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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概要

1.計畫緣起

◆提昇大眾運輸服務品質與經營效率為世界各國改善交通

問題方法之一，在國人旅行風氣漸盛，各種大眾運具所

建構成之大眾運輸網路日趨完整，如何妥適整合各種大

眾運輸系統將成為重要課題。

◆目前國內先進大眾運輸系統(APTS)相關研究較偏向於公

路客運，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之研究較少。

◆延續「先進大眾運輸系統整體發展架構與推動策略之研

究」成果，擴大APTS應用範圍至海空運及軌道運輸，期

望有效整合各大眾運輸系統資源，達成複合大眾運輸服

務智慧化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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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畫目的
◆分析國內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系統之現況

與所面臨的問題，並參考先進國家發展經驗與成果

，配合相關技術運用之探討，擬定APTS運用於海空

運及軌道運輸發展重點與議題。

◆經由發展需求與發展範疇之界定，據以研析配合以

公路客運為主體之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之全面性APTS

系統架構。

◆研擬國內發展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之推動

策略以及分期分階段行動方案規劃。

一、計畫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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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研究與前期計畫之關聯性
運 輸 系 統

研 究 成 果

公 路 海 運 空 運 軌 道 前 期 計 畫

探 討 內 容

備 註

國 外 A P T S

發 展 案 例

● ○

★

—

★

○

★

以 公 路 客 運 為 主 ，

少 部 份 為 軌 道 系 統

與 票 證 系 統 。

—

國 內 A P T S

發 展 現 況

● ○

★

—

★

○

★

以 公 路 客 運 為 主 ，

包 含 公 車 動 態 資 訊

系 統 、 車 隊 管 理 、

電 子 票 證 、 車 輛 定

位 監 控 等 項 目 。

—

A P T S 相 關

技 術 應 用
● ★ ★ ★ 以 公 路 客 運 為 主 作

整 體 性 之 分 析 。

—

A P T S 供 需
調 查 與 分 析

● ○

★

○

★

○

★

公 路 客 運 調 查 項 目

包 含 行 前 、 場 站 、

月 台 / 站 牌 、 車 上 資

訊 需 求 及 優 先 發 展

順 序 等 。 海 空 運 及

軌 道 則 包 含 資 訊 需

求 與 系 統 本 身 發 展

課 題 。

供 給 部 份 前 期

計 畫 已 有 詳 細

調 查 ， 本 研 究

不 再 另 行 調

查 ， 主 要 調 查

內 容 將 以 需 求

面 為 主 。

A P T S 整 體 發 展

架 構 規 劃

● ○

★

○

★

○

★

以 公 路 客 運 為 主 軸

建 立 A P T S 發 展 架

構 ， 並 擬 訂 海 空 運

及 軌 道 運 輸 A P T S

發 展 子 系 統 項 目 。

—

A P T S 推 動 相 關

政 策 法 令 檢 討

● ○

★

○

★

○

★

A P T S 整 體 性 政 策

法 令 檢 討 。

—

A P T S 推 動 策 略

與 行 動 方 案 規 劃

● ○

★

○

★

○

★

以 公 路 客 運 為 主 ，

含 少 部 份 大 眾 運 具

整 體 性 推 動 策 略 與

行 動 方 案 。

—

  ●前期計畫主要探
    討項目
  ○前期計畫次要或
    部分探討項目

  ★本計畫研究項目
    及內容
  —前期計畫無探討

一、計畫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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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作項目

(1)介紹並評析歐美日等先進國家運用APTS技術於海空運及軌道

運輸之推動現況及成果。

(2)介紹國內運用APTS技術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之現況，並進行

問題診斷。

(3)因應複合大眾運輸服務之發展，針對海空運及軌道運輸

智慧化進行相關旅運服務需求與系統功能需求之調查分析。

(4)界定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之發展重點與議題，並特

別針對以公路客運為主體下衍生之複合大眾運輸整合需求與

功能進行研析。

(5)因應上述前題，研析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 輸之技
術 、

系統發展架構、推動策略、行動方案（含配套措施、權責

分工與法規檢討)。

(6)提供自本計畫完成後為期一年諮詢服務。

一、計畫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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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路客運為核心之智慧化

複合大眾運輸系統發展架構規劃

推動策略研擬

行動方案規劃

國內 APTS 應用於海空運及

軌道運輸使用者服務需求調查與分析

期末審查會

第二次座談會

報告書定稿

研究目標確立

相關技術運用國外發展經驗國內推動現況

第一次座談會

前期計畫成果分析

供需調查計畫
推動策略與

行動方案

本研究內涵、研究重點與範圍確定

相關技術運用
國外發展經

驗與成果

APTS 應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現況分析

期中審查會

APTS發展架構

國內推動現

況與問題

5.研究內容與流程

一、計畫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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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概要

6.預期效益

(1)整合各大眾運輸系統資源，增進旅客轉乘便利性

，提昇整體大眾運輸系統使用率。

(2)提昇大眾運輸服務品質與營運績效，進而降低大

眾運輸營運成本。

(3)扶植相關產業，帶動國內經濟發展，並提昇國際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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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研究內涵、重點與範圍

1.本研究內涵

根據國內發展大眾運輸之目標與重點方向，藉由先

進科技及管理策略之運用，增進各大眾運輸系統本身的

可靠性、便利性、安全性，並且考量旅客在旅行過程中

使用各種大眾運輸工具，其所可能產生的界面銜接問題

(包括旅客資訊、票證、管理策略等界面)，加強複合運

具服務界面的整合，以吸引民眾搭乘，進而達成提昇大

眾運輸使用率及減少大眾運輸營運成本兩大發展大眾運

輸的工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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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範圍：

複合運輸場站旅客資訊與票證整合

研究重點：

海空運及軌道系統間轉乘界面整合

二、本研究內涵、重點與範圍

2.研究重點與範圍
複合運輸

開始 轉乘界面 轉乘界面

‧‧‧‧

複合運輸
結束

運輸系統1
營運管
理系統

運輸系統2
營運管
理系統

運輸系統n
營運管
理系統

複合運輸
開始 轉乘界面 轉乘界面

‧‧‧‧

複合運輸
結束

運輸系統1
營運管
理系統

運輸系統2
營運管
理系統

運輸系統n
營運管
理系統

對象

整
合
項
目

旅客資訊
與票證整合

旅客資訊
與票證整合

旅客資訊
與票證整合

公路客運場站
  ．市區公車

  ．城際客運

海運客運場站
． ． ．
離 渡 娛
島 輪 樂
交      船
通
船

航空客運場站
    ．      ．
    國      國
    內      際
    機      機
    場      場

軌道系統場站

都市地區 城際運輸

．
大
眾
捷
運

．
輕
軌
捷
運

．
傳
統
鐵
絡

．
高
速
鐵
絡

︵
資
訊
為
主
︶

對象

整
合
項
目

旅客資訊
與票證整合

旅客資訊
與票證整合

旅客資訊
與票證整合

公路客運場站
  ．市區公車

  ．城際客運

海運客運場站
． ． ．
離 渡 娛
島 輪 樂
交      船
通
船

航空客運場站
    ．      ．
    國      國
    內      際
    機      機
    場      場

軌道系統場站

都市地區 城際運輸

．
大
眾
捷
運

．
輕
軌
捷
運

．
傳
統
鐵
絡

．
高
速
鐵
絡

︵
資
訊
為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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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名稱 

台灣地區複合運輸系統

整合規劃之研究-示範

客運節點部分 

大眾運輸客運節點資訊

整合規劃 

用路者資訊系統與中正

航空站資訊系統整合之

研究 

軌道運輸系統智慧化之

規劃計畫 

複合運輸場站整合資訊

系統研發與實作 

大眾運輸智慧卡功能整

合與推廣示範計畫(一) 

