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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目的 

智慧車輛發展趨勢日益蓬勃，伴隨國際間技術發展與市場需求，智慧車輛的技術

與功能已逐漸從駕駛輔助走向自動駕駛，應用情境也從實驗場域走向一般道路，各國

主管機關亦持續發展相關安全管理政策，形成技術應用與安全管理相輔相成、共同前

進的主要驅動力。 

有鑑於智慧車輛發展現況，以及政府與產業對於智慧車輛應用管理的日漸關注，

為掌握國際智慧車輛發展最新動態並與之接軌，本次考察活動拜訪日本智慧車輛政策

及技術發展相關單位，涉及自動駕駛技術、產業先進趨勢及日本管理法規發展等研究

領域，包含日本國土交通省、日本自動車工業會(JAMA)、日本自動車研究所(JARI)及

開發自動駕駛技術的日本新創公司 Tier 4 等相關等單位，同時參訪集結國際自動駕駛

先進技術廠商之 2023年日本移動展(2023 Japan Mobility Show)，透過多方交流與吸收

國際最新智慧車輛發展資訊。以增進對於國際智慧車輛相關業者技術現況、應用發展

走向、國際法規發展趨勢，並拓展與日本政府及產業界業者的合作機會，透過多方交

流，提供產官學研對於國內發展借鑑，以及交通部在自駕公車政策目標之參考應用。 

二、 行程紀要 

本次至日本智慧車輛暨移動展考察，出國期間為 112年 10月 31日至 112年 11月

4日，共計 5日，詳細行程如下： 

表 1. 行程紀要表 

日期 地點 工作內容 備註 

10/31 (二) 臺北-日本東京 
前往日本東京 

(同日抵達日本東京) 
搭機 

11/1 (三)  

日本東京 

上午拜訪 Tier 4新創公司 

下午拜訪日本自動車研究所(JARI) 
 

11/2 (四) 
上午與國土交通省交流 

下午拜訪日本車輛公會(JAMA) 
 

11/3(五) 
2023年日本移動展 

(2023 Japan Mobility Show) 

  

11/4 (六) 日本東京-臺北 返國 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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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內容 

一、 11/1 (三)上午拜訪 Tier Ⅳ新創公司拜訪 

Tier Ⅳ新創公司為日本自動駕駛技術領導者，旨在建置開源軟體 Autoware和智慧

車，以提高用戶體驗及商業效率。Tier Ⅳ為名古屋大學加藤新平教授團隊於 2015/12成

立，其員工約 300人，其獲利商業模式為提供自駕技術、營運與維護服務，年營業額估

計為 1,500 萬-2,500 萬美金。技術解決方案包含 Robo-Shuttle/Cargo/delivery robots/ 

Robotaxi，在日本有東京奧運/殘奧會所使用的豐田無人小巴 e-Palette、Robot Taxi、物

流自駕等導入案例。Tier Ⅳ也擔任MIH電動車Working group自動駕駛小組技術Leader。

成立非營利基金會 Autoware Foundation (AWF)，旨在與合作夥伴和政府部門合作規範

軟體認證流程、通訊格式、自駕車性能要求等。臺灣分會於 2023年 8月 22 日成立，

臺大資工所施吉昇教授當任分會長，以開發適用台灣本地化 Autoware與滿足臺灣法規

為目標。國內凌華科技、廣達電腦皆有投資 Tier Ⅳ, 凌華科技並取得一席董事。 

 

圖 1. Tier Ⅳ新創公司簡介 

交流議題包括：(1)為何 SOMPO產險公司為 Tier Ⅳ主要股東、(2) LEVEL 4等級

以上自動駕駛現今問題為何、(3)日本自駕車概念驗證(Proof of concept, POC)實驗之車

牌與一般車牌是否有不同與搭乘費用計算方式、(4)因帕奧與 Tier Ⅳ合作的 e-palette曾

發生過事故，Tier Ⅳ超過 50案開放場域 POC驗證中，是否還有發生過事故等。Tier Ⅳ

針對上述 4點回應如下： 

1. SOMPO 產險公司為 Tier Ⅳ主要股東，主要可提供 SOMPO 產險公司關於自動駕駛

會有何風險之資訊，再由產險公司規劃保險產品，目前 SOMPO 有 7 位員工在 Tier 

Ⅳ公司上班。而其他產險公司(如日本海上產險)也正在進行自動駕駛產險產品規劃；

過去也有中國保險公司詢問 Tier Ⅳ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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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Tier Ⅳ新創公司產品解決方案與產業合作模式 

