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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出國目的 

永續運輸系統是社會、經濟、環境永續均勻發展所需要且能支撐之運

輸系統。因此所謂的永續運輸是必須在環保與社會公平之基礎上，追求有

效率與安全之交通運輸。但常常在我們探討運輸系統之發展時，卻必須兼

顧多面向的觀點，例如由經濟與資源的角度應重視「效率」、由人本的角

度應重視「安全」、由環境的角度應重視「環保」或「低污染」以及由社

會的角度則應重視「公平」。因此在發展國家永續運輸的前提下，必須收

集充足資訊以客觀呈現交通服務水準在時空上的演變，以及評估運輸政策

對不同行政區域或路網系統發展的均衡性及其在效率、安全、公平與環保

等方面之執行成效，方能作為永續運輸願景與政策擬定及檢討之依據，而

如何達到上述需求，地理空間資訊的應用便是主要的關鍵。 

目前地理空間資訊已廣泛為現代化國家所應用，我國亦於1992年開始

推動國土資訊系統。因國土地理資訊系統所連結的政府單位相當多，各單

位間常需互相交流提供資料，除了統一資料格式方便各單位間之流通與應

用外，隨著寬頻網路及跨平台資訊技術的發展，未來地理資訊系統將逐漸

以分散式架構提供跨平台相互操作之功能，處理不同來源的空間資料或空

間資訊，加強空間決策的進行。除此之外，為了深化地理空間資訊的應用，

達到數位化地球資料庫的目的，需要吸收最新的地理資訊科技（例如3DGIS

視覺化的展現方式），本出國計畫特別參加了與地理資訊科技有關的2場博

覽研討會，希望能藉以吸取新知，提升我國競爭力達成永續運輸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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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行程紀要 

本次出國行程自101年6月19日至25日，為期7天。於6月19日啟程，6

月20日參加於東京Tokyo Big Sight展場辦理之「第20屆3D與虛擬實境博

覽研討會(20th 3D & Virtual Reality Expo (IVR))（舉辦時間為6月20

日至22日）」，6月21日至23日參加於橫濱Pacifico展場辦理之「2012地理

空間博覽研討會(Geospatial EXPO 2012 )（舉辦時間為6月21日至23

日）」，除此之外，因日本目前已為全球第三大的自行車使用國家，僅次於

丹麥和荷蘭，因此於參加會議後於6月24日至25日順道考察東京地區自行

車系統發展狀況，以作為本所協助交通部發展自行車路網相關計畫之參

考。並於6月25日搭乘長榮班機返國，結束7日的出國行程。全部行程內容

如表1.1所示。 

表 1.1 出國行程一覽表 

日期 地點 預定行程 

6/19 臺北-東京 啟程及考察東京地區永續運輸系統

（自行車系統）之發展情形 

6/20 東京 參加「第 20 屆 3D 與虛擬實境博覽研

討會(20th 3D & Virtual Reality 

Expo (IVR))」 

6/21-6/23 橫濱 參加「2012 地理空間博覽研討會

(Geospatial EXPO 2012 )」 

6/24 東京 考察東京地區永續運輸系統（自行車

系統）之發展情形 

6/25 東京-臺北 考察東京地區永續運輸系統（自行車

系統）之發展情形及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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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章節說明 

本報告分成五章及附件說明等六部分，第一章說明整個出國的目的、

行程內容及章節架構，第二章說明「第20屆3D與虛擬實境博覽研討會(20th 

3D & Virtual Reality Expo (IVR))」整個會議之主辦單位，參展廠商、

參展主題與觀展心得等，第三章說明「2012地理空間博覽研討會

(Geospatial EXPO 2012 )」整個會議之主辦單位、與會國家、參展內容、

研討內容、研討心得及展覽會內容等，第四章說明東京地區永續運輸系統

（自行車系統）之發展情形，提供考察心得報告，第五章綜整本次出國參

與各項活動及會議之經驗所得，提出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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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 20 屆 3D與虛擬實境博覽研

討會」大會紀要 
3D與虛擬實境博覽研討會為日本大型展覽會之ㄧ，展出內容主要以超

精細的3D影像技術為其展覽主題外，在此展覽亦提供各種3D虛擬實境的體

驗活動，讓參觀者可藉由各種體驗活動了解展出的各種3D技術。由於展出

內容包羅萬象，參觀者的行業跨及多領域，包括製造業、影視娛樂業、生

產業、視頻廣播業、電信營運商、政府機關及相關研究單位等。該展覽每

年固定於6月份於東京Big Sight展場展出，且同時段同地點開展包括設計

工程＆製造解決方案博覽會、機械零部件及材料科技博覽會、醫療設備開

發及其製造展等，有關各展參展廠商及展場配置圖詳見本報告附件1。除

上述多元化展覽外，另於該展場內亦有多場演講及研討會議，有關演講及

研討會議之主題，於本章節中另有論述。 

2.1 主辦單位 

本次大會為Reed Exhibitions Japan Ltd.（リード エグジビション ジ

ャパン 株式会社）主辦，該公司自1986建立為各領域展覽廠商及參觀者

辦理各種不同行業的展會，直至目前每年辦理的貿易展覽活動高達75個行

業，涉及領域廣泛，目前以為全日本最大博覽會辦理機構。 

目前該公司所辦理的博覽會大多集中在大阪國際會議中心、東京國際

展覽中心及幕張國際會議中心，辦理行業如珠寶，眼鏡，出版，電子，能

源，資訊科技，生物製藥等等，該公司除提供展覽廠商舒適展覽環境、邀

集海內外各式各樣的展覽廠商外，亦積極協助宣傳各場展覽會，吸引更多

相關的參觀者及買家前來參觀，促使交易活絡，因此獲得好評，也造就它

成為目前日本最大的博覽會議辦理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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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本次會議展覽主題 

本次會議參展廠商大多來自於亞洲國家，如韓國、香港、臺灣等，主

要還是日本當地廠商居多，亦有美國廠商前來參與。展覽主題分為五大

項，包含1.下一世代的3D影像及廣播技術的展覽；2.3D地圖及GIS的展覽；

3.3D顯示的展覽；4.3D電腦動畫的展覽；5.3D數位化儀器的展覽。此外本

次會議除產品展覽外，主辦單位還安排了多場的演講及研討會議，包含目

前IVR應用於超高齡社會的實際案例、皮克斯/迪士尼3D電影的製作過程介

紹、3D技術應用於建築業、製造業及多媒體的實際案例介紹等，有關各展

覽主題及研討會議內容，將於後續章節中詳述介紹。 

2.3 展覽會議內容 

2.3.1 會議地點及相關資訊 

本次大會舉辦地點為位於東京都將東區御台場旁的東京國際展覽中

心（Tokyo Big Sight），交通方便，若是由羽田機場來者，可於羽田機場

搭乘東京モノレール至天王洲アイル後轉搭臨港線（りんかい線）至國際

展市場站後下車徒步7分鐘即可到達。若是由名古屋、京都、大阪方向過

來者，可搭乘東海道新幹線至品川站轉乘，若由東北、信越方向過來者，

可搭乘東北・上越・秋田・山形・長野新幹線至東京站轉乘，至首都圈之

轉乘方式請見圖2.1，本展覽場週邊位置圖請見圖2.2，東京國際展覽中心

立體圖請見圖2.3。本次展覽主要於東展示場展覽，而各演講及研討會議

則於會議棟舉辦，當天展示場入口狀況如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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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首都圈轉乘路線介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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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展覽場週邊位置圖 

 

圖 2.3 東京國際展覽中心立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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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展覽場入口指標圖及現場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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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展覽內容 

