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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第27屆智慧型運輸系統（ITS）世界年會於110年10月9日至

17日假德國漢堡會展中心（Messe Hamburg & Congress Center 

Hamburg） 舉行，本屆年會主題係配合當今 ITS之發展趨勢及未

來方向，訂為「未來移動新體驗（Experience Future Mobility 

Now）」。 

比較特別的是，今年 ITS世界大會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緩

後，兩年來重新舉辦的一屆，也因為疫情的影響，去 (109)年美

國洛杉磯大會調整至明 (111) 年舉行。隨著歐洲疫情逐漸和緩，

並開始解封，本屆德國漢堡世界大會是疫情解封後，國際 ITS領

域第一場大型國際會議，世界各國 ITS相關領域的先進，無不踴

躍報名出席，大家共襄盛舉，總共有來自65個國家之13,250人報

名參加。 

另外，也有來自世界各國的 ITS相關廠商及 ITS協會參展，展

示各國最先進的 ITS相關技術、產品發展近況及進行中的各項實

作計畫；而國內社團法人中華智慧型運輸系統協會（ITS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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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組團參與，該協會為爭取115年 ITS世界大會主辦權，積極參與

國際活動，今年德國漢堡大會的「 ITS台灣館」，具體呈現台灣ITS

建設相關成果，以及展現建立台灣智慧運輸島的願景。經統計，

台灣產、官、學、研各界共約20餘人參加本屆盛會，共發表論文

計有16篇，成果豐碩。大家在這疫情嚴峻的期間，不畏艱難出國

打拼，感受特別深刻。 

經由參與本次年會研討會、展覽、技術展示、技術參訪等各

項活動，汲取 ITS最新技術、產業應用、各國發展經驗及未來發

展等重要資訊，對未來在高速公路推展 ITS及相關設施應用，獲

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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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為推廣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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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輪流指定主辦城市舉辦的智慧型運輸系統世界年會，從 1991

舉辦第 1 屆世界年會迄今，於 2021 年德國漢堡所舉辦之智慧型運輸系統

世界年會，已堂堂邁入第 27 屆。 

比較特別的是，今年 ITS 世界大會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緩後，兩年

來重新舉辦的一屆，也因為疫情的影響，去(109)年美國洛杉磯大會調整

至明 (111) 年舉行。隨著歐洲疫情逐漸和緩，並開始解封，本屆德國漢

堡世界大會是疫情解封後，國際 ITS 領域第一場大型國際會議，世界各國

ITS 相關領域的先進，無不踴躍報名出席，大家共襄盛舉，總共有來自 65

個國家之 13,250 人報名參加。 

智慧型運輸系統世界年會（ITS World Congress）係該領域年度盛

事，透過年會各項活動，各國之產、官、學、研各界可充分就 ITS 未來發

展趨勢、推動策略、規劃及建置、產品研發等方面進行技術交流與經驗分

享，實屬難能可貴。  

本屆年會主題係配合當今 ITS 之發展趨勢及未來方向，訂為「未來移

動新體驗（Experience Future Mobility Now）」，期透過運輸系統智慧

化與發展策略之精進，及邁向 AI、5G、雲端的未來移動推進，使 ITS 與

智慧城市及經濟發展結合，達到互蒙其利的效果。 

另外，也有來自世界各國的 ITS 相關廠商及 ITS 協會參展，展示各

國最先進的 ITS 相關技術、產品發展近況及進行中的各項實作計畫；而國

內社團法人中華智慧型運輸系統協會（ITS Taiwan）亦組團參與，該協會

為爭取 2026 年 ITS 世界大會主辦權，積極參與國際活動，今年德國漢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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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的「ITS 台灣館」，具體呈現台灣 ITS 建設相關成果，以及展現建立

台灣智慧運輸島的願景。經統計，台灣產、官、學、研各界共約 20 餘人

參加本屆盛會，共發表論文計有 16 篇，成果豐碩。大家在這疫情嚴峻的

期間，不畏艱難出國打拼，感受特別深刻。 

我國 ITS 發展的歷程與蛻變，亦與世界各國的潮流與趨勢一致，由以

往強調系統面之建設，轉變為重視民眾或管理者之服務。運輸服務需求改

變與新興資通訊科技發展，為智慧運輸服務發展與應用創造無限可能性，

而推動交通數據匯流及資料開放，並發展大數據分析及相關應用，更可提

供智慧運輸的創新服務。依據 2020 版之運輸政策白皮書，揭櫫未來 ITS

發展的願景定位為：「建立人本且永續的智慧交通生活環境」，與本次 ITS

世界年會所探討之課題，互有呼應。 

此次有幸獲派參與 2021 年 ITS 世界年會，研討會、展覽、技術展示、

技術參訪等各項活動，汲取世界各國發展 ITS 最新技術、產業應用、各國

發展經驗及未來發展等概念，對未來在高速公路推展 ITS 及相關設施應

用，獲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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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紀要 