研究 

對象 

與範 

圍 

公路客運站、機場、台

鐵車站、高鐵車站 

公路、鐵路、航空、捷

運等客運節點 

進入、離開或往返中正

航空站之旅客以及至中

正航空站轉機之旅客 

以台鐵、高鐵、捷運、

輕軌為主要的研究範圍

與對象 

台鐵台北車站、捷運台

北站與未來之高鐵台北

站 

交通電子票證 IC 卡整

合與推動為研究範圍 

研究 

重點 

項目 

轉乘資訊、人(車)動

線、轉乘區位、導引標

誌之整合規劃 

整合資訊內容、方式與

展示方式 

資訊內容整合、資訊傳

輸及資訊展示 

軌道系統產業發展與功

能需求調查與分析、智

慧化系統架構建立與整

體發展策略規劃 

台北車站區域整合資訊

系統實作之建置 

電子票證 IC 卡整合規

劃、推動策略與示範系

統實作之建置 

重 

要 

結 

論 

‧ 釐定轉乘系統改善順

序 

‧ 重視場站內外轉乘資

訊之整合 

‧ 兼顧靜動態、即時及

行前資訊之提供 

‧ 除部分機場與台鐵車

站提供靜態轉乘資訊

外，各類節點轉乘資

訊不完全 

‧ 各類客運節點提供整

合之運具轉乘資訊，

可滿足不同旅客轉乘

資訊需求 

‧ 透過整合資訊系統 

  ，可查詢聯絡中正 

  航空站所有運具之 

  相關資訊，包含離 

  島、偏遠地區等地 

  出發之旅客或用路 

  者亦可使用 

‧ 軌道運輸智慧化短期

策略以先進交通資訊

服務系統、電子票證

系統、先進列車控制

與安全系統為主；中

長期以先進運輸管理

系統與先進緊急救援

系統為主。並應以台

鐵與各捷運系統為 

  最優先啟用對象 

‧ 經滿意度調查，旅客

表示資訊內容對於旅

程有所助益 

‧ 適度優惠可提昇電子

票證使用率，應結合

日常生活所需，朝小

額交易之電子錢包發 

  展 

‧ 配合相關策略，降低

使用大眾運輸之不便 

與本

研究

關聯

性 

‧ 提供研擬轉乘系統改

善策略與建議之參考 

‧ 提供制定各運具乘客

轉乘資訊需求項目與

應用技術探討之參考

‧ 提供旅客資訊需求問

卷調查設計以及資訊

系統改善參考 

‧ 提供軌道系統使用者

服務單元、優先發展

領域、系統架構、推

動策略與行動方案等

研究項目參考 

‧ 提供制定各運具乘客

轉乘資訊需求項目與

應用技術探討之參考

‧ 提供政策法令檢討 

  、推動策略與行動 

  方案研擬之參考 

 

1.相關計畫回顧

三、國內外應用發展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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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外應用發展現況分析

軌道系統  運輸系統  
項目  

海運客運  航空客運  
台鐵  捷運  

旅客資訊  以 營 運 時 刻

表、票價、停靠

站、場站配置平

面圖、航線圖、

乘 船 注 意事 項

等 靜 態 資訊 為

主  

航站內動、靜態

資 訊 及 查詢 系

統大致完備。  

除靜態資訊，亦

於售票大廳、月

台、穿堂層等處

提 供 列 車即 時

到 離 站 資訊 動

及查詢系統。  

除靜態資訊，於

穿堂層、月台等

處 提 坐 列車 即

時到離站資訊。 

電子票證與  
票證整合  

以 現 場 人工 售

票 或 旅 行社 以

行 程 包 裝方 式

售票為主。旗津

渡輪、金門渡輪

可 利 用 智慧 卡

進 行 自 動化 之

驗票作業。  
 

包 含 網 路 訂

票、電子機票、

自 動 驗 票等 電

子化作業系統。

網路訂票、電腦

連線售票、自動

售票機、自動驗

票系統、自動化

補票作業等。  

智慧卡、自動化

的售票、驗票系

統。  

 

2.國內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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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系統

項目

海運客運 航空客運 軌道系統

資訊服務 1. WSF即時資訊提供。在網站中

提供船舶即時資訊以及聯外道

路即時交通資訊服務。

2. 碼頭及聯外道路即時交通資訊

提供。

1. 瑞士日內瓦國際機場地面運輸資

訊整合。使用者可依需求查詢旅

次相關資訊。

2. 瑞 典 瑞 典 斯 德 哥 爾 摩

Samtrafiken 空運與地面旅客之

運輸資訊與票證整合系統。整合

鐵路、地區公車、國內航班之複

合旅客運輸行程規劃系統，目前

規劃將訂票資訊納入。

3. 瑞士蘇黎世機場旅客資訊系統。

於機場提供蘇黎世都會區大眾運

輸資訊，包括電車、地區巴士、

渡輪、登山纜車、火車等。

4. 美國舊金山國際機場網站。提供

連接機場大眾運輸資訊，包括小

型 巴 士 、 計 程 車 、 接 送

車、排程車、租賃車等。

5. 瑞士蘇黎世機上旅客資訊系統。

1. 法國國家鐵道機場資訊服務系

統。提供連接機場之相關資訊以

及路線選擇建議功能。

2. 美國費城複合運輸資訊系統。提

供與航空節點連接之聯外大眾運

輸，如火車、專用巴士之時刻及

旅行時間資訊，以及旅客查詢功

能。

3. 美國維吉尼亞鐵道資訊服務系

統。除鐵路、轉乘巴士、電車等

資訊外，亦提供旅客查詢時刻、

票價、停車與大眾運輸轉乘功能。

4. 美國佛羅里達 Tri-Rail 通勤鐵路

網站。整合機場資訊系統與相關

大眾運輸系統，亦實際將列車即

時追蹤系統運用在營運中。

三、國內外應用發展現況分析

3.國外案例
(1)資訊服務

14

美國華盛頓州船舶即時資訊

WSF聯外道路即時路況

三、國內外應用發展現況分析

3.國外案例
(1)資訊服務◆海運客運節點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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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Samtrafiken空運旅客與地面旅客之運輸資訊整合

瑞士蘇黎世機上旅客資訊系統 美國舊金山國際機場網站

瑞士日內瓦國際機場之地面運輸資訊整合

三、國內外應用發展現況分析

3.國外案例
(1)資訊服務◆航空客運節點資訊服務

16

法國國家鐵道機場資訊服務系統 美國費城複合運輸資訊系統

美國維吉尼亞鐵道 佛羅里達Tri-Rail列車即時追蹤系統

三、國內外應用發展現況分析

3.國外案例
(1)資訊服務◆軌道系統節點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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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系統

項目

航空客運 軌道系統

交通管理 1. 美國匹玆堡國際機場巴士專用車道。

2. 美國康乃迪克州 Bradley 國際機場–Hartford
高乘載專用車道。

3. 旅客等候區設施。

4. 地面運輸中心。

5.車輛自動辨識系統。

1. 法國高鐵地中海線馬賽聖查爾斯車站聯外運

輸系統及轉乘設施規劃。 整合高鐵、區域快

速鐵路、地下鐵、中長程巴士、計程車、市

區巴士、小客車等運具動線。

2. 挪威奧斯陸機場捷運。機場與捷運系統結合

範例。

3. 美國 Jamaica 車站轉運中心計畫。正進行機場

與長島鐵路轉運設施工程。        
票證整合 1. 美國西雅圖區域票價整合。適用於公車、鐵路、渡輪之非接觸式智慧卡系統。

2. 美國華盛頓地鐵智慧卡。整合地鐵、巴士、捷運站外停車之非接觸式智慧卡。

3. 英國曼徹斯持一卡計畫。服務範圍包括公車、捷運、通勤電車、計程車收費、停車費用、超級

市場購物及電話卡功能。

4. 澳洲雪梨綜合卡。可同時讀取(非)接觸式及磁卡式票卡，使用範圍包括公車、鐵路、計程車、

零售代理商、自動販賣機、速食店等。

5. 香港八達通卡。除整合鐵路、輕軌、公車、迷你巴士、渡輪外，亦可應用於路邊停車、收費站、

游泳池與便利商店。亦可結合手錶使用。

3.國外案例

(2)交通管理及票證整合

三、國內外應用發展現況分析

18

美國匹玆堡國際機場巴士專用車道乘客等候區圖

馬賽聖查爾斯車站轉運中心構想圖

邁阿密國際機場覆合運輸中心圖

Jamaica車站轉運中心圖

三、國內外應用發展現況分析

3.國外案例
◆交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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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盛頓地鐵智慧卡販賣機器 香港八達通卡