本次大會於展覽邀請時，共分5大主題，分別為1.下一世代的3D影像

及廣播技術的展覽；2.3D地圖及GIS的展覽；3.3D顯示的展覽；4.3D電腦

動畫的展覽；5.3D數位化儀器的展覽。以下針對各大主題細向進行介紹 

一、下一世代的3D影像及廣播技術的展覽 

（一）超高清晰度顯示器： 

1.高清晰度顯示器：包含4K x 2K顯示器、高清晰度電視、LED顯

示器、電漿顯示器。 

2.其他相關產品：包含4K數字圖像記錄儀、4K數字圖像投影儀、

高清晰度投影儀、高性能的顯示器、圖像輸入板等。 

3.高解析度照像機：包含4K x 2K照相機、高解析度的照相機、高

解析度的CCD/CMOS照相機及高解析度照相機的鏡頭等。 

（二）高速照相機：包含高速及慢速照相機。 

（三）3D影像/3D影片：包含3D內容的產出、3D 影像/3D影片、3D投影機、

3D相機、3D眼鏡等。 

（四）3D音效：包含3D音效系統、3D環繞音響技術、3D揚聲器系統。 

（五）虛擬空間/CG影像處理技術：包含虛擬廣播室系統、全景影像處理

技術。 

二、3D地圖及GIS的展覽： 

包含3D地圖、地理資訊系統（GIS）、地理資訊系統軟體、全球定

位系統的審查、3D地理資訊、GPS定位系統、地理定位服務及其他相

關服務。  

三、3D顯示的展覽： 

（一）3D舞台美術設備：包含3D顯示器、裸眼立體顯示器、3D立體投影機、

頭戴式顯示器、3D攝影機、3D圖形加速器、3D CG主機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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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D 內容：包含 3D 影像、3D 影像產品、網路 3D、3DGIS，3D 圖像轉

換系統，3D 圖像編輯系統，數位影片等。  

四、3D電腦動畫的展覽： 

包含3D電腦動畫應用、3D電腦動畫測量系統、Web3D及其他相關產

品、相關的模擬創作產品、相關的硬體、三維電腦動畫製作工具、動

作捕捉、模擬創作工具、相關軟體。  

五、3D數位化儀器的展覽 

包含 3D 掃描儀、3D 測量服務、3D 測量設備、位置識別設備、3D

掃描儀、3D 測量系統、3D 數據生成工具、變動測試設備、3D 測量相

機。 

由於現場參展廠商眾多，以下介紹一些現場展覽照片及內容，提供參考。 

 

圖 2.5 3D 虛擬實境模擬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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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TOPCON 公司 3D 模擬系統介紹 

以下特別針對TOPCON公司360VR Lite做個介紹： 

 
圖 2.7 360VR Lite 實際操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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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360VR Lite 系統操作介紹 

 
圖 2.9 360VR Lite 系統原理介紹 

由上圖得之，TOPCON公司利用IP-S2 LITE實景拍攝車，將實際街景拍

攝後，並沿線紀錄軌跡，之後再與地圖軌跡結合。拍攝完成的照片在放上

系統前，會將個人隱私如車牌等去除，另外本系統亦可搭配聲音做實境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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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除地圖與影像可以聯結互動外，右邊視窗內的實景街道圖亦可如同

Google Earth 街景圖一樣可360度旋轉。 

另外一家株式会社ジオ技術研究所所研發之商品「Walkeye map」則

是以一種虛擬實境的方式製作3D虛擬影像圖，主要以都市街景為主，該產

品號稱除了建物道路仿真外，甚至高架道路的立體交叉、道路上各種標誌

及信號、陸橋及路面標線顏色等皆可仿真展現，如此作法可大大省系統儲

存空間及成本（因實際接景拍攝所佔之系統空間及經費極為龐大），但又

可真實反應道路上所有資訊予用路人，目前已廣泛應用在車機導航、手機

導航、各種GIS系統及不動產相關行業上，成效頗著，圖2.10為該產品輸

出圖像介紹（包含各細部資訊地區）。 

 

圖 2.10 Walkeye map 輸出圖像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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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目前有提供 Walkeye map 的城市 

另外株式会社ジオ技術研究所以Walkeye map為基礎，套上2維地圖所

提供的POI（Point of Interest），完成另一套產品Pegasus eye Map。

Pegasus eye Map被定位為一種不受設備限制，廣域性的3為數值地圖，除

不受設備限制（如手機、電腦、平板電腦、ipad皆可使用）優點外，該產

品另以親和性、高彩度、高真實性及資訊豐富為其主要訴求，圖2.12為

Pegasus eye Map for 3D的介紹圖，依據圖2.12可知，3D地圖除可解決2D

地圖所不能表達之資訊外，若有死角部分，該產品亦可轉換其視角，避免

死角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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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Pegasus eye Map for 3D 的介紹圖 

另外該公司今年最新產品為Pegasus eye Map for AR，導入AR（立體

化視覺）的技術可使原本的Pegasus eye Map看起來更加逼真，訊息更加

豐富且更容易使用，透過所謂的視點來製作3D地圖在導航上的應用可更為

逼真，且該產品更融入許多生活上地標，並可協助使用者計算到達該點之

距離，以更方便使用者規劃路徑時之參考，圖2.13則為Pegasus eye Map 

for AR的介紹圖，圖2.14則為Pegasus eye Map for AR現場展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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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Pegasus eye Map for AR 的介紹圖 

 

圖 2.14 Pegasus eye Map for AR 現場展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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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3D地圖製作公司頗多，且成果十分類似，因此不再額外贅述其他公

司的產品，接下來介紹另一套現地影像拍攝儀器-MK.KOPTER，稱為鳥之目。 

MK.KOPTER（MK8.MK8-2&MK6.MK6-XL&MK4）是由株式会社快適空間FC

發售的一種無人駕駛的小型飛行器，可於電腦中事先設定其飛行路徑或藉

由操作遙控器的方式操作其飛行方向，並拍攝欲拍攝之地點之影像，拍攝

完成後可自動傳回主機電腦中，其距離遙控器之高度約為300m，半徑600m

範圍以內之影像（無日本准許證照下），此外，此飛行器飛行時極其安靜

（約65-70分貝）。另外此飛行器亦可載送約1-1.5kg之物品，因此若於人

力無法到達地點，此飛行器可協助運送一些基本設備，由其於災害發生

時，更可利用此飛行器運送一些緊急物資，達到救災的工作。圖2.15為

MK.KOPTER基本構造圖。 

 

圖 2.15 MK.KOPTER 基本構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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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MK.KOPTER已應用於1.災害調查，如地震、火災、坡面崩壞；

2.警察活動，如警戒活動、交通管制、急難救助及犯罪蒐查等；3.調查活

動，如植生、生物調查、森林邊界調查、遺跡調查及地質調查等。以下針

對上次各種應用圖示介紹： 

1. 災害調查 

 

2. 警察活動 

 

3. 調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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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已應用之領域外，MK.KOPTER也開始應用在事故資訊的發布、

高解析度的地面影像的拍攝、空中商業攝影、大規模的建設與開發、資產

評估、觀光設施之提供與建造物、橋梁或民生輸送線之檢查等。以下圖示

介紹： 

 

 

MK.KOPTER目前共有5種型號，皆由馬達趨動，飛行速度大約12m/s，

操縱範圍約1-1.5km，畫面傳送範圍為1km以內，主要材料為鋁和塑料。其

他詳細規格請見表2.1，現場展覽圖請見圖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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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MK.KOPTER 詳細規格表 

 MK4 MK6 MK8 

飛機的重量 640 克 千克 1260 克 

大小 48 厘米 56 厘米 77 厘米 

駕駛 馬達驅動 馬達驅動 馬達驅動 

允許飛行風速 10 米/秒 10 米/秒 10 米/秒 

連續飛行時間 30 分鐘(電池並聯情況下)。 

體重（有效載荷） 0.5 公斤 1 公斤 1.5 公斤 

控制範圍 1～1.5 公里 1～1.5 公里 1～1.5 公里 

可傳輸範圍圖像 沒有 沒有 不到 1公里 

主要材料 鋁和塑料 鋁和塑料 鋁和塑料 

圖像傳輸設備 沒有 沒有 僅商務用 
機能 

航路點導航 沒有 可選 可選 

 

 

圖 2.16 MK.KOPTER 現場展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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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研討會議及演講內容介紹 