2. Level 4等級自動駕駛尚無法落地，有下面幾個層面之疑慮：(1)技術面：如通用汽車

Cruise，因技術尚不夠成熟，造成路口阻塞議題；(2)法律面：當發生車禍，保險該由

誰負責；(3)社會面：大眾對無人駕駛車輛安全疑慮，因自動駕駛車速不可能會太快，

一旦上路是否會造成交通影響；(4)經濟面：自駕車獲利到底誰會賺錢尚無法釐清。

Tier Ⅳ尚需政府經濟支援，舉例來說，一般計程車 1000 元，而自動駕駛計程車需

5000元，故屆時可能需要政府的補助，才得以推動。 

3. 日本自駕車 POC實驗之車牌與一般車是一樣的，搭乘經費由政府負擔。 

4. 在 Tier Ⅳ超過 50案開放場域 POC驗證發生事故部分，除了 e-palette事故外，其他

POC 案並無任何事故。e-palette 因避免任何顧慮產生，目前是停止運作狀態。日本

政府立場認為發生事故是無可厚非，而一般大眾認為自動駕駛不應發生事故，且認

為安全等於零事故。如果不能達到零事故，一般大眾很難接受。要讓自駕車零事故

是非常困難的，因道路不像搭電梯，影響自駕車的變數因子很多(如行人、汽車、氣

候等)。社會觀念如不改變安全非等於零事故，自駕車推動上會變得很困難。另一種

可能的解法為專用車道。目前透過開放場域 POC/POS實驗，說服民眾自動駕駛足夠

安全，Tier Ⅳ正朝這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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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考察團於 Tier Ⅳ新創公司合照 

二、 11/1 (三)下午拜訪日本自動車研究所(JARI) 

日本自動車研究所(Japan Automobile Research Institute, JARI)前身為 1961年設立之

自動車高速試驗場，於 1969年組織變動為日本自動車研究所，原為日本經濟產業省管

轄單位，目前為日本一般財團法人單位。員工約 370 人，分別於日本茨城縣筑波市與

城里町兩的地點具備實車測試場域，其中位於城里町之城里測試中心(Shirosato Test 

Center)為 2005年啟用之新試車場。 

本次考察團主要參加 JARI位於城里測試中心所舉辦 2023年第 2屆 ADAS技術展

覽會(The 2nd ADAS Techno Fair 2023)，藉此機會進一步了解目前日本國內智慧車輛與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 ADAS)測試能量與實際測試狀

況。2022年第 1屆 ADAS技術展覽會是搭配城里測試中心全新建置 ADAS測試場開幕

啟用，當時約有 440 人次參加，反應十分熱烈且大受好評，因此今年 JARI 延續舉辦

ADAS技術展覽會，本次展覽會共計有 15家日本國內 ADAS測試技術與設備相關廠商

設攤參展，並於城里測試中心測試道內實際進行目前國際最新 ADAS 測試專用設備與

測試情境展演，另外為了確保整個展覽會品質與場地管控，JARI限制每日報名參觀人

數約為 200人，滿額即不再接受報名入場。 

此行透過 JARI 城里測試中心企劃管理部廣田惠子博士協助，於展覽會開始報名

時隨即完成本次考察團報名，並依考察團屬性與現場活動狀況，特別協助安排考察團

一行人無須另外搭乘接駁車輛進出城里測試中心，而是由 JARI人員直接帶領考察團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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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巴士進入試車場觀看設備展演，於展覽攤位區另外安排 JARI主管與技術人員在現場

