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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部配合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及「數位國家・創新經濟

方案」，推動「普及智慧城鄉生活應用計畫」，規劃運用各式智慧聯網

科技，打造孕育前瞻數位應用服務之環境，實現以「資料」為導向，

加速城市與鄉鎮間的協作及融合，打造「共同生活圈」，藉以落實在

地實踐與產業創新，加速國家經濟轉型、平衡區域發展。另基於地方

治理、區域創新之精神，發展地方政府出題、民間企業解題的核心推

動模式，形成智慧城鄉服務解決方案。期能全面帶動智慧聯網服務之

創新發展，奠定我國特色化智慧城鄉推展基石，讓智慧應用普及城鄉，

構築一個可讓市民、企業、政府和諧共處、提升地方創生的願景。 

本次出國主要參加「國際智慧城市論壇 ICF 年度大會 Summit 

2018」會議，國際組織智慧城市論壇於 6 月 5 日假英國倫敦奧雅納

(ARUP)倫敦總部舉辦全球最佳智慧城市評比年度前七名頒獎典禮。

台灣共有桃園市、嘉義市、台南市等 3城市獲頒。能獲得 TOP7的殊

榮，相當於擊敗四百多個全球主要的智慧城市，而臺灣今年有三個城

市入圍 Top7，已創下臺灣參與 ICF競賽以來的新紀錄。 

此趟出訪與桃園市、嘉義市及台南市政府一同參與國際智慧城市

論壇 ICF年度大會，汲取本年度全球 7大智慧城市推動創新應用服務

之經驗、並宣傳台灣智慧城市應用、普及智慧城鄉生活應用計畫成果

及我國重要智慧城市產業政策，並參加 ICF舉辦之媒合會，與來自多

國產業界、政府機構及創投等代表互動，分享智慧城市建設推展經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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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一、智慧城市論壇 ICF介紹 

智慧城市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簡稱 ICF)是由非營利性

組織―世界通訊端協會( World Teleport Association WTA )所成立，總部設

於美國紐約，該組織宗旨是在研究及推廣全球以寬頻經濟及運用資通訊科

技的最佳案例。迄今全球已有 160個獲得 ICF認可的智慧城市 (Intelligent 

Community)。 

 

 

圖、ICF會員(資料來源:ICF網站) 

 

ICF 於每年 9月底前受理全球城市申請，10中旬宣布隔年 Smart 21

入圍名單，隔年 2月上旬宣布當年 Top 7 入圍名單，6月初宣布年度 

Intelligent Community 城市。 

 

二、2018 ICF評選指標說明 

2018年的年度主題為：人性化數據，評選的六大準則為：寬頻

(Broadband)、知識勞動力(Knowledge Workforce)、創新(Innovation)、數位

平等(Digital Equality)、永續性(Sustainability)、行銷倡導(Advocacy)等 6大

智慧城市指標： 

 

(一) 寬頻：具備完善寬頻網絡基礎建設的政策和計畫，足以提高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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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率和使用程度，也是智慧城市發展的基礎條件。 

(二) 知識勞動力：城市居民受教育程度、高等教育人才的提供比例，

以及研究型產業在城市中所占比例，是城市中提升產業競爭力及

經濟發展的要素。 

(三) 創新：包含政府電子化創新服務，如在市政府網站的公眾互動服

務；或透過提供本金、助學金和貸款等方式，鼓勵新企業運行的

政策，藉由新一代資通訊技術所帶來的產業變革，降低企業成本，

提升產業競爭力。 

(四) 數位平等：寬頻網路布署可能隨著區域或經濟條件導致資源分配

不均，針對弱勢族群應考量數位公平機會，實施向公眾開放電腦、

安排數位素養的技能培訓等縮減數位落差的措施。 

(五) 永續性：推動智慧城市的同時，更應特別注意環境的永續性，利

用創新的技術，減少對有限資源的依賴，讓更多的市民共享相同

的社會資源，以及重視環境問題、減少污染，成為永續發展的城

市。 

(六) 行銷倡導：智慧城市除了致力於實施以資通訊技術(ICT)為基礎

的經濟發展策略外，也必須具備營銷及宣傳能力，積極宣傳、分

享自身城市優勢及智慧化發展的成功經驗。 

 

三、出國目的 

本部配合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及「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方案」，

推動「普及智慧城鄉生活應用計畫」，計畫採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公私合作機制，公部門與民間產業以伙伴的關係共同合作發展智慧城鄉

應用方案。並規劃運用各式智慧聯網科技，打造孕育前瞻數位應用服務

之環境，實現以「資料」為導向，加速城市與鄉鎮間的協作及融合，打

造「共同生活圈」，藉以落實在地實踐與產業創新，加速國家經濟轉型、

平衡區域發展。另基於地方治理、區域創新之精神，發展地方政府出題、

民間企業解題的核心推動模式，形成智慧城鄉服務解決方案。期能全面

帶動智慧聯網服務之創新發展，奠定我國特色化智慧城鄉推展基石，讓

智慧應用普及城鄉，構築一個可讓市民、企業、政府和諧共處、提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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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創生的願景。 

