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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報導 

台北卡整合服務－台北城市價值縮影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分析師 呂世良 

壹、 前言 

隨著資訊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其所帶來的影響與效應正改變著你我，舉凡如

雲端運算、物聯網、無線網路與行動應用服務等，任一項科技將影響著我們未來

的生活型態與樣貌。而隨著民眾的資訊素養愈來愈高，政府也著手思考如何將資

訊科技與便民服務做有效結合與應用，提供與市民生活相關的市政服務，於是智

慧城市成為各地方政府市政建設重要目標之一。 

為讓市民能享受優質的智慧化生活，臺北市政府推動「智慧臺北城」計畫，

規劃從城市基礎建設、政務治理、政府服務、資通訊產業以至於市民的日常生活

等各個層面進行變革，以營造符合社會、經濟及科技發展趨勢的智慧新首都。而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也著手在此架構下，思考如何結合資訊科技提供市政服務，例

如：公開資料、行動服務 APP、公民投票參與 i-Voting、大數據 BigData 與行動支

付，甚至擴及至智慧交通、健康照護、數位教學、無線網路與基礎設施等。 

「台北卡整合服務」即是秉持此思維模式，為讓市民能更有效與方便的存取

與使用市政服務，「台北卡整合服務」匯集各機關市政便民服務與資源，透過數位

化卡證，建立單一、整合、安全的市民數位 ID 與認證機制，連接各項公共網路服

務與實體服務，提供市民在洽公、休閒、交通等各項生活應用上便利的識別及支

付工具，同時提升市民對於城市的認同感及光榮感。 

此外「台北卡整合服務」未來將規劃提供具體服務導向績效指標 (Key 

Performance Index, KPI)，以利機關進行服務創新，讓機關能充分掌握市民使用市

政服務需求與期待，並匯集更多機關資源，提供與市民有效連結之市政服務。期

望藉此能提高民眾對市政服務滿意度與政府施政滿意，進而連結民間業者結合台

北卡推出更多服務應用，共同達到產業活絡與創造經濟價值。 

圖 1  「台北卡」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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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服務緣起 

有鑑於科技日新月異，第一張數位化卡證概念於法國問世後，經過多年演進，

數位化卡證應用已從早期的公共電話、醫療、銀行擴及至交通、購票與紅利點數

累積等應用範圍。而在國內，數位化卡證亦已處於蓬勃發展階段，91 年 9 月 30 日

起上市的「悠遊卡」即是一張整合臺北市捷運、聯營公車與停車票證之 IC 電子交

通票證。99 年 4 月起，悠遊卡亦開始提供小額消費應用服務，從此悠遊卡正式從

交通票證轉變為貼近民眾各式生活需求之 IC 電子票證。 

隨著從悠遊卡所獲得的經驗，與政府發展大眾運輸政策下，各地方政府也著

手發展相關應用，從原先交通票證逐漸擴展至購票、特約小額消費、圖書借閱證、

觀光景點門票、繳交行政規費等，例如：92 年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與公共運輸處發

行之「敬老悠遊卡」、「愛心悠遊卡」提供長者、身心障礙者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直

接享有乘車補助、102 年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發行「台北卡—二代健康卡」，提供民

眾可隨時查詢個人健康資料，進行自我健康管理，同時提供集點服務，鼓勵民眾

積極參與健康促進活動累積健康點數。 

儘管立意良善，但民眾持「台北卡—二代健康卡」無法享有其他機關所提供

之便民服務，且其他機關亦仍各自發行相關服務卡證，造成民眾須管理多張卡片；

同時申辦與使用各項市政服務時，亦須轉換多張卡片。有鑑於此，若將卡證依適

當規劃進行整合，便能擴大應用範疇與便利性，多卡合一已成為未來重要趨勢。 

故 103 年起，臺北市政府資訊局推動「台北卡整合服務」整合本府各局處資

源，透過跨局處協調整合各項市政卡證服務，並提供多項市政服務推廣集兌點活

動，同時持續規劃加入更多元的便民服務與福利，期望提供給所有生活於臺北市

的市民，皆可「一卡在手、悠遊台北」。 

參、 「台北卡」演進歷程 

「台北卡」演進歷程從過去、現在與未來，共分成三階段，分述如下： 

一、台北卡 1.0 (悠遊卡應用階段) 

