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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ETC技術輸出模式分析 



▌接洽方式 
國外參展、獲邀演講、角逐國際獎項 

 IBTTA -「2015年收費系統卓越獎-服務及推廣類」 
 2015 ITS World Congress Industry Award 
 入圍美國百大科技研發獎 R&D 100 Awards 

外國參訪團來台觀摩交流 
設備供應商推薦或介紹 
商貿拓銷團整體輸出 

▌輸出案例 
哥倫比亞(2014年底特律ITS年會參展)-洽談中 
俄羅斯(國外設備供應商推薦或介紹)-洽談中 
義大利(國外設備供應商推薦或介紹)-已取得標案 
越南(參訪團來台)-已取得標案 
科威特(國外設備供應商推薦或介紹)-已取得標案 
其他機會(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的工程應用、以及歐美
的國際大廠洽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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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目前技術輸出模式分析(1/3) 



▌合作方式 

技術顧問角色 

 越南案例-擔任越南ETC技術顧問 

視業主需求而推薦適合廠商 

 越南案例-推薦門架鋼構廠商(中興工程)、 

    路側設備(裕勤科技) 

▌應用方式 

著重於高速公路電子收費 

越南曾提出WIM(政策已 

   定且有其他廠商承攬)、 

   eParking(尚未有廠商承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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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目前技術輸出模式分析(2/3) 

越南TASCO及遠通簽約



▌遭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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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目前技術輸出模式分析(3/3) 

臺灣
ETC
技術 

ETC 
技術
輸出 

輸出對象國
政經情勢 

輸出對象國
社會民情 

輸出對象國
執行人員 
素質及訓練 

輸出對象國
政策決心 

語言隔閡 

合作雙方的
認知差異 

輸出對象國
需求意願 

技術輸出的
推廣及包裝 

輸出對象國
法規配合 

輸出對象國
系統導入營
運程序定義 

既有系統的
整合及協同

運作 

母國公開 
協助與宣傳 



▌工業局「出口轉型新戰略」 

推動整體解決方案出口 

 製造業要以軟硬體系統和服
務化形成突出的差異化為競
爭優勢 

 服務業要以國民有感的解決
方案為基礎，建立以跨境提
供為主的國際輸出模式 

關鍵課題 

 如何形成整體解決方案 

 如何形成國際矚目的焦點 

 如何走向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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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未來技術輸出策略的建構(1/4) 

資料來源：整理自「2015年07月09日中時電子報，中華經
濟研究院國際所陳信宏所長，觀念平台－整體解
決方案出口的關鍵議題」 



▌輸出策略 (1/3) 

形成整體解決方案 (國內端) 

 提升產業特色與競爭優勢 

 強化ETC差異化功能特色與民眾好感 

 建構完整ETC產業資料庫(技術、產品、廠商、人力及海外市場
資訊等) 

 克服技術取得、加值應用及法規限制等複合性問題 

 持續推動政府採購案引導開創國內市場的創新解決方案 

 建構一條龍產業鏈發展模式 

 建立廠商間、跨部會和法人團體的整合與合作機制(PPP) 

 建立僑生及外籍學生人才媒合機制 

 建立製造服務化的一條龍產業發展模式(整合提供購買前、購買
時、購買後各階段的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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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未來技術輸出策略的建構(2/4) 



▌輸出策略(2/3) 

形成國際矚目的焦點 

 國內政府創新政策與市場產業組合，進行內需練兵，提出ETC
整體解決方案，形成展示亮點 

 探索和推動的eTag延展應用服務，放大ETC技術亮點 

 技術輸出的推廣及整體包裝 

 確認行銷推廣的管道與資源 

 參加國際活動與爭取主辦權 

 申請國際獎項 

 辦理國際研討會 

 列入國際經貿交流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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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未來技術輸出策略的建構(3/4) 



▌輸出策略(3/3) 

走向國際市場 
 蒐集輸出對象國情資與瞭解國情 

 強化當地語言溝通及文化理解能力 

 蒐集政經情勢、政策決心、社會民情、法規、需求、認知…等 

 蒐集既有系統之架構功能、營運方式及營運者特性….等 

 蒐集可能合作政商機構與網絡關係 

 建立廠商海外之支援機制與輸出對象國合作模式策略 

 協助提升輸出對象國執行人員素質與訓練(相關課程與參訪) 

 工程服務業援助夾帶ETC產業整體輸出 

 輸出方式 

 技術顧問支援 

 參與國際相關標案計畫(投標或合作) 