ICF 為推動全球性的宣傳，近年來策略採選擇推動智慧城市較積極

國家，推動成立區域性組織 (ICF Nations) ，做為該區域之楷模，並進行

城市間交流合作的協助，藉此影響區域性國家智慧城市素質與永續，因

此於 2015 年成立 ICF Canada。有鑑於台灣積極推動智慧城市發展表現， 

ICF 期望台灣可成立 ICF Taiwan，並作為東南亞地區之楷模，共同推動

智慧城市，因此，本部於 106年 2月推動成立 ICF Taiwan，並與行政院

亞洲‧矽谷政策連結，主席由施振榮董事長出任，副主席則委請翁嘉盛投

資長擔任。ICF Taiwan亦於 2月 9日與 ICF 共同舉辦 2017 ICF Top 7 揭

示會，並邀集來自加拿大城市代表、荷蘭城市代表、愛沙尼亞城市代表

及越南城市代表等來台參與，共襄盛舉。 

全球最佳智慧城市評比，是由 ICF 舉辦，這項評比也是目前國際針

對智慧城市相關評比中，歷史最悠久也最具公信力的活動。每年 ICF 會

從 4百多個參賽城市挑選出 21個城市，獲得被稱為 Smart 21的獎項，本

（107）年度台灣獲得 Smart 21的城市為桃園市、嘉義市、台南市、金門

縣。接著由這 21 個城市挑出前七名的城市，稱為 Top7，而臺灣今年有

三個城市入圍 Top7，有桃園市、嘉義市、台南市等 3城市獲頒，並於智

慧城市論壇年度高峰會的第一天頒發 Top7的獎項，最後一天則是頒發年

度最佳智慧城市(Intelligent Community of the year)首獎。 

本次出國主要參加「國際智慧城市論壇 ICF年度大會 Summit 2018」

會議，於 6 月 5 日假英國倫敦奧雅納(ARUP)倫敦總部舉辦全球最佳智

慧城市評比年度前七名頒獎典禮，台灣有桃園市、嘉義市、台南市等 3

城市獲頒2018 TOP7的殊榮，相當於擊敗四百多個全球主要的智慧城市，

已創下臺灣參與 ICF 競賽以來的新紀錄。 

此趟與桃園市、嘉義市及台南市政府一同參與國際智慧城市論壇 ICF

年度大會，汲取本年度全球 7 大智慧城市推動創新應用服務之經驗、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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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台灣智慧城市應用、普及智慧城鄉生活應用計畫成果及我國重要智

慧城市產業政策，並參加 ICF 舉辦之媒合會，與來自多國產業界、政府

機構及創投等代表互動，分享智慧城市建設推展經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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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摘要 

一、行程表 

日期 到達地點 工作內容簡述 

6月 2日 台北倫敦 
出發 

6月 3-10日 倫敦 

1. 參與國際智慧城市論壇 ICF年度大會(ICF Global 

Summit 2018)，汲取本年度全球 7 大智慧城市及

英國當地推動創新應用服務之經驗 

2. 參與國際智慧城市論壇 ICF年度大會，汲取本年

度全球 7大智慧城市，並針對 Big Data、Open 

Data、人工智慧等技術，在智慧城鄉發展上之機

會與挑戰與相關議題進行探討 

3. 參加 ICF舉辦之媒合會(Economic Development 
Matchmaking)，與來自多國產業界、政府機構及
創投等代表互動，分享智慧城市推展經驗，並宣
傳我國「普及智慧城鄉生活應用計畫」政策及相
關階段性成果。 

4. 參加 2018ICF年度大會(ICF Global Summit 

2018)，與桃園市、嘉義市、台南市共同爭取今

年度全球智慧城市 TOP1 殊榮。 

6月 11-12日 倫敦台北 返程 

 

圖、ICF Global Summit 2018 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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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 TOP7 入圍城市特色說明 

