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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交通資訊服務系統整體規劃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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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服務e網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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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措施及執行規劃

�即時交通資訊廣播未來發展

�預期效益及影響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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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發展現況(1/7)

便民即時交通資訊系統－國道路況

�資料來源

�高速公路偵測器、台汽GPS、警廣路況等

�國道路網即時路況查詢系統

�網頁中除了以表列方式將路況呈現於畫面外，
同時將路況資訊顯示於地圖上，民眾可從地圖上
「紅、橙、黃、綠」等色的標示，了解各路段車
速狀況，並可就所關切的路段，透過點選，在圖
上便可查知事故類別。

�網址:road.io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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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發展現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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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發展現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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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發展現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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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發展現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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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動作 系統回應

撥電話 1968
（聽到回應後即可按鍵
選擇，不需等到全部播
畢）

國道1號中山高請按１
國道2號機場支線請按２
國道3號北二高請按３
國道3甲台北連絡線請按４
汐五高架請按５

按1

按1

按1

掛斷

南下╱東向請按１
北上╱西向請按２

北區請按１
中區請按２
南區請按３
以上全選請按０

起點到八堵平均速率四十到六十公里
八堵到三重平均速率六十公里以上
重聽請按0，回主選項請按9，離開請掛斷

結束

國內發展現況(6/7)

智慧型路況語音查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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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發展現況(7/7)

便民即時交通資訊系統－機場資訊

�系統介紹

�本所於86年自中正、松山、小港機場之

FIDS飛航資訊顯示系統取得資訊代為建置

網頁對外提供班機到離資訊。

�近年，上述機場已陸續自行建置網站，故

本所改以連結方式提供其資訊。

�目前其更新管理由各機場自行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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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析

�即時路況偵測設備佈設不足

�系統資料之可靠度有待加強

�系統與資料之維護必須更加落實

�資料整合必須主管單位加強合作

�路況資訊的傳布應更多樣化

�路況加值產品因資訊來源不足而無法擴大市場，其

成本亦無法大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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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發展現況(1/3)

美國511即時資訊簡碼服務

�2000年7月指定簡碼511為美國全國通用之旅
行者資訊通用電話號碼

�「開辦511服務實施綱領」

�服務內容分成

�基本內容

•公路資訊

•大眾運輸資訊

�選項內容

•觀光資訊、特殊節慶訊息、停車資訊

•行進方向指引、大眾運輸旅行路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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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發展現況(2/3)

韓國ROTIS即時資訊服務

�18,000輛計程車裝置車載機設備來收集路況
資訊，涵蓋範圍包括漢城市及14個周圍城市

�服務內容

�1.交通資訊服務（Traffic Information Service）

�(1) 考慮即時交通資訊之最佳路徑選擇

�(2) 旅行者資訊系統

�(3) 交通預測服務

�2.位置資訊查詢服務（ Location Information 

Service）

�3.地圖查詢服務（Map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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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發展現況(3/3)

日本VICS系統

�1991年10成立VICS推動委員會，1995年7月

成立財團法人道路交通情報通信系統中心

VICS Center

�VICS主要業務功能包括：

�收集、處理與編輯道路交通資訊

�經由通訊及廣播沒題提供道路交通資訊

�從事道路交通資訊與通訊領域有關之研究與技

術開發

�收集國內外道路交通資訊與通訊有關新知，與

其他道路交通資訊與通訊有關機構進行技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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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服務e網通計畫
計畫藍圖

整合式交通資訊平台（全國交通資訊整合中心）

即時交通資訊廣播
及接收示範系統

運輸場站無線
通訊環境建置

資訊提供環境建置(如電
話、自動傳真、網路、簡
訊、WAP、PDA、…等)

資
訊
發
佈

海空客運資訊
蒐集系統

都會區幹道即時交
通資訊蒐集系統

用路人通報路
況資訊系統

國省道路況蒐
集系統

資
訊
蒐
集

海空交通
資訊中心

資

訊

整

合

都市交通
資訊中心

城際交通
資訊中心

標準化資料交換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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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建立城際交通資訊示範中心：

