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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 

隨電子及通訊產業的進步，發展遙控無人機的應用服務已成為國際趨勢，遙

控無人機在交通運輸領域的應用更是層見疊出，其高機動性、高彈性布署特性，

能夠有效提升運輸系統之易行性、可及性及安全性。無人機的研究發展，已經不

再是 3C 娛樂產業的格局，由於技術能力的突破，無人機可能躋身未來交通運輸

的重要運具，無人機的應用將會突破目前的應用規模，放眼未來更大的運輸價值。 

交通部為有效導入遙控無人機於我國交通運輸領域的應用以及促進相關產

業的發展，成立「無人機科技產業小組」，責請本所研擬我國遙控無人機在交通

領域發展之推動策略。本所之「我國遙控無人機在交通領域發展之推動策略」計

畫已於 108 年度完成三次座談會，邀請國內學者專家，就防救災、智慧運輸(含

交通資料蒐集)、物流運送三大議題，進行深入淺出的討論，從產、官、學、研各

面向，凝聚前瞻思維，彙整周延的規劃，共同的結論都期待能透過公部門的使用

需求，帶動相關產業之合作與發展。 

綜整三次的座談會的結論之後，並集結各單位所舉辦的無人機相關座談、論

壇、交流等意見，本所再於 9 月 11 日舉辦「無人機於交通運輸創新應用產業論

壇」，邀請國內科技、經濟與交通運輸專家學者，共同研商如何從科技面的政策

主導、經濟面的產業推動，以未來空中運輸為可能的基礎，探討各種新科技的能

量與發展策略，產業經濟的投入與國際佈局，並以無人機在交通運輸領域的應用

為主軸，發展各種空中運輸方案來提高運輸效率與安全為短期目標，討論科技、

經濟、交通對無人機及未來空中運輸的相關規劃，探討未來十年空中運輸可能的

發展導向，如何從科技面、經濟面與交通面串聯整合，形成未來產業聚落，立足

臺灣、放眼國際。 

計畫成果分為四部分，分別為全球無人機產業及未來發展趨勢、我國無人機

在交通領域發展之推動策略及藍圖、座談會及論壇籌辦紀要，最後一部分則為附

錄運輸計劃季刊投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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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無人機產業及未來發展趨勢初步分析 

一、 全球無人機產業分析 

推動無人機產業就絕對不能只看台灣市場，根據 Interact Analysis 公司的分

析報告顯示，就「產值」來看，2016 年全球商用無人機產值只有美金 13 億元，

預估到了 2022 年將增加到 150億元；就「數量」而言，預估 2022 年商用無人機

市場需求將超過 62萬台，而其中有 2/3 無人機單價低於美金 2,000元，且其產值

只佔 13％。 

 

資料來源：https://www.interactanalysis.com/drone-market-2022-predictions/ 

圖 1 2022年全球無人機產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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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分析可知，無人機全球市場未來發展潛力極大，並且市場呈現極端

發展趨勢。專業型無人機具有極高附加價值率，而交通運輸是未來無人機高度

發展的領域，包含了物流運送、交通監測(事件、壅塞)、災害應變以及交通基

礎設施的調查、檢測。 

 

資料來源：https://www.interactanalysis.com/drone-market-2022-predictions/ 

圖 2 2022年全球無人機應用領域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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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無人機未來發展趨勢 

無人機未來發展趨勢，在技術部分第一是更可靠，以提供更穩定、安全的飛

行服務；第二是更智慧，利用人工智慧 AI 技術能夠自動執行各項任務；第三是

飛行時間更久或酬載更大，延長無人機的飛行距離，服務更大的範圍；最後則是

垂直起降定翼巡航技術的發展，能夠提升無人機的可及性、易行性。 

 

圖 3 無人機技術發展趨施 

在應用部分，無人機的功能朝向專業應用與需求導向。依據世界先進國家在

交通領域的應用大致包含：設施檢測、防/救災、資料蒐集以及物流運送而人員運

輸服務，則是無人機的最新應用發展趨勢。不僅主要的傳統客機製造商，如波音、

空中巴士等公司皆積極投入載人空中計程車的研發，有些地區例如杜拜、新加坡

皆已進行及準備空中計程車測試驗證計畫。 

 

圖 4 無人機應用趨施 



6 
 

另外，在國際推動政策與法規方面，美國總統川普要求美國運輸部推動整

合示範計畫（IPP），以期加速美國無人機與國家空域的安全整合、使無人機的

技術帶給美國國家經濟效益，並提出了「美國的航空將因此再次偉大」 “Our 

Nation will move faster, fly higher, and soar proudly toward the next great chapter of 

American aviation.”的宣示。 

 
資料來源：https://www.transportation.gov/briefing-room/uas-integration-pilot-program-white-house-fact-sheet 

圖 5 UAS Integration Pilot Program White House Fact Sheet 

日本安倍首相要求 2022年無人機商轉，並且提出「2018年運用於山間地

區運送貨物、2020年可正式在都市內安全運送貨物」之目標，透過民間物流需

求及政府防災需求將市場面擴大。 

 

圖 6 日本無人機產業推動相關單位 

有關無人機法規納管情形，美國、歐盟及日本分別自 2015 年開始以法規納

管無人機的使用與營運，而我國「民用航空法」遙控無人機專章修正草案已於2018

年 4月 3日經立法院三讀通過、2018 年 4月 25日經總統公布。行政院已於 2019

年 6月 10日核定「民用航空法」第 99條之 9至第 99條之 19及第 118條之 1至

第 118條之 3，自 2020年 3月 31日施行。 

 

1. 日本 

2015 年 4月 22 日上午，一部帶有輻射標誌的無人機墜落於東京都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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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邸屋頂，無人機被驗出含微量放射性物質，墜落的無人機沒有造成人命傷

亡，但引起日本政府高度重視。日本國會於 2015 年 9 月通過民用航空法

（Civil Aeronautics Law）修正案，並於 2015年 12月 10 日正式生效。其中

修正內容包含第二條第二十二款無人機的定義、第一百三十二條之二規範安

全的飛行方式以及第一百五十七條之四相關罰則等。 

2. 美國 

美國聯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FAA）於 2016 年

6月提出小型無人機管理規則 Part 107（Small Unmanned Aircraft Rule PART 

107-），做為小型無人機之操作規範。 

3. 歐洲 

歐洲航空安全局（EASA）於 2019 年 6 月 11 日發布了歐洲關於無人機

的通用法規，包含議會授權法規 2019/945 及議會實施法規 2019/947，以確

保歐洲範圍內無人機運營的安全和可靠。 

另外，設置無人機試行場域也是先進國家發展的重要政策之一，例如丹麥

的安徒生機場(HCA)於 2010年開始轉型成為無人機測試中心，並透過辦理競賽

聚集產官學研及民間組織，逐漸成為發展無人機的重要產業聚落。日本福島機

器人測試場可進行包含無人載具(包含無人機)的測試，另外日本政府指定千葉

市為無人機物流試辦的「國家戰略特區」，並與亞馬遜合作在當地測試無人機快

遞系統及發展無人機産業的試驗平台。 

 
資料來源：https://fyens.dk/artikel/beldringe-usa-ambassad%C3%B8r-ser-p%C3%A5-droner-i-lufthavn#slide0 

圖 7 丹麥安徒生機場(HCA) 

https://fyens.dk/artikel/beldringe-usa-ambassad%C3%B8r-ser-p%C3%A5-droner-i-lufthavn#slid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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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http://ayarieshon.hatenablog.com/entry/2018/03/21/215506 

圖 8 福島機器人測試場 

 

資料來源：https://motivistjapan.com/2016/04/automated-drones-in-japan/ 

圖 9 千葉市無人機物流 

經由前述國際推動政策與法規的觀察可知，美、日等先進國家不僅積極推

動無人機的應用研發，更將無人機產業推動與應用，定位為國家級發展政策。

http://ayarieshon.hatenablog.com/entry/2018/03/21/21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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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自 2015 年起陸續頒行無人機管理法規，將無人機的使用與營運進行納

管，而我國民航法無人機專章也將於 2020年 3月 31日開始實施。此外，各國

政府積極於合適地點建立無人機試行場域，並導入應用驗證。這也是值得我國

後續規劃無人機推動政策時的參考借鏡。 

考量我國產業特性與發展利基優勢，我國無人機的發展應該要有以下的戰

略思考重點：1.考量無人機產業須整合的技術層面極為廣泛，因此必須要跨部

會資源整合，跨產業技術合作；2.找尋我國無人機產業之藍海區域，發展高價

值產品，提供創新服務模式；3.吸引國際標竿業者來台投資合作，利用巨人的

肩膀，協助我國無人機產業快速發展；4.以臺灣為試練基地，以全球為目標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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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無人機在交通領域發展之推動策略及藍圖 

展望未來無人機在交通領域將有更多元的創新應用，可能成為交通運輸的重

要運具，進而帶來龐大的運輸效益與產業價值。2020年我國民航法「遙控無人機

專章」與管理規則全面實施後，將刺激並改變原有的無人機產業發展與服務經營

模式。 

交通部林佳龍部長對無人機的發展相當重視，於今年 3月 8日即指示本所會

同相關單位研擬無人機的推動策略，並於 5月 6日成立交通科技產業會報，並由

本所擔任「無人機科技產業小組」之主要幕僚。本所爰於今年 5至 7月間陸續針

對無人機於災防、智慧運輸及物流運送之應用召開座談會，邀請國內產官學研各

界共同討論。並在 9/3 日並於行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與科技部、經濟部針對今天

的產業論壇召開研商會議，對於我國無人機在交通領域創新應用之推動策略建立

共識。並於 9 月 11 日「無人機於交通運輸創新應用產業論壇」報告初步的規劃

成果。 

 

圖 10無人機科技產業小組工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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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協助無人機技術突破」以及「協助無人機產業發展」之目標，本

所提出了 8項推動策略。 

策略1.以需求導向，推動無人機整合示範計畫擴展無人機應用，協助產業

健全發展。 

    交通部可以提供合適場域以進行概念驗證(POC)，例如 ：港區、公

路、機場、軌道等，並協助部分機關進行無人機應用，包含基礎設施監

測、物流運送、交通資料蒐集等等，鼓勵專業廠商投入參與示範計畫。

本項策略的短期工作重點為參考美國 FAA制定我國整合示範計畫

(Integration Pilot Program, IPP)。 

 

圖 11 公務無人機之應用 

策略2.跨部會合辦「無人機創意應用競賽」 

    提供產、學、研及民間各界高手技術驗證與曝光機會。可以由交通

部提供場域，邀請科技部、經濟部及教育部共同合辦。本項策略短期工

作重點為研提競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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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跨部會合作示意圖 

策略3.國際行銷曝光 

    為我國無人機產業提供展示舞台、創造曝光機會。本項策略短期工

作重點為辦理無人機產業論壇及參加國際會議，展示國內創新技術研發

與應用成果，規劃以團隊的方式赴國外參展，並邀請國外無人機廠商進

行交流。 

 

圖 13 預計曝光我國無人機推動成果之國際展會 

策略4.成立國家級無人機研發測試驗證基地 

    可以將閒置大型公共設施或場域（例如機場）轉型活化利用， 成為

國家測試驗證與育成中心，中心附近將形成無人機科技產業聚落。本項

策略短期工作重點為向各單位及地方政府徵詢合適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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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新加坡國家及無人機計畫 SKYWAYS 

策略5.吸引國際領導廠商投資 

    本所藉由能夠提供更好的測試場域(國家測試中心)、完整的產業鏈

以及優良的研究單位、技術人才，吸引無人機國際領先廠商來臺投資、

合作。本項策略短期工作重點為積極與國際無人機相關產業領導廠商交

流，並且探詢合作意願。 

 

圖 15 Intel 無人機部門主管與運研所交流討論 

策略6.籌組我國 UAV Team 

    透過產業盤點與整合、關鍵技術研發，可以輸出無人機軟硬體及應

用服務。本項策略短期工作重點為盤點我國無人機相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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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7.健全無人機相關法規與管理 

2020 年 3月 31日民航法無人機專章實施，後續配合應用服務導

入，參考國際間對無人機之管理，逐步檢討法規，健全無人機相關

法規與管理。短期工作重點：2020年 3月 31 日前民航局籌辦「遙

控無人機操作證預先評鑑實施計畫」與「遙控無人機預先檢驗實施

計畫」。持續辦理遙控無人機規範管理法令宣導說明會，建立中央地

方協作機制，辦理地方政府公告區域與管理事宜。 

 

