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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內政部警政署「前瞻警政、科技警察」智慧聯網專案 

內政部警政署資訊室主任 蘇清偉 

警務正 黃家揚 

壹、 前言 

毒品防制、反詐騙、保護婦幼人身安全為我國施政優先重點，警政署全面推動「強化

社會安全網」政策，落實「科技領航」、「專業守護」、「伸張正義」、「樹立優質形象」及「貼

心關懷」五個面向的警政藍圖，運用「行動服務」資通訊技術進步之優勢，將「雲端科技」

與「巨量資料」等新興科技融入組織及業務流程中，並透過結合社會資源與擴大民眾參與

的方式，整合推動「前瞻警政、科技警察」智慧聯網專案（本文簡稱本專案），期以安全

專業的角度保護民眾、服務民眾，達成省成本、減流程、高效率之效益，營造出優質的警

政工作品質。 

 

圖1：以行動服務、雲端科技、巨量資料及資通匯流推動社會安全網 

 

貳、 建構警政智慧聯網，警民攜手共同維護治安 

隨著行動通訊網路及智慧型手機普及，本專案在傳統警察勤務及為民服務工作中加入

資訊科技元素，如：導入「M-Police 警用行動電腦」協助第一線員警的執法工作，並開發

「警政服務應用程式」將警政服務的客層由員警延伸至一般民眾，以資通訊（Information 



頁 2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52 期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結合物聯網的概念，讓後端的警政巨量資料與前端的

M-Police 及警政服務應用程式相互連結，「警政智慧聯網」讓有限警力結合無限民力，使

警政工作與服務得以順遂推動，達全民共同守護社會安全的目標（如圖2） 

 

 

圖2：資通訊（ICT）服務導入智慧型 M-Police 警用行動載具、警政服務應用程式 

 

 

一、 整合跨機關資料建置「警政巨量資料平臺」，創造資源共享效益 

如何正確且即時地取得維護治安所需之資料是警政署的首要課題，近年來警政

署陸續協調教育部、交通部、法務部、勞動部、移民署及戶政司等機關提供治安相

關資料，期間歷經多次專案小組會議，終獲各機關同意將最新資料提供警政署，建

置跨機關水平整合之「警政巨量資料平臺」，因資料量龐大且多元，警政署特別就資

料重複、錯誤、不一致及日後查詢效能等問題與相關單位研商討論，務使資料庫正

確可用，作為員警執法時的重要依據；2017年更持續擴大整合衛福部、海巡署、財

政部關務署等機關之犯罪資料，加強毒品、走私案件偵防，以提高資料完整性及多

元性，深化打擊毒品犯罪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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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警政巨量資料平臺 

 

二、建置跨縣市雲端影像調閱平臺，提升治安及救災能量 

遵照行政院「資訊資源向上集中與整合運用」及整合全國監視器影像政策，警政

署於2017年完成本島19個縣市、7萬5千支路口監視器整合，建置跨縣市「雲端影像調

閱平臺」，結合電子地圖顯示監視器經緯度、行政區域等資訊，提供員警犯罪查察需

要，打破以往監視器無法跨縣市調閱之藩籬，使各縣市彼此之間可以互通互連，達成

影像交換無障礙，提升偵辦刑案之效率；另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for Disaster Reduction, NCDR）合作，將監視器影像提供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於2017年尼莎、海棠、泰利颱風期間進行易致災區域之防災以及救災使

用，有效提升政府防救災之能量。 

 

三、開發「M-Police 警用行動電腦」，提供員警行動化即時治安資訊 

警政署針對警察同仁之勤務需要，運用市場上智慧型手機，開發「M-Police 警用

行動電腦」，作為第一線員警執勤時傳遞或取得警政署雲端治安資訊之終端設備，

M-Police 整合單一查詢介面，員警只要輸入身分證號或車號即可即時查詢逃犯、失竊

車輛等17項治安資料。除此之外，M-Police 警用行動電腦尚有「現場影音傳送」、「即

時相片比對」等功能，協助第一線員警執勤時，猶如虎添翼般更加迅速，並提高行動

靈敏性與正確性，現已配發全國22個縣市政府警察局及11個所屬警察機關，4萬2千名

第一線執勤員警執行勤務時使用。 



頁 4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52 期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圖4：M-Police 主要功能、員警使用 M-Police 確認是否為失竊車輛 

