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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智慧科技應用－以臺中市大宅門特區資訊化規劃

為例 
 

壹、臺中市大宅門特區簡介 

大宅門特區（原水湳經貿園區）規劃，以「智慧生活」、「低碳生活」、「環境共

生」為開發願景（圖1），面積合計約254公頃，以大範圍的綠色開放空間配置在中

央（圖2），形成一座大型、蜿蜒全區、貫穿南北的清翠園。清翠園周邊分別規劃四

個機能分區，包括北側國際經貿園區、西側生態住宅社區、東側文化商業區及南側

創新研究園區。各區定位及使用機能（圖3）。 

大宅門特區將資通訊科技融入園區設計概念，基於無所不在(ubiquitous)的精神，

讓園區居民都能夠隨時使用高速網路，且無論何時何地都能享有資訊服務。由於園

區各項資訊，有賴於完整的基礎設施，以建立寬頻網絡、智慧電網、環境監測設施、

保全設備等，並設置智慧營運中心，以便管理園區各資訊流及對外提供資訊服務。 

 
圖 1 開發願景 

  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規劃發展科設計師 張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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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全區規劃構想示意圖 

大宅門特區以智慧生活開發建設，透過創新的資通訊科技，使園區更有效率運

作且持續發展，因此，提供園區居民、企業與政府更高效率、即時、互動、整合的

資訊服務，讓園區居民及入園者能經由定點資訊交流站或無線網路傳輸取得相關

訊息。此外，園區建立兼顧環境永續的理念，低碳與環境共生的發展，利用智慧電

網、綠色科技，達到節約能源、再生利用等目標；同時透過內部園區自主保安系統，

並延伸整合市級保安機制，使園區保安系統除能夠自主營運外，亦能夠與園區外無

縫式整合，雙重提高保安等級。 

 
圖 3大宅門特區使用機能規劃圖 

貳、園區資訊系統之發展策略 

  一、導入智慧城市發展概念 

大宅門特區將成為未來整體大臺中發展智慧城市的示範智慧園區，故將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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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智慧城市的發展概念，逐漸由園區的應用擴展至全市的應用，大宅門特區將

運用資通訊科技、雲端技術、物聯網與綠色科技來達成低碳、智慧與環境共生的

發展願景。透過智慧的能源管理，有效降低能源使用量，以綠色科技發展再生能

源，降低排碳量。透過物聯網與雲端技術收集各式巨量資料，發掘與預測園區發

展趨勢，提供民眾與決策者有用的資訊，實現智慧生活。民眾在園區的所從事的

各項活動，都能在適當的時間與地點取得合適的服務，而園區的管理者能整合

各項資源，優化業務處理流程，有效率的處理園區內的各種狀況，並透過巨量資

料分析，進行預防性管理。 

大宅門特區的整體規劃將以智慧城市之概念為基礎進行發展，同時考量園

區背景與臺中市政府發展現況，發展出專屬的智慧園區架構與發展願景與總體

目標，並制定階段性的發展藍圖與目標。 

大宅門特區資訊系統的發展有以下幾點的需求： 

(一)具備跨部門橫向溝通的能力與資訊整合流通機制。 

(二)具備營運趨勢分析與預測的能力。 

(三)完整資料收集與感測的能力。  

(四)完善資通訊基礎設施。  

(五)具備整合式的營運管理中心統籌管理各項業務。  

(六)提供居民、政府與企業不同領域的資訊應用服務。 

綜觀來看，可將大宅門特區視為一個具備生命的有機體，各個場館、公園

綠地、各項基礎設施等都是重要器官，光纖網路與無線通訊如同園區的神經系

統，負責傳遞各項訊息與資料，而資訊系統是園區的大腦，負責園區各項事物的

管理與分析，傳達與控制各個場館與基礎設施，資訊系統猶如整個大宅門特區

的靈魂，大宅門特區資訊系統將是以「系統中的系統」為概念，對不同的領域與

功能將發展不同的系統，但每個系統間是互相關聯並非獨立運作，如同大腦一

般不同的區塊負責不同的工作，當有事件發生時，各個系統皆能各司其職協同

運作，以最有效率與最正確的方式解決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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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園區資訊系統整體策略 

