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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1 大會介紹與開幕 

智慧型運輸系統世界年會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World 

Congress, 以下簡稱 ITS 世界年會)是世界各先進國家為推廣智慧運輸系

統之技術、應用及發展領域，每年分別於亞太、歐洲、美洲三地區輪流指

定主辦城市舉辦世界年會。從 1994 年於巴黎舉辦第 1 屆 ITS 世界年會

迄今，於今年加拿大蒙特婁會議中心（Palais des congrès de Montréal）所舉

辦之 ITS 世界年會已堂堂邁入第 24 屆。  

透過 ITS 世界年會所辦理的論壇、演講、論文發表、展覽以及技術參

訪等各項活動，各國之產、官、學、研代表可充分就 ITS 未來發展趨勢、

政策規劃、推動策略、產品研發等方面進行充分的技術交流與經驗分享，

實屬難能可貴。  

本次 ITS 世界年會的主题是「下世代的整合移動：驅動智慧城市（Next 

Generation Integrated Mobility：Driving Smart Cities）」，大會內容非常豐

富，包括 10 場行政會議，123 場專業會議、122 場科技會議以及 13 場技

術參訪會議等。 全球共有 100 多國家或區域代表，8 千餘位產官學界代表

出席。 



2 

 

 

圖 1. 第 24 屆 ITS 世界年會會場（蒙特婁會議中心） 

 

 

圖 2. ITS 世界年會開幕會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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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ITS 世界年會開幕會場-2 

 

圖 4. 交通部祁文中常務次長、臺北市林欽榮副市長及張永昌理事長參加

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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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ITS世界年會大會組委會主席Claude Carette在開幕致詞時表示，

自 2013 年以來，美洲 ITS 社區的所有成員為了本次會議已經做出了巨大

的努力，以確保所有與會者可以獲得最新的技術知識和難忘體驗。尤其是

針對 2017 年 ITS 世界大會的主題：下世代的整合移動：驅動智慧城市。

不僅在會場展示廳內設置智慧城市館，動態展覽智慧城市的相關精選集，

展示世界上最好的智慧城市解決方案。此外，大會也在會議中心附近建立

了一個「技術展示櫥窗」展示各種各樣的技術，包括車聯網、自駕車和自

動化控制裝置等。 

 

 

圖 5. 2017 ITS 世界年會大會組委會主席 Claude Carette 在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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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大會會場報到處 

 

 

圖 7. 參加 2017 ITS 世界年會大會開幕之臺灣代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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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臺灣爭取 2022 年第 29 屆智慧運輸世界大會主辦權 

本次 ITS 年會另一項重要工作是爭取 2022 年第 29 屆智慧運輸世界大

會主辦權，競標簡報會議於 10 月 29 日上午舉行，競標對手有韓國首爾及

中國大陸蘇州市，我國係由 ITS 學會張學孔副理事長進行簡報，配合精心

規劃的競標文件，獲得在場亞太會員國代表一致肯定，最後主辦權將於

2018 年 5 月份於日本福岡舉辦之 ITS 亞太論壇投票表決。 

 

1.3 出國行程與參訪內容 

本次出國計畫於 106 年 10 月 24 日於桃園機場出發，25 日抵達加拿

大溫哥華，25、26 兩日以個人休假方式考察溫哥華當地公共運輸系統與資

訊服務，27 日抵達蒙特婁參加 ITS 世界年會，11 月 2 日會議閉幕，3 日啟

程返國，5 日返抵桃園機場，相關詳細行程如表 1 所示。 

 

表 1. 出國計畫行程表 

 日期（星期） 起迄點 工作項目 

1 10/24 （二） 桃園  ->加拿大  溫哥

華 

去程 

2 10/25-26 （三-

四） 

溫哥華 參訪溫哥華當地公共運輸系統與

資訊服務 

2 10/27 （五） 加拿大 溫哥華 ->  

多倫多 -> 蒙特婁 

去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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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28 （六） 加拿大 蒙特婁 出席會議 

4 10/29 （日） 加拿大 蒙特婁 

5 10/30 （一） 加拿大 蒙特婁 

6 10/31 （二） 加拿大 蒙特婁 

7 11/01 （三） 加拿大 蒙特婁 

8 11/02 （四） 加拿大 蒙特婁 

9 11/03-05 （五-

日） 

加拿大 蒙特婁  

-> 溫哥華 -> 桃園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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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ITS 世界大會名人堂獎 

ITS 世界大會名人堂獎主要是表彰全世界交通科技運輸產業、地方政

府和個人的終身成就，每年分別針對美洲，歐洲和亞太地區以最高標準評

選地區獲獎人。 

在本屆 ITS 世界大會中，臺北市政府以「Smart Transportation Enabled 
Smart City Lifestyle Services」榮獲「2017 年 ITS 世界大會名人堂產業成就

獎 2016 ITS World Congress Hall of Fame Local Government Award」。這是

臺灣第一次獲得地方政府獎殊榮，也是第四度在 ITS 世界大會名人堂獎項

ITS World Congress Hall of Fame 獲獎。2013 年毛治國院長榮獲 ITS 世界大

會名人堂終身成就獎；2015 年遠通電收股份有限公司榮獲 ITS 世界大會名

人堂產業成就獎；2016 年臺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榮獲 ITS 世界大會名

人堂產業成就獎。顯示臺灣除了產業技術獲得世界肯定，我們的 ITS 建設

發展也讓國際有目共睹。 

 