本次博覽會除IVR&3D相關展覽外，另在該展場的會議中心舉辦數場

IVR&3D之演講及技術研討，以下介紹針對其演講主題與研討主題做一介

紹： 

2.4.1 IVR演講內容介紹 

一、 皮克斯及迪士尼3D電影動畫最前線 

舉辦時間為6月20日下午14:00~15:00，主講者為於皮克斯動畫公司擔

任角色設計的Mr. Paul Cool Eye 以及3D技術攝影總監Miss Sandra 

Kapuman，演講主題為「皮克斯及迪士尼3D電影動畫最前線」，主要內容是

介紹皮克斯公司在生產3D動畫電影的幕後製作過程，包括故事的創作、角

色的設計、幕後3D技術的介紹以及各相關部門間如何合作以製成一部可推

送到全世界的動畫電影等相關幕後工作的介紹。 

二、 佳能公司的目前所看到相關VR技術的最新案例 

舉辦時間為6月21日下午14:00~16:00，主講者共有三位，分別為佳能

公司研究設計中心主任石川 慶文先生、慶應義塾大學媒體研究學院特任

教授及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舘 暲教授及東京大學情報理工學系研究學院廣

瀬 通孝教授，以下針對三位演講主題做一介紹： 

（一）佳能公司的策略和設計及其使用3D與VR技術理念介紹 

 主講者為佳能公司研究設計中心主任石川 慶文先生（由酒井及石

川先生代），演講內容主要提出佳能公司研究設計中心特色及其使命，

以及其設計中心所完成的有關3D技術的一些最新案例介紹。 

（二）傳達一種真實感與存在感—遠程存在（tele-existence） 

主講者為慶應義塾大學媒體研究學院特任教授及東京大學名譽教

授舘 暲教授，主要介紹「遠程存在（tele-existence）」，「遠程存在

（tele-existence）」是目前最新的一項說法，例如利用手機聯絡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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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對方交談，對方就如同在你眼前，這則是遠程存在的一種，利用手機

通話僅僅只能傳達聲音，溝通訊息，因此進而發展至視訊通話、視訊會

議等都是遠程存在的一種，本演講即介紹此一理念、其應用技術及其未

來發展。 

（三）超高齡社會與虛擬視覺化設計 

主講者為東京大學情報理工學系研究學院廣瀬 通孝教授，其演

講內容主要介紹隨著超高齡社會化的來臨，高齡勞動者以為一種未來社

會現象，如何將虛擬視覺化設計與高齡勞動者結合，為將來研發的重點。 

2.4.2 IVR研討會內容介紹 

本次博覽會除兩場大型演講及各式產品的展覽外，另外於展覽三天期

間亦舉辦7場研討會議，7場研討會議研討主題如下： 

（一） 汽車導航的未來（AR技術的應用），報告者為pioneere公司 

虛擬實境（VR）內的所有人(角色)、物、場景均須經由建模(2D/3D 

Modeling) 與貼圖來達到視覺逼真的效果,但AR 的人(物)及場景則是

利用實物與實景拍攝的照片, 預錄影片及現拍影片做背景或場景，只有

在「人物」或「人機」互動時，才需要構建必要的物件或機器模型。另

外AR應用對電腦圖形處理所造成的負擔較VR低，很適合應用在線上或手

機的產品促銷（含產品展示）與購物。因此本研討主題主要是針對未來

應用AR技術於汽車導航上的討論。 

（二）應用3D CAD技術於相機設計上之案例介紹，報告者為nikon公司 

這幾年來，該公司發現在利用3D CAD技術於相機設計上，已可明

顯發現其設計週期減少，品質提高的實際成果，本研討則為其實際成果

的案例介紹。 

（三）「BIM的生命週期（包含客戶端、建設部分及BIM設計）」，報告者為

日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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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為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建築資訊模型)之簡

稱，是目前營建業新興的一個名詞，意指利用某些軟體，將3D的建築模

型賦予某些物件資訊，規格資料等，可讓業主（客戶）可以預見未來的

情況。BIM觀念的興起充分的提高建築設計上的工作效率及建設品質，

本研討主要是日建設計公司介紹該公司利用BIM方式提高了建築設計上

的工作效率及其品質，並使業主（客戶）能更容易管理該建築，獲得業

主的肯定。 

（四）利用立體視（S3D）於最新遊戲開發之未來展望，報告者為NAMCO 

BANDAI工作室。 

NAMCO BANDAI工作室已於日前發布多款有關立體視的最新遊戲，

本研討主題除該工作室介紹他們如何利用立體視開發遊戲軟體外，未來

為了吸引更多的遊戲玩家，該公司將針對目前已有的立體視技術進行改

善，希望可以將遊戲軟體更加擬真化，更加有臨場感。 

（五）使用3D-GC動畫於ASIMO的發展與設計，報告者為本田技術研究所。 

ASIMO是本田於1986年發展出來的機器人產品，但ASIMO（Advanced 

Step in Innovative Mobility）所代表的不僅是機器人，更是因為技

術人員的熱忱，希望在與社會共存、協調的同時， 為人類新社會創造

更多的機能性。ASIMO的步伐就像是人類的演進，一步一步地往前邁進，

人類的夢想，隨之起飛。目前ASIMO的進化尚未終止，仍一步步在前進

中，在本研討中，除本田公司介紹該公司發展ASIMO機器人過程及該公

司應用3D-CG設計ASIMO機器人外，重要的是本田公司更強調機器人的設

計在動力上的研究比在外型上更為重要。 

（六）IMAGICA公司使用3D技術於影像製作上的案例介紹，報告者IMAGICA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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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CA公司為了對應3D影像產品的需要，努力增進該公司的拍攝

技巧、編輯及現代化系統以完成「3D影像產品的一次性服務」目標，此

外還介紹3D電影的製作方式及技巧。 

（七）超級Hi-Vision的3D影像；4K（8K），報告者為NHK媒體技術公司。 

目前的視頻影像技術已朝向高解析度、高畫質的境界。本研討主

要是NHK公司介紹該公司開發Super Hi-Vision的技術及其未來的發展趨

勢（超逼真3D影像）。 

2.5 IVR博覽會會場實況及參觀人數 

2.5.1 IVR博覽會會場實況（主辦單位公佈） 

（一）會場當天照片 

 

 

 25  



（二）會場商談照片 

 
 

（三）會場商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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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參觀人數（主辦單位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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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2012 地理空間博覽研討會」

大會紀要 

我們生活中發生的任何事情，都與「何時」、「何地」即具體的時

間和地點有關聯。表示時間、位置訊息的「何時」、「何地」以及與之

相關的各種訊息，統稱為「地理空間資訊」。G空間社會就是可以讓任

何人隨時隨地充分的利用地理空間訊息，從而提升生活的安全度與舒

適度。 

「2012（第二屆）地理空間博覽研討會」為日本G空間EXPO實行

委員會主辦，其委員會包含日本的產業界、學術界及政府部門。其目

的是希望共同討論現在和未來的地理空間訊息社會的各種技術、產品

以及應用服務。本次博覽會總共分為三個主題：1.新市場、新技術、

新發明及創造新服務的發展；2.空間地理資訊技術的使用；3.安全、

安心的生活環境等。除多元化展覽外，該博覽會亦同時舉辦多場研討

會議及各類的體驗活動，有關該博覽會展覽細節及研討會議主題，於

本章節中另有論述。 

3.1 主辦單位 

本次大會為G空間EXPO實行委員會主辦，成員包含日本的產業

界、學術界及政府部門。「2012地理空間博覽研討會」為該委員會所

辦理之第二屆地理空間博覽研討會，第一屆地理空間博覽會舉辦日期

為2010年9月19日~21日，因反應熱烈因此於2012年舉辦第二屆地理空

間博覽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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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次會議展覽主題 

本次博覽會總共分為三個主題：1.新市場、新技術、新發明及創

造新服務的發展；2.空間地理資訊技術的使用；3.安全、安心的生活

環境等。共約94家廠商參加展覽，另外特別企劃及學術展覽部份亦有

24家廠商及學校參展，展出的主題包含有： 

1.G空間社會（地理空間資訊高度活用社會）相關之基礎技術、應用

技術、機器、系統軟體、資料、器具、材料、服務等。 

2.測量、航空、地上光線測量、移動 GPS 測量機器、電子基準點、測

量、GNSS 衛星測量、室內測量、地圖、基礎地圖資訊，GIS（地理

資訊系統）、遙感探測、海洋調查等。 

3.生活及區域的活性化、區域計畫、都市計畫、建築、建設顧問、建

築設計（CAD、CALS）、施工資訊化、自動化農業(精密農業)、農業、

林業及水產業礦物資源管理、旅遊、交通（交通安全、汽車導航、

衝突防止、環保汽車推動、自動駕駛）、ITS（智慧型運輸系統）、運

輸、物流、Smart 城市等。 

4.環境（環境保護、動物保護）、減災及防災（地震海嘯預知、自然

災害模擬）、震災復興、緊急通報（救援及安全誘導）、防止犯罪、

移動支援（旅行導覽、人的導航、街道服務等）、防止幼童迷路，保

健及公共衛生（感染症對策、食品安全）、地籍及其登記等 

5.地址資訊服務（LBS）、地理訊息內容、位置註冊、虛擬化、增強和

擴增現實（VR、AR 及 MR）的遊戲、3D 可視化、機器人(用於建設和

農業，並協助我們的日常活動)、數字標牌、電信、智慧型手機、精

密計時、市場行銷、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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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展覽會議內容 