三、國內外應用發展現況分析

3.國外案例
◆票證整合

20

運輸系統

項目

海運客運 航空客運 台鐵系統 捷運系統

問題 1. 市場規模小，業者

經營困難

2. 旅客資訊提供普遍

不足

3. 經濟規模不足，推

動智慧化不易

1. 旅客資訊充足，惟

動態轉乘資訊可再

加強

2. 多元的票證服務管

道

1. 靜 態 資 訊 尚 稱 完

備，動態與轉乘資

訊則較缺乏

2. 積極推動自動化票

務證服務，惟尚未

與其他運具票證適

當整合

1. 動態轉乘資訊缺乏

2. 現有票證系統無法

滿足未來轉乘需求

改善建議 1. 結合海洋資源，積

極開發遊憩休閒市

場

2. 規劃完善聯外/接駁

系統

3. 擬 訂 完 整 配 套 措

施，吸引遊客不斷

湧入

1. 增加動態轉乘資訊

2. 加強與其他運輸系

統票證整合

1. 於重要大型場站優

先設置動態轉乘資

訊系統

2. 考 量 場 站 轉 乘 系

統，適度合相關票

證

3. 增加訂/購票管道

4. 建置複合運具查詢

系統，成立整合資

訊專責單位

1. 增加公車動態轉乘

資訊服務

2.擴展票證整合範圍

三、國內外應用發展現況分析

4.問題診斷與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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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技術探討

應用

技術
APTS相關基礎系統 資訊提供應用技術與發展趨勢

項目 管理中心

基礎系統

資訊傳輸方式與交換

格式

定位技術

旅行者資訊

服務系統

即時大眾運輸

工具行駛資訊

系統 ．地理資訊基礎平台

．行程路線規劃系統

．運輸管理及資訊整

 合設施

．管理中心之間資訊

 交換(C2C)
．延伸標記語言

 (XML)
．CORBA技術

．三角定位法

．接收間隔定位法

．加強型接收間隔

．上傳抵達時間差

．加強式前向連結

  三角定位

．信號柱定位法

．位置模式比對

．全球衛星定位

．DGPS
．廣域擴充系統

．個人化旅行資訊 ．自動車輛定位

  (AVL)
．自動乘客計數

  (APC)

電子付費及票證整合技術應用

技術 多用途智慧卡 行動交易技術

(MeT)
項目 智慧卡構造 智慧卡檔案結構 智慧卡讀卡介面 智慧卡作業系統

系統 ．微處理器

．作業系統

．控制處理單元

．運算、邏輯處理工作區

．利用電流重寫資料記憶體

．關鍵資料檔

．基本資料檔

．應用業務資料檔

．接觸式票卡

．感應式票卡

．接觸與感應合一

．Java開放式

．微軟作業系統

平台

．專為手機所發展

 之付款協定

1.相關應用技術

22

四、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技術探討

2.電子票證整合考量因素

(1)制度面

◆界定參與者與關係者，未來系統組織與運作模式為何。

(2)技術面

◆何種型式之卡片將使用於這套系統中作為開發基礎，設計

需求有哪些。

◆如何將新引進技術整合進現有系統，開發完成之系統與未

來更先進技術是否預留整合空間及相容能力。

(3)財政面

◆整體計畫投資成本與未來系統建置完成之預估績效指標

值。

(4)顧客使用面

◆未來可能的使用者為何。箅

(5)法律面

◆考量非金融機構發行多用途現金儲值卡之規定。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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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技術探討

3.多同途電子票證之安全性

(1)問題探討

◆設備容易被盜取。

◆個人代碼及密碼被破解。

◆「資訊作業整體委外」疏失。

(2)建議解決方案

◆利用個人的指紋、聲紋來提高安全性。

◆採用更好的加密法及防火牆來保護資料庫。

◆時常進行侵入性模擬演練，找出可能疏失。

◆建立電子安全性觀察系統。

24

五、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使用者服務需求調查與分析

1.調查計畫研擬

(1)調查緣由與目的

◆反應海空運及軌道運輸與公路系統之差異，進行使

用者服務需求調查有其必要性。

◆調查結果反應至邏輯架構、據以建立實體架構，作
為系統優先發展項目、推動策略與行動方案之參

考。

(2)調查範圍與對象

◆範圍：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使用者服務需求(旅客運

輸)。

◆對象：具ITS/APTS與海空運及軌道運輸專業知識或

相關工作領域之個人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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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使用者服務需求訂定

(1)訂定程序

◆先區隔出ITS系統中與海空運及軌道運輸有關的發

展領域，然後審視使用者服務單元，保留與研究重

點及範圍有關的項目，再進行使用者服務需求的訂

定。

發展領域 使用者服務單元

核心領域 USR-3：先進大眾運輸服務 USR-3.1：行程中大眾運輸資訊

USR-3.2：大眾運輸營運管理

USR-3.3：大眾運輸車輛安全

USR-2：先進旅行者資訊服務 USR-2.2：旅行者服務資訊

USR-2.4：行前旅行資訊

相關領域

USR-5：電子付費服務 USR-5.1：電子付費服務

五、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使用者服務需求調查與分析

26

2.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使用者服務需求訂定

(2)使用者服務需求訂定方式

◆針對前表所列之使用者服務單元，逐一檢視其各

項使用者服務需求項目，予以適當修正以符合海

空運及軌道運輸之服務特性。

(3)使用者服務需求修正原則

◆第二級：維持原先使用者服務需求名稱不加改

變。

例如原先USR-2.2：旅行者服務資訊同

樣適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

五、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使用者服務需求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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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使用者服務需求訂定

(3)使用者服務需求修正原則(續)

◆第三級：適度修正以符合海空運及軌道運輸系統特
性。例如原先USR-2.2.1：提供住宿、餐
飲、停車等旅行者服務資訊，修正為USR-
2.2.1：提供運具使用、住宿、餐飲、天
候等旅客服務資訊。

◆第四級：以些微修正為原則，並且在較為一般性需

求項目以加註說明方式提高受訪者對於題

目的瞭解程度。如內容偏向公路運輸，與

海空及軌道運輸關聯性小，以及海空運及

軌道運輸並無此項服務項目者則加以刪
除 。

此外，如有意義相近者則互相合併，避免

受訪者發生混淆情形。

五、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使用者服務需求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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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使用者服務需求訂定
◆例：先進旅行者資訊服務使用者服務需求修正對照表

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使用者服務需求
以公路運輸為主之使用者服務需求

修正內容 說明

USR-2.2：旅行者服務資訊 USR-2.2：旅行者服務資訊 —

USR-2.2.1：提供住宿、餐飲、停車等旅行者服

務資訊
USR-2.2.1：提供運具使用、住宿、餐飲、天候等

旅客服務資訊
—

    USR-2.2.1.1：提供旅次服務資訊     USR-2.2.1.1：提供旅客旅次規劃資訊

(包括運具使用、住宿、餐飲、天候等資訊)
—

    USR-2.2.1.2：提供服務資料庫管理功能     USR-2.2.1.2：提供旅行資料庫管理功能

(彙整運具使用、住宿、餐飲、天候等之資料庫)
—

    USR-2.2.1.3：提供大眾捷運資訊服務
    USR-2.2.1.3：提供轉乘運具資訊服務

(包括轉乘地點、時刻表、票價、即時準點等資

訊)
—

    USR-2.2.1.4：提供交通資訊之蒐集功能 不採用
偏向公路運輸，與海空

及軌道運輸關聯性小

    USR-2.2.1.5：提供交通資訊登錄系統服務 不採用
偏向公路運輸，與海空

及軌道運輸關聯性小

五、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使用者服務需求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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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使用者服務需求訂定
◆例：先進旅行者資訊服務使用者服務需求修正對照表(續)

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使用者服務需求
以公路運輸為主之使用者服務需求

修正內容 說明

USR-2.2.2：提供多樣化旅客服務資訊查詢功能 USR-2.2.2：提供多樣化旅客服務資訊查詢功能 —

    USR-2.2.2.1：提供旅次規劃服務資訊的確認功

能
刪除 與 USR-2.2.1.1 合併

    USR-2.2.2.2：蒐集交通資料以提供指引訊息 刪除
偏向公路運輸，與海空

及軌道運輸關聯性小

    USR-2.2.2.3：提供黃頁資料意見     USR-2.2.2.3：於場站利用黃頁提供相關旅行資

料供旅客查詢
—

    USR-2.2.2.4：提供交通資訊登錄系統預約服務 刪除
偏向公路運輸，與海空

及軌道運輸關聯性小

    USR-2.2.2.5：提供緊急訊息介面
    USR-2.2.2.5：提供旅客緊急訊息之介面

(經由網際網路、場站內公共資訊查詢站

(Kiosk)、手機等設備查詢即時資訊)
—

    USR-2.2.2.6：提供個人旅行資訊 不採用 與 USR-2.4.3.2 合併

    USR-2.2.2.7：旅行者個人地圖資料更新 不採用
偏向公路運輸，與海空

及軌道運輸關聯性小

五、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使用者服務需求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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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使用者服務需求調查與分析