 

四、 精進警政服務應用程式功能，深化為民服務品質 

智慧型手機已深植於民眾日常生活之中，為便利民眾報案、申辦服務及查詢資

訊，警政署從現有的各項警政資訊系統中篩選整合服務項目，以貼近民眾使用情境角

度，開發智慧型手機應用軟體「警政服務應用程式」提供民眾免費下載使用，自啟用

迄今已超過160萬人次下載，將犯罪偵防及警政服務互相結合，透過便捷的雲端科技

提供即時、貼心的警政服務。 

警政服務應用程式整合多項實用功能，包含：110視訊報案（含雲端視訊報案及

定位功能）、守護安全（手機記錄乘車或定位軌跡資訊保護婦幼安全）、警政資料查詢

（包含受理案件、查捕逃犯、失蹤人口及失竊車輛等）、警廣便民服務（包含路況、

遺失物協尋、廣播失蹤人口及失竊車輛等）、違規拖吊、測速執法點查詢、警察服務

據點、酒駕防制、入山申請、臉書專區、推播訊息、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良民證）

申請、交通事故資料申請及入山案件申請等，未來警政署將提供更便民的警政服務，

持續秉持以民為本的服務理念，讓民眾不僅可以享受科技的便利，並同時獲得安心的

生活保障。 

 

圖5：警政服務應用程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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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警政署與華碩公司進行產官合作，在華碩「Zenbo」機器人內建警政署警

政服務應用程式「視訊報案」功能，透過「Zenbo」撥打110視訊報案電話求救，把握

黃金救援時刻，亦減少員警花費時間確認事發地點及狀況所需之時間；另於2017年1

月召開共同守護民眾安全記者會，華碩智慧型手機出廠時（臺灣地區銷售版）預載警

政署警政服務應用程式，讓民眾一拿到手機，就能立即感受貼心的警政服務，此為政

府與企業在「安全」概念上首次異業合作，藉由手機讓民眾與警察連結在一起，共同

守護民眾的安全，樹立公部門與產業界合作之良好典範，拓展民眾有感之服務。 

 

  
圖6：2017年警政署與華碩公司共同守護民眾安全記者會 

 

綜上所述，本專案藉由行動服務及雲端科技將 M-Police、警政服務應用程式串

聯警政巨量資料平臺，實現「資通匯流」；當民眾使用警政服務應用程式報案後，警

察局110勤務指揮中心接收民眾手機上 GPS 定位資訊，並調閱民眾報案地點週遭監視

器影像確認現場狀況後，將民眾報案資訊傳送至報案地點鄰近執勤員警 M-Police，

迅速派遣適當警力前往，員警接收案件派遣訊息後迅速抵達現場，並將處理情形透

過 M-Police 回復警察局110勤務指揮中心及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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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本專案資通匯流示意圖 

 

參、 專案具體效益 

一、M-Police 有效查緝逃犯及失竊車輛，查獲績效卓著 

M-Police 整合刑案、通緝犯及失竊車輛等治安資訊，並提供查捕逃犯資訊、相片、

刑案前科及失車等資料，讓謊報身分的逃犯無所遁形，以行動化、即時化科技應用輔

助警察職權之執行，大幅提升警察勤務效率及工作士氣。2017年 M-Police 協助同仁尋

獲失竊車輛1萬4,448部、查捕逃犯3萬6,697人；運用 M-Police 相片比對功能不到30秒

即可查證身分，迅速協助走失民眾、失智長者平安返家，2017年 M-Police 協助同仁尋

獲1萬4,312位失蹤人口，績效卓著。 

另為強化毒品查緝能量，運用巨量資料技術分析 M-Police 系統累積之大量同仁勤

務日常的盤查人、車紀錄，並規劃於 M-Police 警用行動載具開發毒緝查緝專屬功能，

運用巨量資料分析提供第一線執勤員警更有價值之犯罪情資，強化打擊能量。 

二、協助主管機關修訂交通法令，簡政便民 

運用 M-Police 查驗駕駛執照及行車執照，節省駕駛人現場等待時間，警政署協

助交通部推動跨機關電子查驗之執照電子化（無紙化）措施，於2013年5月公布修正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4及25條），取消駕駛人未隨身攜帶駕駛執照及行車執照

