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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第25屆智慧型運輸系統世界大會訂2018年9月17日至21日於丹麥哥本哈根Bella 

Center召開，大會內容包括全體會議、行政會議、特別主題會議、技術會議、科學

會議、商業會議、另類會議等。 

本次大會主題為：「提升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展示了哥本哈根利

用ITS解決方案，如動態都市空間(Dynamic Urban Space)、自行車使用的資訊可

變標誌系統(Variable Message Signs for Cyclists)、交通號誌系統最佳化

(Traffic Signal Optimization)、交通管理(Traffic Management)、智慧路燈系

統(Intelligent Street Lighting)、環保駕駛(Eco-Driving)，和交通行動服務

(MaaS，Mobility as a Service)，帶給市民良好的生活品質。哥本哈根認為ITS

是幫助改善交通，促進行車秩序和加強公共交通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提供了更智

慧、更環保、更健康的解決方案。因此，哥本哈根希望透過ITS解決方案，預計於

2025年成為第一個碳平衡的城市。 

從哥本哈根經驗得知，ITS的應用在於解決民眾生活所遭遇的交通問題，透過

一些巧思與智慧化交通管理手段，也可以獲得明顯的改善。 

國內ITS發展與應用已與國外同步甚而超前，除相關交控系統及智慧型運輸軟

硬體系統不斷更新提升外，也應思考各道路系統之服務功能需求，透過各式運具

及各道路路況資訊整合服務，而不再追求單一運具或道路之最佳化運作模式，才

能針對民眾複合式路徑及多旅次目的，提供最適合的整體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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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為推廣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ITS）的應

用及介紹相關領域之技術，由亞太、歐洲、美洲等地區智慧型交通組織發起的智

慧型運輸系統世界大會，訂每年輪流選定主辦城市舉辦一屆，從 1994 年於法國巴

黎舉辦第一屆世界大會開始，至本（25）屆由丹麥哥本哈根舉行。 

本次大會主題為：「提升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展示了哥本哈根利

用 ITS解決方案，如動態都市空間(Dynamic Urban Space)、自行車使用的資訊可

變標誌系統(Variable Message Signs for Cyclists)、交通號誌系統最佳化

(Traffic Signal Optimization)、交通管理(Traffic Management)、智慧路燈系

統(Intelligent Street Lighting)、環保駕駛(Eco-Driving)，和交通行動服務

(MaaS，Mobility as a Service)，帶給市民良好的生活品質。哥本哈根認為 ITS

可改善交通，促進行車秩序和加強公共交通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提供了更智慧、

更環保、更健康的解決方案。因此，哥本哈根希望透過 ITS解決方案，預計於 2025

年成為第一個碳平衡的城市。 

本局高速公路交控系統之發展，從 1984 年於國 1基隆至楊梅路段及國 2機場

支線建置了 80公里長的第 1代交控系統，路側設備包括車輛偵測器(VD)、閉路電

視攝影機(CCTV)及資訊可變標誌(CMS)等進行交通量收集與資訊發布；1996年於國

道基隆至新竹路段建置了 250 公里長的第 2 代交控系統，除 VD、CCTV、CMS 持續

建置外，亦引進匝道儀控系統(RMS)及國 3 北部路段隧道群的車道管制號誌系統

(LCS)，以及後期建置於隧道內的影像式事件偵測系統(IID)；2010 年則由本局負

責建置 12條東西向快速公路及高速公路整體路網共 1,410公里長的第 3代交控系

統，增加了速限可變標誌(CSLS)及 1968 客服專線、旅行時間看板(TTS)，至 2014

年計程電子收費(ETC)之巨量資料產出與分析應用，與 2017 年底建置試辦國 5 藍

牙(BT)交通資訊推播系統等；自 2018年開始由本局委託廠商統一建置 1套中央電

腦系統，結合大數據分析及自建雲端化系統平台，開始構建第 4 代交控系統，同

時於同年底推出改版 1968App與網頁，導入使用者經驗及介面(UX/UI)重新設計，

並結合電子地圖操作介面，更提供個人化的適地性(LBS)路況資訊推播服務。 

為了解目前國外在智慧運輸領域之發展及技術，爰本局於本年度編列相關預

算參與本屆 ITS世界大會，由筆者奉派參加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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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筆者於 Bella Center ITS展覽會場-台灣館前與王政次等人合影 