本屆 ITS 世界年會，國內社團法人中華智慧型運輸系統協會（ITS 

Taiwan）援例組團參與盛會，因受 COVID-19 疫情影響，多家航空公司

停飛部分航班，整體運量降低，可供選擇之航線及航班時間大幅減少，所

以該協會透過旅行社安排的出發日期為 10 月 7 日，回國日期為 10 月 17

日，共 11 天，出訪期間並安排前往德國柏林考察交通運輸建設。 

本局因受限於原陳報行政院核定之出國計畫天數及預算，係自行規劃

行程前往本次年會，惟於年會期間，特別參與 ITS Taiwan 籌辦之「臺灣

之夜」活動，有機會與國內之產、官、學、研各界充分溝通及交換意見，

並與國際 ITS 貴賓進行交流與經驗分享，實屬難得的機會。 

本屆 ITS 世界年會活動期間為 2021 年 10 月 9 日至 10 月 17 日，因

出國前洽詢本國籍航空公司之航班狀況，均無法銜接轉運，且因飛機票價

大幅調漲，為節省公帑，爰請旅行社配合 ITS 世界年會日期，安排外國籍

航空公司航班，因往返中途均須於其它城市轉機，故本次出國行程自 2021

年 10 月 8 日(當日請休假並自費負擔保險費及生活費) 至 10 月 17 日，共

計 10 天。詳細行程如表11，大會活動相關照片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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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出國行程表 

日期  星期  行程  內容  

2021年10月8日  五 臺北-土耳其伊斯坦堡  去程  

2021年10月9日  六  土耳其伊斯坦堡-德國漢堡 去程  

2021年10月10日  日  德國漢堡 大會註冊報到及

2G防疫報到 

2021年10月11日  一  德國漢堡 年會開幕 

年會研討會  

年會展覽會場  

技術展示  

2021年10月12日  二  德國漢堡 年會研討會  

年會展覽會場  

技術展示 

2021年10月13日  三  德國漢堡 年會研討會  

年會展覽會場  

技術展示 

2021年10月14日  四  德國漢堡 年會研討會  

年會展覽會場  

技術展示  

2021年10月15日 五  德國漢堡 年會研討會  

年會展覽會場  

技術展示  

年會閉幕 

2021年10月16日  六  德國漢堡-土耳其伊斯坦堡 返程 

2021年10月17日  日  土耳其伊斯坦堡-台北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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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外觀 

 

會場大廳 

  

德國總理於大會開幕典禮致詞 漢堡市市長於大會開幕典禮致詞 

圖1 大會活動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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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世界年會活動  

鑑於世界各國在 ITS 發展上都面臨產、官、學、研各界整合的問題，

如何發展 ITS 產業、鼓勵民間投資 ITS 建設、整合產、學、研各界意見並

建立 ITS 技術規範、吸引大企業集團開發投資 ITS 技術、建立整合溝通

之推廣組織，並與智慧移動、節能減碳、綠色科技、永續交通及智慧城市

結合，為當今各國努力的目標，本屆年會主題係配合當今智慧型運輸系統

（ITS）之發展趨勢及未來方向，訂為「未來移動新體驗（Experience 

Future Mobility Now）」，期透過運輸系統智慧化與發展策略之精進，及

邁向 AI、5G、雲端的未來移動推進，使 ITS 與智慧城市及經濟發展結合，

達到互蒙其利的效果，主題之代表性 Logo 如圖 2 所示。 

 

 

 

圖2 第 27 屆 ITS 世界年會主題概念 

 

本屆年會主題恰與今年中華民國運輸學會委託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運

輸與物流管理學系籌劃辦理「中華民國運輸學會 2021 年會暨學術論文國

際研討會」有關「運輸的省思：社會衝擊及創新管理 (Re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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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Social Impacts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之主題互

