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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影像辨識與人工智慧技術 

提升交通事件管理作為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結合產官學單位，已研發出符合交通管理需求、可

適應各種情境與天候（如白天、夜間、雨天、逆光等，如圖 1）之 AI 影像

辨識技術，並獲得 2020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為國內產業創造更多發展商

機。此一技術可自動辨識車流基本參數（包括車輛數、車速、車道佔有率、

路口轉向量等），以及各類異常停留事件（如違規停車、道路施工、交通

事故等，如圖 2），並可將偵測事件與資訊即時傳送至縣市整合資訊平台，

以利各管理機關提升應變處理與交通管理之效率。 

近年來因為智慧運輸服務的興起，外界對即時交通資訊的需求與品質

要求亦日益殷切，再加上 AI人工智慧結合影像自動辨識技術已逐漸成熟，

可望解決過去即時事件資訊蒐集之痛點（例如通報與實際發生地點有誤差、

事件發生後的路況影響資訊揭露有限、缺乏完善的結報機制等）。運輸研

究所自 107 年度起與高雄市和臺南市政府合作，擇兩處重要路口與周邊路

段作為實驗場域，嘗試運用影像辨識結合人工智慧技術，進行車流參數與

異常事件偵測之實作，初步成果在車流量方面準確率平均可達 96％、在車

速方面準確率平均可達 97％、在異常事件偵測方面準確度約為 90％，後續

亦將持續針對特殊車輛辨識、事件影響範圍與事件結束偵測等議題持續精

進。 

運輸研究所表示，即時交通資訊一直以來都是發展智慧交通的重要一

環，而其中交通事件資訊的正確性與即時性，對於智慧交通的應用更是迫

切需要，亦是未來推動自駕車計畫重要的關鍵基礎服務。運輸研究所將持

續精進 AI影像辨識技術之準確率，並規劃與地方政府合作於各大都會區推

廣應用，讓全國即時路況的資訊更趨於完備，地方政府也能透過即時事件

資訊的通報，快速啟動處理機制，進而提升行車便捷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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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AI影像辨識技術之研發成果(蒐集車流參數) 

 
圖2  AI影像辨識技術之研發成果(異常停留事件偵測) 

Ｑ&Ａ 

 
Ｑ１：為什麼需要研發符合交通管理需求之 AI影像辨識技術？  

Ａ１：近幾年，AI 影像辨識技術發展日趨成熟，透過該技術亦已逐步廣泛

應用於智慧交通、金融科技、智慧製造、智慧醫療與安防監控等領

域。然而國內外雖已有許多 AI影像辨識設備，但卻缺乏專為交通管

理需求研發之 AI影像辨識技術，無法有效運用這些既有設備進行交

通規劃與管理所需要之相關參數蒐集與事件偵測等工作。 

運研所結合國內產官學單位，從交通需求導向研訂影像偵測邏輯，

再交由產業進行 AI影像辨識技術產品研發，此一產品之特性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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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可運用於交通資訊蒐集、道路事件偵測、重要場站人車管理、

管制區異常入侵/可疑物品偵測、鐵路平交道/軌道障礙物偵測等之

應用外，另一特點是關鍵零組件國產化比例高達9成，可降低成本

(僅約為國外類似產品價格的1/3~1/5)，有利後續應用擴散，達成

整體有效交管之目標。 

 
Ｑ2： AI 影像辨識除了應用於交通管理，運研所是否還有運用 AI 影像辨

識執行其他研究應用？ 

Ａ2：有，包括：(1)於提昇軌道安全研究方面，運研所108年與臺鐵局合

作，運用 AI 影像辨識開發「軌道扣件缺失辨識系統」，協助臺鐵人

員夜間軌道扣件巡檢判釋，找出有缺失之軌道扣件並定位，俾利進

行後續養護維修，提高軌道巡檢效能；(2)於公路養護巡查方面，

運研所108年進行「人工智慧及新興設備與技術整合應用於公路養

護巡查之研究」，利用 AI 影像輔助辨識路面坑洞缺失，俾利進行後

續養護維修，提高公路巡檢效能；(3)於路口交通安全改善方面，

運研所108年進行「路口無人機交通攝影及衝突分析技術開發 」研

究，透過 AI影像辨識技術，追蹤人車軌跡，藉以分析交通衝突，找

出車流衝突型態與熱區 ，發掘隱藏性交通問題，以期做到預防性交

通工程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