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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智慧型運輸系統世界年會（ITS world congress）係該領域年度盛事，1994

年開始每年秋季，輪流於北美、亞太、歐洲指定城市舉辦。2017年第24屆輪

由北美地區主辦，此次於加拿大蒙特婁舉行。 

本次ITS世界年會於106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假蒙特婁會議中心(Palais 

des congrès de Montréal）舉行，年會主題訂為「下一世代整合的機動力：驅

動智慧的城市（Next Generation Integrated Mobility: Driving Smart Cities）」，

在此主題下與會人員交流如何透過車聯網、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等科技，

發揮智慧型運輸系統最大功效，打造一個經過整合，更具機動力的未來世

代智慧城市。 

筆者經由參與本次年會研討會、展覽、技術參訪等，及與各國人員交

流，獲得ITS最新技術、產業應用、各國發展經驗及未來發展等概念，對於

未來如何運用智慧型運輸來強化交通管理作為，實有相當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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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ITS)係應用先進的電子，通信，資訊

與感測等技術，以整合人、車、路的管理策略，提供即時(real-time)的資訊而增進運輸系

統的安全，效率及舒適性，同時也減少交通對環境的衝擊。 

ITS的目標可以分為安全、環保、效率，以及經濟等四大目標，各項目標之內涵與相

對應的標的為： 

目標一：增進交通安全；標的：減少交通事故，提昇行車安全。 

目標二：降低環境衝擊；標的：減少空氣、噪音污染，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目標三：改善運輸效率；標的：降低交通擁擠，提高運輸機動性。 

目標四：提昇經濟生產力；標的：促進相關產業發展，增加就業機會。 

智慧型運輸系統世界年會（ITS world congress）係該領域年度盛事，於1994年，由亞

太、歐洲、美洲三大區域性智慧型運輸系統組織聯合成立，以推廣智慧型運輸系統的應

用及介紹相關領域之技術，之後於每年的秋季輪流於北美、亞太、歐洲指定城市舉辦。

2017年為第24屆，輪由北美地區主辦，並指定於加拿大蒙特婁舉行。 

本次ITS世界年會於106年10月29日至2日假蒙特婁會議中心(Palais des congrès de 

Montréal）舉行，本年年會主題訂為「下一世代整合的機動力：驅動智慧的城市（Next 

Generation Integrated Mobility: Driving Smart Cities）」，在此主題下讓與會人員交流，如何

透過車聯網、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及智慧運輸科技等，發揮智慧型運輸系統最大功效，

以打造一個經過整合，更具機動的未來世代智慧城市。 

本次大會有超過世界100個以上國家/地區代表、1萬餘人出席，300個參展單位，250

餘場次的專題演講、座談、論文發表或技術研討，大會並規劃13種付費技術參訪行程，

經由參與本次年會研討會、展覽、技術參訪等，與會者可獲得ITS最新技術、產業應用、

各國發展經驗及未來發展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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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紀要  

本次ITS世界年會於106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假蒙特婁會議中心(Palais des congrès de 

Montréal）舉行，該會議中心位於蒙特婁市中心，週邊即為主要商業、行政、觀光景點，

交通便利，為會議和展覽合為一體的多功能會議中心，每年有多個國際展會在其舉辦。 

蒙特婁會議中心於1983年5月開始使用，1999年到2002蒙特婁地下城擴大到會展中心

下方，這使得會展中心的地下面積大了一半。 

筆者本次出國行程自106年10月27日至11月5日，共計10天，惟因兩地時差、前後日

及班機深夜出發、凌晨返抵、中途轉機因素，實際行程為8天，詳細行程如下。  

日期  星期  行程  內容  

106年10月27、28日 五、六 台北-蒙特婁 去程 

106年10月29日 日 蒙特婁 年會報到、年會展覽會場 

106年10月30日 一 蒙特婁 
年會研討會 

年會展覽會場 

106年10月31日 二 蒙特婁 

年會研討會 

年會展覽會場、技術參訪、技術

參訪 

106年11月1日 三 蒙特婁 
年會研討會 

年會展覽會場 

106年11月2日 四 蒙特婁 
年會研討會、年會展覽會場 

技術參訪、年會閉幕 

106年11月3、4、5日 
五、六、

日 
蒙特婁-台北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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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2-1 大會手冊 

圖2-2 筆者等於會場入口大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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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大會主席開幕致詞 圖2-4 北美、歐洲、亞太地區ITS協會主席開幕

式座談 

  

圖2-5 閉幕儀式(2018年第25屆ITS年會主辦城市

-丹麥哥本哈根市長致詞) 