3.問卷設計與分析方法
(1)問卷格式

軌道系統
海運客運 航空客運

都市地區

(大眾捷運、輕軌

捷運)

城際運輸

(台鐵、高鐵)

建議需求

優先程度

建議需求

優先程度

建議需求

優先程度

建議需求

優先程度
使用者服務需求 適

用高稍

高

中稍

低

低

不

適

用

適

用高稍

高

中稍

低

低

不

適

用

適

用高稍

高

中稍

低

低

不

適

用

適

用高稍

高

中稍

低

低

不

適

用

旅行者服務資訊

一、提供運具使用、住宿、餐
飲、天候等旅客服務資訊

1.提供旅行者旅次規劃資訊

(包括運具使用、住宿、

餐飲、天候等資訊)

軌道系統運輸系統

項目

海運客運 航空客運

都市地區

(大眾捷運、輕軌

     捷運)

城際運輸

(台鐵、高鐵)

有效回收份數 30 36 41 37
發放問卷份數 81 90 97 89
有效樣本比例 37% 40% 42.3% 41.6%

(2)問卷回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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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使用者服務需求調查與分析

3.問卷設計與分析方法(續)

(3)分析方法

◆給予不同需求強度由0至5之權重，求得需求勾選
份數與其權重值之乘積，將各乘積值加總除於有
效回收份數，求取各運輸系統使用者服務需求之
加權平均強度。

◆將使用者服務需求之內容轉換為場站旅行資訊、
行前旅行資訊、運具內旅行資訊、轉乘資訊、大
眾運輸營運管理、大眾運具安全、電子付費
與票證整合八項子系統。

◆進一步採集結式群落分析方法，將子系統歸納為
最高優先、次要優先與第三優先三種群組。

32

4.調查結果分析
(1)海運客運使用者服務需求

(2)航空客運使用者服務需求

子系統 加權平均強度 發展優先性

場站旅行資訊 3.33 ○

行前旅行資訊 3.04 ○

運具內旅行資訊 2.65 △

轉乘資訊 3.25 ○

大眾運輸營運管理 3.08 ○

大眾運具安全 4.3 ●

電子付費 2.78 △

票證整合 2.8 △

       註：●表最高優先；○表次要優先；△表第三優先。

子系統 加權平均強度 發展優先性

場站旅行資訊 3.97 ●

行前旅行資訊 3.62 ○

運具內旅行資訊 3.6 ○

轉乘資訊 4.0 ●

大眾運輸營運管理 4.29 ●

大眾運具安全 4.3 ●

電子付費 3.13 △

票證整合 3.25 △

       註：●表最高優先；○表次要優先；△表第三優先。

五、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使用者服務需求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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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調查結果分析(續)
(3)都市地區軌道系統使用者服務需求

(4)城際運輸軌道系統使用者服務需求

子系統 加權平均強度 發展優先性

場站旅行資訊 3.3 △

行前旅行資訊 3.18 △

運具內旅行資訊 4.15 ○

轉乘資訊 4.1 ○

大眾運輸營運管理 4.11 ○

大眾運具安全 4.05 ○

電子付費 4.68 ●

票證整合 4.75 ●

       註：●表最高優先；○表次要優先；△表第三優先。

子系統 加權平均強度 發展優先性

場站旅行資訊 4.17 ○

行前旅行資訊 3.9 △

運具內旅行資訊 4.3 ○

轉乘資訊 4.4 ○

大眾運輸營運管理 3.98 △

大眾運具安全 4.35 ○

電子付費 4.55 ●

票證整合 4.75 ●

       註：●表最高優先；○表次要優先；△表第三優先。

五、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使用者服務需求調查與分析

34

1.系統架構發展目標
(1)規劃原則

◆在國內ITS系統架構發展原則下進行規劃。

◆探討不同運輸系統間需求整合，而非單一系統內之運行機
制 。

◆以大眾運輸旅客為主，私人運具用路人為輔。

(2)目標與標的

六、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系統發展架構規劃

項目 目標 標的

可靠 提供正確資訊

‧提供正確行前資訊

‧提供充分轉乘資訊

‧提供即時事件訊息

‧電子票證轉帳之準確

安全 增進交通安全

‧減少私人運具使用之肇事風險

‧舒緩公路車流量

‧減少旅客現金交易之風險

效率 提昇運輸效率

‧減少旅客轉乘時間

‧減少旅行過程之不確定性延誤

‧增進旅客購票之方便性

永續 減少環境衝擊

‧減少噪音

‧節約能源

‧提昇能源使用效率

服務品質 改善服務品質

‧降低旅客抱怨情形

‧增進便利性與舒適度

‧提高大眾運輸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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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體發展架構規劃步驟

研擬修正
產品組合

研擬修正
產品組合

設定目標與標的設定目標與標的

APTS應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
輸系統架構功能定義

APTS應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
輸系統架構功能定義

確認使用者服務需求確認使用者服務需求 規劃原則規劃原則
使用者服務需求

調查結果

使用者服務需求
調查結果

邏輯架構描述邏輯架構描述

從ITS實體架構中
遴選符合之子系

統項目

從ITS實體架構中
遴選符合之子系

統項目

運輸層運輸層 通訊層通訊層

實體架構描述實體架構描述

本研究研擬之
八項主要發展

子系統

本研究研擬之
八項主要發展

子系統

系統運作架構規劃系統運作架構規劃

六、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系統發展架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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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眾運輸系統轉乘模式之使用者服務需求
                                            

   

公路

+
海運

公路

+
航空

公路

+
軌道

軌道

+
航空

USR-2.2：旅行者服務資訊

  USR-2.2.1：提供運具使用、住宿、餐飲、天候等旅客服務資訊

    USR-2.2.1.1：提供旅客旅次規劃資訊

    USR-2.2.1.2：提供旅行資料庫管理功能

    USR-2.2.1.3：提供轉乘運具資訊服務

  USR-2.2.2：提供多樣化旅客服務資訊查詢功能

    USR-2.2.2.3：於場站利用黃頁提供相關旅行資料供旅客查詢

    USR-2.2.2.5：提供旅客緊急訊息之介面

USR-2.4：行前旅行資訊

  USR-2.4.1：提供運輸系統本身時刻表、票價、到離站情形以及轉乘等相關資訊

  USR-2.4.2：提供運輸系統即時狀態資訊

  USR-2.4.3：提供旅行規劃服務

    USR-2.4.3.1：提供旅行者基本的旅次規劃相關資訊

    USR-2.4.3.2：提供個別旅行者所需的旅行規劃服務

  USR-2.4.4：良好的資訊可及性

    USR-2.4.4.1：於各種場合 (如家中、辦公室、前往場站途中 )提供資訊服務

USR-3.1：行程中大眾運輸資訊

  USR-3.1.1：將資訊傳播至旅行者的傳播功能

    USR-3.1.1.1：建構大眾運輸資訊網路，將資訊傳播至旅客

  USR-3.1.2：更新行進間大眾運輸旅運資訊

  USR-3.1.3：蒐集大眾運輸資訊

    USR-3.1.3.1：複合大眾運輸資訊之蒐集與提供

不同運輸系統間之接駁

  使用者服務需求

六、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系統發展架構規劃

：應用於不同運輸系統之間 △：屬各大眾運輸系統內部之營運管理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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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