2.1 終身成就獎 

 美洲 - Econolite Group，Inc.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Michael C. 
Doyle 

獲獎原因： 
Econolite 擴大服務於運輸市場的許多方面，提供來自 Econolite，
Econolite Canada 和 Econolite Systems 的產品和服務。 Doyle 曾任美

國智能交通學會（ITSA）主席，多年在 ITSA 董事會和領導圈任職。 

 

 亞太地區 - 馬來西亞公路管理局 Hj Ismail bin Md Salleh 拿督 

獲獎原因： 
Ismail 執行馬來西亞許多私有化公路的規劃、電子收費（ETC）和交

通管制和監視系統（TCSS）、先進的交通管理和資訊系統以及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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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應用的廣泛網絡整合。目前正推動馬來西亞國內全面採用 ETC，
且正在朝向多車道自由車流系功能發展中。 

 

 歐洲 - ITS 瑞典公司首席執行官 Christer Karlsson 

獲獎原因： 
克里斯特·卡爾森（Christer Karlsson）致力於推動、鼓勵和培育龐大的

國際聯繫網絡以傳播和分享 ITS 的知識。他參與智慧交通系統的發展，

包括在運輸管理部門的 ITS 政策制定計劃，在瑞典建立了國家和地區

智慧交通系統中心，使瑞典成為 ITS 政策和思想的領導國家。 

  

2.2 地方政府獎 

 美洲 - 科羅拉多州交通部 

獲獎原因： 
科羅拉多州交通部（CDOT）致力提供更安全，更有效和可持續的交

通運輸服務。透過 CDOT 的 RoadX 計劃，私人和公共部門的公司合

作，CDOT 提供了許多重要的創新產品和服務。 科羅拉多州對高速

公路上老舊的交通管理和偵測系統進行重大的軟體和偵測器升級。結

果不僅有效減少交通意外事故，提供更可靠的旅行時間資訊服務，同

時更有效的提升整體交通流量。 

 

 亞太地區 - 臺北市政府 

獲獎原因： 
臺北市發展 ITS 已有 27 年多時間，共享、綠色、智慧是臺北市交通

政策的三大指導原則。自 1990 年以來，臺北市啟動了基礎設施建設

（1990-），服務系統化（1999-），ITS 服務共享（2000-），智慧城

市項目（2014-）和智慧城市生活以及從 2017 年開始的 MaaS。在這

些發展階段，臺北市不僅成功地將創新技術和資訊系統匯集到 ITS 基

礎設施中，還建立了政府，民眾和業界共同合作的生態系統。一些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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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成果的例子包括：公車動態資訊服務的準確率超過 95％;智慧捷運

系統的準時性能為 99.6％;智慧停車即時資訊涵蓋 1,950多個路邊停車

位和 35000 個路外停車位; 11,000 台智慧共享自行車，每天每台車的

使用率超過七次。此外，臺北更於 2106 年成立智慧城市推動辦公室，

經過努力建立了一個創新的平台，結合公私部門的資源開發滿足公眾

需求的智慧解決方案。臺北正在成為“生活實驗室”，不僅目前的 ITS
服務可以得到進一步的改善，對於連接機車、自動駕駛汽車、共享汽

車以及 MaaS 應用程序的測試試驗也受到極大的歡迎和鼓勵。臺北市

民和遊客正在享受越來越多的智慧城市生活方式，以及全面、以使用

者為中心的智慧交通服務。 

臺北市是由林副市長欽榮代表領獎，林副市長表示「這個獎是臺北市

與所有市民努力的成果。臺北市的 ITS 經驗，我們將繼續對世界做出貢獻。

從 ITS，臺北已邁入了先進的智慧城市，並將臺北成為智慧城市生活實驗

室。」他也歡迎其他代表明年來到臺北參加智慧城市展與高峰會享受智慧

城市生活。 

這是從 2013 年設獎，繼韓國首爾市、紐西蘭交通部及澳洲昆士蘭省

政府後，臺北市首先在亞太地區獲獎的城市，顯現臺北市積極推動智慧城

市，已更進一步地將臺灣 ITS 產業推向國際邁出一大步。 

 

圖 8. 臺北市是由林副市長欽榮代表領地方政府獎時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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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 芬蘭運輸和通訊部 

獲獎原因： 

芬蘭運輸和通訊部因為推動“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和克服相

關的關鍵問題所做的出色努力而獲獎。芬蘭運輸和通訊部採取了創新

性的方式，將運輸系統轉變為 MaaS。此外，芬蘭交通運輸部也已經

制定了世界上第一個 MaaS 全面的立法改革。 

 

 

圖 9. 本屆 ITS 世界年會地方政府獎獲獎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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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論文研討會議 

本屆 ITS 世界年會議程安排非常豐富，會議議程如圖 10 所示。其中

研討會共區分為「車聯網與自駕車（Connectivity and Autonomy）」、「基

礎建設的挑戰與機會（Infrastructur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智

慧城市（Smart(er) Cities）」、「資料，安全與隱私（Data, Security and Privacy）」、
「整合方法：規劃、營運與安全（Integrated Approach: Planning, Operations 
and Safety）」、「破壞與創新的商業模式（Disruption and New Business 
Models）」、「創新，下一步？新點子（Innovation, What’s Next? The New 
Ideas）」、「智慧城市教育展示（Smart Cities Pavilion Education Stage）」

