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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分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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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分析(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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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運輸
以「智慧創新」為理念核心，持續擴大交通資訊
來源與確保資訊品質

建立我國智慧運輸服務跨域整合特色

透過智慧運輸服務與資通訊技術創新整合，以及OPEN 

DATA理念，提供產官學各界加值應用及互通合作

從民眾生活角度，推動網路化、行動化、生活化的即時
交通資訊整合應用服務



壹、背景分析(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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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鄉
因應未來網路智慧發展，融入各
項資訊、通信和技術( ICT )技術
應用，提升都市管理效率，均衡
城鄉發展



貳、智慧國土具體目標(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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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防資料開放與社群協作，
提升災害防護力與應變力

提供完善、符合需求及適
地性即時整合交通資訊

運用網路智慧科技，促
進城鄉均衡發展



貳、智慧國土具體目標(2/4)

8

對災害有更強
的防護力

對民眾有感的
災防資訊

對政府有用的
災防決策資訊

與災防社群有
更強的聯結力

智慧災防



貳、智慧國土具體目標(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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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運輸
整合

蒐集跨部門、
跨領域與跨
中央、地方
之交通資訊

多元

鼓勵民間加
值，創造交
通資訊多元
化服務，滿
足不同族群
之需求

開放

透過OPEN 
DATA理念，
提供各界加
值應用

精進

同時提升交
通資訊質與
量，促進交
通管理模式
之最佳化



貳、智慧國土具體目標(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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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智慧建築管理服務

•推動智慧綠建築、社區與城市

智慧建築管理

•落實社區居住安全監控機制

智慧社區安全

•強化國土、環境監測資訊整合

智慧國土環境監測

•提升土地基礎圖資流通應用

智慧土地資料流通應用

•道路管線資訊整合

智慧道路管線

建築

社區

城鄉

智
慧
城
鄉



參、推動策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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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策略(2/3)

12

即時路況公共運輸

營運資訊

智慧運輸

觀光旅遊

強化即時資訊服務
與開放加值應用，
交通管理模式最佳
化

提升智慧觀光資訊
服務與加值應用

強化即時營運資訊
與事件通報

發展整合資訊流通服務
創造多元應用

輸



參、推動策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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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強化定期
國土監測
利用

2.推動環境
圖資整合

1.強化全
國土地
基本資
料庫同
步機制

2.建構地
理圖資
協作服
務

1.整合建
置道路共
同管線及
施工資訊

2.建置石
化管線圖
資

1.落實全民反
詐騙及網絡
購物安全

2.提供智慧報
案快速管道

3.建置治安錄
影監視器系
統

4.推動矯正機
關監控系統
改善

智慧社區安全

1.推動建
築智慧
管理化
服務

2.推動綠
智慧綠
建築社
區

智慧土地
資料流通應用

智慧道路管線智慧建築管理
智慧國土
環境監測

智慧城鄉



肆、附 錄

附錄1  實體會議與網路徵詢意見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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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實體會議與網路徵詢
意見與處理(1/15)

議題 實體會議意見 處理情形

智慧
災防

物聯網(IOT)基礎建設層次
感測網(sensor web)的應用
上，標準如何建立?
資料公開的標準與共通示
警協議(Common Alerting 
Protocol，CAP)應持續推
動，要盤點防災資料集有
哪些，如何讓資訊更普及
化更平民化
預估模式能量大都在科研
單位裡，過去應科方案推
動下，公部門或學術單位
已經有很多技術能量，但
是推廣可能稍嫌不足。

1.本意見已納入白皮書策略與行動計畫中。
2.有關防救災應用標準，政府已針對如防災
警示標準導入國際成熟之標準，並應用於國
內，目前民間團體如Google已應用相關資料
在其產品，並提供相對應的資訊。根據去年
使用統計單一颱風事件就有超過百萬人次瀏
覽。未來有關其他防救災應用標準，相關部
會持續共同合作制定。
3.未來將透過防災教育推廣及以更親民的語
言詮釋災害風險，使民眾對於防災資訊有感。
4.將科研成果推廣與落實於實務面上是應科
方案的主要目的，該方案將持續推動此一工
作。



附錄1  實體會議與網路徵詢
意見與處理(2/15)