負責蒐集與提供高快速道路、省道行駛速率及事件資料

�建立都市交通資訊示範中心：

負責蒐集與提供都市主要幹道行駛速率、事件資料及停

車資訊等資料

�建立海空交通資訊示範中心：

負責蒐集與提供國內與國際航空站班機到離資訊及海運

等相關便民交通資訊

�推動各示範中心統一窗口、統一資料格式建立及資料使

用管理辦法，除方便民眾查詢使用外，也提供相關業者

取得即時資訊，便於其加值應用，促進交通資訊服務及

相關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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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1/2)

� 資料蒐集：

�整合e化交通計畫相關子計畫（智慧交控系統、都市公車/公

路客運動態資訊系統、商車及計程車營運安全管理系統等推

廣建置計畫）及政府各機關現有之建置成果。

�審視既有計畫在資訊蒐集功能的完整性，並對於不足之部分

加以補充。

� 資料整合：

�建立共同資訊平台與永續機制建立

�建立全國即時交通資訊簡碼服務系統

� 資料發佈：

�統一窗口及資料格式

�支援多元式資料發佈管道

�無線通訊環境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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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2/2)

整合e化交通計畫其他子計畫

衛星定位

交通安全e計畫
智慧交控系統

都市公車/公路客運

動態資訊系統

交
通
服
務

網
通

資訊整合
每年提供計程車至少500輛補助

每年提供重車至少300輛補助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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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措施

(1)建置路況蒐集設施

(2)智慧型路況通報資訊系統之建置

(3)都會區幹道即時交通資訊系統建置

(4)運輸場站海空客運即時資訊服務及無

線通訊環境建置

(5)整合式交通資訊平台發展及維運

(6)即時交通資訊廣播及接收示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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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措施及執行規劃(1/3)

執行時程執行策略 執行規劃
92 93 94 95 96

(1) 建置路況蒐集

設施

� 國省道偵測器佈設(高公局、公

路局自行編列)

� 都會區重要路網偵測器佈設

� 發展無線資訊蒐集與傳輸環境

     ▄▄▄▄▄▄▄▄▄

     ▄▄▄▄▄▄▄▄▄

     ▄▄▄▄▄▄▄▄▄

(2) 智慧型路況通

報資訊系統之

建置

� 警廣用路人通報路況資訊系統提

昇

� 路況資訊與地理資訊整合

� 智慧化路況通報系統建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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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措施及執行規劃(2/3)

執行時程執行策略 執行規劃
92 93 94 95 96

(3)都會區幹道

即時交通資訊

系統建置

� 都市公車動態資訊運用

� 都市交通控制系統運用

� 停車場資訊服務整合運用

    ▄▄▄▄▄▄▄▄

    ▄▄▄▄▄▄▄▄

    ▄▄▄▄▄▄▄▄

(4)運輸場站海

空客運即時資

訊服務及無線

通訊環境建置

� 航空站班機到離資訊服務系統

� 海運定期航班及相關資訊服務系

統

� 其他運輸場站相關資訊服務系統

� 運輸場站（含陸海空）無線通訊

環境建置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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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措施及執行規劃(3/3)

執行時程執行策略 執行規劃
92 93 94 95 96

(5)整合式交

通資訊平台

發展及維運

� 城際、都市、海空交通資訊中心之

整合資訊平台、資料庫規劃建置

� 資料庫維護與擴充機制研擬

� 資訊提供環境建置（電話、自動傳

真、網路、簡訊、WAP、PDA…）

� 全國即時交通資訊簡碼服務系統

▄▄

    ▄▄▄▄

    ▄▄▄▄▄▄▄▄

    ▄▄▄▄▄▄▄▄

(6)即時交通

資訊廣播及

接收示範系

統

� 無線廣播方式探討及建置規劃與成

本分析

� 車上接收設備探討及建置規劃與成

本分析

� 建立示範系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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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需求(單位：億元)具體措施