等 8 大類別。在大會期間（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共計辦理 267 場會議，

其中包括 123 場特殊議題討論會議（Special Interest Session），121 場科技

會議（Technical/Scientific Session），共計發表 407 篇專業論文，其中臺灣

相關學者計有 19 篇論文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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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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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大會論文研討會會場-1 

 

 

圖 12. 大會論文研討會會場-2 

  



15 

 

3.1 論文議題場次數分析 

由圖 13 分析顯示，在全部 8 大類別的會議中，以車聯網與自駕車

（Connectivity and Autonomy）議題的會議場次最多，佔全部議題的 34%，

顯示全世界各國皆非常重視車聯網與自駕車議題，其次依序是智慧城市

（Smart(er) Cities）議題佔 16%、基礎建設的挑戰與機會（Infrastructur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議題佔 13％，整合方法：規劃、營運與安全

（Integrated Approach: Planning, Operations and Safety）議題佔 10%、資料，

安全與隱私（Data, Security and Privacy）議題佔 9%、破壞與創新的商業模

式（Disruption and New Business Models）議題佔 8%、智慧城市教育展示

（Smart Cities Pavilion Education Stage）議題佔 7%、最後是創新，下一步？

新點子（Innovation, What’s Next? The New Ideas）議題佔 3%。 

 

 

圖 13. 各類議題會議場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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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論文發表數量分析 

其次，若以研討會發表的論文篇數計算，可發現在全部 8 大類別的會

議中，以車聯網與自駕車（Connectivity and Autonomy）議題所發表的論文

最多，高達 162 篇，佔全部論文數的 40%，其次依序是智慧城市（Smart(er) 

Cities）議題所發表的論文數 81 篇佔 20%，基礎建設的挑戰與機會

（Infrastructur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議題所發表的論文數 70 篇佔

17%，資料，安全與隱私（Data, Security and Privacy）議題所發表的論文

數 50篇佔 12%，整合 方法：規劃、營運 與安 全（Integrated Approach: Planning, 

Operations and Safety）議題所發表的論文數 30 篇佔 7%，破壞與創新的商

業模式（Disruption and New Business Models）議題所發表的論文數 10 篇

佔 3%，創新，下一步？新點子（Innovation, What’s Next? The New Ideas）

議題所發表的論文數 4 篇佔 1%，最後是智慧城市教育展示（Smart Cities 

Pavilion Education Stage）議題並無相關論文發表。 

 

 

圖 14. 研討會發表的論文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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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MaaS(Mobility as a service)共計有 13 場會議，包括 10 場特殊

議題討論會議（Special Interest Session），3 場科技會議（Technical/Scientific 

Session），共計發表 12 篇專業論文。本年度 ITS 年會中 MaaS 議程以及發

表的論文數雖不若去年墨爾本年會多，但是每一場次的討論以及論文發表

皆吸引大量專家學者熱絡討論。 

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歐洲提出的「連接歐洲的移動服務, Mobility as 

a Service for Linking Europe (MAASiFiE) 」計畫，MAASiFiE 是由 CEDR 

(Conference of European Directors of Roads)跨國道路研究計劃 2015-17

（Mobility＆ITS）資助的一個項目。 MAASiFiE 的主要範圍是識別和分析

MaaS 模型，並在 2025 為歐洲 MaaS 規劃 Roadmap 計畫目標和行動包括：  

 分析 MaaS 的最新和未來趨勢，包括旅客多運具資訊服務，票務/支

付系統和共享概念  

 開發商業和運營模式  

 分析技術需求和相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問題，法律因素和挑

戰  

 進行 MaaS 的社會經濟和環境影響評估  

 支持歐洲國家 MaaS 的發展，促進 MaaS 知識的交流  

 

綜合上述分析，本次 ITS 年會無論是會議數或論文發表篇數，車聯網

與自駕車（Connectivity and Autonomy）都遠高於其他議題，顯示全世界各

國目前都積極推動車聯網與自駕車的發展，這一現象非常值得國內重視。 

此外，國內目前正積極推動的 MaaS 計畫，在本次會議中也有相當多

的討論和論文發表，內容包括技術、服務、跨區域等整合議題，尤其是歐

洲 MAASiFiE 計畫相關內容皆可以作為國內後續推動時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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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大會展覽會場 

本次展覽共計有 23 個國家、313 家業者展出最先進的智慧運輸研究

成果與最新研發產品。展場攤位如圖 14 所示，本屆 ITS 世界年會展示內

容非常精彩，美洲國家以美國與加拿大為主，歐洲地區包括英國、德國、

法國、西班牙、挪威、丹麥、芬蘭等國，亞太地區則有日本、韓國、臺灣、

新加坡、中國、澳洲、紐西蘭等國。 

 

圖 15. 本屆 ITS 世界年會展覽會場 

 

4.1 臺灣館 

本次 ITS 世界年會中的臺灣館是由 ITS Taiwan 籌組國內產官學研等

單位，呈現 ITS 整體解決方案及臺灣 ITS 建設成果，爭取國際合作機會。

本年度臺灣館位置在整個大會展覽區域中間顯著的位置（編號 917），臺

灣館展示主題為：Harmonizing Reality World：Safe•Smooth•Seamless•

Sharing•Sustainable」，參與單位或研究成果包括本所 MaaS 計畫、高公

局國道 5 號藍牙交通資訊收集及推播服務、臺北市政府交通局及資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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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智慧機車安全警示系統、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臺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 MaaS 計畫、遠通