介紹 JARI與城里測試中心。 

考察團一行人抵達 JARI 城里測試中心後，進入試車場 ADAS 測試場觀看設備展

演，現場展示執行 ADAS 系統測試時所使用之行人人偶、機車目標物與軟式目標車，

搭配高精度可程式化移動平板，機車目標物移動速度可達到時速 80 km/h，以對應未來

國際相關法規與標準測試車速越來越高之趨勢，現場也實際展演十字路口行人衝出測

試情境，由一輛測試車搭配行人目標物與移動平板，透過路徑與車速規劃，計算碰撞位

置後，可有效控制呈現車輛遭遇行人後，ADAS系統作動輔助緊急煞車測試情境。 

結束現場展演後前往展覽會攤位區，此時 JARI研究所長鎌田実教授出來迎接考察

團，寒暄與交換名片後，考察團各單位贈送禮品感謝此次 JARI 協助安排，並於 JARI

攤位由 JARI人員進行城里測試中心與筑波研究所相關設施介紹，最後邀請 JARI研究

所長鎌田実教授及 JARI人員與考察團進行大合照。 

 

圖 4. JARI城里測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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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JARI城里測試中心的 ADAS測試場 

 
圖 6. JARI城里測試中心 ADAS測試場聽取 J-town介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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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JARI城里測試中心 ADAS測試場聽取 J-town介紹(二) 

 

 

圖 8. JARI城里測試中心 ADAS測試場的行人與車輛緊急煞車測試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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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會攤位區包括對 JARI自動駕駛測試中心(Jtown)的介紹，Jtown是日本經濟產

業省「自動駕駛考試中心開發事業」的資助項目，旨在解決自動駕駛技術合作領域的問

題，並透過產業界開發未來評估方法而建立的自動駕駛考試中心。Jtown場地面積約 16

萬平方米，由三個區域組成：可重現雨、霧、陽光等環境條件的「特定環境區(Specific 

environment area)」室內設施；使用通訊系統的協作自動駕駛系統的「V2X市區」測試

設施；以及可以使用模擬建築物和路標等再現各種交叉路口的「多功能市區(Versatile 

urban area)」。「特定環境區(Specific environment area)」包括行人人偶、交通號誌、燈光、

降雨與霧氣等設備因應俱全，可模擬大雨、豪雨、不同視野能見度的霧氣、甚至是一天

中黃昏到深夜的天色等行車環境，用來了解自駕車在不同情況下的辨識與導航能力。 

 

 

圖 9. JARI的 Jtown測試場域與各測試區域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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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V2X市區」測試設施部分，V2X城市區域是模擬實際城市區域的複雜交通環

境，並允許利用通訊的協作自動駕駛系統進行驗證實驗的設施。配備用於路車通訊的

光學信標和無線電信標，可支援建構各種支援安全駕駛的系統。基礎設施設備實現使

用 760MHz頻段的基礎設施來協同安全駕駛支援系統(Driving Safety Support Systems, 

DSSS)評估實驗和使用光信標的號誌資訊實驗。測試道路寬度在單 1車道寬為 2.75～

3.5m，十字路口有 1處 4車道×4車道與 1處 4車道×2車道。基礎設施協同 DSSS來

提供監管資訊、訊號訊息、車輛偵測資訊、行人偵測資訊等。 

 

 

 

圖 10. 日本 Jtown「V2X市區」場域，以及車與行人偵測及號誌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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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獨特環境測試現場，利用安裝在車輛上的攝影機和各種感測器，在室內重現實

際交通環境中的駕駛條件，包括：雨、霧等天氣條件，以及逆光和夜間等陽光條件導致

的能見度較差。 

 

圖 11. 日本 Jtown「獨特環境測試」場域，以及車與行人偵測及號誌訊息 

多用途城市區域旨在創造一個與實際道路環境相似的環境，評估車輛保持車道、

識別道路使用者、行人、自行車等以及避開道路上障礙物的能力，這就是預期的測試區

域。在這個區域，白線可以在 100m見方的瀝青上自由重新定位，可以重建適合測試目

的的各種交叉路口。 

 

 

圖 12. 日本 Jtown「多用途城市區域」測試場域，以及路側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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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動駕駛/駕駛安全支援系統的全視駕駛模擬器系統簡介及其方塊圖分別如圖

