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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城市-應用趨勢

• 智慧運輸系統發展
建設計畫

• 交通行動服務

• 機車車聯網

• 智慧路廊

• 綜合式智慧交通管理

• 自駕車車聯網

• 偏鄉公共運輸平台

• 民眾有感與國際成就

• 跨部會合作打造ITS
國家隊

• 全球發展趨勢-新興智
慧科技引領智慧交通
服務快速成長

• 智慧決策與創新加值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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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應用趨勢

臺灣ICT服務涵蓋率80%以上

臺灣ICT硬體設備市場占有率世界第一

預估2020年全球智慧運輸產值達新台幣1兆4000億元

智慧
城市

• 智慧城市是一個跨部會合作的議題，帶給民眾更
安全、效率及永續的想像空間。

• 智慧運輸是支援智慧城市行動力的重要基盤。

ITS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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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創新
強調系統的建置升級到整

合型的智慧運輸服務階段。

系統創新
5G、物聯網、雲端運算、大
數據分析、AI等，為運輸服
務的發展與應用，創造了無
限可能性。

服務創新
跨域科技整合應用、跨運具交
通服務、車路聯網、無人載具、
共享概念等成為下一階段智慧
運輸之發展趨勢。



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

• 降低交通壅塞25%
• 降低汽機車肇事率20%
• 提高公共運輸使用率10%

• 提高偏遠地區公共運輸服
務可及性20%

• 關聯產業產值300億

交通問題

執行計畫

績效目標

ITS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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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期(2017-2020)計畫總預算30億元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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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亮點

交通行動服務
MaaS, Mobility as a Service

機車車聯網
Connected Two-Wheelers

智慧廊道
Smart Corridor

自駕車車聯網
Connected 
Autonomous Vehicle

統合式智慧交通管理
C - ITS

偏鄉公共運輸平台
Rural Area Accessibility

六大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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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通行動服務MaaS

運用資通訊技術(ICT)將各個片段的運輸服務及私人運具使用道

路資訊加以整合提出ㄧ站式交通服務解決方案。

六大亮點

北北宜Maas專案
• App「UMAJI 遊。買。集」已
於107年10月16日正式上架。

• 整合食宿遊購227商家且會員
數已達20,000人。

高雄Maas專案
• App 「 Men-Go 」 已 於

107年09月正式上架。
• 整合數家運輸業者且會員

數達11,6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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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機車車聯網

• 每年車禍經濟損失佔GDP2.8%~3.3%，尤以18~ 24歲年輕族群
傷亡最嚴重。

• 根據公路總局2018年之機動車輛登記統計，機車占63.36%，因
台灣特有的機車文化，顯示機車車聯網安全警示的重要性，既滿
足我國對機車安全的需求外，亦帶動國內產業升級，提供創新性
服務，團隊成員包括資策會、Panasonic、三陽機車、台灣大學
及國內多家資訊設備商

• 以東華及佛光大學做為開放試驗場域
• 日本電波產業協會(ARIB)、Toyata、Honda皆表示高度的興趣

國立東華大學交通事故降低率統計表

年(增減) 總件數 校內

107(~10月) -27.8% -33.3%

106 -15.3% -26.7%

105 9.4% 12.5%

六大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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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速警示應用
對向來車應用
鄰向來車警示應用



3.智慧廊道 Smart Corridor(1/2)
北宜區域智慧廊道

六大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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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5開通後，每逢例假日或連續假期即湧入大量車潮，造
成宜蘭地區交通壅塞問題嚴重。

• 國5路廊試辦藍牙推播系統建置，透過手機App可接收下
游30公里資訊、重要事件資訊及重要建議資訊，提供用
路人行駛建議。

• 大臺北與宜蘭地區發展雲端化的整合運輸走廊交通管理
(ICM)資訊平台。整合該運輸走廊即時交通資訊，以大
數據與視覺化資料決策分析，進行跨單位交通管理決策
支援系統(C-ICMDSS)開發與示範。

跨機關即時交通監控

手機App藍芽推播



3.智慧廊道 Smart Corridor(2/2)
西部生活圈智慧廊道

於臺中市、新竹縣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等推動跨區域智慧廊道交通管理，有
效舒緩尖峰交通壅塞問題。

行駛時間降低約9.4%

新竹市：改善大新竹地區往園區之
經國橋整體交通運輸廊帶。

臺中市：改善台74線相關聯絡道與
周邊道路之整體交通運輸廊帶。

上午尖峰行駛時間降低>30%

六大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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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建置新一代智慧交通管
理中心。



４.自駕車車聯網(1/4)
Connected Autonomous Vehicle(CAV)

