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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會議主題為 Tolling：The Art of the Possible，計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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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際橋樑、隧道及收費公路協會簡稱【IBTTA】（International Bridge, Tunnel 

and Turnpike  Association）於 2007 年 10 月 7 日至 11 日假奧地利維也納（Vienna 

Austria）的 Hilton Hotel 舉辦第 75 屆年會（75th Annual Meeting&Exhibition）。本

次會議主要目的，係分享及比較歐、美地區最新收費技術應用及收費設備營運的經驗及

觀點；因此，本次年會及展覽可視為是歐、美地區收費營運經驗及技術發展交流之論壇。 

IBTTA 執行長 James Ely 於會議開幕致詞時指出，就橋樑、隧道及公路收費之實

施發展而言，美國確實是比其他國家起步較早且已行之有年，也正因美國道路收費實施

較早，為因應收費業務處理之需要，美國地區已建置有許多複雜的收費系統。因此，美

國在收費技術研究發展及系統營運問題解決等方面，確實累積有豐富的經驗，而這些難

得的實務經驗，IBTTA 希望經由本次年會的交流，能提供助益歐洲及亞洲地區收費營運

及技術之發展。 

本次與會代表主要係來自歐、美地區，亞洲地區計有中國、日本及台灣派員參加，

台灣地區僅本局有派員。時值本局目前刻正推動高速公路電子收費系統之建置工作，個

人承蒙本局長官指派參加，謹秉以「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理念參與學習，期對本局

高速公路電子收費計畫業務之推動有所助益。 

貳、行程記要 

一、與會代表 

本次大會經統計共有來自 25 個國家六百多名代表參加，其中以美國代表最多，亞洲國

家計有日本派三人、中國派二人及我國派一人參加。限於核定之年度預算，本局派遣一

人與會。 

二、會議地點 

在奧地利維也納（Vienna Austria）的 Hilton Hotel 舉行。 

三、行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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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 10 月 6 日晚上 9：30 搭乘中華航空公司班機自桃園國際機場起飛出發，於 96 年

10 月 12 日上午 9：20 搭乘中華航空公司班機班機自維也納國際機場起飛返國，主要行

程如表-1。 

表-1    行程表 

日期 起迄地點 

月 日 
星期 

起 訖 
行程摘要 備註 

10 6 六 桃園 維也納 桃園啟程經阿布達比抵達維也納  

10 7 日 
維也納 

1.註冊 

2.參加（IBTTA）年會開幕 
 

10 8 一 
維也納 參加（IBTTA）年會及展覽攤位參觀  

10 9 二 維也納 參加（IBTTA）年會及展覽攤位參觀  

10 10 三 維也納 參加（IBTTA）年會及展覽攤位參觀  

10 11 四 維也納 參加（IBTTA）年會及展覽攤位參觀  

10 12 五 維也納 桃園 維也納啟程經阿布達比抵達桃園  

10 13 六 桃園 抵達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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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年會議程摘要 

本（75）屆年會有分別來自 25 個國家六百多名代表參加，會場計有 17 家廠商參加

展示。本屆年會主題為“ Tolling：The Art of The Possible ＂，年會活動以英語進

行，為尊重講者著作權，會場禁止錄音，另為因應環保及減輕會員負擔，所有論文簡報

皆於大會結束兩週後在 IBTTA 網站（http://www.ibtta.org）上發表，大會不印發論文

集。（年會舉行之相關照片詳如 3-1～3-16） 

一、註冊 

大會從 10 月 7 日起開始於 Hillton Hotel 辦理註冊，並接受現場報名，會員註冊費用

575 美元，非會員 1,150 美元，在 2007 年 9 月 7 日前註冊者可優待 100 美元。 

二、開幕典禮及頒獎 

(一) 大會於 Hillton Hotel 設有會場，10 月 7 日舉行開幕典禮，由現任主席 Mr. 

Jim Ely 主持。 

(二) 10 月 8 日大會舉行 IBTTA 2007 Toll Excellence & President's Awards 

Ceremony 頒發五項獎項，得獎者及得獎事蹟如下：  

1. 最佳管理獎（Administration Award）：由 N3 Toll Concession Ltd 獲

得，得獎事蹟為“Hedging Srategy ＂。 

2. 最佳顧客服務獎（Customer Service Award）：由 Turnpike Division, 

Texa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獲得，得獎事蹟為“Central 

Texas Turnpike Project ＂。 

3. 最佳營運獎（Operations Award）：由 Tampa Hillsborough Country 

Expressway Authority 獲得，得獎事蹟為“Crosstown Expressway 

Reversible Express Lanes ＂。 

4. 最佳社會責任獎（Social Responsibility Award）：由 Autovias S.A.

獲得，得獎事蹟為“Waterway Program＂。 

5. 最佳科技獎（Technology Award）：由 Pennsylvania  Turnp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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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獲得，得獎事蹟為“Turnpike Roadway Information 

Program ＂。 

 

照片 3-1  現場註冊 照片 3-2  於大會會場設有歡迎海報 

照片 3-3  會議議程 照片 3-4  大會年會現場 

照片 3-5  大會現場 照片 3-6  大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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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7  大會現場 照片 3-8  大會現場 

照片3-9  大會現場點心－以年會為主題之蛋糕 照片 3-10  廠商展覽海報 

照片 3-11  廠商展覽海報 照片 3-12  專題報告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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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3 大會現場餐點 照片 3-14 大會現場餐點 

照片 3-15 廠商展覽實景 照片 3-16 廠商展覽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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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題演講 

