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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慧運輸世界大會（ITS World Congress，下簡稱 ITS 世界大會）為全球智

慧運輸界最重要的年度盛會，除供各界發表 ITS 最新技術成果，亦為促進國際交

流及合作發展之平台，各國政府歷年均積極參與。中華智慧運輸協會（ITS Taiwan）

亦組團參加 2024 年第 30 屆世界大會，並與臺北市政府等單位共同成功爭取 2029

世界大會於臺灣主辦。此為 ITS 世界大會首次於中東地區舉行，杜拜作為東道主

展示其在智慧運輸應用與實踐上的豐富經驗，為全球智慧運輸領域提供了新的視

角與啟發。 

本次公務出國係依據交通部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及總統政見等上位

計畫相關政策方向（持續推動智慧運輸、發展本土智慧交通產業，投入社會參與

政策溝通活動，積極參加智慧運輸世界大會等國際會議），適本公司將智慧鐵道

相關專案之階段性成果投稿本屆智慧運輸世界大會技術論文接獲錄取，爰本次出

國除藉由參加 ITS 世界大會相關研討會、展覽與技術參訪，了解國際智慧運輸最

新發展趨勢及技術，作為本公司未來推動智慧鐵道相關工作之參據外，亦透過論

文報告，在國際場合展現本公司推展智慧運輸之經驗與努力，讓國際社會也能看

見臺灣在智慧運輸產業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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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一、緣起及目的 

ITS 世界大會是全球智慧運輸領域規模最大且最具影響力的年度盛會，不僅

是展示 ITS 最新技術與應用成果的重要平台，更促進了國際間智慧交通經驗交流

與合作的深化。歷年來，各國政府均高度重視並積極參與此項活動。中華智慧運

輸協會（ITS Taiwan）亦與臺北市政府等單位共同參與，並致力爭取 2029 年世

界大會於臺灣主辦。本次大會首次選址中東地區，由杜拜擔任主辦城市，展現其

在智慧運輸技術實踐與應用的前瞻性發展，並為全球智慧交通領域提供獨特參考

價值。 

本次公務出國係依據交通部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及總統相關政策方

向（如持續推進智慧運輸系統、支持本土智慧交通產業發展、強化政策溝通與社

會參與等），因應本公司智慧鐵道專案之技術論文成功獲得大會錄取，代表公司

參與本屆大會，不僅藉由會議、展覽及技術參訪深入了解國際智慧運輸的最新發

展趨勢及創新技術，亦期望透過論文發表，在國際舞台上展現臺灣在智慧運輸產

業的專業與成果，進一步提升本公司於國際間的能見度與影響力。 

2024 年第 30 屆 ITS 世界大會以「藉由智慧運輸系統驅動之移動（Mobility 

Driven by ITS）」為主題，規模空前，設有約 200 場專業會議、850 位國際講者，

以及 500 家左右的策展組織或廠商。該活動吸引了約 15,000 名參與者，共同探

索智慧運輸的未來方向與解決方案。大會不僅是技術展示的平台，更是全球領袖

針對智慧移動相關挑戰進行深度交流與合作的重要契機。 

二、時間 

依據 ITS 世界大會時間，本公司安排出國參加國際會議行程於 113 年 9 月

15 日(星期日)至 9月 21 日（星期六），共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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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行程簡介

一、行程紀要 

本公司出國人員因公務關係，並未參加中華智慧運輸協會（ITS Taiwan）組

團於 9 月 13 日出發之行程，而是另行規劃在 9 月 15 日啟程，於 9 月 16 日凌晨

抵達杜拜當地後，隨即開始一連五日的大會活動。（行程紀要表如表 1） 

本公司投稿大會而接獲錄取的 2篇論文，分別於 9月 19日、9月 20日報告。 

本次出國行程原規劃由馮總經理率員參加並進行論文報告，惟總經理臨時另

有要公，不克赴杜拜，爰改由劉副總經理雙火率數位發展處黃柏景副處長出席大

會。 

表格 1 行程紀要表 

日期 行程概述 地點 

9 月 15 日（日） 桃園機場啟程(臺灣時間 23:35) 桃園機場(機上過夜) 

9 月 16 日（一）

抵達杜拜機場(杜拜時間 04:20) 杜拜機場 

 專門會議 

 大會開幕典禮 

杜拜世界貿易中心 

9 月 17 日（二）

 全體會議 

 專門會議 

 參訪展覽 

9 月 18 日（三）

 全體會議 

 專門會議 

 參訪展覽 

9 月 19 日（四）

 全體會議 

 專門會議 

 論文報告-促進臺灣鐵路

營運管理智慧化 

9 月 20 日（五）

 專門會議 

 論文報告-新 MMIS（車輛

維修資訊系統）智慧頭盔 

9 月 21 日（六）
杜拜機場起飛(杜拜時間 03:40) 杜拜機場 

返抵桃園機場(臺灣時間 16:15) 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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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TS 世界大會議程 

表格 2 本屆 ITS 世界大會議程 

開始 結束 9/16(一) 9/17(二) 9/18(三) 9/19(四) 9/20(五) 

8:30 9:00

未來交

通高峰

會 

（限受

邀者）

全體會議 1 全體會議 2 全體會議 3 專門會議 
9:00 9:30

專門會

議 
9:30 10:00

10:00 10:30

10:30 11:00 茶歇 茶歇 茶歇 茶歇 茶歇 

11:00 11:30

開幕典禮 
專門

會議

國際

論壇

1 

專門

會議

國際

論壇

4 

專門

會議

國際

論壇

7 

專門

會議

全球

論壇
11:30 12:00

12:00 12:30

12:30 13:00
午餐

未來交

通高峰

會 

午餐

（限受

邀者）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13:00 13:30

13:30 14:00

專門會

議 14:00 14:30 新聞記

者會
專門

會議

國際

論壇

2 

專門

會議

國際

論壇

5 

專門

會議

國際

論壇

8 

專門會議 
14:30 15:00

15:00 15:15 茶歇 

15:15 15:30

專門會議 閉幕典禮 

閉幕招待會

15:30 16:00 茶歇 茶歇 茶歇 

16:30 16:45

專門

會議

國際

論壇

3 

專門

會議

國際

論壇

6 

專門

會議

區域

論壇
16:45 17:00

17:00 17:30

歡迎招待會17:30 18:00

18:00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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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會議紀要 

一、大會簡介 

本次大會各類會議共計約 200 場，其類別包含技術方案、高階計畫等，每日

籌辦場次情形如表 3。 

表格 3 大會各類會議場次一覽表 

活動類別 項目 
9/16 

(一) 

9/17 

(二) 

9/18 

(三) 

9/19

(四)

9/20

(五)
小計

技術方案

技術論文（TP） 3 5 8 9 10 35 

研究論文（RP） 4 1 3 2 1 11 

特別議題會議（SIS） 24 25 16 17 14 96 

策略未來會議（SFS） 3 2 2 2 0 9 

高階計畫

未來交通高峰會 1 0 0 0 0 1 

大會開幕典禮 1 0 0 0 0 1 

新聞記者會 1 0 0 0 0 1 

歡迎招待會 1 0 0 0 0 1 

全體會議 0 1 1 1 0 3 

國際論壇 0 3 3 2 0 8 

區域論壇 0 0 0 1 0 1 

主辦會議 0 0 3 3 2 8 

MAAS/MOD 全球論壇 0 0 0 0 1 1 

大會閉幕典禮 0 0 0 0 1 1 

贊助商會議 0 4 1 1 0 6 

總計 183

（一） 開幕式 

本屆大會開幕式於阿聯酋皇室 Ahmed bin Mohammed Al Maktoum 到場後正

式開始，並由未來學家暨物理學家 Dr. Michio Kaku 的短篇演講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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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阿聯酋皇室 Ahmed bin Mohammed Al Maktoum 進場 

