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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智慧運輸世界大會(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World Congress, ITSWC)係全球三

大洲輪流主辦的交通運輸科技專業會議，不僅政府單位非常重視，也吸引資通訊產

業大廠積極投入。中華郵政公司補助報告人前往丹麥哥本哈哥市(Copenhagen, 

Denmark)參加「第 25 屆智慧運輸世界大會」(25th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World 

Congress, ITSWC)，會議日期為 2018 年 9 月 17~21 日。本年度世界大會由 ERTICO 

(ITS-Europe)擔任主辦單位，City of Copenhagen、ITS-Denmark 共同承辦，另由 ITS-

Asia-Pacific、ITS-America 等機構配合辦理各國政府官員、學者、業界專家之推薦與

聯繫等。主辦單位在會後總結報告公布，本年度總計有 90 餘國、約 1 萬人參加大

會相關活動。報告人主要參與項目包含發表 1 篇研究論文、參加技術參訪、參觀展

示攤位、國際交流等。本報告書概述參加會議經過、觀摩心得、並提出數項建議，

可供中華郵政公司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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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國目的 

經由中華郵政公司之補助，報告人得以前往丹麥哥本哈哥市 (Copenhagen, 

Denmark)參加「第 25 屆智慧運輸世界大會」(25th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World 

Congress, ITSWC) ，會議日期為 2018 年 9 月 17~21 日。報告人主要參與項目包含

發表 1 篇研究論文（如附錄 1 所示）、參加技術參訪、參觀展示攤位、國際交流等，

大會議程、場次安排內容、展場攤位與活動區位平面圖等，詳如附錄 2 所示。 

二、 會議概述過程 

「第 25 屆智慧運輸世界大會」(25th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World Congress, 

ITSWC)，會議日期為 2018 年 9 月 17~21 日。大會主場地 Bella Center 是北歐地區最

大型國際會展中心，位於哥本哈哥市東南區，建築設計很有特色，並且在造景設計

上巧妙地展示丹麥非常注重環保、善用清潔能源、高階風力發電技術等特色（圖 1- 

4）。 

本年度世界大會由 ERTICO (ITS-Europe)擔任主辦單位，City of Copenhagen、ITS-

Denmark 共同承辦，另由 ITS-Asia-Pacific、ITS-America 等機構配合辦理各國政府官

員、學者、業界專家之推薦與聯繫等。主辦單位在會後總結報告公布，本年度總計

有 90 餘國、約 1 萬人參加大會相關活動。 

   

圖 1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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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圖 4 

本年度大會主題為「智慧運輸帶來高品質生活」(ITS- Quality of Life)，此係由

於哥本哈根市目標訂於 2025 年成為全世界第一個「碳中和城市」(carbon-neutral city)，

此項極具難度的目標必須借助智慧運輸的技術與方案，以確保在高強度的節能減

碳運作機制下，都市發展所需要的交通運輸功能不會衰減。哥本哈根市充分把握此

得來不易的地主城市契機，在全球各地來訪的賓客面前，驕傲地展示多項成果、進

行中的計畫、持續研發的創意構想等。 

在議程方面，共分為 6 大類： 

1. 開幕、閉幕典禮（Opening & Closing Ceremony） 

主辦單位精心設計富有當地文化特色之表演節目，穿插於儀式項目進行之中， 

深致歡迎之意，亦傳承接續於來年之主辦國。 

2. 研討場次（Sessions） 

• 大會場次（Plenary Sessions） 

邀請政府與業界重量級人士針對本屆大會主題與推動政策提出專精看法，共 3

場。本年度規劃重點聚焦於發展智慧運輸成為開放平台，運用於未來日常生活中，

以符合環保、節能、永續等新世代挑戰，且兼顧經濟成長之目標。 

• 執行場次（Executive Sessions） 

由高階產業界執行長、政府官員與資深學者發表其自身經驗及專業見解，共 12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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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場次（Special Interest Sessions） 

