的效益進行更加詳細的分析，

為開發中國家提供一個縮短數位落差的方向以及有利於國家網際網路發展的契

機。 

 

 

 

 

 

 

 

資料來源：Internet World Stats.Website：http://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htm 

 

 

 

 

 

 

圖.1.1全球上網人口數 

http://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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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Website：

http://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stat/default.aspx 

 

 

 

 

 

 

 

 

 

 

 

 

圖 1.2 全球活躍行動寬頻用戶數 

http://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stat/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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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架構 

本研究共分六章，首先於第一章緒論說明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及研究流程；第

二章為數位落差、跨國間網際網路發展及寬頻網路發展之文獻回顧；第三章介紹柬

埔寨與台灣國家發展史與數位落差概況；第四章實證分析主要說明實證模型、資料

來源與變數建構；第五章實證結果，先各別說明柬埔寨與台灣的分析結果再綜合比

較分析；第六章研究結論與建議，總結實證結果並說明研究限制及建議未來可改進

的研究方向。 

本文研究之資料來源，柬埔寨方面主要是 ITU(國際電信聯盟)與世界銀行

(World Bank)線上資料；而台灣因不被承認為一國，非世界銀行會員，眾多資料無

法在世界銀行上直接取得，固以台灣政府機關單位的調查資料為主，來源包含行政

院主計總處、內政部以及 ITU，以上構成本研究的主要資料來源。方法上，除兩國

皆可取得的資料並輔以對歷史的了解與實地的觀察來完成本篇研究。本文之研究流

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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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3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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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獻探討 

2.1 數位落差相關文獻 

「數位落差」一詞最早是由美國商務部國家通信及資訊委員會（Natio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TIA）所提出，其在 1999年

「Falling through the Net：Defining the Digital Divide」給予數位落差定義為「資訊

擁有者(Haves)與資訊未擁有者(Have Nots)間所產生的落差」(NTIA, 1999)，而後立

即受到廣泛的討論。NTIA 在網路較為普及後則進一步指出「在資訊社會中，電腦

以及網際網路等資訊工具，對個人的經濟地位與生涯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力，有無

電腦及其運用電腦能力的高低，將會成為主宰貧富差距的力量。」(NTIA, 2000)。

2001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對數位落差的定義為「個人、家庭、企業及地理區域在經濟環境條件不同的

情況下，對於接觸資訊通信科技(ICT) 、網際網路的機會有所不同，因而產生的落

差」(OECD, 2001)。 

2007年國際電信聯盟公布「世界資訊社會年度報告」（World Information Society 

Report）中用「數位機會指標」（Digital Opportunity Index, DOI）做評比，「數位機

會指標」是一國際認定的數位化ICT指標，可以測量一個國家的ICT能力，像是基礎

建設、可負擔能力、普及率和質量等，主要由11種ICT指標分成三項： 

(1) 機會：使用資訊與通信設備的稅收佔國家經濟百分比。 

(2) 基礎建設：資訊與通信設備普及率。 

(3) 應用：網際網路的使用比例，範圍介於0到1，越靠近1則表示使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越強。  

該調查報告指出，數位機會指數前25高的國家都為已開發國家，像是第一高的韓

國（0.80）、日本（0.77）、台灣（0.71）、美國（0.66）等，而其他開發中國家的數

位機會指數則偏低，如柬埔寨（0.18）、越南(0.29)、印尼（0.34）等。 

數位落差的定義隨著資訊通信科技的演進而有所改變，早期多以資訊設備如：

個人電腦的有無做為衡量指標，而後數位落差相關的文獻中，則以「數位資訊取得

之差異及網際網路參與程度之差距」為指標，近年來網際網路歷經固線寛頻與行動

寬頻化發展，許多數位落差的研究採用「寛頻上網率」做為數位落差衡量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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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趨勢，本研究除了採用上述某些指標，將會更強調「行動寬頻上網」對開

發中國家產生的影響，因研究為台灣與柬埔寨兩國之網際網路擴散分析，而後又著

重於行動網路之探討，固下面兩小節分別為跨國間網路發展以及寬頻網路發展之相

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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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跨國間網際網路發展之相關文獻 

 Dewan, Ganley, and Kraemer (2005)研究 1985至 2001年間 40個國家的 IT普

及率，其中又將 IT普及率分成Mainframes, Personal Computers和 Internet 3個世代

來看，研究發現電話線路普及率、GDP、受教育年數以及貿易比重對於 3個世代都

為顯著影響因素，電話費率和都市人口大小並無顯著影響。 

 Chinn and Fairlie (2004)搜集OECD 的161 個國家資料，探討全球數位落差，研

究期間為1999至2001 年，以網際網路使用者及個人電腦普及率為基準，比較北美、

南亞、漠南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歐洲及中亞、東亞及太平洋等區域的數位落

差。研究發現收入、電信架構及法規品質為主要影響因素。 

 Chinn and Fairlie (2006)搜集 OECD 的 161 個國家資料，探討全球數位落差，

研究期間為 1999 年至 2004 年，比較已開發與開發中的國家如巴西、中國、印度、

巴基斯坦、孟加拉等。研究發現電話普及率、收入、教育年數的高低、金融發展為

主要影響因素，電話費率則無顯著影響。 

 Kiiski and Pohjola (2002)研究 OECD 23個國家與 37個開發中國家的網際網路

擴散情形，期間為 1995 年至 2000 年，使用 Gompertz 模型預測技術擴散，研究發

現人均 GDP、網路價格為顯著影響因素，教育在開發中國家為顯著影響因素，電信

市場的競爭則均無顯著影響。 

郭錦華 (2008)研究亞洲網際網路擴散與數位落差情形，合計21個亞洲國家，研

究期間為2000年至2005年，並區分成亞洲整體、亞洲高所得國家及亞洲低所得國家，

研究變數有: 每人平均國內生產毛額、進出口貿易產值、是否開放寬頻線路市場、是

否參與世界貿易組織、人口密度、國民教育程度、個人電腦數量、連網主機普及率、

電話普及率及行動電普及率，採用傳統Panel Data 估計方法，研究結果顯示：  

1. 整體亞洲而言，開放寬頻線路市場及電話、行動電話普及率對網際網路擴散的影

響為正向顯著影響，人口密度為負向顯著影響。  

2. 亞洲低所得國家而言，開放寬頻線路市場及電話、行動電話普及率為正向顯著影

響，人口密度為負向影響。  

3. 高所得亞洲國家而言，是否參與世界貿易組織、個人電腦數量、連網主機普及率、

行動電話普及率及人口密度為正向顯著影響，國內生產毛額及電話普及率為負向

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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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寬頻網路發展之相關文獻 

彭康韶 (2010)研究台灣寬頻上網與數位落差，以台灣行政院主計處與內政部主

計處提供的 23 縣市寬頻上網資料與數位落差資料做寬頻上網率實證，期間為民國

92年到 97年共 6年，以 Panel Data 分析法做傳統 Pooling Data 之迴歸分析，亦採

用了固定效果模型來估計變數影響程度。在台灣總體部分，年齡層 20-24歲人口數、

25-34 歲人口數變數、電腦普及率、高等教育比率和家戶收入比率對寬頻上網率有

正向顯著相關，人口密度則為負向顯著相關。 

Srinuan, Srinuan, and Bohlin (2012) 蒐集泰國國家電信委員會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TC)面對面訪談資料，期間為2010年5月至6月，受