圖 2 未來學家暨物理學家 Dr. Michio Kaku 進行短篇演講 

1. 交通界領袖代表闡述未來交通願景

美洲、歐洲及亞太地區之 3位交通界領袖代表，個別分享其對未來交通的願景： 

(1) Max Lemke (European Commission)

Max Lemke 代表歐盟委員會致

詞，強調智慧與可持續移動對未來

交通的關鍵意義。他指出，移動雖

是經濟與社會的支柱，但對環境和

健康造成了嚴重影響，包括溫室氣

體排放、空氣與噪音污染，以及棲

息地破碎化。 

 圖 3 Max Lem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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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致力於脫碳目標，透過《歐洲綠色協議》計畫，到 2050 年將運輸排放

減少 90%。他強調數據與人工智慧（AI）的重要性，認為這些技術可支持創新，

優化交通系統和可再生能源基礎設施，並推動可信任的 AI 技術應用，例如預測

性生成模型。 

此外，歐盟正在建構一個移動數據共享空間，並啟動垂直優先的 AI 計畫，

包括自動駕駛平臺等。他呼籲全球合作應對可持續移動挑戰，強調 ITS 世界大

會是交流經驗和探索創新合作的絕佳平臺。 

(2) Brian Croni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JPO)

Brian Cronin 強調「交通安全」

是當前的重要議題，美國每年有超

過 40,000 人因交通事故喪生。為

應對這一危機，美國已推出國家 V2X

（車聯網）部署計畫，旨在通過連

接技術挽救生命。這項技術是歐美、

亞洲及日本合作的成果，經過近 20 

年的開發，現已準備好大規模推

廣。 

他舉例說明 V2X 技術的應用，包括猶他州的掃雪機能更快清理道路，以及

喬治亞州的校車準時接送弱勢社區學生，這些都彰顯了技術的實際價值。Cronin 

呼籲所有人行動起來，支持 V2X 的部署，以提升交通效率、安全性及連接性。 

他並強調現在是行動的時候，應立即推動這項技術的大規模應用，並指出這

將對未來交通安全和可持續移動帶來深遠影響。最後，他感謝各方的參與，並期

待與全球專家共同推進相關合作。 

圖 4 Brian Cro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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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akeru Ito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Takeru Ito 代表日本政府致

詞，強調智慧與綠色交通的發展對

全球的重要性。他指出，日本汽車

產業是主要經濟支柱，近年來在自

動駕駛和數位技術領域取得顯著進

展。例如，本田汽車(Honda)於三年

前推出全球首款 Level 3 自動駕駛

車「Legend」。目前，日本正推進智

慧交通數位戰略，融合軟體更新與大眾駕駛技術，提供更多創新價值。 

他提到，自動駕駛卡車已開始部署，以應對日本的勞動力短缺問題，例如東

京至靜岡的高速公路將成為試點。此外，日本制定了「數位生命線發展計畫」

(Digital Lifeline Development Plan)，計劃在 10 年內建立全國協調的交通基

礎設施系統。 

最後，他強調數據共享和 AI 在智慧交通中的關鍵作用，並啟動了「Ouranos 

Ecosystem」（烏拉諾斯生態系統）以構建可信的數據協作平台。Takeru Ito 表

示，希望在大會中與各國專家共同探討技術與政策的融合，以推動全球智慧交通

的發展。 

圖 5 Takeru 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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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座談會(小組討論)  

主持人以簡短的開場引出討論，

強調移動性自古以來不僅關乎移動

本身，更涉及對社區的尊重、進步

與福祉。他回顧了從馬背移動到現

代交通的演變，並指出本次討論將

聚焦智慧交通系統（ITS）的過去與

未來。 

(1) Joost Vantomme (ERTICO) 

Joost Vantomme 表示，智慧交

通技術的發展已從概念進入實踐。

他強調歐洲在推動創新與可持續交

通方面的努力，尤其是數據共享和

人工智慧（AI）的應用。他提到，

AI 和基礎設施數位化已成為提升

交通系統韌性的重要手段，同時也

對應對氣候變遷提出了新的要求。 

他指出，本次大會為跨區域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機，希望透過具體的可持續性

指標和行動計畫，為全球交通行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圖 6 開幕式之座談會(小組討論) 

圖 7 Joost Vanto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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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aura Chace (ITS America) 

Laura Chace 回顧了 ITS 的

發展，認為技術的角色已從單純的

基礎設施建設，轉向雲計算、通信

網絡等數位化領域。她特別提到，

生成式 AI 是當前交通技術演進的

重要推手。 

她呼籲，應將討論轉化為具體行動，將創新的解決方案應用於交通網絡，改

善每個社區的移動性，並挽救生命。她強調技術的目標是實現更安全、更清潔、

可持續的交通系統。 

(3) Akio Yamatoto (ITS Japan) 

Akio Yamatoto 聚焦亞太地區

智慧交通的挑戰與機遇。他強調日

本在無人機服務和自動駕駛領域的

探索，並提到針對勞動力短缺的 

Level 4 自動駕駛卡車部署計畫。 

此外，他提到，跨區域數據共

享和協作對智慧交通未來至關重要。

他認為，創建一個可信的數據共享系統是技術應用的關鍵，並希望借助國際合作

來解決如網絡安全等挑戰。 

圖 8 Laura Chace 

圖 9 Akio Yamat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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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論壇 

1. 國際論壇（場次 1） 

國際論壇（場次 1）以「數據與人工智慧在未來交通中的角色」為主題，探

討數據和人工智慧（AI）如何重塑未來的移動方式。論壇由主題演講者 Christian 

U. Haas 開始，緊接著為小組討論，以下是會議主要重點，依講者發言順序說明： 

主題演講 

主 講 者 Christian U. 

Haas(Umovity) 闡述AI和數據如何

改變交通產業，並強調數據是推動

AI 應用和智慧交通的基石。 

 AI 與數據在交通領域的角色 

Christian U. Haas 指出，AI 和數據的結合正深刻改變交通行業的運作方

式。AI 不僅用於預測交通流量、實時優化公共交通網路，還能提升基礎設施與

自動駕駛車輛之間的協同效率。特別是在自動駕駛技術的推進中，AI 不僅需要

車輛內的高效能運算能力，還需與基礎設施進行實時通信，以確保運輸安全和高

效。 

他強調，自 20 世紀 60年代起，交通管理就已經採用簡單的演算法進行信號

燈優化。然而，如今 AI 的進步顯著增強了預測的精準度，並使交通管理更加即

時和智慧化。特別是生成式 AI，為多模式交通、基礎設施管理等提供了更強的

應用場景。 

圖 10 Christian U. H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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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的重要性與挑戰 

