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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智慧運輸系統設計建置計畫 
計畫類別： 

國家交通核心路網數位基礎建置 

□營造智慧交通行動服務生活環境 

□營造永續與幸福運輸服務 

□其他新興技術應用創新 

壹、前言 

隨著都市化程度越來越高，高雄市目前面臨機車、年長者、大型車、私人運具使用率偏高等課題，造

成交通安全、交通擁擠、汙染等問題，本府希望所投入整體智慧運輸系統能達到智慧化交通管理、提高交

通安全及促進智慧旅運服務之目標，其中本府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以下簡稱智運中心)於本案所辦理之

新一代智慧運輸系統主要係滿足智慧化交通管理之目標。 

(一) 本案著重於交控系統優化及大數據分析，與其他部門(例如公共運輸、停車管理、交通安全、氣

象等)之連結係透過資料介接將其融合在本案平台內，進行應用加值服務。 

(二) 就城市管理者而言，新一代平台建置希望透過路側設備採集及融合多元交通監控數據，以城市

大腦的觀點，演算出包括號誌控制、交通疏導等解決方案，並透過儀表板型式輸出成果，強化城

市平常日及有事件發生時自動化交通疏導能力，以提供決策支援參考。 

(三) 就使用者而言，目前本市提供民眾之交通資訊系統仍散見於各子系統， 包括交控系統、公運系

統、停管系統及交通安全系統等，使民眾出門前選擇自行駕車或搭乘公共運輸及於行程中查詢

相關資訊均造成不便，高雄希望透過新一代平台建置，以旅次鏈的觀點，提供民眾從第一哩路至

最後一哩路有關行程前和行程中所需即時交通狀況、公共運輸、停車資訊及交通安全等整合式

資訊。 

貳、計畫內容 

一、 計畫說明 

1. 計畫目的 

本計畫針對中心系統規劃相關功能與平台介接資料項目，期望能建置一個易於檢視、預測

與控制的新一代智慧運輸系統，並提供安全、順暢、體貼的交通服務。系統策略為提升智運中

心資料視覺化、預測精準化、控制智慧化、管理簡便化與資訊多元化。規劃核心功能為都市交

通管理、智慧交通監控、道路安全服務與多元資訊服務。整體系統規劃構想如圖 1 所示。 

 
圖 1 新一代智慧運輸系統整體規劃設計構想 

新一代智慧運輸系統依資料蒐集、資料傳輸、平台核心、應用系統區分為感知層、平台層、

及應用層重新建構新一代智慧運輸服務系統(如圖 2 所示)。 

(1) 感知層部分，重新檢視固定設備偵測技術，引入行動裝置數據(EVP、GVP、CVP 及多卡通

電子票證)，強化影響交通事件資訊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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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台層的部分，透過異質多元資料整合，包括停車供需、車流量、道路事件、電子票證或

電信信令數據的 OD 起訖及外部資料，融合在同一平台以發展智慧交管、道路安全及智慧

旅運服務。 
(3) 期望藉由建構個面向的應用服務可以達到用路安全、交通順暢、友善服務、環境永續、產

業發展目標。 

 
圖 2 新一代智慧運輸系統架構圖 

2. 計畫內容 

(1) 現況問題分析 

智運中心目前運行之交通管理系統，其所面臨問題包括「交通監控」、「資料蒐集」、「資

料分析」、「資訊發佈」、「號誌控制」、「設備汰換及維護管理」、「運輸需求預測」等面向問

題，本計畫將針對「交通監控」、「資料蒐集」、「資料分析」、「資訊發佈」等議題進行功能

提升。 

(2) 計畫施作範圍與必要性 

本計畫規劃建置之中心系統除針對路側設備進行資料介接與管理外，尚可針對過往歷

時資料產出因應不同時段、日期之道路績效與停車狀況預測，進行交通狀況即時監控；且

於發生突發事件時，將依據事件內容、嚴重性與範圍提出反應計畫供中心人員參考與執行

之事件反應平台。 

 
圖 3 本計畫施作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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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行策略 

依據圖 3 所示之施作範圍，可歸納出包括都市交通管理、智慧交通監控、道路安全服

務、多元資訊服務等本計畫系統之四大核心服務，此四項服務項目與所包含的系統功能模

組資料如圖 4所示。 

 
圖 4 系統四大核心服務所對應之功能模組 

基於前述規劃構想與分析，預計執行之工作內容說明如下: 

A. 運輸資訊平台規劃建置 

為綜整內外部交通資訊於單一整合平台，並統一格式及節省人力、預算，以有效加

強交通管理決策應用分析，新一代智慧運輸系統將規劃以大數據技術建置運輸資訊平台。

運資平台為交通數據匯集平台、屬於系統之功能模組層級，蒐集及整合交通所需相關資

訊，進行資料粹取、清洗及轉換為統一格式，以大數據技術儲存、分析及處理。其蒐集

資料包含固定式設備、移動式設備、公共運輸資料及其他資料等，提供統一格式之資料

供交控系統、交通即時監控系統、決策支援系統及智慧儀表板使用，並提供交通監控、

交通管理、多元資訊與道路安全等服務。 

運輸資訊平台為交通數據匯集平台，整合車流訊息匯流(如 VD、公車、計程車軌跡

資料)、交通監控系統、停車管理系統、公共運輸系統，及交通安全系統(如肇事、違規)