102 年 4 月 30 日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發行「台北卡—二代健康卡」，提供民眾

可隨時查詢個人健康資料，進行自我健康管理。同時提供集點服務，鼓勵民眾

積極參與健康促進活動累積健康點數，並回饋給市民兌換現金或獎品，以提高

市民參加健康促進活動意願，增進市民健康。惟民眾持「台北卡—二代健康卡」

無法取用其他機關提供之便民服務，且其他機關仍各自持續發行相關服務卡證。

民眾外出得同時攜帶多張卡片，使用各項市政服務時，亦須轉換多張卡片，無

法憑一張卡即可使用市府提供之多項業務。另外，民眾使用各機關市政服務之

相關資訊，卻也分散於各局處業務系統內，無法有效整合利用。 

二、台北卡 2.0 (卡片整合階段) 

為了整合本府卡證，103 年 10 月 13 日資訊局推動「台北卡整合服務」，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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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本府各機關市政資源，透過跨局處協調進行申辦業務、服務推廣活動與系統

整合，規劃整合各項市政卡證服務，包括衛生局「二代健康卡」、教育局「數位

學生證」、社會局「敬老悠遊卡」、公共運輸處「愛心悠遊卡」、「愛心陪伴悠遊

卡」等，以及提供多項市政服務推廣集兌點活動，並陸續加入更多元的便民服

務與福利優惠，提供給所有在臺北城市生活的市民，持一張「台北卡」即可輕

鬆便利的取用臺北市政府所提供的各項市政服務與福利優惠。 

三、台北卡 3.0 (服務導向階段) 

104 年起，臺北市政府將持續擴大整合本府各式卡證(包含紙卡、塑膠卡與

條碼卡)，提供便捷申辦服務外，亦將同時提供各卡證服務取用量數量績效指標

KPI，包含民眾使用服務之次數、歷程與頻率，供服務機關參考與改進服務品質，

並透過機關之間良性競爭互動，推出更多優質市政服務，以有效貼合民意與市

民需求。 

 

圖 2  「台北卡整合服務」演進歷程 

肆、 「台北卡」服務特色 

為提供市民更便捷申辦與使用台北卡，「台北卡整合服務」做了以下的創新應

用，說明如下： 

一、整合機關各卡證 

「台北卡」利用悠遊卡結合了各機關的卡證服務，為達到多卡合一目的，

以本府各局處常態性發行之悠遊卡為優先整併對象。目前已整併卡證包含衛生

局「二代健康卡」、教育局「數位學生證」、社會局「敬老悠遊卡」、公共運輸處

「愛心悠遊卡」、「愛心陪伴悠遊卡」，「台北卡」將這些服務通通都整合在一張

卡片，市民藉由一張卡片即可享有健康管理、乘車優惠、場館優惠等服務，還

可參加市府各項活動，累積點數兌換悠遊卡儲值金。此外，有鑑於臺北市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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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皆已持有悠遊卡，為擴大便民措施服務範圍，「台北卡整合服務」亦開放市民

