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自農業社會進展至工業時代，人口快速的集中與成長，促成了都市的形成與發展。都市化所帶

來的人、物與活動的聚集，經常是都市問題產生的根源。實質問題包括交通、住宅、人口擁擠、垃

圾、廢棄物、水源與空氣污染問題等。而在現今社會已然邁入資訊科技時代，全球科技、資訊技術

急遽發展，進而將城市演變為網路化城市，目的在於經由有效的資訊分類，讓民眾可以不受時間、

地域限制，以最快速度獲得政府相關資訊及服務（楊蕙鎂，2007），因此使得都市逐漸成為一種新

型態網路新都（Cyber City），這也代表數位時代的來臨（侯昌佑，2014）。

有鑑於全球正在改變，新的世界正在浮現，涵蓋全球充滿資訊技術、知識流動、創新網絡、和

全球供應鏈等，對應的新生成之城市與區域也正迅速浮現，朝向知識密集、創新和智慧等趨勢予以

建構，將智慧變為現實，建立實質的都市管理，整合公共服務，高效交通管理，可靠安全監管等建

構成城市，此舉將大幅提升居民生活品質並促進商業發展，因此本文主要從國土規劃的角度，探討

近幾年來各國推動智慧城市之經驗，以期能作為未來國內執行推動相關政策之參考。

關鍵字：資訊科技、創新網絡、智慧城市

國土規劃下之智慧城市發展

解鴻年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副教授

壹、前言：智慧城市風潮興起

依據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 Gartner（創立

於 1979 年，為美國一家從事信息技術研究和諮

詢的公司。總部位於康乃狄克州的史丹福。）

2011 年 3 月報告指出，全世界 221 個城市居

住了超過一百萬的人口，到 2030 年，50 億的

人口將住在城市裡，且估計全世界每年大概有

七千萬的人湧入都會型城市居住，因此都會型城

市所要提供的服務需求大幅上升，同時隨著世

界人口增加且逐漸遷移到核心城市，讓城市在

技術、企業、政府、資源消耗及生活品質等層

面所扮演的角色及影響力越來越重要，因此近

年來「智慧城市」這個名詞開始吸引都市、區

域及科技等領域研究者大量關注，自上個世紀

末，已經有許多城市開始進行一些跟智慧有關

的活動，也開始對某些城市冠上「智慧」的形

容詞，通常這同時也代表這些城市開始投入人

力與社會資本於結合城市現階段基礎設施和資

訊通訊技術（ICT）上，以刺激城市經濟持續成

長並打造更高的生活品質，且透過政府的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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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減少城市發展對環境資源的消耗（BĂTĂGAN 