邀請開發及建置 ITS 系統之專家暢談研發及落實 ITS 所面對之挑戰，規劃為公

開論壇與工作坊之形式，共 90 場。 

• 科技論文發表場次（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essions） 

這是大會重頭戲之一，約 500 份專題研究成果在此發表，共 90 場。 

• 產業論文發表場次（Commercial Paper Sessions） 

產業界新近開發完成或改善之後的產品、設備與創新理念等，對於智慧運輸服

務市場的發展有直接密切的關聯性，大會乃於展覽場安排專區給產業界人士展示

（不同於展覽場攤位的表達方式），總計 30 篇報告。 

• 躍出框架場次（“Out of the Box” Sessions） 

大會特別在展覽場安排 ITS Forum（智慧運輸論壇）專區，營造不同於科技論

文發表場次較為嚴肅拘謹的環境、促進發表人與觀眾更直接且多面向的互動，這是

本次大會的創舉之一。 

3. 展覽（Exhibition） 

參展者來自世界各地之產、官、學、研各界，包含各種研發理念、實測系統、

ITS 核心產品、關連產業、政府與運輸單位建設成果等，共有 370 家廠商與政府機

構參展。 

4. 技術參觀（Technical Visits） 

主辦單位安排 17 項行程可供選擇，參訪哥本哈根市及鄰近地區交通設施、ITS

科技研發成果與先導測試專案等，內容計有交管中心、交通資訊中心、橋梁/隧道

監控中心、智慧住宅、智慧城市、自行車系統、海港與空港等。 

5. 技術展示(Showcase Demonstrations) 

大會設計 9 項技術展示，在研討會會場附近道路設置實物展示(Demo)，將多個

ITS 技術及設備串連在一起形成一個智慧服務路網，可提供來參與之專家學者體驗

及指教。內容除了持續關心的交通安全與管理、永續運輸、個人化服務等，因應自

駕車潮流與地主國自行車的重要地位等，亦有廠商提出創意服務與大會主題相呼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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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交活動（Social Events） 

大會安排歡迎酒會與大會正式晚宴（收費）提供交誼機會。 

三、 開幕典禮 

9 月 17 日下午舉行大會開幕式，歐盟運輸部長(European Commissioner for 

Transport) Violeta Bulc 女士、哥本哈根市長(Lord Mayor of Copenhagen) Frank Jensen 先

生 、 科 技 與 環 境 事 務 副 市 長 (Mayor of Technical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 in 

Copenhagen) Ninna Hedeager Olsen 女士等，分別上台致詞歡迎來自世界各國的代表

團，並且清楚陳述智慧運輸在歐洲都市、歐盟國家、歐盟區域發展的關鍵性地位，

三大洲智慧運輸聯盟(ERTICO - ITS Europe, ITS America and ITS Asia-Pacific)執行長

（秘書長）亦分別登台陳述智慧運輸在各區域日益受到重視的價值。更令人興奮的

是丹麥王儲 Frederik André Henrik Christian (HRH the Crown Prince of Denmark)親臨大

會發表演說，強調丹麥對於智慧運輸的重視與期待（圖 5、6）。 

 

   

圖 5                                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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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的重要內容包含頒贈「世界大會終身成就獎，Hall of Fame of World 

Congress on ITS」，亞太地區推薦的世界大會終身成就獎係由我國交通部政務次長王

國材博士獲得，這是繼 2013 年第 20 屆智慧運輸世界大會頒贈終身成就獎給時任行

政院副院長毛治國博士，我國第二度獲此殊榮。在亞太地區，我國從未獲得世界大

會主辦權（澳洲、日本與韓國各自主辦兩次世界大會），卻能夠在此世界大會殿堂

再度獲得肯定，實在是令人感到非常興奮與驕傲。尤其是王政次先前擔任中華郵政

公司代理董事長將近一年，在大部繁重政務之中，仍須兼顧中華郵政公司的重要事

務督導與推進，基於此一層特殊關係，報告人更是感到在大會現場親身觀禮的寶貴

價值。我國派駐丹麥代表處莊恒盛代表（大使）也到場觀禮並表達祝賀（圖 7）。

頒獎典禮之後，台灣代表團成員齊聚大會舞台合影，為我國與王政次在國際場合的

發光發亮而歡呼。大家隨後進入展覽場、來到台灣館，再度與王政次合影，所有人

都要與 ITS-Taiwan 更緊密結合（圖 8-11）。 

 