大宅門特區整體開發願景為「低碳生活」、「智慧生活」與「環境共生」，園

區資訊系統的發展是實現園區整體開發願景的手段之一，園區的各項開發建設

是屬於硬基礎設施(hard infrastructure)，園區資訊系統則屬於園區的軟基礎設施

(soft infrastructure)，兩者必須相輔相成才能達成最大效益。  

大宅門特區的願景是成為臺灣智慧生活園區典範(圖 4)，目標是將資通訊科

技導入大宅門特區實現「智慧生活」，協助節能減碳，打造低碳與環境共生的經

貿生態園區。透過資通訊技術能提供完善且優質的公共服務，營造安全、便利與

舒適的生活環境，並促進低碳與創新產業發展，最終是讓所有的居民可在合適

的地點，合適的時間，享受到合適的服務。本計畫將大宅門特區整體資訊系統發

展策略分為短、中、長期(圖 5)，以前述藍圖為基礎，從資通訊基礎設施建置、

感測網路建置、資訊應用服務的發展到智慧化的預測與分析，逐步實現大宅門

特區智慧生活園區典範的願景。 

 
圖 5 大宅門特區資訊系統短中長期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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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系統整體發展架構 

智慧園區發展架構，從技術層面支持智慧園區的各式應用，使各個系統能夠互

聯互通、資源共享與協調運作。智慧園區以一個良好的發展架構來支援各個領域的

智慧應用資訊服務和智慧營運中心(Intelligent Operation Center， IOC)，如所圖 6 示。 

 

圖 6大宅門特區資訊系統整體架構 

大宅門特區資訊系統整體架構可依序分為感知層、整合層、應用層與展現層，

展現層依使用和服務的使用者群體，可分為一般民眾的公共服務入口和園區智慧

營運管理中心入口兩種，應用層包括園區的智慧營運中心、公共安全、交通、環境

保護、能源與水、教育文化、商業服務、公共衛生與智慧建築等應用，可透過雲端

服務共享通用系統軟體，透過資訊整合流通服務與其他系統實現互聯互通。整合層

包括整合各項應用的資訊整合流通服務、物聯網介接與外部系統整合等功能，物聯

網介接負責彙整來自園區各式感測器的資料與訊號，包括防災監測、交通管理、環

境監測與園區保安等。外部資源整合包括警察、環保、電力、醫院與園區各場館等

單位的資訊系統資源。智慧園區雲端服務提供包括虛擬化技術、巨量資料儲存與分

析、動態資源管理等服務去支援各資訊應用服務的發展。 

(一)展現層 

       園區資訊系統整體架構的展現層是以一般民眾的公共服務及園區營運者

協同管理為發展導向，對不同角色與職掌提供不同的功能與服務。公共服務入

口注重的是園區資訊查詢、互動、回報與協作服務，園區營運服務注重的是監

控、協調運作、智慧分析與效果評估等。展現層為一般民眾與園區管理人員透

過公共服務入口與園區營運入口提供統一的檢視介面，依不同使用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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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供基礎共同的服務外，同時支援個別化服務。 