2012），因此有研究者預估在未來 20 年，通訊

技術的創新將與智慧城市的發展息息相關，整

個城市將變成智慧技術應用的平臺。

世界正在改變，科技革命正在展開，從過

去的工業城市邁向智慧城市，透過互聯網與網

絡創造全新的智慧型都市，藉此提升都市居民

生活水準並促進整體經濟成長，將智慧化服務

融入地域的生活文化。

一、工業城市邁向智慧城市

過去的村落由農業集散地開始發展起城市

雛形，後透過工業革命將城市化導入世界各地，

現在城鎮間商業、貿易與文化交流頻繁，進而

促進城市蓬勃發展，而在各都會區域間也形成

了許多的大型都會區域，促進自小客車的發展，

增加許多碳排放，而根據城市理論演化情形，

現今社會因朝向知識城市與生態城市發展，而

兩者皆強調以自然系統考量人類與經濟活動的

模式，其中互動模式則透過知識、訊息有效傳

遞與資訊科技的應用，主導著未來城市的發展

方向，因此整合以上概念智慧城市因此應運而

生，可提升居民生活文化品質並促進都市經濟

成長等，透過智慧服務將智慧化網絡融入地域

的文化與生活之中。

二、IBM：世界正在改變

面臨能源危機的現在，根據統計資料現有

油井僅能開採出 20％至 30％的石油，而高達

40％至 70％的電力在電力系統中耗損；而洛杉

磯居民每年在找停車位所浪費的能源，可以提

供一輛汽車繞地球轉 38 圈；在美國因為醫師手

寫處方簽導致配錯藥的案例高達 220 萬起，造

成 10 萬人因醫療疏失而死亡；於產業面向金融

市場會因為缺乏管理監控及追蹤，導致盲目擴

張造成投資風險；而不良的廠商供應鏈會使得

消費品與零售業每年損失 400 億美元，以上都

是可以避免的失誤，現今的世界是平的，因此

可以透過智慧化服務減少類似的事件發生。

三、思科：網路 + 互聯 = 智慧型都市

全球性智慧型都市的計畫，透過網路即平

臺 的 概 念（Network as the Platform） 建 構 單

一整合性的智慧平臺，藉由智慧互聯的概念整

合全世界資訊，統一資訊知會使用者。其中科

技智慧包含運輸、住宅、安全與保全、水電能

源、教育、醫療、運動、娛樂以及政府等層面，

整 合 都 市 管 理 與 發 展（lntenet of Everything, 

loE）。透過整合用戶、數據、資訊處理與物件

連結等全面化服務，將互聯網絡植入每一寸土

地與每一位使用者的需求。

四、科技的新革命

隨著 1950 年代電腦產生，緊接著於 1980

年發明了個人主機（PC），因此說明網路時代

將會引導世界潮流發展，而在 2010 年代平均每

個人都擁有一部手機，也就是一臺微型電腦，

因此證明智慧化網絡與大數據雲端時代的來臨。

因此 IBM 在 2009 年提出「智慧城市」專書

說明，城市間可以透過「互聯」促進資訊流動、

運用資訊通訊技術：感測、分析與整合，將城

市運作核心與內部運作系統相互鏈結，運用感

知面（Instumented）：人、通訊設施，建立起

互聯（Interconnected）：基礎建設、產業（工

商業）等，整合為智慧網絡系統（Intelligent），

因此未來可以透過智慧城市串聯起所有的資訊，

包括：商務、城市、交通、能源、雲端、醫療、

金融、零售、電信與電力等，並將所有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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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為智慧的地球，落實地球村與永續環境之

