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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出國目的 

 本屆智慧型運輸系統年會由 ITS 澳洲協會代表 ITS 亞太協會主辦年會，年會主

題為「ITS-推動宜居城市與社區」，希望能以澳洲第二大城，同是亦是世界最佳

宜居城市之墨爾本為標竿，展示全球各先進國家未來如何繼續發展智慧型運輸系

統連結人類美好生活。 

 交通部在臺灣推動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ITS)以來，

其核心目標在於運用先進資通訊科技於促進交通運作之順暢與安全，過去二十年

來，臺灣在 APTS(先進大眾運輸系統)、ATIS(先進旅行者資訊系統)與電子收費

等智慧型運輸系統已完成多項軟硬體建設，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長期扮演交通部智

庫之角色，除協助交通部政策擬訂、統合協調運輸決策與執行計畫。並建立運輸

產官學研溝通橋樑，積極辦理整體運輸系統相關研究與提供專業意見，ITS World 

Congress 為交通運輸界每年最重要之產官學交流會議之一，今年吸引來自 60個

國家之7千位國際交通專業人士與 300個展示區前往分享與學習最新之智慧運輸

發展趨勢，舉辦至今年已為第 23屆。本次（第 23屆）年會由本所陳天賜副所長

率領運輸資訊組陳其華組長、周家慶博士與助理研究員陳翔捷前往參加。 

1.2 出國行程紀要 

本次會議行程主要為參加第 23屆智慧型運輸系統(ITS)世界年會，並於會議

期間就近考察澳洲墨爾本地區交通運輸系統概況。 

本屆 ITS年會於 105年 10月 10日(星期一)至 14日(星期五)於澳洲墨爾本舉

行，本所團隊自臺灣時間 10月 9日(星期日)夜晚自桃園機場啟程搭機，並於澳

洲時間 10月 10日(星期一)中午抵達墨爾本。年會結束後於澳洲時間 10月 15日

(星期六)晚間搭機返台，於臺灣時間 10月 16日(星期日)抵達桃園機場。出國行

程紀要表詳如表 1所示。 

表 1-1參加「第 23屆智慧型運輸系統(ITS)世界年會」行程紀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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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智慧型運輸系統(ITS)世界年會於澳洲墨爾本舉辦，今年選定在墨爾本

會議與展覽中心(Melbourn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如圖 1.1與圖 1.2

所示，墨爾本會議與展覽中心位於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首府墨爾本雅拉河畔，參

加年會者可自大會安排之住宿飯店步行前往墨爾本會議與展覽中心。

 
圖 1.1墨爾本會議與展覽中心外觀圖(1) 

出

國

行

程

說

明 

日期 地點 主要行程概述 

10/09-10/10 臺北-墨爾本 臺灣時間 10月 9日起程， 

於臺灣時間 10月 10日中午抵達。 

10/10-1/14 墨爾本 參加年會 

10/15 墨爾本 觀摩當地運輸系統及相關交通設施 

10/15-10/16 墨爾本-臺北 返程， 

於臺北時間 10月 16日早晨抵達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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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墨爾本會議與展覽中心外觀圖(2) 

圖 1.3為本次大會官方安排之住宿地點分佈，我國出席代表住宿地點主要集

中在雅拉河北岸的 Crown Plaza(圖 2中的 E,距離會議中心約 200公尺)以及雅拉

河南岸的 Crown Promenade(圖 2中的 B,距離會議中心約 50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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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墨爾本會議與展覽中心與周邊住宿飯店 

1.3 墨爾本城市與交通運輸紀要 

  本屆 ITS World Congress 會議地點為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首府墨爾本，墨爾本