3.3.1 會議地點及相關資訊 

本次大會舉辦地點為位於橫濱未來港區Pacifico橫濱（パシフィ

コ横浜）會議中心，交通方便，若是由羽田機場或成田機場來者，可

於利木津巴士或京濱急行線至橫濱站下車後，再轉搭港未來線至港未

來站步行3分鐘即可到達。若是由東京站、澀谷站及新橫濱站來者、

可搭乘電車（如東急東橫線、JR東海道新幹線、JR橫濱線或橫濱市營

地下鐵等）到橫濱站後轉搭港未來線至港未來站步行3分鐘即可到

達，或櫻木町站步行或搭車即可到達。本展覽場週邊位置圖請見圖

3.1，交通方式請見圖3.2。本次展覽、演講及研討會議舉辦位置如圖

3.3，當天展示場入口指標如圖3.4。 

 

圖 3.1 展覽場週邊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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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展覽場週邊交通方式 

 

圖 3.3 展覽、演講及研討會議舉辦位置 

 32  



 
圖 3.4 展覽場入口指標圖及現場狀況 

3.3.2 展覽內容 

本次博覽會總共分為三個主題：1.新市場、新技術、新發明及創

造新服務的發展；2.空間地理資訊技術的使用；3.安全、安心的生活

環境等。以下針對各大主題進行介紹： 

一、新市場、新技術、新發明及創造新服務的發展 

G空間資訊關聯之技術與服務若希望能在社會普及化，其技術上

的紮根很重要，關於這些技術與服務，及包含海外展開的新的市場的

開發是很被期待。並且通過訊息通信技術和測量技術的提高等各種各

樣的技術的進步，以及其與異業結合、新技術及服務的創出也是被期

待的。本主題的展出廠商共計5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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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間地理資訊技術的使用 

開發準天頂衛星發射的首台機組相應的系統（GNSS）是新開發的

一種全球定位系統，為其他國家在使用相關技術上的示範實施案例。

這也意味著高解析度遙感技術的未來發展。預計採取這樣的空間技

術，可促進市場的發展和高精度位置訊息基礎設施建設。關於本主題

的展出廠商共計12家。 

三、安全、安心的生活環境 

我們的生活，被各種各樣的自然災害的威脅曝曬，如東日本大震

災，當災害發生時需要迅速應對救援和災害復興，未來的防災工作除

了防止災害發生外還包含減少災害的發生。除此之外，犯罪活動的防

止、安全及安心生活等意識也正高漲，G空間訊息應用在安全、安心

的生活環境亦是被期待的。關於本主題的展出廠商共計26家。 

四、其他展覽： 

（1）超越時空的真實感（3D世界）：此部分的展覽主題主要是利用虛

擬實境（VR）及擴增現實（AR）的技術。過去及未來的環境模

擬以不再是空想。關於本主題的展出廠商共計6家。 

（2）海面下的G空間：此部分的展覽主題主要是探討海面下震源處的

海空間資訊、日本附近的海底資源資訊以及地面上各湖泊及水

域的環境資源保護等。關於本主題的展出廠商共計8家。 

（3）準天頂衛星介紹：此部分的展覽主題主要最近發射的準天頂衛

星。關於本主題的展出廠商共計1家。 

五、學術展覽-參加單位計10家 

 

圖3.5是展示會場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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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3D 展示會場配置圖 

由於現場參展廠商將近一百家，以下介紹一些現場展覽照片及內

容，提供參考。 

 
圖 3.6 日本大學社會交通工學科空間情報研究室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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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學社會交通工學科空間情報研究室研究內容包含雷射

掃描儀，GPS(衛星定位系統)，GIS(地理資訊系統)，RS（遙感探測）

的研究。並實際使用機器進行校園內的測位和建築物的形狀的測量實

驗，主要研究主題為與交通、建築領域相關的研究活動。本次該研究

室主要展示其在3D點資料的利用、GPS衛星的可視性評估、距離影像

評估應用於交通量調查上的實驗成果等。圖3.7為該研究室應用距離

影像於交通量調查的實驗成果。 

 

 
圖 3.7 應用距離影像於交通量調查的實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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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來介紹的是ASCO公司的「STREET MAPPER」。「STREET MAPPER」

屬一種3D車載移動式測量服務，該測量車主要是在一台普通車輛車頂

上加裝雷射掃描儀、GPS、IMU、照相機等機器，可一邊行駛，一邊利

用測量儀器進行高密度高精度的點狀數據測量，以取得道路形狀、護

欄、電線杆、路燈及路面標示等圖案與形狀，最後製成3D的測量圖。

其優點為1.測量車不需額外申請許可；2.地面測量比航空測量節省成

本；3.可測得隧道內部資料；4.可在個人電腦直接計算。圖3.8為3D

測量車現場照片，圖3.9為優勢介紹圖，圖3.10為其應用介紹圖。 

 
圖 3.8 3D 測量車現場照片 

 
圖 3.9 3D 測量車優勢介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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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3D 測量車應用案例介紹 

再來是「ASAHI ground Treck 3」為朝日航洋公司原創。其優

點為1.可以取得高精度的地圖資訊；2.工作地點附近的道路現場影

像；3.隧道內部及高架橋下等航空測量無法測得之資料；4.道路淨空

照片；5.道路周邊物件的3D資料圖；6.可在短時間內完成行車道路

圖。圖3.11為「ASAHI GT 3」type3現場展示照片。 

 

圖 3.11 「ASAHI GT 3」type3 現場展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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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HI GT 3」可將高解析度影像、「GPS」座標資訊及其他測量

資訊等同時連動紀錄。以下針對紀錄部分的資料格式及其應用範例做

一介紹。 

1.高解析度影像資料 

 

2.連續錄影馬賽克影像 

 

3.雷射資料 

 
 

3 種形式，依照顧客的需求以及

需測量的資料或影像而使用不同類型的測量車種

  「ASAHI GT 3」測量車輛共有

，以下針對 3種不同

類型的測量車輛特性做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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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ype1、type2： 

type1及type2是屬於快速型測量車，其具有高解析度電視規格的

高畫質畫影像及GPS的定位資訊，且可安排快速式的攝影，此外取得

的影像不僅侷限一方向，可各方向取得。Type2還可取得簡易型的連

續錄影馬賽克影像。圖3.12 「ASAHI GT 3」type1及type2詳細規格

介紹圖。 

 
圖 3.12「ASAHI GT 3」type1 及 type2 詳細規格介紹圖 

2

e1及type2裝載更高解析度的影像感測器，可取得更細緻

的影

.type3： 

比起typ

像資料，且可確保其定位精度控制在10cm左右，此外亦可錄製解

析度約1cm的連續錄影馬賽克影像，另外還可取得精度約10cm的雷射

測量資料。圖3.13 「ASAHI GT 3」type3詳細規格介紹圖。 

 

圖 3.13 「ASAHI GT 3」type3 詳細規格介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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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來介紹的是日本構造計畫研究所所推出的一套交通管理的產