大會特別安排一場專題演講(Keynote Speaker )，分別邀請 Mattias Klum 主講野

生動物保育及環保方面之課題，茲將演講內容摘述如下： 

(一)講者是美國國內著名的攝影師，18 歲起即開他的攝影生涯，並與許許多多的

野生動物ㄧ同度過他的青年時光，他的作品亦多次於國家地理雜誌中刊載，

亦多次到歐洲地區宣揚野生動物保育及環保議題。 

(二)近一小時的演講，全場座無虛席，藉由其生動活潑的演講，隨著講者的敘述

融入其野生動物的大自然境界，一張張透過講者細膩的角度所攝取的照片，

講述其各地難忘的旅程及與野生動物近距離接觸之經驗，使聽者彷彿走了一

趟非洲。他鼓勵人們走出去，多多到野外去，接觸不同的事物，就可以感受

到自然生物生生不絕的生命力。螢幕上的照片展現出野生動物帶給人們的活

力，充滿著契機。使與會者更了解野外的趣事及環保課題之重要。 

四、分組研討 

(一) 大會設定之 General Session 主題有三，講者之題目分別如下： 

1.Strategies for the Future 

2.Toll Agency Best Practice- A Cross-Continent Comparison 

3.Emerging Strategies to Fight Congestion Worldwide 

 The Stockholm Project 

 A Future Vision:  Safe and Reliable Surface Transportation on 

Managed Highways 

 Beijing 2008 - Olympic Transportation Strategy to Overcome 

Congestion 

(二) 會程另安排有 Breakout Session，分組就四個子題發表論文。 

1.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 New Approaches to Financing 

Transportation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 New Approaches to Financing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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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rator:  Jordi Graells, Managing Director of Toll Roads, 

North America & International, Abertis, Barcelona, SpanThe 

Global Multilane Approach 

 Promoting Alternative Funding Mechanisms to the Public for 

Expansion of Surface Transpor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atthew Bieschke, Consultant, PB, Washington, DC USA 

 Establishing Regional Mobility Corporations and their Progeny 

  Joseph Giglio, Ph.D, Professor,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Boston, MA, USA 

 Not So Fast:  Key Policy Considerations for Financing 

Transportation 

  Robert Puentes, Felllow, Metropolitan Polic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USA 

2.Improving Mobility - Free Flow/ORT 

 Autostrades＇s Experience i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Oper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Free-flow Tolling Schemes 

  Sergio Battiboia, Manager, Research & Development Tolling 

Technology, Autostrade per l＇Italia, Rome, ITALY 

 MDX – The Un-Tolled Story 

  Alfred Lurigados, Director of Engineering, Miami Dade 

Expressway Authority, Miami, FL, USA  

 NTTA Says "Keep the Change" 

  Rick Herrington, Deputy Executive Director, North Texas 

Tollway Authority, Dallas, TX USA 

3.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Life: Views on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the Toll Industry 

Transurban＇s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s and Climate Change Risk 

Management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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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 Daley,Vice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ransurban 

City Link Limited, New York, NY, USA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 Quality of Life 

  Linda Steg,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Gronigen, Gronigen THE NETHERLANDS 

The Role of ITS in Supporting Sustainable Mobility for Society 

  Josef Czako, Director, Kapsch TrafficCom AG, Vienna, AUSTRIA 

4.Saving Lives:  Incident Management 

Emergency Scene Ahead: How Good Are You, Really? 

  John O＇Laughlin, Vice President, Delcan Corporation, La Mirada, 

CA, USA 

Managing Safety Along a Coastal Motorway 

  Federico Devecchi, Director of Operations, Autostrada de Fiori, 

Imperia, ITALY 

5.Improving Mobility - Free Flow/ORT 

Moderator:  Jack Finn, Senior Vice President, HNTB Corporation, 

Lake Mary, FL USA 

Autostrades＇s Experience i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Oper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Free-flow Tolling Schemes 

  Sergio Battiboia, Manager, Research & Development Tolling 

Technology, Autostrade per l＇Italia, Rome, ITALY 

MDX – The Un-Tolled Story 

  Alfred Lurigados, Director of Engineering, Miami Dade 

Expressway Authority, Miami, FL, USA 

NTTA Says "Keep the Change" 

  Rick Herrington, Deputy Executive Director, North Texas Tollway 

Authority, Dallas, TX USA 

6.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Life: Views on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the Tol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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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ator:  Andrew Fremier, Executive Director, Bay Area Toll 

Authority, Oakland, CA USA 

Transurban＇s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s and Climate Change Risk 

Management Program 

  Ken Daley,Vice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ransurban 

City Link Limited, New York, NY, USA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 Quality of Life 

  Linda Steg,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Gronigen, Gronigen THE NETHERLANDS 

The Role of ITS in Supporting Sustainable Mobility for Society 

  Josef Czako, Director, Kapsch TrafficCom AG, Vienna, AUSTRIA 

7. Saving Lives:  Incident Management 

Moderator:  P.J. Wilkins, Toll Operations Administrator, Delawar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ewark, DE USA 

Emergency Scene Ahead: How Good Are You, Really? 

  John O＇Laughlin, Vice President, Delcan Corporation, La 

Mirada, CA, USA 

Managing Safety Along a Coastal Motorway 

  Federico Devecchi, Director of Operations, Autostrada de Fiori, 

Imperia, ITALY 

8.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paring Public and Private Toll 

Agencies 

Is the Private Sector Really Better than Public Agencies at 

Operating & Maintaining Toll Facilities? 

  Brian Caouette, Consultant, Parsons Brinckerhoff, Denver, CO 

USA 91 Express Lanes “Run Like A Business＂ By the Public Sector 

  James Kenan, Executive Director, Finance Administra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Orange County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Orange, 

C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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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ing Face of Ownership:  From Impression to Realism in the 

U.S. 

  Ron Orsini, Managing Director, Alvarez & Marsal, Houston, TX, 

USA 

9.Improving Mobility:  Interoperability 

A Private Sector Effort to Launch Value Added Services in the ITS 

Road Market: eTrip in Ireland 

  Steve Morello,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EGIS S.A., 

Guyancourt Cedex, FRANCE 

Pilot Project for Technical Interoperability of Italian and 

Austrian Systems 

  Franz Hlava, Systems Development, ASFINAG, Vienna, AUSTRIA 

EZ Pass -- Interoperability - A Mature System With its Own Limits 

  Jim Crawford, Executive Director, EZ Pass Interagency Group, 

Atlantic City, NJ, USA (invited) 

Introducing EasyGo in Scandinavia 

  Mogens Hansen, Finance Director, A/S Storebaelt/Sund & Baelt 

Holding A/S, Copenhagen, DENMARK (invited) 