地區自 2011至 2015年連續五年被經濟學人評為世界最宜居城市第一名，屬溫帶

海洋性氣候，以本次出國行程之 10月為例，恰是墨爾本之春天，氣溫日夜保持

在攝氏 10-20度間，氣候怡人。在城市發展上，墨爾本是澳洲的科技與商業中心，

有「澳洲矽谷」之稱，其中墨爾本大學為南半球名列前茅的大學。墨爾本亦是澳

洲和南半球的購物中心，眾多大型 Outlet與百貨公司遍布，墨爾本亦被公認為澳

洲的文化首都，擁有全球數量僅次於倫敦的維多利亞式建築如 Flinders Street 

Station 等地標，並以路網綿密的輕軌電車串連中心商業區與觀光景點，故瞭解並

研析墨爾本地區之輕軌交通運輸亦為此行重點。 

 澳洲墨爾本輕軌運輸系統之列車外觀具有多種樣態，全路線採架空線系統，如

圖 1.4~圖 1.7所示。35 路線之復古外車電車，因該路線完全坐落在免收費區，因

此採單純「hop-on,hot-off」方式，墨爾輕軌之布設方式採 B型路權與 C 型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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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使用方式，部分路段行人、自行車與汽車可進入輕軌電車行駛路段。 

 

圖 1.4墨爾本輕軌系統 35路線復古電車 

 

圖 1.5墨爾本輕軌系統 72路線電車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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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墨爾本輕軌系統 72路線電車內裝 

 

圖 1.7 墨爾本輕軌系統架空線與 C 型路權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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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墨爾本的知名景點皆座落於輕軌電車路線上，墨爾本為推動城市觀光，

自 2015 年 1月 1日開始推動市中心環線區域內完全免費之交通政策，該環線區

域如圖 1.8所示，以使通勤者和觀光客能夠更快速的在城市中心(CBD)和濱海港

區(Docklands)周邊景點移動，若旅客在中心環線界線外之輕軌電車路線，須以墨

爾本之智慧卡「Myki」刷卡付費。 

 

圖 1.8 墨爾本市中心輕軌系統免費區域圖 

墨爾本輕軌系統中，最新穎之電車以 96路線為代表，該路線行經「East 

Brunswick - St Kilda Beach」，該型電車標榜於墨爾本量產，並為墨爾本地區民眾

服務，96 路線輕軌電車外觀、內裝與駕駛艙如圖 1.9、圖 1.10與圖 1.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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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墨爾本會議中心前的 96路線輕軌電車外觀 

 
圖 1.10 墨爾本會議中心前的 96路線輕軌電車內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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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96路線輕軌電車駕駛艙 

  由於墨爾本輕軌系統路網相當綿密，且相同運輸走廊經常具有多條重疊路線

行經，因此不論對於當地居民或外國旅客，列車動態資訊系統與靜態路線資訊圖

之提供便顯得格外重要，墨爾本輕軌系統候車設施之路網圖如圖 1.12所示。  

 

圖 1.12墨爾本輕軌系統候車設施之路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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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爾本輕軌於大多數候車設施中皆具有列車動態資訊電子顯示看板，如圖 1.13

與圖 1.14 所示，其中 35 路線不具動態資訊功能，該電子顯示看板主要提供行經

該路廊各路線之預估到站時間，而事實上墨爾本輕軌系統各站亦具有靜態班表。 

 

圖 1.13墨爾本輕軌系統候車設施 

 

圖 1.14 墨爾本輕軌系統列車動態資訊電子顯示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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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5墨爾本輕軌系統 70路線中列車內路廊營運資訊 

   墨爾本輕軌系統具有市中心免費區域政策，對於國外旅客而言，若不熟悉一

運輸路廊上各條營運路線之行經站點，旅客極有可能已落在免費區域外而不自知，

因此在爾本輕軌系統中，列車內揭露該路廊各路線之營運資訊，以行經 FLINDER

街之輕軌路廊為例，旅客若搭乘 35路線無須擔心會超出免費區域，但若搭乘 70

路與 75路線，如 1.15 所示，則需特別注意在 RUSSEL街下車轉乘，如圖 16所

示，列車候車設施亦可見醒目之「You’re in the FREE TRAM ZONE」標誌。 

 

圖 1.16墨爾本輕軌系統 70路線中列車內路廊營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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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會議內容 

2.1年會概況與議程 

有鑑於移動裝置與 APP 之使用便利性，本次 ITS World Congress 主辦單位與

德國地理資訊公司 Here公司合作，預先開發大會 APP 供年會運用，該 APP 除

了提供大會議程、各論文發表場次之時間與地點、會議與展覽會館地圖等靜態資

訊外，參與者亦可運用該 APP 進行社交活動，與國際交通界人士進行訊息交換，

此外大會的技術展覽(Technical Tours)與展示(Demonstration)，亦可透過該 APP 進

行場次之預訂，2016 年 ITS World Congress 之 APP 介面設計如圖 2.1所示。 

 