電收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 ETC、宏碁智通股份有限公司停車收費系統、

亞旭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等。 

 

圖 16. 各國重要貴賓參訪臺灣館 

 

圖 17. 各國貴賓出席臺灣館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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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臺灣館開幕酒會 

 

 

圖 19. 本所 MaaS 計畫於會場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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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資策會展示智慧機車 

 

4.2 日本館 

日本代表團由 ITS Japan 籌組包括日本四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工業、

私營企業公司以及學術界的代表共 36 的單位所組成，為本次ＩＴＳ世界

年會展覽僅次於主辦國加拿大的第二大的參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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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日本館 

 

 日本豐田汽車主題 : 未來的移動 

豐田在本屆 ITS 大會主要是展示項目包括 ITS 互聯網服務、虛擬實境

（VR）和駕駛模擬器以及最新技術發展趨勢，例如使用無線通訊得行車記

錄器、介紹利用前置攝影影像和即時車輛數據等收集交通資訊等。此外，

豐田也展示該公司積極推動的“Ha：mo”系統，透過汽車和公共運輸等車輛

的最佳整合，讓人們可以在城市舒適地移動。 

由於發達國家日益老齡化，新興國家的人口增長和城市化以及日益多

樣化的能源來源，全球周圍的局勢正在迅速變化。此外，技術創新也提高

了人們對汽車的期望，這意味著它們不再是交通工具，而是在社會和個人

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未來智慧交通社會中，車輛將包含新的吸引力

和增值功能和特徵，作為全球智慧社區的一部分，將人類活動和生活的各

個方面緊密聯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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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ITS 需要整體考量“人”，“車輛”和“交通環境”。創造“永

遠更好的汽車”是豐田汽車製造商的主要關注點。因此，豐田一直致力於

各種車輛技術，以實現更安全，更環保，更舒適的移動性，利用先進的信

息通信技術（ICT）創建一個智能交通社會 - 一個讓人們微笑的社會，由

於他們與車輛和社區的連接所帶來的安心和快樂。 

 

 

圖 22. 豐田汽車規劃智慧移動服務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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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豐田汽車展示區 

 

 本田汽車 

本田在本次會議展示中特別強調“每個人的安全”的承諾，並不僅限於

汽車和摩托車駕駛者的需求，而是延伸到所有車輛的乘客，行人和乘客，

換言之，就是道路上的每個人。本田持續發展和完善創新技術，透過包括

教育、科技以及交通環境等三方面，努力為汽車和摩托車裝備最先進，最

有效的安全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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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本田汽車展示區 

 

 

圖 25. 本田汽車展示安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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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SO 

DENSO 是全球最大的汽車技術，系統和零部件供應商之一，在本次

ITS 世界大會上，以自動駕駛、車聯網技術和系統，實現安全可靠的移動

性（Automated Driving, Connected Driving Technologies and Systems for Safe 

and Reliable Mobility）為主題展示該公司最新技術與產品。 DENSO 公司

近年來專注於開發自動駕駛技術，以提供安全，可靠和靈活的機動性，並

實現高效能的貨物運輸。除了自動駕駛之外，車聯網將有助於提供一個更

舒適和便捷的汽車社會。但想對的車聯網也帶來了獨特的安全挑戰，

DENSO 公司正在研究網絡安全技術來解決這些新興的威脅。  

 

 

圖 26. DENSO 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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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DENSO 還展示這些領域的基礎產品，如高級駕駛輔助系統

（ADAS）定位器和車載 V2X 設備、人工智能（AI）技術根據駕駛環境（如

改變車道以及駕駛分心和不注意駕駛）來協助提升整體交通安全。 

DENSO 認為人工智慧（AI）可賦予汽車先進的感應能力，比人類更

能支持駕駛者的意識，並使自主駕駛成為現實。未來在創造一個沒有車禍

的社會中，AI 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享受安全的旅行。 

 

圖 27. DENSO 人工智慧（AI）發展示意圖 

 

DENSO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以及自駕技術（AD）發展，係

分別針對偵測（Sensing）、預測（Prediction）、互動（Interactivity）、車

聯網（Connectivity）與防護（Protected）等五項領域開發先進駕駛輔助系

統（ADAS）以及自駕技術（AD）所需的技術。 

https://www.denso.com/global/en/innovation/technology/adas/strength/read/�
https://www.denso.com/global/en/innovation/technology/adas/strength/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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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DENSO 偵測技術發展示意圖 

 

 

圖 29. DENSO 預測技術發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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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DENSO 互動技術發展示意圖 

 

 

圖 31. DENSO 車聯網技術發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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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DENSO 防護技術發展示意圖 

 

4.3 韓國 

韓國展覽區是由 ITS Korea、The Korea Transport Institute、Seoul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等 12 個公私部門所共同組成，其中韓國運輸研究

所（The Korea Transport Institute, KOTI）是韓國總理辦公室下設的一個智

庫。接受國土交通省（MOLIT）和地方政府委託的研究計畫，KOTI 設 9

個部門 22 個組。KOTI 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亞洲開發銀行

（ADB）和世界銀行進行交流研究。 

在本屆 ITS 世界大會上，KOTI 主要展示了連接車輛適應性號誌控制

系統（CoVASS），它根據即時交通流量條件透過 V2X 切換號誌周期和時

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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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韓國館展示區 

 

 

圖 34. 韓國 KOTI 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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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新加坡 