                                                       圖 8 

                     

圖 7：前排(右)王國材政次，前排(左)莊恒

盛大使，後排(右)ITS-Taiwan 理事長張永昌

博士，後排(中)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吳盟分董事長，後排(左)報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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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圖 10                                 圖 11 

四、 展覽參觀與心得 

展覽場安排與台灣的交通運輸或科技專業年會並無顯著的不同，但有幾項是

報告人覺得非常貼心且能夠讓與會人更融入這場活動的： 

1. 會場入口處有免費提供「Dailynews」的書刊，將昨日在研討會所發生的談話或事

件整理至裡面，可以讓與會者更投入於研討會中，或能補齊遺漏的資訊。 

2. 提供專屬於研討會的 APP，與會者透過手機下載即可方便且明瞭地查詢任何資

訊及場次時間（圖 12、13）。 

6 



 

3. 備有相當多令人休息的地方，可能場地夠完整是其中原因，也有專門為簡報者提

供的準備區，處處都可以看到茶水區與管制人員，感受的到主辦單位相當重視每

一個環節。 

4. 將累積 25 屆(1994~2018)的世界大會主視覺圖案在會場人流主要動線處匯集展示

（圖 14-18），無論資深人員或後進新秀都會有特殊的感受，來自曾經主辦的國家

（城市），不免油然而生光榮感。報告人細數之後，驚覺已經參加超過一半的世

界大會（總計參加 13 屆），沒有重複主辦城市的案例，顯示智慧運輸是全球主要

都市共同的努力方向。 

參展廠商在現場爭奇鬥豔，無不拿出最佳產品與創新設計，吸引參觀人潮與商

機。報告人特別被一組電動物流自行車吸引，車體造型、功能設計、環保概念等，

都有獨到之處（圖 19-22）。還有許多互動的展示儀器皆可以免費嘗試，此外，另一

個吸引報告人目光的是個人化電動車（圖 23、24），該產品非僅限於代步交通，能

手提至任何地方或做為手拉車，駕駛起來如同行駛機車，前方有感應裝置，如遇上

障礙物會自動停駛避免撞上。 

展覽場現場相當的遼闊與豐富，且有很多都與「駕駛人」或「無人駕駛」有關

的儀器，可見如何提升駕駛安全、提供交通服務已是全世界所關心的議題。傳統手

機大廠 Nokia 有一句著名的廣告標語「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現在依然深入人心，

似乎蘋果手機更能掌握人性科技，且理解使用者的需求，短短數年風靡全球、造就

驚人的市場價值。因此田野實際觀察與感受變得更為重要，想知道什麼資訊，有什

麼需求應被滿足，不應該一味地從供應者的技術角度出發，在展覽場是最直接可以

知道設計者所欲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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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圖 13 

 

 

 

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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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圖 16 

圖 17 

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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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9 圖 20 

圖 21 圖 22 

10 



 

   

 

五、 論文發表 

大會的科技論文議程、展示內容、專家演講、高階官員圓桌會議等，係經由國

際議程委員會討論設定為六項主軸議題，符合當今全球化趨勢、重視環保、資通訊

科技迅速發展等特性。主辦國基於北歐地區跨國境之交通運輸非常頻繁，歐盟會員

國之間亦是如此，必須相互溝通謀求有效的方案，因此增加第七項主軸議題。報告

人觀察到物流(goods delivery)被單獨設定為主軸議題之一，顯示其被全世界關注之

重要性，報告人亦聯想起中華郵政公司積極發展智慧物流服務體系，確實與世界緊

密接軌。 

1. Mobility services - from transport to mobility to livability 

2. ITS and the environment 

3. Connected, cooperative and automated transport 

4. Next generation goods delivery 

圖 23 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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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atellite technology applied to mobility 

6. Transport network operations 

7. Cross-border mobility solutions 

報告人發表之論文 Application of ANN Models to Simulate Personalities Causing 

Aberrant Driving Behavior and Construct the Driving Risk Level for Inter-City Bus Drivers，