品「PTV-VISON」。 

問題：交通管理策略為何？如何制定？得先從問題分析起，問題

包含有1.日常的交通問題，如日常的交通壅塞，小汽車的大量集中及

環境負荷等；2.道路設計狀況與所需應付的交通狀況，其能容忍的最

大極限為何，需要考慮的包含有龐大的交通費用、新喚起的需求以及

土地面積的限制等；3.交通管理策略的訂定，所要考慮的包含有負載

所需費用(load pricing)、停車及行駛規劃及通勤時間等。 

解決方式：要可因應交通需要的管理政策之定量化效果，亦即當

政策決定欲制定的交通政策下的交通量可由「PTV-VISON」預測，並

達到政策預定之效果。其中的交通狀況預測需考慮1.民眾交通工具選

擇的偏好性，亦即民眾在選擇其欲使用的交通工具時，其費用、環境

負荷、方便性及其所需支付費用的考量等；2.複合運輸轉乘的方便

性，例如利用走路、自行車、自用車、公車及軌道車（如火車、高鐵、

捷運等）間轉乘之便利性等；3.各種運具間移動時間之差異；4.其他

政策考量，如CO2排出量之減少等。因此利用「PTV-VISON」雖可達到

交通政策欲達到之效果，但其中所需考量的因素很多，以下再針對

「PTV-VISON」做一詳細介紹。 

「PTV-VISON」是依據新城市開發所預定的交通計畫進行需求預

測，而每條路徑上的交通量預分配則是以『VISUM』模擬系統進行模

擬，並可依據高度模型進行微觀的模擬，此外有關小汽車、電車、步

行及自行車等相互關聯部分則由『VISSIM』模擬系統進行模擬。 

『VISUM』為一套宏觀模擬系統，可建構廣域性的模擬，以四等

級推定法進行需求預測模擬等，例如「家→公司→購物→家」之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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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模式中不同交通運具的選擇以及複合運輸系統的選擇進行精緻

化的需求預測模型。 

『VISSIM』則為一套微觀的模擬系統，可模擬包含車、人等的

活動、因為混亂的人群造成的公共運輸延滯、自行車專用道引進的效

果驗證等，此外其另具有3D的動畫展示功能，可充分的針對模擬進況

進行3D動畫的展示。 

「PTV-VISON」為『VISUM』及『VISSIM』所組合，未來大規模

的都市開發的交通計畫中的道路交叉點、道路混流狀況及各種活動設

施中的活動路線設計都可提出適切的解決方案。目前已為90個國家

2500以上的計畫使用中，以下為「PTV-VISON」介紹圖。圖3.14為

「PTV-VISON」當天展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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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為「PTV-VISON」當天展覽圖 

在G空間EXPO2012此次展覽中，Zivil（ジビル）調查設計株式會

社展示該公司獲獎的橋梁檢測相關產品，該公司目前共有4種橋梁檢

測的產品，分別為1.目視診斷（視る・診る）類型；2.標準（スタン

ダード）類型；3.手持簡易類型（ハンディ）；4.桿照相機類型（ポ

ールカメラ）。可依據現地的狀況及其檢測項目使用不同的檢測產

品。表3.1為該公司橋梁檢測產品的規格一覽表。以下分述之： 

表 3.1 Zivil 公司橋梁檢測產品的規格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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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視診斷（視る・診る）類型（特許第 4782163 号国土交通省 NETIS

登録番号 KK-110063-A） 

本產品需搭配操作員使用，主要可替代近距離目測的檢查及支援

自然災害與受災緊接之後的橋梁緊急檢查。目前在橋梁的定期檢測

上，常因特殊橋梁人員無法靠近或交通管制困難的橋梁以及橋梁較狹

隘部分造成人眼無法近距離目視檢測，都可以利用這套產品進行檢

測。此外該產品還具有以下6項特徵及優點： 

（1）可高處作業：可用遠距離操控攝影機進行檢查。 

（2）不影響交通：僅需0.95m的操作空間。 

（3）機動性高：以小型的平板推車操作，機動性高。 

（4）不受限調查員視力：可利用攝影機操控遠近拍攝。 

（5）可掌握及管理該橋歷年劣化的影像資料。 

（6）可及時傳送影像及聲音資料至別處，不需於當場檢查資料。 

目前本產品除獲得多項獎狀外，於平成20-23年已完成2,287座

橋的簡易檢驗，176座橋的詳細檢驗。圖3.15為目視診斷實際作業狀

況。圖3.16為展覽現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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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目視診斷實際作業狀況圖 

 

圖 3.16 目視診斷現場展示圖 

2.標準類型（BIS1108D） 

本產品為簡易橋梁檢測的標準版本，1.機動性廣，橋的兩邊都可

適用；2.可全方位的拍攝高解析度影像（7倍光學、1200萬畫素）；3.

使用9m高的桿照相機，水平4.2m的懸臂，使拍攝範圍更廣；4.水平懸

臂部份可多段調整，使用方便；5.懸垂部分（含垂直桿、水平桿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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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共僅15公斤，超輕量；6.懸垂部分的固定裝備可輕鬆移動；7.

所有檢測儀器可利用簡單搬運器具搬運即可。圖3.17為標準類型的實

際作業狀況圖。 

 
圖 3.17 標準型實際作業狀況圖 

3.手持簡易型（BIS501D） 

本產品優點為1.用於小型橋梁檢測（尤其以小規模步道橋為

佳），且組裝方便；2.機動性高，尤其更適用於緊急檢測時；3. 可全

方位的拍攝高解析度影像（7倍光學、1200萬畫素）；4.可裝載於一般

小客車且移動方便；5.組裝方便迅速，可一人獨自進行；5.操作盤除

外，其他檢驗儀器僅7公斤（可一人獨自撐起）；6.使用水平2.5m的懸

臂，兩邊加起來，拍攝範圍可達5m。圖3.18為手持簡易型的實際作業

狀況圖。 

 
圖 3.18 手持簡易型實際作業狀況圖 

4.桿照相機類型（PCS1008D） 

本產品優點為1.可上下拍攝高解析度數位影像（7倍光學、1200

萬畫素）；2.超輕量，可多段性伸縮，機動性佳；3.桿件最長可伸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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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高（亦有11m的類型可選）；4.快門的操作可由身旁的顯示器並操

作；5.可使用照相機附設的動畫錄製並可使用記憶卡保存（Micro 

SD）；6. 照相機、桿、顯示器、操作盤等為一套組；7.顯示器的影像

可由影像輸出終端至外部錄音機及顯示器。圖3.19為桿照相機的實際

作業狀況圖。 

 

圖 3.19 桿照相機型實際作業狀況圖 

3.4 研討會議及討論內容介紹 

本次博覽會除G空間相關展覽外，另在該展場的會議中心舉辦數

場G空間之技術研討，以下依日期將各研討場次主題做一介紹，另外

再針對幾場研討場次之研討內容做一摘述： 

3.4.1 G空間技術研討內容介紹 

本次博覽會共為期三天，分別於6月20日下午14:00~15:00（免費

參加）及6月21日下午14:00~16:00舉行（需付費），以下針對兩場演

講之講者及演講主題做一介紹： 

一、新市場、新技術、新發明及創造新服務的發展 

6月21日（星期四） 

1.第23屆應用測量技術發表研討會「社團法人日本測量協會」 

 2.社會環境基礎—開創新產業的空間資料「多媒體推進社團」 

3.有關open government（開放政府）商業時機之搶先資訊—行

政訊息的革新「社會基礎情報流通推進協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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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星期五） 

1.國際討論會—有關G空間之海外商務拓展方向「國土交通省國

土政策局」 

2.今後數位道路地圖的情報流通「日本數位道路地圖服務」 

3.地理空間活動「國土地理院」 

4.G空間WAVE2012—G世界+GEO媒體主管會議（PART1）「G內容流

通推進協議會」 

6月23日（星期六） 

1. 有關位置資訊編碼的應用技術共同研究報告會「國土地理院」 

2. 女人的敏感度與地圖的呈現：新市場的可能性「日本國際地

圖學會」 

3. G空間WAVE2012—G世界+GEO媒體主管會議（PART2）「G內容流

通推進協議會」 

4. G空間展覽的學生論壇「學生論壇營運委員會」 

二、空間地理資訊技術的使用 

6月22日（星期五） 

1.國際研討會--衛星定位/地理資訊的應用及對亞洲及大洋洲

（AOR）的福利與貢獻「東京大學及空間情報科學研究中心」 

三、安全、安心的生活環境 

6月21日（星期四） 

1.各區域間地理空間資訊之利用與擴展（公共測量普及研討會）

「國土地理院」 

 2.防災地理空間情報利用研討會「國土地理院」 

3.如何有效利用地理空間資訊來預防地震所產生的災害「一般

社團法人地理資訊系統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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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星期五） 

1.最新調查訊息所獲得的最大利潤「一般社團法人全國測量設

計協會聯合會」 

2.利用空間資訊所做的災害調查—從東日本大地震後展開「一

般社團法人日本寫真測量學會」 

3. 第34屆測量調査技術發表會「公益財團法人日本測量調査技

術協會」 

6月23日（星期六） 

1. 地理學建議的新國土「公益社團法人日本地理學會」 

2. 重建東日本大地震提議的新概念「社團法人日本測量協會」 

3. 地理空間情報中『地圖』對於防災教育的思考「財團法人日

本地圖協會」 

4. 訊息循環社會的構築用以創造明天的日本「日本土地家屋調

査士會聯合會」 

為期三天的研討會議舉辦地點如圖3.20所示，議程如圖3.21所

示。 

 