新加坡是 2019 年 ITS 世界年會的主辦國家，因此在本次 ITS 世界年

會中新加坡非常積極展示該國在 ITS 的推動成果。新加坡政府政府近年來

非常努力讓新加坡成為一個智慧國家，為所有民眾提供更好的生活，更強

大的社區和創造更多的機會。新加坡智慧國家館展示公民，產業和政府如

何通過創新技術共同改善民眾生活、工作和娛樂的方式。 

 

圖 35. 新加坡展示區 

 

4.7 其他重要國家 

中國係由 ITS China籌組包括智慧車輛驗證中心等 15個公私部門共同

參與展示，其內容包括車聯網技術、號誌控制、自駕車、大數據分析等領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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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中國展示區 

 

英國展示區係由 Cubic Transportation Systems、ITS International 等六

家業者所組成，展覽內容包括交通行動支付、自駕車等，其中英國館內展

示的兩台自駕技術實驗原型車，不僅顯示英國發展自動駕駛技術的成果，

也吸引非常多與會參觀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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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英國展示區 

 

 

圖 38. 英國館展示自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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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英國館展示個人自駕車 

 

本次主辦國加拿大係由 ITS Canada 籌組共計有 61 個公私部門參與展

覽，不只是本次年會中最大展覽國，展示範疇也非常廣泛，包含號誌、大

數據資料處理、智慧城市解決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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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加拿大館 

 

4.6 小結 

本屆 ITS 世界年會展覽共計有 23 個國家、313 家業者參與，展出項

目幾乎包括所有 ITS、ICT、智慧城市等領域的所有研發成果與最新產品。

但有別以往本屆 ITS 世界年會展覽，本次會場上展示的產品中，車聯網概

念的相關應用非常多，不僅顯示車聯網的技術日益成熟，世界各國皆非常

重視車聯網未來的發展與應用。 

此外，臺灣館在本次展覽中雖然整合國內 9 家產官學研單位的研發成

果共同展出，但相較亞太地區日本、韓國或新加坡等國家展館，無論在整

體規模、展示內容等方面，仍有些許差距。此外臺灣館所展示的研發成果

與內容無法展示我國 ITS 發展主軸，內容也略嫌薄弱。建議臺灣若要爭取

2022 年世界年會主辦權，仍需要繼續加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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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參訪 

本屆 ITS 世界年會中，主辦國家加拿大特別安排多達 13 場的技術參

訪活動，領域包括交通管理與控制、先進車輛測試技術、自行車共享、公

共運輸、港埠管理、基礎建設等領域，個別技術參訪內容介紹如下。 

 

5.1 魁北克大蒙特婁交通管理中心  (Transports Québec 

Greater Montréal Traffic Management Center) 
 

魁北克大蒙特婁交通管理中心（CIGC-M）監控魁北克省省道上的交

通，是地下高速公路 Ville-Marie 隧道的主要服務地點。 該中心位於隧道

的通風塔內，毗鄰主要的東西方樞紐軸線，可快速通往蒙特婁市中心。 

參訪行程： 

 觀察 CIGC-M 的所有交通監控活動 

 參觀 ITS 和隧道控制室 

 參觀地下隧道 

 參觀隧道機電控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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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魁北克大蒙特婁交通管理中心-1 

 

 

圖 42. 魁北克大蒙特婁交通管理中心-2 

 

5.2 蒙特婁城市交通管理中心  (City of Montréal’s Urban 

Mobility Management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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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婁城市交通管理中心（City of Montréal’s Urban Mobility 

Management Center, UMMC）是蒙特婁市新的交通管理中心，也是蒙特婁

「數位智慧城市」的一部分，負責運輸的執行委員會 Aref Salem 稱這是蒙

特婁智慧交通系統的“心臟和智慧”。UMMC 中配備了伺服器，控制軟體

和大型螢幕，所有這些設計都可以幫助管理人員更輕鬆地進行即時交通控

制與決策。目前全市有 500 台攝像機連接到中心，中心功能包括交通號誌

控制，巴士優先號誌，以及路口資訊可變標誌ＣＭＳ，皆可以從中心遠端

控制。 

此外，蒙特婁市針對市區公車採用集中式公車路口號誌優先管理，市

區交通號誌控制權係由蒙特婁城市交通管理中心（UMMC）管理， 而不

是位於十字路口的交通號誌控制器。這種方法允許城市內不同的運輸主管

機關在緊急狀況時可以掌握路口號誌優先系統的控制權，同時確保交通路

況的良好管理。 

參訪行程： 

 在蒙特婁一條主要街道觀察配備這種系統的公車和交通號誌的互動，

包括公車上和 UMMC 上設備間相互作用的詳細說明 

 訪問 UMMC 監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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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蒙特婁城市交通管理中心 

 

 

圖 44. 蒙特婁市區號誌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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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蒙特婁市 iBus 運營中心  (Société de transport de 

Montréal’s iBus Operations Center) 
 

蒙特婁交通局（STM）透過最先進的運營中心為蒙特婁建立巴士服務

網絡。該中心主要功能為車輛調度和乘客資訊系統 iBUS。iBUS 系統即時

定位所有運行中的公車，透過資訊服務為乘客提供更好的乘車體驗。乘客

還可以在車上透過到站顯示系統提供下一車站的站名資訊，在市區最繁忙

的 90 個候車站上還可以透過智慧型站牌提供公車到站資訊服務，另外乘

客也能透過智慧型手機 APP 查詢所有路線公車即時資訊。 

參訪行程： 

 參訪監控中心，包括團隊的作用和專業領域 

 資訊搜集設備，包括車輛調度和乘客信息系統，以及整個車隊的新的

無線電基礎設施 

 參訪 STM 最先進的巴士調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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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蒙特婁市智慧型公車站牌 

