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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推動智慧停車之挑戰與對策 

鄔德傳
 

 

摘要 

    隨著科技與智慧運輸之發展，包括大數據、物聯網、AI 等科技創新

帶來應用上無限可能，驅動著智慧城市的發展。鑑於智慧停車與大眾日常

生活息息相關，且臺北市具有資通訊軟硬體設施、人才及市府政策推動等

優勢，爰此本研究以其智慧停車發展為研討範疇，進行國內外文獻回顧與

資料蒐集，並以立意抽樣法針對主要議程設定者及利害關係人進行深入訪

談，藉由綜整次級文獻資料及半結構訪談資料，探析臺北市發展智慧停車

系統之問題與挑戰，並歸納相關政策策略，最末透過衝擊度與可行性分析

之方法，擬訂短、中及長期推動策略，期作為臺北市後續推動智慧停車系

統之參考。 

 

關鍵詞：智慧停車、行動支付、公私協力、跨域協調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運輸工程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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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智慧城市，重點在發展符合城市願景之智慧功能，以提升運作效能，帶

給市民舒適便利的環境，並創造永續發展之城市生態環境（周天穎等，2015）。

由於資通訊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包含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雲端運

算（cloud computing）、大數據（big data）及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等科技創新，驅動城市中各場域智慧化的發展。而在高度發展之都市化城市，

常因停車格一位難求，造成不便，且衍生違規停放、交通壅塞、增加碳排與

空污等問題，因此近年智慧停車解決方案，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成為智慧運

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簡稱 ITS）熱門的發展之一。 

依據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以下簡稱停管處）統計資料，臺北市平均

每一停車格位須提供 1.12 輛小客車使用（臺北市政府，2018）；另交通部 2017

年自用小客車使用狀況調查資料，全國平均每位駕駛至少需耗時 8.9 分鐘，

方可尋到停車位，而其中臺北市需 12.8 分鐘，為全國 22 縣市之首。受限於

都市化土地取得更加困難，導致近年來停車供給成長幅度遠不及需求，即小

汽車成長更加迅速（詳圖 1）。爰此，推動智慧停車系統，提高停車格周轉率、

降低繞行尋找車位導致交通壅塞，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有鑑於此，交通部

於 2017年 6月提出為期 4年的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中之改善停車問題計

畫，期藉由「納入智慧化停車管理、智慧化停車導引資訊系統建置、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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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收費系統」，以提升停車場使用效益與服務品質，改善停車空間不足問

題，滿足民眾停車需求。 

 

圖 1  101 至 107 年直轄市小客車停車位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交通統計月報及本研究整理製作。 

 

臺北市已有良好的資通訊基礎設施，匯聚充沛的產官學研發資源、專業

與技術人力，便利的交通網絡，以及完善的產業聚集，有助於推動智慧化發

展。另臺北市資訊局於 2016 年成立「臺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Taipei Smart 

City 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簡稱 TPMO）」，目標係協助創新產業、強化

公私協力及改變政府文化，並以政府作為平臺，開放都市場域作為生活實驗

室，持續不懈注入創新能量，以提升市民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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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本研究以臺北市發展智慧停車為研究範疇，進行國內外文獻回顧

與資料蒐集，並以立意抽樣法針對主要議程設定者及利害關係人，包含臺北

市政府交通局、停管處、資訊局、智慧城市顧問，中央機關（含經濟部工業

局、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及學者專家進行深入訪談。藉由綜整次級文獻資料

及半結構訪談資料，歸納分析現況問題與挑戰後，研提因應對策及策略，最

末透過衝擊度與可行性分析之方法，擬訂短、中及長期推動策略，期作為臺

北市後續推動智慧停車系統之參考，且相關建議亦可提供其他地方政府之借

鏡。 

 