圖 16 民航法施行後之活動區域規定 

策略8.培育無人機研發及管理人才 

    提供無人機軟硬體設計相關的學術與研究機構足夠資源，來充實產

業技術研發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管理的能量。短期工作重點是建議大專

院校航太/運輸相關科系導入無人機技術研發與管理相關課程。 

綜合以上的推動策略，彙整成為我國無人機在交通領域發展的 RoadMap。近

程的部分可以推動無人機整合示範計畫，提供各項應用或技術驗證的場域，透過

籌辦無人機的創意應用競賽、智慧城市展曝光，邀請國外無人機廠商來臺灣交流，

讓國際領導廠商知道我國無人機也有好的技術與創意。再加上國家級的無人機研

發、測試中心結合完整的產業鏈以及優秀的技術人才，利用這些條件吸引國際領

導廠商來台投資合作，並且籌組 UAV Team，透過產業盤點與整合、關鍵技術研

發，最終可以輸出無人機的軟硬體及應用服務。當然，無人機的推動也需要環境



16 
 

的配合，法規以及教育必須逐步調整。 

隨著技術的突破，無人機的應用不僅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甚至將改變人類未

來的交通與生活模式。依據國外研究機構分析報告顯示，無人機全球市場未來成

長的潛力極大，而交通運輸是未來高度應用發展的領域。為培植我國無人機產業

的發展，不僅需要跨部會資源整合，更必須跨產業技術合作。依據前述推動策略，

歸納我國無人機在交通領域發展的 RoadMap 如圖 17。 

 
圖 17 我國無人機在交通領域發展的 Road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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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座談會及論壇籌辦紀要 

為完成前述座談會及論壇工作，爰先由航政司及本所於 108 年 4 月 10 日共

同召開工作會議，針對後續分工、辦理方式、重要議題、邀請對象、經費需求及

財源籌措等事項進行研商。會議決議包含： 

1. 由本所統籌規劃，並以防救災、智慧運輸、物流運送及其他三大主題依序辦

理座談會。 

2. 考量子議題討論及由本所辦理採購耗時，原訂辦理時程調整為 5、6、7月底

辦理三場座談會，9月中辦理研討會(論壇)，仍維持於 9月底提出推動策略。

請本所於下週進行第一場座談會討論會議後提供規劃成果，由航政司簽報部

次長同意後，據以辦理。 

3. 本案經費需求由航發會於新臺幣 100萬元額度內支應，請本所提供整體經費

預估需求並以公文函送航發會，俾利航發會報部核准。 

為妥善完成座談會及論壇工作，於 108年 8月 8日陳報論壇之籌辦計畫書，

並規劃於 108 年 9 月 11 日下午辦理假交通部集思國際會議中心 3 樓會議室辦

理，廣邀產官學研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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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會議及訪談紀錄 

為執行本計畫之座談會及論壇工作，於 108年 6月至 9月間於本所 6樓會議

室辦理 4次工作會議(6月 5日、7 月 24日、8月 8日、8月 15日)，由本所吳組

長東凌主持，邀集交通部航政司、科技顧問室、高公局、民航局、交通科技產業

會報等相關單位與專家學者，以及本案合作團隊長榮大學共同進行討論，並由本

案合作團隊長榮大學邵珮琪教授製作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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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6月 5日工作會議紀錄 

(一) 第二場的座談會以無人機之智慧運輸為題，確定於 6 月 26 日本所五樓的會

議室舉行。 

(二) 6月 26日的邀請單位與演講主題如下： 

1.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無人機機場巡檢應用(飛航標準組林俊良組長) 

2. 中央氣象局-無人機於氣象數據的收集(大數據應用) 

3. 運研所運安組-無人機於道路交通管理與數據蒐集 

4. 長榮大學無人機中心-無人機的創新應用分享-公路區段交通巡檢、機場

安全巡檢(長榮大學航管系邵珮琪助理教授)。 

5. 花蓮交通隊黃隊長(已回報因公務無法參加) 

(三) 6月 26日座談會的與談人暫定如下：(視聯絡後的結果，彈性調整) 

1. 臺大土木工程學系-張學孔教授 

2. 警察大學交通運輸學系-周文生教授 

3. 長榮大學無人機中心-林清一教授 

(四) 無人機之交通運輸應用篇(短片拍攝)1.腳本撰寫、經費編列-林清一教授(參照

附件腳本)2.領銜主演：長榮大學無人機中心工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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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7月 24日工作會議紀錄 

(一) 座談會重點報告與我國 UAV 於交通運輸領域發展 Roadmap 報告(長榮大學

林清一教授報告) 

(二) 專家學者討論 

1. 高公局吳副局長木富：營造一個環境，由政府開出需求並提供場域、民

間投入，在安全面有法規配套，由應用面法規協助，而非政府從頭到尾

審核，因此機制很重要。 

2. 淡江大學陶教授治中： 

(1) 東京奧運將無人 AirTaxi 列為大會載具，掀起無人飛機研究熱潮。 

(2) 以 Air transportation 領域而言，站在交通管理的研究立場，戴具的研

發(全方位)，監測基礎應是成熱的，以需求模式而言，如：賽局理論

(需求模式改變，當場運算由 2度空間變成 3度)。 

(3) 連續時空模型，因應需要而瞬間發生的行為，如：空中到地面(控制

模型) 

(4) 利用學理，進行控制，行為改變。 

(5) 新加坡商業模型，可以 study。Roadmap->Bench marking->Demo -

side(兼容並蓄) 

(6) 使用者的接受度(意向、意測)調查。(臺北市政府在晚間測試無人車

為例子、或偏遠地區載送貨物) 

3. 本所吳組長東凌：考量 Human factor，要在安全無虞的狀況下，幫民眾

累積信心。 

4. 無人載具創新實驗計畫辦公室雷主任震台： 

(1) 無人機在臺灣扮演什麼角色？定位為何？(臺灣試驗研發、放眼全

球) 

(2) 需求面的部分、樣態和情境以及無法盤點的需求，要 point out 出來。 

(3) 需求要開發：法規或現有制度要調適 

(4) 如何整合需求、建造試煉場域？ 

(5) 需求的定義 

(6) 與國際交流、找到支援、學習(跟著國外發展的過程，找到切入點) 

5. 工研院李組長國徵： 

(1) 無人機性能：機體(性能不到 comfortable、安全避障 module)、續航

力、可靠度、通訊能力(DJI可到 7公里，一般機型 2公里) 

(2) 無人機應用 AI(影像、點雲)、UTM 方法、保險(第三責任險) 

(3) 無人機檢測太難，應建立公信力高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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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仁寶(Industrial personal computer， IPC)加上經緯的組合(產業合作利

多) 

(5) 公部門：案場、國外案場。 

6. 南臺科大李教授志清： 

(1) 今年深圳無人機展覽會中，大陸推出超過 25kg的大無人機，需求面

上，酬載重越大、飛時更長其價值才能提升。 

(2) 業者不願投入，原因在於量有多少？(臺灣業者代工習慣了，以量來

取決是否投入) 

7. 航政司鄭技正鴻明 

(1) 交通部目前以管制為主(未來將調整)，不會箝制產業發展(經濟部推

廣)。 

(2) UTM，民航局將如何管理？由 2D 到 3D，含陸海空的空間形態。

UTM 未來是中央政府機關管理？或是中央加地方管理？或地方政

府管理？至少我們建議，民航局應及早規劃。 

(3) 電子收費系統未來以微波？無線？無線射頻？ 

(4) 無人航空器的定義是不載人？或沒有 driver？未來往解釋法規或修

法的方向走。 

8. 本所吳組長東凌：所規劃無人機的政策發展 

(1) 短期：開放場域試煉 

(2) 中長期：如何吸引國際團隊、利用關鍵技術的引進而切入國際市場。

(本所規劃矽谷考察，以爭取國際大廠的青睞) 

(三) Fact Sheet–The UAS Integration Pilot Program and UAS Traffic Management 

Pilot Program (長榮大學邵珮琪教授報告) 

1. 高公局吳副局長木富： 

(1) 與交通有關可進行技術應用，針對應用領域，可以去盤點公部門。

如：高公局視計畫內容，看看可以協助業者什麼？高公局是後勤補

給的角色，但業者的計畫安全會被先要求，計畫的產出對應用有益 

(2) 如前面所提到的例子：結合跨領域技術、由民間找資金，進行 IPP、

新創中心與加速器的結合研發。 

(3) 另，對林教授 PPT的 3頁的建議，將無人機在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

蒐證，把”高速公路”拿掉，改為在市區的一般交通事故。事故蒐證

時，繫留機並非唯一應用。以長遠來看，無人機在警察違規取締的

應用。 

2. 淡江大學陶教授治中： 

(1) 臺灣是編列研發預算的做法，建議要活絡商業機制、打破慣性思維、

由政府提供合法的程序、鼓勵好的場域、營運者及製造商，成為營

運商業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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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如：請 Uber來臺灣評估無人航空器的市場。 

(3) 民航法規修法歷時要 3 年，主事者要積極。 

3. 本所吳組長東凌：DJI資安有疑慮，臺灣無人機要找到切入點。 

4. 南臺科大李教授志清：億航在 2016 年杜拜的無人駕駛航空器的測試，

直接就先載人，失事死亡 1人，原本是宣傳招商，其可靠度和安全性受

到質疑。(吳組長：無人載具的實驗原則是先載貨、再載人/林教授：以

管理的角度：放氣球、引吸招商)。 

5. 高公局吳副局長木富：利害關係人能否接受無人機飛越、彈射椅、降落

傘方式在環境四周，可用問卷的方式進行調查。 

6. 無人載具創新實驗計畫辦公室雷主任震台：創新實驗條例(108年 8 月 1

日啟動)，原本以無人自駕車為主，目前有四個執法問題： 

(1) 對於無人機有牌照規費及稅的問題。 

(2) 無人機專章內容的實施與取締，延至明年 3/31 

(3) 目前沒有安全檢定。 

(4) 沙盒實驗，在條件上的認定，對照民航局無人機專章法規，進行排

除。(李老師提問：南故宮委託案子申請沙盒實驗，若無人機專章可

排除相關條件(但每次測試、每次都要申請許可)，則不用申請沙

盒)(鄭技正：南故宮案子，民航局審核後 3 個月內，每個月登錄一次

即可，本案對於民航法規的適用性以排除的方式，速度較快，民航

局可協助申調；本案對沙盒的需求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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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8月 8日工作會議紀錄 

(一) 報告議程內容及工件推動 

(二) 會議討論 

1. 交通科技產業會報戴副執秘元峰： 

(1) 無人機的推動應邀請部級以及跨部的人員參加。 

(2) 依經驗，建議在下午時段邀請長官參加，建議找科技政委吳政忠。 

(3) 無人機展示是很好的規劃。 

(4) 一般來講，與談不必放林教授。 

(5) 國家無人機重要會議，最好能有兼具代表性，這案子利害關係人有

那些，國家層級，民航局是否有人參加，經濟部是否應有人來，再

來由應用來講，推薦農委會局長或農林所來參加，因為是國家層級，

再來，淡江、中科院航研所是否也有無人機領域的專家？產、官、

學中，協會或學會是否有邀請？臺灣無人機產業協會馮勃是否邀

請？KEYNOTE新加坡羅教授就不用列在與談中。 

(6) 邀請單位我會把農林局量測所列入，將應用的單位找來，並包含地

方政府的交通局，並且列入工研院或法人。學研單位包含中央、臺

大、元智、北科大學界可以擴大邀請。 

(7) 題目都很棒，但內容要精練縮短，題目上可以再精簡。請新加坡來

報告物流成果，我們想知道他們發展的成果，我會希望知道他們的

政策發展，如果可以報新加坡交通部或政府在做什麼無人機政策，

這樣更好。建議這題目再收斂一下。無人機是 OK，但是著重在產

業還是運輸？要收斂，若有亮點，可以在會議報告出來。建議經濟

部、農委會找進來、無人機協會也可以參與。 

2. 航政司鄭技正鴻明： 

(1) AI(齊柏林 AI)的部分不知道還有沒有在做，可以特別留個時間讓他

們報告。 

(2) 我們希望林老師報告的政策，本部可以先和民航局討論。 

3. 本所吳組長東凌：因為這己經是部級的會議(9/11 會議)，未來有可能成

為政策，所以會邀請相關單位來討論，甚至評估預算可能多少。由於無

人機產業剛起步，都是小型產業。但我們己經看到未來的無人機，除了

看產業也看未來的市場研發的走向。 

4. 交通部科顧室： 

(3) 合照或聯訪的行程如何安排？提醒一下這是部長的政策發表會，請

大家想像一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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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家學者與談，時間的安排或規劃可以再討論(好像官和學的比例比

較多)。 

(5) 紀錄的部分有提到有錄影或直播，也需要文字稿，後續要發展為白

皮書。 

(6) 高峰論談的題目，腹案如何準備? 