+
海運

公路

+
航空

公路

+
軌道

軌道

+
航空

USR-3.2：大眾運輸營運管理

USR-3.2.1：電腦輔助控制運具運作及相關設施

    USR-3.2.1.1：利用電腦輔助運具資料的蒐集與提供 Δ Δ Δ Δ

    USR-3.2.1.2：利用電腦輔助進行運具準點管理 Δ Δ Δ Δ

    USR-3.2.1.3：提供電腦輔助相關介面 Δ Δ Δ Δ

    USR-3.2.1.4：利用電腦輔助大眾運輸安全之管理 Δ Δ Δ Δ

    USR-3.2.1.5：利用電腦輔助運具操作資料之管理 Δ Δ Δ Δ

USR-3.2.2：電腦輔助規劃排班

    USR-3.2.2.1：利用電腦輔助進行排班之規劃 Δ Δ Δ Δ

    USR-3.2.2.2：利用電腦輔助產生運具及人員排班 Δ Δ Δ Δ

    USR-3.2.2.3：利用電腦輔助排班管理 Δ Δ Δ Δ

    USR-3.2.2.4：利用電腦輔助對於發生事故的反應 Δ Δ Δ Δ

USR-3.2.3：電腦輔助人事管理

    USR-3.2.3.1：利用電腦輔助進行維修人員之管理 Δ Δ Δ Δ

    USR-3.2.3.2：利用電腦輔助進行駕駛人員管理服務 Δ Δ Δ Δ

USR-3.2.4：雙向語音與數據之運具通訊服務

    USR-3.2.4.1：大眾運輸安全與緊急管理

    USR-3.2.4.2：提供運具與控制中心間通訊功能 Δ Δ Δ Δ

不同運輸系統間之接駁

  使用者服務需求

3.大眾運輸系統轉乘模式之使用者服務需求(續一)

六、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系統發展架構規劃

：應用於不同運輸系統之間 △：屬各大眾運輸系統內部之營運管理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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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系統發展架構規劃

3.大眾運輸系統轉乘模式之使用者服務需求(續二)

                                            
   

公路

+
海運

公路

+
航空

公路

+
軌道

軌道

+
航空

USR-3.3：大眾運輸車輛安全

USR-3.3.1：其他運具或物體接近時之警示功能 Δ Δ Δ Δ

USR-3.3.3：意外事故發生之緊急通報 Δ Δ Δ Δ

USR-5.1：電子付費服務

USR-5.1.1：提供電子付費服務

    USR-5.1.1.1：電子付費功能 Δ Δ Δ Δ

    USR-5.1.1.2：自動化驗票功能 Δ Δ Δ Δ

    USR-5.1.1.3 電子收付費的管理 Δ Δ Δ Δ

USR-5.1.2：電子票證功能

    USR-5.1.2.1：運具內電子票證服務 Δ Δ Δ Δ

  USR-5.1.5：電子收費服務整合

    USR-5.1.5.1：整合跨運具電子付費(提供整合不同運具間電子收付費之服務) Δ

    USR-5.1.5.2：因應 IC 智慧卡的發展，成立跨運具票證經營與整合單位 Δ

不同運輸系統間之接駁

  使用者服務需求

：應用於不同運輸系統之間 △：屬各大眾運輸系統內部之營運管理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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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PTS應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整體架構功能定義

車輛單元 路側單元

中心單元旅行者單元

商車稽查

停車管理

收費站

道路

遠端旅行者
資訊提供

個人化資
訊擷取

交通管理 緊急管理 收費管理 商車管理

空污管理
資訊服務
提供者

大眾運輸
管理

貨運車隊

管理
歸檔資料
管理

有線/無線通訊廣域無線通訊

短
距
無
線
通
訊

緊急車輛

商用車輛

大眾車輛

一般車輛

車
輛
間
的
通
訊

六、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系統發展架構規劃

(1)旅行者單元
旅行者單元之「遠端旅行者資訊提供」與「個人化資

訊擷取」次系統，可接收資訊之不限定屬於何種大眾

運輸系統，可完全適用於本計畫之研究範圍。

40

4.APTS應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整體架構功能定義

(2)中心單元–次系統定義

中心單元

交通管理 緊急管理 收費管理 商車管理

空污管理 大眾 運輸

管理

貨運 車隊

管理

歸檔 資料

管理

有線/無線通訊

各分區交控中心對大眾運輸

節點主要對外聯絡道路，實
施交通控制管理，確保旅行
者行程規劃不致延誤。

資訊 服務

提供 者

本案不討論「通行費付費」或「電子
收費」等車輛之收費管理，僅針對複

合大眾運輸「旅客付費方式」與「票
證整合」作探討。

包括航空運輸管理中心、船

舶運輸管理中心、鐵路運輸
管理中心及都會區捷運系統
運作管理中心等。

海運、運空運及軌道運輸系
統之運作模式各不同，軟硬

體整合短期內有實質困難，
故以ISP為主要資訊彙整者。

以長期規劃而言，未來可成
立全國性或區域性之「先進
大眾運輸管理中心」，負責
歸檔資料管理與分析。

六、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系統發展架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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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PTS應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整體架構功能定義

(2)中心單元–大眾運輸管理虛擬中心

◆為大眾運輸業者建置，透過通訊系統與其他大眾運
輸系統資訊中心連接，達成資訊交換目的。

◆可能由數個大眾運輸區域管理中心所聯合建置。

◆虛擬中心亦可能是ISP所設置之資料伺服器(Data-
Server)並由其負責營運維護，而由大眾運輸業者
提供即時資料。

虛擬中心(Virtual Center)示意圖

六、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系統發展架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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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PTS應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整體架構功能定義

(3)路側單元 (4)車輛單元

路側單元

商車稽查

停車管理

收費站

道路

有線/無線通訊

短
距
無
線
通
訊

包括交通管理之CCTV與
VMS等，公路大眾運輸

之AVI路側設施及航空運輸
之航路助航設施或終端助
航設施。

六、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系統發展架構規劃

車輛單元

廣域無線通訊

短
距

無
線
通
訊

緊急車輛

商用車輛

大眾車輛

一般車輛

車
輛

間
的
通
訊

海空運及軌道運輸系統運
具(包括飛機、船舶、火車
及捷運列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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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PTS應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系統運作架構

軌道運輸系統
管理中心

軌道列車

運具位置
資料來源

軌道系統

路側設施

航空系統

運輸管理中心

航空器

運具位置
資料來源

歸檔資料
管理

場站黃頁
資訊提供

遠端旅行者
資訊提供

個人化
資訊擷取

大眾運輸系統

規劃者

資訊服務提供者
(ISP)

虛擬資訊中心

運具位置
資料來源

海運船舶

海運系統
運輸管理中心

虛擬資訊中心

大眾運輸公車

公路大眾
運輸管理中心

虛擬資訊中心

運具位置

資料來源

公路 系統

路側 設施

天候資訊提供

虛擬資
訊中心

電子票證

整合系統

大眾 運輸

使用 者
天候資訊提供

六、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系統發展架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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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系統發展架構規劃

6.邏輯架構(Logical Architecture)描述

◆確認各系統的處理功能與資訊流的內容與彼此間的

關係，可利用資料流向圖(Data Flow Diagram，DFD) 

來表示。

◆本計畫依據國家級IT S - S A建置基礎，採結構化

(Structure Analysis)分析方法發展各層級邏輯架
構。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分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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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系統發展架構規劃

6.邏輯架構描述-最上層(第0層)邏輯架構(DFD 0)

46

  DFD 0

DFD1

DFD 1.6

PS4.2 .3.1
PS4.2 .3.2
PS4.2 .3.3
PS4.2 .3.7
PS4.2 .3.8

DFD8 DFD4   DFD7

 DFD1.1

 DFD1.1.4

 PS1.1.4.6

PS1.1.6

 DFD 1.3

PS1.3.3
DFD 1.6 .4

PS1.6 .4.1

DFD 1.6 .5

PS1.6 .4.2
PS1.6 .5.1

PS1.6 .5.2

DFD 4.2

DFD 4.2 .1

PS4.2 .1.3

DFD 4.6

PS 4.6 .4
PS 4.6 .5

DFD 6.3

DFD 4.2 .3
PS4.2 .2

PS4.2 .1.4

  DFD6

DFD 6.1

PS 6.1 .1
PS 6.1 .2
PS 6.1 .4
PS 6.6 .1
PS 6.6 .4

DFD 6.2

DFD 6.2 .1

PS6.2 .1.
2PS6.2 .1.3
PS6.2 .1.
4PS6.2 .1.6

PS6.2 .2.4
PS6.2 .2.5

DFD 6.2 .2
PS6.2 .3
PS6.2 .6

DFD 7.3

DFD 7.3 .1

PS7.3 .1.3
PS7.3 .1.5

DFD 6.8

DFD 6.8 .3

PS6.8 .3.1
PS6.8 .3.2

PS 6.3 .1
PS 6.3 .2
PS 6.3 .3
PS 6.3 .4

PS6.8 .3.3

DFD 7.1

DFD 7.1 .1

PS7.1 .1.7

PS7.1 .1.1 1

PS7.3 .4

PS7.3 .1.6
PS7.3 .1.7

DFD 7.4

PS 7.4 .2

DFD 7.5

PS 7.5 .2
PS 7.5 .3
PS 7.5 .5

PS 8.1
PS 8.2
PS 8.5
PS 8.6

六、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系統發展架構規劃

6.邏輯架構描述-資料流向與處理功能層級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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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系統發展架構規劃