圖2-6 閉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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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世界年會活動 

本次大會主要可分為研討會、技術參訪、展覽及技術展示等四大部分。因參訪項目

及內容眾多，茲簡述曾參與之部分加以說明： 

一、 研討會 

研 討 會 依 性 質 可 分 為 全 體 會 議 (Plenary Sessions) 、 執 行 會 議 (Executive 

Sessions,ES) 、 特 別 關 注 會 議 （ Special Interest Sessions,SIS ） 、 科 技 會 議

（Scientific/Technical Sessions,TS）等，此次大會並將研討會依發表內容性質區分為

以下主題：  

(一) 互聯與自動化(Connectivity and Autonomy) 

(二) 基礎建設挑戰與機會(Infrastructur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y) 

(三) 整合方法：規劃、運作及安全(Integrated Approach: Planning, Operations and 

Safety) 

(四) 加拿大的歷程(Canadians Tracks) 

(五) (更)智慧的城市(Smart(er) Cities) 

(六) 資料、保全及隱私(Data, Security and Privacy) 

(七) 創新的下一步為何?新概念(Innovation, What’s Next? The New Ideas) 

(八) 解構及新商業模式(Disruption and New Business Models) 

此次近250場次的研討會，其中計22場有本國產、官、學、研等單位專家學者

參與。 

圖3-1 台灣大學張學孔教授主持專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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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日本Dr.HIROKO MORI 發表Investigatig How Colors and Color Tones Make Waiting 

Times Feel Shorter 

 

 
圖3-3 台灣中華電信研究院智慧聯網研究所羅坤榮所長發表 Real-Time Advisory and 

Alternative Road Analysis System Using e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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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術參訪 

此次大會事先規劃13項付費之技術參訪行程，部份熱門行程並於會前及報名

額滿，筆者3人有幸報名參訪大蒙特婁交通控制中心(Transports Québec Greater 

Montreal Traffic Management Center）、A25號公路電子收費ETC系統(A25 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ETC) System)、蒙特婁港卡車管理(Port of Montreal - Harbour trucking 

management initiatives)、蒙特婁港營運管理中心(Port of Montreal - Electronic Navigation 

initiatives)、蒙特婁通勤鐵路營運中心(Commuter Rail Operations Control Center )等參

訪行程： 

（一） 蒙特婁交通控制中心(Transports Québec Greater Montreal Traffic Management 

Center） 

蒙特婁交通控制中心亦位於蒙特婁市中心，鄰近本次會議中心，外觀

甚至無明顯標示，參訪過程中先由該中心人員進行簡報，再開放提問，後

帶領參觀該市貫穿市中心之Ville-Marie車行隧道。 

其簡報內容甚為簡略，僅說明該中心對於事件之處理，及每年處理事

件數量及分類比例，對於交通量、交通管理作為等並無主動介紹，由於參

訪人員較多，亦無法詳細詢問，整理詢問問題如下： 

1. 該中心轄管範圍包括蒙特婁市及北側往魁北克部份區域內之高速公路及

其他主要道路，中心合計有12名工作人員，主要工作為監看CCTV並處理

事件。 

2. 該中心無如本局交控中心自建有整合資訊路網圖，而係依賴Google Map

的資訊。 

3. 路況提供主要由CMS顯示，至於路況廣播並無特定頻道由專人負責，係

委託民營廣播公司播報，亦無如本國警察廣播電台之專門電台。 

4. 高速公路並無匝道儀控管制。 

5. 壅塞路段有實施開放路肩措施，惟僅限大客車行駛。 

6. 故障車之拖救作業，亦為委託民間公司辦理，且因視為個人的需求，並

無訂定統一價格。 

經參訪該交控中心，初步觀察其智慧化程度並不高，其硬體設備、系

統軟體設計等，其實尚不及本局各交控中心先進，甚至感覺為本局交控中

心10年前之水準，惟亦詢問帶領參訪人員，目前已有計畫進行提升，以符

合智慧化交控系統之要求，惟因非該中心主導規設及建置，故對內容、時

程無法明確回答。 

至於最後帶領參訪之Ville-Marie車行隧道，長度約3公里，係為橫穿蒙

特婁市中心，全長8公里的魁北克720號高速公路（Autoroute 720）其中一段，

規模不大，雖略有介略其設施，但參觀時僅行走於救援通道，對於主要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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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隧道實際狀況並無法親見。 

 

圖3-4 蒙特婁交通控制中心入口 

 

圖3-5 蒙特婁交通控制中心接待人員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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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蒙特婁交通控制中心內部 

（二） A25號公路電子收費ETC系統(A25 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ETC) System) 