圖 3.20 研討會議舉辦地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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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研討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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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G空間EXPO2012 研討會場次摘要介紹 

G空間EXPO2012 研討會舉辦場次共有22場（如2.4.1節所述），因

內容眾多本報告僅摘錄1.6月21日（四）防災地理空間情報利用研討

會「國土地理院」；2.6月22日（五）地理空間活動「國土地理院」；

3. 6月22日（五）今後數位道路地圖的情報流通「日本數位道路地圖

服務」；三場次研討主題做一簡單介紹，其詳細內容再請參閱附件。 

一、防災地理空間情報利用研討會「國土地理院」 

本場次主要探討對象為1.介紹地方公共團體等的防災行政工

作負責單位其來自東日本大震災的復興工作和今後如何利用地

理空間資訊於災害預防；2.學者及在面臨震災的地方公共團體的

負責單位，在防災及減災上如何有效利用地理空間資訊的相關訊

息講演及其專題討論會介紹。有關本場次之討論議題與演講如

下： 

針對災害對應及防災活動貢獻的國土地理院的地理空間信息-

長谷川裕之 (國土地理院基本圖資訊部國土基礎資訊調整官） 

目前國土地理院為了災害對應及防災活動貢獻與地方公共

團體等已合作，以進行地理空間信息的互相交換作為其合作目

的。此外訂對於基礎地圖資訊、地形圖、航測照片、高程數據等

提供可以的地理空間資訊進行介紹。 

活用案例介紹—利用地理空間資訊於東日本大地震復興工作

上之活用介紹-野井盛夫(宮城縣復興政策部復興都市計畫課班

長） 

東日本大地震對東松島市帶來了極大的災害，其災害之嚴重

性非言語所能形容，經由此次大地震的經驗與教訓得知，災後欲

建立新城市首要需快速的進行市容的復甦、並籌劃如何快速恢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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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的信心相關復興計畫，而在此復興計畫中，地理空間資訊的

參與便不可或缺。本研討主要針對今後地理空間資訊如何應用於

受災地迅速的修復及其復興進行介紹。 

活用案例介紹—新瀉縣十日町市整合型GIS的利用案例介紹-

佐野誠市(新潟縣十日町市總務部總務課副参事) 

主要介紹1.有關新瀉縣十日町市的整合型GIS的準備工作及

其運用方法；2.有關2011年國家2度激烈災害指定及3度災害救助

法中適用於整合型GIS活用案例介紹；3.整合型GIS的連動於市民

公開資訊及智慧型手機（AR擴增實境）的應用。 

活用案例介紹—新的海嘯浸水預測圖-林若巳(神奈川縣縣土

整備局河川下水道部流域海岸企劃科河川なぎさグループ技幹) 

經由東日本大地震的契機及目前技術的成熟，針對東日本大

震災的海嘯的規模及其浸水範圍進行再次驗證。此外關於新的海

嘯浸水預測圖的作成手法進行介紹。 

特別演講—過去4000年被記錄的巨大海嘯履歷-岡村真(高知

大學綜合研究中心特任教授) 

藉由過往海嘯堆積物的調查，還原從過去到現在的地震活

動，尋求其規則性，並長期進行預測巨大地震的發生。 

有關上述各場次之簡報資料請見附件2。 

二、地理空間活動「國土地理院」 

本研討主題乃「國土地理院」對全國就有關地理空間資訊之

創新性應用之研究或實際案例進行募集，並希望能藉此活動促進

相關人員間之學術及經驗交流，此次共選出21個主題進行分享。

「國土地理院」除請參加人員就參加之21個主題進行票選外並另

聘9位委員對所發表之課題進行審查，並選出1名最優秀獎及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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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獎，以下就參加之21個主題做一介紹（詳細內容請見附件3）

並介紹得獎作品。 

1. GIS自治團體資料雲--更安全、更便宜、更高機能 

株式會社 パスコ 營業推進部 北川 正己 

2. 空間位置活化網站--うつのみやMap 

第一測工（株）堀 俊明、野田 剛太郎 

3. 政府與民眾的道路共用協議及申請系統的建立 

GIS官民協會支援小組 

4. ipad於現場調查及設施管理上的應用！使慣用地圖能使用

「カンタンMap for iPad」あっとクリエーション 株式會社 

5. 基礎地圖訊息WMS送信服務 

農業及食品産業技術總合研究機構近畿中國四國農業研究中

心 寺元 郁博 

6. 使用FOSS4G工具塑造基礎地圖訊息！ 

株式会社 オークニー 

7. 地理空間資訊於沖繩防災上之應用 

GIS沖縄研究室 渡邊 康志 

8. 利用無線技術於移動型GIS系統之開發 

酪農學園大學 金子 正美 

9. 由產官學聯合完成的AED設置資訊提供系統「あいらAED Map」

的建立 

NPO法人所成立的GIS及GPS技術研究所 市園 成一郎 

10. Web-Gis分配資訊資統於檢傷分類共有資料上的應用 

新潟大學 工學部 情報工學科 牧野 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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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自願者提供之地理空間資訊架構之提案 

NPO法人 Lisra 設立準備委員會 代表 名古屋大學教授 河

口 信夫 

12. 建置地方單位家畜傳染病防治對策之系統-防疫地圖 

（株）日建顧問 代表：吉田 靖 

13. 以GIS創造的空間資訊社會的實際案例 

立正大学 地球環境科學部 環境系統學科 後藤 真太郎 

14. 利用電子國土web系統建置之道路台帳管理系統 

國際技術コンサルタント（株） 

15. 「基礎地圖」＋「Web-GIS」×「測量及參考資料的資料備份」

=「Map Lab雲」 

 NPO法人 地域地圖研究所 

16. 結合excel及地圖手持顯現顧客名單及其地址資料-營業工具      

株式會社 デバイスワークス 董事長 加賀屋 太郎 

17. 穿越時間及空間的地圖共享服務提案    

大塚 恒平 

18. 大家的地圖   

（株）ネオ・ジーアイエス 西村 正直 

19. 有關3D都市空間資訊的建置與利用  

NPO法人 濱松軟體産業協會（HSIA） 

20. 使用GIS復原明治時期的地籍圖  

國學院大學 歴史地理學教室 研究生 稲松 朋子 

21. 以視覺3D體驗的G空間 

 廣島工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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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作品 

最優秀獎 

1.自願者提供之地理空間資訊架構之提案 

NPO法人Lisra設立準備委員會代表名古屋大學教授 河口 信夫 

優秀獎 

1. ipad於現場調查及設施管理上的應用！使慣用地圖能使用。「カン

タンMap for iPad」あっとクリエーション 株式會社 

2. 地理空間資訊於沖繩防災上之應用   GIS沖縄研究室 渡邊 康志 

3. Web-Gis分配資訊系統於檢傷分類共有資料上的應用 

新潟大學 工學部 情報工學科 牧野 秀夫 

4. 結合excel及地圖手持顯現顧客名單及其地址資料-營業工具      

株式會社 デバイスワークス 董事長 加賀屋 太郎 

5. 穿越時間及空間的地圖共享服務提案               大塚 恒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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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日本國土交通省國土地理院另外發表電子國土獎的部份，因

參 獎 及 得 獎 的 作 品 眾 多 ， 可 參 閱 國 土 電 子 獎 的 網 站

http://psgsv.gsi.go.jp/koukyou/G-award/list_award2.html。 

三、今後數位道路地圖的情報流通「日本數位道路地圖服務」 

因汽車導航的普及使得民眾對行車路網數值圖提供給道路

使用者資訊需求及交通訊息狀況的資訊需求大為提升，尤其在東

日本大地震中，應用ITS技術所調查的災區汽車通行狀況資訊發

揮很大的功效。 

一般來說，沒有道路的各種真實世界的行為將不予考慮。為

了求得更精確的道路路線圖，也為了之後ITS的資訊交流與訊息

共享，在行動的道路上組織其相關的位置是必要的是不可或缺

的。 

本次研討會主要結合產、官、學界就如何推進ITS的交通訊

息，道路訊息間的流通及其今後的狀況，並探討未來在構築G空

間社會，在基礎訊息流通基礎上，數值道路地圖其扮演的角色為

何作一討論。本場次共有６項研討主題，以下就６項主題做一介

紹。 

今後ITS基礎資訊探討   

東京大學空間情報科学研究中心 山田 晴利 

關於我國的ITS政策 

國土交通省道路局ITS推進室長 奥村 康博 

政府與民眾合作的ITS工作探討  

NPO 青森ITS協會常務理事事務局長 葛西 章史 

汽車資訊服務雲的建置及其應用 

Internet ITS協議會事務局長 時津 直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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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路訊息基礎之道路訊息流通之姿態  