議題 實體會議意見 處理情形

智慧
災防

政府在過去多年來，持續
建置了多項圖資、資訊平
台，但在一般民眾、網路
社群的接近、使用上，仍
有不少困難，因此在防災
應用共享的推動上，尤其
在全民參與的努力上，成
效必然受限，建議政府
(資料建置者)應從使用者
角度來決定數位平台的建
置方式，並另從網路社群
的角度，共同決定開放資
料內容的需求與方式。

1.本意見已納入白皮書策略與行動計畫中。
2.有關災害防救的資料標準，「共通示警
協議標準」及「天然災害事件名稱資料
標準」等2項標準草案業已完成公開徵詢
意見程序，預定104年4月17日召開國土
資訊系統推動及審議工作小組第17次會
議進行複審，俟審議通過後，提報國發
會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審查及公布。
3.有關開放式空間資訊聯盟（OGC）的
感測網（Sensor Web）資料標準，內政
部資訊中心已在去年進行研擬相關之規
範，今年已洽水土保持局將進行試作，
往後希望能將試作成果推廣至政府之相
關單位，俾利提供OGC的Sensor Web之
感測資料讓各界應用。



附錄1  實體會議與網路徵詢
意見與處理(3/15)

議題 實體會議意見 處理情形

智慧
運輸

Web數位公路服務平台
似乎偏公務應用，與民
眾關係較不足，建議重
點放到公路安全，尤其
是機車，應運用
connected vehicle、IOT 
sensor等技術。

1.Web版數位公路服務平台之公路資訊
已有「路況資訊、防災專區、疏運路線」
等即時交通資訊之服務情境，另有「監
理業務、大客車、大型重型機車、自行
車」等與公路總局監理運輸相關之服務
情境建置。預計於第2階段「數位生活」
建置完成後，各服務情境已結合公路總
局可開放之資料，將滿足一般民眾資訊
需求。
2.惟運用connected vehicle、IOT 
sensor(物聯網偵測)等技術，涉電子、
通訊、電信之專業，與本局之數位公路
較無類此之技術需求，故委員提供建議，
恐無法於Web版數位公路服務平台辦理。



附錄1  實體會議與網路徵詢
意見與處理(4/15)

議題 實體會議意見 處理情形

智慧
運輸

鐵路運輸即時通報服務
題目小了點，應整合高
臺鐵甚至包含客運，提
供旅客行程規劃服務；
臺鐵亦可開放座位空位
分布圖，允許自動接票
切票，允許乘客選位。

臺鐵現有票務系統已具備自動接票切票
功能。開放座位空位分布圖及允許乘客
選位之需求，亦已納入票務系統整合再
造委外服務案需求規範中，預計於107
年6月底前完成全案建置，屆時可提供
委員建議之功能。



附錄1  實體會議與網路徵詢
意見與處理(5/15)

議題 實體會議意見 處理情形

智慧
運輸

一段完整的旅運行為常
需使用多種公共運輸工
具，而公共運輸資訊來
源廣泛，致資訊的整合
流通較困難；詳細的運
輸資訊通常散布在各地
區（如台北好行提供詳
細的台北市境內交通資
訊），然而跨縣市的交
通資訊對於使用者而言
並不好用，因此資訊的
整合是非常重要的。

1.本意見已納入白皮書策略與行動計畫
中。
2.公共運輸範疇包含臺鐵、高鐵、公路
汽車客運、市區公車、航空等，分屬不
同公部門或業者營運管理。為強化跨運
具、跨單位資訊流通之運用，交通部已
規劃建置公共運輸資訊交換平台及研訂
跨運具之資料標準，透過該平台讓資料
間能輕易串連，產生有用的決策資訊及
有價值的資訊，而透過開放介接的方式，
拓展相關單位或民間業者之多元加值應
用服務。



附錄1  實體會議與網路徵詢
意見與處理(6/15)

議題 實體會議意見 處理情形

智慧
運輸

為利資料開放後能夠有
效的被利用，資料標準
化之建立係為重要的因
素。

1.本意見已納入白皮書策略與行動計畫
中。
2.未來除訂定資料交換標準外，亦將研
擬API標準，使資料開放不僅止於上傳
資料至平台供使用者查看，亦可使電腦
自動解讀資料後進行分析，並藉由API
提供SaaS層可使用，PaaS層則允許客製
化API，以達開放資料之最高效益。