圖 2.1 2016 ITS World Congress 專用 APP 

 本所出席 ITS World Congress 團隊於 105 年 10 月 10 日中午抵達墨爾本機場並

搭乘接駁巴士至會場飯店整備完成後，隨即於下午四點前往大會會場，並依循大

會引導辦理報到手續如圖 2.2~圖 2.4所示，大會會場共分為會議場地與展覽場地，

兩場地緊密相連，與會者於報到時可預先出示大會發予之識別碼，以加速辦理手

續，辦理完成後大會主辦單位發送給每位年會參加者識別證、大會手冊、文宣等

相關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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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ITS 年會與會代表前往墨爾本會議與展覽中心報到 

 

圖 2.3墨爾本會議與展覽中心會場指示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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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ITS World Congress 會場報到動線 

  本所團隊於辦理報到完成後，立即赴全體會員廳(Plenary Hall)出席大會開幕典

禮，如圖 2.5 所示，開幕典禮主要由 ITS World Congress 主辦單位澳洲 ITS 協會

致歡迎詞，以及邀請相關產官學代表進行演講，並於典禮中頒發歐洲、亞太與美

國區域代表之終生成就獎(Hall of Fame)，2013 年於日本東京舉辦之 ITS World 

Congress 由時任交通部長、前行政院長毛治國先生獲頒該獎項。大會另於翌日頒

發 2016 年智慧運輸產業成就獎，該獎項本年度由台灣高鐵公司獲頒該獎項。 

 

圖 2.5 2016 ITS World Congress 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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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ITS World Congress 之會議形式與往年相似，本屆大會議程如圖 2.6

與圖 2.7 所示，依講者與受邀演講對象分為全體會員場次(Plenary Session)、高層

場次(Executive Session)、特別議題場次(Special Interest Sessions)、技術與科技場

次(Technical/Scientific Sessions)。與會者可透過參與各類型演講場次與國際間之

交通專家進行互動，與會者亦可參觀與會各單位所擺設攤位(Exhibitions)，以及

大會所安排各場次之 Technique Tour(技術導覽)與 Demonstration(展示)。 

 

圖 2.6 2016 ITS World Congress 議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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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2016 ITS World Congress 議程(2) 

2.2 年會展覽概況與技術展示 

  本小節茲先說明 2016 年 ITS World Congress 在展覽上之概況，ITS World 

Congress 按照往年慣例，除了既定之論文研討會，皆會邀請國際間各顧問公司、

智慧運輸系統廠商與各國 ITS 協會於大會中設置專門攤位進行展覽，如圖 2.8 與

圖 2.9所示，本次年會臺灣亦於會場中設置臺灣館，邀請包含臺灣交通主管部門、

內政部警政署、工業技術研究院、中華電信、臺灣高鐵等產官學單位進行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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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2016 ITS World Congress 展覽會場 

 

圖 2.9 工研院展示車聯網車路整合相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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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屆年會展覽可發現，各國展示之主題重點為車路整合科技(V2I)，臺灣

此次亦由工研院展示與本所合作之先進交通管理與車路整合技術創新應用計畫

中之相關成果，事實此次由韓國(如圖 2.10)、澳洲等國之展覽攤位可發現，各國

車路整合應用之課題方向大致相同，包含自 RSU 與 OBU之整合提供 LBS 之旅

運者資訊，如工區警示、弱勢使用者警示與交通控制資訊等，比較特別的是由於

本次展演主辦國為澳洲，澳洲適應性號誌系統((如圖 2.11 與圖 2.12))展示了車路

整合(C-ITS)上之應用方向。 

 

圖 2.10 韓國車路整合式智慧運輸系統應用情境 

 

圖 2.11 澳洲車路整合式適應性號誌應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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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澳洲車路整合式適應性號誌展示攤位 