構想（如表 1）。

五、全球智慧城市熱潮

國際調查機構 IDC 的報告指出，全球已經

啟動或興建中的智慧城市達一千個，未來每年

將會以複合增長率 20％的速度成長，而在 2025

年之前，全球經濟重要城市將會有大幅度的調

整，預期在 2010 至 2025 年間，全球最具活

力的城市將會有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

等名列其中，合計對全球經濟成長貢獻將提升

28%，這些將是智慧城市建設的重要新興發展

地區（麥肯錫國際機構報告）。

藉由全球智慧城市的發展趨勢洞悉世界脈

動與未來發展方向：

（一）趨勢一：委託民間業者分工，高度提

升行政服務效率

美國喬治亞州沙泉市（Sandy Springs）藉

由公私合營的方式，將行政業務，大量外包給

民間企業，市府聘僱 5 名職員，透過市民滿意

度調查機制，掌握外包品質，讓市政操作更有

效率。

（二）趨勢二：藉由醫療、健康與自然共生

等面向，提供舒適居住環境

中國南方的海南島，利用東岸萬泉河中洲

上的樂島，建設成長期療養觀光地區，同時考

量環境問題，因此中州及河川兩岸規定只能行

駛電動車，以及透過太陽能發電或電力發電系

統創造的再生能源，以建設一個適合人居住的

宜居新城鎮。

（三）趨勢三：提供社群層級而非個人化的

服務

行政服務主要是以社群為單位，但隨著統

整了健康醫療、交通運輸、能源等各種服務的

平臺，今後各種服務可能延伸發展出結合新產

業的新服務系統與新生活方式。

透過上述的趨勢可以瞭解未來智慧城市的

發展，會朝向多元尺度、多樣層面的方向進行，

而藉由引入數位化神經系統，引領城市透過各

介面瞭解多元資訊，加以整合分析並回饋應用

於實質空間，由單一的個體衍生至群體，達到

有效協調系統間的運作與實現永續發展的價值。

貳、國外推動智慧城市之經驗啟示

一、國外案例分析

建置智慧型網絡在民眾的生活環境中，透

過無所不在的便利生活服務，建構更多的輔助

系統，例如南韓因為寬頻技術領先全球，因此

其操作方向已朝往複合式整合系統進行，以利

緊急避難與救助系統；而日本、新加坡等則是

加強生活中所需要的各式服務，透過智慧化路

網的運算與分析，提出最佳方案以利政策實施，

表 1  IBM 智慧城市推動策略領域

政府管理 都市基礎設施 創新經濟

對市民實施服務 交通 城市產業、群聚與地區的創新

市民參加公共事務 能源、公共事務 知識勞動力：教育與就業

提供市民更好的生活品質 保護環境與安全 創造知識密集企業

資料來源 :Dirks and Keeling，2009；陳仲篪，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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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民眾意見資訊的直接傳達不僅可以避免資

訊不對等的情況，更可以有效將資訊傳遞給每

一位民眾；歐盟則強調運用智慧城市的資訊網

絡可以達到永續、包容成長的目標。其共同特

性都是透過積極運用新型態的資訊與通訊科技，

促進國內城市營運效率極大化，能源耗用極小

化，並以數據分析解決交通運輸、居住安全、

水電能源、醫療、較育、運動娛樂與政府公共

服務等需要。

本研究進一步依據近年獲獎 ICF 首獎之城

市案例分析，其智慧城市共同推動策略如下之

議題如下：

（一）有效減輕對已開發環境的衝擊，創造

許多重複利用資源的科技技術

1、透過再生能源的使用改善水資源與廢物回收

的技術。

2、運用大眾運輸工具避開壅塞路段減輕道路負擔。

（二）民眾對於公部門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品

質要求逐漸提升

1、結合民間專業企業，提供新形態的服務。

2、運用 IT 科技建立電子政府服務平臺，降低

基礎營運成本與方便民眾使用。

（三）創造新的經濟成長高峰，扶植創新企

業及研究機構

1、運用基礎設施與創新技術結合，提供創新的

生活方式。

2、結合科技與生活，運用成功發展模式，提高

國家能見度。

（四）運用 IT 技術監控與管理環境，降低氣

候變遷所帶來的危機

1、運用感知科技、氣象系統、預測分析等專業

技術，改善災難預警系統、提供緊急避難與

救援的效能。

2、提供完善監控系統，提供即時性影像與記錄

功能，將整合歷史事件並轉發警報功能，降

低危害程度。（如表 2）

因此影響區域內部科技技術變革的最基本

要素就是研發的投入、知識人力資本、學習以

及知識的外部性，且這些相關的要素會具體的

表現在城市中的企業與產業活動，因此智慧城

市所產生的差異以及全球性競爭下地區發展的

優勢關鍵（Future City, 2009）就在於企業與產

業知識的創新及專業化程度。所以可確定的是

發展城市的基本機能，涵蓋生產、流通、分配

以及消費等經濟活動，一方面可透過企業投資

與民眾的共同參與促使經濟成長；另一方面則

是伴隨經濟成長帶來更劇烈的經濟、社會與環

境的變化。

今天智慧城市所代表的環境是將知識轉換

成新產品和管理的聯繫，透過數位互動、創新

網絡的擴展和用戶的參與等實現更多全球資訊

互動，其中全球創新網絡及用戶參與創新的新

概念，將寬頻通信和數位空間帶入地區創新系

統，藉由虛擬空間及電子化服務，讓網絡鏈結

的端點和群聚動態重新被定義（Komninos et. al 

2009）。

參、國外推動智慧城市組織

一、New Energy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NEDO）

NEDO 為日本經濟產業省在 1980 年成立的

獨立行政法人，主旨在解決能源和環境問題與

強化產業技術的國際競爭力。透過環境保護政

策與科學技術開發為主要發展核心。強調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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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ICF 歷年首獎之發展特性觀察