自持悠遊卡或已申辦之卡證至發辦卡服務窗口辦理加入台北卡，並進行多卡歸

戶作業，開通所有卡證對應之服務項目。目前台北卡整合各卡證服務與實施對

象說明如下： 

表 1  台北卡整併各卡證服務名稱與適用對象 

卡證名稱 對應服務名稱 適用對象 

數位學生證 數位學生證服務 包含教育局管轄之大專院校、公私立高

中、職，國中及國小學生。 

敬老悠遊卡 敬老乘車證服務 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之年滿 65 歲老人、

年滿 55 歲原住民。 

愛心悠遊卡、

愛心陪伴卡 

愛心乘車證服務 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之身心障礙者。 

二代健康卡 健康服務 設籍本市中低收入戶、原住民等弱勢族

群及 0-6 歲學齡前兒童。 

二、提供多元便捷的申辦管道 

為讓市民更容易與方便的申辦台北卡，「台北卡整合服務」提供市民親臨至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台北卡申辦作業窗口，包含臨櫃申辦，如：12 區公所、12 區

健康服務中心、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機關學校窗口、集兌活動現場服務櫃台等

實體服務櫃台，同時亦可藉由台北卡官網，線上辦理申請作業、查詢申辦進度

等。透過網路、臨櫃等一站式服務，主動分派申請至各服務機關，提供民眾更

便利的申辦體驗。 

三、提供市民貼心服務 

市民申辦台北卡後，台北卡系統將主動通知市民各項服務申辦進度、補正

及交付訊息。市民亦可於台北卡官網即時查詢台北卡點數、參與之服務推廣集

兌點活動，並進行線上意見回饋、滿意度調查填寫，以反復檢討提升服務品質。 

四、單一窗口與現場製發卡 

在台北卡 1.0 階段，若申請「敬老悠遊卡」、「愛心悠遊卡」等卡證，市民申

辦完成後將由各區公所彙集製卡清冊，以公文交換方式送至悠遊卡公司，待悠

遊卡公司製完卡後統一送回各區公所，再由區公所通知市民前往領卡，此申辦

到領卡往往至少需要耗費 2.5 周的時間。 

現在透過「台北卡整合服務」，市民到各區公所、各健康服務中心與聯合醫

院的台北卡單一窗口申辦後即可現場領取個人化卡證，不須再像以往要等候 2.5

周的製卡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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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單一窗口與現場製卡服務 

 

五、多樣化集點活動與便利兌點服務 

市民持台北卡除享有原有卡證服務外，還可參與市政服務推廣活動，例如：

卡證歸戶贈點、健康篩檢、運動集點等活動，市民在享受市府貼心的便民服務

外，同時還可累積「台北點」。 

台北點是為了增加各機關提供民眾參與市政服務推廣活動所累積點數之流

通性，於台北卡上提供之單一點數。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舉辦的服務推廣集點活

動的「台北點」皆可共同累積兌換，台北點兌換加值金比例為台北點 1 點兌換

等值新臺幣 1 元之悠遊卡加值金。 

市民累積台北點後，可至 12 區公所、12 區健康服務中心與運動中心、臺北

市立聯合醫院，甚至在台北捷運站 113 個地點，將台北點兌換成悠遊卡儲值金，

進行小額消費，此為領先全台各縣市市民卡的創新應用。 

六、文化場館購票及周邊商品優惠 

除各機關舉辦之服務推廣集兌點活動外，市民憑「台北卡」還可享有臺北

市 14 個文化場館的購票與周邊商品優惠，如西門紅樓、士林官邸、草山行館等

知名場館皆有配合。此外，為推動智慧城市交流，臺北市與臺東縣攜手合作推

廣市民卡，讓市民持自己的市民卡就可享雙邊城市所提供的文化場館與商家消

費優惠，讓服務更上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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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臺北市與臺東縣雙城合作場館優惠項目 

伍、 系統服務架構 

「台北卡整合服務」係藉由虛擬化雲端技術，以「整合服務」為發展基礎，

整合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卡證服務資源於「台北卡雲端多元服務平台」，並透過各式