經濟部工業局推動智慧城市計畫以來，持續推動中央與地方共同合

作，由地方政府依施政需求及在地產業發展出題且提供試煉場域，徵求

廠商解題，並鼓勵跨區域整合、在地學研及新創共同參與，達到人民有

感、產業升級、資料串集與創建生態之目標。近年，台灣已有 14個縣市

曾經入圍全球智慧城市 Smart 21，今年更有 3個縣市如桃園市、嘉義市、

台南市獲頒 2018 TOP7的殊榮，讓我國地方縣市的智慧城市建設成果站

上國際競賽舞台。 

桃園已經是第 4度獲得 Top7殊榮，包括：市民卡、智慧學校、數位

學堂、智慧防災、智慧水情 APP等都是受到肯定的項目。桃園作為亞洲

矽谷計畫為首的城市，不但擁有完善的交通網絡，更與電信業者合作，

廣布全市的有線高速寬頻基礎建置，更有超過 1萬 6千多個 WiFi、LoRa

熱點，超過一百萬的市民卡，提供邁向智慧化城市的發展基石。 

連續兩年獲得 Top7 的嘉義市，Wi-Fi 寬頻網路涵蓋率長期維持全台

前二名，全市密集佈設微型感測器(空氣盒子)，並積極推動電動機車、於

公有建築設置陽光屋頂等落實節能減碳。而因應人口老化問題，建構 「嘉

義市智慧健康城平台」醫療資源整合，提供市民及銀髮族完善照護。嘉

義市府也將持續推動資料開放平台及網路 e 櫃台便民服務系統，將公共

服務串接連結。 

首次獲得 Top7的台南市不僅擁有悠久的文化資產，更將科技與文化

城市緊密結合，廣布台南市的 Beacon創新應用，提供城市餐館、商店、

當地趣聞、歷史文化故事及交通資訊。市府建立的 IoT 環境感測平台，

提供如空氣品質、水情等視覺化即時感測數據圖表。並推動光電、綠能、

半導體等科技園區在台南市落地深根，成為科技與文化結合的城市典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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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入圍的 7 個城市除了台灣的 3 個城市嘉義、台南跟桃園外，

還有芬蘭的 Espoo，加拿大的  Hamilton 與  Winnipeg，以及澳洲的 

Ipswich，這部份就是由之前去 site visit 的 3 位共同創辦人分別與他們

去訪視的城市代表進行對談，透過對談讓大家了解這幾個城市的入圍特

點。 

(一)嘉義市 

嘉義市人口 270,366人，轄區約 60平方公里，位居於嘉義市裡的公司 90% 

都是中小型企業，而嘉義市 70% 的人口也都是在這些中小企業內上班，

並不是一個典型的工業城市。但與其他城市不同的地方在於，嘉義市的

老年人口比例很高，預計在 2026 年會達到 40% 以上，所以嘉義市的重

點在於如何提供一個適宜居住的城市，主要就是從市民的健康與學生的

教育做起。在健康方面，有一結合數據資料收集以及跟保險業者結合的

老年人居家照護平台；另外也建立 pm2.5 的空氣品質數據資料平台，全

面性的利用科技來監控嘉義市的空氣品質，這不僅只是針對老年人，而

是全市市民的生活品質提昇；另外因應老年人口的提升，嘉義市為了要

吸引年輕人回流，因此也建立健康防老園區，這不僅是提供老人的養生

環境，更是建立一個經濟生態圈，透過健康防老園區的建立，同時也發

展生醫產業與長照應用，藉此帶動相關的經濟發展與就業機會；在教育

方面，則是很重視數位教學，藉由數位化的教學方式讓學生有更為豐富

的教學資源與提高學習興趣，將過去以學生為被動吸收的教學習慣，改

為主動的思考，更重要的是，能藉此提高嘉義市學生的軟性競爭力，以



 

8 

 

強化面對未來市場競爭的適應性。除此之外，嘉義位於台灣的南部太陽

光充足，所以也開始實施綠能的千戶計畫，透過使用太陽能板儲電並回

售給台電公司以獲取電價折扣，朝向低碳城市在發展。 

 

圖、嘉義市 TOP7 分享座談會 

 

 (二) 芬蘭的 Espoo  

從 Espoo的 interview過程中可以看出，Espoo強調自己是位在首都旁的

第二大城，常會被忽略， 因此他們須發展自己的特色，與市民一起

Co-creation並將城市定義為 City as a Service，一切以服務市民為依歸與

導向。大部分的人可能對 Espoo這個城市陌生，但提到他們城市創造出

來的世界級公司Nokia與紅極一時的Angry Bird遊戲，大家都不會陌生。

由此可知，這城市確實是一個充滿創新活力的城市，因此市長 Mr. Jukka 

Makela非常自豪他們城市的 Talent Density，Espoo居民的平均教育水平

都非常高，有超過 50%的成年居民是大學畢業，因此他們是全世界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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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sity最高的城市。此外，他們也非常重視教育，提倡 School as a Service，

一改學校提供固定教學的方式，而是由學生自行探索所需學習的項目與

目標，學校再協助學生學習，培養學生真正的發展方向與興趣，並提升

創新機會。另外為了讓城市的居民能有更方便的生活機能，市長也爭取

經費將五個所謂的 City Center用大眾運輸工具串聯起來，縮短彼此的距

離，更能活絡城市的人流與金流。此外市政府也率先與Ｎokia一同規劃，

以 EspooＣity 為測試場域，廣建內藏 5G 基地台式的路燈，一同為未來

的無線寬頻網路測試，不僅達到城市無線網路的升級， 也同時協助廠

商 Nokia完成實地測試。由此了解，這城市的文化是非常開放願意嘗試，

且城市非常願意一同協助發揮 ICF PPP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的精

神。 

 