此外，在本屆展覽會場中，ITS 臺灣館除了向國際間展示智慧運輸系統相關

成果外，例如榮獲本屆大會產業成就獎殊榮的台灣高鐵公司(如圖 2.13)，亦是臺

灣智慧運輸界和國際對話及交流之平臺，如圖 2.14與圖 2.15所示。 

 

圖 2.13 交通部王國材政務次長、高鐵鄭光遠執行長於高鐵展示攤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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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新加坡 ITS 協會代表蒞臨臺灣館進行交流 

 

圖 2.15 交通部王國材政務次長與澳洲 ITS 協會主席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 

此外，在交通運輸規劃領域，被國內交通顧問公司廣泛使用之知名車流模擬

軟體 VISSIM，軟體開發商之德國 PTV公司亦於本屆年會現場擺設攤位，由於德

國 PTV公司與德國 Karsluhe 理工大學素有淵源，畢業於該校之臺灣大學土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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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組許添本教授特別引領交通部、公路總局及本所團隊、臺灣世曦顧問公司、

鼎漢顧問公司主管蒞臨該攤位，聆聽德國 PTV公司智慧運輸上未來推動方向。 

 

圖 2.16 德國 PTV公司與臺灣代表交流智慧運輸之推動方向(1) 

 

圖 2.17 德國 PTV公司與臺灣代表交流智慧運輸之推動方向(2) 

在本屆大會之技術展示上(demonstration)，本所配合交通部長官之行程，選

定了包含 Q-Free公司、Easymile公司與 NXP 公司所提供的技術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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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交通部及本所長官步行前往搭乘技術展演專車 

  Q-Free公司所提供之技術展演主要為透過在接駁大會會場至技術展演場地

間之專車(如圖 2.19與圖 2.20)，展示車上之各項智慧運輸資訊如旅行時間、道路

施工資訊、交叉口交通控制資訊。 

 

圖 2.19 Q-Free公司所安排的智慧運輸展演專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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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 Q-Free公司智慧運輸展演項目 

Easymile所展示之 EZ10 為一款電動之無人駕駛車，規格為長 3.928公尺、

寬 1.986 公尺、高 2.75 公尺並可載重 2.75噸，經與車上專員交流，該電動車在

時速 20 公里/小時之營運速度下，電池可持續 10 至 12小時。 

 

圖 2.21 Easymile 公司於封閉道路環境展示之無人駕駛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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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車具備車內空調，可運送 12人(含 6個座位與 6個站位)，該款車輛無需

要投入額外的路側設施，自動駕駛之原理為依循車輛所安裝軟體中自動設定的虛

擬軌跡前進，一般行駛速度(cruise speed)為 20 公里/小時，最大行駛速度為 40公

里/小時，經詢問車上專員，該車目前在新加坡之封閉道路環境已開始測試運作。 

 

圖 2.22 Easymile 公司於封閉道路環境展示之無人駕駛車(2) 

 

圖 2.23 NXP 公司之車路整合應用展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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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XP 公司主要透過路側偵測設備(Roadside Unit,RSU)與車上接收單元(On 

Board Unit,OBU)之資訊交換，以車上螢幕顯示各種路況如障礙物偵測、行人通

過與道路施工資訊，其車路整合應用之實境展示如圖 2.23與圖 2.24所示。 

 

圖 2.24 NXP 公司之車路整合應用展示(2) 

2.3 ITS年會研討場次摘述 

  本節主要摘述之場次，包含由 ITS 大會主辦單位邀請本所於 TP03 場次發表

之「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visualization of Taiwan Bus Fleet」之內容，以及

MaaS(Mobility as a Service)、自動駕駛聯網車輛相關場次內容，以作為未來交通

部 106-109年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中推動 MaaS 計畫之參考。 

  本所「MOTC-IOT-104-IEB048交通大數據分析與應用機制先期規劃」合作

研究計畫，在公車旅運大數據分析模組之開發上已有初步成果，本所將該案階段

性研究成果撰寫為技術論文(Technichal Paper)，歷經上開大會之評審，論文獲選

發表，大會主辦單位爰邀請我方派員至大會分享臺灣客運大數據分析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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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 臺灣大學張學孔教授主持 TP03 大數據分析場次 