等交通資訊，並將外部資訊如事件、天氣、雨量、油價等一併納入，以利機關(含所屬機

關)及對內外機關各系統或單位之資料交換及決策分析使用，其架構示意如圖 5。 

 
圖 5 運輸資訊平台架構 

B. 智慧交控系統規劃建置 

交通控制系統涵蓋項目眾多，包含核心基礎交通控制與各類應用型監控功能，牽動

道路資訊的蒐集以及交通管理的設備控制。新一代智慧運輸系統所規劃應具備功能模組

包含：交通資料收集管理、交通設備控制管理、系統運行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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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交通即時監控系統規劃建置 

交通即時監控功能規劃將採用交控系統與運輸資訊平臺所蒐集之即時與歷史資料

進行即時分析，並結合 GIS 地圖提供直覺化的數據展示，以提供整合型之視覺化顯示功

能。 

交通即時監控系統係針對公共運輸、道路績效、停車需求、事件、等主題建構監控

功能，其使用對象主要為本局智運、運管、運設、停管各單位系統操作人員，使其可透

過各系統功能掌握系統即時運作狀況，並針對系統異常事件進行監控，如圖 6所示。 

 
圖 6 交通即時監控系統功能架構 

D. 決策支援系統規劃建置 

決策支援系統主要係提供交通安全、行車監控、交通規劃等有價值、有用的資訊給

管理者，輔助支援其進行中長期決策規劃，提高決策品質，並提供管理者及民眾有感之

道路交通績效指標，以了解每項改善方案之成本效益，系統架構如圖 7所示。 

 
圖 7 決策支援系統功能架構 

E. 智慧儀表板規劃建置 

智慧儀表板功能規劃將採用運輸資訊整合平臺所蒐集之資訊，並結合 GIS地圖提供

直覺化的數據展示，以提供整合型之視覺化顯示功能，新一代智慧運輸系統之儀表板設

計主軸如下: 

 儀表內容設計應讓使用者淺顯易懂且有感的視覺化呈現方式。儀表內容設計應讓交

通監控人員易於解讀，進而採取適當管理作為的方式，提升即時監控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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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表內容元件化，配合可依自定顯示版面方式，無須更修軟體。 

本計畫之智慧儀表板架構如圖 8所示，智慧儀表板之使用對象初步設定為市長、副

市長、局長、副局長及府內一級長官等，以供瞭解高雄市相關交通資訊。 

 
圖 8 智慧儀表板系統功能架構 

F. 事件反應平台規劃建置 

事件反應系統主要由即時交通監控系統及事件反應平台組成，其中即時交通監控系

統包含事件通報(手動輸入、主動偵測、自動偵測)及事件監控(事件介接、事件管理、事

件告警)；事件反應平台可依據預先制定之規則進行相關反應計畫之對應，其可依據事

件類別、地點來制定對應門檻值規則或關鍵字，並設定對應的各種事件反應策略，當系

統偵測到符合之事件條件(如：達到門檻值或截取到關鍵字)，事件即為觸發，再依據事

件類別執行反應策略(資訊提供、交通管理及加值服務)，並儲存相關反應策略執行紀錄，

以供查詢執行紀錄使用。反應策略執行後，可透過人工或自動進行事件結束關閉。新一

代智慧運輸系統所規劃之事件反應流程，將以系統進行橫向聯繫通報、監控及處理，其

透過事件反應策略，使各事件反應處理單位了解因應事件反應策略內容，包含資訊提供、

交通管理及加值服務如圖 9所示。 

 
圖 9 事件反應流程示意圖 

(4) 執行創意 

新一代智慧運輸系統之建構核心，係為滿足使用者旅運需求所發展出之多元服務，其

執行創意為著重於「移動需求管理」、「跨系統資訊整合」兩主軸，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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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移動需求管理資源整合平台 

藉由平台架構與標準建立，促使: 