A25號公路係位於蒙特婁市北側連結其西側拉勒瓦市(Laval)的一條跨

河公路(如附圖，蒙特婁市所在之蒙特婁島與拉勒瓦所在之耶穌島均為聖羅

倫斯河、渥太華河及其支流所流經切割所形成之大型內陸島嶼)，其中一段

跨越河川之橋樑與前後共計7.2公里路段為收費路段，並以ETC系統執行收

費。 

本次參訪係前往該收費系統之管理中心，該中心除處理收費作業外，

並兼為該路段之交通監控中心。參訪過程為由該公司營運副總Mr. Daniel 

Poitras接待並簡報，及引導參觀其判案中心及帳單補印寄發作業，惜因天

候不佳，致無法現場參觀收費門架及相關設施。 

1. 道路建設：該路段係採BOT方式，由公部門(魁北克運輸部)委由民間公

司辦理財務規劃、道路規設、興建、營運維管及收費事宜，其特許期為

35年。 

2. 電子收費系統設備：於橋樑一側設有收費門架，並設有RFID讀取天線、

車牌辨視用攝影系統、車種辨視用攝影系統、車軸辨視用雷射系統，及

相關控制器、作業伺服器等。另於作業中心則有自動計費、人工出帳(車

牌辨視、印寄帳單)等支援設備。 

3. 收費方式：採計次收費(僅針對通過橋樑之車輛收費)，雙向分別收取。 

4. 費率計算： 

(1) 依車輛高度(230公分)分為2類車種，再依車軸數(2~9)給予不同費

率。 

(2) 採尖、離峰差別費率。 

(3) 是否申請付費帳戶，亦有不同費率。 

(4) 最低為第一類(高度小於230公分之2軸車輛)有預付帳戶於離峰時段

每次2.28加幣(約新台幣55元)，最高為第二類(高度大於230公分高9

軸車輛)無預付帳戶於尖峰時段每次$ 34.78加幣(約新台幣8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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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以有預付帳戶之一般小型車而言，尖離峰收費分為加幣3.26/2.28

元，其差別費率倍數約1.43倍，另若計算其收費區段里程(7.2公里)，

每公里約折合台幣10.8元/7.6元，相較於國內每公里1.2元(不計20公

里優惠里程)約為9/6.3倍。 

(6) 其他費用包括： 

A. 申請預付帳戶，第1次存入最少加幣50元(約台幣1,200元)。 

B. 帳戶狀況(餘額)通知，以電子郵件免費，若以一般郵件通知為加

幣2.18元(約台幣52元)/月。 

C. 感應標籤(transponder)於申請預付帳戶時免費，但更換或增加時，

需加幣15元(約台幣360元)。 

D. 帳戶充值作業費用，若於達到預設帳戶餘額警示值時，選擇自動

充值者，每次充值時由信用卡收取每車加幣1.09元(約台幣26元)

費用，若以人工充值且同意監控餘額者，每次充值時收取每車加

幣2.72元(約台幣65元)費用。 

E. 不收費車種包括緊急車輛、大客車(大眾運輸)、校車巴士、計程

車(副大眾運輸)，惟須裝設感應標籤並經審核同意。 

5. 針對未繳費用之處置，30天內以郵件通知，超過30天再次通知並加收加

幣30元(約台幣720元)，若通知後仍不繳，則移送司法單位，司法單位將

處以加幣150至250元(約台幣3,600至6,000元)罰款。 

6. 針對交通監控作業，雖有名為監控中心之作業空間，惟其空間甚小，且

僅為以CCTV監看路況及電話通報事件。 

7. 經詢問該中心作業人員，該路段每日平均交通量約52,000輛。若有美國

車籍車輛通過未繳費，因收費作業困難，評估不符成本效益，故不予追

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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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A25公路之交通監控中心-2 

 

圖3-8 A25公路之交通監控中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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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 A25 ETC收費作業之判案中心 

圖3-10 A25 ETC收費作業判案中心-車牌辨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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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 A25公路ETC門架 

 

（三） 蒙特婁港卡車管理(Port of Montreal - Harbour trucking management initiatives)、

蒙特婁港營運管理中心(Port of Montreal - Electronic Navigation initiatives) 