• 城市建設發展已轉向為解決在地問題，交通及物聯網應用為全球共通性關注議題。
• 自駕巴士為國內可行之推動方向，透過中央與地方及跨部會合作，逐步推動半封閉場域

至開放場預測試。

六大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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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帶動國產自駕
巴士產業鏈

台灣智
駕

桃園 –青埔機廠

高雄-亞洲新灣區
半封閉場域試營運

台中 –
水湳經貿園區

桃園 –農業博覽會



桃園農業博覽會進行試辦，以國內第一台國產自駕車進行
試運行，活動期間累積搭乘人次達4000人次以上，累積發
車班次660次。

４.自駕車車聯網(CAV)(2/4)
桃園青埔機廠

六大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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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駕車車聯網(CAV)(3/4)
台中水湳經貿園區

六大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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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自駕車車聯網(CAV)(4/4)
創新實驗環境已完備

六大亮點

沙崙自駕車測試場域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

修訂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0條
及增訂附件21

• 108年1月1日實施
• 允許自動駕駛車輛經審

核同意後發放試車牌進
行道路測試

• 立法院107年11月30日三讀
通過

• 總統107年12月19日公布
• 相關子法預計108年6月完成

實施

經濟部

行政院科

會辦
交通部

地方政府108年
自駕巴士
開放道路
試運行



５.綜合式智慧交通管理C-ITS(1/3)

資料蒐集 數據分析 決策應用

CCTV-AI影像辨識
透過影像畫面比對與定義偵測區塊、判斷
如車種、數量、速率、違規停車、異常停
留、逆行、其他事件等。

無人機空拍攝影
事故預防彌補事故分析盲點

六大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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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數據分析
以光達、雷達進行路口行人、汽機車偵
測，並提供警示。

應用於高雄輕軌與汽機
車衝突之偵測與警示



智慧路口安全計畫已在基隆、新北、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南投、台南、高雄
等縣市推動。

５. 統合式智慧交通管理(C-ITS)(2/3)六大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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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５. 統合式智慧交通管理C-ITS(3/3)
遊覽車建置衛星定位系統全面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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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覽車動態資訊管理系統

車
機
訊
息
處
理

動態監控

異常狀態
即時監控

統計報表

GIS

路檢聯稽監控
資
訊
介
接
發
佈

告警簡訊通報

營運資訊分析

基本資料管理

公路總局-科技管理

乘客-動態資訊接露

遊覽車業者-監控管理

六大亮點



6.偏鄉公共運輸平台(1/2)
Rural Area Accessibility

公車到站資訊
Real-Time Bus Information System

狀態 State 路線 Route 方向Direction

進站中
Approach

1122
往花蓮火車站
To TRA Hualian Station

13分
13mins

1135
往玉里
To Yuli

尚未發車
Not started

1137
往富里
To Fuli

末班駛離
Service over

1142
往玉里
To Yuli

末班駛離
Service over

1143
往紅葉
To Hongye

10:00
♥萬榮鄉
幸福巴士

往玉里
To Yuli

11/14(二)

10:00

♥萬榮鄉
幸福巴士

往紅葉國小(餘位2)
(如需搭乘請提前預約)

台鐵到站資訊(瑞穗車站)
Real-Time TRA Information System

方向
Direction

車次
Train No.

車種
Type

開車時刻
Dept.Time

備註
Remarks

花蓮 1111 區間車 09:30 準點

臺東 1111 區間車 09:40 準點

2018年11月13日 上午09:21

六大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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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偏鄉公共運輸平台(2/2)
Rural Area Accessibility

未成年無照駕駛

武陵村105號

六大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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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乘載率2 30人次/每日運用在地運輸資源，以
創新服務滿足在地需求，
並逐步擴大服務對象。

平均里程數3 10公里/車次

每車補助金額4 2000元/輛

服務對象1 6~16歲之間

租賃車代僱駕駛，車輛懸掛延平小巴
掛牌提供服務巴喜告教會牧師：這是一個有溫度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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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地方政府計畫經費執行六大亮點

基隆市(4,606萬)
(106)運輸走廊壅塞改善計畫(800萬)
(107) 濱海公路基金路段智慧運輸建置計畫(1,280萬)
(107) 首都生活圈觀光重點場域交通管理計畫(1,300萬)

臺北市(3,813萬)
(106)整合道路交通與電信資訊應用計畫(1,500萬)
(106)智慧路口安全警示系統建置計畫(1,400萬)
(106-107)市區公車駕車安全計畫(500萬)
(107)智慧站牌建置計畫(1,110萬)

桃園市(3,418萬)
(106-107)客運車輛安全計畫(650萬)
(107)交通安全路口防護(2,000萬)
(107)客運車輛安全及自駕巴士(1,350萬)

新北市(3,525萬)
(107)運輸走廊整合交通與電信資訊計畫(2,400萬)
(107)公車駕車安全計畫(750萬元)