(7) 部次長講完話大合照，飛機展示放在地上如何拍照，無人機該怎麼

放，可能都要設計好，以及哪些人要上去拍照，這些都要預演才不

會亂。是否先放影片再 KEYNOTE，順序上可以思考一下。 

5. 本所吳組長東凌：如何將無人機交給部長？建議 rehearsal，要拿什麼無

人機給部長？怎麼拍照？都要先做規劃。 

6. 長榮大學教授清一：建議提供部長 380機型無人機。 

7. 本所吳組長東凌：民間無人機品牌不建議置入大會手冊，漏了那一家就

不好。 

8. 交通科技產業會報戴副執秘元峰：直接聚焦到物流及公路攝影，是否有

各國的 benchmark？標竿案例，聚焦在某些領域(我們再請林教授參考參

考一下)。 

9. 本所樓助理研究員軒宇： 

(1) 合約中有規劃 200份小禮品，請團隊留意。 

(2) 聯訪只有照相？還是記者訪問？ 

10. 本所吳組長東凌：我覺得部長有無人機可以拿，效果比較好，但是安全

更重要。(動態的比靜態更好)舞台的容納要評估無人機廠商有多少家？

所有無人機廠商建議都通知。 

11. 本所張副組長益城：拍照那部分程序很怪。三個部長不可能同時到，先

到的必須先帶到貴賓室休息。 

12. 長榮大學教授清一：繫留機長時間作業，建議放現場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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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8月 15日工作會議紀錄 

(一) IPP 與民興利多贏策略(長榮大學林教授清一) 

(二) 各單位意見 

1. 交通部民航局 

(1) IPP 分二個面向：應用面與法規面(無人機專章、無人載具創新條例)，

應用的部分有公部門及私部門，公部門盤點他的需要、私部門支援

技術。但是安全要考慮(瑞士的案例)，我們要去了解國外的認證基

準，國外透過 IPP 機制是比較完整的作法。歐盟已訂定無人載具的

起降標準。FAA比較保守，用 ASTM，兩方都在做。CAA有在做檢

驗的工作，整個搭配起來。 

(2) UTM 部分，ICAO沒有明確的規範，R-PASS部分歐洲在 STAGE1，

後面還沒有進行，若現在先提出，超前其他國家，作為政策，是比

較有風險的。若無人機提政策，建議以管理的方式，民航局有管理

系統可以配合地方政府。 

(3) 有關開放離島飛行，民航局以安全為主。目前是傾向偏遠及緊急運

送的目的。物流的部分，可能還是要經過測試的階段才有可能進行。

(民航法就創新實驗項目可以做一些操作限制排除) 

2. 本所吳組長東凌：不論是任何的實驗，皆是以安全優先。臺灣若是要進

行 IPP，運研所和民航局要一起合作。 

3. 交通部航政司：很多事要經過先期的認證，4 項整合計畫：技術可行嗎？

若可行才讓公部門端出這個菜，也才能往 IPP 來做。若往 IPP 來做，誰

來做？這個東西是否要找相關單位討論，才能提出來。所以我們不知道

這論壇是辦完了就結束，還是要做執行(未來要提出白皮書)，是否一條

一條來討論是否實施。可能是目前先提出想法，下一步怎麼做，有多少

經費，跟誰申請？若要提出去，可能有點冒險。另，UTM 的部分是否

要切出來，地方政府要怎麼管理，一連串的問題怎麼解決？若民航局目

前沒有解決的想法，可能就先點到為止。地圖的部分，技術和策略是否

請民航局再確認一下，不然直接這樣講出去可能會有困擾。 

4. 本所吳組長東凌：若我是記者、民眾，我會期待什麼事？我可否逆向思

考，就部長思考而言，希望有亮點出來。我會這麼講，是因為運研所在

為交通部做白皮書，次長請我們往後看十年。是否離島載運由無人機來

做，如果我們來盤點，十年之後的願景，無人機希望能做到什麼角色？

會不會這樣對部長比較有亮點。 

(三) 樓軒宇助理研究員報告(運研所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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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部民航局：無人機在接近時其偵測避讓的能力還在發展當中。(吳

組長：新加坡有空中走廊) (航政司：是否與超輕一樣，很難劃出空域。

或是與車道一樣，劃出一個區域?) 

2. 長榮大學林教授清一：賽嘉物流的安全評估是 OK的，但無人機若要運

用於都市當中，系統平均失效時間(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 MTBF)

目前是沒辦法達到標準的。 

3. 本所吳組長東凌：台北市電腦公會每年的智慧城市展，可以設攤展示，

無人機產業發展可以慢慢的推動起來。 

4. 長榮大學林教授清一：日本的四階段，與 NASA 的四階段一樣(吳組長：

可以參考國外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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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吳木富副局長紀錄 

(一) 事由：訪談高公局 UAV使用情形及 IPP 之推動方式 

(二) 時間：108 年 8月 7日下午 14：30 

(三) 地點：高公局副局長會議室 

(四) 與會者：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吳副局長木富、長榮大學林清一教授、長榮大

學邵珮琪助理教授 

(五) 紀錄：邵珮琪 

(六) 訪談內容： 

1. 高公局 UAV應用情形 

高公局下有北、中、南三個養護分局，13個工務段)，依照交通部指示，

本局已經成立 UAV推動小組。目前 UAV之使用需求概況： 

(1) 橋梁檢測(年度預算約一億，明年規劃試辦使用 UAV之占比極少)： 

有三種情形需要使用無人機進行巡檢。未來高公局會要求廠商的

proposal 載明作業內容與作業方法，但是依目前之技術、照相解析

度，UAV係至現場照相或攝影後再回內業進行分析比對。 

a. 長跨距： 人到達困難 

b. 高橋墩： 如國 5及國 6、斜張橋  

c. 行水區 (水道變動)： 大水沖刷護坡、橋梁。 

廠商目前利用無人機帶回照片，未來利用 AI進行辨識作業。目前廠

商利用無人機協助高公局作業的金額，大約占總合約的 1%。 

(2) 邊坡檢測(年度預算約 4仟萬，UAV辦理占極少)：目前由北分局進

行無人機檢測(試驗性質)，主要用在以無人機來巡檢邊坡路權範圍

外，連接的私人土地，觀察有無滑動異常狀況。利用無人機檢視邊

坡，比較困難檢視的問題是邊坡有植被，不易直接看出來地表滑動

的狀態，未來須利用其他技術，如 Lidar，結合無人機進行檢視。 

2. IPP推動建議： 

IPP 性質偏向試驗或研究，建議由運研所來主辦 IPP 制度的建立(半示範

性質)較為合適，由業務主管公部門單位協助提供需求、場域測試或必

要之行政支援，但是三方的權利義務講清楚，而且在不對民眾產生安全

顧慮的情況下進行測試。 

3. IPP作業建議 

為了順利推動無人機之應用與相關產業發展，可由運研所以試驗的方式

來進行 IPP 作業，並建立認證機制(如：找技師公會、品管協會合作)，

進行公司技術能力分級(ABCD)認證，確認來申請的公司資格，供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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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在招標時使用，各業務應用領域單位則負責設定業務所需達成之

KPI。 

當 UAV 認證後，才有資格做什麼服務，當目標具體後，AI人才才進得

來。以橋梁檢測而言，共有 2000 多座橋梁，一年檢測 500 座，依養護

手冊規定橋梁檢測，包含下列三種： 

a. 平時檢測： 各橋梁由橋梁檢測人員於每年 4 月及 10 月辦理，以步

行目視或以簡單之量測器具進行檢測 

b. 定期檢測：每座橋梁每 4 年至少應檢測 1 次，惟橋梁跨徑超過 150 

公尺或特殊類型橋梁，如斜張橋、π 型橋或鋼拱橋等，每年應檢測

1 次。 

c. 特別檢測：於地震(地區震度 4 級以上)可能損傷橋梁結構安全或行

車安全，或其他臨時需要所做之不定期巡查。 

4. IPP實務作業及 UAV資格認證：  

由運研所建立 IPP 機制(招標)，會同公部門的公作小組進行 IPP 作業(含

公部門需求單位代表組成)，在 UAV資格認證的部分，分為二大類： 

(1) UAV技術資格認證 (共同科目)： 考照、檢驗 (即民航局的人、機

的考照管理) 

(2) 應用領域 (專業科目)： 專業領域能做到什麼程度，再進行資格認

證及 IPP 後續的 KPI衡量。 

5. IPP初期規劃作業建議： 

主題不需要太多，主要在建立 SOP。用研究案方式辦理，運研所擇定主

題後，由得標廠商選定應用場域，運研所協調業務主管單位協力，要求

研究廠商於研究過程提出前述 4.之認證機制與未來推廣時之招標制度

與廠商資格，及應用領域之 KPI。 

對產業協助研發國外民間有較多之作法，如育成中心(類似學校提供資

源)、加速器中心，透過多隊比賽進行海選，由投資者來贊助某一隊伍，

加速研發的生命週期進行商轉。若能引進國內，讓新創應用有資金之挹

注，將可增加更多產業參與，快速擴增應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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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附件： 無人飛行載具(UAV)於高速公路應用說明 (高公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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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座談會會議紀錄 

     本計畫依規定於 5至 7月辦理完成三長座談會，分別如下： 

1. 108年 5月 29日遙控無人機於災防之應用座談會 

2. 108年 6月 26日遙控無人機於智慧運輸之應用座談會 

3. 108年 7月 17日遙控無人機於物流運送之應用座談會 

各座談會邀集交通部航政司、科技顧問室、高公局、民航局、交通科

技產業會報等相關單位與專家學者，以及本案合作團隊長榮大學共同進行

討論，並由本案合作團隊長榮大學邵珮琪教授製作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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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無人機於災防之應用座談會 

 會議議程 

時段 題目 講者 

13：50~14：00 報到 

14：00~14：05 主持人致詞 

14：05~14：20 民用航空法 

無人機專章說明 

 

民航局 

14：20~14：40 應用遙控無人機於邊坡及易致

災路段之科技巡檢 

公路總局四工處南澳段

林站長文正 

14：40~15：00 臺灣高鐵人工智慧無人機橋檢

服務平台 

高鐵公司陳高級工程師

文澤 

15：00~15：20 國外遙控無人機於災防之應用

_ Intel Falcon 8+以及 3D建模

技術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應用

空間資訊系陳講師鴻聖 

15：20~15：50 茶敘 

15：50~16：20  

與談 

交通部公路總局 

 許副局長鉦漳 

長榮大學 

 陳教授宗正 

交通部鐵道局 

 曾主任工程司繁鐘 

16：20~16：4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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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5月 29 日下午 2時 

(二) 地點：觀光局旅遊服務中心 2 樓會議室 

(三) 主持人：本所黃副所長新薰 

(四) 紀錄：長榮大學無人機中心李助理佳儒  

(五) 與會人員：詳簽到表 

(六) 簡報說明：(略) 

(七) 與會討論： 

1. 公路總局陳副總工程司進發： 

(1) 目前業務上所需要的是遙感探測，以及影像建模，UAV 可以幫我

們做很多的事情，無人機在工程單位其遙感探測功能是一個很好的

工具。如何用科學驗證中橫公路谷關通道，可以透過 LiDAR 來進

行驗證，會比較精細，每場颱風過後都去掃測一次，做影像變異性

的比對，觀測土方變異作為預警的資訊。大甲溪流域、南橫公路莫

拉克土石流，均是運用上述技術。在整個科學驗證上不需要一立方

米的精準誤差，我們要的只是一個趨勢。第二個運用是大尺度的易

致災區調查，因為不知道災害會在哪裡，因此 106年利用大中小尺

度分類最後找出落石告警，不須派員執行。當 2mx2m 的邊坡網攔

無法發生作用時，無人機定期巡檢的影像資料建模與比對，可以發

揮最佳的效益。落石監控影像建模，自動航攝規劃 7條易致災路段

全程約 320公里已經建置完成，為小呎度應用的實施範例。未來期

待大地震過後災後自動航攝，將建立的路線一致性的巡檢，不需要

人員冒著危險深入災區。 

(2) 提出的問題：太魯閣公路 0418段沒有 GPS(被高山遮蔽，訊號不足)

需要克服，在災防、在都會地區不需要 UAV 勘查，UAV應用幾乎

是山區偏遠地段，例如宜蘭無人機廠商在事故發生時無法立即到花

蓮，未來希望有區域中心設立，在發生大災難後，一小時內可以到

當地起飛。 

(3) 另外建議無人機巡檢過程行經中山高速公路時應有報備的機制，以

適當的管制無人機應用。 

(4) 定期定時的邊坡巡檢，應做影像比對，對移動的坡地建立預警的訊

息。 

2. 鐵道局曾主任工程司繁鐘： 

(1) 鐵路局作為監理單位於無人機的應用落後其他單位，鐵路局無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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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於拍攝、製作宣傳。鐵路監理單位責任重大，去年六月成立鐵

道局，業務需求包含事故調查。去年普悠瑪號事件一開始只能用照

片做判讀，額外用無人機拍攝多角度，更容易找出事故原因，另外

應變中心無人機協助災防中心掌握現況應用，災害發生可以解決復

駛問題(快速)，未來使用無人機做立即或臨時檢查鐵路，以智慧鐵

路搭配無人機應用(大數據收集)。 

(2) 利用無人機的外包業務也是未來無人機應用一個雙贏的策略。 

3.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張組長志新： 

(1) 無人機甚麼設備都可搭載，可以抵達人到不了的地方都可以用，例

如科技部及臺大的追風計畫等。無人機的功能可以定期定點監測、

山洪爆發前監測，透過長時間 3D 建模的影像比對，去做河道 3D

斷面變異的預警，更可做出河道淹水預警範圍。無人機可以為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提供空間情報社群，大雨過後利用無人機去拍攝家禽