年份 國家 / 城市 面積 人口 年度主題 推動計畫 創建時間

2006 臺灣 / 臺北市
271.7997
平方公里

2,622,472 永續發展

推動「網路新都」計畫。第

一 階 段（1999-2002 年 ），

重點建設寬頻基礎設施，並

利用互聯網來改善公共服務。

計 畫 起 始 年 度，

到 ICF 獲獎年度，

共 8 年時間

2007 加拿大 / 滑鐵盧
64.1
平方公里

115,000 領導

在 1990 年提出「資訊戰略」

計畫 , 設置數據共用和機構之

間的整合模式。

計 畫 起 始 年 度，

到 ICF 獲獎年度，

共 18 年時間。

2008 韓國 / 江南區
39.55
平方公里

547,000 永續發展

智慧城市的發展開始於 1995
年，首推出「電子政府」計

畫。

計 畫 起 始 年 度，

到 ICF 獲獎年度，

共 14 年時間。

2009
瑞典 /
斯德哥爾摩

251
平方公里

795,163 文化價值

該城市的國有公司 -Stokab,
在 1994 年開始建造一個光纖

網。

計 畫 起 始 年 度，

到 ICF 獲獎年度，

共 16 年時間。

2010 韓國 / 水原市
121.1
平方公里

1,100,500 
學校教育與就

業機會連結

1. 韓國政府在 1995 年開始

推動大規模投資在寬頻連

接基礎建設。

2. 在 2005 年，市政府提出名

為「快樂水原」的城市總

體發展計畫 （U-Happy）。

全面運用資訊技術改善城

市生活品質，打造城市品

牌。

計 畫 起 始 年 度，

到 ICF 獲獎年度，

共 16 年時間。

2011 荷蘭 / 埃因霍溫
88.84
平方公里

735,000 健康社區

從 1999 ~2005 年， 荷 蘭 政

府資助的一項試驗計畫稱為

Kenniswijk（知識城市），補

貼安裝光纖到戶。

計 畫 起 始 年 度，

到 ICF 獲獎年度，

共 12 年時間。

2012 美國 / 加州河濱
210.152
平方公里

306,800 創新平臺

1. 在 2004 年， 市 長 Ron 
Loveridge 和 助 理 城 市 經

理，組成河濱科技 CEO 論

壇，以改造河濱成一個高

科技中心。

2. 在 2007 年，與 AT ＆ T 簽

約，部署 WiFi 網絡在全市

範圍內。

計 畫 起 始 年 度，

到 ICF 獲獎年度，

共 8 年時間。

2013 臺灣 / 臺中市
2214.89
平方公里

2,683,000 創新與就業

1. 臺中市的寬頻網路建置也

非常發達，目前在各洽公

地點的無線上網建置已達

95%，今年底前會擴展到

車站、公園等公共場所無

線上網建置也可達 95%。

2.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學園區

建置雲端資料庫，有四千

多筆資料方便企業使用。

計 畫 起 始 年 度，

到 ICF 獲獎年度，

共 1 年時間。

2014 加拿大 / 多倫多
630.21
平方公里

2,791,140 城市如畫布

推動重點智慧交通計畫，並

針對未來 25 年內智慧城市計

畫投資 270 億元，多倫多持

續準備智慧市民、智慧基礎

設施。

計 畫 起 始 年 度，

到 ICF 獲獎年度，

共 10 年時間。

資料來源：ICF，2014；林滋賢，2012；侯昌佑，2014；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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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開發與節能技術的提升，穩定能源供應與

解決全球環境污染等問題，透過工業技術的輔

助提升產業競爭力，並藉由先進的管理能力整

合產業界、學術界及政府指導的各項知識，致

力於市場新技術的發展。

二、Worl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Alliance（WITSA）

由全球各經濟體 80 個資訊科技協會（IT）

共同組成，占有全球 ICT 市場 90％以上的業務。

因此 WITSA 在全球 IT 環境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力，而其組織會透過公平的競爭平臺使各組織