訪者包含泰國曼谷、北、中、南及東北部地區，剔除有問題資料後共有739位有效受

訪者，受訪者分為兩個群體：其一為行動網路為其初次使用網路之方式；另一個則是

固線網路為其初次使用網路之方式。使用binomial logit model分析泰國人民使用行動

網路情形，研究指出價格、固線電話可取用性、年齡以及居住區域為採用行動網路的

顯著影響因素，行動網路對那些在家中無法取得固線網路的人們來說提供一個方法以

降低數位落差。 

Lee, Marcu, and Lee (2011)採用 logistic diffusion model分析固線寬頻與行動寬

頻的擴散模式，分別使用 30個與 26個 OECD國家資料，期間分別為 2000年至 2008

年和 2003年至 2008年，研究發現開放用戶迴路(LLU)
1、收入、人口密度、教育以

及價格為顯著影響固線寬頻擴散之使用因素；而在行動寬頻中，多重標準政策以及

人口密度為影響最初擴散的主要因素，行動寬頻在多數 OECD國家中可視為固線寬

頻服務之互補性服務。 

 Loo and Ngan (2012)研究中國大陸地理區域性數位落差是否因行動電話、3G技

術的引進而縮小，研究指出當數位落差是因電信密度為主要影響因素，比起固線電

話的安裝費與負擔一台個人電腦昂貴的費用，行動或無線通信設施的較低花費與易

用性對開發中國家或是較偏遠地區更受歡迎，配合政府適當的政策與管制下數位落

差的情況將會改善。 

                                                             

1 Local loop unbundling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requiring incumbent operators lease, wholly or in part, the 

local segment of their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 to competitors ("Developments in Local Loop 

Unbundling,"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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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兩國國家發展與數位機會概述 

3.1 柬埔寨國家發展與數位機會概述 

在開始談論柬國的國家發展概況前，作者欲先講述在柬埔寨的所見所聞，是什

麼樣的因緣讓作者想將柬埔寨與台灣做數位落差的分析比較？或許可以讓讀者對

此研究有更深的感受。作者於 2012 年以國際志工的名義到柬埔寨(Kampot)擔任志

工，嘟嘟車(tuk-tuk)是當地很普遍的公共交通工具，來往市區皆須搭乘嘟嘟車，路

上少有紅路燈，但車輛幾乎都能亂中有序，一路上看到許多的攤販與店家，路上的

人民常對我們這些外地來的觀光客投以熱切的眼神，有時甚至一個停留就會有小孩

帶著商品搭配幾句流利的英文向我們兜售商品，眼看這些孩子正適逢學齡，彷彿他

們賣的東西不是紀念品，是他們逝去的青春。 

即使柬埔寨屬於低度開發國家，一國之內也是有城鄉差距的，作者所處地區較

為偏僻，等待空閒之日作者來到柬埔寨的市區旅遊，每樣東西對初次來到這的我都

滿是驚奇，像是當地市集、小吃攤、電話亭、網咖等等，如圖 3.1(a)、3.1(b)，作者

看見不同國家的文化特色外也感受到國家發展的差異，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雖然

路上的文字大多是使用當地高棉語言，但「3.5G」這個專有名詞作者再熟悉不過，

經過當地志工朋友的解釋，即便是像柬埔寨這類國家發展較為落後的國家，他們的

資訊科技發展也在突破，這幾年間政府已在廣泛建設無線網路，在首都金邊的飯店

幾乎都能免費存取無線網路，人民行動電話持有率高，就連行動寬頻技術也已邁向

3.5G，如圖 3.1(c)，反觀台灣行動寬頻技術的近況，這樣的進展對開發中國家來說

無非是個契機，不盡讓我思考，這樣的變化是否能讓國家間的數位機會差距有效縮

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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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柬埔寨-(a)位於鄉村的電話攤商(b)位於首都金邊的網咖(c)3.5G易付卡 

資料來源：當地友人提供 

 

(a)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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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柬埔寨國家發展過程 

柬埔寨自獨立以來，長年處於政治動亂以及戰爭的狀況下，政權一直處於不穩

定的狀態，如表 3.1。2每一時期領導人的作為都對柬埔寨有很深遠的影響，其中，

造成柬國相對落後的最主要原因可歸咎於龍諾時期(Lon Nol)與波布時期(Pol Pot)，

頻繁的內戰與各種恐怖統治、政治謀殺，導致柬埔寨的國力疲弱至今(ITU, 2002)。

本節將柬埔寨的政治歷史分為五個時期，分析不同時期柬埔寨的國家發展。 

資料來源：World Bank.Website：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index.asp 

(一) 法屬殖民地時期(1887-1953)及二戰短期日本佔領(1942-1945) 

在法屬殖民地時期初，相對於其他位於法屬印度支那的殖民國如越南、寮國，

柬埔寨僅被視為一條越南與暹羅之間的重要聯絡道路或緩衝區，而非重要的經濟殖

民地。由於初期柬國處於較為不穩定的控制，法屬政府對柬國人民實行相對較高的

稅賦，也沒有如越南一般開始有都市化及現代化的現象，整個法屬殖民初期，柬國

幾乎沒有任何重要的國家發展建設。直至 20 世紀初期，法屬政權在柬埔寨相對穩

定後，因應戰爭需求，柬國開始發展農業經濟，如稻米、玉米、棉花、辣椒以及橡

膠等規模經濟作物的出現，促使法國建設了基礎設施和公共工程建設如電線、公路

以及鐵路等等，而最重要的是柬國擁有了第一條連接首都金邊至它國的聯外鐵路。 

在日本短暫接管早期，日本與法國簽訂「共同防衛印度支那協議」協議，日方

掌握間接實權但尊重法方的宗主國權益。至 1945 年日本以武力支持施亞努魁儡政

權推翻法國殖民，期間日方以掠奪式殖民統治，輸出柬國各類農、林、漁、礦資源

以資二戰軍需，所幸軍政統治時期僅維持 8個月多，對柬國並無甚大影響。 

                                                             

2 World Bank提供之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資料，2000年至 2011年期間唯獨缺少

2001年，為統計上方便利用算術平均法求得 2001年之資料。 

表 3.1 柬埔寨政治穩定度與反暴力 

年度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百分比等級 

(0-100) 23 25 30 34 32 30 32 24 26 33 

 

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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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施亞努時期(1953-1970)  

施亞努時期為柬埔寨親王執政時期，主要分為三個不同的時期 1.君權神授時期，

2.威權統治時期及 3.社會主義時期。在整個親王執政時期，柬國的政治政策不斷的

在列強以及親左與親右兩派系之間搖擺，「君權神授時期」藉由親日以驅除法國統

治，爾後接受美援反對共產思想，卻力圖以佛教社會主義國家的形象，力求柬埔寨

獨立以及鞏固自身權力。「威權統治時期」柬國於 1953 年正式成為一個完全獨立

的國家，掌握實權的施亞努親王為了維持自身統治的正統，不斷打壓傾向於西方民

主的右派分子，並大力提倡君主立憲制而偏廢總統制。爾後於 1963 年，柬國政治

政策轉向親近對施亞努大力示好的中共政權，政治開始左傾向社會主義的懷抱，直

至 1965年，柬國與美方正式斷交，並與中方勢力來往頻繁。最後，整個局勢在 1969

年後驟變，由於中共深陷文化大革命風暴自顧不暇、柬國內部經濟局勢不佳以及右

派分子躁動等因素，施亞努再次轉向西方列強尋求奧援，同年年中再次與美方二度

建交，施亞努藉由聯合國、IMF以及西方眾多國家獲得兩次總和近四億五千萬美元

的國家建設基金，力圖發展教育以及二、三級產業，卻因政策錯誤，人力資源投入

方向錯誤，基礎農業根本無法支持柬國人口糧食需求，以及忽視國內各階層官員貪

污舞弊的嚴重程度以失敗收場。 

施亞努政權推動了柬埔寨的獨立，其執政時期曾有一段穩定成長的美好時光，

但因施亞努對於實際權力掌握的執著，對經濟發展錯誤的政策方向以及鄰國越南境

內，美中兩大勢力於中南半島暗潮洶湧的角力，加上柬國政府對外號稱中立卻又左

右飄搖的外交政策，使得國內左右兩派黨爭以及各方勢力的衝突日漸惡化，終究埋

下了全境內戰地雷爆發的引信。 

(三) 龍諾時期(1970-1975)  

