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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應用與城市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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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倫敦市長Boris Johnson宣示： 
2050大倫敦計畫願景將打造倫敦成為一個「領先的世界城市（A leading world city），
創造更綠化、更有生產力、環境上、財務上及社會與經濟發展上永續的城市，並透過新科
技應用讓基礎建設發揮最大功效，提升每位市民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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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2050願景「一個領先的世界城市」 
 

2050的倫敦面貌為何？
提出四種情境模擬，讓
倫敦市民選擇： 

1. 維持現有政策情境 
2. 提高重要交通節點的密度 
3. 提高市鎮中心密度 
4. 人口往倫敦外城市疏散 
       (透過便捷的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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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收集、歸納與分析市民意見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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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宜居程度、平衡生活與觀光的資源供需，並達成永
續發展的目標，藉由為期將近八年的「維基城市專案（WikiCity）」，市府與市
民共同提出了「2040阿姆斯特丹藍圖（Structuurvisie Amsterdam 2040）」，
做為都市發展的願景與未來的建設方向。「維基城市」專案遵循網路社會的開放、
共創理念，廣泛收集市民的對生活與空間的想像，並透過多次聚會的交流，凝聚
共識，最後分依四塊重點區域以及六項空間策略提出了長期的發展規劃。 

阿姆斯特丹都市規劃局副局長的

海默爾（Zef Hemel）認為： 

「規劃的意義已經改變，如果要

給規劃的內涵下一個定義，答案

是：80%是溝通，20%是法律、投

資等其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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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Wik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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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價值：做小事、把小事做好 
公民參與：網路、ICT、大數據分析 
公義臺北：….. 
生態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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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韌性、社會參與、科技融合 

以景觀生態、綠色基盤、回應氣候變遷因應高齡化社會及包容
性社會為前提 

數位3D科技 



 設定由未來的主人翁-臺北市國、高中生為主體的目標族群（105年度約17萬人）為對
象，設計結合現代科技的投影3D互動式願景模型、設計「模擬臺北城」遊戲等方式，
激發目標族群對未來、將由他們所主導的城市空間想像。 

 此目標族群因為尚未被「專業領域」制約，因此具有超乎大學生（具有一定專業訓練）
及一般專業者的想像能力。 

 本提案希望藉由多樣化的創新科技運用，在本案有限的資源預算之下，以具有目標族
群設定下的操作方式，創造最大的效果，產生後續的社會、媒體漣漪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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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族群12-18國高中生：未來公民權 

「人人都是城市設計師」：運用 Geo-Design / City Engine 

「網上甲子園」：地區性傳承意味 -> 願景可被複製 ->發揚光大 



智慧城市概念 

 「智慧城市」發展並非新創的概念，智慧城市的緣起可溯
及Bollier於1998年提出聰明成長(Smart Growth)的機制可
防止都市無限的擴散(Bollier, 1998)。 

 智慧城市的名詞於2005再度被IBM及Cisco等技術導向的
公司提起，其最主要除了個公司發展未來產業策略上的規
劃外，也提出如何將複雜的資訊系統與科技整合應用在城
市運作與服務機制中(Black & Henderson, 1999)。 

 一方面能提昇城市運作與管理上的效能，一方面則是透過
創新資訊服務的提供，降低民眾在資源應用上的浪費，以
達節能減碳的目標，並建立都市永續發展的基礎。 



智慧城市概念 

 IBM對智慧城市的定義，衍生自「智慧地球(Smart 
Planet)」的概念，乃是指透過資通訊技術的應用，把
感應器嵌入和裝備到電網、鐵路、橋樑、隧道、公路、
建築、供水系統、水壩、油氣管道等各種實體設施，
並且透過「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的技術連接，
而後與現有的網際網路做整合，為城市提供更便捷、
高效、靈活的公共管理的創新服務模式，實現人類社
會與環境系統的整合。 



智慧城市各面向 

社會系統 

服務系統 

資源系統 

設施系統 

自然環境系統 

民眾 商業機制 文化 政策 

能源 水資源 交通服務 建築物管理 

水 空氣 油 礦產 

土地使用 道路 公共設施 公用設備 

區位條件 環境條件 資源條件 



新加坡「智慧國2015(iN2015) 

 新加坡實施了「智慧國
2015(iN2015)」計畫，透過資
通訊技術與媒體內容
（Infocomm)，發展具有全球競
爭力的資訊通信產業，培養有全
球競爭力資訊化人才，並利用資
訊通信技術導引並提升數位媒體
與娛樂、教育培訓、醫療衛生、
金融服務、貿易和物流產業、旅
遊零售和電子政府九大領域的發
展。另目前新加坡也將雲計算
(Cloud Computing)、商業分析、
綠色通信技術等納入了「智慧國
2015」計畫。 