家畜飄在河上有多少。無人機的人才培育，應包含航線(路徑)規劃

智慧跟隨，以發揮更大效益。 

(2) 提出的問題：100公尺以上防災山坡地可能需要因地制宜，與民航

法規做調整，針對山區應用或防救災應用，因地制宜突破 400呎限

制，例如 0206 花蓮地震的應用。相關議題包含如何讓法規限制減

少、無人機資安問題、地域管制，以及臺灣有多少能量可以提供無

人機之需求，如何透過軟體建立電子圍籬。 

4. 黃副所長新薰： 

無人機很好用，但是雙面刃，方便也容易危險，舉凡法規、資安、空間

管理，在勘災時如 GPS訊號不良等。本次會議謝謝多位先進一同參與，

大家能多多交流討論。 

5. 交通部民航局： 

管理強度太過於高，當然希望未來可以做修正與補強。在全國各地都會

有無人機之活動，所以可能需要多一點時間去收攏來做放寬或補強規

定。飛行高度 400呎是水平幅度與地表移動。控制軟體部分：1kg以上

需上圖傳與數傳，透過 APP 提供可飛與不可飛資訊，讓民眾簡單的知

道。法規上提到的，都是保障有人機。有關電子圍籬部分，最晚民國 115

年開始所有無人機都需具備，以上簡單補充，謝謝。民航局立法將在融

合各方意見做改進，於施行後持續觀察。 

6. 本所吳組長東凌： 

繼本次座談會之後，接下來有兩場座談活動，可以讓大家多多參與提出

需求及問題。 

7. 成功大學郭副研究員振民： 

在學術界應用上，災害發生時如果位處於禁限航區，研究單位希望能趕

快，雖然管制是必要的，但緊急需求時如何更快速?未來需要考照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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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能量可能不夠，是否可以讓學術單位來協助辦理申請。有關 GPS 失

效的問題，在臺南市區有一些電桿有藍牙發射器，提供手機定位，是否

可以透過這技術來幫助無人機。 

8. 嘉南藥理大學陳講師鴻聖： 

我們有學生在國外拿到無人機證照，是否民航局有國外證照換證或其他

方式。 

9. 交通部民航局： 

(1) 主要是空域的部分，成大所提出災害應變，現行作業就是以空間情

報小組來處理，像這樣子的作業局裡都會第一時間來協助，在災害

現場會有許多人想進去或起飛，如記者、熱心人士…等等，明年 3

月 31 號專章生效後，授權部分就是由各級政府應變中心為窗口，

再由統一窗口跟民航局作申請溝通協調。 

(2) 透過行政協助方式，目前民航局考照能量有限，所以上個月有先做

一些準備，民航局有委託辦法，所以民航局可能業務需要，委託公

私企業來做辦理。另外外國證照部分，專章裡面是有處理外國人考

照的部分，若是以本國人來講，仍然還是一樣要考民航局的證照。 

10. 經緯航太羅董事長正方： 

謝謝民航局！可能有許多配套要做改善，追根究底還是需要請政府投入

大量的預算以及人力，在行政方面，我替一些地方政府做請命，400 呎

以下，明年 3月要交給他們去管，地方政府是沒能力去管的，希望中央

有一個 SOP 訂出來，不能這樣一劃，400呎以下就歸地方管，那將會是

個災難。在未來，災害需求飛機的不同，國內目前有許多廠商保持著「國

機國造」，國內下一世代無人機透過許多感測器，來讓無人機能在更險

峻的地形裡做飛行，中央應該要結合這些技術，透過無人載具創新條例，

一步一步推進放鬆或補強，以上許多需求應該可以慢慢達成。 

11. 長榮大學無人機中心陳主任宗正： 

現在無人機應用非常多，民航局將民航法專章定案，無人機發展會更快

術發展，目前在教學上，無人機投入人口是非常的多，但是人才培育非

常非常的少，許多單位都將無人機當作負擔，並不是把這當作專業技能。

把無人機變成一個真正的專業，獨立出來，這樣子教育這一塊才有意義，

否則像現在無人機任務飛行，市場上是隨便抓一個會飛的來執行，這會

變成一個災害，而這個災害全國民眾都必須面對，所以民航局才會站出

來。為什麼我們不從教育做起？長榮大學訓練一個學生從不會飛行到能

飛行、飛得安不安全、如何檢查等，但我們社會是不公平的對待他們，

他們不像工程師受人尊重，現在的社會是對飛手不尊重的，在這種情況

之下國家部門是否有相關政策可讓飛手在職場受人尊重，這樣的話在發

展、教育、法規，我相信會是非常成功的。 

12. 本所吳組長東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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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其他的問題要作回覆，那麼就等下次會議或小組會議再做討

論，散會！謝謝大家。 

(八)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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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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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無人機於智慧運輸之應用座談會 

 會議議程 

時段 題目 講者 

13：50~14：00 報到 

14：00~14：05 主持人致詞 

14：05~14：20 民用航空法 

無人機法規與管理 

交通部民航局航務標準組 

 林組長俊良 

14：20~14：40 颱風情境下無人飛機遠距

資料通訊經驗分享 

臺灣大學大氣系   

 林系主任博雄 

14：40~15：00 路口無人機交通攝影及衝

突分析技術開發 

運研所運安組 

 孔研究員垂昌 

15：00~15：20 國外遙控無人機於智慧運

輸之應用(高速公路交通巡

檢、機場安全巡檢) 

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  

 邵教授珮琪 

15：20~15：30 茶敘 

15：30~16：10  

 

 

與談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吳副局長木富 

桃園航勤股份有限公司 

  林前董事長信得 

長榮大學無人機中心 

  林教授清一 

中央警察大學交通學系    

  周教授文生 

16：10~17：0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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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6 月 26日下午 2時 

(二) 地點：本所 5樓會議室 

(三) 主持人：本所黃副所長新薰 

(四) 紀錄：長榮大學無人機中心李助理佳儒  

(五) 與會人員：(如簽到表) 

(六) 簡報說明：(略) 

(七) 與會討論： 

1. 高公局吳副局長木富： 

基本上我們是一個業務的使用單位，所以對這樣的技術相對不是那麼深

入。高速公路應用領域在三個方面，第一個是橋梁巡檢、第二個是邊坡

巡查、第三個就是車流高空觀察，高速公路橋梁有兩千五百多座、邊坡

有九百多處、路面長度有一千零五十幾公里，目前都是工程師或委外方

式來做巡檢，過去也有想要用怎樣的方式來增加效率，現在有應用無人

機的想法，橋梁巡檢項目由上部至下部結構，橋梁結構裂縫如果有

0.1MM 須列入觀察，0.3MM 就要開始動作，像是 I 型梁要讓飛機飛入

狹小空間，是現在會面臨到的問題，但現在做不到不代表未來做不到。

無人機在橋檢視不是都能到檢查點，這是第一個要跟大家探討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無人機能不能看的到該檢查的地方，細微裂縫是否看的

到，橋樑檢測都比較多是往上看。第三個問題就是得到的影像是否能讓

AI正確的判讀，目前就是四個問題，能不能到、能不能看、能不能用、

能不能快，邊坡的部分巡檢未來可以透過無人機，也是先觀察邊坡，先

有資料來預防，也可以讓無人機更快速的協助，邊坡的範圍有些是在私

有地，但範圍比較大，無人機再結合 AI 就能在我們業務上有更多的推

進，讓效率大大的提升，我做這樣的補充，謝謝。 

2. 黃副所長新薰： 

謝謝副局長，副局長提到很多國道上面的需求，待會這部分希望在交流

時，可以與業界先進來討論，接下來邀請林前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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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所林前所長信得： 

無人機這麼多用途，那到底怎麼管理?無人機能夠 30 分鐘檢查機體外

殼，無人機也可以當作衛星、當作無線通訊。無人機比超輕載具還複雜，

未來無人機會跑至 6G衛星為導航，未來無人機還是有駕駛員，只是駕

駛員在地面上，如果未來無人機智慧運輸應用很多，但誰來規則化?無

人機將來在通訊應用會有頻率問題，未來也勢必須要整合，現在通訊問

題都還比較少人再注意，應該這部分也必須同時並進。在此詢問林組長，

臺灣是否需要「無人航空器管理規則」，或是用超輕管理規則來管制是

否可行，以及未來無人機監控與 5G/6G通訊，造成隱私問題，未來還有

很多課題需要面對。 

4. 本所黃副所長新薰： 

謝謝林前所長，以前都知道所長在民航很厲害，對我來說都是形容詞，

今天聽到所長報告，真的很厲害，運資組如果有機會，下次請林前所長

來做演講，接下來還有兩位與談人，那也請林組長準備針對與談人提出

的問題做回覆。 

5. 長榮大學林教授清一老師(簡報說明)： 

邊坡巡檢，現在有很多成熟設備做使用，如果有一處固定山區，政府委

託給民間單位，民間單位每個禮拜飛行建置模型，長時間下來就可以看

出來是否有走山等情形，呼應林前所長來講解 UTM，以飛航管制的觀

點來做無人機的飛航管理，無人機的通訊需要有一個全面性涵蓋所有地

方，稱之為 ADS-B Like，透過 ADS-B Like管制所有無人機，如果有無

人機飛到有人機的空域，會透過 ANSP 將無人機資訊傳輸給 ATM，所

以 UTM 與 ATM會在高空做結合，呼應前所長所講的架構，OK，謝謝。 

6. 本所黃副所長新薰： 

好，謝謝林教授，接下來歡迎周教授。 

7. 警察大學周教授文生： 

先給各位看我們的應用(影片分享)，在每件車禍的處理當中，交通警察

都必須到現場丈量，試著去把現場圖畫出來、照片拍出來，然後做一個

事故現場的重建。因為牽涉到當事人權益，一定要很專業。由於必須更

快的恢復現場，但如果處理時間太短會 miss 掉更多資訊，那剛剛的影

片就是大家看到的事故現場，以照片的方式進行建模，所有需要定位的

數據都可以透過照片資訊得到。第一個議題需要討論，買了設備，我要

教學生，要讓學生操作，如何訓練，我本人也是沒證照沒參加過訓練課

程，課程如果是教育單位或是民間單位如何來做一個認證。現在有很多

群眾運動，每次都會檢討群眾大約多少人，不管誰造勢，對於小物件的

偵測，除了機車、腳踏車、甚至於行人來數字計算，這部分在交通調查

上面需要。在警政部門推廣使用無人機時都是不被答應，飛的地方都會

是在人群上空，會有危險因素，所以現在我建議的就是像是消防單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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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將補蜂抓蛇等事項委外，那空拍的方式，相關的調查等等，也可以

委外，但牽扯到交通事故問題太多，到底是要依一個警察局為單位還是

一個分局為單位，每件交通事故都需要處理嗎？所以這一塊要結合事故

現場調查，希望未來可以利用無人機更完整處理交通事故。 

8. 本所黃副所長新薰： 

好，謝謝周教授，那現在時間有些 Delay，希望接下來討論可以到五點

鐘，再開放給各位與會先進討論之前，要麻煩林組長針對剛剛與談人所

提問題的做一些回應。 

9. 民航局林組長俊良： 

謝謝主席，先跟大家報告無人機生效日期，去年 4/25 是公布，但實施日

期由行政院 03/31 正式實施。目前只有在機場範圍必須申請，但 3/31 後

開始會正式實施罰則，為符合第一季實施，管理規則已經訂定，交通部

也核定。七月底八月一號前將開始預考，由民航局來檢驗及考照，考過

後是考試及格證明，到了 3/31 之後才可以拿合格證明換證，第二個就

是委託辦法，3/31 之前是由民航局來執行，3/31 之後由委託單位執行。

接下來是回應 UTM 跟 ATM，UTM 這塊是為了彌補 ATM 沒管制到無

人機這塊，未來物流與送貨都必須進入 UTM，如果無人機造成問題，

造成航空器的損傷就是刑法，並且有累犯累加。訓練的部分沒有強制規

定，希望由協會、公司來推廣，學校要自訓沒問題，但如果是民航局委

託考場必須對外開放。 

10. 本所黃副所長新薰： 

謝謝林組長，百忙之中還抽空過來講解，那因為時間關係，有沒有其他

在應用面或是技術面的問題，有需要跟大家交流的。 

11. 本所林前所長信得： 

我提問一個問題，剛剛垂昌簡報裡面，路口衝突無人機要飛多久樣本數

才是可採納的，另一個問題是無人機在上面與固定式路口監視器這兩者

有什麼不一樣。 

12. 孔研究員垂昌： 

謝謝林前所長，無人機在空拍會有滯留時間的問題，目前試過一次最多

是 30~40 分鐘，剛剛看到的是一台無人機所拍攝的影像，飛三顆電池下

來換電池在上去，大概會有一個多小時的影像分析，那其實每一個 20

分鐘都可以拿來做衝突分析，拍攝時間能夠累積到越長當然是越好。另

一個問題是一般路側攝影機部分，其實路口攝影機在美國也是有應用，

在美國有公司在做，但問題路口攝影機高度有限制，所以拍攝車輛都是

斜角，那斜角問題就是大車過去後，旁邊的小車都被擋住，那第二個斜

角問題是無法追蹤車輛軌跡，無法追蹤到軌跡就會有許多驗證的問題產

出，當時有想過用路口監視器，但後來還是用無人機，以上報告。 

13. 交通部航港局： 

無人機在海上，會比在陸地上影像傳輸還要慢，是因為路上基地台比較

多，請問有辦法突破這個瓶頸嗎？謝謝。 

14. 長榮大學林教授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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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問題其實是看距離，還有使用的頻率，剛剛林教授博雄(座談會講