龍諾時期是由美方扶植政權的時期，柬國在此一階段的社會秩序因為世界列強

之間角力所引起的內戰而被大量的摧毀，傳統農業社會的人口因戰爭因素被迫大量

遷移至都市地區，柬埔寨首都金邊的人口數，於 1955 年統計的 5 萬人膨脹至 1975

年的 200萬人由此可見一般，而軍政府為了因應戰爭所需的各種費用，提高貨幣供

給量，因而導致財政狀況惡性通膨貨幣價值大幅貶值，導致柬埔寨在這五年間所有

成長幾乎停滯，舉凡社會、經濟、政治、財政、教育、資訊發展皆大幅衰退。 

(四) 波布時期(1975-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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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布時期又稱為赤柬、紅色高棉。波布政權所採取的是極左派的共產主義思想，

在其統治期間的三年多當中，經濟制度上，政府實行完全的社會主義制度，企圖以

人民公社的方式維持國家經濟，並摧毀一切貨幣流通，破壞原有的經濟體制；社會

制度上，政府強制破壞固有的家庭組織以及社會結構，以武力脅迫都市居民遷移至

鄉村地區強迫其勞動，擁有兩百萬人口的首都金邊在三日之內瞬即成為空城，大量

勞動人口因恐怖統治或農事荒廢所引起的饑荒而死亡；在政治制度方面，赤柬效法

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對全國知識分子以及異議人士進行屠殺清洗，其中 9成以上的柬

埔寨高知識分子被殺身亡，7 成以上擁有初中、小學知識水準的人亦遭殺害，總計

死亡人口達 300萬人以上，佔當時全國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一。至此，柬國所有政治、

經濟、社會制度全數崩壞，所有國家建設如公共建設、教育、工業、服務業、資訊

發展幾乎為零。 

(五) 橫山林-洪森時期(1978-至今)  

洪森時期為越南扶植政權，從越南入侵柬埔寨並推翻赤柬接管柬埔寨開始，直

至越南軍隊完全撤出，聯合國短暫接管，1993年第一次國會大選以及 1997 年洪森

發動政變實質掌握柬埔寨政權後，整個柬埔寨政治狀況才漸趨近於穩定，雖然這段

時期開始之初政治仍有所動盪，但各國家領導人的方向都試圖恢復以往的社會制度，

致力於社會的重建，如教育，經濟、公民社會以及公共建設等方面至此才開始有了

進步。於 1990 年初期，政府的政策導向有所改變，政府轉為漸進開放，其中，仍

為管制項目的有，政治、軍事、司法方面，而轉為開放項目的有，自由經濟、推廣

教育以及資訊傳播，在這一時期，非政府組織(NGOs)、觀光客以及外商投資在此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大量的外部資訊藉由國人與外國人之間頻繁的交流而快速的散

播。 

3.1.2 柬埔寨數位機會概述 

從「數位落差」一詞出現至今，總結眾多相關研究的結果，多與 GDP、基礎建

設普及率及教育程度等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我們可以發現國家成長過程影響著國家

整體經濟發展的脈絡，在上一節我們透過鑑往知來的方式，了解柬埔寨過去五十多

年的發展歷史，加上當地朋友的解說與實地探訪，一步步帶出柬國網路發展的前因

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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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先前兩政權連年戰亂，柬國所有基礎建設與知識分子皆被摧毀殆盡，如電力

設備、水利設備、鐵路、固線網路等建設皆被摧毀，相關的技術人員等等亦遭受殺

害，爾後的政府雖然立圖發展，但礙於國家經濟狀況不佳，建設資金的匱乏，至今

柬埔寨仍然沒有良好的公共建設，也因為上述的這些原因，阻礙了柬埔寨資訊科技

使用上的遲緩，柬埔寨與其他各國家之間產生巨大且難以拉近的數位落差(Wijers, 

2010; 宋鎮照, 2005)。 

從 1999 年個人電腦的普及開始。當時，個人電腦的售價約落在 200-500 美元

之間，同期柬埔寨人民的人均 GDP約為 300美元左右，如圖 3.2，顯示柬國人民並

無能力負擔此一花費，再加上基礎電話線路以及固線網路建設因多年戰亂被摧毀，

國家建設資金又嚴重匱乏阻礙新的固線網路發展，柬埔寨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網際網

路使用人口比例差距嚴重落後，如圖 3.3。柬埔寨本身行動電話持有率就偏高，柬

國是世界上第一個行動電話用戶數超越固線電話用戶數的國家，行動電話對柬國的

重要性由此可見(ITU, 2002)，2006年全球行動寬頻網路開始普及，柬埔寨政府力求

提升資訊技術水準，相對於固線網路有著較低投入成本的無線網路基地台在境內開

始被大量的設置，同時也出現了眾多售價遠低於個人電腦的行動裝置供柬國人民選

擇，2009年無線網路設施廣為建設，網際網路使用人口增加一倍之多，這樣的趨勢

對柬埔寨來說無非是一大福音。 

 

 

 

資料來源：World Bank.Website：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index.asp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美

元

 

年度 

圖 3.2 柬埔寨人均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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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Website：

http://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stat/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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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台灣國家發展與數位機會概述 

3.2.1台灣國家發展過程 

台灣過去長年處於受統治狀況，導致過去一百年間有相當長的時間處於消極發

展狀態，幸好，無論是清朝時的消極治臺態度，荷蘭與日本統治的被殖民時期或國

民政府初遷台後僅以台灣為反攻基地的政策，通訊對於所有的統治者來說，都是絕

對必要掌控的一項建設，以至於台灣基礎通信網路系統在消極發展中仍然有不錯的

建設與維護。而奠定台灣官方通信網路的基礎，大致上於日治時期便已建設完成。

自民國 60~80 年代， 蔣經國總統上任擬定國家方向後，交通部電信總局全力發展

民用電話交換系統，使得電話線得以走入家家戶戶之中。同期期末，政府穩定且積

極塑造相關發展環境，如表 3.2
3，台灣資通訊技術開始有了大幅度的成長，科技業

一片欣欣向榮，並不斷地維持穩定的發展，這也是後來使得台灣在亞洲的 IT 普及

率一直維持在亞洲數一數二的地位的主要原因。而我們欲以鑑往知來的方式回顧台

灣資通訊產業發展的歷史軌跡，藉此了解台灣 IT 科技發展與普及的成果。 

資料來源：World Bank.Website：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index.asp 

(一) 滿清統治(1877-1895)至日治時期(1895-1945) 

清朝末年 1877 年間，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授命率軍來台平定牡丹社事件，因

台澎兩地與北京有一海之遙，而提出了建設電報電路的政策。為了方便軍事控管與

聯絡之需，架設了第一條由台南至旗津的電報線路，爾後十年，台灣西岸的電報系

統已可串聯，並於台灣巡撫劉銘傳上任期間，推動架設由淡水至福建川石的海底電

纜，此為台灣第一條聯外的電信網路，也因此引入台灣電信科技的肇基。 

                                                             