Christian 強調，數據是 AI 應用的基礎。現代交通系統產生的數據量巨大，

從感測器、用戶到環境數據，這些數據成為智慧城市生態系統的基石。然而，數

據的激增也帶來挑戰，需要有專業的數據科學家和分析師來處理和應用這些資訊。

此外，數據的高效管理和實時處理能力對於未來智慧交通的發展至關重要。 

 預測性維護與基礎設施的優化 

Christian 提到，透過 AI 和數據分析技術，交通系統可以進行預測性維護，

延長基礎設施的使用壽命。例如，通過實時監控基礎設施的狀態，可以提前預測

何時需要進行維修或升級，避免高成本的意外損壞。同時，這些技術能夠優化現

有基礎設施的使用效率，例如通過自適應信號控制減少壅塞，進一步提升城市交

通的可持續性。 

 交通管理的整合與協作 

Christian 指出，數據和技術的結合正在改變傳統交通管理的運作模式。數

據的即時交換使規劃、建模和運營之間的協作更加緊密，提供了更準確的動態交

通解決方案。他認為，傳統交通部門與數據分析部門之間的協作已成為趨勢，這

種整合模式將帶來更智慧和高效的交通管理。 

 AI 與未來智慧城市的發展 

Christian 強調，AI 與數據的應用能夠讓城市變得更加智慧和可持續。智

慧交通管理和基於數據的預測性維護不僅可以降低基礎設施的建設成本，還能減

少交通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此外，他認為，未來的智慧城市需要在數據基礎設施

上進一步投資，確保數據的可獲取性、實時處理能力和治理機制，從而充分發揮

AI 的潛力。 



「參加 2024 年杜拜第 30 屆智慧運輸世界大會」出國報告

12 

Christian 強調，AI 和數據的結合能幫助解決交通領域的重大挑戰，從壅

塞到污染，從安全性到效率，這些都是 AI 技術的應用場景。他呼籲利益相關方

投資於數據基礎設施的建設，推動全球交通生態系統的轉型。同時，他也提到，

中東等地區作為新技術的早期採用者，展示了 AI 和數據在智慧城市中的應用潛

力。隨著技術的進一步成熟，AI 將幫助全球交通系統更加智慧化和協作化，並

提升城市的宜居性和可持續性。 

圖 11 國際論壇（場次 1）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 

茲就小組討論中各成員發言重點整理如下： 

(1) Max Lemke

Max Lemke 提出了數據和人工智慧（AI）對未來交通變革的深遠影響。他強

調，AI 已經開始大幅改變交通方式，並展現出促進交通智慧化、綠色化、安全

性和效率的巨大潛力。AI 技術的應用包括交通流量的實時優化、多模式運輸鏈

的規劃與預測、提升運輸韌性，以及推動自動駕駛車輛與基礎設施間的互聯互

通。 

 AI 在交通中的應用與挑戰 

Lemke 指出，AI 不僅是改進現有交通系統的工具，還是創新交通管理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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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設施建設的核心力量。透過 AI 的支持，交通管理能實現更高精度的流量控制，

並減少壅塞和污染。此外，數據與 AI 結合，為實現智慧化交通提供了基礎。例

如，生成式 AI 可以增強交通規劃的效率，並為多模式交通的連接性提供更好的

解決方案。然而，這一切的實現需要大量的數據支持，這也是未來發展的挑戰之

一。 

 歐盟的戰略與行動 

作為歐洲政府的代表，Lemke 提到，歐盟正通過全面的立法和投資，推動可

信 AI 的開發和應用。其中，歐洲的《AI 法案》和《數據法案》為 AI 應用建立

了風險分級的監管框架，特別針對高風險領域（如自動駕駛車輛）制定了嚴格的

規範。同時，歐盟還投資了 40 億歐元，用於支持 AI 創新，建設 AI 工廠和高性

能計算資源，幫助應用生成式 AI 等尖端技術。 

 數據共享與基礎設施建設 

數據是 AI 發展的核心要素，歐盟正在推動「歐洲移動數據空間」計劃，為

數據共享建立透明、受治理的框架。該計劃允許數據在規範和商業模式支持下流

通，為智慧交通系統提供基礎支撐。此外，Lemke 提到，AI 技術還需要與基礎

設施高度協同。例如，車輛需要內置高速計算能力，確保在連接中斷時仍能正常

運行。同時，歐洲正在推動 5G 走廊和跨境基礎設施的建設，為自動駕駛車輛提

供穩定的連接支持。 

 創新與預測性維護 

Lemke 強調，AI 的應用不僅限於交通管理，也涵蓋基礎設施的優化與維護。

自適應信號控制和即時交通監控等 AI 解決方案，可以提高現有基礎設施的使用

效率，減少新建設施的需求。同時，基於數據分析的預測性維護技術，能幫助城

市更精確地判斷基礎設施的維修需求，避免意外損壞，降低運營成本，並延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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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設施的使用壽命。 

 軟體定義汽車與全球協作 

歐洲正在推動「軟體定義汽車」生態系統，為車輛內部的計算系統和元件協

作建立標準。這項倡議的目標是通過標準化，支持自動駕駛與互聯汽車技術的進

一步發展。此外，Lemke 提出了一個融合願景，將連接性、協作性與計算能力整

合，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推動全球交通系統的智慧化和協同發展。 

Lemke 表示，AI 和數據的潛力將深刻改變全球交通生態系統，實現更加可

持續、高效和安全的未來。他強調，為了充分發揮 AI 的潛力，全球需要在基礎

設施、數據治理和政策框架方面加強協作。特別是對於自動駕駛和智慧交通，跨

國合作與數據共享是成功的關鍵。他相信，隨著相關技術的成熟，AI 將幫助我

們解決交通中的複雜挑戰，讓全球交通更加智慧化。 

(2) Stephanie Leonard（TomTom） 

Stephanie 強調，AI 與數據技術是實現道路安全及氣候目標的重要工具。

她指出，生成式 AI 已讓更多企業以更高效方式推動創新並推出全新功能，改變

了傳統商業模式。然而，她提醒業界應聚焦於具體行業案例，制定相關且準確的

AI 應用需求，並確保隱私與安全。Stephanie 呼籲建立可持續的數據商業模式，

避免公共部門因免費數據導致無法提供高質量數據。她強調跨部門協作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數據標準化與互操作性方面，以促進效率並減少浪費。 

(3) Sanjiv Ghate（Mobilisights） 

Sanjiv 提到，Stellantis 已成立專注數據的公司，目標是通過即時數據收

集及隱私合規的方式，創建一個更安全且智能的生態系統。他強調數據是 AI 運

作的燃料，能顯著提升交通安全及效率。同時，他指出業界應在隱私保護與創新

推動間尋求平衡，並倡導更清晰的知情同意機制以增強用戶信任。此外，他呼籲

業界採用統一的數據標準，簡化數據處理流程，讓企業專注於創新服務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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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rik Dietz（Michelin Mobility Intelligence） 

Erik 認為數據整合與匿名化是推動交通安全和效率的關鍵。他分享，米其

林結合來自聯網車輛、輪胎與移動設備的數據，以構建更全面的分析框架，幫助

社區及政府制定優先行動。他指出，AI 應該用於提升出行公平性與安全性，但

需警惕數據再識別風險。Erik 特別提到，標準化有助於提升跨部門協作的效率，

並呼籲業界共同制定一致的 KPI 與衡量方法，以推動更具實質影響的決策。 

(5) Mike Rudge（ITS New Zealand ） 

Mike 以戰略資產管理的角度出發，強調數據與 AI 應用需明確移動性的目的，

即促進安全、公平與經濟機會。他提到，紐西蘭需解決與毛利人條約相關的數據

治理問題，同時在應對個人隱私和知情同意挑戰時，兼顧弱勢群體的利益。此外，

他呼籲業界專注於即時問題解決，避免因過度思考而導致行動停滯，並強調數據

的跨部門整合是實現更高效交通系統的關鍵。 

（三） 全體會議 

1. 全體會議（場次 2） 

全體會議（場次 2）以「ITS 超越道路 - 連接所有交通模式」為主題，聚

焦智慧交通系統（ITS）如何突破道路領域，實現海運、航空、鐵路等各交通模

式的互聯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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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全體會議（場次 2）講者群 

主題演講 

主題演講人Burhan Al Hashemi代表ENOC集團分享了對未來智慧交通系統（ITS）

的願景，強調了技術創新與可持續發展的結合。 

 智慧交通的必要性

Burhan 指出，智慧交通技術已從奢侈品轉變為現代交通的基本需求，對

於減少環境影響、提高運輸效率以及確保人員和貨物的安全無縫移動至關

重要。 

 綜合交通模式的互聯性

他強調，技術的進步（如自主無人機、智慧港口及城市空中交通）正在徹

底改變傳統的運輸模式，使各種交通模式實現互聯互通成為未來發展的關

鍵。不僅如此，這種互聯性是建立韌性和可持續系統的戰略必要條件。 

 全球交通的優先事項

全球領導人和政策制定者的交通重點非常明確，集中在可持續性、能源多

樣化以及更智慧的綜合交通系統發展。他提到，滿足不斷增長的物流需求

和氣候變化的挑戰，需要創新解決方案連接公路、航空、海運及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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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聯酋的領導地位