者)所講的幾百公里，就是用 403MHz，那是功率的問題，功率夠大 NCC

核准才能夠使用，還有無人機天線擺放位置很重要，無人機在起飛後 50

公尺繞園找出天線死角，再去做天線調整，才有辦法做更遠距離傳輸。 

15. 鼎漢工程顧問公司孫總監以濬 

現在做新創事業的發展也都有考慮用無人機，做為未來一個重要的業務

發展方向，在內部評估時發現，交通運輸方面應用其實有很多機會，就

像剛剛路口拍攝透過影像再運用 AI技術，一個大路口就算運用 4 個路

口監視器也沒比用一台無人機拍攝來的廣泛，能夠分析到每個路口車子

要左轉還是右轉，以整個交通路徑來做交通管理與管制策略，所以空拍

機能看到大範圍，能夠做追蹤，看車輛軌跡哪邊進來哪邊出去，這在交

通管理上就非常有用。再來像停車管理，要做路邊停車空位資訊，路邊

停車即時資訊現在是架一個智慧停車柱或是埋一個地磁，如果可以用無

人機在道路上做巡查，就可以不需要建置任何硬體，但現在面臨的限制

是無人機不能在車流上空以及人口稠密區飛行，如果這些地區都不能讓

無人機來運行，由於商業應用是一年 365天可以提供服務才有價值，像

是臺北禁限航區的圖，幾乎臺北市中心都是禁飛區，基隆河以南、景美

溪以北、淡水到汐止，這中間都是禁航的，那在臺北這個重要的都市中

心，無人機最有價值的商業運用在是被排除在外的，希望無人機在商業

應用可以提供產業發展的場域，當然也必須遵守飛安等問題，以及公共

安全的限制，想問在座各位專家是不是這些限制並沒有那麼嚴重。 

16. 民航局林組長俊良： 

各縣市政府去公告的可飛行區域，是針對休閒娛樂，法人不管是商業、

研究或新創要去飛，這些都是只要提出申請就排外，只是說限制飛行顧

慮的會不一樣，未來都會在網路上做申請。 

17. 鼎漢工程顧問公司孫總監以濬： 

確認一下，道路上方能不能飛？ 

18. 民航局林組長俊良： 

如果是休閒娛樂玩家是不能，但像是高公局或高公局委託，在申請上需

要有失效保護的能力，如果高公局同意飛高速公路那就可以，不同意就

不行。 

19. 高公局吳副局長木富： 

以高公局來講，內部在看這件事情，要幫地方政府劃定一個範圍，高速

公路在高速行駛上，是嚴禁有東西掉落的，那是很危險的，所以才是設

定禁航區，但這樣也是自己限制自己，我們也要跟地方政府申請，就算

是應用方面是正面的，飛安必須要有保障。 

20. 本所林前所長信得： 

向民航局申請，活動申請需要有飛行路線、高度、時間等等，讓民航局

來審，民航局的飛航管制組就會來做考量。 

21. 長榮大學林教授清一： 

我回應一下創投的想法，剛講到的路口監視器，其實不適用一般的多旋

翼機，我們的做法是用繫留機，繫留機在跟產業界的測試是 8~12 小時

飛行沒有問題，但無人機太快更換電池會使電變爆炸。第二個問題是無

人現在推廣是用六或八軸機，因為這種機型斷掉一軸還可以緩降。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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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在運輸應用，如何建立一個高品質、高可靠、高性能的無人機創

投發展，需要支持某些產業來發展，研發出能解決產業界許多問題的技

術，謝謝。 

22. 臺北市政府林前參事麗玉： 

無人機在交通領域發展是很多的，一個最主要的應用是物流，今天都沒

談到物流，物流應該是鼓勵的，尤其是農村與高山，那像是民航局的管

理策略，物流公司要如何申請？ 

23. 長榮大學林教授清一： 

物流發展再 7/17 會有一個座談會，那這邊先回應一下，日本與美國的

做法是，物流不會是亂飛，會建立空中走廊，點與點的對飛到定點後，

再配合地面交通工具作運輸，這是重點。 

24. 交通部臺鐵局： 

鐵路有限制 30 公尺是禁飛，假設說我是用機關名義可以排除掉嗎？以

及排除法規上的限制，那剛剛有提到的無人機會綁繫繩，綁了繫繩是不

是就規避了無人機的規範，第三點想請教是否有作申請流程圖標準作業

程序。 

25. 民航局林組長俊良： 

簡短回答，無人機工作包含運貨等，臺鐵都可以執行，但前提是要有自

我管理能力。會有一份民航公報提出需要什麼文件，先說明一下角色只

有兩個，民航局以及地方縣市政府，不管臺鐵哪一段，申請都是網路作

業不用行文，民航局確認申請者具備這樣的能力，接下來許可權就會跑

到地方政府，然後地方政府確認飛行地段是臺鐵的地，如果有附上臺鐵

委託書，地方政府就知道臺鐵是同意的，他們就會同意，未來就是去別

人轄管區域拍，一定要取得對方同意，地方政府才有權同意，以上說明。 

26. 長榮大學林教授清一： 

剛說到繫留機問題，繫留機是由地面供電所以跟一般無人機是不一樣的，

另外有一個觀念，要做任何飛行，飛行計畫是很重要的。 

27. 黃副所長新薰： 

好的謝謝林教授，因為時間的關係，如果還有相關問題可以以書面方式

給我們承辦單位，後續研擬推動策略將會納入參考，最後再次謝謝四位

引言人及與談人，也再次感謝各位先進的參與，那廣告一下，下一場 7/17

有關物流的座談會，都歡迎來參加，謝謝大家參與這次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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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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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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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無人機於物流運送之應用座談會 

 會議議程 

. 題目 講者 

13：50~14：00 報到 

14：00~14：05 主持人致詞 

14：05~14：15 民用航空法無人機專章說明 交通部民航局 

 朱科長衍達 

14：15~14：35 利用無人機快速醫療物品運送的

經驗 

台灣野村綜合研究

所 

 陳顧問師禹潔 

14：35~14：55 日本無人機物流政策與商業應用 訊力科技 

 溫副總基信 

14：55~15：15 無人機於物流運送國外案例分析 南台科技大學 

 李助理教授志清 

15：15~15：35 無人機物流走廊的發展趨勢與

UTM 

長榮大學 

 林教授清一 

 邵助理教授珮琪 

15：35~15：50 茶敘 

15：50~16：30  

 

 

與談 

考試院考試委員 

 馮委員正民 

中華郵政郵務處 

 薛處長門騫 

經緯航太 

 羅董事長正方 

臺灣無人機協會 

 吳理事長修廉 

16：30~16：5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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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7 月 17日下午 

(二) 會議地點：運輸研究所 5樓會議室 

(三) 主持人：本所黃副所長新薰 

(四) 紀錄：長榮大學無人機中心李助理佳儒 

(五) 與會人員：(如簽到簿) 

(六) 簡報說明：(略) 

(七) 與會討論： 

1. 考試院馮委員正民： 

(1) 關鍵：1安全性 2私密性 3合法性 4時效性 5穩定性 6便民性 7執

行性。 

(2) 如何去管理，政府該負責什麼事情，地方政府管理由誰來管？有人

違規的話交通局沒有能力管，還是要再交給地方警察局。 

(3) 如何去定義一個便民合法合理的管理辦法。 

2. 中華郵政薛處長門騫： 

中華郵政的工作有普及化的義務。郵政目前無人機的應用是定位在高

山，並以分階段方式來成立無人機郵政團隊。郵局未來應用無人機是不

能缺席的。 

3. 經緯航太公司羅董事長正方： 

(1) 全球無人機在應用物流都是最困難的。 

(2) 應配合無人機載具創新實驗條例建立國家隊。 

4. 臺灣無人機協會吳理事長修廉： 

(1) 無人機使用必須合法與安全。 

(2) 無人機應用是跨領域的，政府部門需要跨部會來整合，需要建置更

多基礎建設。 

(3) 投入更多資源給臺灣廠商，扶持國家代表隊。 

5. 交通部民航局朱科長衍達： 

(1) 民航法最需要考量就是要安全，以安全衡量無人機適不適合載貨以

及載人。 

(2) 應用部分還會繼續思考，包含地方政府取締以及實驗沙盒。 

6. 南臺科技大學李助理教授志清： 

民航局有 5要 5不要的操作限制，如果申請排外就可以排除，那就可能

不要申請沙盒，如果這樣實驗沙盒就沒意義了。請問實驗沙盒需要在什

麼狀況下可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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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經緯航太公司羅董事長正方： 

政府目前沒有足夠人力來處理申請事項，申請公文都塞車。 

8. 臺灣無人機協會吳理事長修廉： 

(1) 有關無人機考照，現在全臺灣 14 名考官，每一個場次 2 位考官，

一天才 7場次。 

(2) 有關保險問題，1台無人機 1.5萬，如果群飛費用更是個問題。 

9. 南臺科技大學李助理教授志清： 

無人機飛行場域，政府部門使用正面表列的，但正面表列的場域沒人去

飛，希望地方政府交通局能找出一個場域開放規則。 

10. 長榮大學林教授清一： 

地方政府提供的場地很少人使用，一公里圈而已。 

11. 交通部民航局朱科長衍達： 

地方上可以跟縣市政府做反應，兼顧安全。 

12. 黃副所長新薰： 

因為時間的關係，如果還有相關建議可以以書面方式提供，後續於研擬

推動策略時將會納入考量。最後再次謝謝引言人及與談人，也再次感謝

各位先進的參與。本所預計 9月將會召開無人機產業論壇，歡迎踴躍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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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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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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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無人機於交通運輸創新應用產業論壇紀實 

籌辦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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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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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文字紀錄 

(一) 專家學者與談 

1. 交通部黃政務次長玉霖 (主持人) 

謝謝，大家請坐，這場討論本來我們有 50 分鐘，現在剩下 25分鐘

不到，因此要控制每一個人發言時間，因為我們除了羅教授，還有剛剛

談到 8大策略的繼國所長，我們高公局局長、公路總局局長都在這裡，

大概主要有 8 個與談人，所以每一個與談人就分配到 2-3 分鐘的時間。

我們先從產業界開始發言，因為剛剛已經有提到，期待交通部扮演好監

督者、促進者的角色，如果要接地氣，一定要把眼光看到產業、看到各

行各業，所以先邀請工研院鄭副所長開始，謝謝。 

2. 工研院鄭副所長聖慶 

(1) 主席、貴賓，大家好。我簡單講一下，在日本他們也正在推無人機

的產業，日本把物流當成目標，選擇千葉縣作物流試驗。日本在

2017 年開始做這件事情，一開始在比較偏僻的地方，最後在千葉

都會區做試驗。事實上有一些關鍵技術，例如說要把貨品送到住宅

陽台，由這個陽台到下一個陽台，必須要很精準，因此必須逐步的

下去做。當然日本有一項很重要的技術，目前臺灣還沒有發展起來，

他們已做到公分等級的定位，這項技術跟無人機的結合，針對把一

件商品載到一個特定的地方，就變成一個重點，這部分就可以請交

通部跟內政部在精準定位這邊讓無人機發展的更好。日本逐步的規

劃接下來兩三年，並且逐步的到都會區做試驗，把這個無人機到都

會區運作，這個做法我覺得是可以借鏡的。 

(2) 工研院跟許多部門在無人機應用方面都有合作了，那現在碰到蠻挑

戰的一些題目，像是橋下就沒有 GPS，或是很難收到 GPS，還是有

很多技術要克服的地方，另外像是視距外及人群聚集區飛行，政府

也可以參考日本的方式逐步運作。另外有幾個重點，像無人機在抗

風性上還可以再加強，現在大概都做到 6 級左右，事實上應該不只

這樣，應該還可以做到 7級 8級的抗風性，那再來是夜視功能，夜

間飛行這個也蠻挑戰的，還有抗噪能力也要加強，以及飛行時間也

要再加強，目前無人機飛時大概可以到一個多鐘頭左右，像我們跟

內政部警政署合作，他們都希望可以飛兩三個小時，在這方面的需

求上，公部門都會要求嚴格一點。我覺得公部門讓臺灣無人機廠商

多發揮，這是個很好的方向，也謝謝運研所這邊的規劃。 

3. 臺灣世曦公司周董事長禮良 

世曦是一個顧問公司，我們現在有 20架無人機，有 30位很好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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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手，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目前這樣的規模，世曦沒有無人機的話工作將