 

 

 

 

圖 1-2 筆者於 Bella Center ITS會場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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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紀要 

本（25）屆智慧型運輸系統世界大會訂 107 年 9 月 17 日至 107 年 9 月 21 日

共 5 天在丹麥哥本哈根市召開，含往返搭飛機時程，本次出國行程自 107 年 9 月

14 日深夜 23 時 40 分起至 107 年 9 月 23 日 21 時 15 分止，共計 10 天，詳細行程

如下。 

 

日期 星期 行程 內容 備註 

9 月 15日 

9 月 14日 

五 

六 
台北－哥本哈根 去程 

法國巴

黎轉機 

9 月 16日 日 哥本哈根 台灣 ITS 活動  

9 月 17日 一 

哥本哈根 

Bella Center 

會議中心 

1. 報到及開幕 

2. ITS 展覽會場  

9 月 18日 二 

哥本哈根 

Bella Center 

會議中心 

1. 研討會 

2. ITS 展覽會場 

3. 技術參訪：Scalling C-ITS solution in 

City of Copenhagen-a ITS experience 

in City of Copenhagen 

 

9 月 19日 三 

哥本哈根 

Bella Center 

會議中心 

1. 研討會 

2. ITS 展覽會場 

3. 技術參訪： The Oresund bridge-the 

smart link between Demark and Sweden 

 

9 月 20日 四 

哥本哈根 

Bella Center 

會議中心 

1. 研討會 

2. ITS 展覽會場 

3. 技 術 參 訪 ： Traffic Management 

Strategy in Copenhagen:City Traffic 

Management Platform and Dynamic 

Signal Control in City of Copenhagen 

 

9 月 21日 五 

哥本哈根 

Bella Center 

會議中心 

1. 研討會 

2. ITS 展覽會場  

9 月 22日 

9 月 23日 

六 

日 
哥本哈根－台北 返程 

英國倫

敦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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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交通部王國材政務次長榮獲本年度「Hall of Fame on ITS World 

Congress-ITS世界大會名人堂終身成就獎」，並於本屆世界大會開幕式接受頒獎表

揚。 

 

圖 2-1 交通部王國材政務次長榮獲本屆世界大會名人堂終身成就獎 

 

 

 

圖 2-2 主辦單位於開幕典禮聘請專家手繪本屆 ITS 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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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內容 

哥本哈根是世界上最適宜居住的城市之一。這座城市融合了當地的生活品質

和全球視野。它以其創新的氣候挑戰和環境方法而享譽國際，並享有世界上最適

合騎自行車的城市美譽。哥本哈根在面對環境、交通安全和壅塞的城市發展挑戰

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哥本哈根目標在 2025年成為第一個碳平衡的首都，若屆

時實現該項目標，將使它成為歐洲綠色技術和創新領域的領導者。哥本哈根已經

發展 ITS 和綠色交通，並積極參與了許多創新項目。這包括使用 ITS 提高駕駛通

過路口號誌綠燈的機率，使公共交通更具吸引力及便利性，減少空氣污染排放，

並提高騎自行車者的通行時間。 

本次大會主題為：「提升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為各界展示哥本哈根

最新的 ITS 解決方案和交通行動服務，透過 ITS 來改善市民居住的生活品質。哥

本哈根市堅信採用 ITS，可以讓哥本哈根於 2025 年成為第一個碳平衡的城市。哥

本哈根認為 ITS 可改善交通，促進行車秩序和加強公共交通的重要手段，同時也

提供了更智慧、更環保、更健康的解決方案。 

本屆大會透過會議研討、展覽展示、技術考察、大會交流活動，及實地示範

方式，將智慧型運輸系統相關研究成果呈現給與會人員瞭解並親自體驗。 

一、研討會 

在大會期間舉辦各種會議共 200 餘場次，議題內容環繞各國在智慧型運

輸系統推動發展之成果及所面臨之挑戰，會議依性質區分為全體會議、行政

會議、特別主題會議、技術會議、科學會議、商業會議等項。（各會議討論議

程表如附錄一） 

（一）全體會議（Plenary Sessions） 

共舉辦 3 場，讓與會者瞭解本屆 ITS 年會的重點，即如何利用綠能智能及

交通行動服務 MaaS，來提升民眾的生活品質，並提出 ITS 面對最新挑戰與

機會，以及 ITS的政策及策略。 

（二）行政會議（Executive Sessions） 

共舉辦 12場，由政府交通官員、主要組織和高級商務代表、學者等與會分

享其在最新 ITS 的經驗成就及解決方法，包括健康宜居的城市、交通行動

服務 MaaS、資料開放、如何提升安全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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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別主題會議（Special Interest Sessions） 