貳、文獻與發展現況回顧 

一、智慧停車發展 

全球智慧停車發展主要可分為三階段：首先係實現停車場即時車位

資訊化，協助停車決策；其次為提供室內尋車、LBS 服務、行動支付循

環等增值服務，優化停車體驗；最末係連接城市智慧交通數據，完成靜

態與動態智慧交通大數據的高度整合。截至目前，全球多數城市處於第

二階段。而其中常見相關智慧化停車設備包括：電子顯示看板、入／出

口閘門／柵欄、入／出口票機、車位在席檢測器、車牌辨識攝影機、ETC

（eTag）、定位系統（如 iBeacon）、路邊停車柱、系統主機、管理平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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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歸納可分為閘門管制、車位在席偵測、收費／支付及後端管理四大

功能，其中備受關注係在席偵測技術以及線上（手機）繳費方式的應用

發展。 

二、國內外智慧停車推動概況 

依據 The Insight Partners（TIP）市場調查報告，預測 2015 年到 2025

年間，全球智慧停車系統市場規模將以 12.9％的年複合成長率（CAGR）

成長（桃園市政府，2019）。爰此，各國依其當地需求發展出不同的智慧

停車系統。以下擇要敘述國內外智慧停車系統發展情形。 

（一） 臺北市 

臺北市為我國最早推動智慧城市之一，於 2006 年獲得非營利

組織智慧城市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ICF）全球智慧城

市首獎，並獲選遠見雜誌「2016 智慧城市大調查」智慧城市第 1

名，推動面向為 5+N，包含智慧公宅、智慧教育、智慧交通、智

慧健康照護、智慧支付及智慧創新（N），並以「讓臺北成為一個

生活實驗室」的願景，讓科技得以落地實驗。其中，發展智慧停

車系統為智慧交通範疇中優先推動項目之一，採由停管處由上而

下（Top-down）引導民眾使用及納入民間業者技術方案，以及開

放場域交由民間提案實施之由下而上（Bottom-up）方式，其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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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場域如圖 2 所示。 

 

圖 2  臺北市智慧停車實證場域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 

 

（二）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著重於公有停車場建置智慧化，結合科技發展停

車場導入車牌辨識技術，提供民眾車輛進出以無票化的科技服務

體驗，加速車輛進出效率，同時確實記錄進出時間。離場時利用

智慧尋車系統，民眾透過智慧尋車機（3D 智慧尋車技術），即可

顯示車輛停放之樓層與位置，並同步顯示導引路線，加速車輛離

場速度，大幅提升停車場轉換率及便利性。目前使用的系統包含

「新北好停車」、「板橋好停車」等，以提供良好停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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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致力於停車場建置多卡通智慧管理繳費設備，亦

逐步於立體停車場建置車牌辨識系統、車位在席系統等智慧停車

管理系統。又「桃園輕鬆 GO」APP 整合桃園市旅遊與地方資訊，

除供民眾查詢鄰近路邊、路外停車資訊外，亦提供查詢行程規劃

所需資訊之適地性服務（Location Based Service，LBS）。此外，

交通局 2018 年與 8 家行動支付業者合作，攜手推出行動支付路邊

停車費的優惠措施，以提倡行動支付的普及率（桃園市政府，

2019）。 

（四） 臺南市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推出「臺南好停」APP，使用者透過 APP

可查詢停車場剩餘空格與停車導引，亦可進行停車費繳納查詢、

線上繳費、特殊車格查詢，查詢違規拖吊、公告事項等。此外，

市府推出「Parking Meter 智慧停車收費計時器」，透過感應器辨識

車輛前後端車牌，可 24 小時偵測路邊停車格停用狀態，並執行停

車計時功能，提供離場即可以電子票證繳費服務，有效降低人工

開單的成本，並與媒合停車服務 APP「停車大聲公」資源整合，

可提供最即時的路邊車格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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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美洲 