Burhan 特別提到阿聯酋如何通過 2050 標準戰略，將國家願景與全球優先

事項緊密結合，專注於減少碳排放、增加清潔能源使用並提高能源效率。

他還提到，阿聯酋正在成為智慧交通和基礎設施的全球樞紐，其投資正在

創建一個能滿足快速增長經濟需求的互聯交通網絡。 

 ENOC 集團的承諾

作為能源領域的領導者，ENOC 積極投資於替代燃料技術（如生物柴油和

氫能），並致力於通過創新解決方案支持國家可持續目標。此外，ENOC

推出了「藍色和綠色潤滑油」等項目，幫助減少排放並促進能源結構多樣

化。 

 跨行業合作的重要性

他認為，跨行業合作是建立可持續智慧交通生態系統的關鍵，並對未來的

發展充滿信心。同時，討論提供了寶貴的洞見，有助於推動行業走向更高

效、更可持續的未來。 

小組討論 

圖 13 全體會議（場次 2）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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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組討論中，各與談者的主要倡議與理念如下： 

(1) Laura Chace (ITS America)  

Laura Chace 提出了美國智慧交通系統（ITS）政策的核心目標，包括減少

交通事故、壅塞及交通對碳排放的影響。她強調了智能交通技術的創新如何促進

交通安全，並為所有美國人提供無縫的出行體驗。Chace 特別提到跨模式整合的

重要性，主張透過技術創新和政策協調，讓公路、航空、海運和鐵路間的連接更

加順暢。她強調，未來的交通模式不僅僅依賴於單一的技術解決方案，更需要全

球一致的技術標準和政策規範，以促進國家和國際層面的合作。同時，她指出智

慧交通系統在創造更多社會、環境和經濟效益方面的潛力，並呼籲關注跨部門協

作的重要性，以克服各種技術和政策障礙。 

(2) Erwin Verstraelen (Port of Antwerp-Bruges) 

Erwin Verstraelen 分享了比利時安

特衛普港在智慧港口建設中的經驗。他闡

述了如何運用數位化和創新技術來提升

港口運營效率，例如優化貨物流通和自動

化管理。Verstraelen 認為，智慧技術應

以開放式創新為核心，作為推動可持續發

展的催化劑。他提到，智慧港口的建設不

僅在於技術的應用，還包括對數位連通性

的強調，這能讓港口成為更高效、更綠色的物流樞紐。此外，他強調，跨模式整

合對於提升整體交通網絡的效率至關重要，並認為智慧港口是未來全球物流體系

的重要組成部分。 

圖 14 Erwin Verstraelen 



19 

(3) Sarah Sharples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UK) 

Sarah Sharples 專注於如何在智慧

交通系統設計中成功整合人類因素與技

術。她提出，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理念

對於多模式交通系統的發展至關重要，這

能確保新技術能滿足真實需求並增強使

用體驗。她舉例說明數位化和自動化技術

在鐵路、航空等領域的應用，包括如何運

用數據分析來優化交通系統運營。

Sharples 指出，技術雖然可以驅動創新，但在設計過程中仍需考慮使用者的行

為模式和需求，以確保系統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同時，她探討了智慧交通技術在

解決環境挑戰方面的潛力。 

(4) Tina Wagner (Ministry of Transport and Mobility Transition, Free and 

Hanseatic City of Hamburg) 

Tina Wagner 討論了德國漢堡市的

交通政策及基礎設施現代化的進程。她

提到，漢堡市正在實現軌道交通的數位

化和現代化，包括擴建鐵路基礎設施和

改進重要車站的設施。她認為，智慧技

術能有效提升公共交通的效率，例如自

動駕駛技術在城市公共交通中的應用。

此外，Wagner 強調，跨模式的協作對於未來智慧城市交通至關重要。她指出，

這不僅有助於實現城市的可持續交通目標，也能提高市民的出行體驗。 

圖 15 Sarah Sharples 

圖 16 Tina Wa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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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iras Ibrahim (USDOT) 

Firas Ibrahim 介紹了美國聯邦交

通部的研究和發展重點，他的工作涵蓋

多模式交通、自動駕駛技術以及氣候變

化的應對策略。他強調研究過程中的科

學誠信，並呼籲政府、學術界與產業界

進行更密切的合作。Ibrahim 認為，多

模式交通的未來發展應以創新和數位化

為基礎，並需要與不同的法規環境對接。他還提到如何利用交通數據來提升韌性、

減少排放並促進更高效的交通管理，最終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5) 吳盟分理事長 (臺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吳盟分理事長分享了臺灣在智慧交

通發展中的實踐經驗，包括即時巴士資

訊系統的建立和整合公路運輸計畫。他

提到，通過智慧化技術，臺灣不僅改善

了公共交通服務，也在基礎設施升級和

政策規劃上取得了重大進展。他強調，

區域合作是推動智慧交通發展的關鍵，

特別是在亞洲地區。此外，吳理事長提到，從政策制定到實際落地的過程中，必

須平衡創新技術與社會需求，才能實現更高效且可持續的交通系統。 

綜整本會議重點，智慧交通的未來在於技術創新與多模式整合的結合。透過

數位化、政策協調、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以及全球與區域協作，各種運輸模

式將能實現更高效、更安全且更可持續的運輸系統，開創智慧城市的新格局。 

圖 17 Firas Ibrahim 

圖 18 吳盟分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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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體會議（場次 3） 

全體會議（場次 3）以「加速移動轉型，邁向更智慧且更可持續的城市」為

主題，探討加速向智慧與可持續城市轉型的關鍵議題，強調智能交通系統對減少

碳排放、提升效率與宜居性的重要性，並呼籲透過公私合作、創新技術及市民參

與，推動智慧城市全球化應用與發展。 

圖 19 全體會議（場次 3）講者群 

主題演講 

主講人 Mohammed Al Mudharreb（迪拜道路與交通管理局 RTA 的企業技術與

支援服務執行長）強調，加速城市向智慧與可持續發展轉型是全球共同面對的挑

戰與機遇。他指出，智慧交通系統（ITS）是這場變革的核心，能夠實現無縫、

高效且環保的交通模式，推動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智慧城市與交通管理的成效 

根據研究，實施智慧交通系統的城市能將通勤時間縮短 15%到 20%，減少交

通部門碳排放，與國際氣候目標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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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A 以領導層願景為導向，致力於打造無縫、可持續且高效的運輸系統，包

括： 

- 實施尖端交通管理系統，第一階段已提升事故監控效率 63%，縮

短回應時間 30%。 

- 推出 BIO 自動駕駛運輸戰略，目標 2030 年達到 25%行程使用自

動駕駛車輛，預期每年為城市節省 220 億美元。 

 可持續與智能技術的應用 

- 透過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進行基礎設施的預測性維護，有效降低資

源浪費與環境影響。 

- 2015 年推出零排放公共交通倡議，支援 UAE 2050 年淨零排放目

標。 

- 舉例新加坡電子增長定價系統，成功減少高峰期車輛25,000輛，

提高道路平均速度 20%。 

 全球智慧交通的挑戰與機會 

- 擁擠、污染及低效的交通系統對城市經濟與環境造成巨大壓力。

Mohammed強調，不採取行動的代價遠高於投資智慧交通的成本。 

- 國際能源署研究顯示，推動電動車使用能減少全球碳排放 15%以

上。 

 公民參與與合作的重要性 

- 技術的成功實施需要公民的積極參與。RTA 通過智慧應用讓居民

提出交通建議，並利用 Happiness Meter 即時收集反饋，提升服

務質量。 

- 城市、政府與私營部門之間的協作與知識分享是推進智慧移動的

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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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與可持續城市的過渡是一項需要公私合作與公民參與的挑戰，同時也是