NPO ITS-Japan道路情報基盤活用委員會委員長 浜田 隆彦 

道路區間的ID的編碼—如何變動？如何使用？ 

國土交通省國土技術政策總合研究所 高度情報化研究中心長  

上田敏 

各場次內容之簡介以及討論過程請見附件4。 

3.5  G空間EXPO2012會場實況及參觀人數 

3.5.1 G空間EXPO2012博覽會會場實況（主辦單位公佈） 

（一）會場當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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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參觀人數、參展廠商數及研討人數（主辦單位公佈） 

（一）參觀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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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參展廠商數 

 
（三）研討參與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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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東京永續運輸系統（自行車

系統）之考察心得 

日本目前已為全球第三大的自行車使用國家，僅次於丹麥和荷

蘭。日本與臺灣一樣是個地小人稠的國家，但在日本騎乘自行車的人

口卻是臺灣的好幾倍，在臺灣除發展自行車旅遊活動外，若欲發展自

行車城市生活，日本的發展策略的確有許多值得借鏡之處。 

4.1日本社區的發展 

日本的社區發展做的非常好，凡居民一切生活所需，如中小學

校、幼稚園、超市、醫院等都可以在5-10鐘內到達，在運具的選擇上，

騎乘自行車便為首要之選。 

4.2日本大眾運輸的發展 

在日本要擁有一輛小客車需花費的成本龐大，不僅價格昂貴，市

區停車位難尋，且在購買汽車之前，還必須提供證據已有停車位之證

明，因此日本民眾自小客車的擁有數也相對降低很多，也造就大眾運

輸系統的發展。 

日本的大眾運輸系統完備，不僅路線多、可及性高、速度快、價

格也合理，且車站附近多設有自行車停車場，如圖4.1為吉祥寺站附

近的自行車停車場，當然還是會有違規停車的情況發生，如圖4.2，

因此多數日本民眾選擇騎乘自行車至車站後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做為

其較長程旅程的運輸方案，尤其在2011年日本311大地震當時軌道運

輸系統受到破壞，造成當時日本民眾交通上的不便，許多日本民眾在

2站距離之內的路程也多用自行車代替，也讓日本騎乘自行車的人口

數急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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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吉祥寺站附近的自行車停車場 

 

圖 4.2 吉祥寺站禁止停車標示 

4.3自行車相關硬體設施 

日本地小人稠，道路寬度不足，因此在日本很難為自行車另外劃

出專屬的自行車道，但在日本，沒有專屬的自行車道並不影響日本民

眾使用自行車作為其日常生活的交通工具。在日本一般汽車行駛的道

路上是看不到自行車蹤影的，自行車一般都與行人共用人行道，但以

行人為優先，而在號誌方面也是，自行車的通行號誌亦與行人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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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自行車與行人共用標誌及號誌，圖4.4為穿越馬路時的自行車導

引標線。 

     

圖 4.3 自行車與行人共用標誌及號誌 

 

圖 4.4 穿越馬路時的自行車導引標線 

在臺灣，目前的法規仍然將自行車定義為慢車，且大多數的道路

分配都以小汽車為主要考量，人行道所能分配到的道路寬度很小，當

然能提供自行車共用的寬度亦不夠，在這樣的情況下，自行車只好回

歸到一般道路上與汽車爭道，無形中增加了自行車騎乘者的騎乘危險

也降低民眾使用自行車的意願。圖4.5臺灣的道路分配狀況（from 

google earth街景），在日本，政府因考量自行車騎乘於一般道路上

與汽車爭道的危險，因此在交通紊亂的道路上皆開放行人自與自行車

共用，但法規的開發一定需要有設施的配合，因此考慮自行車與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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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行人道時行的安全，日本政府在進行道路分配時，會寧可縮減汽

車可行駛之空間，將人行道寬度拓寬，以免造成人車爭道的危險情況

發生。圖4.6 吉祥寺站附近的人行道狀況圖。 

 
圖 4.5 臺灣的道路分配狀況 

 

圖 4.6 吉祥寺站附近的人行道狀況圖 

另外若在道路寬度較小的巷道中，為了行人的安全日本政府會另

外隔出人行道保護行人安全，而該人行道空間則較為狹窄，是不開放

自行車行駛的，如圖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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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吉祥寺站附近的巷道 

另外有些巷道在是在兩旁劃設出行人與自行車共用空間（以綠色

鋪面表示），並限制速限為30km/hr，以提醒汽車駕駛人注意，如圖

4.8。而在小巷道內亦有示自行車停等警告標示，以提醒自行車騎乘

者注意路口往來行人，以避免自行車與行人的事故發生，如圖4.9 

 

圖 4.8 自行車與行人共用彩色鋪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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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自行車停等標示圖 

此外，日本民眾非常自律，街道維持的非常整潔，當然也不會

容許自行車亂停影響整個社區的景觀，因此在社區內亦有設置自行車

停車空間，供附近幾戶居民使用，以維持社區的美觀，圖4.10為社區

自行車停車場。 

 

圖 4.10 社區自行車停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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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自行車裝備及載人的規定 

在日本最為一般日本民眾使用的是稱為「Mama-chari」的自行

車。何謂「Mama-chari」mama當然意指媽媽，而chari指的是自行車，

因此「Mama-chari」指的就是媽媽一般日常生活近行相關活動所使用

的自行車，其實這只是統稱而已，只要價格便宜且具有最基本的發電

照明、後架、容易跨過的車身、擋泥板、馬蹄鎖等都是「mama-chari」，

圖4.11為「mama-chari」基本構造圖。 

 

圖 4.11 「mama-chari」基本構造圖 

承上圖得知，「mama-chari」其實就是臺灣俗稱的淑女車，日本

的婦女除一般購物會使用自行車外，當然也會有自幼兒園接送小孩或

帶小孩出門的需求，因此將上圖的「mama-chari」改裝後則變成如圖

4.12 載運1幼兒時的改裝圖及圖4.13載運2幼兒時的改裝圖。 

   

圖 4.12 載運 1 幼兒時的自行車改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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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載運 2 幼兒時的自行車改裝圖 

雖然法規開放自行車可以改裝載運幼兒，但日本政府為了安全起

見，在修改法規的同時同樣訂定了許多配套措施，包含： 

1.載運幼兒的自行車必須經過檢驗：通過檢驗的自行車則會貼上合格

標籤，而民眾在購買時也必須先確認其有合格標籤才可購買並使用該

自行車上路，合格標籤如圖4.14所示，日本民眾使用狀況如圖4.15。 

       

圖 4.14 合格標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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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載運 2 幼兒時的自行車使用圖 

2.載運幼兒須符合以下規定： 

操縱自行車的人必須年滿16歲 

若是「背」孩子的話，必須用背帶綁好孩子 

可以背著的孩子，只限定於未滿4歲（3歲以下）的孩子 

確實的裝在自行車上的幼兒用座位，只能坐未滿6歲（5歲以下）

的孩子 

幼兒用座位，孩子1人共乘（共2人） 

以背帶背負孩子騎乘（共2人） 

幼兒用座位，孩子1人共乘，同時以背帶背負孩子騎乘（共3人） 

以上述符合道路交通法規則的基準的自行車（前面限重15公斤以

下小孩，後面限重22公斤以下小孩），孩子2人共乘（共3人） 

 

 

 69  



4.5自行車騎乘安全教育 

依據統計目前日本騎乘自行車民眾高達129萬人，自行車已是日

本民眾日常生活不可或缺的交通工具，再加上全球暖化問題日益嚴

重，推廣民眾騎乘自行車亦是日本政府首要政策。為了減少自行車事

故發生，日本政府製作了一系列的自行車安全宣導與安全教育，希望

能從小教育，以減少自行車事故的發生。圖4.16為日本政府宣導自行

車安全利用的五項守則。圖4.17則為小學生的教育宣導文宣。圖4.18

則為中學生以上的教育宣導文宣。圖4.19為運載幼兒的安全教育宣導

文宣。 

 