在 TP03 場次中由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交通組張學孔教授主持(如圖

2.25)，由陳翔捷助理研究員代表本所計畫團隊進行發表(如圖 2.26與圖 2.27)。 

 

圖 2.26陳翔捷助理研究員代表本所計畫團隊於 TP03 場次發表論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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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 陳翔捷助理研究員代表本所計畫團隊於 TP03 場次發表論文(2) 

該篇論文最主要向與會之各國產官學專家，展示與交流本所自 104-105 年持

續蒐集近上億筆之悠遊卡電子票證交易紀錄以及公車動態系統資訊，利用資料庫

工具與大數據視覺化分析軟體，開發出專屬臺灣公車特性之旅運需求起迄人流介

面(如圖 2.28)、客運車流乘載量分析介面(如圖 2.29)，闡述如何應用本所開發之

大數據分析介面進行公共運輸政策之創新與服務管理之精進(如圖 2.30)。 

 

圖 2.28臺中市旅運需求起迄人流分析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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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9臺中市客運車流乘載熱區分析介面 

大會中除了各國專家說明本所公共運輸相關大數據分析應用成果外，亦提出

本所未來將整合非傳統交通數據數據進行分析(如圖 2.31)，以探索如何應用跨領

域數據提升與精緻化臺灣之公共運輸服務，該觀點也吸引現場與會交通專家之注

意，因非傳統交通數據與公共運輸數據(客運動態資訊系統數據、電子票證數據)

之整合分析在國際理論與實務之研究上目前仍屬非常新穎之概念，臺灣由於電子

票證使用率高、交通與資通訊系統建設完善，具有高度應用該概念之潛力。 

 

圖 2.30運用 207路線闡述如何應用本所開發之分析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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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非傳統交通數據與公共運輸數據之整合分析 

MaaS(Mobility as a Service)是一項目前在全球先進國家推動智慧交通的最新

概念，概念發源地為歐洲芬蘭，在本屆年會中，便有許多來自芬蘭的產官學代表

進行專題分享，如圖 2.32所示。 

 

圖 2.32 MaaS Global 代表說明 MaaS 之未來推動概念(1) 

在目前各國的交通運輸系統中，使用者所接觸的運輸服務乃由各運輸模式營

運者個別提供，補貼亦然，而 MaaS 之概念，係倡導由一行動力服務經營者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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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各項運輸服務(如圖 2.33所示)，依消費者所支付的每月套案價格，來提供包含 

大眾運輸、計程車、租車與自行車在內之固定里程或時程使用套案。  

 

圖 2.33 MaaS Global 代表說明 MaaS 之未來推動概念(2) 

MaaS 概念的產生，不僅是一項長久以來理想交通運輸系統之代名詞，更是

一項長遠的推動工作，芬蘭 MaaS 代表 Joni Tefke(如圖 2.34 與圖 2.35)提及了幾

項影響移動化交通服務的關鍵，如無法吸引顧客來源、公共運輸補貼減少等因素，

造成惡性循環而無法吸引投資，特別是在偏鄉地區，MaaS 這樣的整合式交通 

 

圖 2.34 芬蘭 MaaS 代表說明 MaaS 在芬蘭偏遠地區之推動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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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便顯得格外重要，因為MaaS 不僅僅是給定 A到 B的最佳方案/路線選擇，

而是確保大眾能從任意 A點到任意 B點，也就是行動力的完全自由概念(Total 

freedom of mobility)。 

 

圖 2.35 芬蘭 MaaS 代表說明 MaaS 在芬蘭偏遠地區之推動案例(2) 

  在芬蘭 Sienajoki 偏鄉場域，主打服務導向而非科技導向之 MaaS 試驗性推

動概念，並不提供最佳化路線與運具組合之功能，以輕便之資訊化手機應用程式，

來提供民眾具有票價吸引力之運輸組合(整合當地公車、計程車與需求反應式運

輸)，其中共包含了三種行動化服務之套案，如圖 2.36與圖 2.37所示。 

 

圖 2.36 芬蘭 MaaS 代表說明 MaaS 在芬蘭偏遠地區之推動案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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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別於在芬蘭赫爾辛基等大城市推動之套案，採取的是包月提供固定運具使

用里程機制，MaaS 在芬蘭偏遠地區之推動案例採取的是計次定價的套案。 

 