舉辦 90場，由專業開發者及 ITS專家，提供目前所關注的自動駕駛車輛、

交通行動服務 MaaS、5G時代的來臨、行動支付、V2I、V2X、人工智慧和機

器學習、跨域整合支付等。 

（四）技術會議（Technical Sessions） 

舉辦近 79場，由 ITS 方面之專家及學者發表論文，針對 ITS各方面的最新

發展和應用進行發表和展示，以了解最新的智慧型運輸系統技術。 

（五）科學會議（Scientific Sessions） 

舉辦 11場，由 ITS方面之專家及學者發表 ITS相關專業性論文。 

（六）商業會議（Commercial Paper Sessions） 

舉辦 4場，起源於第 11 屆名古屋世界年會，並被之後的世界年會傳承下來。

發言人透過海報和現場展示，為參與代表展示其最新的成果和經驗，提供

發言人與現場聽眾面對面直接進行充分交流和討論的平台。 

二、技術參訪 

本屆 ITS 大會之技術參訪分為兩個部分，ㄧ為哥本哈根的交控體驗行程

(Copenhagen 1:1 tours)，體驗智慧城市哥本哈根，了解該市為改善市民生

活品質所做的努力。「哥本哈根 1：1」」即是與哥本哈根市的專業人士進行一

對一會談的唯一機會，他們實施解決方案並體驗結果。體驗哥本哈根成為世

界上最適宜居住的城市之一。總共規劃安排 7 項體驗行程：哥本哈根交通管

理策略-動態號誌控制管理平台、哥本哈根的自行車 ITS解決方案、哥本哈根

解決方案實驗室、哥本哈根市的 C-ITS 解決方案-在哥本哈根市的 ITS體驗、

乘船遊覽-宜居港口的可持續解決方案、哥本哈根的智能街道照明、自行車規

劃即是城市規劃 (Traffic Management Strategy in Copenhagen: City 

Traffic Management Platform and Dynamic Signal Control in City of 

Copenhagen、ITS solutions for bicyclist in Copenhagen、Copenhagen 

Solutions Lab & BLOXHU 、 Scalling C-ITS solutions in City of 

Copenhagen–a ITS experience in City of Copenhagen 、 Boat 

tour–Sustainable solutions in the liveable harbor、Intelligent Street 

Lighting in Copenhagen、 (Bicycle planning is city planning)等；另

ㄧ為技術考察(Technical Visits)，包括哥本哈根的自動化地鐵、新地鐵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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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環、訪問 DTU：Transport 2.0 符合 Energy 2.0、交通塔東-交通管理中心、

移動的未來-Ideon 科學園區、奧爾堡大學-商業，創新和技術 ITS研究之間的

明智聯繫、厄勒海峽大橋-丹麥和瑞典間的智慧聯繫、DOLL Living Lab、瑞

典馬爾默的智能和綠色交通解決方案、哥本哈根機場-乘客服務智慧解決方案

(Copenhagen's Autonomous Metro、New Metro City Ring、Visit to DTU: 

Transport 2.0 meets Energy 2.0、Traffic Tower East–Traffic management 

center 、 The future of mobility–Ideon science park 、 Aalborg 

University–the smart link between business，innovation and technical 

ITS research、The Oresund bridge–the smart link between Denmark and 

Sweden、DOLL Living Lab、Smart and green traffic solutions in Malmö，

Sweden 、 Copenhagen Airport–Intelligent solutions for passenger 

services)等 10 項考察行程。(如附錄二) 