 

 

圖 46. 蒙特婁市 iBus 運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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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蒙特婁交通公司的地鐵控制中心和營運系統 (Société de 

transport de Montréal’s Metro Control Center and Operating 
Systems) 

 

蒙特婁地鐵（Montreal Metro）是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婁市、朗基爾

市和拉華爾市的城市軌道交通系統，由蒙特婁交通局（STM）管理及營運。

整個系統包括 4 條行車綫及 73 個車站，全長 69.2 公里，是世上最繁忙的

地鐵系統之一，客流量在加拿大各都市鐵路系統中位居首位。。其在 2008

年共接載 2.92 億人次， 2010 年平均周客流量達 105 萬人次。自 1966 年

首段通車起計至 2006 年，地鐵載客人次已逾 60 億，相當於世界人口總數。 

蒙特利爾交通運輸公司透過現代化的控制中心和營運系統，確保對全

部四條線運營狀況的監控與管理，並為乘客提供可靠，安全和高效的地鐵

列車服務。蒙特婁交通公司的地鐵控制中心和營運系統是蒙特婁地鐵的神

經中樞，功能包括列車時刻表管理、廣播和影像資訊以及監視自動扶梯和

隧道通風機的運作狀況。 

參訪行程： 

 體驗地鐵監控中心現代、高效率的所有設施 

 參訪監控中心 24 小時運作順暢的協同運作 

 2000 台攝影機影像監控系統 



44 

 

 

圖 47. 蒙特婁地鐵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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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蒙特婁交通公司的地鐵控制中心 

5.5 通勤鐵路運營控制中心  (Commuter Rail Operations 

Control Center) 
 

蒙特婁地區的通勤鐵路運營使用 ITS 來改善服務資訊，跨單位協調和

管理程序。傳統通勤鐵路運營系統需要改善跨運輸系統的聯合運輸協調作

業，尤其是碼頭和火車站，通過資訊整合，這些系統可簡化服務規劃並即

時調整服務。 

通勤鐵路運營控制中心目前和未來的工作重點項目包括： 

 綜合業務協助和通勤資訊系統 

 火車和巴士定位系統 

 600 多台 CCTV 攝像機的影像監控網絡 

 資訊與管理中心，確保有效的決策和即時的行動計劃 

參訪行程： 

 參觀通勤鐵路運營控制中心（COS） 

 瞭解 COS 中心如何運作以及中心實施的各種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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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通勤鐵路月台資訊看板 

 

 

圖 50. 通勤鐵路運營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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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Laval 公共運輸公司（STL），公車優先措施 (Laval Transit 

Corp. Bus Preferential Measures) 
 

Ville de Laval 是魁北克省第三大城市，面積達 245.84 平方公里，人口

近 42萬人。Laval公共運輸公司是Laval地區最主要的公共運輸服務公司，

主要的服務內容包括： 

 45 條公車線路，總長 1405 公里 

 2710 公車站 

 84 智慧會型站牌 

 522 個公車候車亭 

 平日每天營運時間 23 小時，週末營運時間 21 小時 

 每年超過 1300 萬公里行駛里程 

 每年服務時間 529,140 小時 

 每年提供副公共運輸車輛和計程車服務 522,015 人次 

 

自 2016 年初以來，Laval 公共運輸公司（STL）啟動巴士（專用車道，

智慧路口號誌等）優先措施。該系統目的提供乘客載更大、且具有路口優

先權的公車。參觀者前往拉瓦爾在北美運營的第一輛 12 米電動巴士，並

將聽到車輛性能的解釋，這是 STL 決心大膽推進其網絡電氣化的決心的證

據。 

參訪內容 

 車載設備演示，包括 GPS，車載設備，駕駛員控制台，數位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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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乘客計數係統等。 

 參觀運營中心、即時監控巴士、即時排班規劃 

 

 

圖 51.公車優先措施號誌 

 

 

圖 52.公車優先措施號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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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PMG 機動車輛測試和研究中心 (PMG’s Motor Vehicle Test 

and Research Center) 
 

由加拿大運輸部門設立的機動車輛測試和研究中心（Motor Vehicle 

Test and Research Center, MVTC），不僅是加拿大唯一的機動車輛測試單

位，也是北美洲最先進的車輛測試中心。加拿大運輸部在過去的 20 年中

一直依靠 PMG 技術對機動車輛測試和研究中心（MVTC）的管理。MVTC

是國內外研究工作組的積極參與者，並開發了大量的測試方法來評估生態

能源，電動和自動駕駛汽車的性能，效率和自主性。MVTC 擁有超過 150

萬美元的設備，25 公里的測試軌道和環境艙以及室內碰撞實驗室，可以進

行多種由具有多年經驗的專業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進行的先進駕駛輔助系

統（ADAS）測試測試領域。 

MVTC 是加拿大唯一的同類型測試單位，也是北美最先進的中心。 

2012 年，MVTC 被國際汽車檢測技術國際評選為「年度最佳碰撞試驗中心」。

目前正在計劃建立一個智慧、無線通訊和自動駕駛汽車測試和研究中心，

透過多年的測試作業所累積的經驗，致力於追求創新的客戶解決方案，加

上持續參與國際研究工作，MVTC 的服務包括： 

 功能強大的測試方法。 

 絕對的測試精度和可重複性。 

 最先進的高速視頻影像。 

 即時簡潔的文件。 

參訪行程包括： 

 MVTC 測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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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 MVTC 整個設施，包括碰撞測試設施和測試軌道 