間的需求可以提出，並藉由解決問題的方式提

升 IT 產業的整體能力。

三、 歐 盟 智 慧 聯 網 論 壇：Internet 

of Things International Forum

（IoTFourum）

著重於社會、經濟、技術與治理（管理）

等主軸，提供會員組織積極參與的創新平臺，

建構科技、社會、倫理等跨領域社群交流的契

機，引領 IoT 產業開創全球管理的架構。

四、國際都市發展協會：International 

Trademark Association（INTA）

以各國城市改革資訊交流平臺為目標，透

過資訊的提供、國際會議的舉辦，針對都市發

展的迫切議題，提供城市經營創新管理與實務

公私團體參考，期以達成全球各城市空間及社

會公平發展之目標。國際各都市之間經驗交流

之網絡，都市永續發展政策之論壇，結合世界

各國從事都市開發之政府機關、民間團體、顧

問公司及個人代表，對都市開發之規劃、建設、

行政管理及財務等事宜，提供交換工作經驗及

知識的機會。

五、智慧都市與社區歐盟創新夥伴計畫：

Smart Cities and Communities 

European Innovation Partnership

（SCCEIP）

在智慧城市的輔助之下，歐盟將提供在交

通及能源產業間建立策略夥伴關係，並促進歐

洲各城市間可以開展未來城市體系和基礎設施

的建設，因此該計畫為主導產業創新，提供城

市改變社會與經濟的關鍵驅動力，同時刺激跨

產業創新週期的方案，透過新型能源、交通及

資通訊服務對資源與能源效率具正面效果的模

式，解決需求面的問題，進而促進綠色經濟和

知識經濟的發展，推動城市生產和生活方式的

轉型。

六、智慧城市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ICF）

隸 屬 於「 世 界 電 訊 端 協 會 」（World 

Teleport Assocation，簡稱 WTA）的美國紐約

智慧城市論壇組織每年度均辦理全球智慧城市

評比，該論壇以推廣寬頻科技經濟為主，無論

城市大小、開發與否，皆可以透過研究、舉辦

座談會及發表資訊等達到認定寬頻經濟體系會

對地方帶來何種層面的影響，而城市間的互動

模式與經驗分享，為人民與企業創造更高的福

祉，積極發展寬頻建設，突破發展困境，強調

寬頻連接將會成為社區與城市發展的重要指標，

知識勞動力的將提供經濟價值與創新能量，而

其中行銷與提倡將整合數位包容的理念，透過

強化自身的優勢展現，營造美好的居住與工作

空間，為其地域帶來更好的生活品質與新視野。

從前述可得知推動智慧城市發展之組織特

性，其推動策略多為面對研究創新的知識流動

和創新全球的趨勢下，讓資訊科技的應用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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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交換所型塑之網絡力量成為主導城市發展的

