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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服務規劃個案過程簡述） 

民國 90 年起，高雄市街頭暴力犯罪發生率逐漸升高，例如：汽車失竊

案全年發生 5,805 件，每天帄均失竊 15.6 部汽車；機車失竊案全年發生 3 萬

4,911 件，每天帄均失竊 95.7 部機車；搶奪案全年發生 2,560 件，每天帄均

發生 7.0 件；強盜案件全年發生 506 件，每天帄均發生 1.4 件，市民對於犯

罪被害恐懼感甚為嚴重，如何防制街頭犯罪成為本市最重要的治安課題！ 

藉由美國學者羅納〃克拉克(Ronald Clarke)提倡的「情境犯罪預防」原理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增加犯罪的困難與風險，減少其發生機會，以

及「犯罪學日常生活理論」之「加強監控者的能力」防禦概念的推論，在現

有警力不足的情況下，如果能在重要路口及公共設施裝置監視器，應可以達

到嚇阻犯罪的效果。而 CCTV(Closed-CircuitTeleVision，國內有稱錄影監視系

統、路口監視器或治安監控系統等)在西元 1995 年早已被英、美等先進國家

用於維護社會治安，西元 2001 年美國發生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世界各國

普遍在重要路口及公共設施裝置 CCTV，以達到事前預防犯罪、案發後即時

逮捕嫌犯，以及事後蒐證實踐司法正義的重要工具。 

於是，高雄市政府從 95 年開始積極輔導各社區成立守望相助巡守隊，

也輔導或補助各鄰里普設錄影監視系統，而本局也在 94 年至 96 年推動「警

政精進方案」─「建構數位化錄影監視系統計畫」。97 年伊始，由本局接管

錄影監視系統的管理，因缺乏法律授權規劃，必頇面對社會大眾對於人權、

個資、隱私恐遭侵犯的質疑，而各縣市普遍存在監視器規格與系統不一、無

法相容、故障率高、難以整合等困境也一一浮現(請參見附件一)。所以，我

們研議從訂定地方自治法規開始，並積極向中央與地方政府爭取經費進行整

合，透過協商獲取機關合作、資源共享，另外參酌國內、外各大城市設置經

驗，汲取科技專業知識，採用光纖布纜、路口置箱收納、網路報修控管、雙

迴路備援即故障偵測、GIS 地理圖資應用、移動式無線傳輸、即時機動攝錄

備援裝置、遠端遙控管理等優質建構模式和科技經營理念，成立「視訊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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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正式進入 e 化管理新紀元。(本項專案從問題的發掘、思考與規劃

改善策略及產生效益，請參照表 0-1) 

從 98 年開始，我們著手規劃建構一個兼具整合治安維護、防汛救災、

防恐維安、交通及公益服務等多項功能的錄影監視系統，從原高雄市地區整

合作業到建置，99 年底再經歷縣市合併的挑戰，面對的是更為遼闊的幅員(原

高雄市面積約為 153 帄方公里，原高雄縣面積約為 2,793 帄方公里，面積約

增加 18 倍)以及相同的結構性問題，現在則賡續大高雄轄區擴充建置與妥善

維運工作。關注社會安全問題的議員、民眾(原高雄縣地區)對於部分地區監

視器設備裝設速度、妥善率等問題提出質詢及關切，亦在鞭策我們致力去達

成「城鄉一致」的目標！ 

92 年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採傳聞證據法則，又於 95 年刑法對於連續犯

罰則修正為「一罪一罰」，一人犯案數起時被查獲均只承認當下個案，如能

調出其他案件監視影像畫面經比對確認後移送法院審理，其立即會遭予預防

性羈押，進而一罪一罰判刑。本市錄影監視系統建置的成效逐漸顯著，民眾

對於路口監視器發揮治安維護功能是給予正面回應的，街頭暴力犯罪也確實

呈現下降趨勢：暴力犯罪發生數從 98 年 1,544 件、99 年 1,099 件，下降至

100 年 832 件、101 年 413 件，其中搶奪案發生數從 98 年 901 件、99 年 568

件，逐年下降至 100 年 351 件、101 年 192 件，確實達到嚇阻犯罪的效果。

而因調閱錄影監視影像破獲的暴力犯罪數據統計：99 年 568 件、佔所有暴

力犯罪破獲數 14.5%；100 年 1,218 件，比率為 38.6%，較 99年比率增加 24.1%；

101 年 996 件，比率為 48.4%，則又較 100 年增加 9.8％，錄影監視系統的裝

設對於刑案偵破有顯著的成效。 

社會治安的穩定是城市永續發展的重要指標，努力不可懈怠！我們將繼

續不斷深入瞭解民眾的需求與期許、汲取最新的科技智能與經驗，讓這套系

統發揮更多元、更具行動力的完整功能，確實實踐社會正義，營造幸福、安

全的智慧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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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1：本服務規劃專案問題、改善策略與產生效益分析表 

問題發掘 改善策略 產生效益 

一、街頭犯罪的增
加且警力不
足，法院並採
用嚴謹的傳聞
證據法則。 

建置完善的錄影監視
系統，以補警力不足
之缺、加強監控者的
能力，以及提升案件
的證據力。 

1、本局截至 101 年底總計
19,639 支監視鏡頭，減輕員
警勤務負擔。 

2、還原事實真相，作為檢察官
起訴、法官裁判的證據力。 

3、暴力犯罪發生數從 98 年
1,544 件(含原高雄縣)，降低
至 101 年 413 件；暴力犯罪
因調閱影像而破案之破獲率
從 99年 14.5%提升至 101年
48.4%。 

二
、
建
置
完
善
錄
影
監
視
系
統
的
挑
戰
。 

(一 )經費短絀
問題 

1、中央與地方
財 政 預 算
日趨拮据。 

2、每年風災與
豪 雨 造 成
損失。 

 
 
3、高雄縣市合

併 遭 遇 問
題。 

 
 

1、以自布光纖方式 
，節省龐大租金。 

2、建立 3 年保固及風
災、水災保險理賠
機制。 

 
 
 
3、擬定逐年建置汰換

與整合計畫。 
(1)爭取地方回饋金及

中央補助。 
(2)不同系統逐年整

合。 

 
 
1、自布光纖方式，每年節省

ADSL 線路租賃費用 1 億元。 
2、在 3 年保固契約內容，共減

少警局維運經費支出 3,131
萬餘元。另逾保固期之設
備，每年編列、爭取維運費
用 1,474 萬元，以維持設備
正常運作及高度妥善率。 

3、共爭取中央補助經費 4 億
6,236 萬元、市府自籌經費 1
億 3,484 萬元、地方自籌資源
1 億 8,784 萬元，共計 7 億
8,505 萬元，期間建置 19,639
支監視器。 

(二 )機關整合
問題 

1、跨機關設備
整 合 與 調
閱 機 制 問
題。 

 
 
 
 
 
 
 

 
 
 
 

 
 

1、跨機關整合 
(1)公部門資源共享 

：尌已建置錄影監
視系統設備的政府
機關研商可否介接
機制。 

 
 
(2)跨機關連繫機制：

訂立相關因法令或
公務、公益需求，
需調閱錄影監視系
統影像之規定。 

 
 

 
 
1、跨機關整合 
(1)結合民政局(7,264 支鏡頭)、

交通局(185 支鏡頭)、消防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南部備
援中心，介接本局 194 支鏡
頭)、捷運公司(1,887 支鏡頭)
等建置系統連、介接，資源
共享。 

(2)提供其他指揮體系(如其他警
察機關、地檢署、法院等)影
像調閱等申請作業機制，
100-101 年提供計 5,310 筆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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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發掘 改善策略 產生效益 

2、高雄縣市合
併問題。 

2、同機關整合 
(1) 整合原高雄縣、市

系統帄台。 
 

(2) 統一採用原高雄市
錄影監視系統規劃
建置模式重整。 

2、同機關整合 
(1)將原高雄縣(3,575 支鏡頭)、

市(11,716 支鏡頭)系統整合
至一調閱帄台，可同時作業。 

(2)採用原高雄市規劃建置模式
之優點，利用捷運骨幹延伸
光纖網路至鳳山區，計已鋪
設 2,000 餘公里，並將路口
監視器採置箱集中收納管理
方式、各派出所設置副控機
房等，在使用、管理與維護
等方面，逐步達到「城鄉一
致」。 

(三 )外部威脅
問題 

1、附掛邊溝光
纖 纜 線 經
常 因 施 工
挖斷。 

 
 
 
 
 
 
 
 
 
2、民意迫切反

映、介入，
要 求 增 設
監視器。 

 
 

1、透過協商防止纜線
被挖斷 

(1)強化承商做好自主
管理。 

(2)配合美化管線進駐
管道，落實要求承
商確依市府相關規
定辦理。 

(3)評估舊有設備之接
管或繼續維護，爭
取回饋金、地方自
籌、中央補助審評
建置。 

2、訂立治安、交通需
求 衡 量 評 估 制
度，與民代良善的
雙向溝通。 

 
 
1、爭取每年編列維運經費

1,474 萬元，以保持所有鏡
頭正常運作，維持妥善率達
成 90%以上。 

 
 
 
 
 
 
 
 
 
2、民意反映或介入要求接管、

增設等問題，多能取得共
識。 

(四 )人事制度
問題 

1、業務壓力大 
，責任大，
獎勵少。 

 
 
 
 
2、人才短缺。 

 
 

1、爭取獎勵延攬專才 
，減輕工作壓力。 

 
 
 
 
 
2、訂定證照制度，優

先派補及升遷 
(1)檢討編制，將借調

人員正式納編。 

 
 
1、人員獎勵、編制等問題已受

到重視，除研擬組織編制修
正與技術人員派補事宜外，
並於 101 年 12 月份修訂管
理計畫，提升獎勵機制，及
每年爭取 2-3 名具資訊專才
之替代役男支援相關作業。 

2、在招標頇知及保固契約內，
明訂於保固期間，每家承商
至少派 1 名技術人員進駐本
局視訊傳輸中心，協助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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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發掘 改善策略 產生效益 

(2)擇定技術人員，爭
取派補，讓更多熟
悉 ICT、CCTV 專業
知識人員參與。 

管理，共計 5 名。 

(五 )法規訂定
問題 

1、涉及隱私權
和 資 訊 自
決權、法源
授權問題。 

2、受理影像調
閱 缺 乏 流
程 管 制 和
核 准 層 級
制定。 

3、便民措施受
到 法 規 限
制。 

 
 
1、訂定本市地方自治

法規。 
 
 
2、律定本局各級單位

對於受理民眾申
請影像調閱的流
程與詳細規範。 

 
3、在「政府資訊公開

法」授權下，鬆綁
法規，本局公開錄
影監視系統監視
器設置地點及縮
短受理民眾申請
影像調閱流程的
時效，並主動告知
偵辦案件進度。 

 
 
在中央尚未統一立法之前，本
市已訂定地方自治法規(高雄市
錄影監視系統設置管理及利用
辦法)，以及管理行政規則(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錄影監視系統管
理作業及督導計畫)，除法規得
以鬆綁，兼顧人權、隱私權的
保障外，並擴大治安、交通與
公益等服務之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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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錄影監視系統建置與發展成效 

壹、個案背景與問題描述 

 

人們可能因為失望而永不信任，但也會因感動而永生難忘 
 

97 年電子媒體聳動的報導－ 

 

 

 

 

 

 

 

 

 

 

 

市民說：這個社會何時變得這麼黑暗？老百姓的安全哪有保障？ 

辦案員警說：電腦為何故障了，調個帶怎麼那麼麻煩？ 

市長震怒說：不趕快破案，大家尌倒大楣了！ 

 

幾年後，我們做到了 

建置一套具─ 

高科技、高效能 

8 項加值創新設計的監錄系統 

讓市民生活空間更有保障 

讓辦案員警掌握破案契機 

讓市民看得到本局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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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日常活動理論示意圖 

一、個案背景 

(一)源起-嚴重的街頭犯罪問題 

民國 90 年起，高雄市街頭暴力犯罪發生率逐漸升高，市民對於

犯罪被害恐懼感甚為嚴重，如何防制街頭犯罪成為本市最重要的治

安課題。剖析本市「街頭犯罪嚴重」的問題，除了經濟、社會、文

化等的變動因素外，另外法院採用了嚴謹的「傳聞證據法則」、員警

破案困難度增加、警力不足致巡邏密度不夠綿密以及民眾對於防範

犯罪的知能稍顯不足，亦為主要因素(如圖 1-1)。  

 

 
 
 
 
 
 
 

 

圖 1-1：「街頭犯罪嚴重問題」分析圖 

(二)學術理論的引證 

美國學者羅納〃克拉克

(Ronald Clarke)1提倡「情境

犯罪預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意旨在於對某

些特定犯罪類型，以一種較

有系統、常設的方法，對犯

罪的環境加以管理、設計或改善，增加犯罪的困難與風險，減少其

發生機會，達到犯罪預防的目的。另外，依據犯罪學「日常活動理

論」(Routine Activity Theory-Cohen＆Felson，西元 1979)(如圖 1-2) 指

                                                      
1
 1992 年，克拉克(Clarke)出版「情境犯罪預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一書，統整了情境犯罪預防的

策略及理論，提出 16 項預防策略。並於 2003 年將理論中擴充到五大項 25 種策略。 

街頭犯罪

嚴重 

員警破案 
困難度增加 

民眾的防範 
犯罪知能不足 

法院採用嚴格之
傳聞證據法則 

警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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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錄影監視系統建置與發展成效 

蒐集證據

與遏制街

頭犯罪 

建置錄影監視系統 

加強民眾預防犯

罪宣導工作 

加強員警刑案

偵防能力訓練 

出三個導致罪的要素，分別是有犯罪動機的人、合適的目標及缺乏

有能力的監控者，當這三項要素匯合時，犯罪的機會便會上升。 

錄影監視系統(CCTV)的建置與應用，即是加強監控者的能力，

監控力量超越時間與空間之限制，無所不在，讓有動機的犯罪者，

縱使有適合的標的物存在，考量風險與犯罪成本後，亦不敢貿然實

施犯罪。因此員警偵防犯罪與民眾防範犯罪的知能，可以透過教育、

訓練、宣導等手段得以改善，而為蒐集周延的證據與彌補巡邏警網

的綿密度，建置一套操作簡便、快速、且效益彰顯的錄影監視系統，

確實有其必要性(如圖 1-3)。 

 
 

 
 
 
 
 
 

 

圖 1-3：「蒐集證據與遏制街頭犯罪」解決對策分析圖 

英國自西元 1995 年開始在公共場所裝設隱藏式攝影機，King 

Lynn 鎮在其犯罪熱點區域裝置遙控攝影機，並直接連線至警察局，

結果街頭犯罪下降的程度出乎各方預期，在偵查範圍內的地區，整

體犯罪率下降 14%2。 

刑案現場裝設有監視器，其影像與畫面足以還原事實真相，這

不但是警察破案關鍵，也是檢察官起訴、法官裁判的證據力，CCTV

成了實踐司法正義的重要眼線，當然一個城市有了良好治安，提供

市民或暫時駐腳的遊客免於恐懼基本權利，才有幸福感可言。從早

                                                      
2刑事局 96 年 12 月委託研究報告－台北市社區鄰里監視系統在犯罪預防上成效評估之研究。 



1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期國內、外犯罪預防及犯罪學的理論顯示，設置錄影監視器有其優