卡證申辦流程重整、規劃及發展成台北卡申辦服務作業，以利資源整合應用，提

供一致性申辦作業服務。 

市民至台北卡申辦作業窗口臨櫃，如：12 區公所、12 區健康服務中心與臺北

市立聯合醫院、機關學校窗口、集兌活動現場服務櫃台等實體服務櫃台提出受理

後，將由櫃台人員藉由「台北卡雲端多元服務平台」進行線上基本資料登錄，並

透過戶役政系統進行市民身分檢核、各業務系統特殊身分資格查核 (例如：身障資

格)，以確認是否符合免費製發卡條件。 

申辦過程中同時將進行表單資料檢核以確保資料完整是否正確登錄、相關申

辦所需文件與照片等是否已上傳成功。若民眾同時申請多項服務，例如：敬老卡

服務與健康服務，將透過申辦分派作業功能分送至不同所屬機關業務審核人員，

各機關業務審核人員受理審核成功後將民眾申辦資料透過資料交換格式送至各機

關業務系統記錄，同時亦將記名資訊傳送至悠遊卡公司，申辦作業受理成功後，

再由櫃檯人員將稍早上傳之照片進行裁切，透過製卡預覽功能確認無誤後，透過

印卡機進行現場製卡核發給市民使用。 

在集兌點服務推廣活動方面，活動主辦機關可至「台北卡雲端多元服務平台」

進行服務推廣活動建立，並可透過行動手持設備進行集點或透過機關現有集點系

統將集點資訊傳送至台北卡系統。 

市民在參與集點活動後，可至台北卡官方網站、親臨申辦櫃檯或透過「愛台

北市政雲」APP 查詢目前所累積之服務推廣集點活動點數，並可就近選擇台北卡

加值服務據點 (12 區公所、12 區健康服務中心、聯合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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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區、12 區運動中心與捷運站)，持台北卡透過加值機台將台北點兌換成悠遊卡加

值金。 

而在服務推廣集點活動結束後，活動主辦機關亦可至「台北卡雲端多元服務

平台」下載活動集兌點清單與兌點統計表進行後續的清分帳與核銷作業。 

掛失資料
交換

服
務
對
象

製卡資料
交換

記名資料
交換

待辦案件
稽催通知

市民資格
檢核

介接
網路市民

介接員工
愛上網

介接
簡訊平台

介接戶役
政系統

介接
推播平台

介接
愛台北

介接健康
卡系統

介接學生
出入校園
管理系統

回饋業務
系統

活動資格
判斷

累積點數
查詢

雲端多元服務平台

臨櫃 網路

多元申辦管道 申辦作業審核

申辦
作業
檢核

資料
檢查

智慧
表單

申辦
作業
分派

分派
作業
檢視

申辦
作業
核定

會員機制整合與管理

教育
局

衛生
局

社會
局

員工
愛上
網

網路
市民

系統
服務
介接

服務推廣
活動與集

兌點

卡證資訊
管理
(含印製
卡證)

申辦
進度

民眾(官網)-網路市民

開通
服務

集兌點
紀錄

線上
申辦

網路作業(網路市民)

線上
掛失

最新消息
活動資訊

輪播
活動訊息

台北卡介
紹

線上查詢 社群分享 常見問答

網路櫃台
可攜式集點

設備
為民服務櫃

台

各區區公所
櫃檯

(提供個人化卡

證服務)

各級學校單
位

各區健服
櫃台

市立聯合醫
院

活動服務櫃台

辦卡登卡 個別發卡 整批發卡 民眾臨櫃、郵寄或傳真 民眾臨時辦理 管理人員 機關負責人

民眾自主辦理 機關辦理 機關人員受理 活動臨時櫃台受理

收件人員

卡證管理系統

虛擬櫃檯 實體櫃檯 臨時櫃台

服
務
櫃
台

台
北
卡
官
網

雲
端
多
元
服
務
平
台

資
訊
交
換
、

介
接
與
排
程

圖 5  台北卡服務架構圖 

陸、 台北卡 3.0 計畫介紹 

為擴大整合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卡證服務以及有效提升台北卡服務推廣活動品

質，臺北市政府資訊局刻正推動台北卡 3.0 計畫，計畫內容分述如下： 

一、卡片虛擬化 

為讓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皆能以台北卡作為市民取用市政服務之卡證，台北

卡 3.0 計畫擬將擴大整併各機關發行卡證。惟因各機關現有卡證類型、樣式、使

用方式、服務使用場域與卡證業務系統迥異，為達有效整併之效，台北卡 3.0 將

進行通用性台北卡系統架構設計，讓台北卡系統可彈性的記錄各卡證所需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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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在服務取用方面則提供各機關以虛實合一方式，讓現有卡證服務更容易的