中文名稱「運用類神經網路模擬人格特質所造成之偏差駕駛行為與建構駕駛風險

分級體制-以國道客運駕駛員為例」，詳見附錄 1。本論文之研究緣起係基於國道客

運為臺灣地區主要之中長途城際運輸服務之一，在肇生交通事故時，往往因大客車

載客容量特性而造成大量的人員傷亡。歷年官方統計數據皆指出，90%以上之交通

事故主因係人為所致，故駕駛員的駕駛行為係影響整體行車安全性之重要因子；而

駕駛員品質不僅直接影響國道運輸安全，更為影響客運公司營運績效之關鍵。近年

來，國道客運服務品質逐漸受到重視，駕駛員之駕駛行為亦被列為國道客運評鑑項

目之一，顯見駕駛行為對國道運輸品質影響之重要性。無論從學理論述或經營管理

者經驗分享，客運駕駛員之駕駛行為受到自身人格特質一定程度之影響，為確保乘

客人身安全及提升客運業者營運安全績效，實有建構人格特質影響偏差駕駛行為

與駕駛風險模式之必要。本研究透過個案客運公司提供行車紀錄器資料、辨認可能

導致交通事故風險之偏差駕駛行為，並就整體駕駛風險加以分級，以衡量個別駕駛

員整體駕駛風險性高低；另藉由個案公司協助問卷發放取得駕駛個人資料，了解人

格特質與駕駛風險之間的關聯性。本研究以偏差駕駛行為為基礎，評估駕駛員風險

值、建立駕駛風險分級制度，並分別建構模型檢驗人格特質對國道客運駕駛員之偏

差駕駛行為特性與風險分級結果之影響。本論文的研究發現符合統計檢定顯著性

之門檻值，顯示具有客觀性與合理性，此模型後續得以進一步推展成為既有駕駛員

安全風險管理與適任性評估，同時亦憑以作為新進駕駛員聘任的參考指標之一。 

 

 

12 



 

基於此論文之過程經驗與合理結果，未來此研究方法可以推廣至物流運輸系

統之管理面。在標準化物流體系中，貨運車輛的動態監控平台是必備的基本設施

（功能），但是，現有的車隊監控系統多數僅止於車輛即時位置與歷史路線軌跡，

駕駛員的操作車輛行為需要數位式行車記錄器（類似飛機的黑盒子）執行即時、不

間斷的紀錄與儲存，必要時以無線通訊模組傳送回監控中心，此種數位式偵測、紀

錄、無線傳輸機制乃形成智慧物流的重要特徵。財務投資往往是智慧物流發展的重

大瓶頸之一，以致於物流業者能晉升智慧物流者實不多見，以致於物流產業的質能

進步緩慢。中華郵政公司實為全國最大規模的物流企業體、又是國營體制，在經費

籌措面並非困窘；進一步言，每天有將近一萬名同仁（車輛）在全國各地道路網疏

運、遞送信函與包裹，其交通曝光量換算之風險值實在非常驚人，任何能夠降低物

流營運風險的機制都必須積極追求到位。簡言之，轉型朝向智慧物流體系推進，必

然是中華郵政公司在楬櫫數位轉型策略之際，必須優先推行實踐的範疇。如何規劃

出符合成本效益的實施方案，不啻為經理部門重中之重任務。 

此論文的另一個關鍵特色，「駕駛員人格特質與駕駛風險之間的關聯性」是學

術文獻與實務領域尚不多見的研究成果，也是可以水到渠成引介至中華郵政公司

的智慧物流體系，使其功能更加超越多數專家的期盼。大多數物流（貨運）公司駕

駛員的管理制度較為鬆散，駕駛員人格特質的基本資料不易搜集彙整，然而，中華

郵政公司管理制度健全、各級主管與駕駛員日常互動密切，實施人格特質調查（問

卷或面談）的成功性頗高。因此，開發專屬適合於中華郵政公司的駕駛員風險評估

模式之可行性相當高。若為建立主動預防風險機制，必要做法是將此模型納入新進

駕駛員（郵務人員）招考聘任的程序內，篩除潛在高風險者（駕駛適任性不通過中

華郵政公司的門檻）。在現有員工的交通安全管理層面，可以綜合考量前述操作車

輛行為特性、個人人格特質等，客觀審定個人交通風險參考值，以個別通知方式提

醒員工多加留意，也適用於各級主管日常之員工關懷、提升差異化職能培訓的效

果。 

 