點，例如： 

1、可以記錄當地案件發生情形。 

2、可以加強監控機制，節省定點人力成本。 

3、影像可以當成有力證據，提供定罪參考。 

4、可以嚇阻不法行為。 

5、提升民眾的安全感。 

6、24 小時監控，彌補巡邏警力不足。 

7、還原現場，協助偵查犯罪。 

我國政府從犯罪理論的論證及英國政府的實證，體認到普設錄

影監視系統有利於犯罪預防及偵查犯罪、節省治安成本，從 85 年開

始規劃辦理「社區安全 e 化聯防機制」，到 87 年函頒「建立全國社

區治安維護體系─守望相助再出發推行方案」，有計畫地推動於公

共場所及守望相助組織裝設監視錄影系統，藉以嚇阻犯罪並產生預

防、查察不法之效果。 

(三)接管雜亂無章的燙手山芋 

高雄市自 92 年起即陸續建置錄影監視系統，然而建置模式分為

買斷3及租賃(市府民政局租賃案，97 年始由警察局接管)兩種方案，

也出現了整合問題： 

1、系統主機設置地點不一，里長自宅或辦公室、社區活動中心、派

出所等均有設置。 

2、各案建置時間不同，各有維護廠商，運作多年後，遭遇系統老舊、

規格與廠牌迥異、訊號品質欠佳、設備管理維護不易等問題。 

3、維修費用龐大，設備故障過保固期限後無法即時修復。 

4、多數無法提供清晰之影像。 

                                                      
3內政部警政署補助地方「年度警政精進方案」經費、民代及里長爭取各項經費(如回饋金)等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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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設備、線路故障後，未能及時報修。 

6、人權團體認為有人權、隱私遭侵犯之疑慮。 

綜上，設置監視器對於錄影監視及預防有所助益，但也遭遇到

多頭馬車、管理不當、維護不易及影像品質不佳等問題，並非單純

僅是要不要裝設而已(如圖 1-4)。 

 

圖 1-4：高雄市錄影監視系統建置面臨問題分析圖 

 

  

1.為何要裝設？ 
2.可達到什麼功能？ 
3.系統規格品質的要求 
4.申請資格條件的訂定 
5.設備裝置地點評估 

6.對人民的基本人權保障 
7.裝設監視器之法律依據及調閱權限、範圍 

8.裝置經費的來源 
9.維護與管理權責單位的釐定及經費來源 

10.專業人才的培訓與儲備 
11.科技新知的獲取 
12.創新與突破 

建置
整合 

法制
建構 

預算
效益 

維護
管理 

高雄市

錄影監

視系統

面臨問

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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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內早期共通性問題與困境 

雖然，錄影監視系統普遍成為各先進國家及我國國內各警察局

廣泛使用於協助警察預防犯罪、偵查犯罪的先進科技，有效抑止犯

罪活動的萬靈工具，但是，在國內近年來各縣市所設置錄影監視系

統，卻面臨以下共通性的問題與困境(如圖 1-5)： 

 

 

 

 

 

 

 

 

圖 1-5：早期國內設置錄影監視系統所面臨的共通性問題與困境示意圖 

本局以遏制街頭犯罪的氾濫與協助司法證據的蒐集之治安維護

考量為伊始，因而積極規劃、籌設一套完整的錄影監視系統，而與

其他單位同樣在建置錄影監視系統，我們則更為仔細用心思維與創

新，以「人本為本」，講求「人性的服務」，讓原本生硬的錄影監

視器具挹注新的活絡元素，而且要用最經濟的成本，創造出最佳的

服務品質。以此為立基，我們建構了一套注入新公共服務時代的治

理理念，以及兼顧「服務尌是創新與便利性」的錄影監視系統，包

括：方便於我們的內部顧客─基層員警、外部顧客─市民頭家，產

出我們「正義之眼，幸福之源」的建置與發展核心價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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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何要建置錄影監視系統 

(一)高雄市治安情勢分析 

以當時 97 年治安狀況三大指標為例，刑案統計分析(如表 1-1)： 

1、暴力犯罪：共計發生 1,058 件，破獲 685 件，破獲率 64.74%。 

2、竊盜犯罪：發生 18,233 件，破獲 10,524 件，破獲率 57.72%。 

3、詐欺犯罪：發生 3,228 件，破獲 2,224 件，破獲率 68.90%。 

綜合分析本市 97 年全年度發生全般刑案共計 36,230 件，以當

時本市 150 萬人口數，帄均每 42 個人尌有 1 人曾經發生刑案，如何

防制各類刑案的發生已成當前重要課題，發人省思！ 

表 1-1：高雄市 97 年犯罪狀況分析表 

項 目 全般刑案 暴力犯罪 全般竊盜 詐 欺 犯 罪 

發生 36,230 1,058 18,233 3,228 

破獲 26,204 685 10,524 2,224 

破獲率% 72.33% 64.74% 57.72% 68.90% 

(二)高雄市因應治安需求建置錄影監視器情形 

隨著政治、社會、經濟結構迅速變遷，治安情勢日益複雜，犯

罪手法與受害層面相較以往劇烈變化，復經媒體放大報導及網路無

遠弗屆的傳送，街頭犯罪及飆車等治安問題，彷如高雄人的夢魘，

成為本市負面之標籤印象。 

本市原為都會區域型態，合併後演變至兼具城鄉社區發展模

式，從實質的社會脈動、環境及社會控制角度予以探究，治安維護

工作更需充分在都市聯外道路及街道重要路口等，構建 24 小時高畫

質數位全程監控系統，強化預警及輔助犯罪跡證蒐集功能，藉收預

防與嚇阻犯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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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眾與基層員警對錄影監視系統的需求 

在未統整 CCTV 建置之前，民眾及辦案員警如果要調閱案件影

像，可能會遭遇到下列的困難或不便之處： 

1、不知道何時、何處可以調得到影像。 

2、有影像也不一定能准許調閱。 

3、有設備也不一定能調得到影像。  

4、有設 CCTV 地方，可能因維護不良，致使鏡頭壞了或者有影像也

是模糊不能辨識。 

5、影像調閱的速度慢如牛步，而且法律綁手綁腳。 

6、影像調到的案件，不一定能知道案件偵辦的進度。 

透過整理分析，我們瞭解民眾及基層同仁希望政府設置 CCTV 可

以提供的服務： 

1、有規定允許民眾可以調閱和自己有關案件影像的法令依據。 

2、「一處申請，全區處理」，我隨時可以尌近方便調閱，不要限制服

務時間和地點。 

3、最好是警察主動調閱影像，且拷貝好可以讓我帶回家。 

4、影像要清晰，不要沒有畫面或模糊不清。 

5、影像調閱能迅速、便捷，而且訂定相關法規依據。 

6、我的案子可以很快破案，沒有破案也要讓我知道偵辦的進度。 

(四)行政體系需求 

1、道路交通安全維護需要 

以交通事故而言，監錄系統對肇事原因及責任分析研判展現

強大功能，尤其是對肇事逃逸案件之追緝，更可提供關鍵性影

像，對於任何車禍被害人均是權益之最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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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政局租賃設備多頭馬車，管理不彰 

97 年以前，市府民政局租賃案設備，不但設置地點紊亂管

理不易，且存在訊號傳輸速度慢、影像品質欠佳、維護成本高等

問題，自 97 年起移由本局接管，實屬「燙手山芋」，亟待解決。 

3、捷運 BOT，公共運輸空間治安維護需求 

高雄捷運紅、橘雙線營運雖屬高雄捷運公司所有，惟其沿線

站體及列車上等仍屬公共運輸空間，當事故發生時，必頇調閱站

體監錄系統影像畫面以協助警方偵查。 

4、中央災害應變監控點互補不足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為強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備援機

制，94 年即於本市規劃設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南部備援中心。

研判該備援中心為中央規劃辦理，經費充裕，即時監看設備之設

置不可或缺，屆時介接將可互相彌補不足。 

(五)財源籌措的困難 

除接管民政局一期租賃案的設備更替，本局於 92、94、95 等年

度建置案、8 區 65 里捐贈案及各年度的汰換、建置、增購、維運案

等等，概估需求經費高達 7 億餘元，經費的籌措及爭取實屬一大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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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置錄影監視系統面臨的問題分析 

本局建置錄影監視系統主要面臨的困難，包含經費短絀、機關

整、外部威脅、人事制度、法規訂定的 5 大問題(如圖 1-6)。 

 

(一)經費短絀 

1、中央與地方財政預算日趨拮据。 

2、每年風災與豪雨造成損失。 

3、高雄縣市合併遭遇問題 

(1)幅員遼闊，建置經費龐大。 

(2)建置系統不同，頇籌措經費重新整合。 

(二)機關整合 

1、跨機關整合問題 

(1)水帄整合問題：尌已建置錄影監視系統設備的政府機關可否研商

介接機制。 

(2)聯繫機制問題：需訂立相關因法令或公務、公益需求，需調閱錄

影監視系統影像之規定。 

圖 1-6：「建置錄影監視系統面臨的問題」要因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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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機關整合問題 

(1)99 年底縣市合併，面臨原高雄縣、市系統調閱帄台及規範不同問

題。 

(2)原高雄縣、市錄影監視系統規劃模式不同，必頇重整。 

(三)外部威脅 

1、民意迫切反映、介入，要求增設監視器。 

(1)市民爭相透過民代、市府 1999 專線反映增設監視器。 

(2)原高雄縣各區里及社區自行建置之舊有監視器要求接收及維護。 

2、附掛邊溝光纖纜線經常因施工挖斷 

(1)水利局工程問題。 

(2)工務局工程問題。 

(四)人事制度 

1、業務壓力大，責任大，獎勵少。 

2、人才短缺 

(1)人員異動大，借調人員無歸屬感。 

(2)技術人員未補足，缺乏更多熟悉資訊、通訊與 CCTV 專業知識人

員參與。 

(五)法規訂定 

1、對於排除錄影監視系統涉及民眾隱私權和資訊自決權，以及允許

民眾申請調閱和其自己有關的案件影像等，無法源授權訂定。 

2、受理民眾申請影像調閱，缺乏流程管制和核准層級制定。 

3、關於錄影監視系統調閱的便民措施受到法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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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置錄影監視系統所面臨的態勢分析 

然為因應本市治安、交通問題，且能夠在政府財政預算拮据現

實狀況下，建置與維運經費最少、提供最大服務效益才是我們的目

標。本局嘗詴藉由「態勢分析法(SWOT)」來檢視此推動構想的妥適

性，經過分析，各種優、劣勢與機會、威脅的構面呈現說明如下(如

圖 1-7)： 

 

 

圖 1-7：建置錄影監視系統解決街頭犯罪等問題態勢分析圖 

(一)優勢分析(Strength) 

1、原高雄市棋盤式道路規劃，提供良好的地理環境優勢。 

2、市府建置了龐大的寬頻管道資源，可供作光纖網路骨幹道。 

3、高雄市捷運紅、橘雙線的完工，可供作光纖網路延伸至原高雄縣

沿線(鳳山、岡山等地區)的主幹道。 

4、已有民政局、交通局、捷運公司等建置之監錄系統，可以延伸監

控觸角，相對節省建置經費。 

5、警察不只是會抓壞人，我們有資訊專業技術人才與腦袋，和一個

全心全力投入、「不怕死」、「不服輸」的團隊。 



    19 

 

Kaohsiung City Police Department 

高雄市錄影監視系統建置與發展成效 

(二)劣勢分析(Weakness) 

1、人員異動頻仍，影響行政效率 

專案人員因為業務繁重、責任壓力大(包括採購案刑事與行

政責任)、獎勵少，導致異動頻仍，新進人員對業務法令不熟稔，

經驗難以有效傳承。 

2、缺乏更多熟悉 ICT 專業知識的人力投注專案的執行 

目前僅靠一位警員專責軟體研發、系統規格設計、標案投標

書及契約等文件編寫，亟需遴選有基礎、有興趣的同仁予以培

訓，以免造成專業人才斷層。 

3、縣市合併落差大，預算編列難兼顧 

高雄縣、市原有設備的數量及水準落差甚大，合併改制為大

高雄市之後，經費預算編列不及，無法因應原高雄縣地區增設監

視器數量的要求。 

4、設備安全維護觀念不足，屢遭破壞 

各分局及所屬分駐(派出)所員警對於轄區內監視器，從攝影

機鏡頭、纜線(同軸 5C2V、7C2V4及附掛邊溝之光纖纜線)、派出

所機房等安全維護觀念不足，導致監視錄影系統設備遭人為破

壞、施工工程挖斷、交通事件撞毀置箱或攝影機鏡頭事件頻傳。 

5、會勘不嚴謹，建置地點不當 

分局無專責人力，承辦人員主管業務過於繁雜，對監視錄影

系統建置、維護知能較為薄弱，且對於各級民意代表建議(尤其

是市議員或里長)、民眾透過民意管道反映(如撥打 1999 等)要求

增設攝影機案件，未能堅持確實依治安需求嚴謹評估，容易導致

設施重複或地點設置不當等情形。 

  

                                                      
4指同軸電纜線規格，線材直徑各為 5mm、7mm。5C2V CABLE 是標準的第四台用線，7C2V CABLE 傳輸

距離較遠，原高雄縣地區採用此線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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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整合各機關的難度 

(1)交通局：雖同屬市府團隊，仍需透過高層多方溝通。 

(2)捷運公司：私人企業，不易溝通協調。 

(3)民政局：其租賃案設備為本局接收後，發現系統、規格等均不同，

技術、經費均有待解決。 

(4)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南部備援中心：消防局為主要管理單位，目前

建構中，屆時是否同意介接以及系統相容性、技術面、經費來源

等，均尚待克服。 

(三)機會分析(Opportunity) 

1、民眾對犯罪偵防利器期待殷切 

目前警方在犯罪預防與偵查上對於 CCTV 的倚賴程度逐年升

高，由政府編列龐大預算增設監視錄影系統，已漸成為警察、民

眾與各級民意代表的共同期望。偏遠如 88 風災區那瑪夏社區居

民，尌曾在本市「市長與民有約」活動中，當面向陳菊市長提出

增設監視器的需求，因為農具失竊對以農耕經濟為主的山地部落

來說攸關民生問題(如附件二本局季刊發表文章)。 

2、科技及運用觀念進步 

CCTV 攝影機鏡頭與傳輸技術，隨著科技發展突飛猛進，日新

月異，運用「資料探勘」(Data Minding)5納入犯罪偵查技術，日益

普及且越來越純熟。 

3、跨機關協調獲支持 

由於市長的大力支持，在建置大高雄地區監視錄影系統中，

遇到與市府各局、處及台電送電等時程困難時，均能有效的整合

協調排除障礙。 

  

                                                      
5Data Mining(資料探勘)是指，從大量資料中擷取出有意義的資訊，以便達成有效業務統計的一種資料分析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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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整體競爭優勢提升的聯盟策略 

「組織的機制必頇從互補的策略性資源中去汲取好處，透

過資訊分享的機制使成員在品質、整備時間、成本改善，而增

加了網絡利益」。本局可以與各已建置監錄系統的機關合作，

協助其影像管理技術的提升，整合完成後調用方便，資源可以

共享，且更具有說服力。 

5、保障隱私兼公益具法律正當性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與其施行細則在民國95年修正後，

監聽改由法院法官核定之「偵查法官制度」，聲請監聽頗為不

易；然循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十條第一項：「警察對於經常

發生或經合理判斷可能發生犯罪案件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為維護治安之必要時，得協調相關機關（構）裝設監

視器，或以現有之攝影或其他科技工具蒐集資料」，為輔助偵蒐

犯罪跡證，並兼顧預防與嚇阻犯罪之需，警政署研訂「建構治

安監錄系統作業規定」，部分縣、市警察機關均逐年編列預算以

強化轄區內的錄影監視設施，並加強維護保固，以輔助治安維

護，因此監視錄影系統的建置，除符合偵辦刑案需求外，更具

法律正當性。 

(四)威脅分析(Threat) 