之處罰規定，達簡政便民之宏效，獲得民眾有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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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協助推動交通法令研商修訂，民眾有感支持 

 

三、勤務派遣精確，危難即時救援 

警政服務應用程式「110視訊報案」可將民眾手機 GPS 定位顯示於警察局110勤務

指揮中心受理報案系統，讓員警更快知道報案者位置及現場狀況，「員警到達現場時

間」平均縮短62秒，效率提升14%，同時結合視訊報案功能，受理員警能瞭解現場狀

況，立即派遣適當警力前往救援，有效提供民眾最即時協助。報載2016年5名登山客

攀登桃園復興區北插天山迷路，電話請求警方救援，警方透過電話教導登山客使用「警

政服務應用程式」，確認方位後迅速尋獲，結束一場虛驚1。 

 

圖9：勤務派遣精確，危難即時救援 

                                                 
1
 自由時報，2016，登北插天山天黑迷路 警方救援五人下山。網址：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884811（檢索於 2018年 3 月） 



頁 8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52 期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四、強化國際合作及經驗交流，引領標竿學習 

本專案成果廣受各界矚目，新聞媒體、平面報章雜誌及網路電子媒體多次報導，

並受邀至杜拜參加第十屆國際警察實務研討會、英國內政部舉辦之安全暨警務展覽大

會、2016年澳洲墨爾本第23屆智慧型運輸系統世界大會、2017智慧城市展展示本專案

之成果，多次向世界各國代表介紹我國成功經驗及臺灣警政資訊科技現況；另有巴拿

馬共和國、東歐技術訪問團、愛沙尼亞與德國專家學者蒞臨警政署參訪專案成果及進

行經驗交流，有效提升我國國際聲望及警察專業形象。 

 

圖10：本專案國際合作及經驗交流 

 

五、專案接連獲獎，成果備受肯定  

本專案接連獲得2016年資訊月百大創新產品獎、2016雲端物聯網創新獎、2017智

慧城市創新應用獎等獎項，並獲得行政院第9屆政府服務品質獎服務規劃機關獎項；

本專案另榮獲2017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團體獎，均是對專案實際效益最直接的肯

定，2017年12月於考試院舉行之表揚大會由總統頒獎，並肯定警政署團隊在工作崗位

全力以赴、積極創新的卓越表現，是所有公務人員最好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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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本專案榮獲2017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與考試院伍錦霖院長合影 

 

肆、 未來工作目標與期許 

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是未來警政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面對巨量資料時代的來

臨，民眾對毒品查緝、詐騙案件防制的需求日益殷切，警政署現正擴大整合外部機關之治

安偵防資料，賡續充實「警政巨量資料平臺」，提供全國各警察機關具整合且高度價值的

治安資訊；透過綜整各應用系統間橫向資料的脈絡，進行警政巨量資料分析與運用，協助

員警快速鎖定嫌犯並掌握行動蹤跡，有效提升案件偵防能力。 

警政署將匯集所屬機關與各縣市警察局為民服務之項目，重新檢視並增加服務內容，

達到雲端化一站式網路服務目標，並且落實民眾 e 參與（e-participation）的概念，增加與

民眾的互動程度，讓民眾能夠主動參與，資訊的提供能更貼近民眾需求，使民眾感受警政

服務效率化與便利性。未來，警政署將與時俱進地研發各項前瞻科技應用於警政服務的可

行性，包含運用警用無人機（空中警車）協助執行警察勤務並降低員警人力負擔、使用警

察機器人提供民眾即時諮詢及進行警政宣導、導入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輔

助判斷治安資訊與提供建議等，因應未來犯罪的挑戰與民眾的期待，期望透過智慧化資訊

警政，實現治安放心、交通順心、服務貼心的樂活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