圖 2.37 芬蘭 MaaS 代表說明 MaaS 在芬蘭偏遠地區之推動案例(4) 

芬蘭交通部之運輸局局長亦在本屆大會中分享芬蘭觀光地區 Yillas 之 MaaS

推動經驗(如圖 2.38 與圖 2.39 所示)，在 Yillas 的 MaaS 計畫目標為提供當地居民

和觀光客一項具彈性化、不須依賴私家車與具成本效益性之行動力服務，以吸引

更多觀光客至 Yillas 地區，並提昇觀光客與當地居民之整體行動力。 

 

圖 2.38 芬蘭交通部之運輸局局長分享 MaaS 推動經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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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畫目標為發展服務平臺和電子化使用者介面，以整合所有運輸服務，並

在人口稀少與具季節性旅客數量波動之場域試驗 Maas 服務。 

 

圖 2.39 芬蘭交通部之運輸局局長分享 MaaS 推動經驗(2) 

  芬蘭觀光地區 Yillas 之 MaaS 推動為兩階段之分年試驗計畫，在 2016 年 

主要運具為機場巴士、鐵路巴士、滑雪巴士與計程車，並提供簡易之共乘服務與

購票服務，2017 年將再加入其他運具組合，如租車，並依據需求加入預約功能，

提供行動化服務套案，該計畫之使用者互動介面如圖 2.40 所示。 

 

圖 2.40 芬蘭交通部之運輸局局長分享 MaaS 推動經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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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駕駛聯網車輛(Automated and Connected Vehicles)課題在本次 ITS 世界

年會受到廣泛重視，不但在全體會員場次(Plenary Session, PL)中由美國、歐盟、

日本、澳洲等專家進行轉提報告外、另分別在高層場次(Executive Session, ES)、

特別議題場次(Special Interest Sessions, SIS)、技術與科技場次(Technical/Scientific 

Sessions, TS)中廣泛進行討論與交流。 

美國運輸部 ITS 聯合計畫辦公室 Kenneth Leonard 主任在其推動自動駕駛車

輛-政府角色的簡報中指出，目前車聯網(Connected Vehicles, CV)透過 DSRC 通訊

與周邊車輛及路側設施進行雙向溝通；自主駕駛車輛(Autonomous Vehicle, AV)

透過車輛本身各式感測裝置進行自主式行車，而下一階段將發展出結合車聯網

(CV)與自主駕駛車輛(AV)的自動駕駛聯網車輛(Connected Automated Vehicle, 

CAV)，如圖 2.41所示。 

 
圖 2.41 結合車聯網(CV)與自主駕駛車輛(AV)的自動駕駛聯網車輛(CAV) 

美國公路交通安全管理署(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NHTSA)於今年(2016 年)宣布自主駕駛車輛(AV)指引(Guidelines)，該指引包括車

輛效能指引、現有法規與管理單位、新工具與管理單位、推動政策等。美國政府

在 2015 年與 2016 年進行包括自動駕駛車輛在安全法規標準、責任與保險、聯邦

角色等議題進行政策面研究，也進行跟車與車輛控制、自動駕駛概念下人因評估、

預期碰撞分布、效益評估等技術面研究。美國政府在 2017 年預計持續進行政策

研究與支援，以及探討自動駕駛車輛的混合功能、與其他用路者通訊、不良天候、

移動力與道路使用公平性衝擊等技術面課題，2017 年也預計在 Columbus 智慧城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Highway_Traffic_Safety_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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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計畫中在幹道進行貨車與接駁車的自動駕駛車佈署，如圖 2.42 所示。 

 