美洲使用之智慧停車系統包含：（1）ParkMe：創辦於 2009

年，現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停車 APP 之一，可顯示 60 個國家、3

千個城市、逾 8 千萬筆停車位資訊，包含停車位照片、停車費率、

車位使用評價等，透過數據分析，可提供符合使用者需求的停車

APP，例如可讓使用者事先在 App 上預約車位與付款；（2）Easy 

Park：專攻於溫哥華市停車業，其不僅提供停車的費率、場域、

停車格位資訊等內容，依使用者需求差異性，駕駛者可透過 Easy 

Park 瞭解停車位的每日、每月、每季停車費率，以及業者聯絡與

申請方式，最大限度提供使用者最適宜停車位選擇（桃園市政府，

2019）。 

（六） 日本 

日本智慧停車系統之一為 TIMES 24，於 1991 年成立，係以

影像監控、線上管理系統（Times Online Network & Information 

Center，TONIC），提供遠端監視、遙控，或是分析停車場營運、

停車費繳納等無人化停車場管理功能。TIMES 24 亦推出 APP 供

駕駛搜尋停車場與停車優惠，停車場周遭交通資訊、大眾運輸等

資訊亦囊括在內，貼心的提供駕駛即時停車資訊（桃園市政府，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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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小結 

彙整國內外智慧停車系統發展情形如表 1。由表知，國內目

前以滿足在地需求為主，國外則除當地市場外，已將其技術向外

拓展，可做為我國後續推動智慧停車之借鏡，即立足臺灣，放眼

全球市場。 

表 1  國內外主要城市及地區智慧停車管理資訊系統彙整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2019）及本研究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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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個案探討與分析 

一、臺北市智慧停車推動現況 

（一） 智慧停車動態系統之建置 

臺北市智慧停車系統發展有年，所屬公有路外停車場（含平

面式、立體式、機械式等）設有進出場車牌辨識、在席偵測、尋

車導引、監測、中央監控等，且透過圖籍管理系統介接停管處路

邊停車格位資訊，巡管員手持 PDA 可做到即時圖形化。為全面整

合停車資訊，臺北市利用 4G 技術收集 1,900 多條街道即時路邊停

車格資料上傳雲端伺服器，以紅、黃和綠色顯示，讓市民瞭解車

位使用情況，縮短尋找停車格時間，並開發手機 App「北市好停

車」，提供路邊或路外停車場資訊，近年新增多項功能，包含停車

場限高標示、線上繳費、尋車導引、防汛推播等。為縮短進出停

車場時間，引進車牌辨識、e-tag 辨識等技術，推動無票卡進出，

大幅提升使用之便利性。  

另外，提供更精確、即時之路邊停車動態資訊及有效管理路

邊停車格，停管處於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2 月辦理「路邊特殊

格位智慧化管理」第 1 階段試辦計畫，提供場域供有興趣之 6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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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試辦，以地磁、智慧車柱科技，蒐集每一停車位之使用狀況，

期間實證上開設施確實能蒐集個別停車位使用情形，改善傳統人

工巡場方式，未能即時更新資訊之問題。 

（二） 線上支付系統研發 

為進一步瞭解線上支付之可行性，停管處以「智慧化設施應

用於路邊停車格後開單及繳費行為改變民眾接受度及實施可行

性」為目標，試辦「停車單開立（電子單據或實體單）」及「停車

費繳納」，計有 7 家廠商參與實測，其中如宏碁智通開發之智慧停

車計時器系統，於 2018 年 9 月起在松智路段實施試辦，民眾停好

車後路側設備即自動偵測並辨識車牌進行開單，民眾不會收到紙

本繳費單，須利用「停車大聲公」APP 查詢並繳費。試辦成果證

實各家廠商設備技術可行，然民眾尚未習慣透過行動支付繳費，

成效有待加強。 

經上開實測結果，停管處於 2018 年公告招標「107 年臺北市

路邊停車格位即時停車訊息服務案」，以採購服務方式向廠商採購

路邊即時停車訊息服務，每年以約 900 萬元預算，在周轉率高的

路段部署 4,300 個地磁感應裝置。另於 2019 年 9 月在大安、中正

區部署 2,400 個地磁，並搭配人工開單方式。後續臺北市政府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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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辦理成效，研議引進相關適用設備、技術擴大推廣全市採用