(三) 加拿大的 Hamilton 

加拿大的 Hamilton 市為一個港口城市，過去加拿大 60% 以上的鋼鐵

生產都是在這座城市運作，然而隨著鋼鐵夜蕭條，因此 Hamilton 也開

始尋求轉型從過去的工業區轉為以資通訊、照護與生命科學等產業之聚

集地。首要第一步就是建立城市自己的通訊網路公司，HCE Telecom，

提供光纖服務，積極進行全市寬頻網路的佈建，以提升經濟發展的機會。

由於過去 Hamilton 屬於工業城市，在城市轉型的另一步就是進行城市

再造，所以市政府也提供預算給廠商針對暨有工業區進行修復與重新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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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希望能將市中心規劃為更健康與舒適的區域，同時重建當地的下水

道系統與廢水處理系統，並將垃圾掩埋場改為新創基地，同時也提供小

朋友在資源回收、水資源跟永續的教學課程，也每年舉辦 Water Festival ，

透過與學校合作以實地勘查的方式，讓學童從小就深植水資源保護的概

念；在市民素質提昇上，市政府也推動 GreenBYTE 計畫，藉由二手電

腦捐贈與免費電腦訓練認證課程，設立免費的中學後教育學程，提昇低

收入市民之數位技能，也希望藉此輔導過去從事鋼鐵業之市民能有機會

轉換到新的工作，而針對 9-14 歲的青少年則成立 Hamilton Code Club

培養核心程式能力，並已逐漸擴展到週末與暑期熱門課程。另外 

Hamilton 市政府也藉由與 McMaster 大學合作成立 McMaster 

Innovation Park，藉由此育成中心並以電腦硬體與消費性科技為主軸，

以及提供硬體生產等資源輔導新創公司。後續則將與學校及研究機構等

合作，設立以生命科學為主軸的創業育成網路環境。 

 

(四) 澳洲的 Ipswich 

澳洲的 Ipswich 市在澳洲昆士蘭省中，是人口最年輕的城市，平均人口

年齡為 34 歲，比桃園市的 38 歲還年輕，預計在未來 20 年會再成長 

30 萬的人口數，所以需要至少 12 萬的就業機會。 Ipswich 在面臨未

來人口快速成長以及需要大量就業機會的挑戰下，在該市具有歷史性的

消防局建築內設立名為「Fire Station 101」的育成中心與創新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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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新的數位科技，以及可解決城市問題的應用方案，提供資金與育成

資源。Fire Station 101 也舉辦不同的專案創業活動，最主要的就是 

Application Studio，由 Fire Station 101 聯合城市服務專家、資料分析師、

新創業者等，共同發想智慧城市應用並共同爭取政府經費。下一階段的

計畫則將著重於與學校創業者的合作，藉此有效延續學校學生在畢業後

的就業機會。Ipswich 與 Hamilton 類似，都是要從工業區轉型的城市，

而 Ipswich 的工業蕭條後所引發失業潮也造成該市的犯罪率很高的問

題，但不同於 Hamilton 的地方在於 Ipswich 的居民年齡層偏低，所以

政府在訓練與協助市民轉型的方式也傾向於鼓勵民眾與廠商合作，使用

開放數據資料開發相關智慧城市應用，如植物種類判別、健康狀況觀測，

以及轉換政府用車至電動車，甚至為自駕車等。最後則是在城市內設立 

Pilot Precincts，選擇 3 個地點作為新應用的測試場域，包含智慧路燈、

水資源管理、太陽能管理系統，以及交通管理系統等。 

 

(五)台南市 

台南市屬於文化古都，而如何運用科技結合文化讓台南市成為智慧城市，

就是台南市參與 ICF 的主題「文化首都、科技翻轉」。ICF 主席兼創辦

人 John Jung 以隱藏的寶石來形容台南市，台南是台灣的文化首都，不

只文化、美食、旅遊聞名全台，也因此在旅遊上運用智慧策略，協助觀

光客獲得更多旅遊資訊與服務。台南建置了 23000顆 beacon，已經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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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完善的平台，透過 beacon 與 APP 與遊客互動，可即時提供遊客需要