推手，因為透過資訊基礎可以幫助公開和分享

完整清楚的資訊，且可透過高水準的技術及專

業教育訓練鞏固城市中的人力資本（Ergazakis 

et al. 2006）。

肆、國內推動智慧城市發展策略
比較

一、地方政府推動智慧城市現況

於 2006 年國內首先由臺北市獲得 ICF 年度

全球智慧城市首獎，之後陸續國內許多城市也提

出申請，並且在 2013 年臺中市也獲得 ICF 首獎

之肯定。從表 3 可得知，城市透過智慧與生活

結合，創造另一種城市生活的形態，且當智慧

服務真正融入生活中時，反而成為民生必備的

用品，隨時配合需求激起更多智慧創新的火花。

二、國內案例分析—以臺中與新竹為例

目前全球推動智慧城市的相關研究中，從

資通訊技術面來推動城市智慧化占大多數，探

討內涵多偏重在技術發展上。 

以近年來參與 ICF 評比獲獎的新竹市與臺

中市為例，彙整政府所推動智慧服務政策及從

環境面、產業面與管理面來檢視，臺中市考量

目前國際智慧城市發展的趨勢主要為以寬頻建

設為主體的經濟體系，並從中思考如何創造工

縣市 特色印象 執行特色 現階段

臺北市
網路便捷

行動應用

推動城市內 TPE-Free 免費無線網路環境，以及 Open Data 資料平臺，創造

新創產業發展環境。
執行

新北市 行動應用
推行公共服務行動化及資訊化，減少公共服務所需人力，增加公共服務效率

及民眾參與程度。
執行

桃園縣 區域發展
以桃園航空城為中心場域，推行各項智慧應用實驗場域，擴散及複製成功模

式至城市角落。
規劃

新竹市 產學應用
整合在地科技園區及大專院校能量，規劃產業衍伸及公共服務模式，創造都

市再造能量。
規劃

臺中市 產業投資
藉由在地蓬勃商業能量、各大重點大型建設引入以及重點經濟園區投資，產

生都市新風貌。
規劃執行

臺南市 低碳永續
朝向低碳城市發展為主軸，嘗試擴及推動智慧電動車加值應用、智慧電網應

用、行動觀光服務系統及農村智慧化行銷相關業務。
規劃執行

高雄市 人本交通
推動綠色運輸資訊服務，提升公共服務效率，目標創造新城市流動型態，建

立低碳且永續的合宜環境。
執行

臺東縣 E 化服務

以「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思惟國際化，行動在地化）為概念，運用

在地資源特色，結合智慧科技，對外將臺東在地的觀光、文創及產業行銷到

國際，對內透過智慧服務加速照顧民眾生活與產業成長。

執行

彰化縣
彰化走出去

世界走進來

1. 建置免費無線上網熱點

2. 推動智慧警政安全防護網

3. 推動點屎成金 - 畜肥變綠金計畫

4. 啟用微笑單車 YouBike
5. 縣府內部推行公文線上簽核系統

6. 推動全民上網活動

7. 推動社福宅急便

執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　當前臺灣縣市之推展「智慧城市」之發展特性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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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機會和促進經濟發展，進一步打造一個「好

生活」的城市；在新竹市除與臺中市一樣積極推

動無線網絡服務外，也強調高品質及高速的網路

服務，加上新竹科學園區位於新竹市，因此相關

知識工作者及智慧服務業較其他縣市來的聚集，

也加速新竹市智慧網絡的及社群的建立。

然而不管是臺中市或新竹市其主要目標都

是希望創造城市成為吸引新人才的環境，以及

推動新興產業注入，提升風險投資業發展動力，

為創新催生，使城市永續發展。

但由近年研究結果顯示，由於城市特性、

人口數量、市政建設不同，臺中市與新竹市民

眾自身需求仍會有所不同（如表 4 所示）。

由表 4 研究成果可看出，由於居住城市的

空間規模、城市建設、人口數量、文化素養上略

有差異，故民眾對於發展策略項目上的重視程度

也相對不同，例如同樣是智慧能源的推動策略，

對於重視因子，臺中市民較為重視能源的有效

率利用；而新竹市民則相對重視能源的再生與

共生。雖國內各縣市都以創造經濟及都市永續

發展為首要目標，但政府除積極推動智慧城市

相關政策外，應適時導入使用者需求導向觀念，

讓民意與資訊相互整合，反應回饋到地區發展

系統上，小規模可成為「全民智慧社群」，大

規模可發展成為「全民智慧城市」，藉此有效

實踐智慧於生活中（侯昌佑，2014），形成由

下而上的智慧策略，建構一套完整且具符合民

眾需求的智慧城市發展策略體系。

伍、未來國內推動智慧城市發展
建議

透過案例分析可得知，歐美地區在推動智

慧服務的資訊化發展策略著重於寬頻廣泛鋪設，

因其地大物博所以發展強調面向為：管理系統、

E 化政府、醫療等，減少資源耗用，而可以達到

知識與資訊傳遞的目的，並透過能源使用的改

善機制，達到永續城市的發展方向；在亞太地

區各國發展重點，在於加強新興資通訊技術的

開發及應用，強調感測、分析、整合技術配合

推動策略 臺中市市民重視因子 新竹市市民重視因子 

智慧能源
1. 提升水效率 

再生能源與能源共生 
2. 提升照明用電效率 

智慧環境 維護生態品質 減少廢棄物與垃圾車次、維護公共空間清潔 
智慧市民 教育程度和專業技術的人口 創造力 

智慧城市管理服務
1. 政策法規 1. 智慧政府 

2. 城市管理中心 2. 公共安全 
智慧交通 資通訊基礎設施有效性 永續發展、創新安全運輸系統 

智慧生活
1. 健康狀況 

智慧綠建築與永續群聚 
2. 人身安全 

智慧經濟
1. 經濟形象和商標 

生產力 
2. 國際參與 

智慧旅遊
1. 電子商務系統 

旅遊訊息諮詢 
2. 旅遊安全監控 

 資料來源：侯昌佑，2014；本研究整理

表 4　臺中市與新竹市市民推動策略重視因子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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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礎建設：通訊、人、能源、交通、產業等