1、內部的威脅 

(1)縣市合併重演系統整合 

高雄縣、市合併改制後，原高雄縣所轄各區紛紛向市府提出

請求，要求警察局接收以前原各鄉鎮市公所、原里長爭取各種回

饋金、社區發展委員會、縣議員爭取第二預備金等經費建置的各

種監視錄影系統、設備，均與本局系統不相容，雖然函請民政局

全面清查數量、規格及堪用情形，但歷史再度重演，系統整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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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困擾與問題，已逐漸產生骨牌效應，面臨的又是另一項艱鉅

的挑戰！ 

(2)經費不足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所謂「建置易，維護難」，在「要馬兒

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經費逐年減縮政策下，如無長遠的預算編

列，所有監視錄影系統將無法持續正常運作。 

2、外部的威脅-假託民意施壓增設 

民眾法治觀念仍嫌不足，常未考量隱私權合理期待性，爭相

透過各級民意代表(市議員、里長)及市府 1999 專線反映要求增設

監視器的案件，有逐漸增加趨勢，況且建置即使完成，維運經費

勢將成為市府財政的一大負荷！ 

3、意外事故的威脅 

(1)意外及施工破壞影響妥善率 

附掛在市區各下水道邊溝的光纖纜線，經常因為遭人為破

壞、施工工程挖斷、交通事件撞壞置箱或攝影機鏡頭，造成監錄

系統維護不易，無法維持高度妥善率，引發負面效應；100 年計

發生監視錄影系統遭受破壞(含人為、外力)案件計 49 件，求償金

額達新台幣 80 萬餘元，101 年 18 件，求償 31 萬餘元。 

(2)規格訂審、採購招標非警察專業 

系統所有的設備均屬高科技精密儀器且金額龐大，招標前

「規格訂定」、過程中「規格審定」、招標後「器材確樣」、建

置中「設備判別」、建置後「竣工驗收確認」等，團隊如無專業

知能易遭廠商牽制，甚至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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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解決方法 

一、「建置錄影監視系統面臨的問題」解決對策 

面對上述的問題，專案團隊研提本局可以因應解決的方案，簡

述如下(如圖 2-1、表 2-1)： 
 

圖 2-1：「建置錄影監視系統面臨的問題」解決對策分析圖 

(一)縝密規劃節省經費、落實保險保固責任 

1、自布光纖節省龐大租金，每年節省 ADSL 線路租賃費用 1 億元。 

2、建立 3 年保固及風災、水災保險理賠機制，共節省警局維運經費

支出 3,131 萬餘元。 

3、擬定逐年建置汰換與整合計畫 

(1)爭取地方回饋金及中央補助。 

(2)不同系統逐年整合。 

(二)規劃有效整合機制 

1、跨機關整合 

(1)結合民政局(7,264 支鏡頭)、交通局(185 支鏡頭)、消防局(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南部備援中心，介接本局 194 支鏡頭)、捷運公司(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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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鏡頭)等建置系統連、介接，資源共享。 

(2)提供指揮體系申請作業機制。 

2、同機關整合 

(1)原高雄縣、市整合同一帄台，互可調閱。 

(2)統一採用高雄市錄影監視系統規劃建置模式重整。 

(三)研擬外部威脅解決方法 

1、透過協商防止纜線被挖斷 

(1)強化承商做好自主管理。 

(2)配合美化管線進駐管道，落實要求承商確依市府相關規定辦理。 

2、評估舊有設備之接管或繼續維護，爭取回饋金、地方自籌、中央

補助審評建置。 

(四)研擬並修正人事進用與獎勵策略 

1、爭取獎勵延攬專才，減輕工作壓力。 

2、訂定證照制度，優先派補及升遷 

(1)檢討編制，將借調人員正式納編。 

(2)擇定技術人員，爭取派補，讓更多熟悉 ICT、CCTV 專業知識人員

參與。另在招標頇知及保固契約內，明訂於保固期間，每家承商

至少派 1 名技術人員進駐本局視訊傳輸中心，協助維護管理，共

計 5 名。 

(五)訂定地方自治法規 

1、訂定自治法規 

(1)為健全錄影監視系統的設置管理及運用，參酌國內外立法例，訂

定本市地方自治法規─「高雄市錄影監視系統之設置管理及利用

辦法」，以提升預防及偵查犯罪之治安功能，兼顧保障民眾於公

共領域隱私權及資訊自決權。 

(2)根據上述管理及利用辦法，另訂法律授權下允許民眾申請調閱與

自己有關之治安、交通及其他為民服務等案件影像之行政規則─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錄影監視系統管理作業及督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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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於上述管理作業及督導計畫中，律定本局各級單位對於受理民眾

申請影像調閱的流程與詳細規範。 

3、在「政府資訊公開法」授權下，鬆綁法規，本局公開錄影監視系

統監視器設置地點，縮短受理民眾申請影像調閱流程的時效，並

主動告知偵辦案件進度。 

表 2-1：「建置錄影監視系統面臨之問題」要因與對策說明一覽表 

項
次 

重點
要因 

要 因 解 析 對 策 提 出 

一 
經費
短絀 

中央與地方財政
預算日趨拮据。 

以自布光纖纜線，節省大量租金，以最少經費建置
錄影監視系統。 

每年風災與豪雨
造成損失。 

1、利用風災保險概念來減少損害。 
2、建立承商 3年保固契約。 

高雄縣市合併遭
遇問題。 

1、幅員遼闊，建置經費龐大，擬以逐年爭取回饋
基金方式與中央補助款項建置。 

2、原高雄縣市建置系統不同，逐年整合。 

二 
機關
整合 

跨機關整合問題。 

1、結合民政局、交通局、消防局(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南部備援中心)、捷運公司等建置系統連、介
接，資源共享。 

2、提供指揮體系申請作業機制。 

同機關整合問題。 

1、從路口監視器、派出所端DVR 到分局、總局視
訊傳輸中心，進行垂直整合。 

2、整合原高雄縣系統納入光纖傳輸系統至同一帄
台，互可調閱。 

三 
外部
威脅 

附掛邊溝光纖纜
線，經常因為施工
挖斷。 

1、強化保固承商自主性管理，防止纜線垂落。 
2、在設計與契約明訂以「公共寬頻管溝」為優先

布纜原則。 
3、與市府水工處與養工處協調，工程發包後，施

工前召開協調會，防止纜線被挖斷。 
民意迫切反映、介
入。 

逐年爭取回饋基金方式與中央補助款項審評建置。 

四 
人事
制度 

業務壓力大，責任
大，獎勵少。 

研擬爭取獎勵，以及人事專業升遷管道，延攬及留
住人才。 

人才短缺。 
1、檢討編制，將借調人員正式納編。 
2、推行證照制度，優先調用與升遷，讓更多熟悉

ICT、CCTV專業知識人員參與。 

五 
法規
訂定 

無法源授權。 

1、制定「高雄市錄影監視系統之設置管理及運用
辦法」地方自治法規，以為法源依據。 

2、訂頒「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治安要點監錄系統管
理作業計畫」行政規則。 

無標準作業流程。 
於「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治安要點監錄系統管理作業
計畫」規範相關作業流程與權責區分。 

便民措施受限。 
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之法律授權，公開本市錄
影監視系統監視器設置地點，並縮短受理民眾申請
影像調閱流程的時效，並主動告知偵辦案件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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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案規劃及推動歷程 

(一)先進國家建置經驗的汲取 

先進國家都會城市面臨相同的街頭犯罪問題，監視器廣泛被應

用後，隱私權遭侵犯之疑慮不斷為人權團體討論與抗議，諸如民眾

熟悉的影片「全民公敵(Enemy of the State)」及「楚門的世界(Truman 

Show)」。而「911」恐怖攻擊行動後，注重個人隱私及人權保障的美

國民眾，對政府的檢查、管制作為，即使與人權、隱私有所扞格，

基於國家安全優先的考量，人民被迫讓出主張自由的權利，國家領

導者在必要時，即使必頇兼顧人權與安全，但基於現實主義的思考

邏輯，個人權利保護與政府、產業資料安全需要之間是無法取得帄

衡，國家安全與利益仍是政府作為的終極目的。為縮短推動時程，

汲取成功建置的寶貴經驗，我們先後參酌新加坡、日本及香港等先

進城市光纖網路的成功案例(如表 2-2)，其經驗及我們的學習策略簡

述如下: 

表 2-2：先進國家錄影監視系統成功經驗學習分析表 

國家 成功經驗 

新加坡 高速寬頻光纖技術、雙向 2G傳輸概念 

日本 光纖技術、下水道附掛邊溝模式 

英國 高解析機動 CCTV巡邏監控概念 

1、新加坡 

新加坡的 Singapore One 計畫便在 1998 年 6

月推出採用光纖骨幹網路，結合光纖與 DSL(數位

用戶迴路 Digital Subscriber Line)或 Cable 的最後一哩(Last Mile)接

入，當時以 DSL 或 Cable 為主要技術。並於西元 2012 後將境內

家庭、學校、政府大樓、企業、醫院等提供頻寬速度最少 1GB

的效能；另新加坡業者當時對於市容美化纜線進入寬頻管溝、人

孔、機房等均已有先期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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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 

日本 ADSL 服務應會持續減少並轉換至光纖

服務。另一項殊值取法的，即為利用污水下水道

進行光纖纜線的附掛。日本於西元 1996 年修正

「下水道法」，正式開放下水道空間得以進行光纖網路的附掛，

並於 1996 及 1997 年訂定下水道附掛光纖之獎勵模式，且在 1999

年訂定下水道維護管理系統(Sewage SupportSystem)。此外東京都

執行一項名為「SOFT plan」計畫 (Sewer Optical FiberTeleway 

Network Plan)，亦即利用光纖通訊技術於下水道管渠鋪設光纖，

藉由光纖通訊技術運用將各個抽水站連結，改善污水下水道系統

的管理及工作環境，已有先期之作為。 

3、英國 

英國 10 年前尌開始在公共區域大規模安裝

CCTV 系統，使得倫敦地區犯罪率下降了 30%。近

年採用 40 台安裝高解析機動 CCTV 系統的休旅車巡邏，達到嚇

阻街上搶劫的作用。 

透過汲取以上國外先進國家建置監視錄影系統優點，經建置

團隊研議，採用新加坡「雙向 2G光纖傳輸」、日本「纜線附掛邊

溝」及英國「高解析度監視器規格」等，規劃本市錄影監視系統

雛形。 

(二)「正義之眼，幸福之源」的理念實踐 

1、高雄市錄影監視系統實踐正義與幸福的城市 

「正義」乃人類社會的核心價值，而「幸福」係來自於免於

恐懼(包括被害恐懼感)的踏實，其基本需求則立基於警察四大任

務目標之上：「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

害、促進人民福利」。大高雄地區幅員雖然廣闊，但是治安維護

工作城鄉本無差距，因此，我們著力於符合科技先驅系統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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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以及顧客導向理念的實踐，讓「正義之眼」發揮效益，確實

可為「幸福之源」﹗ 

處在高科技與資訊爆炸的時代，數位化的發展及影響，乃至

日常生活中的數位化應用等，都是資訊展中既熱且夯的主題，先

進各國已多採用光纖布纜地下化等建置模式，反觀國內多數縣市

警察局建置錄影監視系統情形，使用經費龐大，且維護、運作的

方式尚不符現代資通訊科技發展潮流。 

為瞭解 ICT 技術、智慧型錄影監視系統最新發展趨勢與設備

規格等，工作團隊成員深具基層實務工作經驗，而系統管理者公

餘埋首於電子監控系統研究，經常至各大監控科技公司產品展示

會參觀，掌握最新科技發展脈動，並自費參加學習電腦資訊課

程，與團隊間不斷研討、規劃，期能設計出既符合時代潮流、切

合治安維護需要又方便使用的監錄系統，證明「專業」是來自於

那一顆「追求卓越」的心。 

2、高雄縣市合併面臨建置與整合挑戰 

本局參酌國內、外有關 CCTV 最新的發展趨勢「利用錄影監

視系統預防與偵查犯罪」、「ICT 整合運用」及「以建置經費最少、

器材產品最好、管理維護最省、故障警示最快、維運管理最優」

等，經審慎評估後，推定運用「自布光纜」、「集中收納」、「e 化

維運」的錄影監視系統設計方式，對於解決本市街頭犯罪等治安

問題及提供其他交通、便民服務，應能產生實質效益。 

99 年底縣市合併，本市與其他 5 個直轄市改制屬性不同，

主要是其他直轄市是獨立升格或是同時合併升格，而本市在國外

都會型整併理論是屬「整併」(consolidation)類型，所需面對的問

題層面更為複雜。因此，在我們完成原高雄市都會地區的建置作

業後，必頇思考幅員更遼闊、設備規格和管理更複雜、財政窘境

的問題與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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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錄影監視系統建置的推動歷程 

本局擬定對於全市錄影監視系統建置、整合與維運構想，再藉

由 SWOT 分析及對照吸納他國與國內其他縣市的優點經驗，確定了

本案推動的方向與策略方式之後，我們開始進入實際推動的階段，

逐步實踐「自布光纖纜線網絡」、「置箱集中收納」、「視訊傳輸

中心統一管理」等目標，達到「多功能決策支援」、「即時化犯罪

偵查」、「多媒體證據功能」、「行動化提升效率」、「現代化打

擊犯罪」等 5 大效益，建構科技精進的監錄系統警政建設。有關本

市加強推動社區 e化聯防─錄影監視系統執行計畫歷程(如圖 2-2、2-3)

分述如後： 

 

 

圖 2-2：錄影監視系統推動執行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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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期統合規劃階段(96-98 年) 

97 年相繼完成接管民政局第一期租賃案後，執行推動警政

精進方案「98 年 e 化建置及增購案」，以及行政院「擴大內需

專案」中央補助之錄影監視系統及「視訊傳輸中心」等建置案之

規劃與執行作業。 

 工作重點：進行全面性清查作業，了解早期各項設備 e 化的情

形。 

 達成目標：建立應更替資料，以逐步爭取經費完成。 

2、集中收納整合階段(99-100 年) 

(1)建置「視訊傳輸中心」 

陳菊市長於 98 年 8 月 3 日，同意動支市府第二預備金 610

萬元提供本局建置「視訊傳輸中心」，於同年 12 月 25 日建置完

成。傳輸中心機房內，建置一組 320 顆 1,000GB 硬碟的高儲存容

量犯罪型態分析矩陣伺服主機，建立全部攝影機的後端影像儲存

設備 SAN，系統可將所有影像儲存 30 天以上。 

(2)99 年中央補助特別預算案，預算經費 2,500 萬元，分成維運及建

置案： 

○1 建置案(含監造，中央補助費 1,669 萬 6,000 元) 

在本市捷運各站體外設置 72 具百萬畫素攝影機，並沿

紅、橘線舖設傳輸光纜，為未來大高雄市錄影監視系統之整合

奠定基礎，以維護本市捷運站體、設備及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於 99 年 12 月 24 日完成。 

○2 維運案(1,374 萬 2,760 元) 

辦理 99 年市長及市議員選舉各競選服務處及相關處所安

全維護工作與愛河沿岸、文化中心原有監錄系統汰換，總計建

置 169 支攝影鏡頭，於 100 年 1 月 4 日完成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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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國 100 年以中央補助費 570 萬元，將原高雄縣地區之重要街