一次提升生活品質的機遇。Mohammed 呼籲擁抱 AI、大數據等新興技術，創造具

韌性且回應市民需求的城市，並強調行動的重要性與潛在益處。 

小組討論 

圖 20 全體會議（場次 3）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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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eina Nazer (CITIES FORUM) 

作為主持人，Zeina Nazer 闡述了

智慧城市與永續交通的重要性，並強調

技術創新、數據應用與跨部門合作在推

進這些目標中的作用。她指出，數據能

為決策者提供精準的依據，提升治理效

率。同時，她也提到，智慧城市的發展

需要整合小型城市與地區資源，並透過

政府與私營企業的合作來實現解決方案

的規模化應用。Zeina 提醒與會者，任何技術的部署都需具備可持續性，以避免

不必要的資源浪費與重複建設。此外，她鼓勵跨國合作，從全球成功案例中汲取

經驗，促進智慧交通技術的應用與發展。 

(2) Faysal Ali (Parsons) 

Faysal Ali 提出了「神經系統」的

比喻，認為城市如同一個有機體，其基

礎設施與交通系統相互連結，形成一個

整體。他強調，創新的城市設計應圍繞

社區建設，以滿足市民的生活需求。他

分享了如何利用新技術，如人工智慧與

邊緣運算，來優化資源配置並提升運營

效率。他還提到，以用戶為中心的設計

能有效提升公共運輸的吸引力，例如改善巴士和電車的準點率，並提供無縫的多

模式交通體驗。他建議，各方應注重數據的多樣化整合，以支持可持續的交通解

決方案。 

圖 21 Zeina Nazer 

圖 22 Faysal 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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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n Newhard (Yunex Traffic) 

Jon Newhard 闡述了技術創新在改

善城市宜居性與永續性中的作用。他提

到，技術的核心在於提供精準的信息，

幫助政策制定者作出更明智的決策。他

主張，技術應具備面向未來的特性，以

確保長期的使用價值，避免不必要的基

礎設施改造。此外，他特別提到數據總

線的概念，認為這是實現多模式交通整

合的重要工具。他強調，用戶體驗應涵蓋多層次需求，包括通勤便利性與管理機

構的數據透明性。最後，他提到空中交通（如飛行計程車）的未來發展潛力。 

(4) Ramin Massoumi (Arcadis) 

Ramin Massoumi 透過智慧恆溫器

與傳統加熱器的對比，闡述智慧技術在

能源效率與生活品質提升中的應用。傳

統加熱器需手動調節且效率低，而智慧

恆溫器則結合數據分析與自動化調控功

能，實現精準控制，降低能源消耗，提

升用戶體驗，展現智慧技術的實用價

值。 

他進一步探討智慧城市建設，強調智慧技術在基礎設施管理中的重要性。例

如，應用數位孿生技術與物聯網感測器，即時監控交通與基礎設施狀況，不僅能

延長設備壽命，還可降低維護成本並減少環境影響。他以三藩市輕軌系統為例，

展示智慧技術如何優化交通運營，減少壅塞並提升安全性。 

此外，他強調政府與私營部門合作在智慧城市建設中的關鍵角色。政府應在

政策、資金和標準制定方面提供支持，助力創新技術落地。同時，他呼籲跨國合

作，鼓勵城市間分享成功經驗，共同推動智慧技術的發展與應用。 

圖 23 Jon Newhard 

圖 24 Ramin Masso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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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他指出智慧技術的核心價值在於改善市民生活，如減少交通延誤、降

低污染、提升運營效率，並呼籲以市民需求為中心，確保智慧解決方案實現可持

續發展的長期目標。 

(5) Yandong Fan (Transurban) 

Yandong Fan 強調了顧客體驗在智慧交通中的核心地位。他提到，在澳大利

亞的調查顯示，顧客期望交通系統能提供安全、快速與無壓力的駕乘體驗。此外，

他指出，無縫的支付與資訊服務對於提升用戶滿意度至關重要。他進一步提到，

透過先進技術與大數據分析，可以為用戶提供量身訂制的交通服務，並改善交通

壅塞與環境問題。他認為，跨部門協作是實現智慧交通目標的關鍵，並呼籲各界

共同努力推動相關創新。 

(6) Addison Ferrell (Skyports) 

Addison Ferrell 著重討論了公共

與私營合作夥伴關係（PPP）在智慧城市

建設中的角色。他提到，政府在協調與

推進創新技術應用中扮演關鍵角色，特

別是在提供數據訪問權限與制定標準化

流程方面。他強調，創新的關鍵在於理

解並解決具體問題，而非僅僅提供技術

解決方案。他以自己的經驗為例，建議

開放更多創意空間，鼓勵私營部門與政府合作開發適合本地需求的解決方案。他

最後提到，PPP 的成功取決於政府的支持與協作平台的建立。 

（四） 特別議題會議 

因應本公司刻正針對各系統（含既設系統、新建系統等），以「建立一致性

資料介接規格標準」、「建立數據分析資料庫」與「提供決策支援及資料介接」3

大主軸策略規劃推動智慧鐵道發展，爰嘗試了解特別議題會議（場次 88）討論

圖 25 Addison Ferr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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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其主題為「安全數據服務中數據共享與標準整合的挑戰」，重點集中於數

據共享的挑戰、標準化的重要性，以及應用案例和未來方向。 

1.會議主題： 

 探討在歐洲移動數據空間（EMDS）框架下的安全相關數據共享和服

務。 

 強調數據的信任度（質量與可靠性）、即時性（延遲與時效性）、

安全性（數據主權與保護）。 

2.目標： 

 結合標準化數據交換（如 SENSORIS、TISA、TN-ITS、ADASIS）促進

多方合作。 

 聚焦用例，如智能速度輔助（ISA）、終端排隊警告（End-of-Queue）、

道路障礙物警告（Obstacles on Road）及天氣數據。 

3.講者及其重點內容： 

(1) Matthias Unbehaun (Traveller Information Services Association 

(TISA) ASBL) 

 關於 TISA： 

- 推動交通與旅行信息標準化，確保數據可信且全球一致。 

 協作生態系統： 

- 描述開放自動駕駛論壇（OADF）的跨領域合作模式。 

- 強調標準化（如從 XML 轉換到 Protobuf）在提高數據處理效率

中的作用。 

 數據循環用例： 

- 提出多個計劃用例（如惡劣天氣、基礎設施問題），展示如何

支持即時警告和數據共享。 

(2) Christian Kleine (HERE Technologies / TN-ITS) 

 TN-ITS 專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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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圖數據更新與反饋循環，強調與道路營運方協作的重要性。 

- 提到 DATEX II 等標準在國家接入點（NAPs）中的關鍵作用。 

 地圖更新的重要性： 

- 地圖數據需要不斷更新以反映最新的交通和道路條件，支持安

全駕駛。 

(3) Alessandro Murro (SWARCO ITALIA S.R.L.) 

 即時數據整合： 

- SWARCO 在全球提供智能交通解決方案，重點是改善道路安全和

數據通信。 

 應用平台 MyCity Connect： 

- 提供實時交通安全信息和 V2X 通信，支持多方數據集成和用戶

導向的安全解決方案。 

 DATEX II 的應用： 

- 將數據應用於大規模事件管理（如災害期間的交通數據共享）。 

(4) Jean-Charles Pandazis (ERTICO) 

 數據共享的挑戰： 

- 組織多方協作，從數據收集到最終用戶服務的數據循環。 

- 強調用戶接受度依賴於數據的質量、時效性和透明度。 

 跨標準協作： 

- SENSORIS、TN-ITS、ADASIS 等多個標準在數據交換和服務提供

中的關鍵作用。 

(5) Kosuke Sogo (Mitsubishi Research Institute, Inc.) 