荷蘭阿姆斯特丹 

在荷蘭阿姆斯特丹智慧城市的發展則以可持續性的生活、可持續性的工作、
可持續性的交通、及可持續性的公共空間四大議題為主軸，發展可持續性
的智慧城市(Sustainable Intelligent City)。 

可持續性的公共空間--在主要的商業街道中設置監測器，自動監控公共空
間能源的的使用。另外則採用新技術，將低學校、體育場館、廣場等公共
場所的耗能，並提升能源的使用率。 

可持續性的交通--推廣乾淨能源的應用，除為傳統的船舶於港口提供所需的
充電設施外，也提供轎車、公車、卡車於各大城市節點所需的充電設施。以
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 

可持續性的工作項目--鼓勵建立智慧型大樓，以降低商業工作領域的耗能，另
也透過耗能監控裝置集節能設備及綠色能源的應用，除降低耗能外，也提昇
綠色能源的使用率。 

可持續性的生活項目中，協助超過500戶的家庭安裝新型能源管理系統，以
降低能源的損耗，也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實踐綠色生活。 



台灣智慧生活創新服務 

 台灣透過i236計畫各計畫的的
內容主要著眼於讓民眾與政府
體驗「精緻觀光」、「健康照
護」、「電子化行政管理」及
「智慧經貿園區」等新興服務，
在各場域分別開發服務所需要
的技術解決方案(含軟硬體及
資通訊基礎建設)，並整合服
務生態體系(含設備、資服及
服務運營等業者)，這些場域
已成為國內發展智慧生活創新
服務產業基地(智慧生活科技
運用計畫, 2009)。 

i236計畫構想 



國內智慧城市方向 



花蓮智慧城市構想 

集思廣益、眾志成城--願景、策略與方法 



(各局處智慧城市應用構想、現況分析 )  

智慧城市與新世代政府整體服務 



智慧城市推動與新世代整體服務 



打造以市民(使用者)為中心的縣政服務 

過去 未來 

提供商品（縣府各項
服務交通、教育、醫
療等）為出發點 

「商品導向邏輯 
(Goods Dominant 
Logic, GDL)」 

電子化服務提供開放
式創新的理念 

「服務導向邏輯 
(Service Dominant 
Logic, SDL) 

透過目前各項智慧裝
置與網路服務，讓資
源透過網路服務整合，
讓縣民與遊客一同共
創資源新價值 



類別 項目 形式 功能 備註 

智慧治理 市民報馬
仔系統 

APP 市公所目前已開發「報馬
仔-即時報修系統」、「綠
色生活地圖APP」等應用
程式。 

全國鄉鎮市層
級唯一入圍
「智慧城市創
新應用獎」 

智慧生活 花蓮市公
所便民服
務 

APP 將「市長信箱」、「垃圾
車動態」、「報馬仔系
統」、「花蓮市停車資
訊」、「公所快報」、
「社福花市」整合，讓公
所便民服務資訊、社福資
訊等，可供民眾隨手得知
訊息， 

研發中 

智慧觀光 綠色生活
地圖 

APP 整合兩百個以上熱門觀光
景點 

  

基礎建設 市 區 wifi
服務 

硬體 
設施 

    



各局處智慧城市建構需求統整表 

項目 局處 

智慧城鄉 環保局、文化局、建設處都市計畫科 

智慧醫療 衛生局 

智慧教育 教育處 

智慧政府 教育處、觀光處 

智慧藝文 文化局 

智慧農業 客家事務處 

智慧觀光 客家事務處、建設處都市計畫科 



現有服務如何更貼近民眾使用 



開放場域創造服務 

免費是最好的價格!! 



場域與創新 

除了免費，服務還能創出更多創意 

集集鎮—免費WiFi+公車候車 

紐約—免費WiFi+資源回收 



場域與創新 

創新性 1.提供「居家安全監控」與「社區健康照護」二項U-Care service。  
2.盡量降低大量部署之居家安全監控設備費(6千元以內)及線路費(300元/月以內)，銀髮族及
其家屬付得起後續使用費。 
3.高價健康監測設備費(約8萬元) 及8M線路費(約9160元/月)，只於社區部署一套，社區居
民共同使用，由社區付費，不增加居民負擔。  
4.一次性系統建置費用及維持費用尋求當地社服機構支援，降低營運成本，避免增加銀髮族
負擔。  
5.結合民間公益社團(紫南宮)、社區醫院(竹山秀傳)、學界(南開技術學院)，未來建置案將
再結合社區關懷據點資源，除了可降低營運成本以外，亦可達成互惠互利之目標。 



創新服務與公眾參與 

除了服務還有資料，除了開放政府資料，還讓民眾自己公布資料!! 



創新服務與公眾參與 

台灣飲水地圖
http://drinking.teia.tw/#map=9/24.025142
353597907/121.7889404296875 

結語： 
創新、參與未必花錢 
如何發展出適合花蓮的應
用服務 
結合多方資源產生服務(產
業)生態系，而非持續導入
政府預算及資源，方能創
造新世代的政府永續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