 透過第三方推薦(歐銀、亞銀、其他組織及國外設備供應商) 

 外交經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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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未來技術輸出策略的建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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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ETC未來應用項目及場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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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類型 應用項目\場域 高(快)速公路 地區道路 特定區域 

A.電子收費 

A1.路外停車場收費/彈性費率   ● ● 

A2.路邊停車格收費/彈性費率   ● ● 

A3.觀光遊憩區收費     ● 

A4.產業運輸道路砂石車收費   ● ● 

A5.擁擠費/可變費率(HOT) ● ● ● 

A6.其他旅運相關收費     ● 

B.交通管理 

B1.匝道儀控 ●     

B2.匝道壅塞偵測 ●     

B3.路肩區段開放動態控制 ●     

B4.休息站/服務區滿車監控 ●     

B5.速限控制 ● ●   

B6.大貨車動態地磅系統 ● ●   

B7.公車優先號誌   ●   

C.停車管理 
C1.路外停車場進出管理及動態資訊     ● 

C2.路邊停車導引及動態資訊   ● ● 

2-1 未來應用項目及場域分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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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類型 應用項目\場域 高(快)速公路 地區道路 特定區域 

D.安全管理 

D1.事件自動偵測 ● ●   

D2.違規車輛取締 ● ●   

D3.大貨車、聯結車禁行區域(路段)管制 ● ● ● 

D4.大客車禁行路段管制   ● ● 

D5.緊急車輛優先號誌控制   ●   

D6.危險物品運送監控管理 ● ●   

D7.車輛進出隧道或特定路段追蹤 ● ●   

D8.河岸進出監控     ● 

E.資訊服務 

E1. OD資料蒐集及加值應用 ● ●   

E2.旅行時間推估及加值應用 ● ●   

E3.動態交通資訊提供 ● ●   

E4.路段車流偵測及加值應用 ● ●   

E5.路口轉向車流偵測及加值應用   ●   

E6.電子車牌 ● ● ● 

F.非交通類 

F1.警政治安 ● ●   

F2.社區門禁管理     ● 

F3.河川疏濬區出入管制     ● 

F4.顧客服務管理     ● 

F5.商用車隊管理 ● ● ● 

2-1 未來應用項目及場域分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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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ETC未來應用之優先項目建議 



15 

3-1 未來優先應用項目分析指標 

ETC技術未來優先應用 

營運 
簡易性 

制度 
相容性 

技術 
優越性 

產業 
獲利性 

民眾 
有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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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類型 

應用項目\場域 
營運 
簡易性 

技術 
優越性 

制度 
相容性 

產業 
獲利性 

民眾 
有感度 

建議優先 

A. 

電子
收費 

A1.路外停車場收費/彈性費率 ˇ ˇ ˇ ˇ ˇ ※ 

A2.路邊停車格收費/彈性費率 ˇ ˇ ˇ ˇ ˇ ※ 

A3.觀光遊憩區收費 ˇ ˇ ˇ ˇ ˇ ※ 

A4.產業運輸道路砂石車收費   ˇ ˇ ˇ   ※ 

A5.擁擠費/可變費率(HOT)   ˇ   ˇ     

A6.其他旅運相關收費 ˇ     ˇ ˇ   

B. 

交通
管理 

B1.匝道儀控 ˇ ˇ ˇ   ˇ ※ 

B2.匝道壅塞偵測 ˇ ˇ ˇ   ˇ ※ 

B3.路肩區段開放動態控制 ˇ ˇ ˇ   ˇ ※ 

B4.休息站/服務區滿車監控 ˇ ˇ ˇ ˇ ˇ ※ 

B5.速限控制 ˇ ˇ ˇ ˇ   ※ 

B6.大貨車動態地磅系統   ˇ ˇ       

B7.公車優先號誌 ˇ ˇ ˇ ˇ ˇ ※ 

C. 

停車
管理 

C1.路外停車場進出管理及動態資
訊 

ˇ ˇ ˇ ˇ ˇ ※ 

C2.路邊停車導引及動態資訊 ˇ ˇ ˇ ˇ ˇ ※ 

3-2 未來優先應用項目之建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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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類型 

應用項目\場域 
營運 
簡易性 

技術 
優越性 

制度 
相容性 

產業 
獲利性 

民眾 
有感度 

建議優先 

D. 