有呼應，依據中華民國運輸學會宣示的主軸如下:為因應交通行動服務

(MaaS)、共享運具(Mobility sharing)、自駕車以及網路外送之發展趨勢，

加上面臨疫情下帶來的新常態(New Normal)，以及運輸發展過程中所造

成的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實有必要重新思考運輸服務的市場定位

及管理方式。 

由於交通資料及交通資訊為交通運輸的重要基礎，不論是交通工程、

運輸規劃、需求安全、經營管理、物流防災等領域，均須蒐集、處理、應

用及傳遞大量的交通資料與交通資訊。過去因為缺乏適合的平台，這部分

之工作多為獨立進行，因此在資源使用上有整合之空間與必要。 

現今邁向 AI、5G、雲端的未來移動推進，相關技術在電腦資源使用

上之即時性與彈性，以及運算設備成本的節省等特性，可提供作為加強交

通資訊分享、處理與應用效能的工具，亦即使各交通單元可跨越技術設備

之限制與門檻，直接以應用之方式來提升運輸系統績效，可為交通運輸帶

來新的革命。藉由整合交通運輸相關資源，共同合作打造更為舒適順暢的

交通環境，開創交通新紀元。 

今年 ITS 世界大會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緩後，兩年來重新舉辦的一

屆，也因為疫情的影響，去(109)年美國洛杉磯大會調整至明 (111) 年舉

行。隨著歐洲疫情逐漸和緩，並開始解封，本屆德國漢堡世界大會是疫情

解封後，國際 ITS 領域第一場大型國際會議，世界各國 ITS 相關領域的先

進，無不踴躍報名出席，大家共襄盛舉，總共有來自 65 個國家之 13,250

人報名參加。 

本次世界大會之探討重點為技術研發成果之展現與各國的經驗交

流，提供全球各種運輸方式的先進技術資訊。其中，產業界展示最新產品，

官方則有各國交通部門代表，展示最新智慧交通發展現況及未來展望，學

研單位則提供最具前瞻性的交通概念，此次大會可說是引領下個世代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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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發展趨勢的指標。 

另外，國內社團法人中華智慧型運輸系統協會（ITS Taiwan）亦組團

積極參與國際活動。台灣世曦董事長施義芳更以我國現任 ITS 理事長之身

份，向大會爭取 2026 世界大會在台灣舉辦，並與大會承諾明年亦將親自

至美國洛杉磯大會向其他會員國提出申請，並說明台灣舉辦大會之優勢。

施義芳理事長說明，爭取 2026 ITS 世界大會在台灣舉辦，不僅僅是在台

灣創造出 300 億展會商機，更重要的是，可以讓世界各國能有更充裕的時

間了解台灣的工程實力，這對台灣工程界組國家隊到世界打拼，才能更有

底氣。 

今年德國漢堡大會的「ITS 台灣館」，展出面積共 84 平方公尺，具

體呈現台灣 ITS 建設相關成果，以及展現建立台灣智慧運輸島的願景。經

統計，台灣產、官、學、研各界共約 20 餘人參加本屆盛會，共發表論文

計有 16 篇，成果豐碩。 

從過往各項運輸系統的革新，到近幾年討論的永續發展，或者是各項

運輸及科技的結合，不斷的提升民眾的生活品質，也讓各產業能夠順利運

作，當然在交通運輸產業發展的同時，也必須要有不同的思維，特別在新

冠肺炎疫情影響下，對運輸產業的衝擊，需省思如何因應及調整，才是交

通運輸領域能夠永續經營的發展藍圖。 

國際各國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原本跨國的人流大量減少，但物流的需

求不減反增，牽動了不同思維的管理策略；國際航班大幅度的減少，國際

及國內旅次目的與特性的改變，使得各國也立定不同的交通運輸管制方

式，以兼顧國家經濟與人民健康。在每個國家不同社會環境下，相同的衝

擊會帶來不同的結果，所採取的因應策略也有所不同，這些衝擊與影響，

是值得省思與探討的交通新課題。 

值得一提的是，團員們值此疫情嚴峻期間，不畏艱難出國打拼，可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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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能可貴。依據本次大會防疫的規定，入境德國 14 天前，須完成 AZ、

Moderna 莫德納、輝瑞/BNT 或 Janssen 嬌生等認證疫苗完整接種，進入

會場報到時，還需完成檢疫驗證程序(檢疫站如圖 3)，並配戴檢疫合格之

手環(如圖 4)，在大會舉辦期間，進入會場皆需出示手環，始得進場。 

另外，會議結束後，返國的檢疫規定也十分繁瑣，必須在回國前 72

小時內進行第 1 次 PCR 檢測，所以特別請旅行社安排在德國的診所採

檢。回到國內，在桃園機場入境時，亦須按規定採檢，進行第 2 次 PCR

檢測，接著按規定的行走動線，搭上指定之防疫計程車，由專車接送至防

疫旅館，展開 14 天的居家隔離檢疫，檢疫期滿前 1 日還須採檢，進行第

3 次的 PCR 檢測。 

好不容易盼到檢疫期滿，從防疫旅館出關返家後，接續進行自主健康

管理 7 天，自主健康管理期間，還須進行快篩試劑檢測，並將結果回報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回想這段歷程，真的是這一生中，最難得的出國體

驗，有刻骨銘心的感受。 

  

 

圖 3 檢疫站 

 

圖 4 檢疫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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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屆 ITS 世界年會也配合時尚潮流，推出智慧型手機專屬的

