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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於全球化及經濟重心的移轉，全球人口有朝向

都市化移動的趨勢。而預見城市在未來將扮演重要角

色，也希望透過智慧城市的建設來凸顯國家社會的進

步，各國中央或地方政府紛紛投入城市的規劃，主題

不一而足，如永續城市、數位城市、智慧城市或者創

意城市等，不過不論名稱如何，都是希望透過有系統

的規劃與設計，來打造一個獨特且基礎建設完善的空

間，讓民眾能享有安適、愉悅、便利、安全及健康的

都市生活。

另一方面，由於智慧城市的健全發展需要大幅度

依賴資通訊科技的應用，尤其是整體解決方案的提

供，因此智慧城市的建設通常也被視為資通訊硬體產

業往軟體與服務產業轉型發展的重要策略及手段。因

而不論是先進歐美國家，或者是新興發展地區，在政

府以及許多資訊科技廠商的積極推動下，已投入相當

的資源進行規劃與建置。

何謂智慧城市

目前全球大部分智慧城市的規劃，資源配置多著

重在硬體的建設，在軟體與服務應用等層面上較沒有

系統性的思考，尤其是社會及市民的需求瞭解與回應

更是薄弱。智慧城市的規劃設計，若要達成理想的目

標，不僅需要有由上而下的頂層設計，也需要由下而

上的創意與共識凝聚，尤其如何建構出共同的願景，

找出或培養永續的城市核心競爭力，更需要領導者與

市民共同的熱情與努力。

亦即，發展智慧城市，不僅只是將各種的「智

慧」科技如智慧建築、智慧校園、智慧交通、智慧商

務等作孤島式的建置與堆疊，而是應該回歸到城市使

用者的需求，也就是市民、企業與政府三方的角度，

從城市存在的價值出發，去規劃智慧化建設的方向。

舉例而言，美國喬治亞洲的亞特蘭大市的區域

規劃委員會預估至2040年時，大都會區內的人口將

增加至900萬人。由於基礎建設等將不敷近千萬的

人口使用，因此為了繼續維持，甚至是提升生活品

質，亞特蘭大區域委員會規劃了『2040計畫（Plan 

2040）』，該計畫以『永續發展』為核心，由環境

管理、社會發展與經濟成長三大面向作為未來宜居智

慧城市的發展藍圖。

其中，在環境管理面上，如何透過智慧化讓居民

擁有更潔淨的空氣、土地與水，並有效適應氣候變

遷，減少生態的破壞與災難，尤其是治安與健康上的

維護更是重點；在社會發展面上，多元化包容社會的

促進，人權及社區發展上的維護，勞資關係及原住民

等議題都是焦點；在經濟成長面上，如何推動創新，

提升員工技能，強化企業競爭力，創造更多工作機

會，也是城市發展需要關注的課題。

文／詹文男

發展與建構

智慧城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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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構智慧城市