安全
管理 

D1.事件自動偵測 ˇ   ˇ       
D2.違規車輛取締       ˇ ˇ   
D3.大貨車、聯結車禁行區域(路段)
管制 

  ˇ ˇ ˇ ˇ ※ 

D4.大客車禁行路段管制   ˇ ˇ ˇ ˇ ※ 
D5.緊急車輛優先號誌控制 ˇ ˇ ˇ ˇ ˇ ※ 
D6.危險物品運送監控管理   ˇ ˇ ˇ     

D7.車輛進出隧道或特定路段追蹤 ˇ ˇ ˇ       

D8.河岸進出監控 ˇ   ˇ ˇ ˇ ※ 

E. 

資訊
服務 

E1. OD資料蒐集及加值應用 ˇ ˇ ˇ ˇ   ※ 

E2.旅行時間推估及加值應用 ˇ ˇ ˇ ˇ ˇ ※ 

E3.動態交通資訊提供 ˇ ˇ ˇ ˇ ˇ ※ 

E4.路段車流偵測及加值應用 ˇ ˇ ˇ ˇ   ※ 

E5.路口轉向車流偵測及加值應用   ˇ ˇ ˇ     

E6.電子車牌   ˇ   ˇ     

F. 

非交
通類 

F1.警政治安   ˇ ˇ ˇ ˇ ※ 
F2.社區門禁管理 ˇ   ˇ ˇ ˇ ※ 
F3.河川疏濬區出入管制   ˇ ˇ ˇ     
F4.顧客服務管理 ˇ ˇ ˇ ˇ ˇ ※ 
F5.商用車隊管理 ˇ ˇ ˇ ˇ ※ 

3-2 未來優先應用項目之建議(2/2) 



 
 

18 

肆、ETC未來應用之研究課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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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未來研究課題之構面 

ETC技術輸出
研究課題 

技術面 

營運面 
 

產業面 

制度面 



▌營運面 

各種應用的營運模式為何? 是否較傳統營運方式更有效率? 
是否具有競爭性及取代性? 

各種應用是否具有獲利性? 參與者如何分配獲利? 

若涉及扣款清分則是否仍然必須透過目前既有機制? 
 

▌技術面 

eTag技術本身是否足以因應各項應用? 

是否需要與傳統技術整合? 需要整合哪些技術? 整合方式
為何?  

是否僅為傳統技術之替代品? 是否優於傳統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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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未來研究課題之建議(1/3) 



▌制度面 

既有法規是否允許eTag應用於ETC以外交通相關領域及
非交通領域? 

既有法規是否允許eTag應用於ETC之外的扣款收費? 

透過eTag蒐集資料是否可作為執法佐證之用? 

用路人隱私權及個資是否能夠獲得保護? 

智慧財產權歸屬、保護、分享方式為何? 

是否可能規定所有車輛都安裝eTag(包括機車)? 

對於傳統人工之衝擊性? 

跨政府單位合作機制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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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未來研究課題之建議(2/3) 



▌產業面 

哪些應用項目具有潛力且應該優先予以發展? 

如何推廣行銷及爭取國內外訂單?  

於技術輸出時應採取何種競爭策略較佳? 扮演的角色為何? 
介入方式為何? 

涉及哪些關鍵參與者? 各應用領域之合作模式為何? 

如何有效掌握技術輸出對象國需求意願、以及減少認知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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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未來研究課題之建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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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ETC/eTag應用項目簡介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A1.路外停車場收費/彈性費率 
▌未來可運用C1擴充eTag停車場收費功能 
▌配合運輸需求管理策略，按照分佈區位、使用時段，採
取彈性費率措施，引導民眾旅運行為 

▌應用場域 

公營、民營的公共停車場、停車場設備業者、企業大樓、
住宅社區或大樓、學校、政府機關、展覽會館、大型商
場賣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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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路邊停車格收費/彈性費率 
▌藉由前端eTag偵測設備與開單設備，以eTag整合或取代
現行收費系統。 

▌減少路邊停車收費人力負擔，提升收費正確性 
▌可因應不同區段及時段之管理需求而設定費率，以引導
用路人旅運行為 

▌應用場域 

路邊停車格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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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觀光遊憩區收費 
▌系統能協助自動收費，減少人力成本 
▌可配合蒐集觀光車輛流量，預先發布訊息告知遊客，或
配合實施總量管制 

