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主要幹道續進智慧化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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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與問題分析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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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本市人口增加及持續發展興盛，本市已成為
全國第二大城，同時本市交通問題也日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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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多

台灣第二大

4

1.1交通背景說明

輻射型路網

國一周邊
為工商業
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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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交通背景說明

本市重大建設陸
續完工後，臺灣
大道、中清路及
五權西路車流將
可有效分流至新
建道路，改善其
交通狀況。

市政路延伸工業區一路

國一銜接台74

國四豐潭段

中科陸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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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交流道

南屯交流道

台中交流道

1.2市區交通問題

車流集中台灣大道、
中清路及五權西路

交通量大
行駛速率低
車流交織

路口紓解率不佳

塞車回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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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措施與成果說明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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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日益嚴重的交通問題，本局持續與各機關
合作，共同推動各項交通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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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義交指揮疏導，維持路口淨空

•現場手動操控號誌，調整綠燈時間
交通維持

•加強取締交通違規交通執法

•利用CMS、即時交通資訊網、台中交

通網APP與警廣提供民眾路況資訊

提供民眾
交通資訊

•瓶頸路口禁止左轉

•標誌標線指示替代路徑

動線管制
分流

•車道配置或路型調整及標誌標線改善

•號誌時制重整
交通工程

提

升

行

車

速

率

減

輕

塞

車

影

響

2.1傳統交通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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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力有限，無法隨時且即時針對塞車路段執行交
通疏導及馬上取締交通違規。

⚫號誌採定時時制運作，無法反映路況變化即時調
整綠燈時間。

⚫國道、台74交流道周邊路網交通分屬本局、高公
局與公路總局管轄，高快速道路與平面道路交界
處的交通壅塞問題不易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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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挑戰與課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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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推動智慧交通管理

2.3.2搭配資通科技推動幹道智慧化

2.3.3與高公局建立區域協控機制

2.3.4建置科技執法系統，減輕警力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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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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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推動智慧交通管理

⚫因應智慧城市發
展，透過資通訊
科技，整合路網
管理、區域管理、
活動管理及事件
應變等系統，以
提升本市道路交
通管理效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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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推動智慧交通管理
⚫ 92年起成立交控中心並持續推動發

展智慧交控系統。
⚫ 105年起推動建置智慧交通管理系

統(TOPIS)計畫，建置整體交通監
控平台，提升交控中心監控管理效
能。

事件快速反應

資訊自動發布

整合多方資訊

替代路徑導引

號誌即時控制

交通資訊預測

優
勢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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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推動智慧交通管理

號誌管理
• 監控平台遠端控制號誌
• 自動畫設時空圖
• 即時燈態顯示
• 號誌時制重整

提供交通資訊
• 旅行時間分析
• 預測壅塞事件
• 即時交通資訊網、台中交通網

APP提供路況資訊

➢ 增加連線號誌路口數
(109年500處)

➢ 強化交通資訊多元分
析及績效分析功能

➢ 台中交通網APP優化
及功能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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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搭配資通科技推動幹道智慧化

eTag

交通偵測
設備

TOPIS
因應車流變化

調整號誌綠燈時間

即時交通量 動態號誌控制

• 透過交通偵測設備，即
時取得交通量變化情形。

• 依交通量調整號誌綠燈
時間，以提升路口車流
紓解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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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計畫

107年計畫

108年
執行中

107年計畫

搭配智慧交通管理系統
持續改善本市主要幹道

預定
110年

預定
109年

➢ 106、107年於大雅交流道、台
中交流道及南屯交流道周邊路
網建置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

➢ 108年刻正於中清路推動建置
續進號誌系統。

➢ 109年預定於五權西路建置續
進號誌系統。

➢ 110年預定於台灣大道建置續
進號誌系統。

2.3.2搭配資通科技推動幹道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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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與高公局建立區域協控機制

上下匝道車輛交會
有效分配綠燈時間才能共創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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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與高公局建立區域協控機制

積極溝通，建立互信
中央地方攜手努力

當啟動匝道儀控時，環中路及
中清路車隊回堵嚴重時，依據
與高公局建立的合作機制，通
知高公局放寬匝道儀控，紓解
平面道路壅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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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與高公局建立區域協控機制

分析項目 統計數值 差異

事前平均行駛時間總計(秒) 408 -40.9%

-167秒事後平均行駛時間總計(秒) 241

事前平均速率(公里/小時) 16.1 +41%

+6.6公里/小時事後平均速率(公里/小時) 22.7

事前通過流量總計(pcu) 59,931 +30.3%

+26,046 pcu事後通過流量總計(pcu) 85,977

事前路口停等延滯(秒) 67.9 -15%

-35.9秒事後路口停等延滯(秒) 32.0

大雅交流道區域號誌協控系統績效

平均行駛時間減少近3分鐘!!

平均速率提升!!

通過流量增加!!

停等延滯時間降低!!

事前調查時間：106/12/15~107/1/21
事後調查時間：108/1/15~10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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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建置科技執法系統，減輕警力負擔

⚫ 公車停靠區經常遭佔用，影
響公車停靠及乘客安全，為
改善公車停靠區違停造成之
交通問題，本局107年開始推
動建置公車停靠區違停科技
執法系統，利用科技設備取
代需投入大量警力之執法方
式，提升執法效率。

⚫ 107年10月於新光三越前試辦
建置完成，12月啟動系統，
108年2月底宣導期過後開始
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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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啟動後，有效嚇阻違規民眾，
已展現初步成果，今(108)年3月
迄今已取締402件。

⚫ 未來將朝向增加建置場域、導入
更多AI技術、優化本系統運作及
改善公車停靠區經常遭佔用問題。

2.3.4建置科技執法系統，減輕警力負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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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策進作為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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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本市交通路網發展，不斷精進各項交通
政策。

2
3



⚫交通資料完整性為智慧化交通控制重要關鍵，目
前本市交控設備數量相較其他五都偏少，無法完整
取得本市主要道路交通資料。

⚫未來將持續爭取編列預算於本市主要幹道建置交
控設備，如臺灣大道、中清路、五權西路、文心路
等，以建構完善的基礎交通資料庫，預計四年逐步
完善本市主要交控設備佈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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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來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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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區域協控的執行經驗及成效，本市已與彰化
縣、南投縣、高公局與公路總局等單位取得共識，
由本市統籌向交通部「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
爭取補助，推動中彰投區域協控5年計畫，並自110
年起，以分年執行方式，共同改善高快速道路與縣
市交界區域交通壅塞。

✓110年：高鐵烏日特定區、國１王田及國３快官交流道

✓111年：國６霧峰及愛蘭交流道、國３名間及竹山交流道

✓112年：國３霧峰系統交流道、台３舊正－霧峰

✓113年：國1大雅、台中及南屯交流道

✓114年：國1彰化及員林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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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來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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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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