及以電子開單取代人工開單之可行性，以提供智慧、便利、即時

的停車服務。 

（三） 小結 

由現況分析可知，臺北市已啟動智慧停車系統相關服務，在

路外停車場具有一定成效，但路邊停車格績效尚屬有限。 

二、問題分析與檢討 

為掌握問題所在，本研究首先確認標的人口、利害關係人與議程設

定者，接著針對主要利害關係人、議程設定者及專家進行訪談，釐清臺

北市發展智慧停車系統問題的結構；最後討論成因與本質，以探究問題

處理的急迫性及相關事項。 

（一） 標的人口、利害關係人及議程設定者 

相關標的人口、利害關係人、議程設定者，如圖 3。 

 

圖 3  臺北市智慧停車系統標的人口等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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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議題設定者、利害關係人及專家學者訪談紀要 

為瞭解臺北市應用智慧停車系統之問題與限制，本研究進行

深入專家訪談，對象包含議題設定者之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交

通局、停管處）、中央單位（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工業局）、利害

關係人─臺北市智慧城市顧問，並訪談協助臺南市政府推動智慧

停車系統的專家，共計 6 人，內容擇要如表 2。 

表 2  議題設定者、利害關係人及專家學者訪談 紀要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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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面臨之問題與挑戰 

綜整前述受訪者資料，臺北市推動智慧停車系統面臨的問題

及挑戰可歸納成四大面向，說明如下。 

1. 適法性疑慮 

(1) 尚待建立一致性的管理規範 

智慧停車系統，例如智慧車柱以影像辨識蒐集之個人資

料，是否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尚待建立一致性的管理規

範，相關法規訂修曠日廢時。 

(2) 路邊停車格位租金爭議 

路邊停車格為道路，如採用 BOT 方式，廠商是否需要

付租金，於法律上仍有爭議。若採委外經營須由政府支付建

置費用，造成財政負擔；依現行採購法規，領先與市府合作

試辦的科技先進廠商，倘採公開招標需與其他廠商價格競

爭，如將獨家規格寫入標案，承辦人員則有圖利之虞。 

2. 技術與資訊有待整合與提升 

(1) 設備技術侷限性 

智慧停車系統使用設備如地磁、智慧車柱、攝影機等，



  T&D 飛訊第 266 期           發行日期：109 年 5 月 1 日 

                        第 15 頁，共 29 頁 
      

 15 

隨環境、天候、道路複雜狀況等影響偵測準確度、車牌辨識

度，或其本身功能限制，仍須輔以人工處理開單作業。 

(2) 資訊及使用者端介面未整合 

現由各廠商於劃定試辦區域自行運用不同技術，並各自

開發 APP，使用者如至不同區域，須下載多種 APP，使用

不便。 

(3) 中央和地方政府無一致性發展方向 

廠商取得地方政府支持，向經濟部工業局申請計畫補

助，實測時囿於計畫期程，與地方政府溝通不足，中央及地

方未有完善跨域溝通合作模式，廠商遭遇行政、法規問題，

無法妥適解決。 

3. 地方政府財源有限 

(1)設備建置成本高 

以現行普遍採用的地磁及智慧車柱為例，地磁每格費用

為 6 千至 1 萬 2 千元不等，智慧車柱則每柱 12 至 20 萬元不

等，若要全市全面建置，所需預算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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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及民間業者研發預算足夠與否 

世界各國正爭相投入研發解決停車供需問題，乃因商機

龐大具商業價值，如果沒有政府資金補助或民間優惠融資的

支持，將錯失競爭先機，將產業拱手讓人。 

(3)自主開單應用技術未普及，商業模式待檢驗 

自主開單模式考驗人性，如 4G 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補助

計畫試辦結果，技術建置 KPI 皆達標，另與周邊商家、停車

場業者合作也具初步成果，惟自主開單 KPI 未達標，在實際

使用人數上大幅落後。 

4. 新科技衝擊原有業者及使用者習慣 

(1)使用者習慣改變不易 

部分使用者習慣以傳統繞行方式尋找車位，另人工開單

繳款，對車主而言更為方便，使用 App 自主開單繳費誘因

不大，增加操作模式降低車主使用意願，新科技使用習慣仍

待建立。又人工開單不具即時性，存有未開單可能，由於自

主開單未有優惠，使用情形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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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衝擊原開單業者經營模式及人力 