▌可配合觀光遊憩區淡旺季，採取彈性費率措施，引導民
眾休閒行為 

▌應用場域 

公營觀光區、民營主題遊樂場 
 

26 



A4.產業運輸道路砂石車收費 
▌配合地方產業運輸道路收費制度要求，由使用者付費，
合理反映產業運輸道路開闢及維修成本 

▌有效整合河川疏濬區出入管制系統、高速公路eTag系統 
▌提高主管機關管理、車輛駕駛使用的便利性 
▌應用場域 

各縣市政府公告產業運輸道路收費路段 

A5.擁擠費/可變費率(HOT) 
▌運用設置於特定區域周邊或特定道路上的eTag前端收費
及執法設備 

▌針對駛入特定區域或利用特定道路的汽車，實施不停車
收費，依照路段及時段，徵收特別費用或提高收費，引
導用路人旅運行為，減少特定區域或道路交通量 



A6.其他旅運收費 
▌應用eTag偵測車輛並自動扣款，向消費者收取各項旅運
相關費用 

▌可搭配F4應用項目，提升顧客服務水準 
▌應用場域 

加油站、民營主題遊樂場、得來速餐飲店(drive-
through)、汽機車充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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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匝道儀控 
▌感應式儀控 
▌可隨時調整儀控率 

 
 

 
B2.匝道壅塞偵測 
▌下匝道路段之主線段車輛溢流嚴重程度偵測 
▌上匝道壅塞等候時間預測 

 
 B3.路肩區段開放控制 

▌路段間即時車流/旅行時間監控 
▌於壅塞時段開放路肩 
▌透過路側顯示設備/個人行動裝置，告知用路人 

 



B4.休息站/服務區滿車監控 
▌可監控進出車輛流量 
▌提前發布滿車資訊予用路人規劃行程 

B5.速限控制 
▌偵測區間壅塞，改變路段速限，搭配速限可變標誌，減
少壅塞回堵衝擊 

B6.大貨車動態地磅系統 
▌配合車輛辨識，告知大貨車駕駛有無需要駛入地磅站 
▌地磅系統與自動偵測系統、運輸資料系統結合，掌握車
輛運載的動態 

▌超重車輛執法 



B7.公車優先號誌 
▌利用eTag偵測公車接近路口，配合時制調整，適時的延
長綠燈時間或截斷紅燈時間 

▌提供公車減少停等路口的時間及機率 
▌提升公車到站預估的準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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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路外停車場進出管理及動態資訊 
▌單一停車場進出車輛偵測、門禁管制、進出記錄與管理、
停車席位使用狀況偵測、空位顯示、分配、導引 

▌公有、民營公共停車場動態資訊整合，可藉由公共停車
席位動態資訊服務整合，方便用路人查詢，縮短找車位
繞行時間，具有節能減碳效益 

▌未來可延伸A1應用項目利用eTag收費 
▌應用場域 

公營、民營的公共停車場、停車場設備業者、企業大樓、
住宅社區或大樓、學校、政府機關、展覽會館、大型商
場賣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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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路邊停車導引及動態資訊 
▌配合進行全面性路邊停車格位實地普查工作，構建完整
的路邊停車設施資料庫。 

▌透過後端系統停車資料加值應用功能，整合停車地理資
訊系統(GIS)，依用路人所在位置而提供即時的路邊停車
格位資訊。 

▌縮短尋找車位所需時間及減少油耗 
▌應用場域 

路邊停車格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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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事件自動偵測 
▌路肩違規停車及逆向行駛車輛監測、預警 
▌路段區間異常車流量/旅行時間預警，進行路徑導引與資
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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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違規車輛取締 
▌禁行路肩取締 
▌大車禁行內車道取締 
▌大客車以外車輛違規使用大客車專用車道取締 
▌重車未過磅取締 

 



D3.大貨車、聯結車禁行區域(路段)管制 
▌依據各交通單位(包括高公局、公路總局、各縣市政府)公
告實施之大貨車、聯結車禁行區域(路段)範圍及行駛時段 

▌於該區域周邊或路段上，運用eTag前端偵測及執法設備，
偵測進入之大貨車、聯結車，並取締違規車輛 

▌應用場域 

高公局、公路總局、各縣市公告實施之大貨車、聯結車
禁行區域(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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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大客車禁行路段管制 
▌依據各級道路主管(督辦)機關公告實施之大客車禁行路段
範圍及行駛時段 

▌於該區域周邊或路段上，運用eTag前端偵測及執法設備，
偵測進入之大客車，並取締違規車輛 

▌應用場域 

各級道路主管(督辦)機關公告實施之大客車禁行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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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緊急車輛優先號誌控制 
▌利用eTag偵測緊急車輛接近路口，配合時制調整，適時
的延長綠燈時間或截斷紅燈時間 