蒙特婁港為位於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婁市聖勞倫斯河的港口和轉運點，

為加拿大僅次於多倫多之第2大港口。因聖羅倫斯河航道具寬闊水深條件，

且直接連接五大湖區，故為歐洲和地中海地區至北美最短的直達航線，故

該港雖為位處距聖羅倫斯河口1,600公里之內陸河港，然因條件優良，而成

為一國際港口，為多倫多和加拿大中部其他地區，美國中西部地區和美國

東北部提供服務，並以貨櫃裝運為主的港口。 

1. 蒙特婁港卡車管理 

當日參訪，係由受訪單位派遣一輛巴士載運參訪人員一路至港口，

並於沿路解說(未另提供書面資料)及於參觀點暫停。 

惟過並未讓參訪人員下車近距離了解相關設備，殊為可惜，且因於

車輛行進中解說，亦難以完整，僅就理解部分說明如下： 

(1) 所有於港口執業的駕駛均需事先申請許可證，登錄必要之個人資料

(個人基本資料、所駕車輛、雇用公司等)，核發之許可證具RFID功

能，另申請者需配合提供指紋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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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出港口前亦需事先申請通行許可，登錄進出時間。 

(3) 於事先申請時間內通過管制點時，系統除自動感應許可證外，駕駛

需於管制點以指紋辨視雙重認證後，閘門方會開啟放行。 

(4) 因需事先申請許可進出時間，管理單位透過系統，可妥為安排車輛

進出港口順序，且透過感應系統取得各管制點進出狀況，比對申請

資料後，將交通狀況於網站公布，供卡車駕駛參考選擇適當入港時

間，除大幅改善排隊等候的時間及油料浪費外，另外也改善以因大

型車排隊等候，而回堵影響週邊道路的狀況。 

 

圖3-12 港口入口管制站通阻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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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3 港口入口管制站監視及感應設備 

 

圖3-14 港口入口管制站資料查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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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5 港口各入口狀況顯示網站(擷取自蒙特婁港官網) 

 

2. 蒙特婁港營運管理中心 

蒙特婁港的地理位置既帶來了機會，也帶來了挑戰，其中之一就是

因船舶需在複雜的河道上航行，港務局針對ITS的努力也著重在這點，

技術參訪聽取了簡報及參觀港口運營的控制室。 

控制室內只有一名值班人員，但CCTV、工作站、平板、通訊等系

統一應俱全，文件存放也井然有序，整體環境相當優雅，值得本局交控

中心日後提昇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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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6 港務局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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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7 大廳一角 

 

圖3-18 蒙特婁港口及市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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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9 控制室布置 

（四） 蒙特婁通勤鐵路技術參訪 

蒙特婁陸路公共運輸十分便捷，包括有公車、捷運、鐵路等系統，通

勤鐵路運營運用ITS來改善服務訊息、協調和流程。技術參訪參觀了通勤

鐵路運營控制中心及中央車站。通勤鐡路共有6線，營運里程234公里，62

個車站，48個park & ride停車場，2016年輸送1.95億旅次。 

控制室內資訊看來相當多元，但配置人員卻不多；中央車站內則可搭

乘長途及通勤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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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0 蒙特婁通勤鐵路控制室左側 

 

圖3-21 蒙特婁通勤鐵路控制室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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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2 蒙特婁通勤鐵路中央車站大廳 

 

圖3-23 蒙特婁通勤鐵路各閘門前的時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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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展覽及技術展示 

今年世界大會邀集國際系統整合業者、車廠、汽車電子、電子地圖應用及各國

智慧運輸管理機關等單位參展，如Siemens、TOYOTA、HONDA、Toshiba、Panasonic、

Mitsubishi、DENSO、PTV Group、INRIX、Bosch、HERE、3M、AISIN、Bosch等國

際大廠均設有設展，另各國ITS協會亦設有展位，介紹各國ITS發展現況，設展單位

總計302個。茲就印象較深刻者介如下。 

(一) AI(人工智慧)技術應用於車輛偵測 

由於電腦處理器效能大幅提升，使得需要大量運算的人工智慧(AI)、深度

學習技術快速發展，而ITS領域亦有多項技術應用AI，例如在影像式車輛偵測

技術方面，因依據擷取影像特徵進行辨視演算，致使受光影變化干擾產生誤

判甚多。利用AI技術，可以藉由學習篩選因環境變化所致光影雜訊影響，大

幅提高準確度，使得各影像偵測產品皆以AI技術為主流。 

其產品主要分為下列兩大類： 

1. 車輛偵測器 

以固定式攝影機取得車流影像，偵測車速、流量、車種，佔有率等。 

2. 事件偵測 

以固定性攝影機大範圍視角，偵測車流異常動作，包括車輛停止(事故)、

散落物、逆行等。經了解雖可應用於可動式(PTZ)CCTV，惟於偵測時仍須

回到固定位置。若此一產品成熟，可以應用於目前已安裝之各式CCTV，

並將各式CCTV之預設位置調至欲偵測之位置，平時可再回到預設位置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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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4 AI應用於車輛偵測影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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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通管理整合系統 