導入智慧停車系統，由使用者自主開單或直接計時計

費，將減少人工開單需求，影響開單員生計及業者經營模式。 

(3)雙重開單引發疑慮 

試辦期間，部分民眾得知人工開單與自主開單併行，擔

憂自主開單線上支付繳費後，又被重複開單，且試辦計畫有

其時效性，在在降低使用意願。 

 

肆、策略研析 

經由上開問題檢討，標竿資料蒐集與專家學者等訪談結果，並考量實際

執行脈絡、不同執行策略之輕重緩急與難易程度，研提以下解決建議，並據

以擬定短、中、長期建議方案，供後續政策執行參考。 

一、解決對策具體作法 

（一） 推動配套規範及行政契約彈性 

1.構建影像辨識技術應用於智慧停車系統之規範 

由於影像辨識技術有其侷限性，且民眾對於路邊停車個資

卻遭蒐集存有疑慮，應由地方政府對相關業者進行個人資料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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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等教育訓練，並於合約中加以規範，解除民眾疑慮。 

2.尊重地方政府依循適用法規 

有關租金爭議部分，路邊停車格為道路，廠商是否需要支

付租金，應由地方政府決定究採 BOT 或委外（招標）方式辦理，

再依相關法規自行認定。 

（二） 促進技術發展與資訊整合 

1.訂定資訊即時更新及使用者介面規範 

因應各區域係由不同廠商提供服務，為便利車主能使用同

一 APP 查詢及繳費，應規範廠商無論採用何種設備及技術，均

應能判讀並即時更新，上傳停車格使用資訊、停占起迄時間等。

另朝開發單一 APP 或規範廠商開發之個別 APP 應均能涵蓋全

市收費路段，查詢全市停車位資訊並繳費。 

2.訂定資料交換標準及建立資訊整合平臺，促進資訊整合交換 

智慧停車數據需有一致之標準始能交換應用，經濟部工業

局與交通部預計共同訂定智慧停車產業標準，針對停車資訊制

訂資料交換標準，並建立平臺收集資料，未來各業者在開發各

系統時均須遵循該資料交換格式將資料提供至平臺（如圖 5），

俾利資料後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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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資料整合交換機制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製作。 

 

（三） 引入民間投資並創造有利營運環境 

本項策略採用以公私協力為中心之市場模式如圖 6。 

 

圖 6  臺北市推動智慧停車系統之公私協力為中心之市場協調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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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使用者自主開單誘因 

自主開單方式考驗人性，應採取更具誘因作法鼓勵民眾使

用，商業模式方可長久。為提高使用意願，除改善 APP 操作流

程，另可利用政策工具，以誘導方式結合提供優惠措施，例如

給予折扣費率，或與商圈、機關團體等結合，提供消費優惠，

提升民眾使用動機，逐步轉換使用習慣。由臺北市政府試辦計

畫發現，提供停車費用八折優惠，車主展現踴躍下載體驗意願，

證明只要主管機關或廠商願意回饋市民，就能夠改變市民的行

為模式。 

2.中央與地方協力提供無障礙之實證環境 

日後科技或試驗廠商執行計畫時，中央應有專責團隊監督

執行成效，協助廠商與地方政府密切溝通，共同處理所遭遇之

行政、法規等問題，讓補助經費能更具驗證規模與成效，並偕

同地方政府研判計畫執行之優缺點，供未來改善與借鏡。另提

供相對彈性且寬限時間供業者實證，避免試辦時間扣除場域需

求溝通、硬體建置、系統開發等時程後，實際服務上線到整體

模式驗證執行時間過短而影響驗證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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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合民間力量投資推動 