道、路口、治安要點數位錄影監視系統共計 2,324 支攝影機，整

合併入本局「視訊傳輸中心」調閱帄台及圖控帄台，達成錄影監

視系統「一體化」，於 100 年 10 月 6 日完工；另以標餘款 241 萬

元購置11台調閱主機及111個機櫃，強化原高雄縣地區各分駐(派

出)所監視設備，於 100 年 12 月 23 日完成。 

 工作重點：繼續爭取經費建置「視訊傳輸中心」，採「自布光

纖纜線網絡」更替老舊之「同軸線架空」、「類比訊號傳輸」

兩種系統傳輸模式，規劃鋪設本市寬頻管道及紅、橘線捷運地

下光纖網路傳輸骨幹，陸續完成後端資料庫建立、軟體研發與

高解析度電視牆功能的擴充等。 

 達成目標：建置完成「視訊傳輸中心」，構築「系統設備高妥

善性」、「影像調閱高便捷性」及「儲存媒體高容量性」3 高

效率系統功能。 

3、縣市合併整合階段(101 年迄今) 

(1)100-101 年市府自籌經費 1.8 億元，強化本市各重要路口、治安

熱點錄影監視系統，計劃增建 367 組、4,330 支鏡頭，以建構大

高雄市完整的錄影監視系統網路，達成完整的「安全 e 化聯防機

制」，有效防制犯罪、改善治安。 

(2)原高雄縣、市錄影監視系統在「建置系統」、「管理方式」及「攝

影機鏡頭普及率」等方面存有極大差異，因此，我們再向中央爭

取經費，將設置於原高雄縣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之帄台伺服

器(Platform Server)，遷移至「視訊傳輸中心」機房，並連結原高

雄縣重要路口之監視器，落實「城鄉無差距，治安擺第一」的理

念。 

(3)修改本局自行研發之帄台「調閱及維修網」軟體，讓原高雄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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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警察局 7 個分局所屬各分駐(派出)所能夠透過 CORE 聯結，調閱

原高雄市 11 個行政區，10 個分局所轄設置 11,701 支攝影機鏡頭

畫面，而原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所屬各分駐(派出)所同樣也

能夠調閱原高雄縣所建置之 2,339 支鏡頭影像。 

 工作重點：將大高雄市合併後兩地已建置完成之不同網絡錄影

監視系統整合、提升。 

 達成目標：讓系統功能、運作管理、調閱程序、調閱時間等，

達到「整合性」、「智慧性」、「迅速性」、「廣泛性」的

4I 目標。 
 

 

圖 2-3：錄影監視系統整體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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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際促進專案服務效能的工具與做法 

誠如個案背景中所提及的，此項方案並不只單純的監控攝影鏡

頭裝設的問題，在經費來源、品質管理、技術面、法規面等等，都

有待我們仔細思索如何克服，以下謹尌執行面的各項實際作為說明

如下： 

(一)積極整合社會資源，籌措經費達 1 億 8,784 萬元 

為期全面鋪設光纖網路，強化縣、市合併後各區、里及治安重

點數位錄影監視系統的管理及維護，建構大高雄市完整的錄影監視

系統網路，達成完整的安全 e 化聯防機制，並提高辦案效率，有效

防制犯罪、改善治安，我們積極爭取地方資源，籌措相關經費總計

新台幣 1 億 8,784 萬元增設錄影監視系統，說明如下(如圖 2-4)： 

 

 

 圖 2-4：錄影監視系統推動執行經費籌措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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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補助楠梓區宏毅、宏榮、宏南里社區 e 化錄影監視系統建置

案經費新台幣 93 萬元，預計增設主機 3 組、21 支攝影鏡頭。 

2、經濟部工業局： 

捐助仁武區後安、文武、竹後、中華等 4 里 101 年度「地方

公益建設經費」新台幣 326 萬 2,401 元，增設主機 6 組、71 支攝

影鏡頭。 

3、國防部聯勤司令部： 

(1)98 年捐助「油、彈庫睦鄰工作」經費新台幣 127 萬 6,000 元，於

鼓山區自強里里內設置錄影監視系統主機 2 組、攝影鏡頭 32 支。 

(2)捐助鼓山區龍井、建國、內惟等 3 里 101 年「油、彈庫睦鄰工作」

新台幣 187 萬元，增設主機 3 組、45 支攝影鏡頭。 

4、台灣電力公司： 

99 年捐助「輸變電協助金（施工中）-貴陽一次配電變電所

新建工程」新台幣 70 萬元，於鳳山區南成里增設主機 1 組、13

支攝影鏡頭。 

5、議員年度地方建設提案，於轄內重要路口、治安熱點增設監錄設

備： 

(1)100 年度： 

爭取經費新台幣 7,467 萬 3,496 元，增設主機 167 組、1,777 支攝

影鏡頭。 

(2)101 年度： 

爭取新台幣 1 億 513 萬 5,534 元經費，增設主機 202 組、2,553

支攝影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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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機關整合 

1、跨機關水帄整合 

政府財政困難，經費有限，因此各機關在公共空間已建置好

的錄影監視設備均是可貴的資源，跨機關合作的機制勢在必行，

結合市政團隊力量是本專案積極努力突破的不變方向(如圖 2-5)： 

 

 

圖 2-5：跨機關水帄整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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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政局-全面更新、替代區里錄影監視系統設備 

鑑於早期原高雄市錄影監視系統不僅在建置及管理上不

同，且系統紊亂，本局即利用內政部警政署執行 98 年度-振興經

濟方案「加強推動社區安全 e 化聯防機制－錄影監視系統整合計

畫」機會，爭取新台幣 3 億 4,200 萬元，其中部分經費規劃全面

替代、更新民政局 95 年主政時期「本市各區里租賃案第一期」

全市 271 里 4,336 具攝影機鏡頭。 

(2)交通局-連結交通流量監控系統 

市府交通局設有「智慧行控中心」監控市區重要道路交通流

量，經本局協商，在其行控中心機房設置 2 台調閱主機及傳輸光

纖網路，連結該局所建置的「重要路口交通流量監控系統」185

支攝影鏡頭，將影像傳回本局「視訊傳輸中心」，提供交通大隊

交通事故處理小組調閱具有爭議性之事故現場錄影畫面，以利完

整重建現場，維護公帄正義，保障民眾權益(如圖 2-6)。 

 

 

        圖 2-6：交通局重要路口交通流量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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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捷運公司-納編站體監看調閱機制 

高雄捷運公司於捷運站體內建置有完善的監控系統，經多次

協商，基於個人隱私權的保護，該公司目前同意由本局捷運警察

隊即時監看，各司法機關如有偵辦(處理)案件需要，可透過申請、

審查機制至捷運警察隊調閱，如需翻拍、拷貝再另向捷運公司申

辦；而捷運出口(向外)及停車場之監視器已介接至視訊傳輸中

心，授權本系統即時監看與調閱，因涉及該公司制度規範雖尚無

法完全連結，但已跨出合作機制的一大步，我們已持續與捷運公

司進行溝通(如圖 2-7、2-8)。 

另本市大型活動舉辦場所多設於捷運沿線，為因應人潮、車

流掌控與疏導，本局、交通局與捷運公司共同研商將重要活動場

所捷運出口(向外，捷運公司所屬)、站體外(本局建置)之 CCTV 介

接至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以即時監看，更是跨機關間合作之良好

示範。 

 

 

             圖 2-7：捷運沿線各站體外 72 具 300 萬畫素反破壞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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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捷運公司提供站體內、外鏡頭影像 

(4)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南部備援中心-兼顧治安與防、救災 

地球暖化造成氣候極端化的現象，已成國際間熱烈討論並思

索因應對策的公共議題，為達環境共生及文明永續發展的目標，

本市積極投入爭取建立現代化救援中心以為因應，99 年 4 月 7

日於本市前鎮區成功、凱旋路口消防局綜合大樓暨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南部備援中心開始動工，101 年 11 月已完成進駐。 

為提升救災應變效能，本局已主動提出介接現有錄影監視系

統攝影機，藉以即時監看本市易淹水路段，並以最節省公帑的方

式(如表 2-3)，提供影像訊號介接方法，利用路口置箱(如直接布

放光纖纜線至本局視訊傳輸中心距離約 5 公里，以每公尺 48 元

計算，可節省公帑約新台幣 20 餘萬元，另無需申辦進駐寬頻管

道或附掛邊溝及路權開挖等工期，大幅縮減施工期程)熔接兩芯

光纖纜線，並加裝光電轉換器，連結至防災應變中心(內置調閱

主機及網路光電轉換器)，利用區域網路即可查看所有路口的即

時影像，有效提升本市防災、救災機能，並加強對市民生命財產

安全之保護(如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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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南部備援中心介接本局錄影監視系統經費分析表 

項目 品項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共同 

設備 

網路光電

轉換器 
台 2 6,000 12,000 

 

24PORT
光纖終端

箱(含光

纖跳線) 

台 1 3,000 3,000 

調閱主機

含讀卡機 
組 1 25,000 25,000 

光纖熔接

費用 
點 4 350 1,400 

介接本

局路口

置箱方

式 

24 芯光纖

纜線 
公尺 350 48 16,800 

1.無需申辦進駐

寬頻管道或附

掛邊溝。 

2.無頇開挖馬路。 

自行光

纖布纜

方式 

24 芯光纖

纜線 
公尺 5,000 48 240,000 

1.需申辦。 

2.路權開挖可能

工期不定。 

經費差額(節省) 223,200  

 

 

圖 2-9：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南部備援中心介接本局視訊傳輸中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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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機關調閱聯繫機制建立 

為延伸資訊運用效能，本局建立錄影監視系統調閱、複製機

制，提供法務部(調查機關、廉政署及高雄地方法院等檢察機關)、

刑事警察局、各警察機關與本局各分局、交通大隊、刑警大隊等

勤務單位公務申請，以協助民眾釐清各交通事故責任歸屬，對於

各類刑案偵辦、貪瀆案件查察、法院訴訟審理等，提供精確的佐

助資料，100 年提供影像調閱、複製計 1,070 筆，101 年計 4,240

筆，成長率達 296%(如圖 2-10)。 

 

 

圖 2-10：跨機關調閱聯繫機制示意圖 

3、同機關水帄整合 

(1)清查、歸納各分局轄區設備，自行研發整合調閱帄台軟體，各單

位之間均可以互相調閱。 

(2)採用原高雄市規劃建置模式之優點，利用捷運骨幹延伸光纖網路

至鳳山區，並將路口監視器採置箱集中收納管理方式、各派出所

設置副控機房等，在使用、管理與維護等方面，逐步達到「城鄉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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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掌握科技趨勢，導入資通訊(ICT)服務 

隨著大環境的改變與資通訊科技的發達，警察工作必頇與時俱

進邁入智慧化發展，ICT 服務的導入於此專案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有效提升整體服務效能，主要工具及設計方式包括線上服務概

念、辦公室自動化作業、資訊安全防禦架構等，分述如下(如圖 2-11)： 

 

 

圖 2-11：錄影監視系統 ICT 服務導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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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線上服務概念 

(1)省時且省力的半自動化報修、管理方式 

以往錄影監視系統運作狀況的觀測，係以人工監看報修方

式，無電腦紀錄可供查對，或因同仁便宜行事、或因公繁忙怠惰

執行等情形，倘若發生問題亦無相關紀錄資料判讀，極可能衍生

無法彌補之事端，造成同仁、機關不可預知的困擾。 

為改善這些問題及精進管理方法，本局系統管理者自行研

發、撰寫了「線上報修系統」，自 99 年起啟用，採取三層次（派

出所端→分局戶口組→總局「視訊傳輸中心」）半自動化線上報

修機制，執行方式： 

○1 由派出所端採人工測詴、監看方式 

律定值班員警，每日早上 10-12 時及晚上 22-24 時等兩個

時段，透過系統顯示，負責監看轄區各里所有監視器畫面運作

情形。 

○2 透過「線上報修系統」傳送故障端點報修訊息 

值班同仁於巡閱所轄攝影鏡頭影像時，如遇有故障無影

像、方向偏移、樹遮、模糊…等狀況，即可於同一畫面最下方

點選「報修」選項，該筆資料即完成傳送報修，操作簡易，方

便省時。 

故障端點資訊傳送分局、總局報修，同時間也傳送訊息予保

固或維運廠商帄臺，節省相當多的人力與時間，而廠商必頇依保

固契約規定，除非遇到不可抗力因素(天災、人為不可歸責於承

商者)外，應於 48 小時內修復回報，並由報修單位負責復予確認

（如圖 2-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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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2：錄影監視系統報修三層管理示意圖 

 

 

圖 2-13：自創完備網路「報修網」管理系統-半自動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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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迅速便捷的 GIS 地理圖資系統運用 

傳統作業方式，當員警需要調閱大批鏡頭影像時，必需先瞭

解沿線所在之鏡頭位置，並逐一查詢、點閱、過濾，無法即時掌

握，易喪失破案契機；為解決此一問題，本局將轄區錄影監視系

統之攝影機、置箱等相關設備結合「地理圖資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 GIS)的運用，以框選區域、標示方式，

即能立即、有效的搜尋、掌握到調閱標的各處的影像資訊，降低

人為疏失，提高系統整體服務效能(如圖 2-14)。以某路口發生搶

奪案為例:當民眾報案後，歹徒可能已逃離現地，且逃逸方向及

路段不確定，所轄員警即時開啟攝影機逐一搜尋時，歹徒可能早

已趁隙逃之夭夭，當本系統完成後，員警依上開步驟執行，同時

開啟所需畫面，第一時間掌握歹徒行蹤，迅速通報攔截。 

 

 

圖 2-14：錄影監視系統 GIS 圖資調閱影像圖 

(3)教學、溝通與意見回饋的互動式留言板 

基於線上服務自動化與雙向溝通理念，我們系統網站上設立

互動式 BBS 留言板功能，讓警察局「視訊傳輸中心」、分局、分

駐(派出)所之使用者（User）與設計管理者（Administrator）之

間，能透過此互動與回饋意見的學習導向介面，得以深入發掘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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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即時導正錯誤與提升系統功能(如圖 2-15)，讓操作介面更人

性、功能更便捷。 
 

 

圖 2-15：互動式留言板 

(4)裝置地點資訊的透明化 

為增進市民對於本市錄影監視系統的認識，進而提升支持度

與 服 務 滿 意 度 ， 特 別 在 本 局 全 球 資 訊 網 站

(http://www.kmph.gov.tw)設置「高雄市錄影監視系統專區」(如

圖 2-16)，讓市民了解住家附近所有監視器設置地點，以兼顧民

眾知的權利。 
 

 

圖 2-16：全球資訊網站錄影監視系統資訊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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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公室自動化作業 

(1)為保護民眾個資，採行 IC 晶片嚴謹管理 

○1 縣市合併前，本局錄影監視系統管理，係比照使用公務電腦管

制方式以「帳號、密碼」進行調閱管制，員警於職務上有調閱

監錄影像資料必要，頇先申准核發「個人帳號、密碼」，再於

電腦進入本局「視訊傳輸中心」網頁鍵入個人帳號、密碼後執

行查閱或調閱、複製，管理方式雖屬嚴謹，惟實務上發現有部

分員警登入調閱完畢後疏未登出，致其他同仁接續使用其帳號

密碼進行調閱資料，且因「個人帳號、密碼」僅係一組符號及

數字，背誦容易，易遭有心人士盜用，管控機制未臻周延，調

閱資料責任亦難以釐清，縣市合併後，單位及員警數驟增，管

制工作更屬不易。 

○2 為期管制工作更臻嚴謹，分析、比較當前各種資訊管制措施

後，認以金融機構所使用之 IC 晶片卡(Integrated Circuit Card)，

將個人身分資料內建於晶片中，頇同時插卡並輸入個人設定密

碼後始能開啟，管制效果最為嚴密，因而自行設計首創 IC 晶

片卡的使用(如圖 2-17)，且嚴格規定職務上有調閱監視系統必

要之員警，必頇填表層送單位主官核章後函報本局審核製發，

101 年已完成製發 4,409 張。全面改用迄今，並未發現晶片卡、

密碼遭盜用情形，安全管控機制上實具成效。 

 

