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
市化是近代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趨勢，根據聯合

國的「世界都市化前景報告」，目前全球有半數

人口居住在都市地區，其中擁有超過一千萬人口的「超

級城市」更從 1990年的 10個增加為現在的 28個。

都市化也為我們帶來許多考驗，像是環境汙染、交

通衝擊、犯罪升高、城鄉差距、所得分配和高齡照護

等，都是全球都市共同面臨的重要問題；隨著科技的

進步，建構「智慧城市」也成為解決上述問題的重要

策略；更重要的是，智慧城市若能進一步創造國際市

場機會及提升本國產業競爭力，則更能彰顯其價值。

為了協助產官學研各界掌握智慧城市的發展契機，

工研院日前發表 2016 IEK專刊《解問題：智慧創新 樂

活城市》，同時舉辦關鍵論壇，探討臺灣發展智慧城

市的切入點及未來願景。

從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IEK）的觀點可

以發現，智慧城市的發展必須由「解決問題」的角度

出發，才能合乎「市場需求」，才有創造價值及扶植

產業的機會，因此 IEK開宗明義點出了臺灣十大在地

民眾生活痛點，分別是食品安全、災害防治、消費購

物、環境監測、居家生活、觀光旅遊、行的便利、能

源效率、高齡照護及犯罪預防等。若能運用創新科技，

針對這十大痛點提出解決方案並建立智慧城市產業供

應鏈，將可成為臺灣經濟轉型重要動力。

而同步檢視自身的問題，可以發現目前臺灣產業面臨

先進國家再工業化、紅色供應鏈崛起等國際環境變化，若

能透過智慧城市應用與地方生活需求對接，強化科技發

展與城市及在地產業連結；接著打造在地建置實績，實

際改善城市運作及民生相關問題，並且在建置執行期間，

透過系統解決方案的驗證來累積核心能力，提高未來解決

方案的輸出機會，就能夠創造智慧創新的無限價值。

為了達成上述目標，IEK提出了四項具體的策略作法：

策略一、擴大民眾參與活動，策略選擇性開放城市資

料。策略二、以公私民合夥機制跨界整合運作，促進智

慧城市創新解決方案。策略三、以開放創新系統平台進

行軟硬整合，建置使用者應用生態圈。策略四、早期規

劃海外潛力夥伴，促成系統整案國際輸出機會。在上述

的策略架構推動下，以建構生態環境、社會公平，以及

經濟發展的永續城市為目標，便能以在地經濟形塑對外

貿易的良性循環。

本期的封面故事也提出二個智慧城市的具體案例，其

一為高齡社會的健康照護，當社會邁入高齡化，應思考

如何透過改變社會機制，以提升高齡族群生活品質並增

加幸福感；其二為結合科技與旅遊，透過科技輔助，將

旅途中所需的各種資訊充份整合，以實現便利省時的智

慧旅遊。

誠如 IEK主任蘇孟宗表示，臺灣擁有適當的國土面積

及人口數量，且資通訊產業的實力深厚，發展智慧城

市的條件不亞於國際其他大城市，很適合做為智慧城市

解決方案的試驗場域，若能針對臺灣的在地問題找到解

方，透過複製，在國外也能創造市場。本次本刊摘錄

IEK的《智慧創新 樂活城市》相關策略與作法，相信會

是一個絕佳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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