3
 World Bank提供之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資料，2001年至 2011年期間唯獨缺

少 2001年，為統計上方便利用算術平均法求得 2001年之資料。 

表 3.2 台灣政治穩定度與反暴力 

年度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百分比等級 

(0-100) 65 65 64 66 63 61 71 64 73 76 

 

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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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日治時期，台灣已建有完善的電報系統，台灣總督府於 1900 年起設立台灣

總督府電話交換局，並大力推動公用電話與市內電話系統，但因電話架設費用昂貴，

此時台灣僅有不到 500架市內電話運作。公共電話方面，使用市級公設普通電話與

郵便所局內公眾電話之間的轉接作為通訊，僅約十架設置於各大車站內，數量更為

稀少。1937年台灣總督府交通局為了開拓台灣的電話業務，設立台北電話局並大力

推動市內電話的發展，日治時期末期，台灣已有兩萬五千條市內電話用戶，電話線

路已可四通全島各地。 

(二) 國民政府遷台實施戒嚴令(1945-1988) 

國民政府遷台後(1945-1988)施戒嚴令的前期(1945-1970)，由於戰後台灣許多基

礎建設遭受盟軍轟炸，百廢待興，全省兩萬六千具電話總共耗費五年方完全修復完

畢。初期國民政府將台灣視為一反攻大陸的基地，並未積極治理建設。這情況一直

到 1970 年開始，蔣經國先生主政後才開始有了轉變，在這一時期，政府對台灣的

治理方式轉變為在地生根的政策。1960 年至 1980 年間，交通部電信局致力發展電

話交換系統，使電話普及至一般家庭中，而由於電話線的使用量日益龐大，以舊版

技術「明線」作為訊息傳輸的頻寬已顯不足，該期對台灣最重大的電信基礎建設便

是運用新的電纜技術「同軸電纜」在 1968 年鋪設一條由嘉義至馬公的路上海上同

軸電纜以作為通訊之用，並在相繼於十多年內鋪設至澎湖、金門等海纜工程。 

1970年初，全球能源危機與國家貿易保護政策使台灣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此時台灣面臨產業轉型的重大十字路口，當時，由蔣經國總統為首，李國鼎先生為

輔所擬定的經濟政策下，仿照美國矽谷科技園區搭配「柏克萊大學」以及「史丹佛

大學」的建設方針，逐步規劃「新竹科學園區」及其衛星建設，如擬定清華大學注

重於原子能技術的發展方向以及交通大學注重電子技術的發展方向，並於 1974 創

立了「工研院電子所」，於 1979年與民間公同籌設「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其中資策會負責推動資訊產業的發展，工研院電子所則專注於研發電子產業技術，

推生出「台灣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為首的晶圓

代工產業，也藉此奠定新竹科學園區的確立以及台灣在 IT產業上雄厚的實力。 

(三)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創立初期(1980-1995) 

隨著新竹科學工業園區設立至今，眾多以電子科技為主的國家部門或學術機構，

如交通大學、工研院電子所、精密儀器發展中心、中科院、交通部電信研究所、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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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等相關輔導機構陸續成立，也因這些機構在各方面不同的努

力與進步，奠定了台灣通訊技術的基礎。 

    台灣網路設立初期，以兩種不同的形態個別發展，分別以學術用途以及商業用

途作為目標進行： 

1. 台灣學術網路(TANet)：TANet為台灣第一條學術網路，成立於 1990年 7月，

TANet 初期連接教育部及幾所主要的國立大學與研究機構，如教育部電算中

心、台灣大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及國家高速電腦運算中心等，系全台灣

第一個網際網路系統。TANet 於 1991年以 64Kbps數據專線，連接至美國普

林斯頓大學的 JvNCnet，成為台灣的第一條正式聯外的跨國網路。 

 

2. 商業用途網際網路：「台灣商用網際網路」(Seednet)設立於 1992 年，是由

資策會於 1988年所成立的『SEED計畫』衍伸而來，並開放給工商企業使用，

是國內企業唯一聯網的方式。1994年，交通部電信總局為了配合國家資訊基

礎建設，滿足工商企業、政府機構及社會大眾上網服務需求，推動中華電信

完成網際資訊網路(HiNet)建設。而自台灣學術網路於 1994年起正式與 HiNet

以及 SEEDNet 互連後，台灣正式進入互連網際網路時代，現代網際網路架

構成型。 

80年代開始，政府逐步走向通訊業務開放政策，根據交通部電信總局發佈的「電

信自由化政策白皮書」分三階段推動電信市場的開放。第一階段:電信加值網路業

務之開放;第二階段:行動通信業務之開放;第三階段:衛星通訊及固定通信網路業務

之開放。1987年政府首先開放電信終端設備的自由化，即使用者可以自由選用合法

的電話機，1989年首先放寬國內出租數據電路共同使用之限制，開啟電信網路利用

自由化，最後再以緩步開放電信業務經營的自由化，最後於 1994 年開放數位式低

功率無線電話(CT-2)業務。雖然此一時期已開放眾多有關於電信法的限制，但整體

來說電信業務仍是由政府所主導的中華電信一家公營企業獨佔鰲頭。 

(四) 通過電信三法(1995-至今) 

由於此一時期在技術上之進步已不如電報進入電話、電話進入網際網路的跨時

代成長，對整個網路業務最明顯的分野，是以立法院於 1996 年間三讀通過所通過

的電信三法，作為此一時期的分界線。電信三法分別是指《電信法》、《交通部電

信總局組織條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條例》，將電信業務由政府獨攬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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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由經營狀態，同時將電信總局的功能改制為電信政策規劃以及監督，淡出實際

經營業務。交通部電信總局的電信事業營運部門則由國營公司轉為「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電信業務方面轉由中華電信公司繼續經營，隨後大量民間公司投入競

爭，逐漸形成今日以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以及遠傳電信等三雄鼎立的局面。 

    3.2.2 台灣數位機會概述 

從最早的殖民統治開始，各種因緣際會使當權者無論是迫於各種壓力，還是一

心為民富物，皆是不疑虞慮的去推動台灣通訊業務的發展，歷經市場多項挑戰，都

被台灣的中小型通訊設備廠憑藉著一股不服輸的精神一一克服，運用靈活的經營策

略，加上國家管理當局在產業發展政策上大力推動，開創了今日台灣立足全球資通

訊產業的地位，科技產業一片欣欣向榮，人民生活富裕。 

目前台灣是全球資訊通信產品的設計製造大國，眾多的電子產品關鍵零組件為

台灣生產、組裝、代工製造，甚至自有品牌自產自銷，舉凡個人電腦、光碟機、液

晶螢幕、手機、GPS等等，都在全世界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資訊設備年產值已超

過新台幣 3兆元，通訊設備於 2011年超過 1兆元(陳信宏, 王蒞君, 陳春秀, & 佘蘭

妮, 2011) 。在各方產業的成長與進步下造就台灣的經濟奇蹟，伴隨這樣優異的條

件，台灣人民普遍經濟條件都不錯，GDP也都是持續且穩定成長於高水平，如圖

3.4。1980年代後期個人電腦日益普及；1998年工研院電通所完成 ADSL寬頻數據

機雛形的開發，並將技術轉移給廠商，台灣通廠商便開始全力衝刺，最輝煌的時刻

佔有全球近八成的數據機市場；2005年，台灣個人電腦普及率高達 76%，上網人

口大約佔有六成，如圖 3.5，為全球前十高的普及率。種種條件的優勢下，台灣人

民所擁有的數位機位皆是世界高水準之上。 

台灣網際網路的成長趨勢主要是從固線寬頻網路進入，但從 2006 年行動網路

爆炸成長開始，台灣無論是過去藉由傳統固線網路或現今盛行的行動網路來增加網

際網路使用者人數的成長速度，其成長幅度似乎不及於未開發國家依靠無線網路來

的那麼迅速、有效率，而這也將是本篇論文所要著重探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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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Website：http://www.stat.gov.tw/mp.asp?mp=4 