核心組織相互連結，以把握資訊產業（IT）的發

展優勢，期望增加就業機會與提高國家競爭力。

此外依據近年研究文獻及案例可得知，智

慧城市是智慧技術實踐的平臺，至 2012 年巨量

資料、3D 列印、活動資訊流、網路電視、NFC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近距離無線通訊）

付費、雲端運算與平板技術等皆是發展最快的

新興技術，Gartner（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也

預估將在 2 至 5 年後進入生產穩定的高峰期，

此時期代表新技術已經趨於成熟，技術逐步穩

定地占有市場，成為一種廣為熟悉的普通技術，

其應用價值也被普遍接受，同時新技術在城市中

被廣泛的應用，可推論許多智慧概念將更能落實

於城市生活中，帶給政府、企業與民眾生活上

的便利性與減少對資源的消耗。如位於芬蘭北

部的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奧盧選擇從應用面著手

改造城市，將整座城市視為一市場化實驗場域

（Living lab），利用科研成果和企業生產緊密

結合在一起，用最快的速度研製出最新的產品打

入國際市場，以高技術，高速度和高品質取勝，

兼顧內需和外銷市場，創建了使用資通訊技術

的密集文化，如 PanOULU WLAN 網路提供免

費 1800 個無線網路熱點，簡化奧盧公民網站為

市民提供簡易且先進的社會媒體系統等。

基於前述，運用智慧城市的發展脈絡與操

作方式，結合都市規劃層面的整體構想，建議

可引導都市朝向永續樂活的方向邁進，透過監

控與管理將開啟都市規劃與發展的新里程碑。

以下將透過不同面向一一分述說明：

一、國土規劃管理方向

今日國土面臨較大的課題則是永續發展以

及自然資源的保護與監控，建議規劃方向如下：

（一）未來藉由智慧監測系統的導入，可完整

建構自然資源與環境的相關資訊，加上

透過雲端資料庫將國土資訊做系統整合

及分析，可提供國土規劃、國土復育、

國土保安、國土監測及防救災應用之施

政依據。

（二）透過國土相關法令的制定，將可重新審

視全國及各地區森林、農地、居住用地

等土地面積比例，以促進城市土地利用

的秩序化和集約化。

二、城市發展管理面向

未來城市區域將進入人口呈現出不斷減少

和老齡化的趨勢，需要對大城市及其郊區的土

地使用進行重整和修復，創造適宜人口居住的

城市環境模式。

利用資訊通訊技術，使得被細分的各領域

知識可以匯集，人們可以超越空間相互協作，

進入「智慧被集結」的時代。

提供適宜的平臺將資訊整合並加以應用，

使得所有的民眾都可以獲得與自身權益相關的

資訊，避免過去資訊不對等的情況產生，透過

整合與應用落實以人為本的永續創新，促進智

慧城市建設，將城市建設為各方可以共同參與

討論的開放創新空間。

三、智慧空間規劃趨勢

智慧空間如何透過當代規劃思潮加以落實，

首先大眾運輸導向（TOD）以及新都市主義

（New Urbanism）為城市空間規劃概念的主流，

未來透過 ICT 技術的服務配合與有效改善整體

城市品質，而這樣的概念轉變也產生了以下的

規劃趨勢（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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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都市主義與多核心城市規劃避免城