筆者報名參加了 2 項體驗行程及 1 項技術考察行程，以下就參訪行程概

述如下： 

（一）哥本哈根市的 C-ITS解決方案-在哥本哈根市的 ITS體驗（Scalling C-ITS 

solutions in City of Copenhagen–a ITS experience in City of 

Copenhagen） 

大會資料顯示，自 2014年以來，哥本哈根市與其技術合作夥伴 Dynniq

和 Technolution 一起在哥本哈根環城路一半約近 50 個號誌路口進行合作

服務。以 ITS-G5 服務和行動通訊（例如 3G / 4G）服務基礎下，透過交通

號號控制和通信技術，提供駕駛者或騎自行車者動態速度建議。基於這些

建議，駕駛人或騎自行車者可以調整其速度，以避免在號誌路口停車並提

高駕駛/乘坐效率和舒適度。哥本哈根市是 C-ITS實施的先驅之一，並將採

用最新的解決方案繼續在 C-ITS中發揮主導作用。 

在本次參訪行程中，大會安排停留在位於哥本哈根市東側交控中心旁

的號誌路口現勘，了解哥本哈根利用安裝於路口號誌桿上方的信號發射

器，提供車輛內車載機相關即時路況資訊，與國內目前相關單位作法相同，

而本局在國 5 試辦藍牙交通資訊推播系統，亦是採路側安裝信號發射器，

將路況資訊發送至安裝 App 的手持行動裝置。另筆者原本以為會讓參訪者

進去交控中心參觀，可惜大會是安排在另一個技術參訪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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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哥本哈根市的 C-ITS解決方案體驗參訪路線(大會提供資料) 

 

 

圖 3-2 哥本哈根市的 C-ITS解決方案體驗參訪路口(引用大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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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厄勒海峽大橋-丹麥和瑞典之間的智慧聯繫(The Oresund bridge–the 

smart link between Denmark and Sweden) 

根據大會提供資料，本行程係由遊覽車全程於提供瑞典和丹麥之間唯

一連接的厄勒海峽大橋行駛，並到達位於瑞典側的收費站。在收費站內將

介紹電子收費系統，包括車輛偵測，以及通過收費站控制速度的智慧安全

管控方式。 

另一個重點是交通控制中心，介紹瑞典和丹麥警方一個跨境連接的閉

路電視系統，以及兩個國家的救援部隊和其他系統的警報系統。 

厄勒海峽大橋的主跨是世界上其中一段最長的斜拉橋主跨，有 490 公

尺。而橋塔高 204 公尺，大橋則全長 7,845 公尺，大概是瑞典和丹麥大陸

距離的一半，重 8,200 萬公斤。而其餘的距離則位處在 Peberholm(Pepper 

islet)這個人工島上，有 4,055 公尺長。這個名稱源自對岸的薩爾特島。

Peberholm島位處丹麥，島上有一段隧道，長 4,050公尺，當中 3,510公尺

在海底下，而兩端則各有 270 公尺的引道。在島上，兩條鐵路線位於行車

路的下方。大橋橋面和水平面間有一段高 57公尺的空間供船隻航行，不過

絕大多數的船隻往來都使用杜洛格敦海峽（Drogden），即是隧道所在的地

方。(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圖 3-1 哥本哈根地圖(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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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厄勒海峽大橋(資料來源:MY MODERN MET) 



- 11 - 

 

本次參訪地點係位於瑞典端的收費站旁的交通控制中心，從丹麥出境

後，過橋進入瑞典需要辦入境簽證，故在大會即將開幕之前，筆者即收到

主辦單位電子郵件提醒是否屬申根簽證國家，避免搭車進入瑞典時因簽證

問題無法進入，慶幸本國屬申根簽證國家範圍，故無需再另辦簽證，惟當

日參訪團 1 車進入瑞典境內時(其實也只是在橋的東端收費站旁)，卻未檢

查參訪人員的護照，大概是整車採團進團出方式，故猜測是大會特地為這

次活動與瑞典方面情商通融。 

下車後，領隊先將整團分 3組成員帶開分別由專人介紹交通控制中心、

收費系統及動態減速系統等： 

1. 交通控制中心：負責厄勒海峽大橋(含隧道段)之事件偵測及路況監

控、故障排除通報，該閉路電視系統亦將同時提供給瑞典和丹麥警方，

以及兩個國家的救援部隊和其他系統的警報系統。影像監控工作臺由 1

位人員負責監看及接收通報任務，採 24小時輪班運作。初步觀察該監

控工作站及圖誌顯示牆內容較簡易，所以並無本局北區交控中心於白

天電話此起彼落的通報聲，三面採玻璃隔間採光好，也可從側邊直視

外面的收費站情形，整體工作環境舒適。另發現旁邊還有 1席工作臺，

人員直接面向玻璃窗外之收費站，並無大面的影像圖誌顯示看板監看

路況，從其桌上的麥克風設備，可能與進收費站的車輛管理廣播有關。 

 

