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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表 

提案單位 嘉義區監理所 

提案名稱 導入 AI(人工智慧)判讀大型考驗車輪壓線系統 

配合單位 嘉義區監理所管轄臺南監理站 

 提案概要 

（具體並簡

要說明實證

背 景 、 主

題） 

 

目前全台 37 個監理所(站)及所轄將近 300 家駕訓班仍

使用傳統式氣壓式管線感應扣分訊號，但大型車考驗場處

於室外環境，有日曬、雨淋造成管線損壞之風險，且全台

從事維修管線破損之廠商寥寥無幾，損壞後叫修須曠日費

時且要價不斐，等待維修期間因氣壓式管線故障無作用，

常常難以有效說服考生已構成扣分行為，甚至影響機關公

信力。 

考量以傳統氣壓式管線扣分方式顯與目前講究數位化

科技運用時代不符，因此本所提出藉由 AI設備來偵測車輪

是否壓管線並將判讀結果傳入數位評分系統，取代傳統氣

壓式管線及紙本記錄扣分之方式，期盼以人工智慧取代常

年管線維修不易之困境，並且裝設即時錄影設備以提供現

場調閱功能並排解考驗爭議，以維持考驗公正性，使人民

對服務品質提升有感，提升機關形象。 

大型車路考扣分項目眾多共 12 大科目 57 項，因此公

路局規定辦理大型車考驗須指派主考人員及監考人員各 1

名，往往造成監理單位人力不足供應之情況，本次提案期

盼藉由民間業者新創技術導入 AI設備取代監考人力，亦是

有效解決行政機關人力資源運用一環課題。 

期望在 113 年度「政府出題、新創解題」中，長久以

來造成監理機關行政資源及人力負荷情況，應有改善之必

要，未來如可全面推廣監理所(站)及所屬駕訓班運用除了



節省資源浪費外，將會開啟我國駕駛執照考驗數位革新時

代來臨，均是本次提案之背景動機。 

 提供之行

政協處內

容 

一、提供臺南監理站大型車考驗場(車)架設使用權 

二、臺南監理站協助考場覆判及測試 

三、提供考試項目及扣分標準 

四、臺南監理站提供開發系統所需的相關資訊 

 

 預計期程 依本署補助契約所定契約期間。（以 6個月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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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窗口 臺南監理站 沈彥廷 股長 
p55667788

@thb.gov.tw 

0980689731、

(06)2696678#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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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推動作業手冊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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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問題背景 

一、 大客(貨)車路考及肇事概況 

    查交通部公路局統計查詢網資料統計，112 年民眾報名大客

(貨)車路考人數計 26,748 人，及格人數計 17,998 人(如圖 1)，及

格率約 67%，截至 112 年我國領有大客(貨)駕駛執照人數共計

918,880 人(如圖 2)，換言之，臺灣將近有百萬人擁有駕駛大型車

於道路之資格，然大型車因軸距、車身長及死角多，車輛轉彎

時因內輪差及視野視角造成事故層出不窮，駕駛員除駕駛技能

須比小型車、機車高外，其肇事所造成的人員傷亡情形往往更

加嚴重。 
     

圖 1. 112年大客(貨)車報考、及格人數統計 
 

圖 2. 112年持有大客(貨)車駕照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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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道安資訊查詢網頁統計，112 年駕駛大客(貨)車所涉入交

通事故案件計 9,309 件，其中死亡人數計 285 人、受傷人數計

10,972 人(如圖 3)，因此藉由駕駛執照考驗制度篩選出合適駕駛

者，對於道路交通安全已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期盼透過考驗

制度擬訂之扣分項目，及時矯正考生錯誤駕駛行為及培養正確

防禦駕駛觀念 ，惟考驗人員如何透過數位化科技應用於路試過

程中，以獲得考生即時的扣分行為回饋並適時導正，已成為刻

不容緩解決之課題。 

 