的資訊，另外在台南市府內部也建置 900個 beacon，讓洽民眾透過 APP

得知局處的位置，另外，也開放 API，希望藉由不斷的實驗及測試，累

積的經驗可以在未來運用在更多市民需要的層面。除此之外，台南經歷

地震、登革熱、禽流感等三大危機，不但成功克服這些危機，並從中學

習經驗將其運用在解決之後類似的危機，例如登革熱 2015 年大爆發，

死亡人數歷年最高，台南市即成立登革熱防疫中心，建置防疫地圖開放

資料、噴藥地圖開放資料、其他各種防疫相關的開放資料並做成防疫

APP 以及智慧捕蚊燈等，並其其運用在 2016 年之後的登革熱防疫，之

後的台南登革熱疫情均獲得很好的控制，死亡人數在個位數。蕭顧問則

再補充介紹智慧捕蚊燈，如何利用科技計算蚊子的種類及可能的數量，

以便控制疫情。台南市也整合了包含旅遊、災害防治、醫療照護等，建

立的完整的城市治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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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台南市 TOP7 分享座談會 

 

(六) 桃園市 

桃園市共 9 次獲選為 ICF Smart 21，今年更為第 3 次入圍 Top 7 城市。

桃園市最為強調的就是城市位居進入國門首要之地，所以從機場開始有

高鐵、捷運到公車完整銜接。桃園也有許多針對城市發展的長期規劃，

包含亞洲矽谷、新創基地等。桃園市台灣人口最年輕的城市，平均年齡

是 38 歲，因此桃園也跟 Ipswich 面臨有同樣人口增加的問題，而桃園

則強調在交通與空污的處理議題上，透過推動 Green Transportation，包

含電動機車、公車與分享公車等方案，同時將停靠站的數量提高，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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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公車的使用率；而在空污議題上，桃園市內亦有不少的工業區，

所以也有安裝 sensor 藉此偵測空氣品質、廢水/污水等即時狀況，另外也

透過無人機來收集空氣品質的數據資料，以隨時監控環境污染的現況。 

 

圖、桃園市 TOP7 分享座談會 

 

(七) 加拿大的 Winnipeg 

加拿大的 Winnipeg 為一個以農業(榖物)與天然資源(森林、礦產)豐盛的

觀光城市。其中 12% 以上的市民為原住民，是加拿大主要城市中比例

最高的，因此該市也積極推動原住民的文化宣導。Winnipeg 很強調以

市民的意見為經濟發展規劃，所以他們推動叫做 OurWinnipeg 的計畫，

透過 workshop 與網路收集民眾對於未來市政的建議與看法，以作為城

市規劃的參考，這計畫共分為 4 各階段，分別為(1)收集意見、(2)確認

建議與可行性、(3)確認方案內容與(4)政策核可與實施。這計畫在 2009 

年首次執行，在  2018 年則進行第二輪，目前正進行第  2 階段。

Winnipeg 強調以市民為中心，而市立圖書館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市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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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地，除了於圖書館提供免費上網服務以及各種教學課程，也提供了 

self-checkout 的借還書服務。而在教育方面，也從學校與當地電視台開

始，培養學生與市民(當地原住民)使用數位化媒體之技巧與表達能力。

以高質化農業為主題，強化產學(當地在學)合作與職前訓練。在創新育

成方面，Winnipeg 也成立了 North Forge Technology Exchange 的當地

育成中心，提供空間、教育訓練、Mentor 服務等，亦舉辦類似黑客松

之活動鼓勵民眾發揮創意解決問題，ex. 如何提高孩童讀寫與算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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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ICF  2018  Summit研討會 

(一)快速媒合會議 

1. 會議背景: ICF舉辦國際快速媒合會(Economic Development 

Matchmaking)，旨在安排本年度 Top 7入圍城市，包含嘉義市、桃

園市、台南市、芬蘭的 Espoo，加拿大的 Hamilton 與 Winnipeg，

以及澳洲的 Ipswich等，ICF Global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Intelligent Community at City of Dublin，以及同為 ICF Nations組織的

ICF Canada和 ICF Taiwan於媒合會現場擺設攤位，並透過每場次約

半小時的時間與來自多國致力於智慧城市推動的產業界、政府機構

及創投代表進行交流互動，介紹彼此在推動智慧城市的相關方案及

實例，以利互相汲取經驗，並有機會找尋潛在合作項目。 

2. 會議紀要: 媒合會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讓廠商跟各個城市的代表能

有更多的互動，找到一些可能的合作方向，今年度有些可惜因為地

點選在歐洲的關係，所以很多美加的廠商因為出差成本的考量而無

法出席，所以廠商的參與跟以往比起來規模少很多。這次大約有 2-3 

家廠商來訪，除了有 1 家是屬於位居西班牙的顧問公司，另外兩家

就滿符合這次的大會主題，「人性化的數據」，是屬於透過資料收集

與資料分析來提供城市更好服務的廠商。除此之外，平陽省智慧城

市專區的代表也特別約了時間來洽談，他們主要是想了解台灣在推

動智慧城市的方式，也因次我把我們推動 4G 智慧城市與現在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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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鄉的經驗跟作法做了分享，尤其這次城鄉計畫有更多新的服