 

圖 3-3 厄勒海峽大橋交控中心監看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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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厄勒海峽大橋交控中心監看席 

 

 

圖 3-5 厄勒海峽大橋交控中心另一工作席 

 

2. 收費系統：採人工收費、信用卡收費及電子收費等多種收費方式。其

中的電子收費是採多車道柵欄式，當車輛內的 OBU 在進收費車道前被

偵測設備偵知並於系統核對資料正確後，電子收費車道的柵欄即打開

讓其通過。另亦提供持信用卡或找零收費車道。由於是由單向 2 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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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至少 7 個收費車道，故參觀期間接近中午並未見到有等停車繳費

大排長龍的現象。 

從現場準備簡報中得知：(簡報內容詳附圖) 

 小客車佔通過收費站 90% 

 交通量持續成長 

 同時採人工收費及非人工收費 

 柵欄式多車道自由流收費 

 使用電子收費佔 82%、信用卡付費佔 15%、人工收費佔 3% 

 2018 年增加車牌辨識收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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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厄勒海峽大橋收費系統簡報 

 

3. 動態減速系統：經統計 2013年厄勒海峽大橋收費站過站的時速，大於

40km/h 的車輛佔 4.21%(206,089 輛)，平均每月超過 17,000 輛，最高

時速達 92km/h。往丹麥方向車速大於 40km/h的車輛普遍較往瑞典多，

初步瞭解應與往丹麥方向為離開瑞典境內，而往瑞典方向則是要進入

瑞典有關。當 2014 年 5 月啟用動態減速系統後，時速大於 40km/h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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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明顯減少許多，尤其是往丹麥方向降低最多。該系統係在路面埋設

車速偵測器，當車輛壓佔偵測出時速大於 40km/h時，下游不遠處之減

速系統的鋼板則會一側往下降低，造成車輛經過時產生跳動不適而減

速，經由該系統之啟動，讓通過收費站之車輛速度集中於 40km/h，增

加行車安全及改善行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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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厄勒海峽大橋動態減速系統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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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厄勒海峽大橋動態減速系統未啟動現場情形 

 

 

 

圖 3-9 厄勒海峽大橋動態減速系統啟動現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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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厄勒海峽大橋收費站進站前車道配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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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厄勒海峽大橋收費站過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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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本哈根交通管理策略-動態號誌控制管理平台(Traffic Management 

Strategy in Copenhagen: City Traffic Management Platform and Dynamic 

Signal Control in City of Copenhagen) 