目前幾乎國內各主要城市都在思考與規劃建置智

慧城市，我們樂見政府研採積極的行動，並投入相

當的資源，希望能快速促成新興產業的發展。由於

智慧城市的構成要素與業種多元，不同的應用，如

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建築、智慧治理、智慧

交通等，需整合的業者並不相同。如何將營造、電

力、設備、通訊網路、顧問諮詢、系統整合以及營

運服務等複雜的業者做有效的整合，考驗政府與廠商

的智慧。

基本上，根據國際實務上的發展經驗，要成功發

展智慧城市，主政機關與廠商需有明確的分工，分進

合擊才有機會竟其功。一般來說，智慧城市產業的發

展有三個階段，包括願景確立、架構設計和系統開

發，以及應用拓展等，每個階段有不同的任務與重

點，政府與民間都應扮演好各自的角色，才能讓整體

建設的效能充分發揮。

首先，在願景確立階段，政府應由民眾的需求出

發以確立城市發展願景，並盤點既有的基礎設施及產

業資源，描繪未來目標達成的可能情境，藉以訂定智

慧城市發展目標，如生活便利提升、犯罪率降低、觀

光人次增加等，以做為建設努力的方向；

而參與主導的廠商則應就該系統應用的智慧化特

性概念進行發想，探索服務情境並開發相關的平台與

設備，尤其需深入規劃應用服務之商機所在，據以設

計能夠永續營運的商業模式，以對主管機關提案。

其次，在架構設計及系統開發階段，政府任務應

著重於政策整合，並釋出公共資源：例如若需要時應

盤點頻譜空間，進行分配規劃、收回及釋出；又如開

放政府資料，提供系統與應用開發商使用；也應設計

民間參與建設機制，研擬投資誘因，以吸引大型解決

方案商或設備商的參與合作開發；提供及建置試煉場

域，以及完備跨領域整合環境等。

而此階段，廠商應努力凝聚國內產業共識，制訂

統一標準，並規劃智慧城市整體系統架構，分析功能

與技術模組，研發關鍵技術，設備與系統。同時也應

參與國際重要組織以掌握國際標準及應用走向。

而在應用拓展階段，政府應協助推動將示範場域

的系統建置及營運模式擴散至其他縣市，以發揮規模

經濟。並思考是否能運用既有的國際經貿平台或者科

智慧城市應用是未來

智慧經濟發展的重要

推手，透過導入雲端

運算、大數據等新型

態資通訊工具，促進

人民生活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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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外交管道推動示範系統的輸出；廠商則應思考如何

透過國際產業鏈連結，吸引國際政府和業者共同進行

海外的系統佈建，並透過生產或整廠輸出模式，拓展

至國內各縣市或國際市場。

智慧城市發展試點先行

不過觀察目前各方在智慧城市應用的規劃與投

資，有些缺乏上位的頂層設計，有些則無思考到地方

本身的環境與條件，更遑論應用服務的永續商業模

式，如何整合跨部會及中央和地方的資源，讓相關建

設能夠真正落實，並避免重複投資，及建設後乏人問

津的浪費，或者營運無以為繼的窘境，需要有完善的

規劃與配套才能竟其功，這包括試點的選擇、商業模

式與實證，以及招標模式的與時俱進。

首先，在試點方面，可從兩種型態的推動模式進

行思考，分別是業務推動型，以及開發投資型。由於

政府採購仍是產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因此，可由中

央的高度，請各部會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立場與角

色，依自身業務或所屬業管範圍之相關業者需求，提

出可投入智慧科技應用的提案，並連結相關資源進行

投資與推動。

另一是開發投資型的做法，由於智慧科技應用環

境與智慧建築、智慧場域的建設息息相關，現在大多

數的智慧系統多是在主體建物完成後，再以附加方式

外掛或建置，使各式系統的架設必須遷就空間配置，

且與其他系統無法連動。

因此，在環境規劃時即應將智慧設備考慮在內，

並詳述不同設備，例如中控、感測、監視器、門禁系

統等之間的連動方式以及設定規範，後續各種設備發

包給一家或多家廠商時，才有明確的規格可供遵守。

這樣的方式可分別應用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民間

企業。

其次，不論是哪一種網路布建與智慧科技應用場

域的普及方式，重要的是均應建構有效之商業模式與

實證經驗，對於後續的國內擴散或國際輸出才有效

益。因此，育成各種雲端應用與巨量資料分析的企

業，以及培養具分潤能力之智慧科技服務業者成為

關鍵。這樣的企業可以協助在地中小企業導入ICT應

用，以總體戰的方式擴大市場、降低成本、改變分潤

結構，以達成企業與民眾的雙贏。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具創新特質的服務招

標模式應與時俱進。發掘適合、具規模的場域試驗

環境，進而培養出大型的新創業者，藉此透過整體

解決方案輸出國際，是推動我國新創產業發展的重

要環節。整合性的智慧科技服務需要長期的場域試

驗，以確保服務可行性與系統的穩定性，創新應用

才可望被民眾接受，也才有機會以整體解決方案輸

出國際。

站在輔導產業的角度，並以台灣為試驗場域的立

場，應嘗試將創新工程以試點擴散之方式招標，以試

點工程為先導基礎，完工後若施工品質達目標績效以

上，則該廠商可承接一定規模的區域案件。以逐步擴

散、可延續接案的招標模式，作為吸引優質廠商投標

的誘因，將具備科技創新特質的工程逐步推廣至全

台，也為產業提供充份的試點機會！

結語

總結而言，面對全球城市的高度發展與競爭，台

灣有絕佳的區位與網絡優勢，但亦面臨空前的磁吸危

機。智慧城市應用為未來智慧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

透過導入雲端運算、物聯網、大數據等新型態資通訊

工具，促進人民生活便利，也可帶動產業轉型升級及

經濟發展。

但台灣在智慧城市上要創新，應回歸需求導向和

人的關懷，發揚和創造台灣特有的智慧生活經驗，作

為台灣的意象。並將台灣的智慧生活產業化，透過跨

領域平台，推動示範計畫，行銷國際，以智慧生活做

為創新經濟的主題。而智慧城市即是智慧生活具體而

微的縮影，期望台灣產業能夠槓桿原有在資通訊產業

上的優勢，以資通訊科技應用來提升城市治理及適應

環境變遷的效能，讓環境、社會及產業經濟層面兼容

並蓄，相互促進，達到三方共贏的目標！

（本文作者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

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