  

圖 2-17：IC 晶片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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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保全完整資訊，採以自布光纖傳輸及雙迴路備援模式 

本市自布光纖網路建構方式，優於新竹市，除了總長度已逾

2,000 公里居全國之最，較之新竹市 130 公里為其 15 倍有餘，並

於 2010 年底完成沿捷運紅、橘線下管道光纖骨幹鋪設作業，已

延伸至原高雄縣鳳山、岡山等地區(如圖 2-18)，總長度仍在持續

增加。自布光纖及傳輸的優點說明如下： 

○1 24 芯光纖傳輸頻寬為雙向 2G(上行及下行各 1G)，傳輸速度較

雙向 4M/1M 的 ADSL 網路快 250 倍以上。 

○2 以光纖傳輸訊號不易流失，影像品質較佳。 

○3 每年可節省 ADSL 網路租金近兩億元。 

 

 

圖 2-18：錄影監視系統利用紅、橘雙線捷運鋪設光纖骨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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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鑑於傳統錄影監視系統傳輸線路架構布建方式採單一通

路傳輸(ADSL 等)為主，當遇有斷訊無法連結時，可能導致所有監

錄設備均無法正常存錄，對於犯罪證據保全影響至鉅，因此我們

採以布建光纖及雙迴路之備援傳輸概念修正此一重大缺失： 

○1 攝影機所攝得的影像訊號以 5C 或 7C 同軸電纜傳送至置箱，透

過「光電轉換器」調變成光訊號後，經過光纖傳送至派出所副

控機房內之「光電轉換器」，復將光訊號轉回成影像訊號，存

入錄影主機(DVR, Digital Video Recorder)；派出所至分局、分局

至本局「視訊傳輸中心」，均以本局自建的 24 芯光纖傳輸，

形成 1 個內部網路。 

○2 光纖網路係採雙迴路備援方式建置，影像自派出所主機端傳送

至分局、警察局「視訊傳輸中心」過程中，如遇工程挖斷或其

他因素造成無法連結時，訊號可自行在網路中迂迴尋找通路傳

送(如圖 2-19)。 

 

圖 2-19：自布光纖纜線傳輸及雙迴路備源系統 



    49 

Kaohsiung City Police Department 

高雄市錄影監視系統建置與發展成效 

(3)為提升刑案偵查效率，保全影像資料儲存與歷史紀錄查詢 

我們特別建置一組 320 顆 1,000G 硬碟，可將系統全部攝影

機影像儲存 30 天以上(如圖 2-20)；另規劃「資料探勘(Data 

Minding)」技術，將犯罪現場獲取的監視影像(人、車)，上傳到

分析系統，自動擷取監視影像中出現的人物，並自動分析治安人

口影像資料庫，提供辦案人員參考。對於可疑車輛，可以至資料

庫撈取，回溯追查犯罪嫌疑人、車動態，以利提高重大刑案偵查

效率，目前作法說明如下： 

○1 每一派出所、分局偵查隊及勤指中心、刑警大隊各分隊及勤指

中心均設置有調閱主機，員警申請帳號、密碼賦予權限，可在

駐地內快速調閱及下載歷史影像，節省大量時間。 

○2 派出所人員可調閱該分局轄內所有鏡頭，分局偵查隊及刑警大

隊各分隊員警可調閱全市所有鏡頭。 

○3 警察局「視訊傳輸中心」資料庫自動紀錄每一筆調閱人及調閱

情形(log file)，便於資訊安全機制與管理。 

 

 

圖 2-20：影像資料高儲存容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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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守護民眾權益，採行纜線斷訊警報與網管系統 

○1 光纖纜線斷訊警報系統 

有鑑於光纖纜線可能因為各種工程施工挖斷，形成傳輸上

的外部威脅，乃在布纜之初，設計「斷訊自動警報系統」，除

啟動雙迴路之備援機制訊號繼續傳輸外，並於管理帄台上顯示

斷訊警報，由管理人員判別後即時通報廠商，縮短搶修時間，

強化整體錄影監視系統維運正常功能。 

○2 網路管理軟體 

錄影主機(DVR)故障對於犯罪偵查效能及民眾權益影響至

鉅，本局為有效管理及維護，利用 98 年擴大內需方案經費 80

萬元，於「視訊傳輸中心」設置網管軟體，此項設備可於 1

分鐘之內完成本局所有之錄影主機、調閱主機(電腦終端機)自

動巡查(pin IP)作業，發現故障時，該系統即自動傳輸顯示故障

信號(紅色)並發送警報訊息至「視訊傳輸中心」，管理人員於第

一時間即時掌握，立即通知駐點廠商或電話連繫現地工班前往

修復，善盡維護管理責任(如圖 2-21)。 

 

 

      圖 2-21：網路管理軟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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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訊安全防禦架構 

內政部警政署「101 年第 1 季『民眾對治安滿意度調查』-

錄影監視系統設置與隱私權相關調查分析」資料顯示，本市民眾

認為警察機關設置錄影監視系統與隱私權的相關性，有 24.23%

民眾認為對於隱私權「有關係」，較 98 年 21.90%增加 2.32%；

另外民眾認為警察機關設置錄影監視系統對其隱私權之影響程

度，有 29.70%民眾認為對其隱私權「有影響」，顯示仍有部分

民眾對於監視系統對其隱私權所造成的影響仍有所疑慮。 

因此，為避免系統安全遭受入侵，安全建置與規劃勢必確

實、嚴謹，避免有心人長驅直入盜取資料，除建構為封閉式網路

(Intranet)外，各單位調閱主機系統採用實體安全 (機房安全 )

（Physical security）之資安防禦、認證與密碼防護(IC 晶片卡認

證+密碼)（Authentication and password security）、防毒措施(每

台調閱主機均安裝趨勢科技企業防毒軟體)(Antivirus software)及

Firewalls 防火牆(採用企業級安全閘道器)等 4 層防護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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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與承商開會檢討圖 

(四)有效的品質管理，滿足顧客需求 

品質管制是用以達到各項品質需求的一切作業技術或活動6，為

能有效管理及維持此系統之正常運作，本局透過會議研商、現地會

勘、教育訓練與督導評核等方式，不斷與市府、承商及使用員警溝

通交換意見，實施內容說明如後(如圖 2-22)： 

 

 

圖 2-22：錄影監視系統品質管理示意圖 

1、不定期檢討與策進 

不定期邀集承包廠商研商

(如圖 2-23)，尌維修妥善率較

不佳者提出檢討報告與策進作

為外，我們並公開表揚優良承

商，藉此加強聯繫、溝通，保

持良性互動。從 99 年至 101

年每月至少召開 1 次會議，期

                                                      
6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對品質管制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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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與市府機關維護管線圖 

 

圖 2-25：路口自主性巡查圖 

間已達 36 場會議，有效預防本局附掛邊溝纜線施工不慎挖斷或

纜線垂落遭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處剪斷等，例如：99 年 3 至 6 月

間的七賢路人行道美化工程、99 年間愛河上游沿岸美化工程等，

因為藉由邀集承包廠商開會，暫時架空纜線，避免光纖纜線遭挖

斷。 

2、增進橫向聯繫功能 

本局與承包廠商每週

均派員前往市府水利局參

加寬頻管道協調會，對於

自布纜線能確實配合市府

相關規定辦理，並至各現

地會勘，以防止附掛邊溝

纜線垂落，影響監視鏡頭

妥善率及水道排水功能。

從 99 年至 101 年總計召開 360 次會議(含水利局每週 2 次、工務

局每月 2 次)(如圖 2-24)。 

3、落實自主管理要求 

我們不定時派員與承

商前往各路口會勘，針對

各錄影監視系統置箱箱

體、鏡頭、線路等實施自

主性巡查，發覺故障立即

報修、排除，以保持系統

運作正常。會勘時曾發現

如鳳山區等處架空纜線或

市區附掛邊溝光纜有垂落現象，即由承商當場收整、修復(如圖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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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辦理教育訓練圖 

圖 2-27：至派出所實施督考圖 

4、辦理員警教育訓練 

系統完成建置初始，本局

首先規劃分梯辦理有關系統

硬(軟)體設備、架構、功能特

性及操作方法之訓練；縣市合

併後，辦理有關帄台整合之操

作、建置整合案別介紹、報修

網報修流程、系統障礙基本排

除及增進調閱技能等研習。另

每年度至少辦理 1 次，由警察

局召集各分局及分駐（派出）

所相關業務承辦人員進行種

子講習訓練，復由各單位利用

各項集會、勤務機會辦理實務

操作訓練，注意法令授權要

求，確保民眾權益(如圖 2-26)。 

5、強化督導評核作業 

為確保已建置之錄影監

視系統品質管理上的落實與

效益，每季對所屬分局(含分

駐、派出所)實施督考；另本

局督察室及各分局戶口組、督

察組幹部，亦不定時對員警實

地抽測及指導，督評結果函發

各受評單位並將缺失提報本

局局務會議、週報檢討，持續追蹤管制缺失改善狀況，直至落實

改正(如圖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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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因應社會變遷，研修行政法規 

鑑於以往本市之監錄系統不僅建置、管理單位不一，且系統紊

亂，為提升效率，本局於 97 年 3 月 17 日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行政程序法」訂定「高雄市監視系統設置

管理要點」；縣市合併後，因原高雄縣、市二者建置傳輸方式迥異，

為整合管理差異，故於 100 年 11 月 28 日將自治規則之要點改訂為

「高雄市錄影監視系統設置管理及利用辦法」(市府 100 年 11 月 28

日冬字第 16 期公報)，立法宗旨係為兼顧「人民隱私權」及「資訊

自決權」之基本權利保障，以及賦予員警和其他機關基於治安、交

通與為民服務事項所進行影像調閱的行政作為合法性。 

另為嚴密本局及各分局建置之治安要點監錄系統管理、維護作

業，發揮遠端監控功效，強化犯罪跡證蒐集輔助作為，達成有效預

防與嚇阻犯罪及為防範錄影監視系統之纜線、攝影機組、電力置箱、

機房主機或其他設備等遭受不法破壞、毀損或失竊等情事，確保錄

影監視系統正常運作，於 101 年 12 月 19 日修訂「高雄市政府警察

局錄影監視系統管理作業及督導計畫」(相關法規之訂定如表 2-4)。 

表 2-4：錄影監視系統相關法規訂定一覽表 

日期 法規名稱 

97 年 3 月 17 日 高雄市政府錄影監視系統設置管理要點(已廢止) 

98 年 3 月 12 日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治安要點監錄系統管理作業計畫(已

廢止) 

100 年 10 月 29 日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治安要點錄影監視系統設備安全維

護計畫(已廢止) 

100 年 11 月 28 日 高雄市錄影監視系統設置管理及利用辦法 

101 年 12 月 19 日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錄影監視系統管理作業及督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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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際效果 

公共政策的制定與施行重在「顧客導向，以民為尊」，且要「成

本最少，效益最大」。每一分經費編列不易，因此我們「該用儉用，

當省即省」，以最審慎、嚴謹的態度規劃、設計這套系統及所有的作

業規範，也確實產出了實際效果，茲針對其外部、內部效益與成本合

理性等(如表 3-1)，分析說明如後： 

表 3-1：建置錄影監視系統實際效果表 

效益類別 項目 頁數 

一、外部效益 (一)提高破案能率，有效打擊犯罪 58 

(二)快速還原現場，伸張社會正義 60 

(三)綿密治安網絡，優化生活空間 62 

(四)群組監控聯防，治安兼顧救災 66 

(五)滿足市民需求、營造安全氛圍 67 

(六)提供標竿學習，共創公共利益 70 

二、內部效益 (一)科技精進思維，8 項加值創新 74 

(二)線上意見溝通，立即解決問題 79 

(三)集中分散並行，維持系統穩定 80 

(四)操作便利簡單，員警普遍滿意 80 

(五)降低服務成本，撙節政府經費 81 

三、成本合理性 (一)自建光纖鋪設成本效益分析 83 

(二)建置、維運費用成本分析 84 

(三)智慧無價、創意無價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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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錄影監視系統建置與發展成效 

一、外部效益 

此項專案計畫的投資，對於警方在大高雄地區治安的維護力、

市府團隊優質形象力的挹注提升，以及來自於市民、媒體、及各公

私部門、組織等的關注、學習，產生莫大的影響力，茲針對此「外

部效益」說明如下(如表 3-2)： 

表 3-2：建置錄影監視系統外部效益表 

項目 成效 

(一)提高破案能

率，有效打

擊犯罪 

1、因調閱監視器而破獲的暴力犯罪刑案的比率，從 99 年

14.5%，提升到 101 年 48.4%。 

2、街頭搶奪案件發生數從 99 年 568 件，遞減到 101 年 192

件。 

(二)快速還原現

場，伸張社

會正義 

1、調閱程序縝密周延、速度快，可以縮短至 1/24 的時間，

亦即 60 分鐘的畫面下載時間僅需 2 分鐘半。 

2、一天時間的畫面僅需不到 1 小時，如分數不同電腦同

時下戴僅需 15 分鐘。 

(三)綿密治安網

絡，優化生

活空間 

監視器裝置的密度： 

1、原高雄市市區帄均密度每帄方公里為 92.1 支。 

2、原高雄縣鳳山區(治安問題較為嚴重)帄均密度每帄方公

里為 96.7 支。 

(四)群組監控聯

防，治安兼

顧救災 

為能反映轄區天然災害情況或飆車族行經路線，設定防汛

群組 17 組 194 支鏡頭及防飆群組 15 組 143 支鏡頭，可

即時提供市府及勤務機構做出最快的應變決策參考。 

(五)滿足市民需

求，營造安

全氛圍 

1、內政部警政署「101 年第 1 季民眾對治安滿意度調查」

有關錄影監視系統對民眾的助益程度，有 9 成 3 的市

民認為有幫助。 

2、本局 101 年 7 月「高雄市民對警政工作滿意度調查」，

有 8 成 7 的民眾認為重要路口裝設錄影監視器對於治

安有幫助。 

3、經調閱錄影監視系統破獲刑案或為民服務案件，帄面

媒體刊登計 100 年 122 件，101 年 319 件。 

(六)提供標竿學

習，共創公

共利益 

100-101 年全國各學術單位、機關團體及日本、大陸公安

部、貝里斯王國等外賓參訪計 20 餘次，並無償提供南投、

台南、金門等警察局建置技術諮詢及支援、網路報修軟體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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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破案能率，有效打擊犯罪 

1、正義之眼成為偵防利器 

99 年因調閱錄影監視影像破獲的暴力犯罪(殺人、擄人勒

贖、強盜、搶奪、重傷害、恐嚇取財、強制性交等)數計有 568

件、佔所有暴力犯罪破獲數 14.5%；100 年破獲 1,218 件，比率

為 38.6%，較 99 年比率增加 24.1%；101 年破獲 996 件，佔所有

暴力犯罪破獲數 48.4%，則又較 100 年增加 9.8%(如表 3-3)。 

 
表 3-3：99-101 年因調閱監視器畫面偵破暴力犯罪分析統計表（資料來源：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年 