a. 現行已建系統可依循架構及標準，進行重構。 

b. 未來新建系統需依循架構及標準進行建置。 

以確保新一代智慧運輸系統之各子系統都有統一建置標準與統一操作介面；未來系

統維運有標準可依循，可降低維運廠商接手困難度、提升維運效率與節省預算。 

B. 跨系統資訊整合平台 

藉由資料交換或服務串接，整合各子系統資訊與服務，從資料分析中探索可行交通

控制策略、運輸服務、共享資訊。 

a. 建構資料倉儲、蒐集各子系統資料 

b. 建構子系統 API服務，以納接整合性服務呼叫需求。 

(5) 所採用之 ITS 技術 
本計畫將涉及微波雷達(VD)、影像偵測辨識(AVI、VD)、RFID (eTag)、GVP、AI 車流影

像分析等車輛偵測/辨識及資料蒐集技術，取得車輛車流資訊。透過交通設備或交通資料通

訊協定，促使路側端與中心端進行溝通，並透過網頁、APP、CMS 及 OpenData/OpenAPI方

式提供交通資訊發布。 

(6) 推動組織架構  

本年度計畫範圍參與單位包含高雄市交通局下相關科室，運輸管理科、停車管理中心、

交通工程科、資訊室及智慧運輸中心，並由智慧運輸中心擔任主要計畫執行工作。 

(7) 維運面之運作規劃 

A. 維運人力 

高雄市在交控系統運作有良好經驗，並設立智慧運輸中心負責交控中心營運、交通

監控系統、交通設備維護之規劃設計、設置及維護管理業務、交通電腦號誌系統及先進

交通管理系統之規劃、設計、設置、控制及維護等業務工作。 

B. 維運財務機制 

高雄市交通局每年編列交控設備維運及人力委外經費委由專業人員執行系統維運，

資訊加值及現場設備維護等工作。 

3. 與同轄區內其他智慧運輸計畫或其他相關計畫（例如：智慧城鄉、無人載具創新實驗計畫、公

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等）之關係 

續於 110 年執行本案第一年期之建置，完成系統架構與軟硬體基礎環境細部設計、運輸資

訊平台系統規劃建置、智慧儀表板規劃建置、影像錄存廣播系統規劃建置及多元資訊蒐集(CVP

或 GVP 等路況資訊服務)等項目；因應 2021 國慶焰火活動及 2022 台灣燈會等大型活動，以智

慧儀表板提供市長、副市長、局長、副局長等府內長官，以瞭解高雄市相關交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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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費需求  

一、補助款請領期程及經費來源 

表 3 執行項目分年期經費表 

年度 
申請撥付

期別 
執行項目 

撥付

比率 
請款期程 

中央補助

經費 

地方自籌

經費 

合計 

經費 

111

年 

第 1 期 

招標作業、工作計畫書 

(各項工作內容，提出系

統架構及時程規劃) 

30% 111/6 6,750,000 2,250,000 9,000,000 

第 2 期 

完成期中報告 

(完成智慧運輸系統平台

架構設計、機房軟硬體基

礎環境細部設計，運輸資

訊平台之細部規劃設計、

智慧儀表板細部規劃設

計、影像錄存廣播系統細

部規劃設計等) 

50% 111/11 11,250,000 3,750,000 15,000,000 

111 年小計 18,000,000 6,000,000 24,000,000 

第 3 期 

完成期末驗收 

(完成本計畫各項子系統

完整功能建置、系統軟體

開發、系統整合、系統運作

測試、系統運作績效評估

等本案全部工作內容) 

20% 112/4 4,500,000 1,500,000 6,000,000 

112 年小計 4,500,000 1,500,000 6,000,000 

111-112 年總計 22,500,000 7,500,000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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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績效指標及預期成果效益 

一、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包含路段旅行時間縮短，指標與目標值如下表。 

績效指標 
改善效益

目標值 

減少道路旅行時間(%) 

(重點壅塞地區主要廊道) 
5~7% 

減少道路旅行時間(萬人分鐘/年) 

(重點壅塞地區主要廊道) 
10,000,000 

溫室氣體排放目標(萬噸/年) 50 

促進資料開放應用(億元) 1 

二、 階段成果 

完成運輸資訊平台擴充（異地備援機制規劃、配合智慧交控系統整合、配合決

策支援系統整合）、智慧交控平台規劃建置（細部規劃設計、資料蒐集軟體、資訊可

變標誌管理軟體、線上交通資料庫軟體、系統管理軟體、設備監視維護軟體、歷史

資料報表分析軟體、交通動態畫面顯示軟體、通訊伺服器通訊控制軟體、圖誌顯示

軟體、號誌管理軟體、旅行時間推估軟體、路側設備資料上傳交通部與基礎資料調

查整理、路側設備資料異常檢核功能、軟硬體環境規劃與建置）。 

三、 預期成果效益 

1. 建構大數據資料蒐集與分析能量 

透過交通相關資訊蒐集，藉由大數據分析找出公共運輸缺口（整合 CVP OD、公

共運輸刷卡資料）、車流預警預測（大數據歷史資料分析門檻值並導入 AI 學習

預測模組）、停車供需分析（常態與非常態期間的使用率、周轉率）…等主題，

提出解決方案與交通管理策略。 

2. 建置新一代智慧運輸系統 

透過日益更新資通訊技術、物聯網技術、ITS 技術，重新建構日益繁重的交通運

輸管理資訊系統需求，提升應用系統功能穩定性與可靠性。 

3. 改善道路績效 

藉由多元交通資訊蒐集，多向流通交通訊息與運用，改善輕軌路廊道路運作績

效。 

4. 制定智運中心應用系統平台框架標準 

重構整合已建置之眾多既有系統，促使系統均依循系統平台框架標準開發，單

一化應用系統入口與操作介面，將低運維人員日常操作負擔，提高交通運輸管

理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