App 行動化應用軟體「ITS Congress App」（iOS 、Android 系統）供與

會者在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使用，該軟體提供年會之最

新消息，還有各項議事之查詢功能，經實際下載及操作使用後，感覺人機

介面親和，十分實用。 

本次世界年會活動可分為技術研討會、展覽、技術展示及技術參訪等

四大部分；其中技術研討會又可概略細分為全體會議（Plenary 

Sessions ） 、 菁 英 會 議 （ Executive Sessions ） 、 產 業 論 壇

（Associated/Industry and Partners Sessions）、技術論文研討會

（Technical Sessions）等主要類別，重點說明如下。 

 

一、技術研討會 

（一） 全體會議（Plenary Sessions） 

計有 3 個場次，分別於 2021 年 10 月 11 日、13 日及 14

日舉行，3 場全體會議之主題如下: 

1. 第 1 場主題：永續運輸。 

2. 第 2 場主題：安全、效率、整合型運輸。 

3. 第 3 場主題：數位發展。 

整合型運輸探討從單一運具到複合式運輸演進的過程以

及未來發展的趨勢，並闡述以整個都市智慧化（Smart City）

的概念，以一個都市為單位的社會基礎建設，除電力、水與廢

棄物處理之外、交通運輸也都是智慧城市（Smart City）發展

的對象，期望以講求方便性、低碳化以及投資效應，來創造智

慧型街道的目標，其中最不可或缺的就是擔負都市神經網路的

資訊通信技術。Smart City 計畫或實驗已從歐美、中國大陸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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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印度、東南亞、澳洲等世界各地，也對新能源、下一代車

輛以及 IT 產業帶來很大的商機與挑戰。 

（二） 菁英會議（Executive Sessions） 

計有 6 個場次，主題涵蓋 ITS 未來通訊技術的發展、ITS

與經濟發展、智慧運輸管理、綠色運輸（Green ITS）、未來

移動與未來城市（Future Mobility, Future City）、數位創新與

改革 、ITS 政策之實質內涵、ITS 與永續運輸、智慧運輸新

趨勢等目前各國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筆者有幸獲邀擔任菁英會議（Executive Sessions）第 4

場有關智慧交通管理-移除路障（Smart Traffic management : 

Removing the Roadblocks）之主講者之ㄧ(如圖 5 及圖 6)，

與來自美國、德國、荷蘭、以及西班牙之官方及民間知名企業

進行討論與意見交流，汲取各國寶貴經驗，實屬難能可貴。 

 

 

 

圖 5 與談情形 

 

圖 6 簡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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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會議（Executive Sessions）第 4 場於 2021 年 10

月 14 日上午 11 時至 12 時 30 分舉行，時間為 90 分鐘，各

國代表出席十分踴躍，會場座無虛席，筆者分享的主題為智慧

電子收費系統與智慧交通管理（Smart ETC & Smart Traffic 

management），向世界各國代表宣導說明國內的計程電子收

費前端及後端系統的功能、人工智慧辨識車牌機制、系統準確

度、系統營運績效、節能減碳成效、智慧管理如彈性費率措施、

智慧停車的衍生應用等。 

同時，說明結合先進的第四代交控系統，進行大數據分析

應用及智慧交通管理，將國內施行成功的案例，如精進式匝道

儀控，分析瓶頸路段 OD 資料，採長路段號誌協控方式調控號

誌週期，以及未來應用 AI 影像辨識和 AI 匝道儀控管理，ETC

資料分析與事故防制策略案例，動態地磅及智慧重車管理，鋪

面預防性整修維護等，就本局完成計程收費之挑戰後，持續針

對 ETTM 電子收費交通管理、eTag 資料之應用、雲端交通資

訊、交通預報、交通安全及重車管理等智慧化工作，積極辦理

創新與改革。當然，不忘加強宣導本局開發之高速公路 1968 

App。 

最後分享國內 ETC 的成功經驗，是構建在政府、廠商與

用路人的 PPP 合作模式，不僅吸引其他國家前來學習，其系

統顯現的高精確度及多元化營運表現，更榮獲多項國際大獎肯

定，近期並已將此項成功經驗，成功輸出至泰國、馬來西亞等

國家(簡報資料如附錄)。 

依據行政院所提供資料，面對後新冠肺炎疫情之經濟情

勢，政府積極協助產業加速升級，提高附加價值；貿易上爭取

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以強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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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合作，也同時透過簽訂投資保障協定 (BIA)，保障台商於