13與圖 14。 

 

圖 13. JARI Jtown全視駕駛模擬器系統簡介 

 

圖 14. JARI Jtown全視駕駛模擬器系統方塊圖 

三、 11/2 (四)上午與國土交通省交流 

日本國土交通省相當於我國交通部，管轄領域涵蓋國土計畫、都市、道路、建築物、

住宅、交通、觀光政策、氣象業務、災害對策、海域治安等國土、交通整備相關事項。

機關宗旨為整備社會資本、推動交通政策、健全發展氣象業務並確保海上安全與治安，

以達成國土全面且系統性的利用、開發及保存。本次交流對象為自動車局車輛基準國

際課，就日本自駕車技術法規、道路測試、使用管理等課題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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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日本國土交通省簡報的自駕車相關發展與政策推動說明，摘要如下：， 

1. 日本在自駕相關法規推進策略 

(1) 日本政府期望藉由自動駕駛之實現，改善降低交通事故、改善或維持地方公共運

輸及解決駕駛人不足等問題。其中對於降低交通事故部分，經由日本過往死亡事

故資料可知，95%以上道路死亡案例為駕駛人違法所致。 

(2) 對於日本自動駕駛現況及今後目標，現階段已實現L3等級自用車智慧駕駛技術，

現正致力於推動 L4 等級物流服務智慧駕駛技術實現。計畫於 2025 年達成高速

公路 L4等級自用車與物流服務智慧駕駛技術實現，以及將無人自駕車測試計畫

擴大至全國 50處。2023年 4月起，日本無駕駛人之自動駕駛車輛認可制度已完

成法制整備，對於自駕車內不具備駕駛人之情況，營運計畫申請者應事前提交自

駕車相關資料，通過國土交通省審查後，並應按交通安全法規取得營運目標地點

之公安委員會對於營運計畫之許可，方得開始提供自駕車移動服務。 

(3) 關於國際車輛法規調和體制，日本目前於聯合國WP. 29論壇中擔任自動駕駛工

作組副議長，主導例如 UN R157 (ALKS)等自駕車相關國際法規之修訂。另有關

UN R157修正部分，2022年亦已將車輛行駛速限由 60 kph提高至 130 kph，且

由過往僅限於車道維持行駛，修正增加為可變換車道，今後將持續檢討國際自駕

法規之修正。 

2. 日本 L2等級 ADAS所致事故及其對策 

(1) 國土交通省對於車輛製造商自我判斷其車輛設計、製造過程中，如發現任何無法

符合安全法規、環境法規之問題，將收集並分析製造商所提交之報告，對外公布

調查結果並執行召回改善對策。另針對車主使用車輛上所出現任何異常問題，國

土交通省亦設置車輛異常資訊熱線，提供民眾申報相關資訊並進行技術分析驗

證。而根據民眾目前申報資料而言，並無出現以 ADAS 為原因所導致之車輛異

常通報。 

(2) 對於 AEB等駕駛輔助系統所為安全宣導，國土交通省過往曾製作公開相關宣導

影片，提醒駕駛人切勿過度信賴駕駛輔助系統，除應正確認知駕駛輔助系統之限

制外，更應閱讀車主手冊中對於駕駛輔助系統之作動條件等內容。 

3. 國際間尚無技術法規之駕駛輔助系統管理 

(1) 有關聯合國自動駕駛車輛相關法規，日本目前已導入 UN R79中 ACSF A類、B1

類及 C 類規定。另對於 B2 類、D 類及 E 類功能於國際間雖無管理規範，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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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配備有駕駛人異常對應系統，日本亦開放車輛製造商搭載之。該異常對應系