哥本哈根市過去三年一直專注於優化道路網絡上的主要路廊-重點為

提供自行車、行人、公共巴士和駕駛者更好的機動性。通過優化主要路廊

的交通號誌，可以防止或縮短號誌路口的等待時間。服務目標使騎自行車

者和公共交通工具在城市中的汽車上具有競爭優勢。交通管理策略實施結

果，則反映於交通行旅時間、停靠次數和旅行時間可靠性。 

參訪行程將現勘中央路口，並介紹哥本哈根市交通號誌控制的不同方

法，包括： 

1.哥本哈根市的交通管理策略 

2.如何監控提升騎自行車者於哥本哈根道路網絡的效能 

3.號誌優化的方法 

4.使用 FCD（浮動車數據）數據作為中央走廊號誌優化的觸發器 

5.使用號誌狀態建立自行車和行人模擬器來監控服務目標 

6.調整號誌的不同方法：城市交通管理平台的優化和動態號誌控制和地

區性號誌控制。 

在本次參訪中，筆者所搭乘的遊覽車，可以透過車載機(OBU)與每個路

口安裝的信號柱所發送的號誌時制進行運算，提供駕駛可以通過前方路口

的行車速率；另如車輛停在路口，該車載機亦會顯示紅燈倒數秒數，真實

呈現 V2I 的車聯網智慧交控，然而整套系統運作最優化涉及各路口動態即

時交通量變化等因素，故筆者好奇詢問如何即時大量運算眾多路口車流量

取得最佳化，結果答案很簡單，即除了 1 處流量較大路口號誌採動態調整

時制外，其餘路口號誌均採固定時制，然後利用車載機上提供可通過號誌

路口的行車速率，讓車輛接近路口時，盡可能在第一個號誌運作周期配合

車載機顯示可通過的行車速率通過，所以整個動態號誌系統不在於處理每

個號誌路口最佳運作時制，而是透過提供每輛車可通過固定時制號誌路口

的行車速率來達到最佳化結果，實務上也確實發揮該交通管理策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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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哥本哈根交通管理策略-動態號誌控制管理平台參訪路線(大會提供資料) 

 

 

 

圖 3-13 哥本哈根交通管理策略-動態號誌控制管理平台參訪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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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載機 

圖 3-14 哥本哈根交通管理策略-動態號誌控制管理平台之車載機顯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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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覽概述 

本屆展覽涉及交通運輸、建設、通訊技術、汽車、能源等相關行業，以

及智慧型運輸系統技術綜合應用領域。參展單位包括 39家行動網路營運商、

89 家公共機構、132 家研究單位、181 家服務提供商、162 家供應商、197 家

交通運輸業、53家使用單位、44家汽車製造商。 

本國民間業界亦在 ITS 展覽會場參展發表國內廠商辦理 ITS 各項成果，

如銓鼎科技在本局國道 5 號開發之即時交通路況資訊藍牙推播系統、工研院

智慧路側預警系統及自動駕駛中型巴士、中華電信公司與交通部合作開發結

合大數據分析、智慧交通與行動支付的 UMAJI遊買集 App、遠通電收公司於本

局建置電子收費系統等，利用各國 ITS 相關人員參與大會的機會，將台灣發

展 ITS廠商之經驗與技術實績帶出國外。 

 

 

圖 3-15 由國內相關業界所共同布展的台灣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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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遠通電收公司之電子收費系統介紹 

 

 

 

圖 3-17 銓鼎科技公司開發之藍牙資訊推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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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會場中，除了剛開始發生中國 ITS 代表團抗議台灣館的布展及對本

國 ITS 代表團出席名稱有意見之小插曲外，其餘幾家廠商所開發的路側偵測

設備產品，均結合影像辨識技術及大數據分析軟體，來提升設備偵測率及辨

識功能；另有德國廠商開發影像辨識的電子收費軟硬體系統模組，可作為國

內參考，分述如下： 

（一）Citilog：SmartCam-td，標榜智慧交通攝影機，結合業者建構的雲端資料

庫，利用大數據分析攝影機所錄攝車流畫面進行交通資訊的收集，包括車

流量、車種分類、平均車速、佔有率及服務水準等，此外，透過軟體跟硬

體的配合及影像分析的技術，可以進行車輛逆向、誤闖及行駛路肩等事件

偵測。 

（二）HOUSTON：Radar SpeedLane Pro 雙雷達車輛偵測器，原先開發產品係為單

雷達偵測器，近幾年開始陸續有雙雷達產品推出，準確率較單雷達高，惟

成本亦較高，本次大會詢問業者表示，目前雙雷達產品價格已與單雷達相

近，而該公司之偵測器內另增加一組高解析度攝影機，可以透過影像自動

辨識分析，自動與雙雷達偵測出來結果進行調校，無需傳統式採人工錄影

讀取影像後進行比對校估。 

（三）VITRONIC：TOLLCHECKER，由硬體跟軟體模組組成的平台，採用影像車牌辨

識系統來進行收費。每一模組均提供主要功能，從路側到後端辦公室之車

輛偵測、車輛辨識、收費及系統維運等。這些模組皆由客製化且高效率辨

識車輛及行駛軌跡，並具有容易拆裝的時效性。後端則採圖形化顯示介面，

可依據使用者需求提供每部車輛行駛紀錄、車牌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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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Citilog SmartCam-td高解析度數位攝影機畫面(廠商提供資料) 

 

 

 

 

圖 3-19  Citilog SmartCam-td圖層顯示及影像偵測畫面(廠商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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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HOUSTON-RadarSpeedLane Pro 之雙雷達車輛偵測器(廠商提供資料) 