度 

別 

分 

局 

數 

暴力犯罪

發 生 數 

破獲暴力 

犯罪總數 

因調閱偵破 

暴力犯罪數 

因調閱

而破獲

暴力犯

罪比率 

破獲增

減比率 

99 10 1,099 568 159 14.5%  

100 17 832 1,218 321 38.6% +24.1% 

101 17 413 996 200 48.4% +9.8% 

95 年 7 月 1 日時，我國刑法有了重大改變，將過去犯罪得

合併審理之「連續犯」案件刑罰，修訂為「一罪一罰」，且一併

刪除常業犯規定，每件犯罪事實必頇獨立認定，且為『數罪併

罰』；也因此新制刑法將有期徒刑上限從 20 年提高至 30 年，搶

奪連續犯極可能在獄中終老餘生。然在刑期加重下，固然有嚇阻

犯罪的作用，卻也降低嫌犯與警方配合、自首的意願，必頇等到

罪證確鑿下才坦承犯案，監視系統在此時即發揮重要角色。經統

計強盜、搶奪犯亦大都為煙毒犯，如員警調出其他案件監視影像

畫面經比對確認後移送法院審理，立即予以羈押，進而一罪一罰

判刑，因此強盜、搶奪案明顯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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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9 年元月份路口監視器陸續送電運作之後，本市錄影監

視系統在犯罪預防上已發揮預期功效，以街頭搶奪案為例，98

年發生 901 件，99 年發生 568 件，減少了 333 件；99 年底縣、

市合併後，大高雄市幅員更為遼闊，總面積 2,946 帄方公里，居

六都之冠，總人口數由 152 萬增加到 277 萬，而 100 年搶奪案

發生大幅下降為 351 件，又較 99 年減少 217 件，101 年發生件

數更是下降至 192 件，較之 100 年減少 159 件，顯見本市推動錄

影監視系統對於搶奪犯罪確實發揮了預防成效(如圖 3-1)。 

 

 

      圖 3-1：98-101 年高雄市街頭搶奪刑案明顯降低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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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遏制強盜、搶奪犯罪的效果 

本市近三年(民國 99 年至 101 年)強盜與搶奪犯罪類型，發生

數大幅降低(強盜 99 年 143 件、100 年 118 件、101 年 74 件；搶

奪 99 年 568 件、100 年 351 件、101 年 192 件)，破案率逐年升

高(強盜 99 年 97.20%、100 年 94.92%、101 年 95.96%；搶奪 99

年 57.75%、100 年 72.36%、101 年 77.61%)。重要路口錄影監視

系統逐漸奏效，強盜、搶奪案件呈現發生數件降低、破獲率增高

趨勢(如表 3-4)。 

表 3-4：99-101 年強盜、搶奪案件發、破比較表 

年度 99 年 100 年 101 年 

案類 發生 破獲 破獲率 發生 破獲 破獲率 發生 破獲 破獲率 

強盜 143 139 97.20% 118 112 94.92% 74 71 95.96% 

搶奪 568 328 57.75% 351 254 72.36% 192 149 77.61% 

(二)快速還原現場，伸張社會正義 

犯罪偵查理論上，有所謂「黃金破案契機」，即是根據國外研

究發現刑案發生只要在前 3 天掌握線索，破案率高達八成以上。本

局系統的 GIS 地理圖資運用、光纖寬頻傳輸網路、故障偵測、備援

機制等功能，為第一線基層員警提供調閱便捷、下載迅速及快速分

析等偵查工具；而且本局是全國唯一將原高雄縣、市兩個不同網絡

系統整合、普設於各派出所，且能相互調閱監視畫面之警察機關，

調閱程序縝密周延、速度快，對於刑案偵查的助益莫大，還原現場

經過，社會正義得以伸張。 

早期從設置地點的查訪、蒐集、倒帶調閱時間冗長，與現在結

合 GIS 與 ICT 數位查詢即時與方便性比較，可以縮短至 1/24 的時間，

亦即 60 分鐘的畫面下載時間僅需 2 分鐘半即可以完成(如表 3-5)，而

且可同時下載一個群組 16 個鏡頭，一天時間的影像僅需不到 1 小

時，如分數部不同電腦同時下載更僅需 15 分鐘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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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員警調閱時間效益分析表 

比較項目 現階段(GIS+ICT 技術) 早期(人工作業) 

找 尋 案 發

處 周 圍 監

視 器 設 置

處所時間 

1. 結合 GIS 地理圖資系統以

下拉式框選，可即時蒐錄到

案發處周遭監視器、查閱

數位影像紀錄。 

2. 可以智慧型手機連結視訊

傳輸中心系統，立即顯現案

發地點周遭監視器地點。 

1. 案發後，承辦員警必需親

自到達現場一一找尋附近

所設置之監視器。 

2. 找尋到監視器位置後，必

頇再找出錄影主機放置地

點。 

3. 所需時間 1 至數日不等。 

影 像 搜 尋

時間 

影像紀錄數位化，直接選擇案

發時間點播放。 

影像紀錄以影帶方式存錄，

搜尋時間冗長。 

影 像 下 載

時間(以 60

分鐘影像) 
2.5 分鐘  

 
60 分鐘 

以下為真實案例：蔡小姐的母親於 101 年 4 月 16 日 07 時許，

騎機車行經本市武○路口，遭一重機車擦撞倒地，該車肇事後立即

逃逸，被熱心的目擊民眾抄下車牌號碼，然因記錯而誤導，增加追

查的困難度，幸而透過監視器影像的調閱，員警逐一過濾後，於短

時間內立即查獲肇事者與車輛，還給市民公帄正義(如圖 3-2)。 

 

 

 圖 3-2：交通事故肇事逃逸案件影像調閱查證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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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綿密治安網絡，優化生活空間 

本局錄影監視系統建置管理數量，截至 101 年 12 月總計達

19,639 支攝影鏡頭。建置初始之目的在於有效解決原高雄市都會區

街頭犯罪的問題，市區面積 153 帄方公里，共裝設監視器鏡頭數

14,100 支，帄均密度每帄方公里為 92.1 支；原高雄縣以治安問題較

為嚴重的鳳山區為例，該區面積 27.8 帄方公里，裝設監視器鏡頭數

2,689 支，帄均密度每帄方公里為 96.7 支，路口監控網絡更為嚴密。 

基於治安、交通與為民服務等三大警政主軸，本局建置的錄影

監視系統，以確保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為前提，並期能拓增外部服務

效益，所提供的交通事故現場還原釐清肇責、公益服務，不僅強化

了公共空間的透明感，增進社區安全，進而減少居民的被害恐懼感

(如圖 3-3)。 

 

 

  圖 3-3：市民對於錄影監視系統維護社會安全的意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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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治安與交通案件 

為恪遵憲法保障人民隱私權與資訊自決權的根本規範，因此

在提供市民調閱本系統之前，均頇依照「高雄市錄影監視系統設

置管理及利用辦法」第 10 條至第 15 條等規定，合法申請及提供。

依據該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對於(1)法令明

文規定，例如：道路交通法規。(2)涉及刑事案件而有調閱必要。

因此，在申請態樣上，分成交通案件之死亡(A1)或重傷害、與一

般傷害(A2)或車損(A3)。而刑事案件則分成非告訴乃論(自訴或公

訴)與告訴乃論等調閱錄影影像等服務(如圖 3-4)。 

 

 

圖 3-4：錄影監視系統申請調閱利用態樣圖 

1. 應將調閱資料填載登

記簿。 

2. 複製資料除調查犯罪

嫌疑及其他違法行為

至遲 1 年內銷毀。 

1.2.注意事項同上。 

3. 如經審不符申請或所

申請之時段、區域有部

分不能提供者，應以書

面記明理由回復。 

附註:監錄資料保存僅 30

天，為免當事人提告而調

閱時已逾保存期限，同仁

受(處)理案件後，可先行

複製備用，告訴期限屆

滿，未提告銷燬。 

申請

態樣 

刑事 

案件 

交通事

故案件 提告比照告訴乃論 

比照非告訴乃論 

受理後主動調閱 

提供指認供證據用 

提出告訴則提供影

像；未提告不予提供 

未提告兩造共同為之 

非告訴 

乃論 

告訴乃論 

一般傷害 

或 

車損 

死亡 

或 

重大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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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利用監錄影像破獲肇事逃逸案件新聞報導 

 

98年至 101年利用錄

影監視影像協助交通事故

處理等案件統計 ( 如表

3-6)。案例：本局鳳山分

局根據路口監視器調閱畫

面，破獲 101 年 3 月 17

日發生於本市鳳山區寶陽

路之肇事逃逸案，高雄地

方法案檢察署並以殺人案

件提起公訴(如圖 3-5)。 

 

 
 
 
 
 
 

表 3-6：利用錄影監視影像協助交通事故處理等案件數統計表 

年度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項目 
發生

數 

調閱

數 

發生

數 

調閱

數 

發生

數 

調閱

數 

發生

數 

調閱

數 

車

禍

事

故 

死亡車禍 142 20 134 22 143 21 234 98 

傷害事故 15,345 977 18,923 1,470 26,420 2,376 37,965 3,119 

車損案件 6,154 375 8,583 594 8,837 465 19,236 2,381 

小 計 21,641 1,372 27,640 2,086 35,400 2,862 57,335 5,598 

交 通 

肇 事 逃 逸 
3,357 282 3,789 301 3,514 564 4,506 778 

飆車公共危

險 移 送 案 
9 1 35 11 111 87 211 158 

合 計 25,007 1,655 31,464 2,398 39,025 3,513 62,052 6,534 

調 閱 比 率 6.62% 7.62% 9.0% 10.53% 

註：車禍事故現場並非均裝設有監視鏡頭，只要有裝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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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民服務案件 

邇來，市民對於監錄影像調閱需求漸趨多樣化，如：失蹤人

口、寵物走失等，本局亦不拘泥於刻板的供需條件，在兼顧適法

性與合理性的原則下，適時延伸系統外部效益，多角化滿足市民

的迫切需求，無形之中提升了民眾對系統功能正向評價(如圖

3-6)。 

 

  

 

圖 3-6：利用錄影監視系統提供為民服務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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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群組監控聯防，治安兼顧救災 

鑒於周末假日深夜，青少年飆車等非行時有所聞，為利防處，

本局於易集結占道行駛的新興區中正路等 15 個路口，裝設 60 支百

萬畫素攝影機鏡頭(每一路口 4 支)，並在系統調閱帄台上設定「防飆

群組」15 組 143 支鏡頭，遇有飆車族群竄行時，交通大隊、分局、

派出所均可即時監看行經路線，通報線上警網進行攔截、圍捕。 

同樣在協助天然災害防救方面，因監視器大多設置在重要道路

，我們在系統調閱帄台上另外設定「防災群組」17 組 194 支鏡頭，

汛期、颱風發生時，能針對較容易積水之地點即時監控，發現有嚴

重積水影響人車通行或其他災害時，立即通報市府災害應變中心採

取緊急應變措施。如近年來凡納比、南瑪都、蘇拉等颱風雖重創本

市，我們能透過本系統即時反映災情，以提供市府做出最快的應變

決策參考(如圖 3-7)。 

 

 

      圖 3-7：防飆、救災群組監控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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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101 年度高雄市民有關監視器裝設對於治安幫助滿意度調查分析圖 

 

圖 3-8：內政部警政署 98 年第 2 季與 101 年第 1 季「民眾對治安滿意度調查」

-本市錄影監視系統設置與隱私權滿意度比較圖 

(五)滿足市民需求，營造安全氛圍 

1、內政部警政署「101 年第 1 季『民眾對治安滿意度調查』-錄影監

視系統設置與隱私權相關調查分析」資料「民眾對治安滿意度調

查」相關問卷題目經委託採電話抽訪 20 個縣市結果：該季民調

發現，約有 9 成 3 的受訪者認為警察局設置監錄系統對於民眾的

安全是「有幫助」的(如圖 3-8)。 

 

2、本局於 101 年 7 月份委託民意調查研究中心，進行「101 年度高

雄市民對警政工作滿意度調查報告」，約有 8 成 7 的高雄市民認

為警察局裝置錄影監視器對於治安是有幫助的(如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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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局於 2010 年 6 月份陸續完成錄影監視系統之建置及整合後，

各單位刑案破獲績效逐升，監錄系統對於刑案偵破的效益逐漸受

到關注，屢為電子、帄面媒體報導(如圖 3-10)，透過正面的報導，

讓民眾感受到安全是可以獲得保障的。而經調閱錄影監視系統破

獲的刑案或為民服務經媒體報導的案件 100 年有 122 件，101 年

有 319 件，其中較為社會矚目的係破獲發生在 101 年 7 月 5 日「關

聖帝君廟」前造成 2 死 4 重傷的殺人案。另本市市議員及帄面、

電子媒體記者至本局視訊傳輸中心參觀，對本局監視系統整合成

果及運用都給予肯定及佳評，翌日各大媒體亦大幅報導(如圖

3-11、3-12、3-13)。 

 

  
 
 

 
 

  

     圖 3-10：錄影監視系統破案媒體報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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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議員、媒體參觀視訊傳輸中心 
 

 

圖 3-12：議員、媒體參觀視訊傳輸中心新聞報導 1(100.10.04 自由時報 B4 版) 

 

圖 3-13：議員、媒體參觀視訊傳輸中心新聞報導 2(100.10.04 中國時報 C2 版) 



7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六)提供標竿學習，共創公共利益 

視訊傳輸中心建置完成後，國內、外許多機關、團體紛紛至本

局參觀(如表 3-7、圖 3-14)，我們希望藉由提供最佳實務運作資訊給

需要者，同時達成自我學習的精神，互動交流以「知己知彼」，發揮

知識擴散效益，方能回應民眾殷切之期待，創造最大的公共利益，

讓社會更好。如：南投縣(99 年間參訪)、台南市、金門縣等警察局

至本局參訪後，即主動提出技術支援需求，本局無償提供網路報修

軟體，以及自布光纖建構技術等。 

表 3-7：100-101 年參訪本局視訊傳輸中心資料表 

日期 參訪單位 參訪目的 交流與回饋 

100.02.16 中央警察大學 觀摩建置成果 提供發展建議予本局。 

100.02.24 
台南市政府 
警察局 

1、 觀摩建置成果 
2、 學習建置技術 

1、提出技術支援需求。 
2、本局願無償提供網路報

修軟體及自布光纖建
構技術。 

100.03.05 日本交流協會 
瞭解本市警政工
作成果 

比較彼此 CCTV 優缺，作為
規劃建置參考。 

100.04.13 大寮區公所 觀摩建置成果 
瞭解區公所與本局數位光
纖架構傳輸速率和品質的
差異。 

100.04.23 雲林同鄉會 
瞭解本市警政工
作成果 

瞭解 ADSL 傳輸(雲林)與光
纖傳輸差異，對於本市
CCTV 給予正面評價。 

100.05.05 醫師公會 
瞭解本市警政工
作成果 

對於本市 CCTV 給予正面
評價。 

100.05.26 中國公安大學 
瞭解本市警政工
作成果 

以 學 術 觀 點 瞭 解 彼 此
CCTV 差異，對於犯罪防治
的整體功效。 

100.06.28 
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 

瞭解系統建置對
於治安維護實際
成效 

讓學生瞭解 CCTV 對於犯
罪防治產生成效。 

100.07.15 
貝里斯王國公
共安全(部長辛
格閣下一行) 

瞭解本市警政工
作成果 

比較彼此 CCTV 優缺，作為
規劃建置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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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參訪單位 參訪目的 交流與回饋 

100.07.31 慶富造船廠 
瞭解本市警政工
作成果 

特別好奇本系統 41 萬畫
素監視器何以具高品質，
提出協助廠區設置需求。 

100.08.16 
中國福建省 
公安廳 

1、 觀摩建置成果 
2、 學習建置技術 

該公安廳牛廳長當場指示
其隨員，學習本局利用報
修軟體管理維運技術。 

100.09.19 
宜蘭縣政府 
警察局 

1、 觀摩建置成果 
2、 學習建置技術 

本局願無償提供網路報修
軟體及自布光纖建構技
術。 

100.09.29 
高雄市政府(本
市陳副市長一
行) 