統，係指車輛將自動偵測駕駛人行駛中狀態，如駕駛人一定時間內無反應，車輛

將自動安全停靠於路邊之機制。 

(2) 對於國際駕駛輔助系統管理規範，聯合國目前正在針對動態控制輔助系統

(Dynamic Control Assistance Systems, DCAS)相關規定進行討論，日本也積極參與

法規制定討論會議。 

4. 先進安全車輛(ASV)推進計畫之成果及未來規劃 

(1) ASV (Advanced Safety Vehicle)推進計畫主要期望推動日本車輛裝載經實用化的

先進車輛駕駛輔助系統，協助提高日本道路安全性。此計畫第 1期自 1991年開

始推動，迄今已邁入第 7期，預計自 2021年執行至 2025年。 

(2) 近年發展方向著重於提升自動駕駛技術實現，例如透過制定駕駛人異常對應系

統基本設計指引，藉以管理日本車廠所設計開發之相關駕駛輔助技術，並提升車

輛於一般道路及高速公路之行駛安全。 

(3) 對於第 7期發展規劃，則刻正對於提高自駕技術的 ASV技術發展進行檢討，包

含討論以系統操作為優先之安全技術機制、持續推廣 ASV技術正確使用、檢討

活用通訊及圖資的安全技術及其共通規格及釐清自駕車應具備基礎安全範圍等

事項。 

議題交流上國土交通省關心有：(1)我國目前亦致力於自動駕駛發展，包含在一般

道路所進行之自駕車測試實驗，對於未來自動駕駛發展是否有相關規劃及技術目標、

(2) 我國目前正在研擬自駕公車安全指引，而對於L4相關管理規定有無任何推動計畫、

(3)有關實驗車輛管理要求，對於車內外安全性確保是否訂定相關規範，包含要求測試

團隊於遠端監視車內或於車內配置安全操作人員等、(4)我國曾發生 ADAS追撞事故部

分，採取何種管理措施，以避免駕駛人過度信賴 ADAS 系統並減低道路事故之發生、

(5)有關 L4等級自駕車之應用情境發展重點為何？未來如有規劃推展 L4車輛至一般道

路，是否有優先重視之議題。 

我方代表團針對國土交通省簡報內容地請教事項與其回應整理如下： 

1. 日本在2025年規劃L4等級智慧車輛上高速公路，相關硬體設施是否需要配套提升？ 

⚫ 國土交通省說明需要建立現場事故訊息回傳的相關軟硬體設施，以及優先考

量於高速公路設立智慧車輛專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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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簡報說明在日本已有 VICS系統之下，仍考量需要多一點訊息給物流智慧車輛，

是否經評估後 VICS系統仍有不足，所以才需要此規劃？ 

⚫ 國土交通省說明目前正在檢討 VICS系統是否仍提供足夠資訊給 L4等級智慧

車輛上路，現階段尚未完成此檢討。 

3. 倘若於高速公路設置智慧車輛專用道是否會產生道路擁擠問題？ 

⚫ 國土交通省說明目前此智慧車輛專用道設置是要以優先方式，或是以專用方

式，以及時段性管理方式都在探討與規劃中，目前目標是規劃於 2025年上路。 

4. 福井的實驗測試使否有速度限制？ 

⚫ 國土交通省說明福井的實驗測試目前是以 12 公里/小時進行測試，未來上路

時在速度上將不加限制。 

5. 所規劃於 2025年 L4等級智慧車輛上路所需經費投入，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經費

配比為何？ 

⚫ 國土交通省說明目前皆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來執行。 

6. 根據簡報 P5說明，L4等級智慧車輛的保安基準項目有哪些？ 

⚫ 國土交通省說明此部份係參考聯合國UNR79的Risk Mitigation Function (RMF)

標準進行。 

7. 在拜會 JARI時曾提到 L4等級智慧車輛的測試項目是由國土交通省訂定，此部分是

否有統一標準？ 

⚫ 國土交通省說明因為每個車輛操作方法和確認方法都不太相同，需通盤考量，

所以現階段所有測試項目內容尚在蒐集與檢討中。 

8. 根據簡報 P4說明，未來智慧車輛上路後在都市運輸與偏鄉運輸的配比大約是多少？ 

⚫ 國土交通省說明未來尚要確認智慧車輛服務地區後才能得知，目前推估應該

是偏鄉會有比較多的智慧車輛服務。 

9. L4等級智慧車輛在推動上的挑戰為何？ 

⚫ 國土交通省說明以高速公路上運行而言，道路基礎建設的調整方式，目前仍

在檢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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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考察團與國土交通省代表交換名片 