7.實體架構(Physical Architecture)描述
依國家級ITS系統架構，區分發展架構為運輸層、通

訊層與組織層。

◆運輸層：與運輸有關之中心、路側設施及運具。

◆通訊層：支援運輸層面子系統間連接之介面技術。

◆組織層：各行政部門間管轄與責任之關係。

INTERFACES

SOLUTIONS

OBJECTIVES &
REQUIREMENT

COMMUNICATIONS
LAYER

TRANSPORTATION
LAYER

INSTITUTIONAL
LAYER

48

六、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系統發展架構規劃

7.實體架構(Physical Architecture)描述
◆實體架構圖

車輛單元 路側單元

中心單元

船舶

公路大眾運
輸車輛

廣域無線通訊

大
眾
運
輸
運
具
間
的
通
訊

有
線
通
訊

公路大眾運輸
管理中心

交通管理中心空運管理中心

海運管理中心

軌道運輸管理
中心

有
線
通
訊

歸檔資料管理
中心

電子付費與票證
整合管理中心

ISP
旅行者資訊服務

Kiosk
資料伺服器

ISP
有線電視

大眾運輸
虛擬資訊中心

旅行者單元

電話

Kiosk

PDA

航空器

軌道列車

有線通訊
有
線
/

無
線
通
訊

廣播媒體

網頁

手機

AVL
訊號柱

 NDB

短
距
無
線
通
訊

CCTV

VOR/DEM

ILS

MLS

廣
域
無
線
通
訊

有線/無線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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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系統發展架構規劃

8.產品組合(Market Package)建議

從國家級ITS系統架構中之六十三項產品組合中，

選擇與本計畫關係較密切之「大眾運輸旅行者資訊」

產品組合項，並提出相關建議。

◆修正建議

(1)複合大眾運輸資訊未來由資訊服務提供者

(ISP)整合，並將加值整合後的資訊回饋給各

大眾運輸管理中心。

(2)未來由資訊服務提供者(ISP)再與其他資訊服

務提供者作資訊整合，資訊可用性將更廣。

50

六、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系統發展架構規劃

8.產品組合(Market Package)建議

◆複合大眾運輸旅行者
資訊產品組合

資訊服務大眾運輸中心

大眾運輸管理

車內大眾運輸資訊服務

大眾運輸車輛

大眾運輸使用者

大眾運輸使用者輸入

大眾運輸計劃資訊

大眾運輸使用者輸出

大眾運輸旅行者資訊

大眾運輸旅行者需求

複合大眾運輸資訊整合

一般資訊廣播

資訊服務提供者

分析檔案

歸檔資料管理

個人的一般資料接收

個人資訊存取

遠端一般資訊接收

旅行者遠端支援

登錄要求 登錄要求 登錄要求
登錄資訊

登錄資訊 登錄資訊

登錄系統服務提
供者

其他資訊服務提
供者

旅行資訊

旅行資訊要求

資訊整合

大眾運輸及費率計劃

大眾運輸資訊需求

資訊服務大眾運輸中心
(或虛擬資訊中心)

其他大眾運輸管理控制

複合大眾運輸資訊服務

其他大眾運輸運具

複合大眾運輸計劃資訊

複合大眾運輸旅行者資訊

複合大眾運輸旅行者需求

複合大眾運輸
使用者

複合大眾運輸使用者輸入

複合大眾運輸使用者輸出

氣象資訊

氣象服務

旅行者資訊

傳播媒體

複合大眾運輸資訊需求
複合大眾運輸及費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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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動策略研擬及行動方案規劃

1.推動策略及行動方案擬訂流程

使用者服務需求 整體發展架構規劃發展現況 相關法規檢討

問題發現

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
軌道運輸推動策略

「台灣地區智慧型
運輸系統綱要計畫」

APTS推動時程

APTS運用於海空運及
軌道運輸行動方案

前期計畫推動策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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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動策略研擬及行動方案規劃

2.旅客資訊及票證整合發展相關問題

問題來源 重點問題

動態或轉乘資訊服務不完備

票證整合未臻完善
發展現況分析

(第三章 ) 市場規模有限，限制發展

場站與轉乘旅客資訊需求優先程度：航空>都市軌

道=城際軌道>海運使用者服務需求調查

(第五章 ) 電子付費與票證整合需求優先程度：都市軌道=城
際軌道>航空=海運

因應複合運輸發展，建立各大眾運輸系統資訊交

換整合機制

配合資訊交換整合機制之建立，統一資料傳輸與

交換模式

整體發展架構規劃

(第六章 )

朝系統代管觀念將票證整合發展成為服務性產業

政府站在主導立場，可加速旅客資訊與票證整合

工作之進行

短期內，應儘速檢討現有法規並加以修正補充以

因應 ITS/APTS 發展需要；長期階段則以制定「 ITS
發展法」為目標

相關法規檢討

(7.1 節 )

將從事 APTS 相關工作的民間企業或廠商，納入

租稅減免或投資抵減優惠對象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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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動策略研擬及行動方案規劃
3.前期計畫推動策略分析–整體性策略

發展方向 策略 重點工作項目

NITI 推動小組組織權責之確立及業務內容規劃

跨部會協調運用各項經費或基金，以建立 APTS 發展之

財源

提高 APTS 發展

層級

研擬及確立 APTS 系統發展整體架構，並推動 APTS 行
動方案

ITS 相關法令競合關係之基礎研究

推動 ITS 發展法之立法

組織與

制度面

健全 APTS 發展

法令位階

配合檢討、修正政府採購法，健全 APTS 採購與維護制

度，並研議國家運輸施政委外辦法及對非政府組織授權

管理辦法，以提高 APTS 發展推動效率

加速訂定與發布 APTS 相關通訊標準

研擬 APTS 相關軟硬體之測試與認證制度

電子地圖之建立與精度提昇

健全交通資訊蒐集系統，廣為佈設車輛偵測器及相關路

側輔助設施

公路智慧化預留管道設施

進行 APTS 基礎

建設

推動 ITS 實驗城計畫，作為 APTS 研發、示範之平台

推動跨領域之運輸科技結合

加強產業技術人才培訓

加強人才培訓與

教育宣導

APTS 效益宣導及運輸業者教育訓練

技術與

應用面

提供技術資訊交

流機會

成立技術發展應用之資訊交流中心

將 APTS 相關技術研發列為租稅減免類項

推動大眾運輸發展基金的設置

ITS 發展基金的設置

停管基金之有效運用

電信、通訊執照權利金之提撥

擴大 APTS 發展

之財源籌措及補

助機制

大眾運輸費率之調整

以公辦民營機制提高 APTS 建置之效率

以公私合營機制提高 APTS 建置之可能性

財源籌措面

擴大民間參與機

制

以整合租用機制提高 APTS 建置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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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動策略研擬及行動方案規劃
3.前期計畫推動策略分析–場站資訊子系統