 日本移動數據空間（JMDS）： 

- 整合公私數據平台，採用分散式架構以確保數據主權。 

 探針數據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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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來自多家公司的探針數據（如 Toyota、Nissan），為無檢

測器區域提供交通信息。 

 應對災害場景： 

- 在大規模災害後，開放交通表現數據，支持快速恢復和決策。 

4. 數據共享與標準化的核心挑戰 

(1) 信任與質量：確保數據的準確性和可靠性，特別是在多方協作場景中。 

(2) 延遲與時效性：針對延遲敏感的應用（如道路障礙和即時交通事件），確

保數據傳遞的快速響應。 

(3) 數據主權與安全性：保護數據生成方的所有權，並防止數據被不當使用或

洩漏。 

(4) 跨標準協作：統一多個數據交換標準（如 DATEX II、TN-ITS），提高互操

作性。 

5. 未來展望 

(1) 全球協作：強調歐洲、美國和亞洲的合作以實現標準統一。 

(2) 擴展用例：將數據共享應用於更多社會問題（如災害應對、城市交通管

理）。 

(3) 推動數據經濟：通過共享更多交通與移動數據，促進經濟和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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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論文報告 

一、會議主題 

2024 年 ITS 世界大會在「技術方案」（Technical Programme）規劃了四大主題

（如下），各主題及涵蓋議題如表 3： 

1. 都市交通運輸（Urban Mobility） 

2. 創新交通運輸及物流（Innovation in Mobility & Logistics） 

3. 清潔交通運輸（Clean Mobility） 

4. 自動化交通運輸（Automated Mobility） 

表格 4 大會主題及涵蓋議題 

主題 涵蓋議題 

都市交通運輸 

交通管理機構的監管挑戰 數據與數位化轉型 

無縫旅行體驗－使用者角度 互聯車輛 

安全、清潔且高效的運輸 智慧基礎設施 

多模式部署 
次世代城市交通管理與控制系

統 

創新交通運輸及物

流 

大數據 智慧貨運流動 

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 
各種模式－公路、航空、鐵路和

水路及其他 

網絡安全 連接與通訊技術 

第一和最後一英里的解決方案   

清潔交通運輸 

支援可持續城市的系統與解決方案 商業模式 

電氣化 能效系統 

替代燃料 生命週期評估 

採用清潔移動方案的挑戰   

自動化交通運輸 

法規與治理 商業模式 

自動化航空、鐵路和水路運輸 連接與通訊技術 

自主系統 影響評估 

高精度地圖 安全性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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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方案也可稱為專家會議，包含「組織會議」和「論文會議」，為全球智

慧交通系統（ITS）社群的專家提供機會，從技術角度探討智慧交通的現狀，著

重於研究與創新，以及新技術部署相關的影響特別議題會議 

1. 組織會議包含「特別議題會議」（SIS）與「策略未來會議」（SFS） 

(1) 特別議題會（SIS）：主要討論區域性、國家性或國際上正在進行或最近完

成的工作，針對重要議題的關鍵方面進行闡述，例如：成果、問題、趨勢、技

術發展、政策等。 

(2) 策略未來會議（SFS）必須探討具有前瞻性、富有遠景的「藍天型」(blue-sky)

機會或問題，為啟動新的智慧交通系統（ITS）倡議提出建議。高度互動的討

論環節將著眼於未來，審視可能的選項、問題、技術障礙等，而非報告已完成

的工作。 

2. 論文會議包含「技術論文」與「研究論文」 

(1) 技術論文：展示當前且原創的研究成果，融合該領域的最新進展。內容包

括創新解決方案，以改進現有實務，為他人提供寶貴見解，並涵蓋實際工作、

試驗、示範及試點研究的成果。 

(2) 研究論文：透過引入新穎概念或解決現有限制，積極推動技術與學術的進

步。內容展現高度的學術水平、創新能力以及對新興議題或解決方案的深入分

析，超越對以往研究主題的單純重新審視。 

本屆 ITS 世界大會於其官方網站與 App 服務均提供查詢講者簡介之功能，方便

讓參與者規劃人脈網路交流事宜，亦可增加報告者之能見度，容易與潛在受眾

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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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大會官網講者查詢專區 圖 27 大會 App 講者查詢 

二、臺鐵技術論文報告 

臺鐵面對數位轉型浪潮及安全管理升級需求，持續依循交通科技產業政策及

配合國家智慧鐵道系統架構，積極推動智慧鐵道相關數位化發展。在本屆大會技

術方案論文徵稿期間（112 年 10 月 3 日至 113 年 1 月 15 日止），本公司嘗試將

智慧鐵道相關專案階段性成果投稿本屆大會技術論文，計有 2篇論文接獲錄取，

爰透過論文報告，在國際會場與各國人士分享交流臺灣推動智慧運輸經驗。 

本公司主辦案件投稿本屆 ITS 世界大會，接獲錄取之 2篇技術論文如下： 

 促進臺灣鐵路營運管理智慧化（論文場次：TP25） 

 新 MMIS（車輛維修資訊系統）智慧頭盔（論文場次：TP35） 

針對上述本公司主辦 2篇技術論文，原規劃由馮總經理輝昇進行論文報告，

惟總經理臨時另有要公，不克赴杜拜，爰分別改由本公司數位發展處黃柏景副處

長、IBM 公司呂岳樺顧問經理擔任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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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公司協辦，配合提供試驗場域，由仁寶電腦公司因應「交通部 5G 帶動

智慧交通技術與服務創新及產業發展補助計畫」，辦理之「車聯網技術應用於提

升平交道安全防護」，亦有投稿論文接獲錄取。 

圖 28 大會論文徵稿期程  

圖 29 講者簡介-馮總經理輝昇 圖 30 講者簡介-黃副處長柏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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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會針對論文簡報格式有既定的指引規範，並於會議前預先電子郵件通

知各講者準備；而大會亦會提醒各論文簡報場次的主持人提早聯繫該場次的講

者。 

本公司「促進臺灣鐵路營運管理智慧化」論文所屬場次為 TP25，主題為「數

據賦能效率、安全與隱私」（Data enabling efficiency, safety and privacy），

會議主持人為 Christian Kleine，服務於 HERE Technologies（總部設於荷蘭埃

因霍溫的跨國企業集團）。 

主持人 Christian 於大會前一個月即透先過電子郵件向 TP25 場次的各講者

聯繫，告知其預排的報告順序，並請各講者提供簡單自介，以利其於會議時介紹。

經與 Christian 互動，其表示本次為他第 3次參與 ITS 世界大會，他的專長包括 

ArcGIS、需求分析、數據分析、敏捷開發方法學以及資料庫管理。 

而因應技術論文的多樣性，可透過多元化觀點為會議增添了更多價值。 

TP25 技術論文報告主題及講者如下： 

表格 5 TP25 技術論文報告主題及講 

主題 講者 職稱 服務單位 

透過 TomTom 的緊急車輛接近

（EVA）服務提升道路使用者安

全 

Frans 

Keijzer 
投標經理 

TomTom 

（荷蘭） 

在動態定位技術世界中平衡用

戶隱私 

Jeroen 

Brouwer 

客戶與銷售

分析總監 

TomTom 

（荷蘭） 

促進臺灣鐵路營運管理智慧化
Po-Jing 

Huang 

數位發展處

副處長 

國營臺灣鐵路

股份有限公司 

ITS 應用中道路自由流速估算

的統計方法 

Katherine 

Cai Xuefen 

高級技術經

理 

新加坡陸路交

通管理局 

（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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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臺鐵公司簡報 