圖 3.  112年全國大型車涉入案件事故統計 

二、 監理機關行政資源浪費 

    大型車路考扣分項目眾多共 12 大科目 57 項(如圖 4)，基於

考驗項目複雜以及考官壓力負荷，因此交通部公路局規定監理

機關及駕訓班辦理大型車考驗至少須指派主考人員及監考人員

各 1名，如仍續以傳統氣壓式管線感應車輪有無壓線判別扣分依

據，除與目前講究數位化科技運用時代不符外，亦造成監理機

關考驗人力負荷過重；另現況考生扣分行為係採人工紀錄於紙

本路考評分表上圈選記號方式辦理，亦造成行政資源浪費，以

上均應思考如何以數位化產品取代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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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廠商管線維修報價單  

三、 長年壓線爭議難解，影響機關服務品質 

    各監理機關內汽車考驗場使用氣壓式管線進行感應、響鈴

扣分已行之多年，惟大型車考驗場處於室外環境，因受風吹、

日曬、雨淋及車輪輾壓所造成管線損壞情形，已為不可避免之

風險，全台從事氣壓式管線損壞維修之廠商已寥寥無幾，除了

維修費用要價不斐外(如圖 5)，等待維修期間更是曠日費時，因

氣壓式管線故障失去感應作用，難以有效說服考生已構成扣分

行為之事實，將使民眾質疑監理機關考驗公信力，易造成考驗

爭議，甚至影響機關形象。 

        在 113 年度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新創採購-場域實證‧

共創解題」中，本所提出藉由 AI 設備來偵測車輪是否壓管線並

將判讀結果傳入數位評分系統，取代傳統氣壓式管線及紙本記

錄扣分之方式，期盼以人工智慧取代監考人力及常年管線維修

不易之困境，另大型車軸距及車身長，考驗人員常因視線遮蔽

導致難以判斷有否構成扣分之情形，透過即時錄影設備以提供

現場調閱功能並排解考驗爭議，以維持考驗公正性，提升機關

形象，長久以來造成監理機關行政資源及人力負荷情況，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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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應用之必要，亦使考生及其家長對於政府服務品質提升產

生認同，均是本次提案之問題背景。  

  

 

圖 5.大型車駕駛人路考評分表 
 

貳、 實證主題 

AI(人工智慧)判讀大型考驗車輪壓線系統包含以下五點： 

一、 透過 AI 建模來偵測考驗車車輪有否壓線並搭配即時錄影功能， 

當考生質疑壓線扣分時 ，能夠立即透過調閱影像排解爭議。 

二、 AI 設備系統偵測扣分訊號直接送至數位評分系統中註記，取代

人工紙本作業模式。 

三、 取代現行大型車考驗規格中有氣壓式管線配置項目，含倒車入

庫、平行路邊停車、曲線進退、曲巷調頭、鐵路平交道、交叉

路口、上下坡道、狹橋、斑馬紋行人穿越道等 9 項，以及可偵

測環場道路行駛項目中車輪實(虛)線壓線情況。 

四、 當 AI 設備偵測扣分訊號時，應有裝置警示燈號或其他告警方式

提供考生及考驗員判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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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考生完成考試後整合所有扣分項目立即給予初評分數，並有紀