10.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Life: Customer Service  

Moderator:  Beth Ruffing, Vice President, Human Resources, Faneuil 

Inc, Orlando, FL, USA   

Ten Truths of Sales and Service 

  Michael Tamer, CEO, Tamer Partners Corporation, Southlake, TX, 

USA 

Tollway Users are “Customers＂ Demanding A Service 

  Bill Halkias, CEO, Attica Tollway Operations Authority, Athens, 

GREECE    

 11



Global Challenges of User Relations 

  Ophir Toledo, Managing Director, Companhia de Concessões 

Rodoviárias (CCR - USA), Miami, FL USA 

11.Saving Lives:  A Moral Imperative 

Moderator:  Ken Philmus, Vice President, National Director of Toll 

Services, AECOM, Iselin, NJ, USA 

Saving Live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consider changing title) 

  Kevin Hoeflich, Program Director, PBS&J, Orlando, FL, USA 

Suicide Prevention on the Golden Gate Bridg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Kary Witt, Bridge Manager, Golden Gate Bridge, Highway & 

Transportation District, San Francisco, CA, USA 

12.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oll Roads Impact on 

Society Moderator:  Frank Thibaut 

That＇s Billions with a “B＂: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oll Roads 

  Jerry Shelton, Dire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orth Texas 

Tollway Authority, Dallas, TX, USA 

The Economic Impact and Social Benefits of a Public-Private 

Association 

  Mauricio Gatica, Vice Presidente, The Asociación de 

Concesionarios de Obras de Infraestructura Pública de Chile, COPSA 

A.G, Santiago, CHILE 

Promoting Development and Mobility at a Lower Cost 

  John Mike, Senior Vice President, RMS Business Development, 

TransCore, Inc., Hummelstown, PA USA 

13.Improving Mobility:  The Role of Technology and Transportation 

Policy  

A National Tolling Program for the US – What Would it Look Like?  

  Joshua Schank, Parsons Brinkerhoff, Washington, DC,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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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echnologies for Toll Collection 

  Alain Estiot, Managing Director, Quality, Toll Collect GmbH, 

Berlin, Germany 

The Future Reality of 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Harold Worrall, President, Transportation Innovations, Oviedo, 

FL, USA 

14.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Life:  Data-Driven Decisions  

Moderator:  Lars Møller 

Value of Time: 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Ed Regan, Senior Vice President, Wilbur Smith Associates, New 

Haven, CT USA 

**Note - above link is for email.  to find out more about Ed's 

presentation, please email him. 

Mystery Driver - Create Harmony with Your Customer 

  Scott Thomas, Senior Partner, Tamer Partners Corporation, 

Southlake, TX, USA 

Measuring Driver Benefits – Predicting Willingness To Pay Tolls 

  Denis Johnston, Director, AECOM Enterprises Inc., London, 

ENGLAND 

15.Saving Lives: Road Safety; a Political Commitment  

Moderator:  Mauricio Rotondo 

A European Directive ON Road Infrastructure Safety Managmeent 

  Sandro Francesconi, Road Safety Unit, 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 BELGIUM (Invited) 

VII:  the Next Standard of Safety 

  Tim McGuckin, Executive Director, OmniAir, Washington, DC, USA 

“Seat Belts Save Lives – and Lives Matter Most＂ – A Road Safety 

Campaign 

  Dr. Günter Breyer, Head of Technology & Road Safety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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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Ministry of Transport,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BMVIT), 

Vienna, Austria 

16.Improving Mobility:  Fighting Congestion with HOT Lanes  

Scaling the Toll Paradigm For Road User Charging/Congestion 

Charging 

  Jack Opiola, Principal, Booz-Allen Hamilton, London, ENGLAND 

Solving Urban Congestion With Innovative Design and Open Road 

Tolling: Tampa's Reversible Express Lanes 

  Martin Stone, Ph.D., AICP, Director of Planning, 

Tampa-Hillsborough Expressway Authority, Tampa, FL, USA 

New Ways to Increase Private ROI on HOT Lanes 

  Mryon Swisher,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AECOM, Denver, CO, USA 

17.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Life:  Public Acceptance  

Moderator:  Kary Witt, Second Vice President, IBTTA and Bridge 

Manager, Golden Gate Bridge, San Francisco, CA, USA 

The Customer Eats from a Different Dish 

  Richard Gobeille, Principal, Vollmer Associates, New York, NY, 

USA 

Tolling I-80: A Public Public Partnership 

  Joseph Brimmeier, CEO, Pennsylvania Turnpike Commission, 

Harrisburg, PA USA 

**  Joe did not give a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The link above is 

an email link. 

VOX Populi: A Synthesis of Public Opinion on Tolling and Raod Pricing 

  Dr. Johanna Zmud, President, NuStats, Austin, TX USA 

18.Saving Lives - Tunnel Safety 

Moderator:  Roberto Arditi, SINA, Milan, ITALY 

Increasing the Capacity of the AP-6 Motorway and Guadarrama 

Tunnels:  Reversible Roadways and Evolution in Safety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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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tiago Rodón Ortiz, Castellana de Autopistas, S.A.C.E., Madrid, 

SPAIN 

Presentation Title TBD  

  Pierre Françios Linarés, GEIE-TMB Piazzale Sud del Traforo del 

Monte Bianco, Courmayeur, ITALY 

Tunnel Safety - Best Practices in Austria 

  Gerhard Eberl, ASFINAG, Vienna, AUSTRIA 

五、付費工程參觀與旅遊 

因報名時已無多餘名額，故無法參觀當地工程建設，謹將相關介紹與說明臚列於後。 

1. Technical Tour #1, hosted by ASFINAG 

Date: Sunday, October 7, 2007 

Time: 2:00pm - 5:00pm 

Fee:  $25.00 

Registered Delegates; advance registration is required to guarantee a ticket.

This is the first offering of ASFINAG's technical tour, for those of you 

who prefer to attend thi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eeting.  Attendees will 

visit the traffic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centre (TMIC) in 

Inzersdorf/Vienna, continue to visit a prototype rest area, Leobersdorf, and 

then continue the drive across the recently completed S1 Wiener Aussenring 

Schnellstraße to Spange Kittsee (A6 - this motorway is the first high 

performance road to a new member of the EU). 

TMIC:  The most modern European Traffic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Centre, 

the traffic info from the total motorways and expressways in Austria is used 

to inform the drivers via traffic control units, or radio, or pda´s. 