本次展場內展出整合式的交通管理系統廠商，包括Kapsch、NEC、Swarco、

Parsons等，系統功能與國內高速公路、都市交控中央電腦系統類似，以Kapsch

公司所展示系統為例，其功能說明如下： 

1. Kapsch TrafficCom集團於交通管理系統提供EcoTrafiX套裝平台軟體，採用

Web based架構來提供各種交通管理功能，依照交控中心規模或需求不同，

可選擇Command(路口號誌控制、ITS設備監視與控制)、Expert(適應性控制、

決策支援系統、事件管理、交通預測)、Mobility(多運具、多中心整合與事

件管理、複合運具旅行資訊提供、資料融合)等不同模組，產品資訊如下。 

2. EcoTrafiX平台套裝軟體基本上具備了現行資料中心所有特色，包括採用

NTCIP base通訊協定、XML/SOAP資料交換標準、REST標準；支援多樣化

設備兼容性、現場設備介面與通訊整合(IP/TCP或UDP、RS232等)；平台軟

體架構包含採用WEB Service (SOA)標準、Web based GUI介面、資訊中介伺

服器軟體(ESB)、ETL資料融合介面；硬體方面則支援實體或虛擬Windows、

Linux伺服器、提供ICT設備監控與警示、控制中心儀錶板軟體等。 

3. EcoTrafiX平台套裝軟體提供之事件管理系統也與GIS地圖結合來確認事件

發生地點，並聯結至CCTV、CMS與救援單位車輛軌跡等，提升事件反應

與事件排除效率。 

4. 另一項特色是EcoTrafiX提供多樣化的報表與儀表板供操作人員或分析人

員使用，可以客製化各種交通資料分析報表，並轉為各種PDF、XLS或Web

檔案格式供交換或資訊發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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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5 Kapsch TrafficCom集團EcoTrafiX套裝平台軟體介紹-1 



 26 

 

圖3-26 Kapsch TrafficCom集團EcoTrafiX套裝平台軟體介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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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車聯網 

1. 系統標準 

由於車聯網技術逐步成熟，展場內各車廠皆以自動駕駛及車對車

(V2V)、車對路側設施(V2I)等技術為展示重點。技術已相當成熟，並訂有

標準，亦為各先進國家及主要車廠共同對策。但礙於車載設備普及不易，

故尚未有大規模實作計畫，以小範圍測試為主。相關系統標準如附錄如

下。 

 

圖3-27 車聮網系統標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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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車聯網功能需求 

由於各車廠之功能差異不大，以現場所見韓國已建立之測試計畫內

容簡述如下： 

(1) 探測車資料收集：包含車輛之車速、位置等資訊。 

(2) 特定點交通資訊服務：於特定點提供下游重要交通資訊。 

(3) 多車道自由車流下之電子收費功能。 

(4) 道路危險警告：於線型不佳、視距不足或前方事件、壅塞處對上游車

輛告警。 

(5) 對一定區域內車輛推播天候不佳訊息並建議適當車速。 

(6) 前方施工區告警。 

(7) 提供路口號誌預計變化狀況，建議是否加速通過路口或告警可能闖紅

燈。 

(8) 車輛綠燈右轉協助：避免與行人綠燈時相之行人產生衝突。 

(9) 公車營運管理：偵測、監視公車所在位置及提供公車營運資訊。 

(10) 校車告警：由校車或beacon告知附近車輛前方校車需注意。 

(11) 校區告警：告知一定區域內車輛建議降低速度以通過學校區域。 

(12) 行人偵測告警：路側設備偵測行人或行人號誌亮起時告警附近車輛注

意行人。 

(13) 救護、消防車輛通過告警：透過beacon接收緊急車輛通過資訊，並透

過beacon或V2V傳送緊急車輛靠近告警。 

(14) 聯網車故障自動告警：車輛故障自動以V2V告警後方車輛注意前方故

障車。 

另外日本在V2X發展狀況如下圖3-28所示，亦可提供國內未來發展相

關應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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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8 日本 V2X 的應用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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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都內使用500台車輛加裝偵測設備，取得市區交通影像，將影像

與車輛定位、車速等資料傳回雲端大數據分析中心，經由分析運算得到

市區交通的大數據資訊。 

 

圖 3-29 東京都運用無線通訊取得探針車資訊的運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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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V2I資訊，偵測出合適的匯入主線機會，對即將匯入車輛提出加