務案例申請提案，許多題目對於平陽省來說都是不錯的案例，他們

也很希望能有更多適合的解決方案能夠引進平陽省，所以後續也將

持續保持聯繫，以掌握可能的輸出機會。  

 

 

圖、ICF Taiwan、評審與 Tainan進行交流 

 (二) Top 7 頒獎典禮 

Summit 第一晚由前一屆的 Top 1 得獎城市頒獎給今年度的 7 個入圍

城市，這屆由 2017 Top 1澳洲墨爾本的代表擔任頒獎人，在 ICF 共同

創辦人介紹下，每個城市的代表分別領取。台灣這次入圍的 3 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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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分別由桃園市的邱副秘書長、嘉義市的張副市長與台南市的張副市長

代表領取。我國駐倫敦的林永樂大使也一同與會。 

這個活動在 ICF Summit 的議程中，又稱為 Ice Breaking session，主要

就是希望各國來與會的代表可以在這個時段能藉由比較輕鬆的安排互

相認識與交流，而首次入圍 Top 7 的台南市，也特別準備了禮物要給

其他的入圍城市代表，因此也在這個時候致送禮物，很自然的就拉近了

與其他城市之間的距離。 

這場會議由平陽省政府與集團 BECAMEX IDC 合作，越南於平陽省建

立新城市-Binh Duong Smart Region 代表 Dr. Long 也出席了這次的活

動，並且介紹平陽省政府對於平陽智慧園區的規劃，主要著重於科技、

創新與製造，希望將平陽由傳統製造業轉型為高科技製造業，同時也很

強調政府、研究機構以及產業的共同合作，並且以人才、商機、科技與

基礎設施為重點，因此更設立學校、提供商業誘因以吸引人才與企業進

駐。其實 Dr. Long 去年就來台參加過在台灣舉辦的 ICF Taiwan 成立

大會，那時候就提到平陽智慧園區是與曾獲得 ICF Top1 首獎的荷蘭恩

荷芬市合作，由恩荷芬擔任顧問的角色，協助 Becamex IDC 建立這個

智慧園區。我們也利用這個機位與 Dr. Long 進行交流，希望了解為何

當初會選擇恩荷芬作為合作夥伴，而 Dr. Long 則表示，其實平陽省政

府過去亦曾推動過類似的產業發展計畫，所以他們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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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是個很好的模式，所以當他們決定要開始進

行建立智慧園區這個計畫時，就鎖定要找也有同樣的推動經驗與模式，

所以在經過拜訪日本、美國等不同國家後，他們認為荷蘭的恩荷芬市與

他們最為合適，也因此他們進一步引入了 ICF 的六大評鑑標準，希望

可以朝著這些指標建立完善的智慧園區，也期許可以在 2 年後有機會

申請 ICF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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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TOP 7 頒獎典禮 

(四)ICF Nations and Institutes 會議  

ICF 這幾年也陸續開始成立 ICF Nations 與 ICF Institutes。目前已經

有 ICF Canada、ICF Taiwan、ICF Institute Dublin 以及今年 3 月剛成

立的 ICF Institute in Taiwan。這場會議主要是由 ICF Institute Dublin 

來介紹他們的推動經驗，並且邀請大家一起來分享其他的看法。ICF 

Institute Dublin 主要由俄亥俄州都柏林市政府於 2015  年 10 月成立，

辦公室成員為柏林市政府員工，他們透過舉辦工作坊、研討會的方式

於俄亥俄州宣傳智慧城市應用。此外他們也成立收費會員制，會員包

含城市、公司貨公協會、學校、醫院與圖書館等。Dublin 市政府也出

資補助電信業者針對智慧城市應用進行提案，由政府與業者並且由政

府與業者各出資 50%。其實 ICF Institute Dublin 就比較類似台北市 

PMO 的模式，只是 Dublin  是由公務員同時兼任，因為他們推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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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與我們在台灣推動智慧城市計畫的模式相似，所以我也在會議中

分享了台灣的經驗，主要是在於我們補助業者的方式，過去在 4G 智

慧城市計畫時，是有特別針對電信業者與非電信業者兩類型進行提案

補助，但必須要與場域主如地方政府等簽署 MOU 表示這樣的應用是

有實際需求，而透過過去四年計畫的經驗學習，台灣在今年所開始新

的 3 年期程的智慧城鄉計畫就設定了 Top Down 與 Bottom Up 的兩

種規格，希望能藉此更能貼近城市的實際需求。 

這場會議上同時也介紹了 ICF Institute in Taiwan，其實成立儀式已經在

今年 3 月在台灣舉辦過，因此在會議上只是象徵性的介紹給大家，會

後也與中華大學的葉教授及張院長針對 ICF Institute 的運作方式以及

未來可能合作的模式再進一步討論。原則上， Institute 主要是以研究

入圍 Smart 21 與 Top7 的城市，以及舉辦產業代表的 master degree 

為主，而對象是以整個東南亞為目標，所以有可能是籌組產業代表團

參訪其他國家的智慧城市進行交流等，那在進行交流的過程中，也可

能會需要到不同城市的解決方案，這就可以由 ICF Taiwan 這邊協助提

供。此外由於 Institute 剛開始推動，所以初步在國外城市的管道也會

每個城市內的大學開始在逐步往外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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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ICF Nations and Institutes 會議 

