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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先進交通控制系統未來發展雛議 

會員: 林良泰、董力維 

歐美地區之國家多已廣泛應用先進智慧型交通控制系統於都市交通管理之領域中，綜觀

現今相關交通控制系統雖具有多樣性，但追本朔源其主架構仍在於適應性交通號誌系統

(Adaptive Traffic Control System)及交通資訊傳輸系統(Traffic Communication System)。亦即交
通控制程序所需之即時車輛資訊乃是藉由各式車輛偵測器所獲得，交控系統即是依偵測器所

偵測之即時車流或是交通事件，進而調整出適當的時制計畫，以減少因突發狀況發生所造成

之交通衝擊。 

反觀台灣，先進智慧型交通控制系統仍未被廣泛的應用於一般都市交通系統，大多還處

於測試及驗證的階段；現今使用之號誌控制系統經多年研發，雖於相關資訊之傳輸、車輛偵

測設備之技術等呈現長足之進步，但其大略仍不脫以實體的資訊傳輸線路作為交通資訊傳輸

之媒介，且車輛偵測器僅著重於各類車流資料之蒐集，因此就智慧型交通系統主架構中的動

態交通號誌系統中所需之精確的即時交通資訊的取得就顯得格外困難。目前國內研究仍主要

專攻於車輛偵測器（如影像偵測器）精準度及信賴度的驗證，對於相關號誌時制計畫規劃方

面，仍依賴舊有的固定區域時段畫分號誌時制計畫，因此當突發交通狀況及事件發生時，易

造成反應時間過長、車道嚴重壅塞等缺失。 

而就交通資訊的傳輸來看，台灣地區各大都市交通控制中心大多仍以資訊線路作為資訊

傳輸之媒介，但因纜線佈設與維護經費龐大，且易受道路施工等因素而損壞，維修及保養經

費方面更顯所費不貲及困難。因此，逢甲大學運輸科技管理學系研究團隊將整合交通管理策

略與執行、無線通訊、資訊設備軟硬體等方面，研發一套機動式智慧型交通控制系統。此一

系統將在動態號誌時制計畫規劃、無線資料傳遞網路建置、及號誌控制器功能智慧化及微小

化等三大方向，做出一個更符合台灣地區的先進智慧型交通整合管理系統。其三大方向之突

破改進如下: 

1.動態號誌時制計畫規劃 

整合管理系統將針對交通控制策略產製邏輯（方法）進行研究。俾將控制區域劃分、時

段劃分及號誌時制計畫（控制策略）研擬等予以整合為一動態群組劃分功能之機動式智慧型

交通控制系統。此系統將結合現有各都會區之時段劃分及時制計畫產製相關研究成果，建立

動態資料處理及預測能力，進而擬定整體之交控策略產製系統，以滿足未來道路實際之交通

需求，有效的處理日亦增加之車流量，以及號誌化路口號誌故障時之應變策略建立。其後，

結合無線通訊技術將即時交通資訊之取得納入考量，配合車流資料之預測，產製符合即時交

通狀況之最佳策略，並應號誌時制計畫規劃動態化之目標。 

2.資訊無線傳輸 

 目前台灣地區各大都市交通控制中心大多仍以電纜線作為資料傳輸之媒介，但因電

纜線佈設與維護經費龐大，且易受道路施工等因素而耗損，故新的機動式智慧型交通控制系

統將結合無線資料傳輸技術，俾運用於都市地區交通控制系統中，並配合傳輸介面與整合無

線傳輸通訊協定，作為各項交通資訊傳輸媒介，並針對其通訊協定進行研究，俾利各項交通

控制設備間之整合運用，以擺脫傳統實體纜線維修費龐大及維修不易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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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號誌控制器功能智慧化及微小化 

目前交通號誌、車輛偵測器和可變資訊標誌系統均有其專屬之控制器，並各自單獨與交

控中心連接。除了欠缺機動性、使用彈性與經濟性外，落地式的箱體控制器佔用部份道路（行

人）通行空間常為民眾所詬病、功能簡單難以擴充外、無法提供燈號閃滅與號誌連鎖外較複

雜功能等缺點。因此，藉由整合「單板電腦 (Single Board Computer)」與「嵌入式系統」，設
計一種嵌入式交通號誌控制裝置。預期整合後的控制器系統，可在不減損控制品質的前提下

取代現有號誌控制器之功能，以符合號誌控制器功能智慧化及微小化的目標。 

透過上述之三大方向，現有的交通控制設備、組成架構、操控範圍、運作機制、資料蒐

集與分析、交通控制策略制定等面向將重新更新與整合，結合與運用 IT、無線通訊、影像偵
測等新技術，將發展於技術、運作效率、控制架構均有別於傳統交通控制方式之機動式智慧

型交通控制系統。（作者林良泰為逢甲大學運輸科技與管理系副教授；董力維為逢甲大學運輸

科技與管理系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