加入台北卡服務。若現有卡證服務存取是藉由人工識別者，市民在申請加入台

北卡服務後，可透過行動裝置下載安裝「愛台北市政雲」APP，透過身分確認後

即可開啟台北卡服務，市民在存取各機關服務時可透過 APP 開啟現有卡證卡面

資訊，依照現行身分識別方式進行確認後即可使用服務，對新加入的卡證服務

機關而言，不需作任何變動。 

若現有卡證服務是藉由業務申辦系統存取者，例如：圖書借閱服務，市民

持台北卡存取服務時，透過悠遊卡讀卡感應設備取得卡號後，再透過轉換模組

經台北卡系統確認會員身分與服務狀態後，轉換原業務申辦系統會員編號，再

回饋至業務申辦系統，由櫃檯服務人員提供後續之應用服務。透過此模式，對

於已經有業務系統的機關而言，可以以最小系統更動程度加入台北卡服務。 

 

圖 6  台北卡虛擬化服務存取方式 

二、適應性服務 

除申辦與服務存取外，台北卡 3.0 計畫亦將規畫提供新型態服務導向 KPI，

讓卡證機關能了解市民卡證使用情況。以往機關僅知自家卡證發行量，但市民

使用該卡證的習慣、喜好與滿意度皆無法得知。爰此，台北卡 3.0 計畫亦將建置

服務績效指標 KPI 系統，藉由市民參與市政服務推廣活動歷程資料分析，機關

可更瞭解活動實行期間市民參與情形與執行成效，透過具體數據持續累積回饋，

提昇機關對市民需求掌握度，未來各機關推動市政服務應用時，將有明確參考

依據，亦更能提供真正滿足市民需求之市政服務，做為服務品質精進參考，讓

市政服務更有效貼合民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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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台北卡 3.0 新型態 KPI 數據提供示意圖 

柒、 預期成果效益 

一、整合市政便民服務，民眾僅須持有智慧手機即可獲取各局處提供之整合式

市政服務，減少民眾管理多張卡片之不便。 

二、減少重覆編列製卡費用，透過智慧手機整合各機關發行之實體卡，節省編

列相關製發卡經費，達到機關節省成本、民眾亦不需攜帶多張卡片之雙贏

局面。 

三、結合城市互助優惠交流，除可提供市民更多外縣市便捷服務外，亦可提供

外縣市民眾友善便捷的旅遊環境，提升台北友善智慧城之名聲。 

四、建立服務導向與創造正向循環，機關將從僅關注發卡量轉變為服務使用數

據，透過良性競爭，促使機關推出更多優質便民市政服務。 

五、打造數位化歷程服務，例如：6 歲以前可使用兒童健康服務、入學後使用數

位學生證服務、出社會後使用健康篩檢服務，年老時使用敬老乘車證服務，

讓市民從出生到老皆可持著台北卡，享受本府各項市政服務、便民福利及

優惠。 

捌、 未來展望 

透過市民持續與廣泛的使用「台北卡」，並藉由以人為本、協同運作、全民參

與及開放精神，持續進行台北卡整合服務之推動與創新，未來將持續推動以下項

目： 

一、持續整合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卡證服務，未來各機關規劃推出市政服務項目

時，皆以台北卡為服務存取之鑰。 

二、透過服務績效指標 KPI 促使機關推出多元創新應用服務，讓台北卡整合服

務成為台北城市價值之縮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