附錄1  實體會議與網路徵詢
意見與處理(7/15)

議題 實體會議意見 處理情形

智慧
城鄉

智慧城鄉應區分為智慧
城市及智慧鄉村來建設
與治理，並重視鄉村之
發展，以助於紓解城市
之發展壓力。

智慧城鄉行動計畫分為五大面向，(1)智
慧型建築管理(2)智慧型社區安全(3)智慧
型國土環境監測(4)智慧型土地資料流通
應用(5)智慧型道路管線，其內容是融入
各項ICT 技術應用，包含雲端應用服務、
政府開放資料(Open Data) 模式，來提
升都市管理效率，而針對偏遠地區民眾、
原住民、弱勢族群等則透過智慧科技導
入公共服務，以均衡城鄉發展。



附錄1  實體會議與網路徵詢
意見與處理(8/15)

議題 實體會議意見 處理情形

智慧
城鄉

國土測繪成果測製不易，
建議設立網路協作平台，
鼓勵(甚或)要求民間業界
將資料公開交換分享。

目前各政府部門測製單位已經有作相當
的整合，地方政府負責一千分之一地形
圖建置，本中心負責測製中小比例尺地
形圖及通用版電子地圖，並互相交換使
用，對於地方政府已經測製一千分之一
地形圖地區將不重複測製，而是進行中
小比例尺圖資縮編，這部分在政府部門
已經算作得蠻成功的；至於協作平台，
其實前面也有委員提到，資料放到
OPEN DATA或OSM可以開放到什麼程
度，還必須再進一步研議。



附錄1  實體會議與網路徵詢
意見與處理(9/15)

議題 網路徵詢意見 處理情形

智慧
災防

目前大部分的災害監測資
料都還沒有一致的標準，
要做到巨量資料的即時分
析還有一段距離在，期望
政府能先往資料格式的制
定或選用既有標準來努力，
讓所有機關產出相同的格
式，未來才有即時分析的
潛力。

1.本意見已納入白皮書策略與行動計畫中。
2.有關災害防救的資料相關標準，目前政府
已著手制定「共通示警協議標準」及「天然
災害事件名稱資料標準」等2項標準草案業已
完成公開徵詢意見程序，預定104年4月17日
召開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及審議工作小組第17
次會議進行複審，俟審議通過後，提報國發
會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審查及公布，其他
相關標準如災情資料傳輸標準等，也將持續
由各部會研擬制定。

智慧
災防

防災物聯網到底應該是官
方主導？還是由民間自行
發展？如果是官方主導，
政府到底應該扮演何種角
色，才不會有與民爭利的
情形？

未來物聯網應該是政府與民間相互合作，物
聯網不是為防災專門產生的，物聯網應用上
其實是非常多元化的，因此政府角色為物聯
網應用之領頭羊並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附錄1  實體會議與網路徵詢
意見與處理(10/15)

議題 網路徵詢意見 處理情形

智慧
運輸

國道部分目前都妥善建置
ETC，應該運用這些政府
資料去做更多的BIG DATA

運用，另外國外已經使用
手機APP或導航軟體去自
動回報路面的坑洞和道路
狀況的BIG DATA，應該可
以多朝這方向去思考應用

1.本意見已納入白皮書策略與行動計畫中。
2.目前計程收費營運甫屆滿1年，相關資料除
供高公局自行分析外，並開放各界索取運用。
高公局亦正辦理ETC資料運用計畫，集合各
界創意發想，期使ETC資料達到最大運用。
至於使用手機App自動回報路面坑洞及道路
狀況1項，高公局刻正更新「高速公路1968」
App，將新增用路人單鍵回報路況功能。屆
時用路人可即時回報行車過程所觀察到的天
候、事故等路況。



附錄1  實體會議與網路徵詢
意見與處理(11/15)

議題 網路徵詢意見 處理情形

智慧
運輸

應該還可以跟Google Map
合作，導航時就將道路當
前擁塞情形考慮在內，建
議出替代道路，供用路人
選擇，而不是像春節期間，
仍然用交警及立牌，在國
道路肩通知用路人即早改
道。

