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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普考「運輸學概要」擬答》 

一、 【可參閱鼎文公職 T5A43 運輸學(含概要)第 243 頁~第 261 頁第十六章 智慧型運輸系統。完全命中】 
 ITS 之九大服務領域之比較： 

服務領域 使用者服務項目 服務領域 使用者服務項目 

 先進交通管理服務（ATMS） 交通控制 
交通監控 
事件管理 
旅次需求管理 
 交通環境影響管理 

 緊急救援管理

服務（EMS）
 緊急事故通告 
 緊急救援車輛管理 
 自然災害交通管理 

 先進用路人資訊服務（ATIS） 路徑導引 
旅行者資訊 
旅行中駕駛資訊 
行前旅行資訊 
 共乘配對與預約服務 

 先進車輛控制

及 安 全 服 務

（AVCSS） 

縱向防撞 
側向防撞 
路口防撞 
視覺改善 
安全準備 
 碰撞前安全防護 

 自動車輛駕駛 

 先進大眾運輸服務（APTS）  行程中大眾運輸資訊 
 大眾運輸營運管理 
 大眾運輸車輛安全 

 弱勢使用者保

護服務（VIPS）
 行人／自行車騎士安全 
機車騎士安全 

 商車營運服務（CVOS） 自動化路邊安檢 
商用車隊管理 
 商用車輛車上安全監視 
 商用車輛電子憑證管理 
重車安全管理 

 資訊管理服務

（IMS） 
 資料蒐集彙整 
 資料歸檔 
 歸檔資料管理 
 歸檔資料應用 

 電子收付費服務（EPS） 電子收（付）費   

國內推動實施之 ITS 之執行成果彙整表 

應用對象 ITS 服務 
領域 

工作 
項目 

執行情形檢討 

一、 城際公路

系統智慧

化 

ATMS 
匝道儀控 

完成國道一號 26 處交流道連線偵測控制，原預定新增之 11 處交流道連線偵測

控制延至民國 92 年 12 月完成。 
於國道一號主線設置車輛偵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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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對象 ITS 服務 
領域 

工作 
項目 

執行情形檢討 

  

交控系統 

國道北部通車路段除新竹交流道路段須配合拓寬時程辦理設備遷移外，其餘交控系

統已可運作。 
國道一號中南區兩交流道間主線車輛偵測器已完成增設。 
完成高快速整體公路網交通管理系統綜合規劃。 
完成國道三號新化九如段整體交控系統，古坑新化段整體交控系統延後至 92 年 6

月前完工。 
完成國道三號古坑九如段緊急電話設置。 
完成國道五號南港石碇段整體交控系統，石碇坪林段整體交控系統預計延至民國

93 年 7 月完工。 

  
替代道路 

完成國道替代道路易壅塞路段偵測器系統規劃，建置工作預計延至民國 92 年 12 月完

成。 

  其他研究 完成高速公路智慧化之整體規劃。 

 ATIS 行前交通

資訊 
完成用網際網路、自動傳真回覆、電話語音系統等方式發布交通資訊，有關以有線電

視試播部分因有線電視工會未有任何回覆故尚未完成。由於網際網路盛行，是故自動

傳真回覆系統於民國 91 年 9 月停用。 

  行程中交

通資訊 
完成國道一號中南區資訊可變標誌增設工程。 
完成國道三號古坑新化段資訊可變標誌，惟新化九如段預計延後至民國 92 年 6 月

完成。 
完成台北都會區聯絡道資訊可變標誌之增設。 

  其他研究 原定辦理之「國道高速公路 ITS 基礎研究」及「用路人資訊需求與 ATIS 架構之研究」

因故停辦。 

 ETC  原定由中華電信與高速公路局簽約辦理的建置營運計畫，因中華電信相關預算未經

立法院同意，故雙方所訂合約因而終止。 
現正由高速公路局辦理 BOT 招標作業。 

二、 都市交通

系統智慧

化 

ATMS 交控系統 完成台北市交控中心更新工程。 
完成台北都會區快速道路智慧化系統－細部設計。 
高雄市交控系統改採 BOT 方式辦理。 
完成台北市交通監控系統擴充工程。 

