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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政府電信主管機關： 
台灣交通部電信總局 http://www.dgt.gov.tw 
台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http://www.ncc.tw/  
韓國資訊通訊部 http://www.mic.go.kr 
英國傳播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http://www.ofcom.org.uk/ 
法國電信管理局(Autorite de regulation des telecommunications；ART) 
http://www.art-telecom.fr/eng/index.htm 

芬蘭通訊管理局(Finnish Communications Regulatory Authority；FICORA)     
    http://www.ficora.fi/englanti/index.html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http://www.fcc.gov/ 

新加坡資訊通訊藝術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The  
    Arts；MIC0A) http://www.mica.gov.sg/ 
香港電訊管理局(Office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uthority；OFTA) 
http://www.ofta.gov.hk/ 

 

Ø 台灣行動通信業者： 
中華電信  http://www.cht.com.tw/ 

台灣大哥大  http://www.taiwanmobile.com/index.html 

遠傳電信  http:// www.fareastone.com.tw 

亞太行動寬頻電信  http://www.apb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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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 Telecom  http://www.sktelecom.com/eng/ 

Korea Telecom Freetel  http://www.ktf.com/front/IR/eng/ 

LG Telecom  http:// www.lgtelecom.com/eng/index.j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