圖 32 臺鐵公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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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與論文共同作者（臺灣世曦吳浩平工程師）合影 

圖 34 TP25 場次主持人及講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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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35 技術論文報告主題及講者如下： 

表格 6 TP35 技術論文報告主題及講者 

主題 講者 職稱 服務單位 

半自動駕駛技術的駕駛輔助

模式 

FNoriyuki 

Tsukada 

ADAS/AD 開

發 

ISUZU MOTORS 

LIMITED 

（日本） 

使用人機交互模擬與可視化

介面評估卡車友好措施 

Ahmad 

Mohammadi 

博士後研究

員 

York 

University（加

拿大） 

重型車輛（HGV）車載單元數

據分析 
Sven Maerivoet 專案協調員 

Transport & 

Mobility 

Leuven 

（比利時） 

鐵路車輛維護的智慧檢測 Yueh-Hua Lu 管理顧問 
IBM 公司 

（臺灣） 

杜拜智慧交通系統路線圖 Mohamad Al Ali
智慧交通系

統總監 

RTA 

（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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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IBM 公司於 TP 35 場次簡報 

圖 36 IBM 公司於 TP 35 場次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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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IBM 公司於 TP 35 場次簡報 

圖 38 講者入場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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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各國策展內容 

本次大會約有 500 家來自全球的領先企業和組織展示了最新的智慧交通技

術和解決方案，惟鮮少有軌道領域相關業者展出，故主要僅針對 ITS 臺灣館以及

展區鄰近 ITS 臺灣館的日本業者，將其策展內容摘要分享： 

1. 臺灣館 

今年杜拜世界大會，中華智慧運輸協會為申辦2029年ITS世界大會主辦國，

於展館最佳攤位，設置「臺灣館」(面積 84 平方公尺)，展現臺灣 ITS 產業實力，

內容包括交通部 5G 帶動智慧交通技術與服務創新推動與管理計畫、資通訊業者

如中華電信及遠傳電信之經驗實績，以及台北市政府推動智慧交通之成果。 

圖 39 臺灣館交流酒會前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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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臺灣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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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臺灣館(中華電信展示區)

圖 42 臺灣館(YouBike 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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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相關策展內容 

(1) ITS Japan 

依據 ITS Japan 展出看板，2022 年日本的交通事故死亡率為每 10萬人中 2.6

人，在世界各國名列前茅。，這些數據反映出日本在降低交通事故死亡率方面的

顯著成效，部分歸因於智慧型運輸系統（ITS）的應用。ITS Japan 致力於透過

先進的資訊通信技術，改善交通狀況，減少事故和壅塞，同時節能並保護環境，

ITS的應用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然而，持續的努力和技術創新仍然至關重要，

以進一步提高道路安全，減少交通事故相關的死亡和傷害。 

圖 43 ITS Japan(說明日本 ITS 對於交通安全的貢獻)

(2) DENSO 

 綠色可追溯性：展示了電池護照的綠色可追溯性技術，強調在電動

車電池生命周期中追蹤和管理環境影響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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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無線電力傳輸系統：介紹了動態無線電力傳輸系統，旨在為行

駛中的電動車輛提供無線充電，提升電動車的續航能力和便利性。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車隊調度控制：展示了透過先進的車隊調度控

制系統，優化運輸路線和資源配置，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促進可

持續交通。 

 雲端充電器：介紹了雲端充電解決方案，利用雲端技術提升電動車

充電基礎設施的效率和可擴展性。 

 零交通事故的安心：展示了 DENSO 在實現零交通事故方面的努力，

包括先進的駕駛輔助系統（ADAS）和自動駕駛技術的最新進展。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路線圖：分享了 DENSO 在 ADAS 領域的發

展路線圖，強調未來技術的發展方向和戰略。 

 停車輔助系統：展示了 DENSO 的停車輔助系統，旨在提高停車的便

利性和安全性。 

(3) Honda Motor Co., Ltd.  

本田技研工業株式會社（Honda Motor Co., Ltd.）展示了其在安全與環保領

域的最新進展 

 安全領域： 

- 零交通事故死亡目標： 本田致力於到 2050 年實現旗下二輪與四

輪車輛零交通事故死亡。 

- 安全與安心網路技術（Safe and Sound Network Technology）： 

利用先進感測器和人工智慧，分析車輛、行人和自行車的行為，

預測並防止事故發生。  

- Hi-Drive： 基於車輛間通信（V2V）的自動合流技術，提升行車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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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危險狀況監測系統（Road Hazard Condition Monitor）： 透

過先進的感測技術，實時監測道路狀況，及時提醒駕駛員潛在的

危險。 

 環保領域： 

- 碳中和目標： 本田致力於實現所有產品和企業活動的碳中和。 

- 本田燃料電池系統（Honda Fuel Cell Systems）： 展示燃料電

池系統的應用，推動氫能的利用，實現可持續的未來。 

(4)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豐田汽車公司（Toyota Motor Corporation）展示了其在智慧交通系統（ITS）

領域的最新進展，旨在實現「安全」、「全民移動」和「碳中和」三大領域的「零」

目標。 

 安全性： 透過整合人、車輛和道路對策，致力於實現無事故的社會。 

 全民移動： 提供高品質的生活，透過人、物品和服務的移動服務，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受移動的自由。 

 碳中和： 利用先進的車輛和交通技術，實現零二氧化碳排放，推動

環境可持續性。 

(5) AISIN Corporation 

愛信株式會社是一家全球領先的汽車零部件供應商，專注於電動化和清潔能源技

術，致力於解決環境和社會挑戰，其道路管理服務：'RoadTrace' 和 'Michi-log' 

 RoadTrace 

- 功能：'RoadTrace' 利用連網車輛收集的數據來監測道路狀況和

駕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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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透過分析數據，系統可識別存在潛在安全風險的區域，例

如頻繁急剎車的路段，幫助道路管理單位優先進行維護並採取安

全措施。 

- 目標：提升道路安全性和管理效率。 

 Michi-log 

- 功能：'Michi-log' 是一項綜合道路維護支援服務，透過車輛數

據和車載攝影機捕捉的影像來檢測道路異常，例如坑洞。 

- 技術：採用基於人工智慧的影像識別技術和邊緣運算，準確識別

路面問題。 

- 應用：向地方政府提供即時信息，協助規劃與執行維修作業。 

圖 44 DENSO 策展內容 



47 

圖 45 NEC 公司策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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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AISIN 策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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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國家策展(照片) 

圖 47 英國 圖 48 韓國 

圖 49 ITS Asia-Pacific  圖 50 ERTICO - ITS Europe  

圖 51 ITS Germany  圖 52 ITS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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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展館介紹 

本屆 ITS 世界大會於杜拜世界貿易中心（Dubai World Trade Centre, DWTC）

舉辦，其為阿聯酋杜拜最具代表性的會議與展覽場地之一，也是中東地區商業和

活動的重要樞紐。 

 地理位置：位於杜拜市中心，毗鄰主要交通幹道，靠近杜拜國際機

場、杜拜購物中心和著名的哈里發塔。 

 場地設施： 

- 展覽廳和會議空間總面積超過 120 萬平方英尺。 

- 提供現代化的會議室、活動廳和展覽空間，可滿足不同規模活動

的需求。 

 功能多樣： 

- 定期舉辦國際性會議、展覽、商業論壇和文化活動。 

- 同時是商務活動、網絡交流和創新推廣的主要平台。 

 配套服務： 

- 提供餐飲、住宿和物流等全面服務。 

- 附近有眾多高級酒店。 

本次出國參加會議，與會人員下榻飯店位於杜拜世界貿易中心旁，僅需步行

約 5分鐘即可抵達會場，且大會每日均提供午餐，讓與會者可從容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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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世貿中心與鄰近區域 