(二) 應用層 

       應用層是提供各種園區功能的資訊應用服務，智慧營運中心是總管園區內

各項事物的核心，其他如園區管理、交通、公共安全、環境保護、能源與水、

教育文化、商業服務、公共衛生、智慧建築等資訊應用服務，會隨著園區的發

展，及功能需求的變化而有所不同，會呈現出多樣性與分階段性。 

(三) 整合層 

       智慧園區的資訊應用服務，需要對多個不同場館（設施）的資訊進行處理，

並將處理的結果傳送給相關資訊需求者。整合層就是實現多方資訊來源的互聯

互通、資源分享應運而生。 

1. 物聯網統一介接服務 

  物聯網統一介接閘道提供公共的技術功能以接入各種類型的感測設

備，如環境監測設備、交通流量監測設備等。需能支援多種類型和多種通

訊協定的即時感測資料，以共通的資料交換標準服務接入資料，同時具備

高即時性及高可靠性。 

2. 外部系統整合服務 

  智慧園區需要與許多業務管理單位進行協同工作，能夠介接如警察、

消防、交通、環保、電力、醫院與園區內各場館（設施）的資訊系統。提

供用於整合外部系統的各種功能，支援多種通訊協定、多種訊息格式與資

料轉換功能。 

3. 資訊整合流通服務 

  智慧園區服務匯流排將物聯網與外部系統服務進行整合，以服務導向

架構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SOA)的技術建構，提供標準的服務匯

流排功能，將感測器資料與外部應用系統納入園區資訊系統整體架構內，

是從系統整合的角度去協調資訊科技與業務的關係。園區使用的資訊系統

越多，資訊系統對於業務的營運幫助就越大。園區服務匯流排正是將園區

內的資訊資源妥善協調，彼此溝通，提供更好的服務。 

(四) 感知層與外部資源 

    感知層即是物聯網相關的感測系統，包括防災監測、交通管理、環境監測

與園區保安等相關感測設備所獲取的即時資訊，透過物聯網統一介接服務來整

合。外部資源是指園區內或園區外的資訊系統，可能是警察局的路口監視系統、

消防局的緊急應變系統、醫院的緊急醫療管理系統和園區內各場館（設施）的

監控管理系統等等。 

(五) 園區雲端服務 

    雲端運算是資訊科技發展的未來趨勢。大宅門特區立足長遠發展，要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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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和架構能夠支援未來發展需要，同時不需要對原有平臺和架構進行推倒重

來式的反復投資建設。雲端運算適合在多應用系統環境下，共享硬體資源和軟

體資源，甚至共享服務資源。所以智慧園區的雲端運算平臺需要支援所有資訊

應用服務的自動安裝配置、管理動態資訊資源並進行統一的安全維運管理。 

參、擬定階段性資訊系統推動項目  

一、短期推動項目  

短期擬定的推動項目，分述如下：  

(一)園區內完整的高頻寬光纖網路。  

(二)新一代無線寬頻通訊網路覆蓋環境。  

(三)先進雲端服務基礎設施與網路資料中心。  

(四)各項感測網路服務。  

二、中長期推動項目 

中長期擬定的推動項目，分述如下：  

(一)園區資訊整合流通服務。  

(二)空間資訊應用服務。  

(三)交通應用服務。  

(四)公共安全應用服務。  

(五)環境應用服務。  

(六)園區動態即時資料整合服務。  

(七)園區營運整合管理平台。  

(八)園區導覽服務平台。  

(九)巨量資料分析加值應用。  

肆、結語 

資通訊的整合與感知化、互聯化、智慧化能力的建立，是形塑智慧特區不可或

缺的基石。而雲端運算可視為達成此一目標的重要推手，透過巨量以及快速的資料

處理，資訊的傳遞愈發的快速，資訊流通亦顯得更為便捷。當一個園區提供無所不

在的服務，使民眾能即時地掌握到最新資訊時，即實現了智慧園區的目標。 

園區除了提供以先進資通訊科技建構的應用服務外，也期與企業及民眾進行

「合作」、「互動」及「新思維」的模式，而達到「智慧生活」的實現。有了這樣概

念和方向，在逐步地推展過程中，同時也期帶動了如：資通訊科技服務、交通運輸

服務、能源管理服務、環境品質服務、醫療照護服務、教育托育服務、居家安全服

務及商業行銷服務…等等相關產業的新契機，進一步還能夠加快產業升級和企業

轉型發展，為企業發掘新增長點和轉型提供新的思維，促使政府、企業及民眾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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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贏而共利。 

臺中市大宅門特區目前即朝著智慧園區的方向邁進，透過資通訊科技融入園區

設計概念，期將整個園區建立成為一智慧生活區。大量的資訊應用服務規劃已逐漸

成形，這些資訊應用服務將成為實現智慧園區的重要因子，未來期望以大宅門特區

成功的案例推廣至全臺中市，將臺中市的城市智慧化推向另一個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