 

圖 53. PMG 機動車輛測試和研究中心-1 

 

 

圖 54. PMG 機動車輛測試和研究中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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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PMG 機動車輛測試和研究中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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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新普蘭大橋建設計畫 (New Champlain Bridge Construction 

Project) 
 

預定 2018 年 12 月完成的新普蘭大橋是北美最大的工程之一，將改變

蒙特婁的城市形象，成為大都市的新標誌。這是北美最繁忙的跨越大橋之

一，每年有 5000 萬輛汽車，公共汽車和卡車穿越新普蘭大橋。新普蘭大

橋除了被大都市地區的居民用於日常通勤之外，還是加拿大和美國之間貨

運的重要陸上通道的一部分。新尚普蘭大橋建設項目包括 

 3.4 公里的新普蘭大橋 

 為 L'Île-des-Sœurs 建造一座 470 米的新橋 

 拓寬阿特沃特交匯處和新橋之間的 15 號公路 

 改善南岸 132 號和 10 號公路的斜坡到橋樑。 

參訪行程包括 

 觀察基礎設施建設期間使用的智慧交通系統，了解永久實施的交通管

理系統 

 全面工作現場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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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New Champlain 大橋-1 

 

 

圖 57. New Champlain 大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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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Turcot 交流道重建計畫 (Turcot Interchange Reconstruction 

Project) 
 

Turcot 交流道每天要經過 30 萬輛汽車，Turcot 重建計畫目前是魁北

克省最重要的道路工地。 它包括 Angrignon，De LaVérendrye 和蒙特婁 - 

西交流道以及 15,20 和 720 高速公路相鄰路段的重建。 

參訪行程： 

 介紹重建過程中使用的智慧運輸系統，例如太陽能藍牙檢測技術和交

通監控系統。 

 參訪藍牙偵測站以及工作現場的導覽 

 

 

圖 58. Turcot 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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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Turcot 交流道重建計畫 

 

5.10 蒙特婁港  - 港口卡車管理計劃  (Port of Montréal – 

Harbour Trucking Management Initiatives) 
 

蒙特婁港是加拿大第二大港口，也是北美東部沿海第五大貨櫃港。 

2016 年，蒙特婁港處理了 150 萬個 20 英尺標準貨櫃（TEU）和 3540 萬噸

貨物。港口每天處理大約 2,500 輛卡車，因此面臨日益嚴重的道路壅擠壓

力。 

為了減少對環境的影響，保持貨物流動性的競爭力，蒙特婁港最近推

出了新的卡車運輸網站 PORTAL（www.portmtltrucks.com），該網站和移

動應用程序提供卡車司機和調度員卡車的即時資訊。該系統的目的在協助

卡車車隊優化運送路線和班表。蒙特婁港透過各種技術（RFID，車牌偵測

器，藍牙等）偵測各種數據其大數據也被用來設定溫室氣體減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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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內容： 

 ITS 在港口卡車運輸領域的應用 

 參訪港口的大部分設施，出入口控制點，卡車管理流程和數據搜集 

 

圖 60. 蒙特婁港 

 

圖 61. 蒙特婁港 - 港口卡車管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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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蒙特婁港 - 電子導航倡議 (Port of Montréal – Electronic 

Navigation Initiatives) 
 

蒙特婁港是加拿大第二大港口，但與北美大西洋東海岸的競爭對手不

同，它是內陸港，在聖勞倫斯河上游約 1600 公里。 它的地理位置雖是優

勢，但也帶來了挑戰，其中後者是船舶全年在復雜的水域上航行的必要條

件。 

參訪行程： 

 參觀港口運營控制中心，介紹各種工具協同作業以協助船員及其船舶

航行規劃，實現安全和效率的轉運 

 介紹加拿大海岸警衛隊海上門戶（CCMP），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IS）

和聖勞倫斯全球觀測站（SLGO） 

 

圖 62. 蒙特婁港區管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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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蒙特婁 BIXI -自行車共享計畫 (BIXI Montréal – Welcome 

to the Epicentre of Bike Sharing) 
 

蒙特婁於 2009 年推出的 BIXI 是北美第一個自行車共享服務。透過引

人注目的設計和方便性，BIXI 自行車迅速超過 25 萬用戶。BIXI 在 2008

年被“時代”雜誌評為年度發明獎、2016 年度 Calypso 國際大獎，以及榮

獲“愛迪生最佳新產品獎”的能源與可持續發展類最佳產品金牌獎，“國

際設計傑出獎”（IDEA）青銅獎的最佳創新。BIXI 的自行車共享及其後

勤系統不斷擴大和優化運營，以配合用戶的持續增長。 

參訪行程： 

 參觀蒙特婁 BIXI 辦事處，了解管理部門是如何提供系統服務，包括維

修，客戶服務，行銷等。 

 實地體驗。 

 

圖 63. 蒙特婁 BIXI 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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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蒙特婁 BIXI 自行車 

 

5.13  A25 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  (A25 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ETC) System) 
 