錄查詢之功能。 

參、 解題構想 

一、 解題團隊可利用或開發各項感應器架設於大型考驗車上及考驗

場上，於不影響考驗規格前提下進行相關材料塗抹，當感應器

偵測考生行經原有氣壓式管線配置及環場道路行駛白實線、黃

實線、雙白線、雙黃線部分車輪壓線情形，立即觸發扣分訊號

並可寫入評分系統中。 

二、 氣壓式管線配置項目中鐵路平交道、交叉路口、斑馬紋行人穿

越道等 3 項非屬單一壓線即扣分考驗項目，須依當下號誌顯示

狀態判別壓線狀態是否構成扣分情形，解題團隊應思考如何使

用其他設備、材料取代氣壓式管線感應訊號觸動號誌顯示方式，

並避免系統判讀錯誤，現行氣壓式感應管線原理說明如下： 

1. 鐵路平交道：車輛行經該指定區域(第一條管線)時，號誌顯

示閃紅燈並有鈴聲警示，考生須將車輛於指定範圍內停車，

如車輛穿越停止線(第二條管線)即構成扣分行為，若號誌熄

滅時穿越應屬正常行駛狀態，不予扣分。 

2. 斑馬紋行人穿越道：車輛行經該指定區域(第一條管線)時，

號誌顯示閃黃燈，考生須將車輛於指定範圍內停車，如車輛

穿越停止線(第二條管線)即構成扣分行為，若號誌熄滅時穿

越應屬正常行駛狀態，不予扣分。 

3. 交叉路口：車輛行經該區域時，號誌若顯示紅燈狀態，車輛

(含後輪)穿越停止線即構成扣分行為，若號誌顯示黃燈、綠

燈狀態，車輛穿越停止線應屬正常行駛狀態，不予扣分。 

三、 本提案構想需要在車輪附近位置建置監視攝影機，若考生未通

過考試，且心生懷疑考官誤判時，考官或其他同仁將可透過即

時路考影像調閱系統進行釐清爭議，若仍有疑義再行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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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預期功能或規格 

        表 1.  預期項目及功能表 

重要序號 項目 預期功能 

1 人工智慧模型應用 一、 透過架設於車輪附近攝

影機，利用 AI來偵測

及判讀大客(貨)車行經

考驗項目倒車入庫、平

行路邊停車、曲線進

退、曲巷調頭、鐵路平

交道、交通路口、上下

坡道、狹橋、斑馬紋行

人穿越道線、環場道路

行駛等 10項車輪有否

壓氣壓式管線與實(虛)

線情形，該功能判讀準

確率至少須 95%以

上，使爭議最小化。 

二、 判讀範例：如大型車車

輪壓線時，AI元件偵

測部分實(虛)線被遮

蔽，此時將判讀有壓線

情況，觸發回饋扣分訊

號。 

2 壓線扣分訊號判讀及

發送 

當 AI偵測到車輪壓線情況發

生時，將判讀之扣分訊號透

過數位方式介接至考官操作

平板，並於路考評分系統中

註記扣分。 

3 影像調閱系統 當考生質疑車輪壓線有否構

成扣分情況時，能夠立即透

過架設於車輪附近攝影機錄

影功能，釐清考驗爭議。 

伍、 試作或實證場域及範圍 

      本提案計畫預計導入之場域地點為嘉義區監理所轄屬臺南

監理站(臺南市東區崇德路 1號) ，施作範圍為大型車路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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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提供行政協處內容 

一、提供臺南監理站大型車考驗場(車)架設使用權。 

二、臺南監理站協助考場覆判及測試。 

三、提供考試項目及扣分標準。 

四、臺南監理站提供開發系統所需的相關資訊。 

五、每月召開定期召開專案進度工作會議並製作會議紀錄。 

柒、 預計期程 

    本提案計畫期程包含工作訪談、工作計畫書、AI 建模、AI 模型

運用、路考影像調閱系統、數位評分系統、系統測試、專案進度會

議及教育訓練，預計在 6 個月以內完成，預計期程說明及預期產出

內容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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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預計期程工作表 

執行自然月 1 2 3 4 5 6 權重 

A.完成第 1期工作 10% 

A1.需求訪談 V      5% 

A2.工作計畫書  V     5% 

B.完成第 2期工作 60% 

B1. AI建模   V    20% 

B2. AI模型應用    V   20% 

B3.路考影像調閱系統     V  10% 

B4.數位化評分系統     V  10% 

C.完成第 3期工作 30% 

C1.系統測試    V V V 15% 

C2.專案進度會議 V V V V V V 5% 

C3.教育訓練    V V V 5% 

C4.資安需求   V V V V 5% 

合計 100% 

 