92 93 94 95 96 合計

(1)建置路況蒐集設施 0.05 0.14 0.14 0.14 0.47

(2)智慧型路況通報資訊系統之

建置 0.06 0.06 0.12

(3)都會區幹道即時交通資訊系

統建置
0.04 0.04 0.04 0.04 0.16

(4)運輸場站海空客運即時資訊

服務及無線通訊環境建置 0.05 0.04 0.04 0.04 0.04 0.21

(5)整合式交通資訊平台發展及

維運
0.05 0.05 0.03 0.03 0.03 0.19

(6)即時交通資訊廣播及接收示

範系統
0.03 0.05 0.05 0.02 0.15

合計 0.16 0.27 0.30 0.30 0.27 1.3

經費需求



12

23

即時交通資訊廣播未來發展

DAB簡介(1/2)

�數 位 音 訊 廣 播 （ 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是繼調幅（AM）、調頻

（FM）廣播之後的第三代廣播。

�技術規範：一種是由歐洲所發展的

Eureka-147規範，另一種是由美國所發展

的IBOC（In-Band On-Channel）規範，而

日本則以類似歐規的技術，發展他們特

殊的另一套ISDB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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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交通資訊廣播未來發展

DAB簡介(2/2)

�數位廣播與傳統廣播最重要的不同點

�傳統廣播中，每一個電台各佔有一個頻率

�數位廣播中，是以一個多功分配器佔有一個

頻率

�傳統廣播中的傳輸頻寬，調幅（AM）佔

9KHz，調頻（FM）佔100KHz

�數位廣播（DAB）的頻寬則有1.536 MHz。在

一個多功分配器的傳輸頻寬中，業者可以將

它切割成五至六個具CD音質256KHz的音樂節

目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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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交通資訊廣播未來發展
德國DAB 應用-即時路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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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交通資訊廣播未來發展
德國DAB 應用-交通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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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交通資訊廣播未來發展
法國DAB停車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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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交通資訊廣播未來發展

新加坡DAB交通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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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及影響

� 建立整合之交通資訊中心，提供陸海空各項即時資訊

服務民眾，擴大我國民眾生活e化之範疇。

� 本計畫提供穩定與多樣化之即時資訊來源，可提供國

內產業加值、創新與市場開發，促進國內ITS服務產業

之發展。

� 與國際接軌：本計畫之推動將會密切注意同期間國際

上相關計畫之發展趨勢，並計畫將各案發展成果於適

當國際場合予以發表，以吸引國際之重視，甚至成為

國際類似發展之模範。

� 培養國內產、官、學、研各界人才及計畫執行與創新

開創能力，達到計畫之加成效益。

� 建立統一窗口及標準，整合所有即時交通資訊，有利

ITS相關部門後續研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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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建立整合之交通資訊中心，包括城際交通資訊中心、都市交通

資訊中心、海空交通資訊中心之建置，並將所有交通資訊整

合，提供民眾單一入口網站。同時建立統一窗口及標準，整合

所有即時交通資訊，有利ITS相關部門後續研究使用。

�蒐集國外交通資訊服務發展概況，並針對美國511電話簡碼交通

資訊服務系統詳加說明，讓國內在發展相關服務系統時有所參

考。

�整理國內外利用數位音訊廣播（DAB）來提供即時資訊之發展

概況，以提供國內未來在發展ITS與DAB結合時之參考。

�推動整合各示範中心統一窗口、統一資料格式建立及資料使用

管理辦法，除方便民眾查詢使用外，也提供相關業者取得即時

資訊，便於其加值應用，促進交通資訊服務及相關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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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即時交通資訊服務計畫為一整合服務性質之計畫，其資料來源

須由e化交通其它子計畫取得，所以相關計畫在推動時，建議

能參考交通服務e網通所建立之資料格式，以能達到資料共享

之目標。

�交通資訊之蒐集乃即時交通資訊服務成敗關鍵，但交通偵測設

施之佈設與維護所花費之成本往往非常的高，因此相關佈設單

位應極力爭取各項預算，擴大資訊來源之蒐集，提供民眾更優

質之服務。

�本計畫為一整合服務性質之計畫，資料整合就特別重要，因此

必須加強主管單位間之合作，充分協調配合。

�加強路況資訊傳布功能更多樣化，同時增加資訊來源，增加民

眾使用即時路況資訊之意願，以使得路況加值產品能擴大市

場，其成本才能大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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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簡 報報 結結 束束

敬敬 請請 指指 教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