 

 

 

 

圖 3-21  HOUSTON-RadarSpeedLane Pro 之內建影像畫面(廠商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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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VITRONIC-TOLLCHECKER 之門架設置情形(廠商提供資料) 

 

 

圖 3-23 VITRONIC-TOLLCHECKER之後端影像處理畫面(廠商提供資料) 

 

 

圖 3-24 VITRONIC-TOLLCHECKER之後端影像處理畫面(廠商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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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筆者曾於 10 年前參加於美國紐約舉辦的第 15 屆 ITS 世界大會，當時大

會所展示的 V2I 或 V2V技術應用，初步了解是大會事先將展示路線中的號誌、

資訊可變標誌、停車位剩餘資訊等，先安排好路側設備發射器與導覽車上的

OBU 進行資訊交換的展示，而非全面性的實際推廣應用。相隔了 10 年，在丹

麥哥本哈根，這些透過路對車、車對路等車聯網的應用，已經構建在市區的

路口號誌系統、交通管理系統等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課題，並展現出 ITS 運用

的效益與發展。 

近年來在資通訊技術發展成熟及大數據分析運用普及下，影像辨識技術

的進步，將人工智慧逐漸地在我們生活中一一實現，如本屆 ITS 大會所提供

的兩款自動駕駛接駁車輛，以及今年國內智慧城市展覽中所示範供體驗搭乘

的自動駕駛車輛，都已將民眾生活帶向另一種智慧運輸的行車環境。 

此外，行動支付的普及與整合各運具的交通行動服務(MaaS)，也在近年

來於世界各地蔓延。交通已不是單一運具的選擇與服務，整合民間或個人的

私人運具，與官方提供的公共運輸，再結合在地觀光及商業活動來提供使用

者更多元與即時性的選擇，如交通部與中華電信公司合作在國 5 路廊所開發

的「「UMAJI 遊．買．集」App，即結合了「大數據分析」、「智慧交通」與

「行動支付」等功能的旅行服務 App，透過手機行動裝置將片段的大眾交通運

具加以整合，提供方便無縫的查詢、購票及搭乘服務。 

二、建議 

適逢本局交控系統軟、硬體設備陸續更新提升改善階段，中央電腦系統

也從四個交控中心各自建置獨立運作，統一由局開發一套中央電腦系統交由

各交控中心運作，並導入雲端架構平台，結合電子收費資料大數據分析功能

等，讓即時大量的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路況資訊，能迅速分析並即時提供用

路人，並透過中央電腦系統適時執行相關交管策略，即是希望能改善國道交

通之壅塞問題。 

從哥本哈根經驗得知，ITS的應用在於解決民眾生活所遭遇的交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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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一些巧思與智慧化交通管理手段，也可以改善車輛於號誌路口通過效

率，或是利用路側資訊可變標誌提供自行車騎乘者即時路況改道資訊之導

引，或是交控中心工作環境的明亮簡約設計，或是原理簡單卻效果顯著的動

態減速系統。其中在動態號誌最佳化系統中，透過車載機，以圖形化方式提

供可安全通過路口的行駛速率，同時遇紅燈時亦提供紅燈倒數秒數資訊等。

本局明年度於 1968App提供適地性(LBS)路況資訊推播服務後，後續可研議於

啟動匝道儀控之交流道入口前，提供類似紅燈倒數或建議可通過行車速率之

圖形化資訊。至於動態減速系統的簡單運作原理，可應用於需均速或易超速

之路段，惟國道主線行駛速率較高而不宜採用，避免後方車輛追撞情形發生。

另智慧路燈系統，本局刻正於１處交流道及服務區試辦，未來將視試辦結果

研議擴大試辦範圍。 

國內 ITS 發展與應用已與國外同步甚而超前，除相關交控及智慧運輸軟

硬體系統不斷更新提升外，也應思考各道路系統之服務功能需求，透過各式

運具及各道路路況資訊整合服務，而不再追求單一運具或道路之最佳化運作

模式，才能針對民眾複合式路徑及多旅次目的，提供最適合的整體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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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大會討論議程表(大會官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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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技術參訪項目(大會官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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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ITS Copenhagen(大會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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