 

 

資料來源：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Website：

http://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stat/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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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台灣人均 GDP 

圖 3.5台灣網際網路使用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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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研究方法 

4.1 資料來源與統計方法 

本研究利用追蹤資料(panel data)的方式分析資料，此資料具有結合了橫斷面資

料(cross-section data)與時間序列資料(time-series data)之優缺點，資料期間為 2001

年至 2011 年，選用網路網路使用人數做為應變數。本研究選定的自變數，在經濟

變數方面採用人均國內生產毛額、ICT 產品進口額比率；在人口統計變數方面採用

人口密度；在社會變數方面採用政治穩定度；在資訊通信變數方面採用行動電話、

電話線及固線寬頻普及率。統計方法使用多元迴歸分析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迴歸模型採用近似(Dewan et al., 2005)的迴歸模型，主要不同在於我們未

將應變數依時代不同的 IT 世代劃分，單純探討國家整體網際網路普及率。透過資

料收集、統計並就收集樣本資料的數值分佈、顯著性、標準化係數等來說明與探討

問題與影響原因之關係。 

4.2 實證模型 

                                           

                                          

當 i=國家： 

  = 網際網路使用人數，% 

        =行動電話普及率，% 

    =電話線普及率，% 

    =固線寬頻普及率，% 

    =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 人均國內生產毛額，US dollars 

       = ICT 產品進口額比率，% 

          =政治穩定度，百分比等級(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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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rror term 

變數基本組成之敘述統計量整理如表4.2，影響網際網路擴散的變數說明如下： 

表 4.1 台、柬變數明細及應變數之預估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應變數名稱 代號 變數說明 單位 

網際網路使用人數 I 每百人中上網人數 % 

自變數名稱 代號 變數說明 單位 
對應變數的

影響 

經濟變數 

人均 GDP GDP 每人平均國內生產毛額 US dollars 正向 

ICT產品進口額比率 IMPORT 
ICT 產品進口額佔總進口

額百分比 
% 正向 

人口統計變數 

人口密度 POP 每平方公里人口數 
人口數/平

方公里 
正向 

社會變數 

政治穩定度與反暴力 POLITICAL 
政治穩定的程度與暴力減

少的程度 

百分比等

級，0-100 
正向 

資訊通信變數 

行動電話普及率 CELLUAR 每百人擁有行動電話人數 % 正向 

電話線普及率 TEL 每百人擁有固接電話人數 % 正向 

固線寬頻普及率 FIX 每百人擁有固線寬頻人數 % 正向/負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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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台、柬敘述統計表 

  

  

柬埔寨 台灣   

平均數 標準離差 平均數 標準離差 個數 

I 0.69 0.86 59.42 11.53 

11 

GDP 567.26 207.41 16118.09 2159.53 

POP 76.50 3.08 630.06 7.80 

IMPORT 2.52 1.09 21.98 3.76 

POP 76.50 3.08 630.06 7.80 

POLITICAL 28.18 4.51 66.64 4.63 

CELLUAR 23.43 24.03 109.05 9.01 

TEL 0.79 1.18 64.22 4.51 

FIX 0.08 0.09 17.63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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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變數結構 

(1) 應變數[網際網路使用人數( )]  

台、柬資料來源皆為 ITU。 

網際網路使用人數 = 網際網路帳號總數/人口數量 x 100。 

連網方式包含固線上網與行動上網。自 1996年開始網際網路被廣泛使用，知識

的分享無遠弗屆，資訊傳播一日千里，然而對許多開發中國家來說，因經濟、社會、

人口等條件不同的情況下，數位機會取得的不平等就一直存在，許多研究也皆選用

網際網路普及率作為數位落差的效標變項(Crenshaw & Robison, 2006; Ono & 

Zavodny, 2007; Oyelaran-Oyeyinka & Lal, 2005)。 

(2) 自變數  

(2.1)行動電話普及率(CELLUAR)                                             

台、柬資料來源皆為ITU。 

  行動電話普及率 = 行動電話數量/人口數量 x 100。 

 Srinuan et al. (2012)研究指出當有些群體的人們無法在家中使用固線網路時，行

動網路可以成為一項縮短數位落差現象的替代科技。 

 Thompson Jr and Garbacz (2011)研究固線寬頻與行動寬頻對經濟成長的影響，

研究指出行動寬頻與 GDP 有直接顯著的影響，固線寬頻則無。而低收入國家更能

從使用行動寬頻中獲得效益。 

(2.2)電話線普及率(   ) 

台灣資料來源為行政院主計處。 

柬國資料來源為ITU。 

 電話線普及率 = 電話線數量/人口數量 x 100。 

 Dewan et al. (2005)、Chinn and Fairlie (2006)研究發現電話線普及率對網際網路擴

散的影響為正向顯著影響，電話線為固線寬頻服務演進過程所需的設備之一，基礎建

設越密集越有利於資訊科技的發展。 

(2.3)固線寬頻普及率(FIX) 

 台、柬資料來源皆為ITU。 

 固線寬頻普及率 = 固線寬頻數量/人口數量 x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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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錦華 (2008)研究指出在整個亞洲而言，開放寬頻線路市場對網際網路擴散

為顯著正向影響；對亞洲高所得國家而言，網路主機(指的是利用固接、寬頻或其

他連線方式連網的電腦相關設備 )普及率對網際網路擴散為正向影響。

 Crenshaw and Robison (2006)探討網際網路上網人數擴散速度，與網際網路

主機的密度，成正向影響。 

(2.4)人口密度(POP) 

 台灣資料來源為內政部統計處。 

 柬國資料來源為ITU。 

 人口密度(POP) = 人口數量/平方公里。 

 Lee et al. (2011)研究指出人口密度是影響初期寬頻網路普及的顯著影響因素。

 郭錦華 (2008)研究發現所得水準高或經濟成長顯著且穩定發展之區域，人口密

度之影響為正向，反之則為負向。 

(2.5)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GDP) 

 台灣資料來源為行政院主計處。 

 柬國資料來源為ITU。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 GDP/人口數量。 

 Crenshaw and Robison (2006)研究網際網路擴散發現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與網際網路技術擴散有正相關存在，理由是所得收入高者對新產品的使用較

沒有經濟壓力，新技術的使用初期價格高，雖然價格會隨著使用者的增加會逐漸降

低，但新產品初期時仍容易造成國民淨所得低的國家對新產品的接受能力降低。 

(2.6)ICT產品進口額比率(IMPORT) 

台、柬資料來源皆為UNCTAD。 

  ICT產品進口額比率 =  ICT 產品進口額/總貿易進口額 x 100。 

 Chinn and Fairlie (2006)研究顯示進出口貿易佔 GDP比率與電腦及網際網路普

及率成正向影響，但並未將進口及出口分開比較分析，郭錦華（2008）就此分開分

析，但並無將 ICT產品項目獨立出來比較。亞洲國家多數是出口導向國家，網際網

路的普及使得國際間訊息提高，因而提高進口產品的成長。 

(2.7)政治穩定度(POLITICAL) 