速或減速的建議。 

 
圖 3-30 V2X 在交流道合適匯入空間建議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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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駕車 

本次於會場由Keolis (凱奧雷斯為總部位於法國巴黎的一家私人運輸公司。

其運營業務包括鐵路、電車、巴士、纜車、無軌電車和機場業務，也是法國

最大的公共運輸服務運營商)與NAVYA(法國無人巴士公司，生產自動車與電

動車)提供名為NAVLY的自動無人駕駛之副大眾運輸服務展示。 

NAVLY以NAVYA公司生產的ARMA自駕車為基礎，最早在法國里昂測試，

目前已在瑞士、德國、美國密西根大學為研究無人車而打造的模擬城市Mcity

完成超過上萬公里的道路測試，並接駁超過1.3萬人次。 

圖3-31 會場展示並提供試乘體驗之自駕車 

圖中本次提供大會試乘之車型屬於Level 4，即駕駛人可在條件允許下讓

車輛完整自駕，啟動自動駕駛後，一般不必介入控制，此車可以按照設定之

道路通則（如高速公路中，平順的車流與標準化的路標、明顯的提示線），

自己執行包含轉彎、換車道與加速等工作，但駕駛仍應監看車輛運作。 

車輛最大載客人數為15人，最大速度為30mph左右，本次試乘範圍僅為會

場週邊約500公尺範圍共3站，路程中沒有交通號誌與路口，故無法看出其智

慧導航系統、偵測裝置與號誌、其他車輛或行人、障礙物等之互動、警示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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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藍牙車載交通資訊服務 

雖煞車聯網功能為目前ITS主要發展技術，然考量車聯網設備市場滲透不

易，亦有一些不同作法之產品推出。此次展場中即發現澳洲Addirsight計畫，

與本局目前正推動之國5藍牙交通資訊推播試辦計畫有異曲同工之妙。 

Addinsight是由澳洲政府所提出的，其計畫內容簡要說明如下： 

1. 目的及範圍：以手機APP提供用路人交通資訊，如同虛擬化資訊可變標誌，

並以語音方式告知用路人下游事故、旅行時間延遲等資訊。本計畫於南澳

洲1300公里幹道公路上，佈建900點位之藍牙設備。 

2. 系統運作架構：於路上重要地點佈設整合型藍牙設施，其功能分為： 

(1) 資訊發佈：以藍牙通訊之ibeacon，將交通資訊傳送至用路人之APP。

ibeacon係低功率藍牙標準，可依其通訊標準格式喚醒手機之App，並接

收32 bits之資訊內容。 

(2) 資訊收集：該設備整合Wifi、標準藍牙及低功率藍牙等不同通訊模組，

可以接收用路人之各式可能開啟之通訊備之通訊位址(MAC Address)，

包手機Wifi、手機藍牙、藍牙耳機、導航機等。藉由不同之通訊模組型

式，提高資訊收集之能力。減少用路人未開啟設備之影響，大幅提高

資訊收集比率。其與以往僅依標準藍牙接收之資訊量比較如圖3-32。 

 

圖3-32 Addinsight 藍牙設施之資料收集能力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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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資訊運算：藉由收集到用路人通訊設備(手機)之通訊位址，進行通

