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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 交通部新竹區監理所 

提案名稱 車輛檢驗的動態影像擷取系統及強化控制整合 

配合單位 車輛管理科二股 

 提案概

要 

 

車輛檢驗為保障各方權益，以及日後查核之證據，皆設有全程錄影

系統。目前本國因應法規所設立多為隧道式檢驗車道，多數設計

為：檢驗儀器放置於前段、人工檢驗放置於後段。檢驗儀器電腦自

動化僅時序控制，各項流程短則 2 秒、長則 5 秒，對於無檢驗經

驗之一般民眾，轉換過於快速，常有儀器檢驗時車輛操作有誤，影

響檢驗精準性，惟後端檢驗員如欲得知車輛檢驗情況，調閱錄影需

自資料庫中手動搜尋，降低檢驗效率。遂提出車輛檢驗的動態影像

擷取系統。利用既有之感測器控制開始及停止錄影，錄製儀器檢驗

操作期間之短片，省去人工手動搜尋之必要，提升效率。 

 

如前述，現有自動化僅時序控制，對於一般民眾而言轉換過於快

速，待動態影像擷取系統建置完成後，亦可利用該系統之高解析度

影像，搭配影像辨識人工智慧，利用待測車輛之反應（例如尾燈明

暗判斷駕駛操作行為），進行檢驗儀器的互動式進階控制（取代單

純時序控制）。 

 

 提供之

行政協

處內容 

一、提供新竹區監理所檢驗車道設備控制權。 

二、協助車輛動態及檢驗流程判別。 

三、提供檢驗項目及其原理。 

四、提供人工智慧模型訓練所需資料。 

 

 預計期

程 113 年 12 月 20 日前完成 

申請單位聯

絡窗口 

及主管 

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及

手機 

 
車輛管理

科 
黃彥能 技士 yhuang@thb.gov.tw 

03-5892051#112 

0932-237-665 

申請提案即同意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為執行採購案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及檔案（指

自然人之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職業、聯絡方式、社會活動、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

該個人之資料等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之個人資料）所涉個人資料(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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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問題背景 

一、 目前本國依照法令設立之車輛檢驗場所，為保障各方權益，便

於管理、稽核及留存查核之證據，皆裝設檢驗全程錄影系統，

該系統僅有錄影並儲存之功用，無其餘特殊功能。然而，檢驗

場所為隧道式檢驗車道，大多數配置為儀器檢驗在前，人工檢

驗在後，若位於後方之檢驗員，欲確認前方儀器檢驗是否操作

正確，需手動調閱全程錄影資料庫，耗費大量時間，降低作業

效率。為此，本提案第一階段為設置一動態影像擷取系統，協助

錄製儀器檢驗關鍵時段之短片，並顯示於檢驗員作業電腦，消除人

工搜尋資料庫之必要。 

二、 另，現有檢驗儀器控制，僅為時序控制，各階段儀器作動時間固

定，最短只有兩秒。經觀察，常有因反應不及造成車輛操作錯誤，

進而影響檢驗數值之可能，因此本案第二階段為，利用第一階段之

攝影系統，引入人工智慧，影像判斷車輛操作情況，藉以進階控制

儀器流程，降低車輛操作不當之可能性，藉由現代科技精進車輛檢

驗。 

貳. 實證主題 

車輛檢驗的動態影像擷取系統及強化控制整合 

一、 儀器檢驗關鍵時段短片錄製與顯示系統 

二、 人工智慧整合強化檢驗儀器控制 

參. 解題構想 

一、 依法令規定之檢驗流程，儀器檢驗有前輪定位偏滑測試及煞車

試驗，偏滑測試儀僅取樣前輪駛過之側向滑移值，而煞車試驗

需測試前輪腳煞車、後輪腳煞車及手煞車，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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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藉由紅外線感測器進行自動控制。本提案第一階段為利用

現存紅外線感測器，控制攝影機啟動錄影、停止錄影。控制流程

為：前輪碰觸偏滑儀感測器啟動錄影；後輪離開煞車試驗器停止錄

影。遂形成儀器操作過程之短片。 

二、 第二階段為使用數位攝影系統，即時影像傳輸至裝有人工智慧

之電腦，藉由人工智慧判斷車輛操作情況，互動式調整儀器運

作階段，輸入下列參數訓練人工智慧： 

（一） 車輛年份 

（二） 廠牌 

（三） 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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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車輛尾部影像（踩煞車，尾燈亮暗不同） 

（五） 車輛側方影像（煞車滾輪滾動時，車輛動態） 

（六） 環境亮度 

（七） 車輛各輪軸秤重數值 

（八） 車輛各輪軸煞車數值 

肆. 預期功能或規格 

一、 本案第一階段預期功能為，短片可於檢驗員作業電腦撥放，整

合各式車輛資訊，方便檢驗員確認車輛檢驗狀況。 

 

二、 本案第二階段預期功能為，以監督式學習（Supervised 

Learning）訓練人工智慧模型，先以本國歷年銷售量最高之車款

或檢驗數量高之車種為訓練數據，進行概念驗證，訓練完成之

人工智慧模型可判別出該車車輪停放於煞車試驗器時位置是否

妥當，進而控制儀器啟動與否。若車輪位置不理想，顯示提示

車輛操作之建議（前進、後退、或放鬆煞車讓車輪順著滾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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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至定位）。煞車測試過程中即時監控操作狀態，若因滾輪滾動

致車輪位移出理想位置，暫停儀器流程，提示操作建議，待車

輪回歸正確位置後重新啟動，整體流程識別正確率達 90%以

上。若測試過程中有不當操作則重新檢驗。 

伍. 試作或實證場域及範圍 

以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第一檢驗車道為試作及實證場域 

陸. 提供行政協處內容 

一、 提供新竹區監理所檢驗車道設備控制權。 

二、 協助車輛動態及檢驗流程判別。 

三、 提供檢驗項目及其原理。 

四、 提供人工智慧模型訓練所需資料。 

柒. 預計期程 

實作計畫開始：6月中下旬 

期中審查：8月中旬，本提案第一階段完成，第二階段之人工智慧

用電腦軟硬體建置完成 

期末審查：11月下旬，人工智慧模型第一版，開始識別車輛操作行

為，並控制儀器。 

結案：113年 12月 20日，識別正確率達 90%以上。 

捌. 查核依據 

期中審查：系統可確實利用既有紅外線感測器完成開始錄影、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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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等動作，短片可確實呈現於檢驗員作業電腦，完成

預期功能或規格(一)之功能，（權重 25%）。第二階段之電

腦硬體安裝完成，並開始接收數據執行訓練（權重

5%）。 

期末審查：完成預期功能或規格(二)之功能，（權重 40%）。 

教育訓練：完成兩場教育訓練，以問卷調查表實施滿意度調查，滿

意度需達到至少 80分以上，共 10人次以上（滿分 100

分）。（權重 15%） 

資訊安全：解題廠商所提供產品或布建應符合我國個資法，以及提

案單位資安等級要求。（權重 15%） 

  



 

8 

 

玖. 預期效益 

一、 提升檢驗正確性，亦即更準確篩選出車況不良之車輛，使車

主能及時發現並維修，提升道路安全。 

二、 便民服務有感，監理站所檢驗車道時常因檢驗需求龐大，排

隊檢驗久候，若檢驗操作錯誤，需重新排隊檢驗易引發爭端，藉由

本提案降低操作錯誤之可能性。 

三、 推廣至全國各監理站所，減低車輛檢驗人員人力負擔，本案

若施行成功，亦可進一步升級人工智慧及相關措施，精簡車輛檢驗

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