 

圖 16. 考察團與國土交通省代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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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考察團與國土交通省代表合照 

四、 11/2 (四)下午拜訪日本自動車工業會(JAMA) 

日本自動車工業會(Japan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Inc, JAMA)為日本

車輛產業公會，主要協助提升日本國內汽車工業發展並推廣至國際。業務範圍包含舉

辦汽車展覽(本次 Japan Mobility Show 2023主辦方)、賽車活動、研究/提議汽車供應鏈

領域相關調查、汽車安全技術和環境技術相關事項等。本次交流就普及 L4等級自駕車

之三位一體(人、車、路的交通環境)安全對策、日本車廠自駕車道路測試發展現況、日

本車廠自駕車相關管理對策等課題進行交流。

 
圖 18. 考察團與日本自動車工業會代表交換名片 



17 

 

 

圖 19. 考察團與日本自動車工業會代表交流 

 
圖 20. 考察團與日本自動車工業會代表合照 

議題交流上日本自動車工業會(JAMA)關心有： 

1. 我方簡報P12提到23件ADAS被濫用造成事故的狀況為何？ 

⚫ 我方說明該交通事故後警察調查駕駛者自己承認開啟 ADAS，而不注意前方

路況所造成的追撞事故。 

2. 我國智慧車輛的操作適用範圍(Operational Design Domain, ODD)有訂定何種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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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方說明目前我國智慧車輛沒有訂定規範，而是業者在透過無人載具科技創

新實驗條例，申請沙盒實驗計畫時自己訂定與提出。 

我方代表團針對日本自動車工業會(JAMA)簡報內容地請教事項與其回應整理

如下： 

1. 三位一體的涵蓋範圍是否有 2025 年 L4 等級智慧車輛要實現在高速公路與偏鄉物

流運作？ 

⚫ 日本自動車工業會說明 2025 年為第一階段包含室內搬運智慧車輛(倉儲類)，

而高速公路是以 2027年為目標。2025年為政府訂定的目標，產業界未必可以

達成。目前目標是 2025年有 50個智慧車輛示範點，2027年有 100個智慧車

輛示範點。 

2. 三位一體的安全對策是以何為概念？ 

⚫ 日本自動車工業會說明智慧車輛運行挑戰包括號誌燈號判斷、緊急狀況對應

處理，以及可能無法應變交通警察指揮情境。現在討論的部份是各產業針對

要應用智慧車輛進行無人駕駛的情境，而日本政府針對業者提出無人駕駛情

境的安全對策進行審查，未來將朝向具體且統一標準的方向來努力。 

3. 三位一體的安全對策是否有已經推動？推動狀況為何？ 

⚫ 日本自動車工業會說明目前 L4等級智慧車輛實驗案例只有 1件，尚未有完整

的安全對策方案。這個實驗案例是限制行人無法接近，所以尚無法稱為三位

一體的狀況。政府與民間共同推動的實驗案例有 3 案，皆是經濟產業省和國

土交通省共同參與，分別為：(1)目前實證中的公車捷運系統(Bus Rapid Transit, 

BRT)；(2)有控制車道的高速公路貨車實證實驗；(3)在千葉縣交叉路口裝測感

應器所進行的公車自動駕駛實驗。大體上而言，實用案例很少，多為實證實驗

性質。 

4. 簡報中課題 5「服務啟動的決策及對事件的反應等」的判斷方式為何？ 

⚫ 日本自動車工業會說明剛剛也提到實用案例很少，而行動行走相關安全評估

由國土交通省所主導，也有專家學者共同參與。 

5. 2025 年至 2027 年針對 L4 或 L5 等級智慧車輛，目前產險公司對自駕車的理賠態

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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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自動車工業會說明目前 JAMA尚未正式接觸過保險單位人員，就他個人