會受到影響。我們應用無人機的重點是拍攝影像，所以照完像以後的後

處理很重要。處理的目標物在空間上我們認為是點的集合，這個點可以

用無人機拍攝以後，把他們座標化，所以每個點都會有座標。過去這些

圖應該是死的、不能用的，但是如果有座標以後，這些圖都活了起來，

可以變成一個 3D的空間，就可以運用在設計規劃上。我們現在的設計

工作都用 3D來設計，很多結果都是用座標來顯示，所以只要有相同的

座標系統，就能相結合，也可以做為現在跟過去對話，所以變成這樣的

一個思考模式。發現有無人機後，把空間數位化、數碼化，任何的使用

都更方便，就像剛剛鄭副所長說的要定位。我們世曦的工作有很多無人

機的應用，這都不是未來式，我們已經做一兩年了，希望將來能夠繼續

發展下去，謝謝。 

4. 經緯航太羅董事長正方 

(1) 謝謝各位長官，所有在場的業界先進。對於產業的立場，交通部的

戰略高度從一個監管監理拉高到產業協助，這件事情是國家之福，

也是我們產業很大的激勵。第一點我要在這邊懇請次長及長官，先

進國家在發展無人機的時候，內需很重要，所以一個國家的市場而

言，若政府部門能夠應用到無人機的服務，如果可以在短中長程儘

量的使用，當然可以幫助業界很多。我想今天的影片已經看的出來，

無論工程的驗收、管理，無人機有很多的優點，是否可以在我們工

程上面大幅使用無人機以提升效率。同樣在智慧運輸跟智慧巡檢上

面，公路橋梁也能夠創造很多有關無人機的就業機會，很多服務團

隊可以來做相關業務，並且改善我們的軌道、橋梁等等基礎設施的

安全。另外災難緊急應變將來可否配合無人機進行?我想，現在很

多的無人機應用，以及 poc、pop 或 pos 等，目前所有臺灣的大大

小小的無人機築夢團隊，已經發展到一個可以常態營運服務的程

度，我想交通部反而還會比科技部，農委會等部門更快走到這一步。 

(2) 第二點，是整個制度的完善化，我想我們國家走的很前面，在明年

三月一號要實施法規，但是還是要跟各位長官請命，我們法規的精

神就是管人，管機，那麼在人的管理上面，如何讓北中南各地的大

學，或是訓練機構，法人，能夠有一套標準的訓練機制，能趕得上

業界的需求，目前光本土的農業服務就至少要兩千個飛手，我們的

供給能量還沒達需求，所以這部分我們接下來這幾個月會很努力的

跟學界來接洽。第二個，我想今天農航所所長也在，我們是農航所

裡面第一個無人機機隊，現在也是常態性的飛行，我知道我們的民

航局也是很辛苦的狀態，但希望長官能不能加派幾位同仁，加速審

查空域飛行，因為都塞車了，像是世曦 20 台、經緯不知道多少台。

審查很辛苦，我想中科院也在現場，民航局請中科院來審查，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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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也是不夠。 

(3) 下一個世代，每台無人機跟自駕車的部分，會有很多法令必須解除，

包含試驗以及合作，這裡再次拜託政府幫助產業推進。 

5. 中光電智能機器人忻總經理維忠 

各位長官、各位業界先進大家好，中光電智能機器人在市面上算是

一個比較新的公司，與經緯老大哥比較，我們就像新進的。我們公司的

形象代表說我們在電子業轉型到這個無人機產業，我們進入這個產業是

以全智能化的操作做為我們運作的核心，然後以 AI 處理的功能，做為

我們在業界發展的重點。其實我算是公司裡面的一個老員工，但加入這

個無人機團隊才一年左右，但是這一年我看到這個市場很好的成長動力

跟很多的機會，我在這邊要感謝三個部份，第一個是各級政府單位，今

年給我們很多助力，不管在警消單位、公路總局、水利署，有非常多的

POC 個案在進行，我想政府在這個部分提供了很多機會讓我們去試驗、

創新，我想我在這邊代表我們公司要給公部門很多的感謝。第二個部分

就是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可以很驕傲的說我們跟國外世界第三大無人

機公司展開合作，我們跟美國新創公司都已經在做佈建場域的工作，這

都是我們很好的國外成就，並且在日本也是一樣佈建場域，我想在國外

我們有很好的成績。第三個就是我們成長有很大的動力，我們有很多關

鍵的廠商，像是 Nvidia，他們有很好的產品以及很大的技術支持，我想

未來我們整個產業推動方向是把關鍵技術做更大的推展，我個人相信臺

灣在未來無人機產業上，必定會有很好的一席之地，並且發光發熱，謝

謝。 

6. 臺灣智慧城市產業聯盟林秘書長智清 

(1) 各位大家好我是電腦公會林志清。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嘗試推動智慧

城市、以及物聯網產業的發展。時間關係，我長話短說。根據剛才

林所長的簡報，我個人完全認為這是一個具理想性與可行性的產業

發展策略；我也同意簡報中的這個假設，未來無人機商業化過程中，

載客會比自駕車發展的更快。所以從這個角度來看，UAV 的發展

是非常前瞻性與極具商業價值的，並且將會形成一個很大的產業生

態系。 

(2) 站在智慧城市展的主辦方，我非常同意利用這個場合，向全世界宣

布我們發展 UAV的決心。因為智慧城市展每 1年大約會有 2000 位

海外的專業人士，涵蓋交通、醫療、建築、教育等不同領域；更重

要的是有 128位各國城市代表，來臺灣參加智慧城市展。這樣的平

台有利於我們推廣國際的發展工作。 

(3) 最後我提一點就是說，這個簡報內容橫跨了經濟部、交通部、科技

部三個單位的工作。將來由誰來當主管機構？誰來負責推廣？誰來

負責整合？這個負責的上級單位應該要明確，避免三個和尚沒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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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窘境。我相信在場的立法委員也都會關注這個問題。以上是我的

報告，謝謝。 

7. 交通部黃政務次長玉霖 

我想秘書長擔心的事情不會發生，因為我們有一個科技產業會報的

平台，當中科技部、經濟部都在裡面。另外我們現場來了陳歐珀立委，

我們歡迎他一下。事實上，在座還有很多大廠，我要特別介紹一下陳總

經理，他的公司是臺灣最大的直升機製造廠，在歐美的市佔率非常高。

現在我請羅教授來總結剛剛的一些建議。 

8.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羅教授錦發 

我對中華民國臺灣的感情非常深，前幾天 18 歲的棒球賽拿到世界

冠軍我都非常激動。我覺得無人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把臺灣的經濟、

把年輕人對工程的熱情提升起來。我覺得臺灣只要想做都做得到，就像

是臺灣的珍珠奶茶以及鳳梨酥在新加坡都非常有名。我在想，最終無人

機的發展，希望大家只要談到無人機的研究中心大家就會跑來臺灣，因

為成大、交大、臺大都有無人機的研究中心。其實無人機不是只有飛，

飛行後的數據怎麼處理？怎麼提高飛機抗風的能力？尤其臺灣的山區、

橋梁、隧道特別多而且每年有很多颱風，所以無人機不只是從 A 點飛

到 B 點、從 B 點飛到 C 點而已，如果能夠針對這些特別的使用情境，

找出解決方案的話，這個過程可以培養很多碩士、博士，那麼自然而然

就有工程師能夠把這些事情做好。我從從科研的角度來看這個問題，想

想臺灣鳳梨酥成功的案例，相信無人機也可以一樣成功。謝謝。 

9. 交通部黃政務次長玉霖 

剩下的時間不到 1分鐘。我要在特別感謝幾位同仁。第一位是我們

的運研所林所長繼國，他剛剛分享了 8個我們交通部推動的策略；再來，

我們民航局局長國顯也來了，空域的管理要靠他；另外公路總局的陳局

長，AI LAB 拍出美麗的 3D 影片，可惜部長剛剛沒來看到；最後，還

有我們高公局局長興華，他剛剛為我們展示了高公局，如何應用無人機

的相關科技，包含高速公路的工程、交通管理、和防災救災等領域，這

些都需要經驗的累積。最後我們的時間超過了 23 秒，因為內容非常精

彩，欲罷不能。我們這場論壇研討就到此為止，謝謝大家。 

(二) 高峰論壇紀錄 

1. 長榮大學林教授清一(引言人) 

部長，兩位次長，還有校長，執行長，各位大家好，我是長榮大學

無人機中心主任，其實我是國立成功大學航太系退休的教授，搞了無人

機搞了 33 年了，還是想繼續做下去，這次剛好也有機會，承辦了運研

所的計畫，繼續把它做好，讓這個無人機產業在國內能夠發揚光大。其

實最重要的在於我們林佳龍部長，他上任以來對無人機產業以及應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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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很多的期許，那到底有甚麼期許呢？我們聽聽部長給我們的建議，

謝謝。 

2. 交通部林部長佳龍 

(1) 交通部科技產業會報挑選了十個議題，無人機是我們其中一個重

點，非常高興看到大家參與踴躍，產、學、研以及政府共同來討論。

無人機在我們交通部，由於民航法有專章，我們是主管機關，我擔

任部長之後就發現說，專章七月就要上路，很多配套都還沒準備好，

可是民間又很期待，可見無人機的發展及創新應用都走在政府法令

前面，因此我想透過一個這樣的平台、一個會報以及小組，舉辦論

壇，以利政府跨部會來使用這樣的平台跟產業界對接。交通部同仁

把專章生效配套的一些相關法令，在明年三月來實施，就可以爭取

半年多的時間，來去做整備。安全、應用、創新服務等議題，我們

應該先從民用端來了解。政府部門有相關的單位正在應用無人機，

例如國防部、內政部警政署，有關航路的整體規劃，要重新去分配。

我們也要跟經濟部、科技部、教育部合作，不管是產業，還是研發

創新，以及人才培育，我們也一起合作，這樣才能夠讓專章上路。

其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地方政府，因為無人機的納管，

地方政府必須要有很多的管理人才，要有一些圖資檔案，所以這些

都需要做一個整備。可是我發現，各地方政府其實都沒有這方面的

能量，那可能我們就要幫助他們，不然一上路之後，跨一個縣市，

管理的能量跟人力就不一致。所以政府內部包含中央跟地方各個單

位，必須跟民間產學界一起來合作。 

(2) 交通部的應該是最直接受惠於無人機應用的，我們這些年來在災害

防救，高度利用無人機。以前稍微有一個地震或者颱風，其實我們

的工作是最危險的，尤其是我們公路總局，那麼多的道路，要怎麼

去巡查，像瞎子一樣要怎麼深入險境，我覺得作為一個交通部長，

我很不忍心讓他們冒險，為了要去救災而陷入險境。現在有了無人

機，對邊坡的巡察，結合 AI 跟無人機，在實務上已經有很多的應

用了。所以剛剛黃政次說因為我沒到，所以沒看到前面精采的影片，

確實他們都沒先放給我看，不過無人機拍攝正是我指示公路總局要

去做的，如果能夠再結合我們的大數據，交通部非常多的數據，不

只靜態的資料，還有動態的資料，這些將有助於我們交通的管理，

更是龐大的商機。交通部已經辦理過 Big data 的論壇了，在交通大

數據的應用，我們有交通安全資訊的平台，那現在透過用無人機，

能及時的掌握路況。當然大家很關心，我們交通部還有一個很重要

的功能，就是提供創新以及應用的場域，這是我們與科技部能夠提

供的，當然他們也是要出一點經費，我們可以多出點力。這些很重

要的試驗，比方我自己去阿里山看中華郵政公司在鄒族的幾個部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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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流配送。我在上個月因為要做脊梁山脈旅遊年，所以我有去過