前期計畫

發展考

量因素
應用策略 重點工作項目

與本研究之關聯性

檢核技術應

用

經由示範計畫檢核相關技術應

用
亦適用於本研究

技術發展

培育人才 加強通訊技術人才培訓 亦適用於本研究

大眾運輸系統場站/站台資訊服

務項目之擴充
亦適用於本研究

培養市場接

受度 全面推動大眾運輸系統場站/站
台資訊服務

為本研究主要重點市場可行

資訊加值創

造利潤

結合交通資訊/地區通訊業者提

供服務
亦可適用於本研究

加速城際客運轉運站之設置
屬於公路客運策略，不適用於

本研究

加速公車專用候車亭之設置
屬於公路客運策略，不適用於

本研究

結合相關系

統之建置

推動複合運具場站/站台資訊服

務整合，提供轉乘資訊
本研究主要重點

研析政府資訊提供於內容服務

業者(CSP)加值之收費機制
亦可適用於本研究

以整合租用方式提昇市場可行

性

屬於公路客運策略，不適用於

本研究

擴大民間參

與

縣市政府與運輸業者共籌財源

維運
亦適用於本研究

加速應用推

廣

大眾運輸系統場站/站台資訊服

務的行銷
亦適用於本研究

政策配合

擴大 APTS
服務範圍

政府策略性輔導發展弱勢團體

之 APTS 服務
與本研究主題較無直接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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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動策略研擬及行動方案規劃
3.前期計畫推動策略分析–電子票證子系統

前期計畫

發展考

量因素
應用策略 重點工作項目

與本研究之關聯性

藉由電子票證相關設備之採

購，提升國內相關技術發展能

力

亦適用於本研究

檢核技術應

用

完成智慧卡技術自行研發能力 亦適用於本研究
技術發展

培育人才 票證技術人才培育 亦適用於本研究

對運輸業者宣導電子票證整合

之效益
亦適用於本研究

培養市場接

受度 電子票證商業小額付費機制應

用之推廣
亦適用於本研究

市場可行

結合相關系

統建置

從大眾運輸票證整合推廣至金

融、戶政、健保相關智慧卡之

整合

亦適用於本研究

金流相關法規檢討，研析大眾

運輸票證功能擴充之可行性
亦適用於本研究

合理放寬金流法規限制，提昇

票證發展可行性
亦適用於本研究

研析運輸、金融、戶政、健保

相關智慧卡整合之可行性
亦適用於本研究

共同票務中心成立之相關權責

訂定
亦適用於本研究

研析電子票證設備之認證制

度，以建立全國通行之票證系

統

亦適用於本研究

相關法規/
制度的完備

化

依據實際載客數，改善現行補

貼制度
亦適用於本研究

政策配合

結合相關系

統建置

將地區性票證整合擴展為全國

運輸票證整合計畫
亦適用於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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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研究推動策略分析–場站資訊子系統

發展考

量層面
應用策略 重點工作項目

應用技術研發及推廣
加強旅客資訊相關技術之研發，並經由示範計畫檢核

其應用能力
技術發展

培育專業人才 加強通訊技術人才培訓

擴充現有旅客資訊服務項目
培養市場接受度

全面推動大眾運輸系統場站旅客資訊整合服務市場可行

資訊加值創造利潤 結合資訊服務業者(ISP)提供資訊加值服務

推動複合大眾運輸場站資訊整合服務
相關系統之建置

加速轉乘系統之改善與建置

研析政府資訊提供於資訊服務業者加值之收費機制
建立完備之法規

縣市政府與運輸業者共籌財源維運

大眾運輸系統場站資訊服務的行銷

政策配合

加速應用推廣
先進大眾運輸系統教育訓練、講習與研討

七、推動策略研擬及行動方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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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動策略研擬及行動方案規劃

4.本研究推動策略分析–電子票證子系統
發展考

量層面
應用策略 重點工作項目

藉由電子票證相關設備之採購，提昇國內相關技術發

展能力應用技術研發及推廣

完成智慧卡技術自行研發能力技術發展

培育專業人才 票證技術人才培育

對運輸業者宣導電子票證整合之效益
培養市場接受度

電子票證商業小額付費機制應用之推廣
市場可行

功能提昇創造利潤
從大眾運輸票證整合推廣至金融、醫療保險、戶政等

相關智慧卡之整合

相關系統之建置 推動複合大眾運輸票證整合服務

金流相關法規檢討，研析大眾運輸票證功能擴充之可

行性

合理放寬金流法規限制，提昇票證發展可行性

研析運輸、金融、戶政、健保相關智慧卡整合之可行

性

共同票務中心成立之相關權責訂定

研析電子票證設備之認證制度，以建立全國通行之票

證系統

建立完備之法規

依據實際載客數，改善現行補貼制度

政策配合

加速應用推廣 將地區性票證整合擴展為全國運輸票證整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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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動策略研擬及行動方案規劃

5.行動方案時程規劃

軌道系統海運客運 航空客運

都市地區 城際運輸           時程

子系統 短 中 短 中 短 中 短 中

場站旅行資訊 ○ ● △ ○

行前旅行資訊 ○ ○ △ △

運具內旅行資訊 △ ○ ○ ○

轉乘資訊 ○ ● ○ ○

大眾運輸營運管理 ○ ● ○ △

大眾運具安全 ● ● ○ ○

電子付費 △ △ ● ●
票證整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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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動策略研擬及行動方案規劃

5.子系統發展具體行動方案

◆配合「台灣地區智慧型運輸系統綱要計畫」APTS

發展時程

◆考量下列因素研選適合場站進行示範推廣

(1)具代表性、旅客流量達一定水準，能展現複合
資訊與票證系統建置效益

(2)各種不同大眾運具匯集、複合大眾運輸服務機
能完整

(3)研選作為示範推廣場站已具有相關資訊與票證
系統，因應示範計畫所須額外付出的經費不多

60

5.子系統發展具體行動方案-短期(以旅客資訊為主)-以板橋車站為例(1/2)

七、推動策略研擬及行動方案規劃

行動方案 重點工作項目 所需設備 推動單位 經費來源 預計時程

板橋車站運輸地理資訊資料

庫

．共用資料庫

．電子地圖

板橋車站應用程式與資料庫

伺服器

．資料庫

．資料庫伺服器、防火牆、傳輸系統

台鐵板橋車站資訊顯示器 ．資訊顯示設備

．視窗終端機

．顯示器箱體

捷運車站資訊顯示器 ．資訊顯示設備

．視窗終端機

．顯示器箱體

高鐵車站資訊顯示器 ．資訊顯示設備

．視窗終端機

．顯示器箱體

市區公車乘車區資訊顯示器 ．資訊顯示設備

．視窗終端機

．顯示器箱體

城際公車乘車區資訊顯示器 ．資訊顯示設備

．視窗終端機

．顯示器箱體

公共資訊查詢站 ．觸控式螢幕

．視窗終端機

．資訊站箱體

旅客服務中心電腦 ．個人電腦

．印表機

板橋車站站區旅客/轉乘資

訊系統推廣建置計畫

行動電話上網查詢系統 ．本工作係與電信業者合作，將共用

 資料庫資訊提供給電信業者，經由

 基地台提供用戶查詢，屬於運輸資

  訊中心資料庫之加值應用

交通部主辦，台北

縣政府、台北捷運

公司、台灣高鐵公

司、公路客運業者

協辦

由中央、地方政府

與民間業者共同分

擔

配 合 高 鐵 通 車 時

程，於民國九十四

年底之前，完成公

車、台鐵、高鐵等

複合資訊系統之建

置；配合捷運板橋

線新埔站至府中站

及土城線亞東醫院

站至永寧站核定之

完工時程，應於民

國九十五年八月前

將捷運車站運輸資

訊顯示器建置完成

  資料來源：【10】、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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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動策略研擬及行動方案規劃

行動方案 重點工作項目 所需設備 推動單位 經費來源 預計時程 

營運管理中心 ．電腦設備與印表機 
．資料庫 
．IC 卡加值機 

公車驗票系統 ．車上電腦 
．車上驗票機及操作盤 
．LED 資訊顯示器 
．資料匣 
．資料匣讀寫機 
．GPS 模組 

公車系統 

公車營運/調度

站 
．電腦系統與印表機 
．IC 卡加值機 
．資料庫 

捷運系統 ．電腦設備及印表機 
．驗票機 
．加值機 
．資料庫 

區域性複合大眾運輸

票證系統推廣建置計

畫 

停車系統 ．電腦設備及印表機 
．驗票機 
．加值機 
．資料庫 

交通部主辦，台北縣政

府、公路客運業者、台

北捷運公司、交通智慧

卡票證公司協辦 

由中央、地方政府與民

間業者共同分擔 
配合捷運板橋線新埔站至府中站

民國九十五年八月完工通車日

期，應於此期限前完成 

營運管理中心 ．電腦設備及印表機 
．資料庫 
．IC 卡加值機 

高鐵系統 ．電腦設備及印表機 
．驗票機 
．加值機 
．資料庫 

城際複合大眾運輸票

證系統推廣建置計畫 

台鐵系統 ．電腦設備及印表機 
．驗票機 
．加值機 
．資料庫 

交通部主辦，台北縣政

府、台灣高鐵公司、交

通智慧卡票證公司協

辦 

由中央、地方政府與民

間業者共同分擔 
配合高鐵通車時程，應於民國九十

四年底之前，完成台鐵與高鐵等票

證整合系統之建置 

5.子系統發展具體行動方案-短期(以旅客資訊為主)-以板橋車站為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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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動策略研擬及行動方案規劃