新南向國家的投資，有助擴大雙邊經貿投資關係。 

 新南向政策亦促進我與新南向國家雙向投資大幅成長。

以 2020 年為例，我對新南向國家投(增)資金額達 28.29 億美

元(自 2016 年推動新南向政策已成長 18.8%)；新南向國家來

台投(增)資金額達 3.81 億美元(較 2016 年成長 61.6%)。主

要對我投資之新南向國家計有泰國、菲律賓、澳洲、新加坡及

馬來西亞等。在美中貿易衝突後，以及 COVID-19 疫情下全

球供應鏈重組之際，台商對於新南向國家強化投資布局，亦有

助於我國與區域經濟及供應鏈更密切整合連結。 

遠通電收攜手工研院、大同世界科技、中興工程顧問、台

灣世曦工程顧問、研華科技、研揚科技、 凌群電腦、華電聯

網、遠創智慧等本土企業組成 ETC 國家隊，進軍國外市場。

終於在 2021 年，與泰國BGSR 聯營集團簽約合作新建高速公

路M6/M81 案，將提供創新的電子收費系統與交控系統整合設

計、建置與輔導維運，以更智慧的交通管理解決泰國長久以來

面臨的塞車之苦，預計最快 2025 年完工。這是第一個落地指

標案，也成為帶動台灣智慧交通科技產業化的關鍵。 

台灣是全球首個高速公路全面採用電子收費的國家，ETC 

更為我國六大輸出重點之一，而後疫情時代「零接觸」國道電

子收費更成為趨勢，吸引許多國家相繼來取經。這次 ETC 台

灣隊在歐美日韓中星等廠商環伺下，成功打入智慧交通市場，

顯示台灣廠商具有不輸國外大廠的能量，預計在 ETC 的領頭

之下，串起路側設備、感測系統等供應鏈，ETC 在泰國的成

功也將豎立標竿，成為鄰近新南向國家的借鏡。 

交通部近來年推動科技產業會報，分別從鐵道、智慧公共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B3%B0%E5%9C%8B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AB%98%E9%80%9F%E5%85%AC%E8%B7%AF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AB%98%E9%80%9F%E5%85%AC%E8%B7%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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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服務、智慧電動巴士、智慧電動機車、自行車及觀光旅遊、

智慧海空港服務、無人機科技、智慧物流服務、交通大數據、

5G 智慧交通實驗場域等十個面向盤點現況與發展議題，以創

新治理並提供產業所需要的系統驗證場域，進而協助產業立足

市場。 

而行政院副院長沈榮津接受天下雜誌專訪亦表示，台灣廠

商近年導入 AI、雲端、大數據等科技進行產業轉型，不僅對

原有系統進行升級，更衍生出不同智慧化應用，ETC 作為大

型公共服務數位轉型的典範，除了在原有的高速公路收費場域

外，將服務觸角延伸至停車場等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型態，也

產生許多不同智慧交通服務應用。政府自 2020 年宣布將打造

台灣成為亞洲高階製造、高科技研發、半導體先進製程及綠能

發展四大中心，也與國際大廠策略聯盟，將前瞻技術帶來跟國

內產業做交流，期許交通業者能持續投入電動車、自駕車、車

聯網等領域的研發應用，以達到產業升級，與國際接軌。 

 

二、展覽  

本次年會在德國漢堡市舉行，因此展覽以德國政府單位及相

關 ITS 廠商及企業代表為主，其他區域及國家之 ITS 協會，如歐

洲部分國家、日本、韓國等國亦設置相關主題館，展示各國最先

進的 ITS 相關技術、產品發展近況及進行中的各項實作計畫(如圖

7 及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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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展覽會場相關照片 

  

圖 8 日本及韓國主題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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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ITS 世界年會中，可以發現電動車為現今發展的趨勢，

觀察後疫情時代的全球電動車市場，可以發現 2021 年 1-9 月全球

電動車銷售 442.7 萬輛，預計整年度可達 641 萬輛，年增率 98%，

是自 2013 年以來電動車成長幅度最高的一年。其中，成長動力不

單只來自某一地區，在中國大陸、歐洲地區及美國等三大經濟體

都有顯著的成長。 

歐洲地區 2021 年整年度銷量預計可達 248 萬輛，年增率

77%，在 Volkswagen（VW）的領軍下，幾乎全部的歐系車廠都

開始電動化轉型，目前全球前十大車廠中，相較於美國、日本及

韓國車廠，就以歐系車廠的轉型最為快速，如 VW、BMW、

Damiler、Stellantis 等，另一方面各國政府政策也持續支持，如德

國就決定將去年的電動車補貼加碼予以展延，歐盟也在今年正式

宣誓「2035 年新售車輛需達零排放（zero emissions from new 

cars by 2035）」目標。 

雖然本國不是聯合國成員，但身為地球村的一員，近幾年來

也推動了多項重要的強化減排措施，其中包括「生質燃料」、「氫

能與燃料電池」及「電動車輛」等重點綠能產業。行政院也揭櫫

「電動智慧車」為未來的汽車產業方展方向，期望落實建立台灣

為「低碳島」之政策目標。 

本局亦有配合相關部會進行充電站等設備之建置，譬如西螺

服務區北上加油站經營廠商北極星能源公司，率先建置國道第一

座兼具 CCS1&CCS2 雙充電介面的 DC 直流快充設備，可同時供

應四台電動車快速充電服務， 同時推出 TAIL 特爾電力電動車充

電服務 App，只要掃描充電樁上的 QR Code 即能拔槍充電，讓電

動車用路人有更流暢簡便的充電體驗。 

為配合政府積極加強推動電動車政策，以「廣設電動車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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樁，帶動電動車發展」概念，預計 2025 年底前在國道沿線各服務