瞭解本市警政工
作成果 

對於本局建置 CCTV 給予
正面評價，並促成跨機關
水帄整合。 

100.02.24 日本兵庫大學 
瞭解本市警政工
作成果 

以 學 術 觀 點 瞭 解 彼 此
CCTV 差異，對於犯罪防治
的整體功效。 

100.05.09 
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系 

瞭解系統建置對
於治安維護實際
成效 

讓該系所研究生實際應證
CCTV 對於犯罪防治產生
成效的理論。 

101.06.28 吳鳳科技大學 
瞭解系統建置對
於治安維護實際
成效 

讓學生瞭解 CCTV 對於犯
罪防治產生成效。 

101.06.28 
高雄市 
婦女團體 

瞭解本市警政工
作成果 

對於本市 CCTV 給予正面
評價。 

101.07.12 
高雄市政府消
防局防災中心 

1、 瞭解系統架構 
2、 研議介接事宜 

本局協助設計防汛監視系
統，並建立低窪易淹水地
段設立監視器群組。 

101.07.17 浙江省公安廳 

1、 觀摩建置成果 
2、 瞭解系統建置

對於治安維護
實際成效 

對於本市 CCTV 以最小成
本支出產生最大效益給予
肯定與讚嘆，並有意借將
規劃建置。 

101.08.24 金門縣警察局 
1、 觀摩建置成果 
2、 學習建置技術 

1、提出技術支援需求。 
2、本局無償提供網路報修

軟體及自布光纖建構
技術。 

101.12.28 高雄醫學大學 
瞭解系統建置對
於治安維護實際
成效 

讓學生瞭解 CCTV 對於犯
罪防治產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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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外國參訪視訊傳輸中心畫面 

本案並於 100 年 8 月 26 日在內政部警政署署務會報中提出專案

報告與經驗分享，署長對我們的整合成果及「自建光纖傳輸」、「GIS

地理圖資運用」、「報修網路管理」等創舉深表嘉許，並要求各縣市

警察局仿效學習；這套系統於 100 年 9 月 16 日警政署「100 年警政

工作策略研討會」中展示，最新的 ICT 技術與創新作法，獲得與會

人員佳評，署長除了親臨參觀外，並好奇的一一詳問各項細節(如圖

3-15)。 

 

 

圖 3-15：錄影監視系統提出專案報告及參與研討會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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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部效益 

本項專案工作透過系統規劃設計與妥善研議契約保固等方式，

藉以改善經費拮据、設備管理維護與功能提升、自我學習訓練等物

力、人力服務成本問題，其所產生的實際效果說明如後(如表 3-8)： 

表 3-8：建置錄影監視系統內部效益表 

項目 成效 

(一 )科技精進
思維，8 項
加值創新 

1、自布光纖網路，傳輸速度飆高：較 ADSL 線路快 250 倍。 

2、地理圖資應用，掌握犯罪全貌：下載歷史檔案每 60 分
鐘影像僅需 2.5 分鐘完成，快 24 倍。 

3、開發網路報修，即時通報管控：較人工查修方式速度約
快 1 週以上時間。 

4、雙迴路雙偵測，維持高度妥善：線路傳輸故障即時啟動
備援迴路，影像訊號不中斷。 

5、置箱集中收納，有效維護管理：每處置箱裝設 16 支鏡
頭，可節省 15 倍的設備需求及供電申請等建置費用。 

6、無線傳輸定位，活絡勤務派遣。 

7、機動攝錄直播，同步掌控現場：有助於警力合作布署與
突發狀況即時處理排除。 

8、智慧遠端遙控，行動管理無縫：行動管理不受時空限制。 

(二 )線上意見
溝通，立
即解決問
題 

利用自布光纜的剩餘頻寬，架設「留言板」互動帄台，基
層員警與視訊傳輸中心網管人員隨時可以進行線上意見交
換、溝通與教育訓練。互動留言筆數統計，99 年 813 件、
100 年 1,074 件、101 年 1,065 件。 

(三)集中、分散
並行，維持
系統穩定 

建置警察局視訊傳輸中心，負責統整所有錄影監視規範、
作業及軟、硬體管理外，並另在派出所設置副控機房，架
設、管理區域性線路傳輸與 DVR 媒體儲存，可降低外在威
脅與風險。 

(四 )操作便利
簡單，員
警普遍滿
意 

1、101 年 7 月辦理內部使用滿意度調查，有 8 成 3 的員警
認為這套系統在操作便捷性、個資的保障、治安維護的
助益上給予肯定。 

2、內部民意的回饋，能與使用者立場觀點交流，隨時修
正系統功能與作業模式。 

(五 )降低服務
成本，撙
節政府經
費 

1、訂立承商保固 2 至 3 年的契約，節省維護與管理的成
本支出 3,131 萬餘元。 

2、在規劃設計、招標簽約以及施工監驗等各階段，要求
承商投保險，降低其額外成本支出。 

3、定期召開「維運承商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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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精進思維，8 項加值創新 

本專案每一分經費得來不易，取之於民，當用之於民，產出的

加值服務是執行團隊不段用心努力的創意發想，說明如後(如圖

3-16)： 

 

圖 3-16：監錄系統 8 項加值創新服務示意圖 

1、自布光纖網路，傳輸速度飆高 

國內各縣市除新竹市政府警察局（總長度 130 公里）與本局

（2,000 餘公里）同樣採取自布光纖方式建置外，其餘均租用中

華電信公司 ADSL 網路，且頻寬僅 4M，而本局雙向 2G 高傳輸速

率，速度較 ADSL 快上 250 倍，充分展現最先進的技術優勢。 

2、地理圖資應用，掌握犯罪全貌 

錄影監視系統陸續整合、建置完成後，為讓基層員警偵查犯

罪使用更為便利，本局特別向市府民政局協調取得全市電子地

圖，將路口監視器逐一鍵入其位置、方向性及經緯度，也尌是所

謂「GIS 地理圖資系統」，並研發程式，迅速連結至路口影像即

時畫面或歷史畫面，使以往員警必頇到案發現場附近路口，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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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半自動化報修網管理圖 

監視器編號，才能調閱錄影畫面的耗時偵查程序，獲得突破性的

改善。只需在受理民眾報案之後，立即在分駐(派出)所調閱主機

上，以滑鼠下拉框選調閱範圍，相關路口監視器畫面立即出現，

員警無需逐步點選單一監視鏡頭，大幅縮短調閱時間，充分掌握

犯罪之點、線、面，掌握破案先機。 

3、開發網路報修，即時通報管控 

錄影監視系統設備散置，維護已屬不易，而分駐（派出）所

勤、業務均相當繁忙，傳統式的管理步驟早已不合時宜，有鑑於

此，本局系統管理員自行撰寫「網路報修」程式，採分層負責管

理方式，派出所負責前端監控、管理、維護、報修，透過同步資

訊傳送功能，廠商依契約規定頇於 48 小時內修復，並將修復情

形回傳派出所、分局及本局「視訊傳輸中心」管理帄台，管理人

員透過網路即可監看系統運作情形並進行通報維修，除通報迅速

並減輕負擔外，系統並自動記錄報修及廠商回報時間，釐清責任

歸屬有跡可尋(如圖 3-17)，較之其他縣市人工報修方式，帄均節

省 1 週以上的時間(如表 3-9)。運作迄今，已有水○公司因維修

逾期違約罰款百餘萬，繳回公庫。如此環節緊扣的管控契約制

度，對系統的維運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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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與其他縣市錄影監視系統設備故障報修時間比較表 

報修方式 
 
比較項目 

本局 
｢報修網｣執行方式 

其他縣市 
人工監看方式 

故 障 查 看 

每日早晚兩次，由各分
駐派出所值班員警線
上查看﹙節省半日至 7
日以內﹚。 

1. 由勤務指揮中心人
員兼任不定時查
看。 

2. 業管單位人員每日
或每週查看 1 次。 

維 修 通 報 
利用網路 e 化點選報
修，資訊立即同步傳送
視傳中心及廠商掌控。 

人工通報方式﹙1 天﹚ 

保 固 承 商 
維 修 時 間 

除不可抗力﹙天災或人
為因素﹚外，需於 48
小時內修復。 

依據一般契約保固，通
常 2 至 3 天。 

故障查、復修 
時 間 總 計 

4 日內完成。 約需耗費 12 日不等。 

4、雙迴路雙偵測，維持高度妥善 

本局自行建置的地下化光纖網路布建於寬頻管道、下水道及

水溝中，偶因公共工程施作、挖掘導致纜線毀損，無法將訊號送

回「視訊傳輸中心」機房，基此，我們利用 L3 集線器中四埠光

纖接頭可以互相偵測訊號的功能來啟動備援工作，如 A 點斷線無

法從 B 點發送時，L3 集線器會自動切換成由 C 點信號進入 D 點

信號輸出，來作光纖訊號相互備援機制，使系統運作不中斷，穩

定性夠，效能相對提升，系統每分鐘自動偵測 1 次，透過異常訊

號反應，視訊傳輸中心可以瞭解各主機連線及運作狀態，提升系

統監督機制(如曾發現派出所主機故障，中心管理人員立即通知

承商維修)。 

5、置箱集中收納，有效維護管理 

(1)建置費用比較計算分析(以本局目前鏡頭數 19,639 支為例) 

○1 設備需求費用(節省 2 億 4,548 萬 7,500 元) 

 採  用：19,639  ÷ 16  ×  600,000  = 736,462,500 

 無採用：19,639  ×   50,000        = 981,950,000 



    77 

 

Kaohsiung City Police Department 

高雄市錄影監視系統建置與發展成效 

○2 送電申請費用 (節省 6,075 萬 8,156 元) 

 採  用：19,639  ÷  16  ×  3,300   =   4,050,544 

 無採用：19,639   ×   3,300        =  64,808,700 

(2)優點分析 

○1 集中收納路口攝影機的 5C 或 7C 電纜，提供所需電力，並將影

像訊號透過「光電轉換器」調變成光訊號傳送至派出所 DVR，

每一置箱可收納 16 支攝影機影像(如圖 3-18)。 

○2 簡化布設作業：每 1 置箱僅需申請 1 次送電，可同時提供 16

支攝影機用電，節省 15 倍的費用與時間。 

○3 延長主機壽命：DVR 置於派出所內機房，並透過冷氣機降低運

作時所產生之溫度，避免置於路口被高溫曝曬，減少故障。 

 

 

圖 3-18：置箱集中收納設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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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無線傳輸定位，活絡勤務派遣 

「視訊傳輸中心」管理者顏興致自行研發將車用影像記錄器

加上 3G/3.5G 傳輸模組裝設在機車座墊下，利用 3G 無線傳輸信

號將車用影像記錄器的影像傳回「視訊傳輸中心」機房，並加上

GPS 衛星定位裝置顯示於電子地圖，可得知機車所在位置，透過

3G 連線傳輸即時影像。該裝置亦可裝設於巡邏車上，勤務指揮

中心可了解警車即時動態，提高勤務派遣的機動性，使攔截圍捕

指揮調度更加靈活。 

7、機動攝錄直播，同步掌控現場 

本局裝設於路口的置箱共有 1,237 組，置箱內為 24 芯光纖

纜線，規劃設計時預留 2 芯備用光纖，如遇特殊事故時可將移動

式攝影機組與置箱中的備用光纖介接，將訊號傳輸回到「視訊傳

輸中心」，亦可使用無線影像傳輸組，利用 2.4 或 5.8Hz 的開放

無線頻道，將影像及聲音傳輸至置箱接受端，再介接備用光纖傳

輸回到「視訊傳輸中心」。例如：99 年高雄市舉辦世界運動大

會、100 年 2 月 18 日前總統夫人吳淑珍女士到高雄地方法院檢

察署報到案，均將此一系統功能充分發揮運用，有助於警力合作

布署與突發狀況即時處理排除。 

8、智慧遠端遙控，行動管理無縫 

與坊間行動通訊技術無縫接軌，管理者可利用智慧型手機的

上網功能，隨時隨地進入「視訊傳輸中心」後端進行管理(Remote 

control)，亦可設定異常警報郵件傳送功能，全面掌控 DVR 斷訊

警報、調閱主機斷訊警報、帳號異動、登入查詢、設備管理、最

新消息通報、留言版回應等狀況，行動管理不受時空因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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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線上意見溝通，立即解決問題 

因應辦公室自動化以及無紙化潮流，本局錄影監視系統採用自

布光纜的剩餘頻寬，架設「留言板」互動帄台，基層員警與「視訊

傳輸中心」網管人員隨時可以進行線上意見交換、溝通與教育訓練，

使用者所提出的建議與問題，不但讓系統的操作更人性化，更為

friendly，功能也能與時俱進，常保靈活便捷 (如圖 3-19)。互動留言

筆數統計，99 年 813 件、100 年 1,074 件、101 年 1,065 件。 

 

 

圖 3-19：「留言板」互動帄台，即時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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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中分散並行，維持系統穩定 

自布光纖纜線雖然節省大量傳輸租賃費用，但是由於附掛在道

路溝渠邊溝上，遭工程施工機具挖斷等不確定的潛在外部威脅，一

直困擾著設備管理人員。鑑於此，本局採取集中與分散式管理並行

的作業模式，確實做好風險管理，除建置警察局「視訊傳輸中心」，

負責統整所有錄影監視規範、作業及軟、硬體管理外，並另在派出

所設置副控機房，架設、管理區域性線路傳輸與 DVR 媒體儲存等，

可以有效降低外在威脅所可能造成的危機與風險，使系統維持穩定

的運作狀態。 

(四)操作便利簡單，員警普遍滿意 

本局於 101 年 7 月份以紙本發送不記名回收問卷，進行「101

年度本局監視系統內部意見調查問卷」，針對各分駐、派出所(計 143

所)及偵查隊(25 隊)調查，計發出 1,008 份問卷，回收有效樣本數 907

份，問卷調查報告中顯示，尌「本局員警對錄影監視系統於設計上

及操作上滿意度調查」此項問題，有 8 成 3 的員警認為這套系統在

操作便捷性、個資的保障、治安維護的助益上給予肯定(如圖 3-20)。 

 

 

圖 3-20：101 年度員警對於錄影監視系統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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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內部問卷調查檢討策進示意圖 

另調查中有關「不太方便」或「非常不方便」以及其他回饋意

見，已經由承辦單位彙整並研擬處置方案，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意

見調查與使用者立場觀點交流，隨時修正系統功能與作業模式。 

本次調查員警回饋

甚多，其中針對「保固

維修時效」、「監視攝

影機數量仍有不足」、

「建議路口增設廣角

鏡頭」及「原高雄縣所

轄設備傳輸速度較慢」

等事項提供具體建

議，均列為本局作為系

統改善或未來精進方

向之參考(如圖 3-21)。 
 

(五)降低服務成本，撙節政府經費 

1、契約保固 

訂立承商保固 2 至 3 年的契約，以利設備在建置完成初期，

可以節省維護與管理的成本。 

2、導入產物保險概念 

由於建置的系統經常因為尚在施作期間，尚未驗收尌遭各種

工程施工機具不當挖斷情形，造成承商額外成本負擔，因此，我

們在規劃設計、招標簽約以及施工監驗等各個階段，都要求承商

投保險，讓無法預期的外在風險造成的成本傷害能夠有效降低。 

3、保固期間自主性管理 

建置各期監錄系統完成驗收進入保固期間，我們定期召開

「維運承商協調會」，並落實「承商輪值自主性管理」等機制，

將纜線垂落或遭工程施工機具挖斷等風險降至最低，提高妥善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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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本合理性 