 台、柬資料來源皆為World Bank所調查的全球治理指標(WGI)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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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u and San (2006)調查社會學習與數位落差現象，以網際網路技術擴散為例，

研究發現政治穩定度與反暴力和網際網路擴散呈現顯著正向影響，其原因是較好的

政治與社會基礎設施能使一個國家參與更多的電信投資，並促進使用資訊科技的知

識交流，透過社會學習來持續改善環境以降低國家內部的各種異質團體與社會區

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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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實證結果 

5.1 柬埔寨實證分析結果 

    實證結果表 5.1 顯示，在資訊通信變數方面，行動電話用戶數與網際網路使用

人口數之間有顯著正向影響。柬埔寨的行動電話用戶數於 2005 年起，以年複成長

約 50%的速率快速增加，直到 2009與 2010年間行動電話用戶數已超過總人口數的

一半以上，如圖 5.1。2006 年起，全球使用無線網路上網的手機大量普及化，而像

柬埔寨此類低度開發的國家，行動電話使用人數將對網際網路使用人數的普及率有

相當大的影響，符合國外文獻 Srinuan et al. (2012)所提出的結論。 

電話線路與網際網路使用人口數之間有顯著正向影響，符合 Dewan et al. (2005)

所提出的結論，電話線為固線寬頻服務演進過程所需的設備之一，基礎建設越密集

越有利於資訊科技的發展。 

固線寬頻用戶數與網際網路使用人口數之間有負向顯著影響，表示對柬埔寨人

民來說，固線寬頻非取得網路的主要方式。在柬埔寨發展網路初期，國家之主要上

網方式理應是從固線寬頻上網而來，就理論上來說，每增加一名固線寬頻使用人數，

上網人口數必定會增加一人，但若我們把焦點放在柬埔寨網際網路使用人口呈爆炸

性成長的數年間，固線網路使用人數卻不增反減，固線寬頻占網際網路使用人口的

比重也逐年下降，如圖 5.2，顯現固線網路並非左右柬埔寨上網人口成長的主因之

一。 

 

   

資料來源：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Website：

http://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stat/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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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柬埔寨行動電話用戶數與成長率 

http://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stat/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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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Website：

http://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stat/default.aspx 

在經濟變數方面，實證結果表 5.1 中，人均 GDP 與網際網路使用人數在顯著

性上並未得到任何支持，根據我們的觀察，此一現象的主因主要來自於景氣循環週

期間的跨越與否有關，如Srinuan et al. (2012)分析固線寬頻與行動寬頻的擴散模式，

期間分別為 2000-2008 和 2003-2008，該時期為一景氣穩定成長周期，但是由於本

篇研究必須選用較長的周期才能研究行動網路與固線寬頻對上網人口成長的差異，

所以選用的期間為 2001 年至 2011 年，期間對於 GDP 波動最重要的一個轉捩點，

為 2008 年發生的全球金融風暴，此一影響係自 1933 年經濟大蕭條以來，對 GDP

波動影響最為深遠的事件，該風暴使得全球 GDP 水準大幅衰退甚至停滯數年，也

因為跨越一個巨大的經濟蕭條，導致結果並無顯著性。 

ICT產品進口額佔總進口額比例與網際網路使用人數呈正向影響，欲探討該變

數的原因是，起先我們假設亞洲低收入國家諸如寮國、緬甸、柬埔寨 ICT 產品皆由

進口取得，ICT產品占進口額比例有可能影響甚遠，但經實證調查後發現，柬埔寨

並無綁約制度的電信商存在(ITU, 2002)，迄今也並沒有正式負責進口行動電話的商

業機構，國民擁有的行動電話，大部分是使用非正規的方式來獲得，如由私人攤商

於鄰國泰國非法攜帶入境(藍科銘, 2011)，此一現象導致數據統計上的困難，再者，

柬埔寨近年經濟由封閉漸漸轉為開放的制度，進出口貿易需求大幅提升，然而柬埔

寨大部分的進口額偏重於基礎民生物資而非 ICT 產品，ICT 產品進口額僅緩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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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柬埔寨固線寬頻與網際網路使用人數 

http://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stat/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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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紀錄不全，並且經歷上述 2008年間全球 GDP衰退的狀況下，導致該變數呈現不

顯著。 

在人口統計變數方面，表 5.1顯示人口密度與網際網路使用人數呈現顯著正向

影響，郭錦華 (2008)指出在亞洲低所得國家中人口密度與網際網路擴散呈現負向影

響，柬埔寨雖屬於亞洲低所得國家但其人口密度與上網人口卻是呈現顯著正向影響，

原因為柬埔寨人口密度平均僅為76平方公里，並不如其他亞洲低所得國家如印度，

因整體國家資源不足的情況影響網際網路擴散速度。 

在社會變數方面，政治穩定度與反暴力和網際網路上網人口數之間有顯著負向

影響，仔細探究，柬埔寨在這 11 年間由於經歷過頻繁的內戰與恐怖統治，其政治

穩定度仍處於較低的水準，維持不穩定且幾乎零成長的狀況，近年間柬國的上網人

口快速成長，政治穩定度卻無相對應的趨勢，且柬國於 2008 年間與鄰國泰國因多

年的國土問題產生衝突(Silverman, 2011)，境內西北方陷入戰爭危機中，陸陸續續

有許多零星交火衝突，導致國家的政治穩定度與反暴力數值下降，恰好與網路發展

時期相反，使得此結果較出乎我們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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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柬埔寨實證分析結果 

 

 

 

 

 

 

 

 

 

 

 

 

 

 

 

 

 

 

 

 

 

 

變數 
柬埔寨 

係數 t Sig. 

CELLUAR 1.346*** 7.446 0.005 

TEL 0.382** 4.326 0.023 

FIX -1.163*** -25.182 0.000 

GDP -0.082 -1.049 0.371 

IMPORT 0.047 1.435 0.247 

POLITICAL -0.129** -4.102 0.026 

POP 0.34** 3.979 0.028 

N 11 

註：.*p<.1. **p<.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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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台灣實證分析結果 

    實證結果表 5.2 顯示，在資訊通信變數方面，行動電話用戶數與網際網路使用

人口數之間有正向不顯著影響，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台灣在 1960

到 1990 年代之間，經濟發展已大幅超越東南亞其他國家，而資訊通信產品如傳呼

機以及行動電話的普遍使用，皆發生在 1990 年以後，由於經濟方面台灣一直處於

亞洲較高水準國家(吳聰敏, 2003)，再加上台灣於 1980年起大力發展電子以及資通

訊產業，無論是在通訊產品的技術力以及生產力方面皆有良好成果，故台灣消費資

通訊產品的能力普遍較高，行動電話成長軌跡呈 S 型走勢，至 2000 年底時已成為

全球行動電話普及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戴紹琪, 2002)；其二，在行動電話的發展史上，

台灣在行動電話的使用上，從第一代的AMPS系統到發展良好的第二代GSM系統，

行動電話普及率達到人口總數 100%的時間點約落在 2001 年到 2002 年之間，如圖

5.3，2002年台灣開始開放第三代行動通訊業務，3G行動上網真正普及的時間點卻

是落在 2005 年至 2006 年間，綜合以上兩點原因，台灣的行動通訊蓬勃發展較 3G

無線網路提早了約 3至 4年，但上網人數仍穩定成長，這是導致行動電話與網際網

路使用人數兩者之間呈現正向卻不顯著的主因。 

電話線路與網際網路使用人口數之間有負向顯著影響，原因與行動電話的結果

類似，主要是台灣的固線電話與網路發展時間點差異過大所致，但仍為影響上網人

口擴散的因素之一，與郭錦華 (2008)在亞洲高所得國家研究之結果有所類似。 

固線寬頻用戶數與網際網路使用人口數之間有正向顯著影響，符合國外文獻

Crenshaw and Robison (2006)的研究結果，即網際網路上網人數擴散速度，與網際網

路主機的密度呈正向相關。台灣在 1960 年代電話線路已普及至家家戶戶，而台灣

人普遍上網方式主要就是從傳統的固線網路進入，結果正符合我們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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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濟變數方面，表 5.2顯示人均 GDP與網際網路使用人口數有正相關存在，但