  停車管理 完成台北市停車場資訊導引系統（信義計畫區）建置工程。 
原定辦理之「台北市路邊停車智慧化管理」與「違規停車動態查詢系統」因故未實

施。 
完成「陽明山地區 ITS 建置規劃與初步設計」。 

  機車管理 原定辦理之「台北市機車實施電子收費技術可行性研究」因故未實施。 

  其他研究 完成「台北市都市交通智慧化整體規劃」。 

 ATIS 行前交通

資訊 
完成交通資訊網站。 
原定辦理之「台北地區公車資訊查詢系統」因故未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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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對象 ITS 服務 
領域 

工作 
項目 

執行情形檢討 

 行程中交

通資訊 
完成台北市停車場資訊導引系統（信義計畫區）建置工程。 
原定辦理之「台北市路邊停車智慧化管理」與「違規停車動態查詢系統」因故未實

施。 

 ITS實驗城

計畫 
 原定辦理之「台灣地區 ITS 實驗城計畫－系統規劃與設計」因經費關係未能實施。

三、 大眾運輸

系統智慧

化 

APTS 發展架構

與資訊應

用 
完成「先進大眾運輸系統整體發展架構與推動策略之研究」。 

  
車輛定位 

完成「高速公路路況與台汽車輛定位即時資訊系統」。 
完成台中高雄「公車動態資訊系統整合租用計畫」。 

  車輛調度

與服務資

訊 

完成「高速公路路況與台汽車輛定位即時資訊系統」。 
完成台中高雄「公車動態資訊系統整合租用計畫」。 
完成「新竹市公車動態資訊系統運作與績效評估」。 
完成「台北市公車優先號誌及動態資訊查詢系統之研發與示範計畫」 
完成「台北都會區大眾運輸系統轉乘資訊整合」計畫。 
完成「大眾運輸系統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之規劃、推廣與應用。 
完成「公車動態資訊系統前端與後端系統整合觀摩計畫」。 
完成「大眾運輸客運節點資訊整合規劃」。 
完成「複合運輸場站整合資訊系統研發與實作」。 
「台北市公車站名播報暨轉乘資訊播報顯示系統之規劃建置」預計民國 92 年底裝

設完成。 
完成「台北市山區偏遠服務性路線公車動態暨站務管理系統規劃」。首都客運並已

完成建置工作。全案將於民國 92 年 12 月完成。 

  

電子票證 

金門地區大眾運輸電子票證系統實施中。 
台北都會區大眾運輸 IC 卡票證實施中。 
公路汽車客運 IC 卡示範計畫已完成規劃與測試，正進行全面建置。 
完成「電子票證系統多功能卡片規劃」。 

  

行車安全 

原定辦理之「台北市公車數位式行車紀錄器之裝設」，台北市交通局現階段無推行

計畫。 
目前交通部運研所正辦理「數位式行車紀錄器功能技術規範建立與示範應用之研

究」。 

通訊定位

技術與應

用推廣 

辦理「公路汽車貨物運輸車隊管理核心系統規劃、推廣與運用」。 
原定辦理之「國際海運貨櫃追蹤管理系統之推廣應用」計畫，因已另有相關海運發

展計畫推動，故予以刪除。 

商車安全 
完成「危險品運送管理系統整體需求規劃」。 
完成「計程車管理與派遣系統規劃與示範計畫」。 

四、 商車營運

系統智慧

化 

CVO 

電子監理 原定辦理之「商用車輛電子監理需求及系統發展之規劃」將納入 93 年度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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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對象 ITS 服務 
領域 

工作 
項目 

執行情形檢討 

其他相關

技術推廣 
有關「計程車 IC 卡式計費錶試辦計畫」將於 92 年度辦理 

五、 ITS 通信與

資訊發展

平台 

ATMS 
ITS 通信架

構 

完成 ITS 通信架構與應用之研擬及平台規劃書。 
完成「通訊平台標準化之探討與整體架構初步規劃」。 
完成「ITS 通訊協定之研究－通訊網路評選模式之建立」。 

  交控軟體

標準化 
完成「都市交通控制軟體標準化」相關研究。 
完成「交通控制標準化軟體模擬實驗室」相關研究。 
完成「87 年版都市交通控制通訊協定標準化軟體與號誌控制器之教育宣導與認證