區設置 130 格電動車充電停車位。西螺服務區北上加油站是第一

站，透過國道服務區的交通運輸節點設置快充充電樁，提供旅途

中的充電服務，減少電動車用路人的里程焦慮，讓用路人更安心，

在服務區將身心與車輛的能量都加滿，享受愉快的旅程。 

此外，國外亦有於高速公路實施替代能源車輛通行費優惠之

相關案例，例如日本國土交通省公布包含電動車、燃料電池車、

天然氣車、充電式油電混合車、清潔柴油車、油電混合車等環保

免稅車輛，經過事先登記，即可享有高速公路通行費優惠之措施，

其優惠的額度比照輕自動車費率進行收取（即為最低繳費金額）。 

美國在節省能源消耗及達成低碳經濟與社會的努力上亦不遺

餘力，早在 2004 年時，加州政府就頒布了 1 項鼓勵與刺激替代能

源車輛使用的優惠措施，名為 AB2628 計畫，該計畫印製了可供

辨識的黃色貼紙，提供給合乎規定之油電車（Hybrid）車主申請，

只要是黏貼黃色貼紙的車輛，就可不受車內人數限制而行駛高乘

載/共乘專用道（HOV/Car pool lane）。 

除了加州之外，紐約州也針對低污染與高效能車輛實施相似

的計畫，名為 Clean Pass Program 計畫，並發行貼紙，凡是達到

燃油效率 45MPG 以上（EPA 標準）之車輛均可提出申請，有了

該發行的貼紙，車輛同樣可以不受車內人數限制而行駛於長島快

速道路（Long Island Expressway）的高乘載專用道。 

 

三、技術展示 

此次大會於會場週邊特別設置技術展示場地，供各家廠商展

示其 ITS 技術及產品，展示內容分為車載資通訊的應用、電動車、

無人機、永續運輸、公共運輸等主題，供與會者自由參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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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因有名額限制，因此須事先登記。除會場側的展示場地外，

亦有廠商利用其建置於實際道路上的現有設備，用接駁巴士把參

觀者載至示範場域進行實作展示。 

此次參加 ITS 世界年會，發現歐洲各大車廠已積極推動 V2V、

V2I 通訊技術與示範計畫。如果車輛與車輛之間能夠彼此分享，建

構出共通之車輛間通訊平台，互相交換資訊，路上交通就會更為

安全。 

這種車輛間的通訊技術透過無線網路與 GPS 導航等現今的

通訊技術來運作，當車輛與車輛處於一定的範圍內就會自動相互

連結，傳送彼此的位置、速度、方向等訊息，同時道路上的設施

像道路標誌、紅綠燈等也會傳送訊息給靠近的車輛。 

最近媒體報導，中華電信「5G 車路雲整合解決方案」，

以車聯網、智慧交控、科技執法與 AI 人工智慧應用於交通

相關場域，榮獲「第三屆全球物聯網與智慧服務最佳典範金

龍獎」，該整合方案，包括車聯網、智慧交控、科技執法與

AI 應用等三項主要功能。智慧交控方面，主要結合多元交通

資訊蒐集與多元感測資訊融合，本局建置之動態地磅站亦包

裹在其整合方案內，係運用 eTag 辨識融合技術，研發智慧

重車管理平台。 

高速公路交通需求管理，特別是連假期間或平日晨峰及

昏峰重現性壅塞路段之改善，一直本局亟欲處理之棘手問

題，想要知道車從哪裡來？車往哪裡去？如能從交通需求源

頭，採取主動式管理，才能治標又治本。公路總局刻正進行

應用手機通訊信令為基礎探偵車 (CVP，Cellular based Vehicle 

Probe)技術提升交通資訊服務之 4 年試辦計畫，開發路況、

熱力圖與 GIS 的客製化平台，目前已進行到第 2 年。如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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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CVP 技術，結合交控系統與 eTag 即時資料，也就是導

