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
研院鎖定自動駕駛（Automated Vehicles）、車

聯網（Connected Vehicles）、電動化（Electri� ed 

Vehicles）三大車輛技術發展趨勢，於 2017年臺灣國際

車用電子展展出八項車用電子技術，其中工研院結合資

訊、通訊、電子、機械等跨領域技術，展出自動駕駛車

輛的檢測平台及影像感測技術，提升車輛智慧安全，帶

領國內廠商搶攻未來車用電子龐大商機。

針對全球汽車市場，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IEK）預估，2023年全球汽車電子與車聯網產值將達

4,511億美元，較 2015年的 2,703億美元成長 1.67倍，

搶攻未來車用電子商機

自駕車智慧技術再進階
從自駕車到無人車，次世代汽車正展現多元化面貌，但要真正達到自駕或自主的水準，還需要融入更

為廣泛的感測能力與先進的智慧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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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又以車輛主動安全、節能環保相關零組件的成長

率最高，平均年增率將超過 25％以上。

檢測平台驗證自駕技術

工研院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技術長連豊力表示，自

駕車和無人車所需的自動駕駛技術是相同的，現正歷經

三個發展進程。

連豊力指出，第一階段是自動控制，例如：大部分

車輛已經配備的 ABS防鎖死煞車系統與動力方向盤等

功能，就是以電腦和機械協助駕駛者直接控制車輛的開

端。第二階段則是將以往

由駕駛者感知車輛狀態與

駕駛環境的方式，轉為以

電子元件的方式掌握車輛

性能的感測技術，像是今

年車電展熱門的胎壓偵測

器就是一例。第三階段是

根據路況環境來駕駛車輛

的決策能力與智慧，也就

是如何自主開車的功能，

包含：底層功能如方向盤

轉角、煞車油門加減速，

以及高層功能則有路徑導

航、軌跡規劃如變換車道

等技術。

面對多元化發展的自動
遠距浮空多屏抬頭顯示器是工研院在自駕車的關鍵元件技術之一，疊合導航、行車紀錄器及車子的運動，

投影於車窗玻璃，透過路況資訊的融合做為導航的依據，讓行車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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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技術，如何把關成為

一大挑戰。工研院致力於

打造一個具人工智慧技術

的車輛技術系統平台，協

助臺灣廠商從中快速量產

技術或驗證產品，藉此加

快臺灣車用電子供應鏈技

術升級的速度。

以其中的檢測平台為

例，目的在檢測無人車或

自主車在面對各種道路環

境之下的車輛運行狀態，

驗證過程形同「駕訓班」，

透過各種考題來確認車輛

有無自動駕駛的能力。連

豊力指出，測試平台的目

的不僅要瞭解自駕車的能

力，還要根據真實情境所建立的影像及道路資料庫來結

合虛擬實境、擴增實境等技術，訓練自駕車適應各種路

況的能力。

舉例來說，模擬不同環境的失效狀態，確認感測元件

的正常運作及提供可信度高的數據。此外，變換車道測

試則類似飛機的機師模擬艙，可結合軟體模擬與實車模

擬來打造驗證場域，背後數據則來自收集臺灣交通路況

所建立的資料庫，不僅可有效縮短驗證時間，更將成為

臺灣未來在自駕車發展的強大後盾。

影像感測提升智慧能力

除了平台以外，工研院在自駕車亦擁有多項關鍵元件

技術，像是遠距浮空多屏抬頭顯示器，疊合導航、行車

紀錄器及車子的運動，投影於車窗玻璃，透過路況資訊

的融合做為導航的依據，最直接的效益就是減少駕駛來

回瀏覽遠處的車況和近處的儀表板資訊，所導致的眼睛

反覆對焦的疲憊風險，以及低頭觀看行車資訊的分心風

險，讓行車更安全。

連豊力表示，隨著讀取電子訊號的技術穩定化，車輛

狀態的偵測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過去的焦點都放在車

工研院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技術長連豊力表示，工研院將自動駕駛的技術成果整合於現有的電動車，

以提供更好的自動控制與速度操控，為國內業者開發專屬的駕駛感知平台，希望藉此為臺灣業者拓展全

新的應用模式與商機。

體本身的自主安全如 ABS，但未來除了車體本身之外，

車與車之間的感測將愈來愈重要。可以預見的是，要迎

接自動駕駛、車聯網時代，包括車用影像系統、盲點偵

測、車道偏移警示、停車輔助、主動車距控制、緊急煞

車輔助等技術都是商機所在。

像是距離偵測的主動感測技術以光學式的雷射、電磁

波的雷達為主，被動感測技術則以攝影機為熱門產品。

例如：影像式前方障礙物辨識系統，就是以攝影機為基

礎的辨識方法，在車輛上實現即時運算偵測，可正確辨

識行人、機腳踏車、車輛等多種障礙物，並藉由判斷移

動物的快慢，精準掌握煞車的時機點，達到即時煞停的

功能。此外，車用智慧影像感知融合平台亦是以攝影機

為基礎，融合不同感測器的數據，使車輛具備多種生物

感知能力，以及 360度無盲區主動偵測。

目前各個車廠的駕駛感知平台都是封閉環境，外界難

以插手進行整合，連豊力特別強調，工研院的作法是

將自動駕駛的技術成果整合於現有的電動車，以提供

更好的自動控制與速度操控，為國內業者開發專屬的

駕駛感知平台，希望藉此為臺灣業者拓展全新的應用

模式與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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