夜，觀察到對於血清或一些醫藥物品的運送，其實運用無人機是非

常方便的。在地圖上看起來很近的兩點，自己去開車看看會繞半天，

無人機一飛不到半個小時就到了。未來我們交通部在無人機運用上

會是最大的受惠者。很多國家，包括東南亞，還有一些開發中國家，

在農業，還有在各方面在無人機的應用非常多，那我想在臺灣在生

產製造的能力上是絕對沒有問題的，這是小 case，因此如果我們能

有更多的應用，累積我們的經驗以及人才，甚至我們可以輸出，這

個就是我們國家可以幫忙產業的部分，產業也幫忙國家，以上我就

做個引言。 

(3) 很期待發展無人機國家隊，我們總是要有個名稱，我們軌道產業有

rail team，那無人機用 U team 做代號，我們整個產官學研，需要法

令還有一些應用上面的突破，希望透過今天的研討會，建立一個平

台，讓大家資訊可以暢通無阻，未來就會有一個 team，這就是一個

群聚的效應，讓大家溝通暢順，我相信在明年三月全面上路的時候，

我們已經在驗收成果，而不是製造問題。當社會開始質疑，媒體負

面的報導，這個領域跟產業可能一出來就死掉，所以我們一定要準

備好，出來就要讓大家覺得我們有七八十分，不能說一出來大家覺

得很危險，會有隱私的問題、會有安全的問題，而且機場飛航安全

一定要顧好。我也特別跟黃政次提到，用 AI無人機拍攝整個台 61

線，讓民眾可以深歷其境，台 61 線是免收費的，是條幸福公路，

CP 質最高，沿途有將近 300 公里，從北到南，每個鄉鎮經過的海

邊夕陽，漁港，農特產，宗教，寺廟，教堂還有休息的地方。這些

都是我們交通部以創新服務來讓人民有感，而不只是使用冷冰冰的

道路。與民同行，連結共好，謝謝大家！ 

3. 經濟部曾政務次長文生 

(1) 其實在剛剛部長的引言裡就有講了一句話，我聽了就覺得說這件事

情幾乎已經解決了，他說國內的生產製造絕對不會有問題。其實目

前為止經濟部有非常多創新的產業，最後都會回到部裡去輔導、協

助。那麼我想說輔導跟協助這些事情經濟部本來就是個機制協助，

但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當妳沒有要應用的時候，不會去想到特殊

的功能。然後讓產業開始有市場，市場會有資源回頭灌注給這個產

業，讓這個產業有再繼續往前走的能量，這個循環系統一定要打通，

打通關鍵就在我們的法律條文。其實交通部林部長他們不容易，主

動做了民用航空法專章，這是一個重要的法律，在這個法律框架下

才有其他的可能性。簡單來說要利用更少的成本來去完成更多無人

機能夠做的事情，所以規則的建立是重要的。當然後續還有要克服

的問題，像是發生狀況，如何立即知道要找誰、擁有者是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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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不會發展出一些安全措施，如何發生狀況後不會影響人車安全。 

(2) 今天需要針對這些特殊的需求來開發計畫，讓廠商去研發，第一個

就是續航力，續航力有很多種方法，像是維持動能，或者是輕量化。

輕量化要有材料的開發，也要有結構的設計。我們臺灣晶片的設計

是很厲害的，假設電腦能幫你們做一些輔助，像是搖桿推太多，電

腦會告訴使用者不能這樣做，並鎖住遙控器，我相信是有發展這樣

的技術。要快速的跟環境作互動，簡單來說就是有什麼需求就有什

麼市場以及有什麼研究，我們必須知道現在主流在什麼地方，哪些

事情是我們必須去加強的，當然我們現在利用無人機在當我們的眼

睛，如果載重 50 公斤的光學儀器，爬到很高的地方幫我們看，就

算是一閃過去，甚至連肉眼看不到的地方，都可以透過電腦來去分

析。那我想站在經濟部的立場，這些產業的發展推動都是在各個部

會的管制範圍，要怎麼樣去適應這個新的數位社會，新的產品開發，

所以各個部會，尤其像是交通部，很多事情我們通通配合，後面的

鋪陳我們責無旁貸，謝謝。 

4. 科技部許政務次長有進 

(1) 科技部主要是科研人才的培育與創新技術的研發。過去這幾年，大

家知道科技技術突飛猛進。特別在 AI 部分有重大突破，那麼我們

也已經看到 AI 在物聯網、大數據的重要應用，更是未來智慧時代

核心技術的一個開端。譬如說：今天我們公布前半年科學園區的成

果產值，我們可以看到半導體通訊設備成長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過

去原本已經是慢慢飽和的產業卻能突飛猛進，當中我們看到 AIOT、

Data Center Computing、以及通訊應用正在起來，所以科技部在兩

年前推出科研大戰略，而其中有兩個跟無人機相關。其中一個是成

立四個 AI研究中心，臺大：AI技術與生技醫療創新研發。交大：

AI for服務。清大：AI for manufacture。成大：AI for 生技醫療。

除了 AI 創新研教中心在兩年來培育了很多人才，另外一個就是物

聯網上終端計算，希望我們在 IC 半導體上的能量將來能應用在我

們的智慧時代上。 

(2) 在智慧的時代，無人機會是很重要領域。在科幻電影上，無人機能

自行飛行、世界各國也都投入很多經費做研究。所以在四大 AI 研

究中心與 AI 半導體戰略中，有很多跟無人機相關的計畫。譬如：

交大 AI For Service 中心：用無人機作橋墩大樓巡檢應用、以及用

GPS 在室內飛行；臺大毛教授自己成立公司，無人機可以進行精準

偵測。今年五月臺灣矽創團隊拿到法國一百萬的合約，所以看到科

技部以科技研發為主並應用在產業上，其他如清華大學、中興大學

在智慧農業上，用無人機幫忙火龍果採收也令我印象深刻。將來把

AI 與無人機應用在農牧業有很多的想像空間，而且也需要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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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努力。另外，科技部希望教授的研究不止是論文發表。如果教

授的研究能有商業價值，藉由申請科技部價創計畫，可以到外面開

公司，得到 VC 創投的資金。兩年來已有 13 個計畫出來開公司，

向 VC 募集到 13億資金。未來 AI世代技術，需要結合研究與商業

的方式來創新。 

5. 長榮大學林教授清一 

有關人才的培育與訓練，為什麼長榮大學會去開一個「無人機學

士學位學程」去培育無人機的人才及訓練，以一個私立大學來講這是

非常困難的，這樣的心路歷程我們請李校長來告訴我們。 

6. 長榮大學李校長泳龍 

親受的部長、次長及各位貴賓，我就代表長榮大學發言。我們是在

臺南的一所私立大學，在今年還是維持接近一萬個學生，各位就知道在

南臺灣是相當不容易的。因此在 2005 年的時候，我們在思考未來的人

才培育、國家的發展政策，還有社會需求，我們一直在做動態調整。在

那個時間點我們無法看到一個很清楚的脈絡，所以我也很謝謝羅董(經

緯航太)，因為長榮大學與經緯航太都在臺南，所以我們就在想是否在

教育方面發展一個無人機人才培育的正規教育，以一個教育部能准許的

大學部四年制課程，所以我們就很勇敢的踏出了。我記得第一次申請的

時候，部裡面審查意見是認為沒有這個市場潛力，我們想說在國外無人

機已經發展得很熱絡了，為什麼在臺灣還沒有看到，所以我們第二年再

繼續提出，然後正式申請通過。學程在 2016 年招生，今年是第三屆，

也看到一些家長的回應，整個產業我們從報紙上看到的並不是很清晰，

這些家長都會問說：這學程畢業會不會失業？我一直跟他保證說：會就

業。但是，事實上我也很害怕，因為我們一直沒有看到，所以我今天看

到三個部的支持，我們就可以大膽的跟家長講：「放心，以後會找得到

工作！」，我們就能這樣跟家長保證。我們也設立無人機中心，長期跟

業界，特別是經緯航太合作。在 2017 年我們也到東馬，到沙勞越科技

大學，唯一一所馬來西亞洲立大學，設立研究中心，年底應該會有一個

初步的成果。所以，我跟部長、次長還有各位報告，一個想法的開始，

我們前後花了四、五年才能夠跨出一小步，在(無人機)教育的話，我們

希望為國家培養長期的人才，用的名字就是「無人機應用學位學程」，

一個標準四年制大學科系，到目前為止也是臺灣唯一。那無人機中心應

該也是全國唯一一個，我希望說中心能變成專業的學術單位，也希望未

來有機會從三個部都能提供一些長期的資源，讓我們的學生能覺得非常

的榮耀擁有這樣的學位，那我在這邊代表教育工作者，跟我們的部長、

次長、教授、業界先進說聲謝謝，也謝謝我們的節目主持人。 

7. 長榮大學林教授清一 

無人機的硬體和會飛的東西，在無人機的產業中只是前端，像子



110 
 

彈的彈頭，後面龐大的利益和他的價值，在於如何產出有用的成果出

來，這有用的成果出來靠人做嗎？我們就需要靠人工智慧，我上網查

了一下 Nvidia公司，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公司，我們是不是請邱副總

裁告訴我們，您在無人機方面為我們帶來的啟示。 

8. Nvidia 邱副總裁麗孟 

(1) 我要跟大家分享，根據國際的無人機載具協會報告，未來 10 年內

無人機市場的商機將達到 1400 億，是很大的商機。那今天就長話

短說來談一下，因為主持人不知道 NVIDIA 是什麼樣的公司。我覺

得 NVIDIA 扮演的角色是這樣子，其實剛剛不管是交通部或是各位

業界的分享，讓我覺得說臺灣真的是棒，因為我們的硬體設計能力

很棒，不管是未來續航力的問題或者是垂直起飛的問題，我覺得對

臺灣都不是問題，但是 NVIDIA 扮演的角色，是提供一個很棒的硬

體平台跟軟體開發平台，這個軟體開發平台是可以讓無人機變得更

聰明，成為一個比較聰明、全方位的、可以高端服務的無人機，這

個平台可以做邊緣運算，不用無人機飛飛飛然後再飛回來再做分

析，你在無人機裡面就有一個大腦，你可以做運算、你可以做分析，

我們提供的軟體的套件就是所謂的 JetPack 的 SDK，給你一個很棒

的開發工具去開發應用。我們今天強調的就是應用，從剛剛黃次長

到林部長都在強調應用，以及兩位次長也強調應用，應用就是要軟

體，這是我們扮演的角色，提供一個很好的軟體加硬體技術平台。 

(2) 我們第 2個角色是什麼呢？我們在臺灣培育新創。因為 NVIDIA 全

球跟很多新創合作，其中有個應用是今天大家都沒有提到的，我們

跟法國一家新創合作，他有一個海底的無人機叫 iBubble，解決了

海底分析的一些問題跟國防單位的問題。那我們在臺灣，很高興中

強光電跟我們合作非常密切，他是我們看到無人機應用中比較高

端，在應用裡面做的非常好的，包含在防災、在智慧監控各個方面

的應用。 

(3) 我們第 3個提供的功能，就是跟產官學合作發展生態鏈，我們跟相

關的合作的研究單位，包括工研院、包含人工智慧實驗室也是，我

們跟人工智慧實驗室合作，如果我記得沒記錯，跟杜奕瑾先生在臺

南市政府合作，做無人機橋墩的檢測，有 1650 個橋墩，當颱風來

的時候就不用人去實際看，避免危險。 

(4) 最後因為時間關係，我要給一個建議，今天看到林所長的這個交通

部的無人機的發展 8 大策略，我覺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我很高興

交通部挺身而出要帶領臺灣無人機的發展，我就是只有一個建言，

我是覺得剛剛的方向都非常好，那問題是我們怎麼加速？我們上一

場的研討會在談這個自駕車的發展模式可以參考。測試場域要趕快

出現，因為法律已經解決了，測試場域有了的話，我覺得就很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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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相關的應用。我們可以借鏡臺灣發展無人自駕車的一個經

驗，希望能夠加速無人機的發展，謝謝大家，謝謝。 

9. 長榮大學林教授清一 

剛剛看到我們高公局的影片，魅客族公司拍出來的和我們一般人拍

出來的就是不一樣，我們這個人工智慧實驗室就把影片做得非常好，能

不能請臺灣人工智慧林投資長為我們說明她的想法。 

10. 臺灣人工智慧實驗室林投資長雅萍 

(1) 部長、二位次長及各位長官，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人工智慧實驗室。

會進入到無人機的產業，因為我們是人工智慧，總是要收集資料、

分析資料，以前景資料而到無人機領域裡面。剛剛羅教授說得很好，

無人機開始蓬勃發展的時候，是因為相機。幾乎在無人機這個領域

中，有九成是為了照相，所以你的影像的處理，怎麼樣讓這麼多影

像進來之後，能有效率的處理，是一大挑戰。另外一個挑戰，是無

人機有它基本的限制，包括它的電池和相機轉向有一定的限制，我

怎麼樣在一趟飛行中，得到最大的數據，讓飛行的效率提高，這也

是我們的題目，另外，我們也希望飛手不要太忙，既要一邊飛行，

又要一邊顧鏡頭，鏡頭錯了之後還要倒著飛，每次倒著飛也就浪費

電池的電力，所以這些都是一些細節，是我們要考慮的。 

(2) 另外，我們很感謝公路總局給我們這個機會，在一個月中，我們飛

了中部 37 公里路段，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那裡有高壓電，讓磁羅盤

沒有辦法運作，無人機千萬不能飛，會馬上掉下來。我們非常詳實

的記錄道路的數據，這很重要，不然就容易有危險發生，那我們很

樂意在收集資料的過程當中，成為大家的先導者，然後，讓大家知

道哪裡的羅盤、高壓電、哪裡的路況是有問題的。 

(3) 至於我們的技術，部長可能剛剛沒有看到，事實上我們這個影片是

熱騰騰的、剛出爐的，所以沒關係，之後我們會再奉上，因為我們

這個 360度的影像，特色在於在飛行的過程當中，我都可以收集到

最大的數據，所以它在飛行中就不需要去拐彎，就好像蜻蜓。您知

道蜻蜓為什麼這麼靈活嗎？蜻蜓之所以前後左右都能飛，就是因為

牠的眼睛是 360度的。如果您是多軸機的話，它真的是前後左右都

能飛，所以搭配它的特性，我們才會用這樣的技術去收集圖資，而

且我們利用美學運鏡的方式，讓 360度的影像取得適合人的視角，

這也是我們的精神所在。因為無人機的扭力，在起飛的時候，速度

有它的限制，也不能飛太快，風大的時候它也不是那麼穩，那我們

怎麼樣運用 360度的影像，得到我們想要運鏡的結果，這裡面也有

包括影像穩定的部分，所以我們透過大量收集圖資的時候，就有它

的優勢。另外一個是大家看到影像自動剪接和優化，那我們以實驗

室基金會的角度，當然希望以後讓這些資料都是可以開放給大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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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使用的，大家都可以知道我們收集的全景，包括我們的大數據。