圖 54 世貿中心範圍與入口及周邊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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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世貿中心地圖與各展館名稱 

圖 56 世貿中心 L0 展場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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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世貿中心 L1 展場平面圖 

圖 58 展場內用餐地點（黃框圈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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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25 技術論文報告場地：ABU DHABI A  

技術論文簡報檔案上傳場地：Speaker Ready Room (展場的 Dubai A+B) 

圖 59 展場 2樓（L1）簡報檔案上傳室及 TP 簡報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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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 簡報檔案上傳室(外) 

圖 61 簡報檔案上傳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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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展館 1樓（L0）大廳 

圖 63 展館 1樓（L0）大廳（由 2樓往下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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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展館主入口（靠近捷運世貿中心站） 

圖 65 展館主入口（靠近捷運世貿中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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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展館入口報到服務處 

圖 67 展館內提供每日議程主題及地點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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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展館內的展場地圖指引 

圖 69 展館內的展場地圖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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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 展館內的用餐區 

圖 71 展館內的用餐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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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臺灣成功爭取 2029 年大會主辦權 

臺北市政府在2024年杜拜ITS世界大會期間成功爭取到2029年智慧運輸世

界大會（ITS World Congress）的主辦權。這項成就不僅標誌著臺灣智慧運輸發

展的重要里程碑，也為國內交通科技、智慧城市建設與相關產業帶來龐大的國際

曝光和商業機會。 

圖 72 大會日刊介紹臺北市政府取得 2029 年主辦權

十年努力終見成果：申辦過程艱辛而充滿挑戰 

臺灣早在 2014 年便啟動了申辦 ITS 世界大會的計畫。這十年來的努力並非

一帆風順，尤其受到國際政治因素的影響，申辦過程中屢次遭遇阻撓。然而，臺

北市政府與中華智慧運輸協會共同攜手，展現了堅定的決心與實力。 

在 2024 年杜拜大會前夕，臺北市代表團由副市長李四川領軍，並包括交通

局與資訊局等相關單位高層，以及民間企業代表遠傳電信共同參與，向評審委員

展示了臺灣在智慧運輸領域的優勢與潛力，最終擊敗布里斯本，成功贏得 2029

年大會主辦權。 

全球矚目的智慧運輸盛會：規模與影響力 

2029年的大會預計在9月於臺北舉行，主題定為「Harmonizing an AITS World」

（協調人工智慧與智慧交通世界），聚焦於人工智慧如何為智慧運輸帶來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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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各國提升決策效率與交通運輸的效能。 

預估屆時將有超過 60 個國家、2 萬多位專業人士參加。活動將舉辦約 200

場專題論壇，吸引超過 1000 家國際知名企業參展，並舉辦多場技術展示與現場

參訪活動，全面呈現全球智慧運輸的最新趨勢。 

此次主辦權的取得，不僅象徵著臺灣在國際上的技術實力獲得認可，也有助

於促進智慧運輸相關產業的國際化發展，深化臺灣在全球產業鏈中的角色。透過

大會，預期臺灣的智慧交通解決方案將能夠進一步打入國際市場，提升國家能見

度。 

圖 73 臺灣參訪團員於世貿門口合照 

在臺灣取得 2029 大會主辦權的消息公布後，可以深刻感受到 ITS 領域前輩

們內心的感動澎湃，大家前仆後繼努力終於有了美好的果實，對此，ITS 協會也

特別請臺灣出國團員共同大會開幕典禮後大合照，以資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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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交通部暨所屬機關人員合照 

圖 75 臺鐵公司與 IBM 公司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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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ITS 對交通安全確有重大貢獻，特別是挽救生命的核心目標 

ITS 技術在提升交通安全方面已取得顯著成果，例如美國和日本推行的智能

速度輔助系統（ISA）和即時交通事故預警系統，大幅降低了交通事故致死率。

大會多位專家提到，數據共享和標準化（如 SENSORIS、TN-ITS）的應用，是精

準分析事故風險、提供即時警示的關鍵技術支撐。 

（二）跨區域數據共享可促進全球智慧交通發展 

交通數據的跨區域共享和協作已成為智慧交通系統不可或缺的部分。例如歐

洲移動數據空間（EMDS）和日本的探針數據項目，顯示出公私合作在實現數據互

通中的潛力。 

（三）AI 與數據共享能構建可信的智慧交通生態 

數據的質量、即時性和安全性是構建可信數據平台的基石，尤其是在應用

AI 進行交通管理時。例如，日本展示了基於探針數據的實時交通分析，成功支

持了災害應對和交通優化，而美國則專注於利用 AI 預測駕駛行為以降低事故風

險。 

（四）智慧交通應用可對環境挑戰展現出解決潛力 

透過技術創新與數據驅動的交通管理，智慧交通系統不僅能有效提升運輸效

率，還能顯著減少碳排放與能源浪費，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提供了實際可行的

路徑。例如，智慧停車管理系統和大數據分析技術的應用，已成功降低城市交通

壅塞，同時減少了因無效行駛所造成的環境負擔，進一步推動綠色交通的普及與

發展。 

（五）災害情境下的智慧交通解決方案 

日本和美國在大會上展示了智慧交通如何在災害中發揮作用。例如，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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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式交通數據整合，能在災害發生時快速提供道路狀況與通行路徑建議。 

二、建議 

（一）持續藉由智慧科技導入提升鐵路安全 

為確保鐵路行車安全的願景目標，本公司應持續在人、車、路等面向相關環

節，思考透過提升數位環境、培育數位人才等策略，研提適宜的行動方案，促使

營運場域數位化、傳輸通訊環境優化，並推動跨部門協作，以穩健節奏與推動機

制，促成目標依規劃期程達成。 

（二）持續以標準化、數位化、智慧化之策略方針，推動智慧鐵道發展

標準化有助於提升跨部門協作以及數據處理的效率， 為智慧化發展的重要

基礎，本公司業依交通部頒布「智慧鐵道系統資訊與通訊技術規範」，訂定可供

各部門依循的「臺鐵一致性資料介接規範」，未來各類系統建置更新優化或設備

部署，均應基於能夠互通的資料標準，共同推動數位智慧化建設工作。 

（三）應善用數位化預警工具來因應極端劇烈天氣

因應極端劇烈天氣，應持續嘗試了解自動化災害預警工具之成功案例，將氣

象、地質和環境監測數據（如河川水位、山坡滑動預警）結合至鐵路運營系統，

透過適當的數據呈現與分析介面，輔助本公司精確掌握極端天氣的動態。 

（四）持續嘗試將智慧運輸（智慧鐵道）推動成果投稿 ITS 世界大會

將智慧運輸（智慧鐵道）推動成果投稿至 ITS 世界大會，可提升臺灣在國際

能見度與影響力，並在全球智慧交通領域內，建立技術領導力與專業形象，成為

國際智慧運輸生態中的重要參與者。此外，亦可促進技術與經驗的交流，可以與

來自不同國家的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及產業領袖互動，了解最新的技術趨勢和應

用案例，甚至未來亦有建立國際合作的機會，有助於培養智慧鐵道領域的專業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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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 2029 年 ITS 世界大會在臺舉辦預作準備 

臺鐵公司化後，即著手研擬 113 年至 117 年智慧鐵道發展計畫，可預見 ITS

世界大會在2029年於臺北舉行時，除在臺灣主場展示本公司推動智慧鐵道成果，

亦有機會在相關論壇或會議與國際人士深入交流，爰建議本公司可持續參加國際

智慧交通會議與研討會，鞏固精進語言能力並提升國際化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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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本公司論文簡報內容 

1. TP 25 - Promotion of Smartization in Taiwan Railway Oper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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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P 35 - Smart Inspection for Railway Rolling Stock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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