顯著性上並未得到支持，根據我們的觀察，主要是因景氣循環週期間的跨越與否有

關，此一現象的主因仍與柬埔寨相同，本研究須選用較長的周期，才得以研究無線

網路與固線寬頻對上網人口成長的差異，所選用的時段從 2001年至 2011年，期間

對於 GDP波動最重要的一個轉捩點，為 2008 年間發生的全球金融風暴，此一影響

係自 1933年經濟大蕭條以來，對 GDP波動影響最為深遠的事件，也因此事件的巨

幅影響，導致結果較不顯著。 

台灣 ICT 產品進口額佔總進口額比例與網際網路使用人數呈現正向顯著相關，

與我們的預期結果符合，台灣具有高消費、生產能力，整體 ICT 產品進口與網際網

路使用人數是同步成長。 

在人口統計變數方面，表 5.2顯示人口密度與網際網路使用人口呈現顯著正向影

響，符合國外文獻 Lee et al. (2011)的研究結論，人口密度是主要影響初期寬頻網路

的發展，當人口密度越高或人口數多時，對網路技術擴散就越重要，人與人之間的

訊息傳遞也會較迅速。 

在社會變數方面，政治穩定度與反暴力與網際網路上網人數有著負相關存在，

但顯著性上並未得到支持，台灣雖長年受統治，過去一百年間有相當長的時間處於

消極發展，但近期的中華民國政權已歷時 60 餘年，政治穩定度與反暴力程度一直

處於水準之上，但因邊際效應遞減，僅能維持緩慢地向上發展，對比於近期成長快

速的上網人口，相對便不是主要影響網際網路擴散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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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台灣實證分析結果 

 

 

 

 

 

 

 

 

 

 

 

 

 

 

 

 

 

 

變數 
台灣 

係數 t Sig. 

CELLUAR 0.033 0.441 0.689 

TEL -0.331* -2.795 0.068 

FIX 0.883*** 6.766 0.007 

GDP 0.152 1.161 0.330 

IMPORT 0.608** 3.243 0.048 

POLITICAL -0.025 -0.420 0.703 

POP 0.819** 3.755 0.033 

N 11 

註：.*p<.1. **p<.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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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綜合討論 

綜合以上兩節之討論結果： 

1. 在經濟變數方面： 

人均 GDP 對網際網路擴散的影響對兩國均不顯著，結果雖出乎我們預期，但

根據我們進一步探討，研究期間歷經 2008 年間發生的全球金融風暴，該風暴使得

全球 GDP 水準大幅衰退甚至停滯數年，如表 5.1，2008 年至 2009 年間人均 GDP

呈現負成長，也因為跨越一個巨大的經濟蕭條，導致結果均不顯著。ICT 產品進口

額佔總進口額比率，台灣有著正向顯著影響，台灣具有高消費、生產能力，整體 ICT

產品進口與網際網路使用人數皆是同步成長；對柬埔寨人民來說普遍尚無法消費高

價 ICT產品，且國內無綁約制的電信商，人民取得產品的方式多藉由非法途徑，計

算不易而有此一結果。 

表 5.3 人均 GDP成長率(%)   

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World 2.61 11.17 11.17 6.83 7.04 11.44 8.41 -6.49 7.84 9.48 

柬埔寨 6.04 7.24 13.11 16.45 14.24 17.42 18.50 -0.63 6.85 13.19 

台灣 1.95 2.75 9.00 6.92 2.74 4.02 1.43 -5.98 13.11 8.12 

 

2. 人口統計： 

針對兩國之網際網路擴散，人口密度對兩國皆有正向顯著的影響，當人口密度

越高或人口數越多時，越有利於網路技術擴散，人與人之間的訊息傳遞也會較迅速。

然而部分文獻的結果與本研究有相異之處，其研究因為包含例如印度、孟加拉等此

類極高人口密度的國家，資源不足反而不利於網際網路擴散，本研究則是對台、柬

兩國提供了微觀的見解。  

3. 社會變數： 

在政治穩定度方面，僅柬埔寨為負向顯著影響，結果雖出乎我們預期但仍舊值

得進一步探討，柬埔寨為一低度開發國家，政治穩定度也不時因與鄰國的紛爭、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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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混亂而呈現不穩定的狀態，相較於同時期正在廣泛建設與發展的行動網路因而導

致此一結果。 

4. 資訊通信變數： 

柬埔寨與台灣之間的電話線普及率對網際網路使用人口數，柬埔寨為正向顯著

性，台灣為負向顯著。由於台灣的電話線路架設時期相當早，在網際網路發明的 30

年前便已架設妥當，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媒介比同期柬埔寨來的多元，電話線路已不

是近代主要發展的目標。 

    至於固線寬頻網路，台灣則呈現正向顯著影響，柬埔寨呈現負向顯著影響，結

果正符合我們預期，台灣的網際網路使用人口數主要成長於固線網路時期，即 2000

年到 2005 年之間，六年的使用經驗奠定了台灣人使用固線網路上網的習慣，至今

台灣人上網的方式仍與固線網路息息相關；柬埔寨的固線網路使用人口數量一直相

當稀少，遠不及總人口數的 1%，但自 2009年起行動網路的架設完善，柬國的網際

網路使用人口數爆增，同期固線網路的用戶數卻不增反減，根據我們的推論，極可

能是行動網路的方便性以及低廉的價格，使得部分固線網路用戶願意轉向行動網路，

才有此一結果。 

結果顯示，行動電話在兩國之間有明顯差異，台灣的行動電話與上網人口並無

顯著性存在，柬埔寨則是正向顯著。研究認為這是兩國發展網路方式不相同的原因

所導致，台灣是依傳統先進國家循序漸進的方式來發展網路，而柬埔寨因為有先前

政治動亂以及戰爭的因素，導致柬國在固線網路發展初期空白，並未參與第一波網

路人口爆炸時代，而是直接跳空至無線網路發展期，其原因推論有二： 

一、就政府的角度： 

由於柬國基礎民生設施不足，公共建設諸如道路、水、電力甚至電話線路

皆未發展完備，且柬國政府相對貧困，無多餘的資金來發展電話線路，使得固

線網路的架設成本過於高昂，而相對於固線網路，架設大範圍區域性無線網路

的成本普遍較為低廉，僅需於地勢較高處如建築頂樓或人工塔台架設一架基地

台即可供應數十公里內的用戶使用，使政府傾向於推廣行動網路而非固線網

路。 

二、就使用民眾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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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線網路的使用必須擁有固線電話的前提下，柬埔寨一般勞工平均月薪

55-90 美元，難以負擔昂貴的電話費以及網路費用，最重要的，一架足以連網

的個人電腦 PC要價更高，達 200-500美元/台，一般柬埔寨人民根本無法負擔，

但行動裝置卻沒有這個問題，從白牌手機風行以來，可連網的行動裝置最低價

甚至可以達到 50美元/台，有了價格上的絕對優勢，以及固線網路發展的窒礙

難行，造成了柬埔寨能以藉由行動網路快速提升網際網路使用人口數的奇蹟。 

最後，我們藉由比較兩國之間上網人口實際成長數的差異，來證明行動網路能

夠有效提升開發中國家的上網人口，進而縮短經濟水平不同的國家的數位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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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4、5.5為兩國之間的網際網路使用人數與固線網路用戶數的比較圖，我們