13 



 

綜合而言，智慧物流系統功效之達成，必須在交通安全獲得有效確保的前提，

始有營運績效提升之成就。改善交通安全是需要高階管理者有清楚認知與具體承

諾，才能夠投入適當經費與設備、長期持續蒐集完整資料（人員、車輛）、分析資

料、建立中華郵政公司駕駛員風險評估模式、鉤稽現有營運管理體系與在職訓練計

畫，逐步改善現有在職人員（駕駛員）的交通風險。進而在招募制度中增加交通風

險預防機制，篩選交通風險較低者成為中華郵政公司工作夥伴，營造安全健康的良

好工作環境。 

六、 技術參訪 

DOLL Lab 係歐洲最大的測試場、展示區、創新基地、聚焦於智慧城市與智慧

照明應用，其全名為 Danish Outdoor Lighting Laboratory (DOLL)，該場域面積約 1.5

平方公里，乃為正常使用中的工業區，常態性工作人口約 1 萬人。基於追求清潔能

源之國家目標，在此區域設置實際運轉的真實生活環境實驗室(Living Laboratory)，

俾以測試智慧連網城市(Smart and connected cities)的諸般課題。 

此場域邀請科技廠商、新創團隊、哥本哈根市鄰近都市、研發機構、大學等成

為策略性夥伴，提供空間及開放式平台給予照明設備廠商進行測試，例如智慧照明

監控系統與車輛偵測器之整合，未有車輛出現之處，無須發出照明，可能達到節能

減碳效果。 

自 2014 年啟用以來，DOLL Lab 已經結合 40 餘個國內外企業在此場域測試或

展示最新的智慧照明方案。例如某處戶外停車場照明的燈具樣式與太陽能板電源，

同時裝置數套不同型式，即可在相同環境背景下，評估較佳之型式（圖 25）。亦有

某處燈桿連接了聲響偵測器（圖 26），將分貝值轉換為控制 LED 燈色的指令，在夜

間的喧嘩聲將使路燈光色由溫暖的燈泡色轉變為刺眼明亮的白色光，噪音製造者

將無所遁形，引導民眾自我控制行為。 

DOLL Lab 近期的亮點是區內設置了全世界第一座 5G 無線通訊基地台，整合

於路燈桿，解決了 3G/4G 基地台建設之難題，而且使用太陽能板作為電力供應(圖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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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5                              圖 26 

  

圖 27                          圖 28 

中華郵政公司應該可以參考 DOLL Lab 的營運理念，在郵政與儲匯業務不致受

到明顯干擾的前提下，開放正常營運的場域（局屋設施監控、營業廳、服務櫃台、

郵遞車輛與郵務士等），結合學術界、法人機構、科技廠商等，進行符合彼此共同

效益的現地測試，只要構思一套合法有效的程序，必然可以獲得我司績效提升的方

案，亦可協助其他機構的目標達成，此允為國營企業回饋社會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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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閉幕典禮 

大會閉幕典禮並非行禮如儀、邀請幾位貴賓致詞，籌備委員會有適度分工、彙

整數日以來眾多場次高階官員、技術專家與企業主管的討論內涵，現場公布大會七

大主軸議題的結論，無論是達成具體共識或仍有待再探討的議題，使得與會人員得

以體認世界主流趨勢、繼續往前推進（圖 29、30）。 

智慧運輸世界大會的優良傳統之一是在閉幕典禮舉行「接棒傳承儀式(Passing 

the Globe Ceremony)」，然後由下一屆主辦城市的代表致詞邀請大家明年度再相會，

2019 年主辦城市為新加坡，照例製作三分鐘短片呈現新加坡的好客熱情、科技發

展、智慧運輸特色等（圖 31、32）。 

   

          圖 29                                圖 30 

   
             圖 31                               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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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結語與建議 

