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
研院產業經濟與

趨勢研究中心

（IEK），長期致力於

觀測科技產業趨勢脈

動，並自 2013年開始

每年發表 IEK專刊，探

討當前最重要的產業

議題。根據聯合國公

布的「世界都市化前

景報告」，全球 70億

人口中有半數居住在

都市地區，其中擁有

超過一千萬人口的「超

級城市」已從 1990年

的 10個增加為現在的

28個。另根據我國內政部調查，臺灣人口持續往六都

集中，近七成的人集中在六個直轄市。都市化所衍生的

治安、塞車、汙染⋯等等問題，越來越需要仰賴科技力

量介入解決，這正是打造「智慧城市」的必要性。

從市場發展角度來看，智慧城市的主要訴求就是解

決人民生活的痛點，而其中的每一個解方都有可能形

成新興的市場需求。透過多方研究，工研院 IEK歸納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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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若能運用創新科技、政府開放資料、開源軟體或硬體、

群眾創意等，針對這 10大痛點提出解決方案並建立智

IEK

日前工研院盛大舉行「2016IEK專刊發表會暨臺灣智慧城市發展關鍵論壇」，發表 IEK年度專刊《解問題：

智慧創新 樂活城市》，提出食品安全、災害防治、環境監測、高齡照護及能源效率等十大關鍵議題及解方，

並邀集產官界共同探討臺灣發展智慧城市的切入點及未來願景。
整理／陳玉鳳　圖片來源／工研院

產官界共同參與 2016IEK專刊發表會暨臺灣智慧城市發展關鍵論壇，探討臺灣發展智慧城市的切入點及未來

願景。

秒懂臺灣智慧城市十大關鍵議題及策略

食品安全
建構食品追溯系統，搭配食
安快篩產品回饋追溯系統

消費購物
運用巨量資料分析與行動圖
像辨識，虛實整合 O2O購物
情境

災害防治
應用物聯網，建立災害預警
與風險控管機制

環境監測
佈建環境品質感測器，以大
數據分析進行環境管理

居家生活
以開放架構發展物聯網即服
務的商業模式

觀光旅遊
結合雲端、大數據與定位系
統，旅行 APP主動提供在地
資訊

能源效率
以能源資訊視覺化與創新住
宅能源管理

行的便利
智慧車輛搭配車輛感測系
統，解決交通壅塞與車速調
控問題

高齡照護
聚焦高齡生活輔助，提供健
康管理產品或服務

犯罪預防
導入人工智慧，自動辨識分
析巨量資料，提供軟硬整合
安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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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城市產業供應鏈，則臺灣經濟轉型將再添一大動力。

智慧城市如何促成商機蓬勃？基本上，智慧城市的

建構需仰賴感測技術、有線／無線網路、行動網路與

雲端運算等科技，因此智慧城市的建置不僅影響城市

運作的效率和品質，也創造龐大的經濟價值，更被視

為是智慧型手機之後的最大成長商機所在。世界銀行

估算一個百萬以上人口的智慧城市建設，在達到實際

應用程度的 85%後，財富約可增加 2至 2.5倍。

  
智慧城市商機誘人，工研院董事長吳政忠於論壇致

詞時指出，發展智慧城市的關鍵，在於智慧城市發展

與區域創新息息相關，且需與在地需求緊密連結。從

這樣的角度出發，在地政府與在地產業必需建立共識，

透過在地大專院校及學術機構的鏈結，找出創新的在

地想法並結合製造優勢，共同針對當前生活環境提出

改善之道，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智慧產業，「這也正

是工研院近年積極扮演的角色，透過智慧科技加值，

協助產業升級。」吳政忠強調。

他同時也提到，「城市的主體是人，一定要『以人

為本』，我們不能再獨尊效率經濟，我們必需懂得觀

察人的生活、人的需求，因此當務之急就是要培養出

結合科技及人文專長的數位跨領域人才，工研院已長

期投入相關人才的培育。」

    
工研院院士、智融集團董事長施振榮於論壇致詞時

也表達相同看法，「我們現在應該要走到微笑曲線的

最右邊，也就是使用者需求及服務，我們需透過科技、

人文、製造的跨領域結合來解決問題，目標就是讓人

類活得更快樂、更舒適。」

看好智慧城市的發展，工研院院士聯誼會已成立智

慧城市推動小組，期望能以智慧城市為火車頭，來拉

動臺灣其他產業前進升級。施振榮並提醒臺灣業者應

該一改過去以服務西方歐美市場為主的觀念，因為智

慧城市的主戰場是在亞洲。

工研院 IEK主任蘇孟宗指出，臺灣擁有適當的國土、

適當的人口，且擁有深厚的資通訊產業實力，發展智

慧城市的條件不輸其他大城市，非常適合做為各種智

慧城市解決方案的試驗場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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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K
臺灣究竟該如何發展智慧城市，蘇孟宗建議應學習

英國與新加坡等先進國家的新興模式，包括，以人為

本，解決在地問題；從大型公司主導，轉向擴大公民

參與；以及利用開放式平台，促成創業生態圈，激發

跨界跨域創新動能等。

為集思廣益，此次論壇亦邀集臺北市副市長林欽榮、

臺灣雲端運算產業協會副主任委員吳漢章、聯安醫院

執行院長吳右任、龍吟研論總監李竺姮、宇萌數位科

技創辦人白璧珍等各界領袖參與，共同描摹臺灣智慧

城市發展的新願景（表）。此外，2016 IEK專刊《解

問題：智慧創新 樂活城市》已針對臺灣發展智慧城市

的定位及策略已提出諸多深入解析，並針對各項關鍵

議題提出解決方向，值得有志人士探究箇中商機及市

場可行性，為切入智慧城市產業及早做準備。

臺灣智慧城市發展關鍵論壇

來賓 精闢見解

臺北市副市長林欽榮

全球所有城市都在積極推

動智慧城市，因為這是發

展新經濟的重要方向。

臺灣雲端運算產業協會

副主任委員吳漢章

數據服務是智慧城市持續

運作的關鍵所在。

聯安醫院執行院長吳右任

將資通訊技術導入醫療領

域，可減輕醫護人員負

擔。

龍吟研論總監李竺姮

創新不是沒有方向的思

考，必需瞄準消費者的需

求及困擾。

宇萌數位科技創辦人

白璧珍

當市場方向不明但已有些

許動能時，就是創業良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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