智慧停車系統建置成本高，單靠政府自行購置預算過高，

目前此產業發展前景可期，各科技廠商投入意願高，且具技術

能力，故可結合民間力量合作建置，惟政府須在法令上建置周

全，掃除政策障礙，俾使廠商可全力投入。另亦可結合多元經

貿管道，給予廠商舞臺及開拓國際市場之機會。 

（四） 強化智慧停車系統服務與行銷 

1.提升使用者之使用意願 

(1) 提供多元支付管道：臺北市政府已建置 pay.taipei 支付平

臺，目前結合 11 家業者提供線上支付功能，並可結合自主

開單及線上付款運用；另悠遊卡為民眾熟悉使用的付款工

具，透過智慧停車柱設置悠遊卡付款機制，讓車主亦可即

時便利付款，提升使用意願。 

(2) 運用數據資料進行停車格位週轉率分析，分析不同區域、

時段使用率，據以檢視停車費率之合理性，評估建立動態

費率機制，於較繁忙的路段或熱門時段動態提高停車費

率，反之則降低，引導使用者分散利用停車位，以提升全

市停車位整體的轉換率和利用率，進一步提高使用者使用



  T&D 飛訊第 266 期           發行日期：109 年 5 月 1 日 

                        第 22 頁，共 29 頁 
      

 22 

意願。 

(3) 主管機關大力支持，協助宣導行銷，更能提升可信度，納

入更多使用者，進而創造更佳之效益，確實改善現行路邊

停車模式之缺點。 

2.協助停車開單業者轉型及合作 

推動相關技術研發之人力需求增加，傳統路邊停車開單人

力需求將減少，惟該兩種人力無法互補，故須輔導相關人員進

行能力轉換。另目前無論使用何種技術或設備，仍須輔以開單

員協助，又開單業者亦有漏單罰則的壓力，經由系統得到之數

據可協助開單業者安排開單路徑，減少繞行時間，降低漏單率，

故亦可媒合兩性質業者合作，互蒙其利。 

二、短、中、長程策略分析 

將前節歸納之策略續以衝擊度及可行性進行優先順序分析，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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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精進策略之衝擊度與可行性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製作。 

 

（一） 衝擊度 

由於尊重地方政府依循適用法規、訂定資訊即時更新及使用

者介面規範、訂定資料交換標準及建立資訊整合平臺，促進資訊

整合交換、提供使用者自主開單誘因、結合民間力量投資推動以

及構建影像辨識技術應用於智慧停車系統之規範等策略，有助於

發展智慧停車系統，故衝擊度較高。至於中央與地方協力提供無

障礙之實證環境、提升使用者之使用意願以及協助停車開單業者

轉型及合作等策略，間接提升智慧停車系統發展或減少阻力，故

衝擊度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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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可行性 

由於尊重地方政府依循適用法規、訂定資訊即時更新及使用

者介面規範、訂定資料交換標準及建立資訊整合平臺，促進資訊

整合交換、提供使用者自主開單誘因、結合民間力量投資推動、

中央與地方協力提供無障礙之實證環境、提升使用者之使用意願

以及協助停車開單業者轉型及合作等策略，在現有體制下，臺北

市政府無須投入太多成本，即可推動，故屬於可行性較高之策略。

另構建影像辨識技術應用於智慧停車系統之規範此一策略，因牽

涉隱私權爭議需時與民眾溝通，且涉及規範與制度訂定，需要較

多時間，故可行性相對較低。 

（三） 綜合衝擊度及可行性分析，詳表 5 所示。 

（四） 預期效益 

推動配套規範及行政契約彈性，創造有利智慧停車系統發展

環境；促進技術發展與資訊整合，有利民間發展自主技術並將成

果輸出海外；引入民間投資並創造有利營運環境，有利創造政府、

產業與民眾多贏局面；強化智慧停車系統服務與行銷，有利續行

之發展及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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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本研究透過現有資料蒐集與篩選、對於利害關係人與議程設定者進行訪

談等方式蒐集資料，並由上述資料中歸納分析臺北市推動智慧停車系統之關

鍵影響因素，再提出推動配套規範及行政契約彈性，創造有利智慧停車系統

發展環境；促進技術發展與資訊整合，有利民間發展自主技術並將成果輸出

海外；引入民間投資並創造有利營運環境，有利創造政府、產業與民眾多贏

局面；強化智慧停車系統服務與行銷，有利續行之發展及推動等策略建議。

最後，透過衝擊度與可行性分析之方法，排定短、中及長期推動策略，期作

為臺北市政府後續推動智慧停車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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