圖 2.42 美國 Columbus 智慧城市計畫貨車與接駁車的自動駕駛車佈署 

美國政府另一項自動駕駛聯網車輛計畫為先進運輸壅塞管理科技佈署

(Advanced Transportation and Congestion Management Technologies Deployment, 

ACMTD)計畫，該計畫預計執行 5 年，每年 6 千萬美元，採用之技術為車間通訊

(V2V)、車路整合(V2I)、自動駕駛車輛與行車防撞系統等。 

日本政府在推動自動駕駛技術方面，在國內過跨部門策略創新計畫

(Cross-ministerial Strategic innovation program, SIP)與自動駕駛商業策略、先進安

全車輛(Advanced Safety Vehicle, ASV)、日本新車評估計畫(Japan New Car 

Assessment Program, JNCAP)等計畫支援，國際上則積極參與聯合國 WP29 技術

需求標準制定以及 G7 運輸部長會議。在國土交通省與經產省合作的自動駕駛商

業策略應用包括：形成自動駕駛車隊以解決駕駛員不足與減碳、提供高齡者使用

公共運輸工具最後一哩路的需求、解決駕駛人突然不適、自動停車等需求，圖

2.43 為前述日本自動駕駛商業策略之自動駕駛商業策略應用。 

 

圖 2.43 日本自動駕駛商業策略之自動駕駛商業策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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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自動駕駛技術在車載設備上透過攝影機、雷達、高精度雷達、GNSS

接收器、高精度 3D 圖資、車聯網來達成車輛進行認知、判斷、操作等 3 項擬人

行為，最後則透過適當的人機介面(Human Machine Interface, HMI)與駕駛人互動，

圖 2.43 為前述日本自動駕駛相關技術。在高精度圖資方面，日本依資料更新頻

率將圖資分為 4 類，從更新頻率小於 1 天之靜態地圖、更新頻率小於 1 小時之半

靜態地圖、更新頻率小於 1 分鐘之半動態地圖、更新頻率小於 1 秒之動態地圖，

其對應之應用依序非別為底圖、規劃與預測、交通資訊、車聯網等。歐盟在自動

駕駛聯網車輛發展方面則透過 2014 年至 2020 年的 Horizon 2020 來進行，2016

年研究課題包括轉換至自動駕駛環境下之安全與使用者接受程度、道路基礎設施

如何在此轉換期間同時支援傳統車輛與自動聯網車輛，2017 年預計探討公路運

輸自動化與不同自動駕駛廠牌車輛真實車流之互動情形。歐盟在自動駕駛聯網車

輛發展之政策面，發布協同式智慧型運輸系統平台(C-ITS Platform)規劃，第 1 階

段為非立法發展藍圖之 C-ITS 交互操作佈署，第 2 階段為於 2016 年底提出歐盟

C-ITS 交互操作佈署綱要計畫書(Master Plan for the Interoperable Deployment of 

C-ITS in the EU)，以及在 ITS 2010/40/EU 法規下進行 C-ITS 委託立法前置工作。

產業界方面，則透過由歐盟與產業界共同組成德 GEAR 2030 來配合官方進行推

動，並以 2030 年發展自動架式聯網車為目標，來擬訂政策面架構與大規模研發

測試計畫之財務規劃。 

Continental Automotive GmbH 集團 Frank Försterling 先生對於自動駕駛聯網

車輛(CAV)的看法包括：(1)過去車輛為獨立系統，而今天車輛具備越來越多的

Internet 存取能力，未來車輛將為”Internet of Everything”的一部分；(2)駕駛人與

車輛及道路環境有密切的互動關聯，可取得更及時與更遠距離外的預警資訊來提

升行車安全，如圖 2.44 所示；(3)為達到前述可靠穩定運作將需要透過短距的 ITS 

G5 通訊以及 LTE/5G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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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 車輛透過車載設備與路側設備來提升行車安全 

Mercedes-Benz Cars RD 大中華區 Bernhard Morys 博士認為自動駕駛在圖資

與定位之需求為：(1)高精度 GNSS 定位及其差分定位輔助系統，以及符合 ISO 

26262 功能安全規範要求；(2)包含車道、路型、坡度、曲度、速限等資訊之高精

度地圖；(3)詳細施工資訊，如圖 2.45 所示。 

 
圖 2.45 詳細施工區資訊以提供自動駕駛車輛進行判斷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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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心得與建議 