行動方案 重點工作項目 所需設備 推動單位 經費來源 預計時程 

運輸地理資訊資料庫 ．共用資料庫 
．電子地圖 

應用程式與資料庫伺服器 ．資料庫 
．資料庫伺服器、防火牆、 
  傳輸系統 

資訊顯示器 ．資訊顯示設備 
．視窗終端機 
．顯示器箱體 

公共資訊查詢站 ．觸控式螢幕 
．視窗終端機 
．資訊站箱體 

旅客服務中心電腦 ．個人電腦 
．印表機 

高雄市旗津渡輪站旅客/轉

乘資訊系統推廣建置計畫

行動電話上網查詢系統 ．本工作係透過電信業者， 
  將共用資料庫資訊提供給 
  電信業者，經由基地台提 
  供用戶查詢，屬於運輸資 
  訊中心資料庫之加值應用 

交通部航政司主辦，台

北縣政府協辦 
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

分擔 
應於中期發展期程內

(民國九十九年之前完

成) 

 

5.子系統發展具體行動方案-中期(以旅客資訊為主)-以旗津渡輪站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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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子系統發展具體行動方案-其他配合

七、推動策略研擬及行動方案規劃

行動方案 重點工作項目 推動單位 經費來源 預計時程

海空運及軌道運輸系統應

用技術研究計畫

．相關文獻回顧

．國內應用現況分析

．國外應用案例及發展趨勢分析

．APTS 複合運輸主要應用技術探討

．未來發展規劃及建議

APTS 資訊與票證整合服務

機制之研究

．相關文獻回顧

．國內旅客資訊與票證發展現況分析

．整合機制規劃

．示範推廣計畫研擬

．配套措施規劃

APTS 人員培訓計畫 ．相關培訓課程辦理經驗回顧

．辦理方式確定及相關網站建立

．培訓課程內容規劃

．參與培訓課程學員課程內容檢討與心得

．培訓制度體系架構及基本資料庫公共資訊查詢站建立

APTS 相關發展法規研析 ．APTS 相關法規回顧

．政策與標準規範訂定

．行政管轄權分析

．財源籌措方式研析

．預算編列與執行

．公私部門合作機制探討

．民間參與 APTS 建設之補助與獎勵分析

．APTS 招標採購作業方式研析

複合大眾運輸轉乘服務應

用推廣計畫

．大眾運輸系統場站資訊服務的行銷

．APTS 教育訓練、講習與研討

．大眾運輸系統票證整合應用層面之擴展(包含金融、醫療保

  險、戶政等層面之應用)
．地區性票證整合擴展至全國性運輸票證之整合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與

科技顧問室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與

科技顧問室

本表所列均為配合旅

客資訊系統及票證系

統建置所須進行之配

套方案，屬於非工程

面 的 研 究 規 劃 案 性

質。計畫完成日期應

配合系統建置時程於

短期(3 年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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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與建議

結論(1/４)

國內海空運軌道運輸發展現況問題：

海運：旅客資訊提供不足，且受限市場規模，業者較無意
願進行相關設備之添購。

航空：旅客資訊較為充足，但仍應補強動態轉乘資訊之提
供；在票證方面，則尚未與其他運具進行整合。

軌道：台鐵與台北捷運之靜態資訊均稱完整，惟台鐵之列
車動態資訊與轉乘資訊較為不足，而台北捷運之動態轉乘資
訊亦尚有改進之空間；在票證方面，台鐵尚未與其他運具整
合，而台北捷運與公車之票證整合已有相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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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與建議

結論(2/４)

使用者服務需求調查結果：

海運：使用者對運具安全之需求度最高，其次為場站旅行
資訊、轉乘資訊等，對於票證整合或電子付費需求則較低。

航空：使用者對運具安全、轉乘資訊與場站資訊之需求度
最高，行前旅行資訊次之，而票證整合與電子付費最低。

都市地區軌道系統：使用者對電子付費與票證整合之需求
最為迫切，其次為運具內旅行資訊、轉乘資訊與運具安全，
最後則為場站旅行資訊與行前旅行資訊。

城際軌道系統：使用者對電子付費與票證整合之需求最為
高，其次為運具內旅行資訊、運具安全、轉乘資訊與場站旅
行資訊，最後則為行前旅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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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與建議

結論(３/４)

為使APTS系統架構更為完整，本研究在以公路運輸為
主，納入海、空及軌道運輸所形成之複合大眾運輸之基礎
下，修正現有之APTS系統架構，具體結果如下：

技術發展原則：建議納入「虛擬資訊中心」，以增進資料
交換之便利性；在資訊整合平台方面，規劃以ISP做為資訊聯
繫媒介，並由政府主導資訊平台之建置。在顯示平台方面，
亦應朝與手機或PDA等個人行動設備相容之方向規劃。

系統架構修正：本研究系在國家級ITS-SA架構基礎下進行
探討海、空及軌道運輸之複合運輸界面，相關成果應回歸至
ITS-SA進行補充增訂。如有必要，未來可就複合大眾運輸相
關議題，重新檢討使用者服務需求，並定義新的子系統或實
體架構。

未來可配合新科技之發展，增加新的設備組合，以提升應
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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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與建議

結論(４/４)

有關APTS應用於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之推動策略與行動方
案方面：

在推動策略推動策略方面：首先根據本研究相關探討發掘複合大眾
運輸發展問題，其次檢視前期計畫相關策略內容，並配合
「台灣地區智慧型運輸系統綱要計畫」中APTS相關部份，從
技術發展、市場可行與政策配合三個構面，勾畫未來工作重
點。

在行動方案行動方案方面：係根據本研究使用者服務需求調查結
果，分析各個子系統之推動時程，並以場站旅行資訊與票證
整合議題作為行動方案之規劃主軸，最後分別研選板橋車站
及旗津渡輪站做為短、中期之示範計畫對象，俾使行動方案
更為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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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與建議

建議 (1/2)

◆本研究在旅客資訊議題的探討主要係針對場站，考量

複合旅程係在到達場站前即已開始，建議後續可朝

此一方向進行深入分析。

◆對於攸關旅客轉乘服務品質之資訊與票證整合相關技

術，應積極訂定其標準規格，使各界能夠遵循，並應

持續加強研發工作，使應用技術的層次能不斷提昇，

滿足日益增加的大眾運輸旅客服務需求。

◆本研究係在國家級ITS系統架構基礎下，依照使用者服

務需求界定、邏輯架構、實體架構程序進行海空運及

軌道運輸系統架構之研擬，但因不易找到完全符合本

研究特性之產品組合直接加以套用，建議後續可根據

海空運及軌道運輸之特色，據以開發新的子系統或實

體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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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與建議

建議 (2/2)

◆本研究嚐試將以公路運輸為主的國家級ITS/APTS系統架

構，擴展到海空運及軌道系統，相關研究成果可與國家級系

統架構相互整合，使APTS能夠針對各大眾運輸系統的特性與

需求能有更廣泛的應用。

◆目前各個大眾運輸系統發展程度並不一致，在科技應用技

術有極大落差情形下，欲達成高品質的複合運輸服務實有困

難。因此，在發展先進大眾複合運輸時應先從提昇系統本身

內部營運管理之效率著手，減少各個運輸系統間之差距。

◆隨著APTS之發展趨勢，未來面臨的法制化課題將愈來愈多，

考量大眾運輸系統永續正面的發展，制定ITS 發展法實有需

要，然而立法過程的繁複、所需的時間冗長，建議現階段應

針對現行相關法規以增修方式辦理，將有助於相關建設計畫

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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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簡報完畢
敬請指導敬請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