而言，自駕車上路後理論上交通事故會減少，而產險公司應該因應此現象而

會推出新產品。 

6. 簡報 P6 中提到混行(或混合車流)空間之複雜情境有何建議，例如：臺灣影很多機

車？ 

⚫ 日本自動車工業會說明這個問題是今後要去檢討研議的課題，而在供應方的

立場來說希望是在一個完整的環境下來推動。日本自動車工業會表示很遺憾

的必須說，目前技術上沒達到一定程度，而在社會認知尚無共識下的推動上

仍有一段路要走。 

7. 在目前公車駕駛缺工情況下，日本當地的業者對於導入自駕車的意願為何？ 

⚫ 日本自動車工業會說明公共運輸業者當然有意願，但是必須在技術提高的情

況下方為可行。日本公共運輸業者司機必需要有執業駕駛執照，再加上公共

運輸運具駕駛的要求就是要以乘客安全為優先，所以對於自動駕駛尚有疑慮。

另外目前有個地區的巴士有 L2等級智慧車輛的裝置，駕駛的職責就是維護旅

客安全，而這樣的駕駛不需執業職業駕照。 

8. JAMA與國土交通省的合作方式/狀況？ 

⚫ 日本自動車工業會說明 JAMA是推動產業，而國土交通省則是著重於交通安

全。 

9. 先前有提到 3個 CASE，而這 3個 CASE的操作適用範圍(ODD)為何？ 

⚫ 日本自動車工業會說明日本對於 ODD部份政府沒有涉入，由業者自己提出，

再由政府進行審核。 

五、 11/3 (五)參觀 2023年日本移動展 (2023 Japan Mobility Show) 

今(2023)年 Japan Mobility Show日本移動展前身是東京車展(Tokyo Auto Salon)，

並 Future未來移動、Green綠能永續、Dream夢想願景等景三大概念作為展會主軸，

圖 21為展場入口之一及其排隊人潮。目前全球各國車廠參展車輛都以純電車(Battery 

Electric Vehicles, BEV)為主，圖 22與圖 23為電動車小底盤，圖 24與圖 25為電動車

公車展示，同時開放上車體驗。氫燃料電池(Fuel Cell, FC)車輛也在日本移動展展出，

係將液態氫作為燃料電池的動力源，轉化成發電提供電動車行駛，圖 26與圖 27為

Honda以燃料電池(Fuel Cell)為動力的貨車現場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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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日本移動展展場入口與排隊人潮 

 

圖 22. 電動小車底盤(一) 

 

圖 23. 電動小車底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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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電動公車(一) 

 
圖 25. 電動公車(二) 

 
圖 26. Honda燃料電池(Fuel Cell)貨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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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Honda燃料電池(Fuel Cell)貨車(二) 

 

 

圖 28. 自駕施工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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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動駕駛車輛展示上，本次日本移動展有車廠展示自動駕駛工車輛(如圖 28 所

示)與自動駕駛大貨車圖 29 至圖 32 為 TuSimple 於本次日本移動展中所展出之貨車及

其自動駕駛技術，YouTube 網站有需多 Tu Simple 於世界各地的測試影片(包括於日本

東京)。根據 Today USSTOCK (https://www.todayusstock.com/news/175307.html)的介紹，

TuSimple Holdings(TSP)是全球卡車貨運市場上的一家自主技術公司。它與托運人、承

運人、鐵路、貨運經紀人、車隊資產所有者和卡車硬體合作廠商合作，發展 L4等級自

動駕駛技術來建立自主貨運網絡(AFN)。2021年 12月，該公司宣布已在開放道路上成

功完成世界上第一個貨車自動駕駛運行，本次運行從亞利桑那州吐森(Tucson)到達鳳凰

城的配送中心。 

 

圖 29. TU Simple自駕大貨車展示(一) 

 

圖 30. TU Simple自駕大貨車展示(二) 

https://www.todayusstock.com/news/1753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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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TU Simple自駕大貨車車機單元 

 

圖 32. TU Simple自駕大貨車駕駛艙視角 

除了在道路上運行的各式車輛外，本次日本移動展也展示空中計程車(Urban Air 

Mobility)，如圖 33所示，無人機的空中交通電動垂直起降和物流應用成為後續發展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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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2023日本移動展之 Urban Air Mobility (UAM)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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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與建議 

