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城市智慧應用：新北經驗分享
莊榮哲　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壹、緣起

新北市幅員遼闊，人口近 400萬人，都

會型的板橋、新莊、中和、三重及新店等五區

人口總數即超過全市一半，偏鄉型的平溪、烏

來、石碇、坪林及雙溪等區則各不及萬人，

城鄉差距與人口分布及密度落差可見一斑，因

此，為落實「一個新北市、一個政府」之理念，

導入智慧治理，藉由資通訊科技打破城鄉差距

藩籬，為新北持續發展的契機。

貳、分享與共享資料的公共服務

一、跨區、免書證及跨機關通報

開著車或搭公共運具，穿梭在不同地區公

務機關申請各種文件，如戶政、地政、健保、

勞保等，最後再到欲申辦項目之機關，是過去

許多市民對於必須臨櫃申辦政府事務曾有之痛

苦記憶。為此，新北市政府以物聯網分享和共

享概念，將中央、地方機關及民間部門協調建

立連結關係，推出諸多全國首創之應用服務。

（一）29區公所跨區服務

自 2013年起，整合健保基本資料變更、

役男短期出境證明、敬老悠遊卡、首次申請四

大社會福利生活補助費等 105項民眾經常申

辦業務，建置共同作業系統，領先全國開辦轄

內區公所「跨區服務」，各區公所不再區分市

民之戶籍所在，直接受理申辦或代收轉件，免

除一定要回到戶籍地才能辦理之困擾。

（二）全國最多項免檢附書證謄本服務

2014年接續整合市府內部各局處業務，

並協調內政、勞動、財政、健保及衛福部等，

將市府核辦申請案件所需之資料取得授權使

用，藉由雲端系統介接，推出「雲端證件包─

免檢附書證謄本」措施，市民臨櫃只需持憑身

分證明，即可線上查調戶政、地政、工商、工

務、財稅、社福、勞保、健保及高中職以下學

籍資料，近 1,100項申請案可直接核辦，不

需四處奔波申請前述證明文件。

（三）12合 1跨機關通報服務

市民如辦理戶政資料異動（如戶籍地址、

姓名⋯），除可在新北市戶所跨區辦理外，異

動後可申請通報監理、稅捐、國稅、地政、社

會局、教育局、健保署、國民年金、新北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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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瓦斯公司及有線電視等 12個公私部門

同步更新異動資料，不需再逐一提出申請。

二、一機在手服務跟著走的行動生活

過去很多政府部門認為，應提供更多的科

技化界面或媒介讓市民使用，因此推出各式

App或專屬網頁，市民則需下載 App及逐一

申請使用權限才能享有相關服務，帳號密碼也

越來越多。

此外，部分機關應需要發行實體卡片做為

辨識個人身分之媒介，如圖書借閱證、敬老

卡、愛心卡、學生證、教職員證等，少數地方

政府則以電子票證發行市民卡，皆是建構在

各自獨立的會員資料庫基礎上，要使用，當然

得帶著走，讓原已卡片滿滿的皮夾更為雪上加

霜。

智慧生活，應該是讓生活更簡單，更方

便，而不是為「智慧」產生更多的帳號密碼或

卡片，尤其在人手一機的世代，理應順應行動

化潮流及使用習慣，善用手機為載體，藉由單

一入口平臺共享各部門系統的資訊或服務，這

是當初新北未隨其他地方政府發行實體市民卡

的堅持。

（一）資料庫整合 -市民會員系統

這個單一入口平臺的建構，依然以資料共

享為出發點，整合各機關建置之服務系統會員

資料及功能，介接並建立府級會員系統，讓市

民只要擁有一組帳號密碼，就可以連結市府所

屬各機關系統並獲得所需服務，不需重複申

請，這帳號即為提供整合後一站式行動化服務

的基礎。

（二）客制化的行動虛擬市民卡

依循行動化服務趨勢，設計開發與市民會

員系統及市府開放資料平臺搭配的「我的新

北市 App」，做為共享市府各機關服務之入

口，並以虛擬卡片方式，將個人身分屬性資訊

於手機上顯示，也稱之為「新北卡」（圖 1，

如原領有實體愛心卡，手機上將出現愛心卡字

樣），除可取代身分證件，做為進入市府所屬

收費場館辨識優惠身分依據及取代實體圖書借

閱證直接以手機借書外，系統可依個人註冊條

件篩選，主動推播與個人相關之客制化訊息。

（三）多元服務的手機應用工具

「我的新北市 App」自 2016年 9月上

圖 1　手機虛擬卡取代實體卡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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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提供市醫掛號及看診進度查詢、垃圾車位