1.本意見已納入白皮書策略與行動計畫中。
2.考量路寬、線形及對地方交通的衝擊等因
素，高公局目前規劃6條國道替代道路，供用
路人視需要選擇改道。高公局亦會視高速公
路及替代道路之交通狀況，適時透過交控設
施、1968App、警廣甚至員警指揮等方式，
籲請用路人改道，以避開國道壅塞路段。
另民間導航、App及Google等加值業者均有
接收高公局提供的國道即時路況訊息。各業
者的路徑計算邏輯為其商業機密，導航時是
否將道路當前壅塞情形考慮在內，或提出替
代道路建議等，均為各公司產品之功能特色，
高公局基本上尊重市場機制。
高公局推出之「高速公路1968」App刻正改
版中，改版後將結合Google Map等地圖，以
動態方式呈現用路人於地圖上之位置，俾提
供用路人更優質之服務。



附錄1  實體會議與網路徵詢
意見與處理(12/15)

議題 網路徵詢意見 處理情形

智慧
運輸

在目前悠遊卡這麼普及的
情況下，是可以收集到大
量的旅客乘車資訊，為何
還未見相關加值分析應用？
是法規限制或有其他技術
性問題？

交通部部運輸研究所於104年度刻正辦理「公
車動態資訊系統巨量資料（big data）蒐集
與視覺化分析」研究，針對公共運輸巨量資
料進行探勘：將透過汽車客運資料庫與電子
票證資料庫（如悠遊卡、一卡通等）之結合，
應用大數據視覺化分析技術，進行公共運輸
供給與需求在時間與空間維度上之應用研究，
提供交通主管機關和業者做為決策參考依據。



附錄1  實體會議與網路徵詢
意見與處理(13/15)

議題 網路徵詢意見 處理情形

智慧
運輸

目前整合電子票證多卡通
的進度實在是太牛步了，
悠遊卡及一卡通都無法真
正地全台通用，真的應該
催促台鐵的更新時程，早
日達成交通整合服務。

台鐵局於97年6月起辦理基隆=中壢間電子票
證業務，另於99年起開始研議辦理多卡通設
備採購，並於100年起逐步辦理多卡通電子票
證業務；至今服務範圍已拓展至服務範圍拓
展為福隆=苗栗間、林內=屏東間等104站，可
使用之電子票證為悠遊卡、台灣卡、遠通ETC
卡及高捷一卡通卡等4種。



附錄1  實體會議與網路徵詢
意見與處理(14/15)

議題 網路徵詢意見 處理情形

智慧
城鄉

可否類似手機APP"Who's
call"請各網購業者協助建
立相關疑慮ID，並結合巨
量資料分析找出哪種情境
或特定網購店商容易被入
侵產生詐騙行為？

1.目前各網路賣場已針對違規帳戶ID於賣場
網頁上定期公告週知，另165專線官網
(http://www.165.gov.tw)亦於104年3月24日起
每週定期更新高風險賣場及竄改來電號碼10
大排名供民眾審閱，以維護自身網拍交易安
全。
2.有關詐騙情境分析部分感謝您的建議，我
們將列作參考施行，也歡迎您至165專線FB
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165be...



附錄1  實體會議與網路徵詢
意見與處理(15/15)

議題 網路徵詢意見 處理情形

智慧
城鄉

有如此多的監測工具為何
績效敵不過『看見台灣』，
是否是這些資訊未有管道
定期揭露？若可將這些監
測到成果轉換為Open Data
是否可以透過輿論力量遏
止違規開發？

1. 本意見已納入白皮書策略與行動計畫中。
2.看見台灣採用空拍方式記錄拍攝當下國土
破壞及污染源情形，而「國土利用監測計畫」
是運用衛星影像遙測技術（解析度1.5至2.5
公尺）進行國土變遷偵測，本案103年度起
由國土測繪中心整合，透過行政資源整合，
提升衛星監測頻率，讓土地違規使用情形，
能更即時發現，此外，今年度將整合通報查
報系統並已納入行動計畫，未來將朝向open 
data方向發展並加強宣導，期能結合各界力
量共同保護家園。
3.本案監測之統計資訊可參見下列網站:
內政部營建署-歷年變異點統計
tp://www.landchg.org.tw/Inde
經濟部水利署-查報執行成果
http://iriver.wra.gov.tw/mon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