入戰情室的概念，建置「交通數據分析預測平台」，透過機

器學習模型，提供關鍵路徑之歷史熱力圖儀表板與變化趨

勢，應可蒐集在最瓶頸的重現性壅塞路段，事先預測哪個交

流道或哪個地方道路進入國道之潛在交通需求最高，才能在

最適當的時間點，執行最正確、最即時之交控策略及反應計

畫。 

數位科技快速發展，各種智慧化服務應運而生，因應數

位時代來臨，各國無不積極布局前端科技研發及產業應用，

尋求以智慧科技的創新應用，提供新的成長動能及解決複雜

的社經問題。行政院已推動「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

(2017-2025 年 )」(簡稱 DIGI+)，從強化基礎建設、培育人才、

鬆綁法令、科技創新等面向，打造智慧治理的環境，讓年輕

人發揮智慧創新，引領產業從硬體代工跨入智慧應用的創新

領域，以逐步邁向「智慧國家」境界。 

而 5G 與車聯網/智慧運輸的結合已是必然的趨勢，而 6G 更

是電信相關廠商提前必爭布署的技術。智慧運輸近年來也隨著通

訊技術、大數據、AI 人工智慧的技術演進，出現許多與傳統交通

思維不同的創新作為，包括科技執法、智慧停車、自動駕駛、MaaS

及跨領域智慧交通應用等領域。 

為促使國內智慧型運輸系統、車載資通訊、汽車電子、電動

車等產業發展，除了公、私部門之產、官、學、研各界心力的投

入及自我的提升外，如何透過中華民國駐外使館、外貿協會、公

協會、法人機構、媒體及外國駐台大使、經貿代表處、非政府組

織機構等單位進行推廣、加強行銷，以提高我國 ITS 能見度，爭

取國際訂單及拓展商機，也是一項很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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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見聞 

此次參加 ITS 世界年會，特別找機會體驗德國赫赫有名的無

速限高速公路(相關設施如圖 9)，其實關注這個議題已經很久了，

德國高速公路並不是一開始就沒有車速限制，早從第三帝國時

期，歷經希特勒掌權、戰後汽車工業壯大時期、直至今日，經歷

過數次「有速限」、「無速限」的修法，這兩派在德國國內各自

有擁護者，甚至被評論者形容，「無速限高速公路之於德國，如

同槍枝問題之於美國」一樣難解。 

現今，德國高速公路雖然沒有速限，但有「建議速限」，並

有大約有三到四成的路段，則是因施工或鄰近都會區而必須設定

速限，並非所有的高速公路都沒有速限。 

無速限高速公路在德國是每年都爭論不休的議題。其中，主

張修法限速者認為，儘管德國高速公路的肇事率比其他國家相對

較低，但只要不幸發生車禍，超高速行駛之下能夠存活的機率渺

茫，並且高速行駛會排放出更多二氧化碳，對環保有害。德國高

速公路的建議速限為 130 公里，車速超過此限並不違法，但發生

交通事故時，高速駕車者要承擔更大的事故責任，保險公司的賠

償支付亦會大幅減少。 

而無速限的支持者則認為，德國高速公路死亡率極低，且依

據車流特性，可讓內外車道產生極高的速度差異，形成快車與慢

車分流，駕駛人反而更能專心開車，沒有必要設定速限。並且威

脅道路安全的真正問題並不是無速限，而是駕駛使否有確實遵守

交通規則，是否有保持適當的安全車距、專心開車…等因素，才

是行車安全的關鍵所在。 

至於這種設計是否適合在台灣使用呢？很多人認為，德國的

無速限公路之所以事故率較低，是因為無速限的歷史久遠，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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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的駕照考照制度，加上德國人天性嚴謹又重視紀律，對於交

通法規高度遵守，這次到德國，確實深刻感受到民情截然不同。

如果每位駕駛員都擁有良好的駕車技術與道德意識，自然而然就

降低了超高速行駛的危險性。種種的歷史演變、文化素養與工業

科技等多重條件加乘之下，才造就德國目前相對安全的交通狀

況，這也是其他國家很難仿效的原因。 

 

 

 

門架指示標誌 

 

 

地名里程標誌 

 

 

出口預告標誌 

 

高速公路出口距離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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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地名方向指示標誌 

 

 

分車道速限可變標誌 

 

 

服務區預告標誌 

 

 

休息站預告標誌 

 

 

緊急電話 

 

導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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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板護欄 

 

 

隔音牆 

 

圖 9 德國高速公路各項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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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 智慧型運輸系統世界年會（ITS World Congress）係交通領域