台灣與會者近 70 人參與盛會，包含大學教授與學生、專業顧問機構主管、科

技公司高階經理人、廠商業務主管、政府機關與法人研究機構代表等。國內學者專

家除了發表論文，也擔任技術論文場次主持人，另有數位受邀在執行場次或特別場

次專題報告台灣地區之公私部門經驗及課題，使得世界各國夥伴仍有機會了解 ITS

在不同地區、文化背景等狀況下之實質演進。 

回頭看台灣內部，雖然大環境與國際形勢相對不利，但是有關於 ITS 之基礎研

究與多種規模建置試辦計畫都有相當明確之成果，而且絕不遜於國際廠商在世界

大會展場之亮麗看板，為什麼仍然不能讓一般民眾感到交通運輸服務與環境之進

步，大家對於日常生活仍多所抱怨？最重要的關鍵應該在於中央政府並未真正重

視 ITS，最高民意機關(立法院)也未能體察世界重要潮流之演進，在全世界大多數

國家皆已確認 ITS 之必需性而且以跨部會之力量結合民間能量全力發展 ITS 智慧

服務之際，報告人之政府單位仍僅偏重於新設施建設案，極端強調以工程建設手段

來服務民眾。事實上，以台灣的現有交通運輸設施數量、分布密度、應有的服務水

準等來評比，都可列在全球領先的層級，反而是效率性、安全性、環保性、永續性

等議題被長期忽略，這些議題實為 ITS 所特別強調注重的具體效益。將有效的策略

性方向擺在一旁，卻繼續製造問題，這就是台灣交通問題癥結所在。 

據研究顯示，地球上大約有 28%溫室氣體是來自於交通運輸的排放上，近年舉

辦之 ITS 世界會議展望就是要發展一個安全、有效率及低排放量的交通世界。歷屆

ITS 世界會議主辦國皆為工業先進國家，無論科技與經濟能力皆為世界領先族群，

因此充分利用大會期間展示其科技實力與具體成果，達到非常顯著的國際宣傳及

經貿行銷之效果。台灣在這場世界性競爭中，目前僅能爭取在亞太地區內的角色

（2011 年第二度主辦 ITS 亞太論壇會議），反觀日本已主辦第 2 屆、第 11 屆、第

20 屆；韓國已主辦第 5 屆與 17 屆世界大會；中國主辦第 14 屆大會；澳洲已主辦

第 8 屆、第 23 屆。明確地顯示先進國家已逐漸具體地將交通運輸系統智慧化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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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向前推展，並且在穩定成長之經濟宏圖中扮演重要支柱角色。我國(ITS-Taiwan)

曾經結合台北市政府共同爭取 2019 年、2022 年主辦權，但是都沒有成功，現今正

努力凝聚更多力量、以 2025 年主辦權為目標。如果爭取成功，報告人屆時都是退

休人士了，培育年輕人接棒傳承是必須的。 

交通安全改善計畫的財務投資往往是智慧物流發展的重大瓶頸之一，以致於

物流業者能真正晉升智慧物流者實不多見，無怪乎物流產業的質能進步緩慢。中華

郵政公司為全國最大規模的物流企業體、又是國營體制，在經費籌措面並非困窘；

進一步言，每天有將近一萬名同仁（車輛）在全國各地道路網疏運、遞送信函與包

裹，其交通曝光量換算之風險值實在非常驚人，任何能夠降低物流營運風險的機制

都必須積極追求到位。簡言之，轉型朝向智慧物流體系推進，必然是中華郵政公司

在楬櫫數位轉型策略之際，必須優先推行實踐的範疇，其中的交通安全環節更是關

鍵項目，如何規劃出符合成本效益的實施方案，不啻為經理部門重中之重任務。報

告人於此論文之過程經驗與合理結果，未來此研究方法可以推廣至物流運輸系統

之管理面，建立中華郵政公司駕駛員風險評估模式、鉤稽現有營運管理體系與在職

訓練計畫，逐步改善現有在職人員（駕駛員）的交通風險。進而在招募制度中增加

交通風險預防機制，篩選交通風險較低者成為中華郵政公司工作夥伴，營造安全健

康的良好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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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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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議程表與展覽場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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