當然我們也很謝謝做智慧城市這個議題的部門，過去一直受到科技

部的關注，之前在 2017 年陳良基部長把我們介紹到南科管理局，

一直到臺南市。那這次承蒙林部長介紹公路總局，給我們大力的支

持，其實這部影片，我真正關心的是後面一長串支持的單位，各個

路段的段長，真的很謝謝他們，很辛苦，但是我相信這個數據，未

來國人都是有目共睹的，讓大家知道我們美麗的臺灣，讓大家一起

看見臺灣，謝謝。 

(三) 交通部林部長佳龍總結 

(1) 交通部當然就是陸海空、鐵公路、電信、郵政、氣象、觀光，所以我們

交通部來整合無人機跟 AI 的應用，尤其在全景拍攝，那種身歷其境的

運用，做為一個主管機關是責無旁貸的，因為每個部會都需要用這樣的

圖資，但還是需要有一個單位是去管理無人機。無人機只是一個載具，

他背後所連結的這些創新實驗應用等等，最終還是大數據。 

(2) 以下我有 3點結論。第一點，交通部來邀請科技部、經濟部甚至教育部，

一起來辦理無人機創意應用競賽，讓大家有一個舞台或打擂台。剛剛也

看到一些年輕人，他們就有一些創新應用，由交通部來提供場域，請所

有產學單位大家一起來參與。 

(3) 第二點，交通部會同各單位來盤點適合導入無人機服務的工作，尤其是

危險或人員不容易到達的區域等等。其中整合的示範計畫，我後來才知

道無人機的商機非常重要，我想交通部可以協助國內業者來擴大無人機

應用的商機，也讓無人機可以協助交通部跟政府單位來推動各項業務。 

(4) 第三點，交通部希望能夠結合各界的資源與能量，共同研議以及推動成

立臺灣的無人機研發與測試中心。大家需要一個整合無人機研發跟測試

的中心，讓國際航太領導廠商跟國內關鍵技術業者，可以共同來參與我

們無人機的國家隊。不論是 U Team 或是 UAV Team，建構完整的產業

供應鏈，培育研發人才，讓未來大型無人機飛行載具的研發測試、製造

生產跟應用等等，能夠在臺灣蓬勃的發展，對於我們臺灣隊要打世界盃

也能夠建立更好的機制。 

(四) 提問時間 

1. 民航局林局長國顯 

(1) 承蒙剛剛新加坡的羅教授所講，無人機在運作的時候不能停在汽車

或船，所以勢必他們得要一定的安全性，那我也跟各位報告，飛機

在做航管的時候，前後飛機之間一般 500 呎，上下是 1千呎，若兩

架飛機接近，我們叫做 approach，這是航管人員跟飛機操作人員都

要被檢討的。無人機在操作的時候，有人機會被擺在第一優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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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人機上面載著上百人，所以在無人機的操作裡面，我們一開始

被設定 en route。我們在 2017年的 12月 20 日已經通過法案，但是

誠如剛剛部長講的，後來部長也發覺，整個執法還有民眾甚至地方

政府都還沒有準備好。 

(2) 各位在今年應該有看過兩次罷工，華航跟長榮，討論疲勞駕駛觀念

裡面的 AOR 跟飛航作業管理，而無人機我們也會有無人機的作業

管理，也是非常複雜的。那第二個呢我們建立一個 MIS 系統，我們

知道無人機不像機場可以有固定的地方起飛和降落，他可能在任何

一個地方都可以垂直起飛或移動，所以他在管理上非常的困難，全

世界對這個問題也探討非常多，剛剛教授有特別提到，250公克以

上就一般都要註冊，現在全世界都是以 400 呎為管制空域，400 呎

以下算是地方政府或是一般的活動區比較 OK，400 呎以上就會要

接受航管管理，所以剛剛部長也跟各位提示過，even新加坡有出現

一個 UTM，那也是經過好多管理空域的協調，那各位可能也知道

我們光為了建這個管理資訊系統，避免限制區跟管制區包含給所有

的部會，大概有 1600 多個地方都提出來他們要列為限制區跟管制

區，所以不只剛林雅萍投資長講的高壓電線這個還沒有登記，我們

光公告出來的有 1千多個禁限航區，那怎麼樣能讓民眾知道哪裡可

以用哪裡不能用，所以我們同仁也考慮到建一個 APP，這個 APP

全臺灣的禁限航區都放在裡面，所以需要所有部會來支持，包含經

濟部的核電廠相關的單位都會被放在裡面，那這樣的好處是一旦民

眾 download 這個 APP，他只要把這個 location 放上去，他就知道

他周邊是不是列在禁限航區，或是管制區，就會比較容易來操作，

當然誠如剛剛各位所提到的，一旦都進入到 AI 的時代，把這些所

有的禁限航區跟管制區都 build in 在飛機裡面，這樣管理就會是最

好的結果，就會達到我們黃政次一開始所講的飛機飛到機場管制區

就會自動停止。 

(3) 那也跟各位報告，其實民航局在這一兩年，一直思考從哪裡管理，

因為我們已經跟國內一些大的進口商還有大的製造商取得共識，他

們現在新一代的飛機都已經把我們的 geofencing 地理圍籬系統裝

上去，所以一旦在我們民航局的地理圍籬系統裡面有的話，那一般

的操作者就比較不會因為不知道有無禁航區而觸法。我跟各位報

告，雖然法案還沒生效，從 100 年開始，我們已經開了 10 張的罰

單，每張都是 30 萬，所以是非常重的處罰，民航法通過以後會有

不同的管理，這一點我們都設計在管理資訊系統裡。那我也在此籲

請所有要使用無人機的夥伴、法人、自然人，請你們都上民航局的

網站去看一下，如果沒有看那個相關的題庫，證照大概很難考的過

去，因為不太容易，但是看過一定會，因為所有的考題都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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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也建MIS系統就是希望從註冊開始，從 education註冊開始，

跟各位報告，這段時間民航局跟部裡，花很多時間來建置 APP 系

統，還有 MIS 系統，但是這個還是要靠所有使用者的配合跟制止。

我們每個人都會開車，如果不知道交通規則的話將遇到危險，要不

然就是致別人於危險，所以我還是請各位在操作之前先把我們所有

的法規都了解。以上跟各位做個報告，謝謝。 

2. 農航所管所長立豪 

(1) 謝謝林老師邀請，各位政務次長還有各位先進大家午安，其實農航

所這單位很多人大概都不懂，先自我介紹一下，其實農航所成立在

臺灣已經 60年了，從民國 62年開始就自備了飛機跟照相機進行臺

灣土地的紀錄，其實目前我們典藏了航空照片已經 100多萬張，都

是數位典藏，所以從 62 年開始到現在記錄所有不同年代的航空照

片，都可以來調閱，這部份的應用上也非常大，幾乎所有部位都會

用到照片，尤其是交通部其實在重大交通開發上，都會邀情我們農

航所進行路線的規劃，首先自我宣傳一下。 

(2) 其實我們農航所因為是很早就應用在航照運用，所以說我們理論上

應該早一點就要用無人機來進行一些應用，可是因為之前的有人機

應用的就已經非常適合了，而且我們是一個大飛機的應用，拍攝一

次兩年期的。目前來講，無人機來符合我們農航所的需求會是用在

農業經營，所以我在 3 年前我接了農航所所長之後，我們局長更希

望我們農航所能夠在無人機上有所應用，所以我就先來了解一下，

農委會裡面，運用無人機的應用上，農試所已經有很好的研究了，

所以我們農航所可能鎖定森林經營管理。 

(3) 另外我們農航所是以提供航照空拍距離測量用的照片為主，所以我

們希望無人機能載重量高滯空時間比較久，我發現中科院的無人機

滯空時間大概 8 小時而且載重量可以到 50 公斤，那也感謝中科院

給我們很大的協助達 8個月的時間。可是後來發現說因為中科院入

門門檻非常高，經費很高而且要很高的操控能力，我們目前來講沒

有辦法負擔，所以我們退而其次找到一個中電伏的所謂的測量型照

相機，他的解析度可以到 11 萬畫數，可是重量只有 5 公斤而已，

所以我們跟民間這種中型無人定翼機配合，我們搜尋結果臺灣目前

有 3家，所以我們就特別去拜會，今年 1月成立的我們農航所的兩

架定翼測繪型無人機，裡面裝的測繪型的照相機一個是廣角一個是

光譜標準鏡頭的，而且他的光譜裡面都還有四個波段，就是 RGB

跟 NIR 四個波段，所以可以跟我們農航所的有人機互相互補。 

(4) 當然我們農航所因為是隸屬於林務局，我們希望能夠協助林務局坐

一些森林經營管理上的應用，所以我們今年也再購買兩架定翼機，

然後在森林經營管理上，譬如說資源調查、林地管理、野生動物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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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以及一些災害的研究下，譬如說天災或是森林火災，讓我們感測

器增加了所謂的熱感照相機跟熱感攝影機，那當然這部分我們為了

能夠先進的應用，也建立圖傳的數據列，希望未來能夠結合剛才聽

到很多自動化 AI 在傳輸上，希望在我們林業經營管理上，未來能

夠結合這些應用，畢竟我們林務局所管的森林面積是上千個土地，

所以在應用上未來會更大，以上大概是我們農航所無人機目前動向

及發展，以上簡單報告，謝謝給我時間。 

(五) 交通部黃政務次長玉霖總結 

感謝主持人，我來補充幾點，剛剛其實國顯他很客氣，他有一個反制無

人機的武器，將來無人機如果誤闖機場都會被 disable，自己會掉下去，會安

全的掉下去，那事實上剛剛有一個個非常好的 idea，如果我們可以給個晶片，

臺灣一定規格以上的無人機都要裝這個晶片，那這個晶片就可以告訴他，你

哪裡不可以進去，那就沒有闖入禁限航區的問題，這個晶片可能要拜託我們

有進兄科技部提供一個專案來開發，因為交通部事實上是以提供場域為主，

那從上面的晶片開發有我們科技部，到中間的 ICT 經濟部非常強，而場域可

以由交通部提供。像剛剛部長談到的第一個場域，事實上淡海新市鎮是一個

超過 10 萬人的的 mini city，臺北市目前已經在進行跟新北市政府合作要啟

動，裡面我們的後台結合了管理，用我們交大最先進的光傳輸的網路系統，

那套系統非常厲害，比我們現在所有網路系統的速度，最快可以快 500 倍，

節能 85%。那另外一個場域我現在不好意思講，一個非常完美的一個場域，

他有非常好的 air field，可以讓我們進行各種測試，那這一個場域的形成，

到時候就會有像科技部的案子以及經濟部的案子還有交通部的這一些計畫，

大家整個投入進來，並且邀請我們的產學研可以都來共同進駐。我們現場兩

位女性的與談人，大家不知道剛剛我們看的那個公路總局的影片是與他們合

作的，我們 AI裡面有用到這個 NVIDIA 的關鍵的技術，搞不好硬體也有只

是我不知道。所以我們這個平台，是提供一個大家可以不只是交流，更可以

實質來進行產業合作的一個平台。 

最後要代表部長再次感謝我們主持人，他實質上幫我們 organize今天的

這一場論壇，也要特別感謝我們曾政次、許政次、還有校長今天親自來，還

有雅萍、還有麗孟，今天可以撥空來，也感謝在場很多的朋友，我們給上面

臺灣世曦的團隊鼓鼓掌，他們全心投入我們國家的防災，安全都要靠他們，

現場還有非常多的好朋友，就沒有辦法一一感謝，祝福大家有一個愉快的中

秋節，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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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運輸計劃季刊投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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