過地點與通過時間差計算，可以求取兩兩偵測點之空間平均旅行時間。

依旅行時間之變化，研判事故、旅行時間延遲等交通資訊。 

(4) 資訊內容：由於每一設備僅佈建一個ibeacon發佈專用藍牙模組，受限

僅有32 bits之資訊內容，故採用查表法，將不同訊息先予以編碼，再以

部分位元為變數作為資訊內容。資訊內容受到相當大之限制。 

(5) 與國5藍牙資訊推播試辦案之比較：Addinsight計畫與國5藍牙資訊推播

試辦案立意相似，惟兩者設計理念仍有部分差異，兩者之比較如下表。 

 國 5 藍牙試辦 計畫 Addihsight 計畫 

資訊發佈技術  ibeacon 

 查表+任意文字訊息 

 ibeacon 

 查表 

資訊發佈內容  每次可發佈 7 筆 28 bytes 

 包括各種事件、旅行時間：單位

公里平均速度等 

 可輸入文字訊息 

 每次僅 1 筆 32 bit 訊息 

 事故旅行時間延遲 

資訊安全  採用 RSA 數位簽章，可避免被

駭客傳送假訊息 

 無 

資訊顯示方式  APP 

 可依不同訊息類別重要程度以

不同方式展示，降低對用路人之

使用困擾 

 可以語音播報最重要之內容 

 App 

 每次一訊息以語音播報及顯示 

資訊收集方式  僅利用低功率藍牙收集 App 回

傳之個別 ID 

 未被喚醒 App，將無法收集到資

訊 

 部分手機之 App，必須手動操作

方可利用 BLE 回傳，故另設計

可透過 3G/4G 回傳 APP 識別唯

一號碼 

 同時建置 Wifi 傳統藍牙等通訊模

組，並以接收通訊模組位址(MAC 

Address)，無關 App 是否喚醒 

藍牙模組數  僅一個藍牙模組，共配置 10 個

藍牙，包括 1 個喚醒用模組、2

個數位簽章及 7 個資訊用模組 

 僅一個藍牙模組，共配置 10 個藍

牙，包括 1 個喚醒用模組、2 個數

位簽章及 7 個資訊用模組 

 

(六) 遙控式車道封閉門柵 

此次於展場中一家VERLILIS公司展示(設攤說明及實地操作)展示一款稱

為SwiftGate的遙控式車道封閉門柵系統，經了解該門柵系統主要特點為： 

1. 側邊架設於混凝土護欄為支撐，採高密度聚乙烯模組組合而成，寬度組合

由2英呎(61公分)至18英呎(約5.5公尺)，現場展示為以漸次展開方式設置，

使車道逐漸縮減至車道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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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過NCHRP350撞擊測試，遭撞擊後會分散為小碎片，減少對車輛傷害。 

3. 面向來車部分提供具LED功能的警示標誌模組。 

4. 可採外部或太陽能供電。 

5. 可由現場操控或遠端遙控作動。 

6. 可抵抗強烈等級颶(颱)風所產生之強風。 

現場展示狀況如附照片圖3-33~3-35，另詳細之系統諸元如下圖3-36、3-37

所示。 

本局考量颱風期間因強風可於造成行車安全之影響，特別在高架路段，

嚴重時可能造成車輛翻覆，因此訂有管制規定，由警示注意、降低速限至最

嚴格為封閉道路。現行係依照氣象局風力預報採預警性作為，如需封閉道路

時，以預置標誌車(人員先行撤離)方式實施預警性封閉。因氣象局之風力預

報為一段時間(於颱風期間一般為3小時一報)，故若實際風力有所變化時，其

作業彈性較低，可能會有反應不及或封閉過久的情形，且颱風期間要求員工

出勤亦存在風險，如能引進此一系統，則應可兼顧作業需求及安全性。 

 

圖3-33 遙控式車道封閉門柵系統設置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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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4 遙控式車道封閉門柵系統布設實例展示1 

 

圖3-35 遙控式車道封閉門柵系統布設實例展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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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6 遙控式車道封閉門柵系統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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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7 遙控式車道封閉門柵系統技術諸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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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機櫃不斷電系統 

電源供應為所有設備運作的根本，除了外部電源外，為強化機櫃(控制器)

運作穩定，不受斷電影響，故有現場有一間ZincFive公司開發可拆式鎳鋅充電

電池，並配置機架式不斷電設備，具有電池免保養、易於運送之特點，其中

一種為排式電池可塞入機櫃箱體之側邊，減節機箱運作空間，如下圖。 

 
圖3-38 不斷式電源電池可安裝於箱體側邊 

 

(八) 路上見聞 

除會場技術展示以外，此次於蒙特婁市區內亦有見到交通設施，值得國

內參考者。 

1. 交通筒 

不管是在市區或高速公路上，大量採用交通筒做為交通管制設施。該

地所採用交通筒和國內的樣式不同，細長的形狀較交通錐能見度佳；底部

未封閉，雖不能充水，但採取多種方式來壓重，收攏時又可堆疊節省空間，

筆者亦嘗試移動，其重量應可單人作業，可做為國內交通管制設施的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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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9 交通筒及壓重物 

 
圖3-40 交通筒在路上擺設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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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C護欄 

蒙特婁高速公路部分的中央護欄有刻意加高的情形，可供國內提高護

欄防護力的參考，惟其高度則無法了解。 

 
圖3-41 加高之護欄狀況 

 

另在施工的活動護欄部分，每一塊長度較國內為長，且有卡榫及導標

插槽，一體成形且防護及警示功能都有考慮到，亦可提供國內應用上的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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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2 活動護欄加導標 