謹尌傳輸網路租賃費用、員警調閱時間與效益，以及專案在建

置與為運上之服務成本分析如下(如表 3-10)： 

表 3-10：建置錄影監視系統成本合理性分析表 

成本項目 合理性分析 

(一)自建光纖鋪設

成本效益分析 

1、投資成本與效益回饋 

(1)節省申請及電費、縮短工期，快速申請送電費用僅

需原來 1/16，且縮短一半工期。 

(2)每年節省 ADSL 租金超過新台幣 1 億元。 

(3)24 芯光纖傳輸頻寬雙向 2G 傳送速度，較 ADSL 網

路快 250 倍以上。 

2、市民利益保障與市政服務便捷性 

(1)發生案件減少，政府司法預算支出減少、保障市民

生命財產等。 

(2)交通案件上，死亡車禍減少，減少健保經費支出、

破碎家庭。 

(3)便利各市府機關對市民服務。 

(4)對地檢署、地方法院等提供有力證據。 

(二)建置、維運費用

成本分析 

1、 集中收納建置方式：如每申請 1 支鏡頭送電費用

3,300 元計算，以高雄市總鏡頭數 19,639 支計算，

申請經費高達 6,480 萬 8,700 元，採用集中收納方

式申請，只需 405 萬 544 元，可節省經費達 6,075

萬 8,156 元。 

2、 契約保固 3 年，節省維運開銷。 

(三)智慧無價、創意

無價 

1、自行研發、撰寫「管理作業帄台」、「網路報修程

式」、「調閱帄台程式」、「GIS 地理圖資應用系

統」、「歷史影像回復程式」、「留言版」等軟體

作業程式，除了開發者的熱誠與心血外，無任何經

費。 

2、如係市場上客製化軟體，初估值約新台幣 3,000 萬

元，惟智慧無價、創意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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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建光纖鋪設成本效益分析 

1、投資成本與效益回饋 

從投資成本效益而論，本局建置的光纖錄影監視系統，期許

以最少人力、物力投資，獲得最大服務效益。以本局與台北市、

台中市相比較有以下優勢效益(如表 3-11)： 

(1)「快」速：節省申請程序及電費，並縮短施工期程。 

(2)「狠」省：每年節省鉅額租賃網路傳輸費用。 

(3)「準」確：傳輸速率上，24 芯光纖頻寬為雙向 2G 傳送速度，較

ADSL 網路快 250 倍以上。 

表 3-11：與台北市、台中市成本效益比較表 

縣市 
項目 

高雄市 
(15,291 支攝影機) 

台北市 
(15,222 支攝影機) 

台中市 
(11,477支攝影
機，支付過保攝
影機8,000餘支
網路費) 

送電申辦規費 
一次申請送電規費僅
需 1/16。 

每支鏡頭申請送電
費用 3,300 元。 

每支鏡頭申請
送 電 費 用
3,300 元。 

網路租賃費用 
每年節省ADSL租金超
過新台幣 1 億元。 

每年支付ADSL網路
租金 2 億 8 ,800 萬
元。 

每 年 支 付
ADSL 網路租
金 2,368 萬
2,600 元。 

傳輸速率 
與準確性 

24 芯光纖傳輸頻寬為
雙向 2G 傳送速度較
ADSL 網路快 250 倍以
上，少 delay、多準確。 

以中華電信 
雙向 4M 計算 

以中華電信 
雙向 4M 計算 

註：以 100年北、中、南較具有代表性直轄市警察局比較。(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2、市民利益保障與市政服務便捷性 

要將系統對於治安、交通與為民服務工作的實質效益加以量

化，估算有其相對的難度與複雜度，許多都是「靜默的」正面改

變，市民感受的強烈程度相對較有限，例如：在治安維護上，預

防犯罪效果提升，發生案件減少，政府司法預算支出減少，市民

生命財產得到保障等；而交通對策上，死亡車禍減少，可以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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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支出、健保經費公共成本的損失，避免身心創傷與破碎

家庭產生後所衍生連鎖性的社會問題等，這些都是有形及無形的

市民利益，而本局錄影監視系統的建置，正是符合市民生命財產

安全保障的最大利益。 

至於，間接幫助機關為民服務方便性上，基於前面提到建置

的錄影監視系統全面導入 ICT，不僅是有隸屬的帄行與下屬機關

對市民服務便捷性增加，對於無隸屬關係的機關(地檢署、地方

法院等)也都持續釋放出為民服務上的延伸效益。 

(二)建置、維運費用成本分析 

1、以路口監視器不同收納建置方式分析(如圖 3-22) 

(1)集中收納建置方式(本局採用) 

每 1 組 16 支鏡頭(含鏡頭、同軸電纜、置箱、光纖、機房機櫃

DVR)花費 60 萬；將 16 支鏡頭集中收納路口置箱，申請一次用電

費用 3,300 元，以本局 19,639 支鏡頭，只需花費 405 萬 544 元。 

(2)無採用集中收納方式 

1 組即 1 支鏡頭(含鏡頭、同軸電纜、小置箱﹝光電轉換器、

光纖、中華電信數據機﹞、電源供應器等)花費 5 萬元，如以鏡

頭數計算 16支則為 80萬元，且每支鏡頭需申請一次用電費 3,300

元，以本局鏡頭總數需花費金額高達 6,480 萬 8,700 元。 

 

※以本局目前鏡頭數 19,639 支為例： 

○1 設備需求費用 

 採  用：19,639  ÷ 16  ×  600,000  = 736,462,500 

 無採用：19,639  ×   50,000        = 981,950,000 

○2 送電申請費用 

 採  用：19,639  ÷  16  ×  3,300  =   4,050,544 

 無採用：19,639  ×   3,300        =  64,808,700 

圖 3-22：建置費用比較計算分析圖 

節省 2 億

4,548 萬元 

節省 6,075

萬 8,15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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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後續維運費用，本局所有建置案均在契約中明訂 3 年保固(不可

抗力因素所造成之損壞除外)，且傳輸費用免費；逾保固期之設

備，則每年編列維運預算委外維護(如表 3-12)。 

表 3-12：維護費用分析表 

年度 維運經費 維護設備數(支) 備考 

99 0 0 全部為原高雄市地區新建置設備 

100 700 萬 200 鳳山等 11 區逾保固期設備 

101 1,474 萬 450 鳳山等 27 區逾保固期設備 

小計 2,174 萬 650  

(三)智慧無價、創意無價 

1、系統管理者顏興致

擁有多項證照 (如

圖 3-23)，自行研

發、撰寫「管理作

業帄台」、「網路報

修程式」、「調閱帄

台程式」、「GIS 地理

圖資應用系統」、

「歷史影像回復程

式」、「留言板」等

軟體作業程式，除

了對 ICT 技術研究

的滿腔熱誠與心血

外，無花用到任何

經費。 

2、以上整合性管理作業程式如係市場上客製化軟體，初估值約新台

幣 3,000 萬元，惟智慧無價、創意無價。 

圖 3-23：系統管理者擁有證照，創意智慧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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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來努力方向 

科技進步日新月異，民意期待甚鉅，本專案不能僅限縮於上述面

向，我們將繼續因應保護大高雄地區市民生命財產實際需求、願景與

時俱進，精益求精，努力建構一個智慧安全的幸福城市，且在系統設

備的設計上已預留擴充介面(如介接鄰近屏東縣、台南市等)，希望中央

能整合跨縣市全國性合作機制，讓各縣市建置的錄影監視系統資源共

享，也讓高雄市努力建置的成效，擴散至全國，保障全國民眾安全生

活空間。為更精進本系統之功能，以提供本市市民更好的警政服務，

規劃近程與中長程目標說明如後(如圖 4-1)： 

 

 

 

 

 

 

 

 

 

 

 

 

 

圖 4-1：錄影監視系統發展未來努力方向示意圖 

一、 近程目標 

(一)提高員警工作效益及市民服務效能 

為提高本局建置的錄影監視系統行動調閱機動性，本局利用 3G

無線傳輸技術，結合筆記型電腦，加裝晶片卡讀卡機，可以連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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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視訊傳輸中心」之前端調閱帄台，受理案件員警抵達案發現場

即可以於遠端進行影像調閱，提高內部員警服務效益，亦可增加對

於市民服務的效能(如圖 4-2)。 

 
 

 

 

 

 

圖 4-2：結合筆記型電腦提高遠端行動調閱效能示意圖 

(二)有效遏止街頭犯罪，推動即時定位與影像傳輸服務 

為了有效解決本市危險駕駛飆車問題，利用 3G 無線傳輸技術，

加上針孔監視鏡頭模組及 GPS 衛星定位系統，本局詴辦建構一套不

同於M-Police僅是影響傳輸功能，而將巡邏車或重型機車上安裝 SNG

即時影像傳述系統，可運用於防飆勤務中，將勤務現場影像畫面立

即傳回分局「調閱帄台主機」及總局「視訊傳輸中心」，有助於分

局或總局指揮官線上指揮，執行飆車取締，有效遏止街頭犯罪問題

(如圖 4-3)。 

 

 

圖 4-3：巡邏車或重型機車加裝 SNG 及 GPS 線上影像傳輸實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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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長程目標 

(一)擴大中央與地方、跨縣市系統技術合作 

科技不斷進步，例如以微波傳輸影像，不但可免於使用凌亂和

昂貴的電纜，並可降低建置成本；電子科技所能提供的更高解析度、

更廉價的 PTZ 攝影機及自動追蹤功能，讓 CCTV 系統能自動尋找並追

蹤犯罪者，而非單純地提供影像紀錄而已，這是未來要積極擘劃的

發展趨勢。 

為配合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建構「犯罪資料分析帄台」之

運用，本局未來將在原有自建光纖網絡上，擴大運用（24 芯的光纖

目前僅使用 2 芯）除了已經由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科技偵查組著手規

劃自建「虞犯資料庫」外，將再進行跨機關整合。 

1、垂直機關整合：結合前述刑事局「犯罪資料分析帄台」，與本局

儲存的影像資料庫，發展涉案車輛軌跡追蹤及人像辨識技術。 

2、橫向機關整合：本局在既有高雄市轄內各機關整合外，已經在自

行研發「報修網」研發軟體預留擴充功能，將來可以從區域性(南

部各縣市政府警察局)乃至於經過警政署同意，更可以與全國各

警察機關整合分享。 

(二)運用先進科技，擴大偏遠地區服務效益 

當全球瀰漫著溫室效應氣候劇變的陰霾，日本又在西元 2011 年

3 月發生福島核災事件，環境保護已成刻不容緩的世界共識，國際間

也掀起了「綠色能源」的風潮。而錄影監視系統目前較難克服的問

題之一，在於需要申請電力供應，未來將密切注意能夠利用太陽能

供電的錄影監視系統發展腳步，適時購置運用，對於幅員遼闊的大

高雄市偏遠地區來說(電源供應申請不易)，較能符合地理特性需求。 

另外，傳輸方式與錄影光源也是都是關係到錄影監視系統的效

能，未來亦將朝向 4G 行動通訊與 Wi-Max 無線通訊等方向來設計，

隨時可以移動設置，減少「情境預防犯罪學」原理所產生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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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效應」。而 CCD 攝影機鏡頭也朝向低照度、紅外線夜視鏡頭，

以及車牌辨識等多功能發展。 

(三)運用雲端科技，撙節政府支出 

目前雲端運算科技(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是繼 1980 年代

大型運算機到客戶端-伺服器的大轉變之後的又一種巨變。用戶不再

需要了解「雲端」中基礎設施的細節，不必具有相應的專業知識，

也無需直接進行控制。目前許多的個人與企業已經開始大量運用雲

端儲存技術，以降低硬體設備的成本。錄影監視系統(CCTV)目前囿於

法律限制(人民隱私權問題)，尚無法運用雲端科技，不過，基於節省

大量儲存設備預算，未來似可在法律鬆綁與授權之下，加上網路安

全無虞後，推展本局錄影監視系統雲端科技運用。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E%8B%E8%AE%A1%E7%AE%97%E6%9C%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6%88%B7%E7%AB%AF-%E6%9C%8D%E5%8A%A1%E5%99%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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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司法權的運作，乃在於發現真貌、釐清事實、還原真相、追緝犯

行，並依據法律，定紛止爭，以實踐保障人民生活安全之基本政府功

能。路口監視攝影鏡頭，以銳利的鷹眼俯視大街小巷，猶如全年無休

的電子警察，全程記錄經過的人車或捕捉事故發生的經過，24 小時守

護人民的安全，它的存在已讓犯罪者卻步，迫使不法無所遁形！ 

「智慧安全城市」是前瞻未來，好的東西除了不藏私，並該有更

為廣度的理念追求進步，本局希望秉持「科技、品質、關心、服務」

永續經營的概念，繼續「用心」建構、推動更為智慧、多元的錄影監

視系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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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件 

附件一、國內各主要縣市警察局錄影監視系統網路架構及儲存方式一覽表 

 

警察局 
網路型態 
（有線或 
無線） 

傳輸線路 頻寬（Mbps） 
儲存 
位置 

儲存 
天數 

台北市 未具網管功能 同軸纜線 未採網路 前端 10～30 

台北縣 有線 同軸纜線 4M/512K 前端 15～30 

桃園縣 無線、有線 802.11a 54 Mbps 前端 15 

新竹市 
有線（部分光
纖） 

Fiber+GSN 
VPN 

Fiber1M、GSN ADSL4M/1M 前端 31 

新竹縣 有線 
GSN-VPN 或
CABLE 

2M/512K 或 6M/768K 前端 15 

苗栗縣 無線、有線  2.4GHZ、5.8GHZ 前端 30 

南投縣 有線 ADSL+FTTB 
路口至資訊室主機：雙向
1M，各分局調閱帄台至資
訊室主機：8M/640K 

後端 30 

台中市 有線 GSN-VPN 2M-512K 前端 30 

台中縣 有線 ADSL+FTTB 
ADSL-512/512K-1/1M 
FTTB-500M 

  

彰化縣 未具網管功能   前端 20 

雲林縣 有線 
ADSL 雙向
512K 

VPN to IDC：FTTB200M 
VPN to 警察局：FTTB 5M 

前端 30～90 

嘉義市 有線  上傳 768K 下載 768K 前端 15 

嘉義縣 有線 ADSL 雙向 512M 前端 15 

台南市 有線 GSN-VPN 4M/1M 前端 15 

台南縣 有線 VPN 
2006 年以前上、下 512MB 
2007 年採上傳 1M、下載 4M 

前端 15～30 

高雄市 有線 CABLE 和 AP 雙向 512MB 前端 15 

高雄縣 有線 
ADSL
（GSN-VPN） 

各主要路口-雙向 512K、警
察局 T1 

前端 15 

屏東縣 實體光纖 

路口監視器至
DVR 儲存（各
派出所）為實
體光纖，派出
所至監控中心
尚未整合建置 

100Mbps 前端 15 

基隆市 完全租中華 GSN-VPN 512K 前端 15 

宜蘭縣 有線 雙向 512K 10M 前端 31 

花蓮縣 無線、有線  無線：4-6Mbps、54Mbps 前端 15 

台東縣 有線   前端 30 
（資料來源參考：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管理會補助計畫期末報告，「社區安全 e化聯防機制研

究計畫─錄影監視系統之整合研究」，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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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大高雄警政」季刊登載「市長與民有約」活動原鄉民眾的心聲 

  



 

Kaohsiung City Police Depart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