Leobersdorf:  Within the motorways and expressways in Austria there are 300 

rest areas.  However, within the next 10 years they will be reduced to 100 

and will offer more comfort for the drivers; the rest area that is part of 

the tour is a pilot for this strategy. 

 15



A6: This motorway is a 22 km connecting way to the boarder of Slovakia and 

will be opened in the middle of November this year.  It will be the final 

stop on the technical tour. 

2. City Sightseeing Tour, including visit of Schönbrunn Palace 

Date: Monday, October 8, 2007 

Time: 1:30pm - 4:30pm 

Fee:  55.00 

All registered attendees.  Advance registration is required to guarantee a 

ticket.

This tour gives an overall impression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historical 

sights of Vienna: the Ringstrasse with its magnificent buildings, such as 

the Museum of Applied Arts, the State Opera House,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and th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the Hofburg, the Parliament, the City Hall 

and the Burgtheater.  The highlight of this tour will be a visit of the 

showrooms of Schönbrunn Palace.  

The beauty of this palace with its 1440 rooms, the time involved in visiting 

it, justifies offering this as a separate and exclusive tour. This tour 

includes transport via motor coach, entrance fee to Schönbrunn Palace and 

an English speaking guide. 

六、精緻旅遊－開會所在地介紹（相關照片如 6-1～6-14） 

（一） 地理環境： 

奧地利是一個位於歐洲中部的內陸國。地勢西高東低，阿爾卑斯山貫穿奧地利

的西部和南部，這使得奧地利成為著名的冬季運動勝地。山地占國土面積的

70%。山脈南北兩側是石灰岩帶，中央是結晶岩帶。最高峰為大格洛克納山

Grossglockner，海拔 3798 米。東北部是維也納盆地，東南部和北部為丘陵地

型及高原。多瑙河流經東北部，在境內長 350 千米。南部有穆爾河和德拉瓦河，

西部則有因河和薩爾察赫河等。奧地利大部分地區處於溫帶海洋性氣候和溫帶

大陸性氣候過渡區內，氣候溫和，冬季寒冷、夏季涼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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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首都： 

為座落於多瑙河邊的維也納。其它主要城市包括薩爾茨堡、因斯布魯克、格拉

茨和林茨等。維也納是奧地利的首都，奧地利處中歐核心，北鄰德國與捷克，

東有斯洛伐克與匈牙利，南為斯洛文尼亞與義大利，西邊連接至瑞士。維也納

位於奧地利東北端，通往四周的中歐大城市，如布拉格、布達佩斯、薩爾斯堡

或慕尼黑等，皆相當便利。國家以德文為官方語言，所以看原文地圖時必須以

維也納的德文拼法Wien，不同於英文的Vienna，才能找到這個城市。全城人口

約 150 萬，面積 450 平方公里。 

維也納位處匈牙利平原的邊緣，本是塞爾特人群居的城鎮，

後被羅馬人吞併，設立了文多波那（Vindobona）要塞，目的

是為了防衛鄰城卡努丹（Carnuntum）。到了西元五世紀，蠻

族入侵，幾乎將該城夷為平地。自 10 世紀起，日耳曼的巴奔

堡（Babenberg）王朝統治此地長達 3個世紀，這段期間，維

也納成為主要貿易中心。到了 13 世紀，哈布斯堡王朝開始統

治維也納。但在 16 世紀時，卻又遭到土耳其人入侵，直到 1683 年才撤軍，維

也納從此蓬勃發展，城裡城外陸續興建數座皇宮。到了 18 世紀，維也納已成為

奧匈帝國政治和文化的中心。1809 年，拿破侖曾佔領維也納短暫時期，到了 1914

年，維也納的人口已高達 2 百萬。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哈布斯堡王朝垮台，結

束帝制時代。接下來數年，一派強大的地方政府組織「紅色維也納」（Das Rote 

Wien），以改善社會問題為號召，企圖改變市政。1938 年，奧地利被納粹德國

強制進行「德奧合併」，1945 希特勒慘敗，盟軍接管維也納，直到 1955 年，奧

地利從此成為獨立的國家。 

（三） 人口： 

奧地利絕大多數人為奧地利裔，屬歐羅巴人種﹐大多為阿爾卑斯類型，而其餘

大約 10%的奧地利人口並非奧地利裔。這些人大多來自周邊地區，特別是東歐

國家。另外有約 1 萬 8 千名斯洛維尼亞族人在克恩頓州和施蒂利亞州定居。地

處歐洲三大族(日耳曼、斯拉夫、拉丁)之交匯處，奧地利人主要由屬於日耳曼

部落群的阿勒曼尼人､巴伐利亞人､法蘭克人結合而成﹐並吸收有馬扎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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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人、斯拉夫人以及羅馬化的土著居民的成分。他們雖與德意志人在族源和

語言上有不少近似的地方﹐但卻有著自己獨特的民族形成過程。 

（四） 語言： 

奧地利的官方語言是德語，口語使用上德意志語的多種方言(下阿勒曼尼方言､

中巴伐利亞方言､下巴伐利亞方言)，與書面語差別較大。奧地利的德語標準與

德國使用的德語標準也有一些區別。 

（五） 美食： 

今天的奧地利美食其實有不少是來自他國，如紅燒牛肉（Gulasch）源自匈牙利；

維也納肉排（Wiener Schnitzel）據說是從當時奧匈帝國屬地米蘭傳進來的。

在維也納，當地餐館常會掛出「維也納美食」（Wiener Kuche）的招牌，以吸

引遊客，菜單上當然少不了肉排及紅燒牛肉兩道菜。 

甜點推薦著名的薩黑爾蛋糕（Sachertorte），作法是在平滑厚實的巧克力外層

裡面，夾了甜郁的杏子醬。在薩黑爾飯店點心舖裡供應各種尺寸的正宗薩黑爾

蛋糕。飯後可以品嘗冰酒（Eiswein）的滋味，這是將葡萄留在

藤枝上，直到第一次霜降才摘取釀成的酒。 

在維也納用餐的費用不一，在最經濟的速簡餐廳（Snack Bar），

一餐可能只要花 2 歐元就夠了。若是在酒窖（Weinkeller）裡的自助餐檯前選

取想吃的食物，則吃多少算多少，但起碼也要花 3歐元。在小飯館（Beisl）或

普通餐廳，一道湯、沙拉、主菜等三道菜的套餐，配上一杯酒或啤酒則至少要

10 歐元。 

（六） 建築： 

到維也納，必不可錯過雄偉的哥德式建築——史提芬大教堂（Stephansdom），

位於市中心，歷史已超過 8百年，但其大門和異教徒塔樓則為 13 世紀的仿羅馬

式樣。以近 25 萬塊彩色瓷磚構成的拼花屋頂，十分壯觀。在維也納，無論從哪

個方向，都會看到史提芬大教堂 137 公尺高的尖塔巍峨聳立。 

由藝術家家昏達瓦舍（Hundertwasser）設計的藝術家之屋（Hundertwasser 

Haus），1985 年完工。這棟市營公寓集合住宅，有不規則窗，每一樓層漆不同

顏色，樓梯頂端加蓋洋蔥狀圓頂，像演格林童話的舞台，不太像是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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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博物館： 