年度的盛事，本屆德國漢堡世界大會是疫情解封後，國際 ITS

領域第一場大型國際會議。透過年會各項活動，各國之產、

官、學、研各界可充分就 ITS 未來發展趨勢、推動策略、規

劃及建置、產品研發等方面進行技術交流與經驗分享，實屬

難能可貴。 

(二) 本屆年會主題係配合當今智慧型運輸系統（ITS）之發展趨勢

及未來方向，訂為「未來移動新體驗（Experience Future 

Mobility Now）」，期透過運輸系統智慧化與發展策略之精進，

及邁向 AI、5G、雲端的未來移動推進，使 ITS 與智慧城市及

經濟發展結合，達到互蒙其利的效果。 

(三) 從過往各項運輸系統的革新，到近幾年討論的永續發展，或

者是各項運輸及科技的結合，不斷的提升民眾的生活品質，

也讓各產業能夠順利運作，當然在交通運輸產業發展的同

時，也必須要有不同的思維，特別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

對運輸產業的衝擊，需省思如何因應及調整，才是交通運輸

領域能夠永續經營的發展藍圖。 

(四) 筆者有幸獲邀擔任菁英會議（Executive Sessions）第 4 場有

關智慧交通管理-移除路障（Smart Traffic management : 

Removing the Roadblocks）之主講者之ㄧ，與來自美國、德

國、荷蘭、以及西班牙之官方及民間知名企業進行討論與意

見交流，汲取各國寶貴經驗，對日後工作之推展，可謂獲益

良多。  

(五) 國內 ETC 的成功經驗，是構建在政府、廠商與用路人的 PPP

合作模式，不僅吸引其他國家前來學習，其系統顯現的高精

確度及多元化營運表現，更榮獲多項國際大獎肯定，近期並

已將此項成功經驗，成功輸出至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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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政府自 2020 年宣布將打造台灣成為亞洲高階製造、高科技研

發、半導體先進製程及綠能發展四大中心，也與國際大廠策

略聯盟，將前瞻技術帶來跟國內產業做交流，交通界各個領

域機構，刻正積極投入電動車、自駕車、車聯網等領域的研

發應用，期望達到產業升級，與國際接軌。 

(七) 5G 與車聯網/智慧運輸的結合已是必然的趨勢，而 6G 更是電

信相關廠商提前必爭布署的技術。智慧運輸近年來也隨著通

訊技術、大數據、AI 人工智慧的技術演進，出現許多與傳統

交通思維不同的創新作為，包括科技執法、智慧停車、自動

駕駛、MaaS 及跨領域智慧交通應用等領域。 

(八) 台灣高速公路的交控系統已邁入第四代全新的面貌，如

何透過交控中心雲端化、ETC 大數據的應用、藍牙科技

提供主動式交通資訊，讓人、車、路的智慧化更進一步

緊密整合、發揮綜效，並構建新一代的智慧交通體系，

促進汽車和交通服務的創新發展模式，一直是本局努力

的目標與方向。  

(九) 最後，趁此次參加 ITS 世界年會，特別找機會體驗德國赫赫

有名的無速限高速公路，汽機車科技進步並增加很多防衛駕

駛的功能，確實讓車輛操控的性能及駕乘的穩定度及安全性

提升，然彎道或視距等用路安全課題，都是以設計速率為基

本參數，計算所得的道路設計。尤其交通是人、車、路的組

成，缺一不可，除了車輛本身之外，道路環境的限制、高齡

化人口的增加，還有最重要的駕駛人正確的駕駛行為，如何

才是對行車安全最大的保障？是我們需要再深入探討的嚴肅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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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 電動車為現今發展的趨勢，觀察後疫情時代的全球電動車市

場， 2021 年整年度預估年增率為 98%，是自 2013 年以來

電動車成長幅度最高的一年。本局為配合政府積極加強推動

電動車政策，以「廣設電動車充電樁，帶動電動車發展」概

念，預計 2025 年底前在國道沿線各服務區設置 130 格電動車

充電停車位，建議可適時進行滾動式檢討，以配合市場之實

際需求，並可為重要交通運輸節點之國道服務區帶來嶄新的

服務與亮點。 

(二) 高速公路交通需求管理，特別是連假期間或平日晨峰及

昏峰重現性壅塞路段之改善，一直本局亟欲處理之棘手

問題，想要知道車從哪裡來？車往哪裡去？如能從交通

需求源頭，採取主動式管理，才能治標又治本。或可思

索應用手機通訊信令為基礎探偵車 (CVP，Cellular based 

Vehicle Probe)技術，結合交控系統與 eTag 即時資料，也

就是導入戰情室的概念，建置「交通數據分析預測平

台」，透過機器學習模型，提供關鍵路徑之歷史熱力圖

儀表板與變化趨勢，事先預測最瓶頸的重現性壅塞路

段，哪個交流道或哪個地方道路進入國道之潛在交通需

求最高，才能在最適當的時間點，執行最正確、最即時

之交控策略及反應計畫。 

(三) 高、快速公路為城際交通骨幹，如何持續精進與創新來維持

高、快速公路的行車安全和順暢，一直是世界各國管理單位

努力的目標及職責所在。如能妥善運用 ITS 系統，以減少管

理人力、提高操作效能，並提供用路人最完善交通資訊，對

增進行車安全、提升整體路網運輸效率有極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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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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