市向外擴張

主張當代的社區形式應該較高的人口密度，

與大眾運輸系統的密切整合及便利步行者的開

放空間（街道、後巷），反對依賴私有汽車，

造成鄰里、社區認同度低落等現象。

（二）緊湊城市 (Compact City) 與土地混合

使用減少旅次產生

主張採用高密度的城市土地利用開發模式，

適度混合的土地使用，有效縮短交通距離，降低

人們對小汽車的依賴，鼓勵步行和自行車出行，

降低能源消耗，減少廢氣排放抑制全球暖化。

（三）大眾運輸導向 (TOD) 推行綠色運輸工

具與人行空間之關係

透過採用以公共運輸樞紐和車站為核心、

道路網格化、土地混合使用、適宜的開發密度、

步行距離可達生活必要基礎設施等不同於傳統

的以汽車使用為主導的發展模式。

四、城市智慧產業發展趨勢

城市未來可在透過設備自動化（生產力 4.0

核心）帶動科技化硬體，如智慧機器人、智慧

化設備與製成系統等，結合智慧化軟體：智慧

感測、高速運算與智慧決策，透過虛實化系統

進行虛擬設計分析與生產模擬分析，導入智慧

願
景
目
標

生態環境永續發展 城市智慧化決策與成長 生活智慧化

功
能
運
作

城市發展
智慧運輸系統
資訊服務
網路銀行
電子商務

科技應用
環境偵測
災害預警
物聯網
智慧電網

區域創新
資訊產業
遠端教育
數位圖書館
智慧社群

智慧保障 系統規劃

知識創新 人才培育

基
礎
設
施

科技技術
人工智慧
虛擬實境
RFID

無線通訊技術
：

基礎設施
公共資訊平臺
電信通訊平臺
轉體服務平臺
光纖與無線網路

：

圖 1 城市管理發展架構圖
資料來源：廖文瑞，2011、日本的最新國土規劃—國土形成規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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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工廠智慧化）引入智慧產品、元件與平

臺，將生產製造系統透過虛實智慧生產進行，

產出生產力 4.0 核心與生產力 4.0 內涵。所以未

來將藉由產業自動化（自動化科技）+ 產業電子

化（企業 e 化）= 智慧自動化，讓城市的產業生

產力可以因此而提升。

五、4G 城市的來臨

不管是智慧城市或國土發展，4G 通訊、雲

端技術與物聯網環環相扣，同時代表資料傳輸

速度提升，利於企業開創商務可能性，會有更

多的參與方，更多技術、行業、應用的融合，

應用於金融、醫療、教育、交通等行業。

以 4G 可以傳輸大量的監測與預測資料，就

能透過平臺管理各區域間的發展，並透過中央

或地方政府給予最即時的策略方案，達到資源

最大化的使用強度，若進一步應用至智慧國家

結合國土與極端氣候監測，便可緩和天然災害

與人為災害對於建成環境所造成的影響，並及

時提供防救政策與措施等協助，避免災害擴大。

陸、智慧國土下的智慧城市發展
面向

藉由資訊研究與應用模式，落實於智慧生

活的面向，透過數位空間與寬頻通信等技術，

將民眾、政府與環境等資訊一併考量並給予分

析，將知識與資訊整合運用，提高生活品質、

減少交通尖峰時間與經濟政策方向，並引導國

家朝向智慧國土理念發展。

一、地理資訊系統的網路加值運用

運用地理資訊系統預測並告知影響範圍，

整合調度人力及資源，避免延長交通尖峰時間、

救災速度，透過加值服務獲得第一手資訊避免

影響範圍擴大。

二、開放性網路共同協作平臺即時運作

運用開放街圖輔以公眾提供空照圖，讓網

路世界民眾不分國界的可以即時獲得災後的地

景變化，並獲得最即時的防救災資訊。

三、即時訊息傳輸網路的建置

透過預警簡訊的發報，將災害警報資訊傳

遞給相關單位採取應變措施，尤其是能源、工

業等重要設施及交通服務單位，提供寶貴時間

能自動關閉電源，以減少大規模地震所造成之

生命財產損失。

四、網路社群與政府資訊的結合

同時匯集民間企業、政府以及個人等多種

資料來源，整合各類動態即時資訊。應用巨量

資料分析工具，找出什麼地方需要什麼樣的救

援，進而統籌分配來自各地的救援物資，包括

醫療物品、食物、緊急避難安排等，過程中需

即時更新最新情況來調整相關資源的需求與分

配，配送至各緊急避難中心。

柒、結語

因此，透過解析各國發展現況與趨勢脈動，

即可架構未來落實於國土規劃的智慧城市發展

的方向，利用創新且有效的方式配合高科技應

用技術，支援都市發展，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

提供人民、企業與政府更高效、即時、互動、

整合的資訊服務與管理模式，建構更加完善的

感知與應用系統。

透過資通訊科技所產生功效，從感知面進

而落實到網路面，其所能對應到產業面同樣也是

非常多元，例如智慧能源、智慧環境、智慧市

民、智慧城市服務、智慧交通、智慧生活、智

慧經濟、智慧旅遊等，綜合運用且研擬「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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