置、公車到站資訊、圖書資料查詢、市政信箱、

繳納停車費、福利補助、即時交通資訊、雲端

書櫃、Ubike站點查詢、行政規費罰鍰查詢及

直接以信用卡或銀行轉繳功能，並介接其他機

關提供之服務系統（圖 2）。

（四）智慧社區智慧生活

社區，是市民生活中最基本的環境，也是

城市組成單位之一，完整的智慧城市應包含社

區智慧化。藉由市府提供的免費 App，住戶

可利用手機隨時掌握社區停水、停電、領取包

裹掛號及其他管委會通告之訊息，並可預約社

區公共設施，如健身房、閱覽室、KTV等，

此外，市府可藉此傳送市政訊息給住戶，住戶

亦可反映市政問題，讓市府與市民溝通更順

暢。

參、數據資料串流的智慧治理

城市治理常橫跨數機關，為提升效率並讓

決策者清楚掌握情況，各方訊息整合與整體分

析相形重要，因此近年在導入資通訊技術解決

城市公共問題同時，內部聯繫、系統整合與資

料介接串流，為智慧化治理的共通歷程與核心

事務。

一、智慧安全

（一）全方位 3D科技維安網

以轄內路口監視器為物聯基礎，整合專家

資料庫、地理資訊、110勤指及智慧影像等系

統，提供即時車牌辨識、自動行車軌跡追蹤、

特定人士鎖定或辨別身分後即時告警等功能；

另以「點、線、面」縱深維安部署概念，結合

雲端與物聯網架構，運用各式前端警用裝備

（P-CAM、M-Police行動電腦、無人機、穿

戴式微型網路攝影機），透過 4G傳輸回傳現

場影像，供指揮官於遠端即可掌握現場狀況，

或供員警辦案參考，以利精準決策（圖 3）。

目前持續發展智慧警政機器人、智慧派出

所、智慧戰警、智慧影像分析及新北警智慧雲

平臺，期建構讓市民更安心安居的「新北 AI

圖 3　全方位３Ｄ維安網運作示意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提供

圖 2　「我的新北市 App」整合各項服務，提

             供一站式多元行動服務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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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城」。