藝術史博物館（Kunsthistorisches Museum）主要收藏是歷代哈布斯堡王朝成

員的收藏。每年超過 150 萬人參觀這座博物館。 

博物學博物館（Naturhistorisches Museum），館藏涵蓋了考古學、人類學、

礦物學、動物學和地理學，由其是人類頭蓋骨的收藏量居世界第一。 

（八） 音樂家： 

維也納的著名音樂家包括海頓、莫扎特、舒伯特、馬勒、小史特勞斯、貝爾格、

荀伯格等。也許有人不知道，世界知名的聖誕頌歌＜平安夜＞，就是葛魯勃

（ Francis 

Gruber）的

傑作。小史

特 勞 斯 作

曲 ＜ 藍 色

多 瑙 河

＞，將位於

多 瑙 河 畔

的 維 也

納，塑造成

一 個 無 憂

無慮、充滿

童 話 色 彩

的地方。 

 

 圖 6-1  維也納市區街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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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1 維也納市區地鐵站入口 
照片 6-2 地鐵站入口匝門，無人管制，

採自我信任制 

照片 6-3 維也納市立公園ㄧ隅 照片 6-4 維也納市立公園ㄧ隅 

照片6-5 維也納市立公園，音樂會海報 照片 6-6 市區導覽專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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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7 維也納市區電車 
照片 6-8 維也納市區電車，與ㄧ般車輛

併行，僅靠號誌管制，仍井然有序。 

照片 6-9 市區觀光景點 照片6-10市區觀光景點－史蒂芬大教堂

照片 6-11 市區觀光景點－史蒂芬大

教堂 
照片 6-12 市區露天咖啡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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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29 熊布倫宮－王室避暑勝地 照片 6-30 熊布倫宮－王室避暑勝地 

照片 6-31 鳥瞰多瑙河 照片 6-32 鳥瞰多瑙河 

 

 

七、廠商攤位展示（相關照片詳如 7-1～7-7） 

此次應邀展示及贊助之廠家主要計有 17 家，在 Hillton Hotel,2rd Floor 展出，廠家

名單及網址如下，另查閱 2家 ETC 廠商的宣傳資料後，部分廠商之實績及專長介紹如下： 

（一）PBS&J：這是ㄧ家統包廠商，工作實績及業務範圍包括： 

1. Establishing a Toll Agency 

2. Agency Planning（Financial、Operational、Policy and Strategic、Resource ） 

3. Project Development and Finance 

4. Engineering 

5. Program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6.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7. Marketing and Sales 

8. Research/Knowledge Management 

（二）EFKON international group：offer multilane free flow system 

1. Truck Tolling 

2. Congestion Cha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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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achograph Based Charging 

4. Toll Enforcement 

5. Toll Audit 

6. Traffic Counting 

7. Shadow Tolling 

8. Section Speed Control 

 

 

照片 7-1  商品展示現場 

 

照片 7-2  商品展示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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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3  商品展示現場 

 

照片 7-4  商品展示現場 

 

照片 7-5  商品展示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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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6  商品展示現場 

 

照片 7-7  商品展示現場 

 

 ACS, Inc.（www.acs-inc.com） 

 Carter & Burgess, Inc.（www.c-b.com） 

 Central Parking System（www.parking.com）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Consultants（www.etcc.com） 

 International Road Dynamics Inc.（www.ird.com） 

 Interstate Highway Sign Corp.（www.interstatesigns.com） 

 Magnetic Automation Corp.（www.ac-magnetic.com） 

 Mark IV IVHS（www.mark-i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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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 Consultants, Inc.（www.msconsultants.com/） 

 Parsons Brinckerhoff（www.pbworld.com） 

 PBS&J（www.pbsj.com） 

 Skyline Products Dynamic（www.skylineproducts.com） 

 Scientific Technologies Inc.（STI）（www.sti.com） 

 Sureseal of New Jersey（www.givemeservice.com） 

 Trans Core（www.transcore.com） 

 Transdyn（www.transdyn.com） 

 UBS（www.urscor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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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IBTTA 簡介 

一、組織及會員 

IBTTA 是一個國際化的組織，在華盛頓特區設有辦公室，處理事務，擁有 73 年的歷史和

經驗，有來自世界 25 個國家的會員，會員分下列四種： 

(一) Active Member：聯邦、州、地方政府或委員會、政府機關和私人公司等機構

其執行的業務凡涉及收費之橋樑、隧道、公路、渡船及類似的交通系統人員參

加者屬之。 

(二) Associate Member：經銷商、公司、個人和其他團體對收費產業有興趣，但並

未擁有或操作收費設施者屬之。 

(三) Sustaining Member：Associate Member 以財力贊助 IBTTA 及其活動者屬之。 

(四) Honorary Member：凡個人在 IBTTA 有傑出貢獻者屬之。 

二、委員會組成 

(一) IBTTA 設有 13 個委員會，各委員會每年針對特定主題，邀請專家會召開 5~6

次研討會。會員可就收費公路特定領域參與不同的委員會，從相關的專家討

論可以找到自己關心的問題，透過活動可向其他同行們學習，沿著正確的方

向發展，所以 IBTTA 是一個最新的公路收費技術交換站，提供了許多收費公

路行業的實用訊息，結識其他行業伙伴的機會，可避免獨自摸索浪費寶貴的

時間。 

(二) 13 個委員會各有不同職司及專精的領域，委員會（Committee）及其召開之研

討會（Workshop）名稱如下： 

1. 管理委員會（Administration Committee）（Organization Management 

Workshop） 

2. 土地及商場特許、市場經營、商務等發展委員會（Concession , Marketing 

& Business Development Committee ）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Workshop） 