一、 心得 

1. 本次於日本自動車工業會(JAMA)與國土交通省拜會交流過程，均討論到智慧車輛

運行的操作適用範圍(Operational Design Domain, ODD)課題。 

(1) 日本國土交通省認為目前每輛實驗智慧車輛的操作和確認方法都不太相同，目

前無國家標準，尚在進行蒐集與檢討中。 

(2) 我國則是業者在透過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申請沙盒實驗計畫時自己訂

定操作適用範圍(ODD)與提出。 

(3) 目前我國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為使沙盒實驗團隊於申請實驗時，作為自

我檢核並提出其自動駕駛系統之運行能力描述與測試驗證資料，以確保自駕公

車於沙盒實驗之運行安全，研擬「自駕公車實驗運行安全指引」，該指引包括自

動駕駛系統 ODD的屬性與應用，並已於 112年 9月發布第 1章至第 3章。 

2. 日本國土交通省對於 L2等級 ADAS所致交通事故進行探討時，發現並無因 ADAS

原因所導致之車輛異常通報，同時製作相關宣導影片，提醒駕駛人切勿過度信賴駕

駛輔助系統，除應正確認知駕駛輔助系統之限制外，更應閱讀車主手冊中對於駕駛

輔助系統之作動條件等內容。我國近年來所發生 ADAS 相關事故，多因駕駛者開

啟 ADAS而未注意前方路況所造成追撞事故。 

3. 根據日本自動車工業會(JAMA)說明，政府與民間共同推動的 L4 等級智慧車輛實

驗案例有 3案，分別為公車與於高速公路貨車運行相關實驗，同時國土交通省也正

探討在高速公路設置專用道(含路側設施與 VICS 系統)來供智慧車輛運行課題，相

形之下，我國智慧車輛實驗案例較多，同時交通部在智慧道路研究案中亦考量提供

智慧車輛運行所需的等級 5「智能協控道路」，因此我國在智慧車輛實驗與智慧車

輛運行環境等進展與日本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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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ARI自動駕駛測試中心(Jtown)「V2X市區」使用 760MHz頻段來提供車聯網的協

同安全駕駛支援系統(DSSS)服務與實驗，本所自 104 年期的車聯網相關研究與示

範計畫，以及近年來交通部在淡海車聯網實驗場域均採用美規車聯網 SAE J2735訊

息相關標準，同時國內智慧車輛相關實驗計畫億多採用美規標準，至於在車聯網實

體通訊技術上，目前國際上有逐漸由專用短距通訊(DSRC)朝向以行動蜂巢為基礎

的 C-V2X趨勢。 

二、 建議 

1. 日本於聯合國WP. 29論壇中擔任自動駕駛工作組副主席，主導智慧車輛相關國際

法規(例如：UN R157 (ALKS))或等級 4 智慧車輛之功能需求與方法(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nd verification method)修訂，後者預計於今年發布，建議我國應持續

關注此方面之發展並適時導入。 

2. 目前我國「自駕公車實驗運行安全指引」已於112年9月發布第1章至第3章，現正進

行第4章「公車基礎安全」之討，該章內容包括朝向出沙盒之車輛檢測基準項目與

資料記錄儲存(EDR/DSSAD)課題，然目前我國智慧車輛實驗多依無人載具創新實

驗條例的沙盒機制進行，因此實驗車輛多未進行目前法規要求的車輛檢測。目前該

指引規劃為非強制性的建議項目，建議後續可觀察國際上對於等級4以上智慧車輛

實驗運行時的車體安全要求內容與發展，做為我國後續規劃的參考。 

3. 我國與日本在L4等級智慧車輛運行道路環境均有不同程度的探討，例如：國土交通

省探討的高速公路設置專用道設置(含VICS系統)，我國智慧道路計畫研究的等級5

「智能協控道路」設計，建議後續可觀察日本在此方面的發展，來做為我國智慧道

路支援智慧車輛運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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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錄 

附錄 1 Tier IV創新公司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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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國土交通省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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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日本自動車工業會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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