（二）全災型智慧化指揮監控中心

以颱洪災害為基礎，透過智慧防災資料平

臺，彙整 8中央與 5地方機關共 64個即時資

料庫（含 CCTV），建置颱洪災情預警系統，

功能包含淹水預警模式、在地化氣象整合圖

臺、動態資料視覺化，可分別展現市區淹水熱

點預警、預報降雨量時段與地區、各區受災嚴

重度與災情分布預測，並可比對單一災點現場

與未受災前的照片。

目前刻正整合坡地災害、土石流、地震等

資料庫，並應用大數據技術，開發各種預警模

式，以提供更即時、精準的防救災資訊，以提

供災害應變指揮體系決策參考，更可開放供民

間運用。

二、智慧交通

（一）車流大數據智慧改道分流

由於臺 1線泰山至忠孝橋高架段經常發生

壅塞，藉由 eTag及車輛偵測器蒐集路段旅行

時間及流量，即時回傳交控中心，如達壅塞標

準即自動於資訊可變標誌發布改道訊息，執行

至今已達分流效果，有效改善交通壅塞狀況。

（二）公車路線自己定，上班通勤更省時

「公車繞來繞去好費時間！」為縮短北北

基桃公車通勤族上下班旅程時間，市府推出

「跳蛙公車」，專屬的 App提供自創路線、

募集路線與線上訂票預訂座位等功能，當公車

族提出需求起迄點後，其他使用者可按下「我

要搭乘」，如達門檻人數，客運業者即開通該

路線，讓通勤更輕鬆自在；例如從新北市五股

到臺北市內湖科學園區上班，原至少要 70分

鐘，搭乘跳蛙公車最快只要 35分即可到達。

（三）電子紙公車站牌，解決偏遠地區供電

新北市偏鄉及山區之公車站牌接電困難，

利用電子紙低耗電特性，結合太陽能充電供

電，解決無法引接電源問題。全版顯示之用電

量一天約 63瓦，相較一般智慧站牌 630瓦只

需約 10%，即便連續陰天也能維持 14天，且

因無需接電工程，大幅減少建置時間。（圖 4）

圖 4　以太陽能供電的電子紙站牌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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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踐停車收費公平性，推動以分鐘計

費

「停車只有 5分鐘卻要以 30分鐘或 1小

時計費，不公平！」這是部分駕駛人心聲。

為提高停車週轉率及實踐公平付費原則，

市府正推動「以分計費」方案，透過 GPS定

位，除可讓駕駛人查詢停車空位外，停車後可

由 App算出停車時間及停車費用，並可綁定

繳費方式即時轉繳，不用擔心忘記繳費。

三、智慧文化教育

（一）智慧不打烊，刷臉借還書

首創公共圖書館 24小時不打烊，同時建

置全亞洲最大的全自助預約取書機，事先透過

網路預約即可隨到隨取；智慧型圖書分揀系統

則可快速將歸還圖書分類，加速上架速度；搭

配各式智慧化的電子書借閱裝置、自助借還書

及書籍清潔除菌箱等設備，提供更方便服務。

另率公共圖書館之先，導入人臉辨識技術，人

臉就是借書證，並應用到智慧無人圖書館門禁

（圖 5）。

首波建置於總館、板橋車站、蘆洲仁愛智

慧圖書館及捷運三重 iReading智慧借還書

站，未來將推廣至各區。

（二）首創「親師生平臺」，老師家長即時

通

整合教師、學生與家長帳號之關聯性為基

礎，具單一簽入、訊息派送、學習履歷、服務

市集及親師合作等五大特色，藉由「新北市教

育雲 APP」即可獲取各項活動訊息、學習履

歷及豐富多元教學資源，並可透過平臺記錄學

生學習歷程，提供不同角色的資源與服務，家

長可快速掌握學生學習進度，並與教師合作陪

伴孩子學習。

四、智慧照護

（一）新北動健康，以預防取代醫療

以全體市民為對象，著重於前端預防，尤

其致力於延緩長者的失能，藉由整合健康促進

評估，介入運動及健康飲食營養管理，並結合

醫療、科技與產業，建置「動健康」雲端管理，

透過 App與運動手環、血壓機、血糖機等物

圖 5　人臉就是借書證，並同步應用到圖書     

          館門禁管理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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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裝置連結，記錄計步、睡眠、心跳、體溫、

飲食、體重、血壓、血糖等資料，提供適性回

饋建議；另為增加參與度，App也建立了「群

組糾團、排行榜、健康幣」等獎勵機制，以同

儕激勵方式強化使用黏著度，鼓勵自主運動習

慣。

（二）首創「攜帶型風險計算機」，第一時

間預警家庭危機

新北兒少人口近 67萬人，為能及時降低

家庭危機，市府應用自 2011年整合 10局處

建置之「高風險家庭整合型安全網」中，服務

近 12萬名高風險兒少家庭所累積之 147萬筆

巨量資料，結合數位統計及資訊專家進行大數

據分析，開發「攜帶型風險計算機」，除可繪

製高風險家庭熱點地圖，更可找出易重複發生

危機或使危機惡化之風險指標，以縮短第一線

社工進場時間並增加服務密度，即時降低家庭

危機。

肆、持續建構合作型的智慧治理

永續的城市治理，資通訊科技的應用雖是

必然趨勢，但不是一昧追求最新或最流行的科

技導入，仍應該回歸到市民的需求，並建構及

聯結所有關係人間的夥伴關係，包含政府部

門、技術供應的產業及需求端的市民，共同合

作推動創新應用方案的模式，這是新北過去的

做法，也是未來持續秉持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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