3. 工程和設計委員會（Engineering & Design Committee）（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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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Workshop） 

4. 財務委員會（Finance Committee）（Organization Management Workshop） 

5. 國際事務委員會（International Crossings Committee）（Facilities 

Management Workshop） 

6. 法規委員會（Law Committee）（Not Assigned to Specific Workshop） 

7. 設施維護委員會（Maintenance Committee）（Facilities Management 

Workshop）（Separate Fall Conference） 

8. 營運委員會（Operations Committee）（Facilities Management Workshop） 

9. 公共關係委員會（Public Relations Committee）（Organization Management 

Workshop） 

10. 研發委員會（Research Committee）（Facilities Management Workshop） 

11. 風險管理委員會（Risk Management Committee）（Organization Management 

Workshop） 

12. 安全和法律執法委員會（Security & Law Enforcement Committee）

（Facilities Management Workshop） 

13. 科技委員會（Technology Committee）（One Workshop in US， and One 

outside US） 

三、出版刊物 

固定的期刊有 IBTTA News Roundup （a bi-weekly summary of news articles）、

Executive Director＇s Monthly Report、Tollways（printed three times a year）、

Annual Report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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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務宗旨 

(一) IBTTA 提供一個論壇平台共同發掘各會員聯合起來的力量，一起分享會員

的想法、經驗及資源，幫助會員選擇最好的作法和策略。IBTTA 一直努力

達成的三項目標為： 

1. 成為世界收費公路領域的倡導者。 

2. 成為世界收費公路行業中訊息和知識的中心。 

3. 成為世界收費公路行業中教育培訓和專業服務的領先者。 

(二) IBTTA 是一個世界性的組織，聚集了收費公路各行業中相關的企業，提供

專業技術和知識，IBTTA 也歡迎承包商、監理商、供貨商及擁有道路之各

私有機構加入，可彼此交換訊息和經驗。 

(三) IBTTA 歡迎尚未加入這個組織的國家及早參加，將有助於交通運輸的發

展，分享其他會員的技術和資訊。 

(四) 有關收費相關訊息、論述、工作機會及發表之論文等均可在 IBTTA 網站上

取得。IBTTA 網址為：http://www.ibtta.org。 

五、籌備第 76 屆 IBTTA 年會 

2008 年年會將於 9月 20~24 日在美國馬里蘭州巴爾的摩市舉行，歡迎各會員及各領域的

專家先進投稿，相關資訊息可上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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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一、 本次五天的年會會議很快就過去了，會議中所發表的文章及研究報告之中心思

想即為如何提昇公路收費系統的技術，使其更便利，結合交通管理、信用卡整

合等功能，不論行駛收費公路、運輸工具轉乘、市區停車場、繳費納稅等，未

來將是一卡在手可行遍天下，符合現階段 ITS 推廣的精神。 

二、 交通運輸是經濟與文化交流的動脈，各國對高速公路運輸的需求正以極快的速

度增加。在世界上有些地方還沒有足夠的高速公路系統，然而在另外一些地方

高速公路卻面臨著過度交通擁塞的問題。在這兩種極端的情形下，交通運輸設

施的建設永遠跟不上車輛成長的需求，由年會中之專題報告可發現，無論是已

開發或開發中國家均面臨資金需求的問題，公路收費將是唯一解決資金來源的

途徑，也都採使用者付費的方式興建道路，不再仰賴稅收籌措財源，這已是目

前世界的趨勢。 

三、 鑒於公路收費技術的發展，世界各國之公路收費型態已大幅更新，經由先進收

費系統的研發，已不再需要收費站人工收費，此一變革更可使流量增加，行車

更順暢。然而相對的在世界各地收費公路也面臨著下列三項相同的問題及挑

戰： 

(一)財政上主要的挑戰是尋求新的途徑來支持基礎建設。 

(二) 技術上主要的挑戰是如何實施新的電子收費設施。 

(三)商業上主要的挑戰是如何改善對顧客的服務。 

四、 國際橋樑、隧道及收費公路協會【IBTTA】主要會員為世界各國的道路收費營

運單位或機構及收費設備產業相關廠商，該協會主要宗旨除提供有關收費系統

營運經驗、系統技術交流外，尚有促進提昇收費道路運輸服務品質之研究發

展；因此，IBTTA 在道路收費產業之發展上，可謂扮演重要的引導先趨。而就

IBTTA 對於道路收費所持之基本論點，個人咸認相較國內屢有高速公路是否應

繼續收費之爭議，應有相當之政策參考價值，說明如次： 

（一） 沒有免費的道路－只有收費與不收費（There are no free roads – 

only toll roads and non-toll roa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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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路的規劃、設計、興建、營運與管理維護都需要成本費用，關鍵是在

要由直接使用的人來付，還是要由全民納稅來付，藉由直接使用的人付

費，除使用者能享受便利、安全及更高品質之道路服務外，道路收費是

最容易且直接籌措道路建設財源之方式。 

（二） 通行費不是稅捐－是使用者費用（A toll is not a tax – it is a user 

fee） 

用路人對於道路付費是具有選擇性的，有使用才需付費；而稅捐是沒有

選擇性，人人皆需繳納。 

（三） 未來不是收費道路－就是沒有道路（Toll road – or no road） 

目前及未來道路建設之關鍵在於財源籌措；最直接可行之方式，則在於

收費自給自足。 

（四） 收費緩和減輕道路擁塞（Toll facilities relieve congestion ） 

道路通行費收入可以加速道路建設財源籌措，興建新的道路系統以提供

新的容量，尤其是興建全國性城際公路或都會郊區公路是一個相當可行

的方式。 

（五） 沒有人願意排隊付費（No one likes to wait in line to pay a toll） 

用路人不是不願意付費，而是無法忍受必須停車排隊繳費之收費作業方

式，而電子收費可以使用路人不必停車繳費，節省用路人時間及能源燃

耗，為目前必須及未來必然發展之收費作業方式。 

（六） 收費道路提供價值選擇（Toll facilities offer value and choice for 

everyone） 

用路人選擇使用道路類似商品交易，選擇收費道路以付費換取節省行旅

時間及享受較高品質、更便利的行旅服務。 

（七） 收費道路提供安全的行旅服務（Toll facilities provide a safe trip） 

收費道路會比非收費道路具較高的安全服務品質。 

五、 歐、美各國與會代表均認為各國政府財源愈來愈不敷道路建設之需，惟使用者

付費已為民眾認同且已相當普及，故藉由道路收費籌措新建、養護財源是未來

道路營運之趨勢。另依據 IBTTA 所做調查研究顯示，用路人對於道路使用付費

並不反對，惟用路人所不能忍受的是必須停車繳費之人工收費作業方式；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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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子收費技術改善收費效率及提昇服務品質，是目前唯一的選擇也是未來必