3.1 心得 

1.澳洲墨爾本為輕軌運輸路網綿密之城市，在資通訊硬體規劃上，到站資訊兼具

站站班表與動態資訊顯示，在交通與城市觀光之整合上，低旅行成本與友善的

導覽資訊提高了大眾運輸之吸引力，使得旅客能以步行配合輕軌方式輕易到達

墨城各大重要場所，同時也減低空氣汙染與提升整體城市宜居程度。  

2.本次大會許多專題演講皆與行動力服務(MaaS)有關，在所聆聽的場次中，包含

該概念創始國芬蘭、英國與澳洲 MaaS 推動者之演講，可發現各國目前仍在概

念發展階段，初步方向並非以資訊平臺為導向，而是以服務整合為導向，各國

所推出之MaaS 套案基本上仍然是以現有大眾運輸整合副大眾運輸、共享車輛

之概念，透過在現有運輸系統上培養客群創造新效益，以減少政府對大眾運輸

之虧損補貼。國外MaaS 之推動係採漸進過程，短中期最重要工作是在現有法

規與運輸環境下，以重要運輸場站為出發點，整合計程車與共享電動車輛，提

供旅運者在重現性運輸走廊上具有吸引力之旅次鏈組合套案，再逐步細緻化資

通訊平台與運具組合。  

3.由芬蘭交通部運輸局(Finnish Transport Agency)局長所分享之MaaS標竿案例中，

使用者介面未來將可提供起迄點間之多樣化旅次鏈選擇，票劵採用手機程式中

之信用卡支付方式，並且依據旅客信用卡建立使用者資料庫，在票價上，透過

與客運及計程車業者協調，採固定費率制，旅客可選擇共享計程車之方式以減

免票價。由上述芬蘭推動 MaaS 之商業模式中，可看出 MaaS 不僅僅是一項概

念，事實上更包含了幾項重點推動工作，如不同營運者之協調、法規之修正、

公共運輸票價規則之鬆綁，以及MaaS 市場機制之建立，這將對不同利害關係

人產生效益。對使用者來說，將可提供一客制化與因地制宜的交通運輸服務；

對交通服務營運者來說，將可因為需求與效率化導向之人流帶來金流上的增益，

商業化導向將使得旅次鏈大數據分析庫能不斷被運用與更新；對整個國家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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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來說，將可減少許多外部成本，如空氣汙染與交通壅塞，並增加外部效益，

如更佳的生活水準與 MaaS 生態系所帶來的經濟效益。 

4.根據本次會議觀察，目前歐美日均著眼於結合車聯網(CV)與自主駕駛車輛(AV)

的自動駕駛聯網車輛(Connected Automated Vehicle, CAV)，我國在自主駕駛車輛

基礎的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vanced Driver Assist System, ADAS)研發上已具基

礎，因此我國後續朝向結合車聯網(CV)與 ADAS 方向發展，同時在發展上亦應

重視應用各種車輛定位技術所帶來的定位精度提高議題。 

3.2 建議 

1.智慧型運輸系統年會已成為國際間產官學界交流最新運輸發展情勢之平臺，為

ITS 亞太協會、ITS 歐洲協會與 ITS 美國協會等會員國每年定期舉辦之智慧運輸

系統世界年會，展示與研討甚具規模，因此每年皆吸引國際與國內交通產官學

界前往考察與交流，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長期扮演交通科技前瞻創新之角色，透

過參加 ITS 世界年會可瞭解國際之智慧運輸發展情勢，建議本所在經費編列允

許下，每年持續指派同仁參與 ITS 年會，俾利與國際人士與產業建立行政與技

術之溝通橋梁。 

2.ITS 年會之會議場次眾多，此次大會在事前透過論文摘要方式，預先讓與會者

瞭解論文詳細資訊，事後並建立網站提供各會議場次之影音紀錄，使得與會者

在事前事後之學習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可供未來國內辦理相關大會之參考。 

3.交通部未來在 106-109 年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上，希望能引入國外車路 

整合(C-ITS,Cooperative ITS)與行動化服務(MaaS,Mobility as a Service)等新型態 

智慧運輸概念來提升交通安全、紓解運輸走廊長期因供需失衡導致重現性壅塞、 

公共運輸缺乏明顯吸引力等關鍵交通問題。本次出國計畫特別著重於考察世界

各國在新型態智慧運輸之現況與發展趨勢，可作為我國未來推動智慧運輸系統

計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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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臺灣公車大數據分析之發展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Visualization for Taiwan Bus Fleets」簡報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