▌降低緊急車輛於路口停等時間及機率 
▌提升緊急救援時效性 



D6.危險物品運送監控管理 
▌利用前端eTag偵測設備，偵測道路上行駛之危險物品運
送車輛資料，藉由後端系統資料庫比對通行證、運輸憑
證、駕駛證照、物質安全資料表等資料 

▌提供事業主管單位(含環保單位)、交通單位、警察單位稽
核 

▌提供緊急救援單位執行救援任務時能夠迅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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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車輛進出隧道或特定路段追蹤 
▌於隧道或自然災害潛在路段，偵測進出車輛，掌握異常
流量變化 

▌可提供事件偵測、預警、資訊發布 



D8.河岸進出監控 
▌運用於風災應變，監控進入河岸高灘地臨時停車之車輛 
▌於防汛期或豪雨、颱風期間水門關閉前，即時通知車主
緊急疏散車輛 



E1. OD資料蒐集及加值應用 
▌減少OD調查所需成本(例如人力、時間) 
▌應用領域 

例如運輸模式建構、生活圈道路系統規劃設計 

E2.旅行時間推估及加值應用 
▌運用eTag偵測主要幹道之車輛，再結合後端系統比對及
旅行時間推估邏輯設計，估算特定路段旅行時間 

▌利用CMS或網路發布旅行時間資訊 
▌提供道路績效管理、業者加值應用 



E3.動態交通資訊提供 
▌提供旅行時間、壅塞地點、壅塞程度、替代路徑等資訊 
▌透過CMS、全國路況動態網頁、APP及廣播…等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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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路段車流偵測及加值應用 
▌減少路段車流調查所需成本(例如人力、時間) 
▌能夠即時蒐集車流動態資料 
▌取代傳統車輛偵測器 
▌可應用於路網時制模擬、交控策略研擬、道路績效管理 

 



E5.路口轉向車流偵測及加值應用 
▌利用eTag偵測判斷車輛進出路口之對應方向與位置，以
計算路口各方向直行、左轉、右轉流量 

▌減少路口轉向車流調查所需成本(例如人力、時間) 
▌即時蒐集路口轉向車流動態資料 
▌取代傳統車輛偵測器 
▌可應用於路網時制模擬、交控策略研擬、道路績效管理、
路口號誌動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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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電子車牌 
▌於所有車輛上安裝eTag標籤輔助傳統車牌，藉由前端

eTag偵測及後端系統比對而取得車籍及駕駛人登記資料 
▌提升監理業務效率 
▌促進eTag延伸應用機會 

 



F1.警政治安 
▌藉由前端eTag偵測道路行駛車輛，結合後端系統資料庫
比對，可應用於贓車追緝、犯案車輛追蹤、違規車輛或
其他特定車輛行駛路徑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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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社區門禁管理 
▌延伸運用社區車輛既有eTag 
▌自動偵測進出車輛並配合門禁系統管制出入車輛 
▌可預先登錄訪客車輛資料並設定出入時間 



F3.河川疏濬區出入管制 
▌配合土石採集區出入口管制站、洗車設備、地磅及影像
監控系統，設置車輛偵測設備 

▌確認是否為核准廠商，以管控裝載砂石之車輛進出 
▌偵測並紀錄砂石車進出時間、所屬廠商名稱、車號、空
車重量、載料重量等資料 

▌傳送上述相關資料，以作為土石總量管制、砂石銷售計
價之依據 



F4.顧客服務管理 
▌透過遠端感應偵測方式，讓第一線工作人員即時掌握來
客資料，適時提供親切的附加服務 

例如車主基本資料、車輛型號、統編號碼、消費履歷、
累積點數、贈品兌換、消費折扣…….等 

▌分析車主消費習性，有效管理客戶關係，增加消費者忠
誠度 

▌未來可擴充A6應用項目，利用eTag來收取各項商店消費 
▌應用場域 

加油站、大型賣場、民營主題遊樂場、得來速餐飲店
(drive-through)…… 

 



F5.商用車隊管理 
▌透過遠端感應偵測方式，掌握商用車輛進站/出站、司機
開班/收班、載客/載貨數據資料 

▌輔助業者即時掌握車隊營運資料，提升車輛動向管理、
司機勤務管理、載客/載貨業務績效 

▌應用場域 

貨櫃車、砂石車、物流車、計程車、遊覽車、油罐車、
危險物品運輸車、租賃客車/貨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