 
圖3-43 活動護欄邊的卡榫 



 43 

四、 台灣參與 

(一) 台灣代表團 

中華智慧運輸協會(ITS-Taiwan)比照往年籌組國內團體，並由交通部祁次

長及台北市林副市長領軍參與此次世界年會，合計國內共計有80餘人參加此

次年會，人數為歷屆之冠，也因此駐加拿大龔大使特別設宴接待。 

另此次代表團一項重要任務為代表台灣爭取2022年世界大會主辦權，由

祁次長親自率台北市林副市長、ITS-Taiwan協會理事長(遠通公司張永昌總經

理)等出席簡報，表達台灣主辦此一ITS世界大會的優勢與決心，結果將於2018

年5月公布。 

 

圖3-44 台灣ITS代表團合影 

(二) 參展 

此次大會，ITS-Taiwan亦再次邀集國內產、官界，共同於台灣館展示台灣

於ITS相關發展，包括台北市政府、遠通公司ETC系統、工研院及台灣世曦公

司(本局委託)等，均設有展示攤位。 

世曦公司受本局委託於此次ITS年會設展，其展出內容包含定點主動式藍

牙推播資訊服務，及次世代高速公路交通控制系統等兩大主題，展覽過程亦

不斷有其他國家、單位前來觀摩詢問，主要對於藍牙技術的運用，表達相當

的興趣，主要詢問對象多來自日本、韓國、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等政府單位與

研究單位、顧問公司等。 

 



 44 

 

圖3-45 ITS台灣館 

 

圖3-46 與世曦公司林協理及運研所周家慶博士於本局展場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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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7 世曦公司人員向交通部祁次長、ITS協會張理事長、運研所吳組長簡介與展示本

次參展之藍牙應用功能。 

 
圖3-48 世曦公司人員向馬來西亞運輸部部長(圖中背對者)簡介與展示本次參展之藍牙

應用功能。 



 46 

 

(三) 獲獎 

台北市政府於本次世界年會，與美國科羅拉多州運輸部、芬蘭交通部，

共同獲頒名人堂地方政府成就獎（ITS World Congress Hall of Local Government 

Award），由台北市政府林欽榮副市長代表領獎。 

 

圖3-44  台北市林副市長代表獲頒本次世界年會名人堂地方政府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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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 ITS世界年會雖僅短暫5天，然而參國家眾多，除原本亞太、美、歐以外，今

年亦注意到中東、非洲等地亦已經有參與，顯見ITS已經是世界發展的趨勢，

且不只是在交通方面的應用，更深入到與生活各層面的結合。 

（二） 年會中透過會議、論文發表、展覽及技術參觀等活動，並與各國、廠商人

員交流，可了解各國ITS發展之情形及相關技術，做為本國發展的參考，可

說是一個非常良好的智慧型運輸系統交流平台。特別是透過展覽(示)及技術

參訪，實地看到實機展示，或與技術人員交談，更可獲得不同想法的剌激。 

（三） 此次年會主題訂為「下一世代整合的機動力：驅動智慧的城市（Next 

Generation Integrated Mobility: Driving Smart Cities）」，在此主題下讓與會人

員交流，如何透過車聯網、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及智慧運輸科技等，發

揮智慧型運輸系統最大功效，以打造一個經過整合，更具機動的未來世代

智慧城市。 

（四） 本次觀摩蒙特婁交通控制中心、A25公路ETC收費系統，可以看出不論在智

慧化程度、交通管理的硬體建設與軟體服務、ETC電子收費作業細膩度，乃

至對用路人提供的服務，本國的發展並不輸於外國，甚至相對於蒙特婁而

言，尚有領先，可見本局的努力確有成果。 

二、建議 

（一） 本局近二十年來，致力於發展智慧型運輸系統於高速公路管理的應用，已

經卓有成效，國內外人員來局參訪時，都十分肯定，此次為本局首次與合

作發展的廠商，共同於世界大會設展，雖僅有小模規展示部分項目，亦引

起國外同行的興趣，並相互交流。建議未來若在經費許可之下，仍可採取

此種合作模式至國外展出，並且再提早規劃並可擴大展出內容，提高本局

及交通部在ITS發展的能見度。 

（二） 以往受限於預算限制，本局僅派一員出國，而本次大會經報陳交通部核可，

再增派二2員出國，不僅讓本局更多人員參與，擴大ITS相關知識及見聞，更

可相互討論成長，頗有實益。故仍建議未來若經費許可，可及早規劃增加

出國人員，且由ITS發展趨勢來看，已不僅限於交通，更深入生活等其他領

域，因此亦可不限於交通管理人員，讓本局員工可以有跨領域的思考，應

有助於本局各方面業務的推動。 

（三） 此次台灣全力爭取2022年世界大會主辦權，若能取得，屆時本局勢必成為重

點展出、技術參訪對象，故應及早規劃安排，建議至少提早2年開始作業，

方能具體呈現本局在ITS方面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