然的趨勢。因此，歐、美至亞洲地區莫不致力於電子收費技術之應用發展。 

六、 歐美先進國家現階段對於電子收費技術之應用進展，歸納而言，概以系統佈

設、前端系統通信技術、系統發展及整合方向分述如次： 

（一） 系統佈設 

1、 既有人工收費系統轉換建置電子收費系統 

此類既成已收費之道路，均興建有人工收費作業之收費站設施，電

子收費系統概均建置架設於既有之收費車道，因此多屬於單車道

（Lane-base）電子收費系統，且目前仍多屬人工與電子收費方式並

存，逐漸轉換建置電子收費系統。 

2、 原無收費之既有道路建置電子收費系統 

此類既成原無收費之道路，可能於匝道入口或主線路段以門架來裝

置電子收費系統，多屬多車道（multilane）系統。德國高速公路目

前規劃採衛星定位收費技術之載重車電子收費系統，其虛擬收費區

係規劃於主線路段。 

3、 新建道路建置電子收費系統 

此類典型的代表為加拿大 407 公路 ETR 電子收費系統及澳洲墨爾本

電子收費系統，於道路規劃設計時已將電子收費系統納入，係於匝

道或主線路段上建置多車道自由車流（Multilane Free-flow）電子

收費系統。 

（二） 前端系統通信技術 

1、 特定短距離通信技術（DSRC） 

（1） 微波： 

歐洲及日本已訂定5.8GHz之標準，目前正發展各廠商生產發射

器、接收器相容使用之標準協定。另北美洲早期發展的系統係

採用915MHz，現亦已著手下一代之應用標準，係朝5.9GHz發展。 

（2） 紅外線：目前為歐洲單一供應商，尚無歐洲標準之訂定。 

2、 長距離通信技術：主要係以GPS、GSM通信方式，目前僅有德國規劃

使用GPS結合DSRC做為電子收費之通信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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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統發展及整合方向 

1、 多車道自由車流電子收費系統。 

2、 車上單元朝向與智慧型IC卡結合應用。 

3、 結合交通管理提升為電子收費暨交通管理（ETTM）系統。 

4、 智慧型運輸（ITS）整合性服務，如道路定價（Road Pricing）、特

定地區進出管理（Zone Access Control System）、車隊管理、即

時交通訊息或緊急求救傳送與接收、加油或停車付費等。 

七、 本次會議見聞歐、美相關國家電子收費系統建置營運經驗，再審視綜觀國內高

速公路電子收費計畫推動之歷程，就國內高速公路電子收費計畫內容規劃而

言，係尚與歐、美國家發展應用趨勢一致。惟個人會議見聞歸納之淺見，或可

提供為國內電子收費未來推動政策之參考，說明如下所示： 

（一） 隨著經濟發展，國民平均所得的增加及經濟活動的日益頻繁，使得私有

車輛的持有率居高不下，造成道路車流的減緩、用路人的旅行時間增

加，高速公路整體服務水準之降低，除間接造成了用路人繳費延滯成本

的增加外，更產生空氣的污染、嚴重耗油等增加社會成本之衍生問題，

由此可看出因交通車流衝擊受影響之層面相當廣泛。世界各國之交通主

管單位為了解決此日益嚴重交通問題，紛紛尋求解決之道，無不想盡各

種交通管理策略以改善交通擁擠問題，除了以傳統之交通工程手段興建

道路外，亦引進先進科技，達到既有路網下容量最大化之目標。 

（二） 在國內為因應交通成長之需要並分散原南北交通主要動脈中山高速公

路流量，在傳統交通工程方面，除了已將西濱公路提升為快速公路外，

並完成第二高速公路之興建，構建南北之高快速公路走廊，此外，政府

為加強西部城鄉之橫向連絡，亦逐漸完成十二條快速公路之通車，台灣

西部地區高快速公路將形成一線密之路網，加上未來國道 5號及國道 6

號之規劃興建，台灣地區之環島高快速公路整體路網亦將逐漸形成，提

供用路人更多路徑選擇。然而複雜之公路網必須依賴一規劃完善之先進

交通管理系統（Advanced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以下簡稱 ATMS）

相配合，才能實際發揮路網效果。 

（三） ATMS 乃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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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ITS）之基礎與核心，其發展目標乃於既有道路上，提供交通狀況