 

(五)台灣之夜 Salute to Taiwan’s Smart City Development 

台灣這次入圍的 3 個城市，利用 Summit 的第二天舉辦了台灣交流

之夜，主題訂為「Salute to Taiwan’s Smart City Development」，目的

就是要利用這機會再次行銷台灣的 3 個城市，所以也分別規劃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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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城市的代表上台致詞，並且邀請台灣代表團每個單位的成員代表

一起上台合影，一起為台灣加油。合影過後，更安排了一個介紹台

南觀光的小喬段，由台南市觀光局王時思局長透過影片與口頭介紹

的方式，將台南的美食、觀光、古蹟等讓大家還沒實際體驗之前，

能先用眼睛與耳朵體驗，透過王局長生動的介紹跟影片細膩的呈現，，

當主持人問大家想不想去台南時，大家都馬上舉手，顯示這一場的

城市行銷的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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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台灣之夜 Salute to Taiwan’s Smart City Development 

(六)Top 1 頒獎典禮 

TOP 1頒獎典禮 Summit，7 個城市中台灣就佔了 3 席，得獎名單由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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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恩荷芬市的前市長 Rob van Gijzel 代表宣布，由 Espoo 獲得第一，

不過在場一位 ICF 評審就表示，雖然沒有得獎讓人覺得遺憾，但其實

智慧城市的推動就是要一直不斷的進步，他當評審這麼多年，他覺得很

多城市在得獎之後似乎都有了停頓，這並不是他們在推動智慧城市所希

望發生的，而反觀沒有得獎的城市卻會因此而再持續不斷的精進，所以

沒有得獎或許也不需要當做是一件遺憾的事情，因為能從 450 多個國

家進到 Top 7，就已經是很棒的表現。 

ICF 的創辦人 John 曾說過，他們看過很多城市在落選的當下都會失望

的說不再參加，但冷靜之後反而又重新努力再次報名。台南去年無法晉

級 Top7，桃園去年沒有得到 Top1，在當下都表示不會再參加，但隔年

的確都再帶著更好的表現捲土重來，或許這就驗證了評審與 John 的觀

察。雖然還不知道這些城市是否還會再申請，但持續不斷的精進的確是

台灣城市會再繼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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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TOP 1頒獎典禮 

(六)開放資料讓城市有新的樣貌  

智慧城市除建構數位基礎設施，還包含介面標準、開放資料與共同智慧模

組等，這次會議中討論到資料規範的議題，智慧應用資料之共通規範，也

討論到 Open API應公開到開放平台，提供出來給企業新事業部門、新創

團隊、以及相關需求業者進行加值應用，加速各種應用的水平整合互通，

藉由 Open API扮演槓桿角色，連結資料服務商，藉由資料服務商引動業

者研發、應用、營運資料的加值應用的蓬勃發展。 

(七) The Crystal  

這次 ICF Summit 活動其中有兩天的活動都是在 The Crystal 舉辦。這是

西門子經過 18 個月於 2012 年在倫敦郊區設置的永續建築，並作為互動

式的智慧城市應用示範與教學場域。我們在會場剛好遇到辦公室就在 

Crystal 的西門子員工，所以有機會能聽到更多有關這棟建築的介紹。整體

來說，當初這個區域主要是以海港生活為主，然後隨著船的規模越來越大，

這裡只是個分支港口無法負荷大船，所以船隻不再進來，這一區的經濟也

就開始蕭條，隨之也帶來了犯罪率等問題，所以西門子就與當時的政府討

論，要將這塊地方建設為永續的環境，因此開始建置纜車、飯店、會議中

心，以活絡當地區域生態與發展，並透過教學參觀提昇民眾對於智慧城市

應用的認知與投入，除此之外，也建立了纜車、捷運、電動車充電樁與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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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車停車位等，以提供便利的交通讓民眾可以往返。The Crystal 本身就是