A25 高速公路總長 7.2 公里連接蒙特婁島和東北郊區，包括一座收費

橋，連接位於蒙特婁的 A25 / A40 轉彎處和拉瓦爾的 A25 / A440 高速公路

交匯處。運輸管理部門（MTMDET），透過電子收費系統（ETC）向用路

人收取通行費。 

參訪行程： 

 車輛行車時間（從車輛的檢測和識別）直至交易結束和資料搜集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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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設施和影像辨識區域以及道路監測和道路養護設施 

 

圖 65. 蒙特婁 A25 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 

 

 

圖 66. 蒙特婁 A25 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 

 



61 

 

5.14 小結 

本屆 ITS 世界年會中，主辦國家加拿大特別安排多達 13 場的技術參

訪活動，領域包括交通管理與控制、先進車輛測試技術、自行車共享、公

共運輸、港埠管理、基礎建設等領域，範圍非常廣泛，值得臺灣學習之處

有二： 

1. 所有計畫實務結合與管理機制程度非常落實，基層人員對 ITS 的認知

與使用熟練，各項計畫成果對單位或民眾的效益顯著。 

2. 加拿大本次所提供的技術參訪活動整體技術層次並不艱深，以 A25 高

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或蒙特婁市 iBus 運營中心等計畫為例，臺灣不僅

有類似的計畫，且計畫整體執行績效與狀況也不亞於加拿大。顯示我

國確實有實力可以爭取 2022 年 ITS 世界年會在臺灣舉辦，但在計畫整

體包裝與執行成果宣傳部分仍需要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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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智慧型運輸系統年會(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World Congress)

是世界各先進國家為推廣智慧運輸系統應用及介紹相關領域之技術，每年

分別於亞太、歐洲、美洲三地區輪流指定主辦城市舉辦世界大會年會，從 

1994 於巴黎舉辦第 1 屆世界年會迄今，於今年加拿大蒙特婁所舉辦之智

慧型運輸系統世界年會，已堂堂邁入第 24 屆。  

本次智慧運輸系統世界年會的主题是「下世代的整合移動：驅動智慧

城市（Next Generation Integrated Mobility：Driving Smart Cities）」，大會

內容非常豐富，包括 10 場行政會議，123 場專業會議、122 場科技會議以

及 13 場技術參訪會議等。 全球共有 100 多國家或區域代表，8 千餘位產

官學界代表出席。 

在本屆 ITS 世界大會中，臺北市政府以「Smart Transportation Enabled 

Smart City Lifestyle Services」榮獲「2017 年 ITS 世界大會名人堂產業成就

獎 2016 ITS World Congress Hall of Fame Local Government Award」，這是

臺灣第一次獲得地方政府獎殊榮，這是臺灣第四度在此獎項獲獎。2013 年

毛治國院長榮獲 ITS 世界大會名人堂終身成就獎；2015 年遠通電收股份有

限公司榮獲 ITS 世界大會名人堂產業成就獎；2016 年臺灣高速鐵路股份有

限公司榮獲 ITS 世界大會名人堂產業成就獎。除了產業技術獲得世界肯定，

臺灣的 ITS 建設發展也讓國際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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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ITS 年會另一項重要工作是爭取 2022 年第 29 屆智慧運輸世界大

會主辦權，競標簡報會議於 10 月 29 日上午舉行，競標對手有韓國首爾及

中國大陸蘇州市，本會由張學孔副理事長進行簡報，配合本會精心規劃的

競標文件，貨得在場亞太會員國代表一致肯定，最後主辦權將於 2018 年 5

月份於日本福岡舉辦之 ITS 亞太論壇投票表決。 

 

6.2 建議 

1. 「智慧運輸」是「智慧城市」的核心議題，因此在本次 ITS 世界年會

設定「智慧城市」為重點議題，不僅大會在展示會場旁特別設置智慧

城市區，在論文研討以及工作坊會場中也有相當多的討論。建議國內

發展智慧運輸服務也應考量其他「智慧城市」領域的需求與屬性，進

行跨域規劃整合，方能獲得最大效益。 

2. 本次 ITS 世界年會無論是會議數或論文發表篇數，車聯網與自駕車

（Connectivity and Autonomy）都遠高於其他議題，此外在展覽會場中

的產品，車聯網概念的相關應用非常多，不僅顯示車聯網的技術日益

成熟，世界各國皆非常重視車聯網未來的發展與應用，這一現象非常

值得國內重視。 

3. 國內目前正積極推動的 MaaS 計畫，在本次會議中也有相當多的討論

和論文發表，內容包括技術、服務、跨區域等整合議題，尤其是歐洲

MAASiFiE 計畫相關內容皆可以作為國內後續推動時借鏡。 

4. 加拿大本次所提供的技術參訪活動整體技術層次並不艱深，以 A25 高

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或蒙特婁市 iBus 運營中心等計畫為例，臺灣不僅

有類似的計畫，且計畫整體執行績效與狀況也不亞於加拿大。顯示我

國確實有實力可以爭取 2022 年 ITS 世界年會在臺灣舉辦，但在計畫整

體包裝與執行成果宣傳部分仍需要更加努力。 

5. 臺灣館在本次展覽中雖然整合國內 9 家產官學研單位的研發成果共同

展出，但相較亞太地區日本、韓國或新加坡等國家展館，無論在整體

規模、展示內容等方面，仍有些許差距。此外臺灣館所展示的研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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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與內容無法展示我國 ITS 發展主軸，內容也略嫌薄弱。建議臺灣若

要爭取 2022 年世界年會主辦權，仍需要繼續加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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