實施計畫」。 
完成「都市交通號誌全動態控制邏輯模式」相關研究。 

  交控通訊

協定國際

化 

完成「NTCIP-like 都市交通控制系統通訊協定」相關研究。 

  號誌控制

規格 
完成「電腦化交通號誌控制器規格」相關研究。 

  C2C 通訊

協定 
完成「以先進交通管理系統需求制定不同交控中心間之通訊協定」相關研究。 
完成「交通即時資訊中心建構之規劃研究與實地測試示範計畫」。 

資料來源 
可透過高速公路路段偵測器、匝道儀控、台汽 GPS、WAP、簡訊以及警廣路況

廣播等蒐集資料。 
高速公路替代道路之資料蒐集須至偵測器於民國 92 年 12 月完成後方能開始。 

資料庫 完成「國／省道即時路況資料庫之建置」相關作業。 

六、 用路者資

訊服務化 
ATIS 

提供方式 完成「智慧型電話查詢、自動傳真回覆系統、網際網路」提供方式之建置。 

七、 交通路網

數值地圖

建置 

  
完成「2000 年版交通路網數值地圖建置計畫」及其局部更新計畫。 

八、 教育推廣

與國際合

作 

  完成「ITS 教育宣導資料製作及實施計畫」。 
參加 ITS-America 年會及 ITS 世界大會。 
舉辦 ITS 國際研討會與展示。 

九、 其他先期

研發調查

實驗 

  完成「台灣地區發展 ITS 系統架構之研究」。 
完成「ITS 發展領域與使用者服務之供需調查」。 
完成「軌道運輸智慧化技術平台示範計畫」。 
完成「應用行動電話定位技術於交通運輸系統之實作研究計畫」。 

資料來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二、【可參閱鼎文公職 T5A43 運輸學(含概要)第 538 頁三。完全命中】 
技術與背景： 

近年來智慧型運輸系統在國內蓬勃發展，交通部也積極推動「e 化交通」之「智慧交控系統」及「聰明公車系

統」之建置，簡單來說，「智慧交控系統」是利用先進交通管理與資訊系統（Advanced Traffic Manage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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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Systems, or ATMIS）之相關技術，將傳統都市號誌之建置與維修系統加以智慧化。 
例如，即時車流監控、路口號誌動態控制與中心連線控制、交控設備維修智慧化、即時交通資訊顯示……等等

功能；「聰明公車系統」則是先進大眾運輸系統（Advanced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s, or APTS）之應用範例

之一，主要是結合車輛定位、無線通訊、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s, or GIS）、資料庫管理、

網際網路及多媒體資訊顯示等相關技術，透過多種媒體之顯示使乘客掌握公車即時行車資訊，並提供管理者調

度排班的決策支援。 
 設備： 

 車上設備： 
 車載機。 
 LED 車頭燈。 
 車內站名播報。 

 車站設備： 
 車輛動態。 
 預估到站時間。 
 首末班車訊息。 
 轉乘資訊。 

 效益： 
 提供使用者即時充份之搭乘資訊，提昇大眾運輸服務品質。 
 協助經營者規劃最佳營運策略，降低成本，增加收益，提昇營運效率。 
 提高大眾運輸工具之機動性，增進交通安全、降低道路交通擁擠。 
 減少空氣汙染，降低能源使用。 
 增進公共汽車客運業及 ITS 相關產業之發展。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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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參閱鼎文公職 T5A43 運輸學(含概要)第 587 頁。完全命中】 
臺灣地區在 95 年啟用高速公路電子收費系統（ETC），由遠通電收公司得標，因此 OBU 的裝機率未達合約標

準（在 99 年 6 月底應達 45%，但只達 36.63%）而常遭外界批評。但不容否認，實施 ETC 之後，對改善收費

站的擁塞情況有所貢獻，只是未能利用此系統進行車輛特性資料搜集，且使用率的成長也較慢。 
遠通電收表示要廢棄原本的紅外線系統，改用微波系統，利用 eTag（電子標籤）取代目前的車上機扣款，而高

公局也擬將收費站的收費方式改為哩程制，為因應此情況，未來 ETC 的規劃與配套管理策略如下： 
政府應對 ETC 的電子收費系統利用率及系統予以規範，及應對特許公司遠通電收公司有離場的機制，建立

量化的評估指標。 
遠通電收利用 eTag 的微波系統，政府應確實督促在 ETC 的車輛特性搜集、偵測，作為交通運輸系統改善的

重要依據。 
高速公路收費改為哩程制，必須完全揚棄人工收費的方式，故除考慮給駕駛者免費裝機的優惠外，也應考慮

其方便性和便民措施。 
建議政府應委由學界對 ETC 的未來規劃和配套管理策略先行作可行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