個永續建築，有幾項特殊的功能，包含三層中空玻璃提供充分自然光源但

僅接收到部分熱能，確保建築不會過熱；回收雨水與廢水儲存於大樓底部，

並經由過濾消毒後再作為大樓內用水；透過太陽能板(2/3 的屋頂面積)集

電，轉為建築供電與加熱用。另亦透過熱泵(Hear Pump)系統進行；建有 

3,500 個 sensor 偵側建築內外相關狀況，以進行燈光、加熱系統、太陽能

儲電、儲水系統等啟動與調整。而除此之外，西門子也把這個場域當做西

門子智慧城市應用的展示館，主要用於教學參觀用，除了介紹建築物本身

的永續特色外，也有一些相關的應用或小遊戲讓參觀的民眾可以更能理解

到如何利用科技讓城市變得更好，例如透過腳踏步即可產生能量，進而儲

存再生利用；與空中巴士合作研發利用無人機當空中計程車；透過城市應

用規劃遊戲，如交通、治安等，幫助學生了解城市治理的規劃過程等。 

 



 

28 

 

 

 

圖、大會會場 Crystal 

 

四、會後意見收集 

(一)、城市代表意見 

1. 桃園市 

這次桃園市從 450多個城市中獲選進入 Top 7相當不容易，各城市的樣

貌和大小不同，評比上我們不知道是否有歐美或亞洲思維的差異。但智

慧城市是一條無止盡的道路，桃園市希望打造成為一個舒適、合宜的居



 

29 

 

住環境，例如交通方面，在議題上如何繼續深化以達到 Top 1；在市民

卡方面，桃園市總共已發出 110萬張，整合應用了運動、圖書館、健康

和親子等的服務，要如何繼續提升市民的使用；WiFi 覆蓋率要持續加

強；在大數據平台建立和人才的養成及航空城等方面，都將和在地大專

院校合作。所以桃園市即便是獲得 Top 1，也不會停止智慧城市建設的

腳步。 

2. 嘉義市 

智慧城市的建設，像是一場龜兔賽跑。嘉義市從開始推動至今 12 年，

整體來說，最大的受益就是內部對智慧城市的認知有大幅提升。我們認

為能獲選 Top 7就是贏家。以去年澳洲墨爾本為例，他們推動智慧城市

18年才獲得 Top 1。 

3. 台南市 

智慧城市的建設跟市民的鏈結應更深化。這次獲選智慧城市 Top 7對台

南市而言是一個里程碑，台灣要有一定的自信，更有效地解決城市發展

的問題與困難。除此之外，民俗風情仍有差異，也希望可以建議 ICF 可

以有針對區域性的獎項 

(二)、ICF 評審意見 

這次在會中也認識了評審團中唯一的台灣代表，Sammi Hsiao。因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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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們也以電話會議的方式與 Sammi 聯絡以了解更多有關評審的重

點與方向。首先 Sammi 就提到目前評審團大約有一百多位，但亞洲

總共只有 3 位，分別為台灣、日本與韓國。評審團通常是在 Top 7 選

出後加入評審，他們會看由創辦人所寫的 site visit report，也會自己去

做一些 online research 甚至是自己實際去訪視。Sammi 表示城市能進

到 Top 7 就表示有一定的實力，所以 6 項指標是申請表內容的基本

盤，要想得到 Top 1 就應該再凸顯 1-2 個城市引人注目的特色、亮

點，或是論述城市永續發展的整體性。 

領導者的積極度與城市對於整體規劃的持續性為角逐 Top1 之評估重

點，城市的推動不會是只有  3-5 年，所以如果有個長遠推動的 

roadmap ，也會是讓評審有好印象，而領導者的熱忱，則是在於城市

的推動一定要有首長的支持，如果領導者有表現出他的積極，才能說

服評審覺得他是認真在推動城市的發展。 

社群媒體(市民溝通)的反應也是評審的重要評估項目之一！評審很在

意這些服務是只有政府在做還是民眾自己有體驗，所以評審會要求創

辦人在實地訪視時，都要利用時間訪問市民的心得或反應，藉次了解

城市的服務是否真的普及到市民的生活，而社群媒體的活絡，也是一

種民眾參與與市民溝通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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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 

一、深化民眾參與或鏈結 

藉由這次獲得 TOP1 的 Espoo及本次會議各場主持人跟城市與談者的

對談中觀察，民眾參與及反應，是整個智慧城市評選活動很重要的意

見，若有城市的發展政策是與民眾參與有關，一般都會被提出作分享。

由此可知，ICF除了對 PPP (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 重視之外，對

第 4 P – People 民眾的參與，也極為看中，這部分也是目前國內與國

外文化及輿情較不相同地方，但反之卻可好好想想，如何利用讓人民

參與而對政策更有感，這也會是雙贏的做法。 

二、加強成果行銷與宣傳 

各個城市能入圍到 Top 7 其實各指標應該都在伯仲之間，如何能夠凸

顯城市引人注目的特色似乎是能獲得首獎的關鍵之一。未來計畫推動

時也可再著重輔導城市進行成果行銷，並且協助進行國際行銷推廣，

如從社群媒體、國際電子報等方式，從案例介紹、活動花絮等內容進

行宣傳，逐步建立台灣城市在國際上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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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CF 2018 Ssummit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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