圖 4.16 自行車安全使用五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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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小學生自行車使用宣導文宣 

 

圖 4.18 中學生自行車使用宣導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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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運載幼兒自行車使用宣導文宣 

 

 

此外，針對運載幼兒自行車使用部分，為了增加其使用安全，避免

事故的發生，東京都廳還分別舉辦多場的「幼兒2人同乘用自行車安全

教室」，舉辦狀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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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國際會議中心 

 

 

Lalaport豐洲 

 

 

港區立高輪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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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心得與建議 

目前各國皆致力於永續運輸的發展，在發展國家永續運輸的前提

下，必須收集充足資訊，方能作為永續運輸願景與政策擬定及檢討之

依據，而如何達到上述需求，地理空間資訊的應用便是主要的關鍵。

因此藉由參加「第20屆3D與虛擬實境博覽研討會(20th 3D & Virtual 

Reality Expo (IVR))及「2012地理空間博覽研討會(Geospatial EXPO 

2012 )2場博覽會，了解目前地理空間的相關應用新知，並將參加經

驗帶回國內，提供國內相關領域之參考，此外並順道考察日本的永續

運輸系統（自行車系統）發展情形，以作為未來交通部發展自行車路

網相關計畫之參考。本報告特別整理幾點心得及建議如下： 

5.1 心得 

1. 超精細的3D影像及虛擬實境的技術應用已成為未來新趨勢 

目前使用3D技術產業眾多，包含製造業、影視娛樂業、生產業、

視頻廣播業、電信營運商、政府機關及相關研究單位等，目前關

於3D影像及虛擬實境的技術應用，例如皮克斯/迪士尼的 3D電影

製作、3D遊戲的製作、3D地圖的製作及汽車導航虛擬實境軟體的

製作等。3D影像及虛擬實境的技術應用已成為未來新趨勢。 

2. G空間資訊關聯之技術服務的社會普及化 

G空間的資訊服務以往多為學術研究單位或政府單位所用，近年

來該技術已逐漸走入社會，例如汽車導航的普及、房仲業資訊的

導覽網站、美食地圖網站的興起，甚至在日本目前正推行所謂社

區網站，希望能結合社區民眾的力量一同建造各自的社區網站，

並進行社區間的資訊交流，而在地理資訊技術的教育上，坊間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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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課程提供民眾報名，學校亦有地理資訊相關課程從小教

育，使整個地

3. 安全、安心的生活環境已為民眾高度重視 

自1990年以來，全球氣候變遷的壟罩下，因極端氣候造成多起

重大天然災害，包含無預警的大規模地震及季節性的洪水颱風。

例如2004年的南亞大海嘯、2008年的四川大地震、2009年的莫拉

克風災、2010年的海地大地震及2011年的東日本大地震等。大家

已逐漸意識到我們的生活已被各式各樣的自然災害的威脅曝曬，

既然災害的發生無法預測，但在災害發生時，迅速應對救援和災

含減少災害的發生。除此之外，犯罪活動的防止、安全及安心生

活等意識也正高漲，應用G空間資訊於民眾安全、安心的生活環境

G空間資訊發展的領域之ㄧ。 

5.2建議 

1. 推動G空間社會的相關技術及其落實 

G空間社會（地理空間資訊高度活用社會）的推動已為未來的新

趨勢，地理空間資訊應不再只為研究機關或政府單位所能利用之

資訊，應該擴展至民眾參與，以將地理空間資訊高度活化，並可

促進社會及社區的發展。要將地理空間社會普及化，其技術上的

理空間資訊能更為普及化。 

害復原，則極為重要。未來的防災工作除了防止災害發生外還包

也是未來

4. 日本自行車發展策略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鏡之處 

日本目前已為全球第三大自行車使用國家，其在自行車發展策

略上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鏡之處，包含1.健全的社區發展；2.大眾

運輸的普及與場站周圍自行車停車場的設置；3.自小客車持有率

的抑制；4.自行車友善環境的提供與法令政策的配合；5.自行車

安全教育的落實與宣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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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根及民眾的教育訓練便極為重要，建議政府可多多鼓勵新技術

的研發與異業結合，並延請相關單位開設地理空間資訊訓練課

自行建置本身的地理

空

2. 

活環境的需求。 

率的成長 

，增進民眾搭乘大眾運輸意願，才

球暖化，達成環境永續的目的。 

的法規配套與安全教育的落

實 

程，提供民眾學習的機會，並鼓勵各社區可

間資訊系統，以增進社區間之資訊交流，活絡整個社會的經濟

活動。 

滿足民眾對於安全、安心生活環境的需求 

近年來全球暖化與極端氣候造成無法預警的自然災害越來越

多，民眾對於自身所在安全、安心生活環境的需求也日漸高漲。

政府在未來的防災工作中除應防止災害發生外，也必須減少災害

的發生。地理空間資訊的應用可在未來災害發生前事先提出警

告，減少災害的發生，災害發生後迅速進行應對救援與災害復原

工作，因此建議政府應鼓勵各種防災地理空間資訊技術與應用系

統的開發，以滿足民眾對於安全、安心生

3. 提昇大眾運輸系統的完備程度與抑制小汽車持有

誠如第2點所述，地球暖化已造成許多無法預警的災害發生，

因此防止地球暖化，達到環境永續已成為各國推動各項政策最主

要之目的，而「汽車」所帶來負面的耗能、污染、噪音是造成「地

球暖化」及「環境永續」之最大衝擊。惟有提昇大眾運輸的完備

程度，抑制小汽車持有率成長

能減緩地

4. 自行車友善的騎乘環境的提昇、適宜

（1）自行車友善環境的提昇：許多單位在發展自行車時，常會有

要發展自行車則必須建置自行車專用道的迷思，然而自行車

專用道的建置只是提供其一友善的「設施」而非環境。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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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路寬度並不足以劃設自行車專用道，因此若以建置自行

車道為發展自行車必要手段則是錯誤的觀念。從日本發展自

行車的經驗得知，自行車與行人共用人行道為目前吸引民眾

騎乘自行車主要原因之ㄧ，若讓自行車在道路上與其他車輛

爭道，民眾則會因為安全的考量而降低騎乘意願。若欲開放

間的配置上，須加寬

活一

眾使用自行車相關措施外，自行車的安全教育更為重要，不

自行車與行人共用自行車道，在道路空

人行道空間、縮短其他車輛的使用空間，如此才能提升民眾

騎乘自行車意願，亦能保護行人行走時之安全。 

（2）適宜的法規配套：要發展自行車，只是提升自行車友善的

騎乘環境並不夠，其相關的法令規定要一併配套思考，例如

若開放自行車與行人共用時，其人行道的寬度、標誌標線

的劃設、自行車的行駛速度以及若未禮讓行人的相關規定等

也需一併思考修定後，方能讓自行車與行人共用。依據日

本經驗得知，利用自行車運載幼兒已為日本民眾日常生

大需求，與其禁止利用自行車運載幼兒倒不如在思考相關配

套法規及提昇車輛使用安全上著手，也因此日本為滿足民眾

對於利用自行車運載幼兒的需求，特別訂定了相關的安全法

規、設置搭載車輛的安全檢驗制度以及開設安全行駛教室，

以便在鼓勵民眾使用自行車運載幼兒的情況下也能保障其

行駛時之安全需求。 

（3）安全教育的落實：由此次日本考察的經驗得知，在鼓勵民

僅要從小做起，從小訓練，在自行車使用安全宣導上更是要

一再提醒，將自行車騎乘安全教育植入人心，以確保民眾使

用自行車時的安全及與行人共用人行道時行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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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 20 屆 3D與虛擬實境博覽會 

展場配置圖 

 

 

 

 

 

 

 

 

 

 

 

 

 

 

 

 

 

 

 

 



 

 

 



 

附件 2 「防災地理空間情報利用研討會」 

--G空間EXPO2012

 



 

 

 

 

 

 

 

 

 

 

 

 

 

 

 

 

 

 

 

 

 

 

 

 



 

3 「地理空間活動」--G空間EXPO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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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今後數位道路地圖的情報流通」

--G空間EXPO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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