之預測、交通管理策略之分析、評估與執行，達到運輸效率最佳化並提

升服務安全等目的。國道高速公路局（以下簡稱高公局）除了已完成北、

中、南三區之交通控制系統工程外，並配合行政院「挑戰 2008：國家

發展重點計畫」中之『籌建高快速公路整體路網交通管理系統專案計

畫』，架構智慧型高悚速公路管理系統，以充分發揮高快速公路之高機

動性。 

（四） 順應科技的發達，已有許多先進科技應用於交通領域，針對道路壅塞問

題，除了採用先進交通管理系統，世界先進國家亦紛紛採用電子收費系

統（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ETC）來解決傳統人工收費的缺點。

電子收費技術是以車輛為主的付費方式，整合了電子、電腦、控制與通

訊等先進技術。其方法是利用 IC 卡做為付費的工具，透過車上單元、

收費站與車輛兩旁間的整合系統，利用偵測、判讀、照相及記錄的方式，

而達到自動扣繳通行費作業的目的。採用 ETC 進行收費，可有效提昇收

費之服務品質、減少車輛延滯成本、增加道路容量，並可減少人力及人

事成本、能源的消耗及減少空氣污染等問題。 

（五） 我國高速公路自 63 年 7 月國道 1 號三重中壢段通車成立泰山收費站開

始收費以來，迄 67 年 10 月國道 1號全線通車至今，均採用主線柵欄式

電腦計數人工（計次）收費方式辦理。至 72 年 2 月推出不找零車道，

85 年 12 月推出回數票專用車道，平均每部車輛持用回數票繳費過站時

間縮短為約 3.7 秒，每車道每小時可通過 900 餘輛，雖已至人工收費作

業效率之極限，但仍無法滿足更優質收費效率之需求。唯有提升轉換實

施結合電子、電腦與通訊等科技技術之自動化電子收費，方能突破達到

無須停車、無現金之收費服務。推動高速公路電子收費，除可大幅提升

行車效率、改善服務品質外，且能進一步實現使用付費之公平收費目

標；更重要的是高速公路電子收費計畫攸關未來之交通管理走向及智慧

型運輸系統發展，也攸關到國內智慧化運輸應用之利基，為一影響深遠

之計畫。 

（六） ETC 除了具有自動收費、扣款功能外，當車輛通過收費站時，透過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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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別車輛資訊後，可同時蒐集高速公路相關車流資訊，以符合高公局對

交通資料之需求，經系統計算統計後可取得各類車種之交通量、區域間

平均行駛車速及行駛時間等交通資料，以每 5分鐘為一週期進行資料更

新，各類車種旅次長度及交通旅次起迄兩種原始資料亦將依高公局需求

而提供。若將所蒐集到的交通資料配合相關交通軟體作進一步之應用分

析，可獲得策略性交通管理資訊供高公局參酌使用，成為 ATMS 之重要

數據來源，也可將資訊加值服務提供給高速公路用路人。 

（七）  

1. ETC 之架構分別包含前端系統功能、後端系統功能及未來發展目標。

在未來發展目標方面，系統能提供電子收費暨交通管理（Electronic 

Toll and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以下簡稱 ETTM）、智慧型

運輸應用之介面，因系統除了為開放架構、高度模組化設計，並預

留連接介面可與未來的 ETTM 及 ITS 進行整合。日後透過電子、電腦、

控制與通訊等先進技術達成自動收費之功能，ETC 所蒐集到之各項

交通資訊與交易資料可轉化為交通資料參數，作為先進交通管理技

術之延伸應用與推展提供智慧型運輸整合性服務，如道路定價（Road 

Pricing）、區域性進出管理（Zone Access Control System）、車隊

管理（Fleet Management）、即時交通資訊（Instant Traffic 

Information）推估路網狀況、平均車速、事件偵測管理、交通量調

節或緊急求救傳送與接收、加油或停車付費等交通管理措施等，順

利推動高速公路智慧化之管理發展，達到最終發展目標—配合高速

公路智慧化之推動發展及整體運作整合為電子收費暨交通管理系

統。針對此，如何將既定規劃之 ETC 與 ATMS 之系統架構進行整合，

並提供實際系統建置之具體改善措施，乃是未來推動電子收費計劃

時之重要課題。 

2. 最新的 ETC 採用「汽車定位系統(Vehicle Positioning Systems, 

VPS)」技術，看起來非常有前途。這種結合電子收費和 GPS 技術的

系統，主要優勢是完全不需要地面上的基礎建設，而由 GPS 做車輛

的定位與追蹤，每部汽車走過的路徑都可完整記錄，可以更彈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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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虛擬收費區」，不必真的建置實體收費站或自動車輛辨識系

統。這種以 GPS 為基礎的 ETC 在歐洲的奧地利、丹麥、英國、德國、

和香港，都在進行進一步研究與測試中，也被期待成為交通監控的

主流技術。 

3. 再把時空拉到二○一○年。想像一下，只要透過車上的無線連結，

在高速公路上以時速一一○公里高速巡航下，你可以直接與紐約的

同事透過影像電話開會，直接連接公司資料庫處理客戶需求，而後

座的乘客還可同時觀看正在英國銀石舉行的F1 比賽實況轉播。這時

或許你覺得肚子餓了，一個指令之下，方圓十公里內的美食餐廳地

圖立刻出現在導航螢幕上，並根據交通流量幫你計算到達不同餐廳

的時間，只等你決定方向。此外，趁著停車吃飯前，你還可以趕緊

進入網路商店付款購物，請他們在晚上七點準時將禮物送到朋友的

生日宴會上。當然，在處理這些事情的過程中，完全不用放慢車速，

高速公路通行費已透過系統自動從你的電子錢包中扣除……。 

4. 根據交通部 96 年 5 月的統計資料顯示，目前全台灣共計六百五十二

萬五千多輛汽車，若以電子收費將達到七成普及率為目標計算，光

是第一階段配合電子收費系統而裝設的車上單元以及相關系統的建

置，產值便超過百億。若再加上周邊擴大應用的停車場等小額付款

系統，每年預估可再創造百億以上產值。整個龐大的電子收費商機，

的確為相關產業帶來新的發展可能。這其中除了初期估計約六百萬

個車用單元的龐大商機外，其他牽涉到的行業還包括金融、製造、

光電、通訊與資訊產業，甚至包括以後的隨選視訊服務，甚至是車

用數位內容產業，都將可能因為新的需求而創造出全新的服務內容。 

5. 不過從另一個角度來看，利用科技塑造的秩序與系統化，勢必也將

帶來更精準的控管系統。想像一下，未來通過高速公路電子收費閘

道的瞬間，包括車輛資料、使用者金融與信用資料、以及車輛影像，

都將攤在整個電子收費系統下無所遁形。甚至以後多車道電子收費

以及結合 3G 的遠距定位、GPS 系統一旦全面啟用，任何車輛影像、

位置、行駛速度、車籍以及使用者的金融資料，都將隨時攤在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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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監控系統底下，系統內的渺小個體，就形式上來看的確毫無招架

之力。該如何處理此類監控的焦慮與隱憂，顯然也不是科技能完全

解決。建議相關單位應該採取比較積極的作法，即是透過法律規範

資料使用，以制度的合理性來降低憂慮，使國人在享受系統自動化

愉悅的背後，不需付出過高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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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第 75 屆年會發表之部分論文簡報（共 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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