可以明顯的看見，台灣的網際網路使用人數與固線寬頻用戶數之間的趨勢近似，兩

者同時向上緩步成長，而柬埔寨的網際網路使用人數與固線寬頻用戶數之間可分為

兩個時期來討論，在 2009 年以前，兩用戶數之趨勢無明顯差異；2009 年後網際網

路使用人數產生了爆炸性的成長，弔詭的是固線網路用戶數竟然不升反降，顯現柬

國人民極有可能使用非固線網路的方式進行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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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柬埔寨網際網路與固線寬頻用戶數 

圖 5.4 台灣網際網路與固線寬頻用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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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台灣網際網路與行動電話用戶數 

(a) 

 

(b) 

圖 5.7 柬埔寨-(a)網際網路與行動電話用戶數(b)網際網路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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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5.7(a)為兩國之間的網際網路使用人口數與行動電話數的比較圖，由於

柬埔寨的行動電話用戶數遠大於網際網路使用人口數，導致尺標過大，數據較為不

明顯，所以另外附上圖 5.7(b)。在上圖中兩國皆有類似的兩種現象，其一：行動電

話用戶數大於網際網路使用人口數；其二：兩者圖形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相關，顯

示行動電話對於網際網路使用人口有緊密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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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5.9為兩國之間網際網路使用人數與固線網路用戶數成長速度之比較圖。

為了更進一步探討兩國的固線寬頻與網際網路使用人口成長速度，我們分別將年增

長數以圖形並附帶線性預估趨勢線表示。在台灣方面，兩者的增長皆呈現放緩的狀

況，線性預估趨勢線類似兩條平行線；在柬埔寨方面，網際網路使用人口增長速度

越趨快速，但固線用戶增長速度卻為負值，兩者間的線性預估趨勢線交錯呈銳角，

顯示台灣與柬國的固線網路與網際網路使用人口的成長速度呈現不同的發展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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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台灣網際網路與固線寬頻用戶成長速度 

圖 5.9柬埔寨網際網路與固線寬頻用戶成長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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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為兩國之間網際網路使用人口成長率的比較圖，可見柬埔寨有兩個時

期增長率大幅超越台灣，其一為圖左於 2001 年的部分，柬埔寨的增長率約為台灣

的 8倍，原因為柬埔寨於該年度初獲得網際網路使用的能力，由於是成長初期，導

致於一年之間網路使用人口增加兩倍；其二為圖右於 2008 年起的第二波成長，柬

埔寨在 2009 年廣泛建設行動網路後，網際網路使用人口成長率大幅提升，並達到

連續兩年一倍以上的成長，顯示柬國的確能以行動寬頻技術來縮短兩者之間的數位

落差。 

 

 

 

 

 

 

 

 

圖 5.10 台、柬網際網路使用人口數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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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為兩國之間的網際網路使用人口數實際增加量，可見台灣維持震盪下

降，而柬埔寨卻似乎剛有了增長，由圖中的線性預估趨勢線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

就在近幾年之內，柬國的網際網路使用人口增加量將會大於台灣的網際網路使用人

口增加量，這意味著兩國之間的數位落差將正式開始縮短，這個現象，對於其他落

後國家來說無疑是一大福音，這將證明行動寬頻能有效的使落後國家的網路使用人

口數漸漸追上先進國家，也將打破自網路時代降臨以後，富裕國家所深掘的難以跨

越之數位落差鴻溝。 

 

 

 

 

 

 

 

圖 5.11 台、柬網際網路使用人口數增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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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文主要研究柬埔寨與台灣之網際網路擴散現象，以 panel data 分析方式進行

多元迴歸分析，研究期間由 2001年至 2011年，研究探討經濟發展、人口統計與資

訊通信發展等因素對數位落差之影響，更特別著重於行動寬頻網路在柬埔寨國家的

影響。研究結果指出人口密度對網際網路擴散為一重要影響因素，人口密度越高或

人口數越多越有利於網際網路技術擴散；高消費、高生產力國家，資通訊產品進口

額與網路發展也是同步成長；固線寬頻主要為台灣資訊發展的進入途徑；研究結果

強烈顯示行動電話與行動寬頻的使用為柬埔寨之一大進展，因資訊取得門檻降低，

資訊取得更為容易，越多越多人能使用網路，近幾年間柬、台兩國之數位落差將能

大幅縮短，國際間之數位落差也會因行動網路的發展而有改善，本研究為往後許多

開發中國家力求提升國家數位機會水準提供有力的依據與方向。然而在資料取得上

因目前無長時間追蹤下來的行動寬頻數據，故以行動電話作為另一變數，往後若有

研究行動寬頻相關的論文可將研究期間縮短或選用行動寬頻作為主要變數，研究結

果會更精確。 

而在經濟變數方面，柬埔寨與台灣的人均 GDP結果均不顯著，我們推論其主

要原因為景氣循環週期間的跨越與否有關，而因研究目的以及時效性的關係，我們

必須選用較長的周期，才得以研究固線寬頻與行動寬頻發展對上網人口成長的差異，

但在這期間對 GDP波動最重要的一個轉捩點，為 2008年間發生的全球金融風暴，

以致於後續幾年的經濟發展都較不穩定，未來後續研究方面，應盡量避免挑選跨越

重大經濟變動之時期，對研究結果會更有幫助。 

在社會變數方面，本研究採用的是世界銀行所調查的六項政治治理指標之一的

「政治穩定度」，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五項如：問責度(Voice and Accountability) 、

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ectiveness)、制定與執行促進私部門投資政策能力

(Regulatory Quality)、法治(Rule of Law )、防治貪腐( Corruption Control )，往後研究

可以分別針對不同研究目的選擇指標，或是將上述六項指標全部列入研究，將會對

社會變數方面提供更全面的解釋。 

自 2012年 10月底，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統計，受行動通訊業者積極

推動 2G用戶升級 3G及推廣 3G行動數據上網等因素影響，台灣 3G用戶數達 2,240

萬戶，約為 2G用戶數 3.6倍，為我國行動通訊系統主流。但從去年初發表的新型

智慧型產品發現它們皆有一特色，就是搭載 LTE(Long Tern Evolution，4G技術)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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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徹底讓 LTE 話題延燒起來。回想去年在柬埔寨的街頭看見 3.5G的廣告，即便

像柬國這類開發中國家，他們的網路發展似乎不落人後，現今南美洲的巴西、巴拉

圭，非洲的南非、納米比亞等國都已有 LTE網路，反觀台灣歷經 WiMAX押錯寶

的窘境，台灣的 4G建設已太緩慢，這對台灣整體產業發展及競爭力來說是一大重

擊， NCC才於去年底宣布將於今年底釋出 4 至 8張的 4G執照，預計 2015年才可

展開商轉。無論如何，作者認為行動網路的發展會越趨快速，4G發展將會是往後

行動寬頻網路的重點所在。 

全球上網人口因行動寬頻的盛行，使得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更有機會取得以及

使用網路，從過去歷經固線寬頻的發展路徑來看，網際網路擴散已有不一樣的面貌，

不僅僅是發生在柬埔寨，更多開發中國家也會追隨此一趨勢，運用行動寬頻來縮短

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數位落差，作者建議，往後的研究可以加入更多國家進入討論，

如此一來，將會有更宏觀、更精確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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