新竹縣市(6,077萬)
(106-107)整合道路交通與電信資訊應用計畫(4,000萬)
(106-107)智慧道路安全警示計畫(1,300萬)
(106-107)尖石鄉公共運輸改善計畫(777萬)

臺中市(8,910萬)
(106)智慧公車聯網計畫(1,000萬)
(106-107)國1暨台74及平面號誌協控計畫(6,500萬)
(106-107)智慧路口安全計畫(520萬)
(107)主要幹道智慧化動態號誌計畫(300萬)
(107) 水湳智慧城自駕車試運行及智慧運輸計畫(525萬)

嘉義縣市(3,380萬)
(106-107)整合式交通控制系統建置計畫(3,380萬)

彰化、南投、雲林縣(4,500萬)
(106-107)鹿港動態停車資訊導引建置計畫(1,700萬)
(106-107)雲林縣交通控制中心建置計畫(1,800萬)
(107)南投縣溪頭運輸走廊壅塞改善計畫(400萬)

臺南市(3,820萬)
(106-107)大臺南智慧交通中心建置計畫(2,000萬)
(106-107)運輸走廊壅塞改善計畫(1,820萬)

高雄市(6,225萬)
(106)區域整合智慧號誌控制計畫(1,275萬)
(106)公共交通行動服務(1,200萬)
(106-107)智慧路口安全計畫(1,500萬)
(106-107)自駕巴士試運行計畫(1,300萬)
(106-107)都市偏鄉多元運具行動服務計畫(750)屏東縣(3,664萬)

(106-107)台1線幹道走廊壅塞改善計畫(2,600萬)
(107)台灣燈會智慧交通管理計畫(700萬)

宜蘭縣(5,200萬)
(106-107)智慧交通控制中心建置計畫(5,200萬)

花蓮、臺東縣(1000萬)
(107)花蓮縣先進交通管理系統整體規劃(500萬)
(107)臺東縣先進交通管理系統整體規劃(500萬)



民眾有感與國際成就(1/2)
舉辦智慧運輸成果展

六大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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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成果展示及自駕車試乘體驗



民眾有感與國際成就(2/2)
連續獲得國際大獎

六大亮點

2016 台灣高鐵在智慧
運輸世界大會獲頒名
人堂產業成就獎

2017 台北市政府在智
慧運輸世界大會獲頒
名人堂政府治理獎

2018 王政次國材在智
慧運輸世界大會獲頒
名人堂終身成就獎

21

2018 手搖發電智慧站
牌榮獲美國R&D 100
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



全球發展趨勢-
新興智慧科技引領智慧交通服務快速成長

產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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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本資料所示為2016-2023複合成長率（CAGR）
資料來源：Market and Market，Global Market insight, Allied Market Research，Technavio，Grand 
View Research，MIC整理，2018年8月



智慧決策與創新加值應用

臺灣
電電公會
V-Team

研發
汽車系統

進軍
國際車廠

提升價值
擴大銷售

上層
應用

中層
處理

底層
數據

加值
ITS六大亮點

蒐集
中央地方協同

分析
公私合作相輔相成

決策
交通管理

TDX 運輸資料流通服務

公共運輸整合
資訊流通服務平台

路側設施即時
交通資料庫系統

交通部
數據匯流平台

交通網路地理資訊
會儲系統

其他開放資料
交通資訊基礎路段
編碼查詢系統

交通行動服務

智慧廊道

機車車聯網 自駕車聯網

偏鄉公共運輸平台統合式智慧交通管理

本部將於2019年3月台北智慧城市展新增「智慧交通展」，策展核心為
ITS六大亮點，並將整合上中下游產業鏈，扮演促成台灣整廠輸出的推手

產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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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會計畫合作



地方政府

ITS未來展望
跨部會合作打造ITS國家隊

透過經濟部與交通部跨部會整合，法人與產業技術協力，透過科技專案完成智慧交通概
念、服務、商業模式驗證，以台灣為練兵場，站穩台灣將整合性解決方案輸出國際。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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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新興交通
所需配套措施
仍待努力

公運吸引力不足
佔有率待提升

事故頻傳付出
嚴重社會成本

數位落差拉
大城鄉差距

運輸走廊供需
不均造成壅塞

前瞻政策視野 先進科技研發 解決方案淬煉

多功能
智慧路燈

高精地圖
以城市居民生活為

核心展開

技術實證與商模驗證
（如智慧城鄉計畫）

Bottom Up

法人新進技術開發

產業

先進交通科技

中央部會

Top Down

自駕小巴

數據平台
數據解決方案

組成國家隊

POC→POS → POB
站穩台灣，輸出國際交通行動

服務V2X

交通管理
智慧停車



簡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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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運輸，台灣未來的行動力
我們在乎你所移動的每一個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