捌、 查核依據 

一、 因目前考驗車於車輪附近並無架設攝影機提供蒐證，故車輪壓

線誤判比率尚為有實際數據佐證，因此本次提案計畫若運用錄

影判讀，提供考官客觀判斷依據，以減少誤判機率，再者運用

人工智慧的科技判讀車輛輪胎壓線與否，無非是考驗過程中絕

對公平且無爭議的可行方案，亦會增加機關良好形象。 

二、 解題團隊所提供產品或布建應符合我國個資法，以及本所資安

等級要求規範，以避免考生個人資料外流，查驗時針對解題團

隊應完成之內容、指標、成果及各查核項目之權重，本所依預

計期程內容訂定查核依據表，作為各項進度控管及驗收之標準，

本次提出新創解題完成率設定在 95%為驗收合格 ，該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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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查核依據及權重表 

查核依據表 

序

號 

期

別 
查核項目 查核內容說明 

成績配

分佔比 

1 
第

1

期

工

作 

需求訪談 

解題團隊須依期程於第一個月

內與本所進行需求訪談，針對

本所提出之計畫書內容 ，親臨

實證場域進行探討及製作訪談

紀錄表，並經本所審查同意。 

5% 

2 工作計畫書 

解題團隊須依期程於第二個月

內完成工作計畫書，該計劃書

須含運用 AI 解題各項功能說

明、預期成果，並經本所審查

同意。 

5% 

3 

第

2

期

工

作 

AI 建模 

1.解題團隊須依期程於第三個

月內完成 AI 建模，完成訓練

的模型，由本所同仁駕駛大客

(貨)車進行實測壓線，並取樣

100 筆判斷是否有完成正確判

讀壓線情形，AI 偵測準確率須

95%以上。 

2.準確率驗收公式說明如下： 

準確率=偵測系統判斷正確總

數量/ 總計數量(偵測系統判斷

正確總數量+偵測系統判斷錯

誤總數量) *100%。 

(1) 正確判斷說明：以人工目

測或攝影畫面確認車輪壓線

時，AI 成功判讀並將壓線扣分

訊號傳至扣分系統註記，視為

有效正確數量 1筆。 

(2) 錯誤判斷說明：以人工目

測或攝影畫面確認車輪壓線

時，AI 無法成功判讀且無回

饋；或以人工目測或攝影畫面

確認車輪無壓線時，AI 判讀有

壓線訊號，均視為有效錯誤數

量 1筆。 

(3) 偵測有效數量至少須 100

筆以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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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解題方需提出品質檢核方

式。 

4 AI 應用 

1.解題團隊須依期程於第四個

月內將 AI 應用於實際執行考

考驗偵測大型車輪壓線，搭配

影像驗證後，單一考驗項目 AI

偵測準確率須 95%以上。 

2.準確率=偵測系統判斷正確

總數量/ 總計數量(偵測系統判

斷正確總數量+偵測系統判斷

錯誤總數量) *100%。 

(1) 正確判斷說明：以人工

目測或攝影畫面確認車

輪壓線時，AI 成功判讀

並將壓線扣分訊號傳至

扣分系統註記，視為有

效正確數量 1筆。 

(2) 錯誤判斷說明：以人工

目測或攝影畫面確認車

輪壓線時，AI 無法成功

判讀且無回饋；或以人

工目測或攝影畫面確認

車輪無壓線時，AI 判讀

有壓線訊號，均視為有

效錯誤數量 1筆。 

(3) 偵測有效數量至少須 100

筆以上。 

3. 請解題方需提出品質檢核方

式。 

20% 

5 
路考影像調

閱系統 

解題團隊須依期程於第 5 個月

完成錄影調閱系統，攝影機解

析度 1920*1080 以上、且從錄

影資料隨機抽取 100 筆須無影

像缺漏情形，錄影畫面須清晰

無延遲現象，並且保存 3 個月

以上。 

10% 

6 
數位化評分

系統 

解題團隊須依期程於第 5 個月

內完成建置數位方式操作系統

(如平板)，能將扣分訊號傳送

至評分系統中，且考官應有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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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輸入扣分及修正功能，以便

系統異常時考官得適時補正，

另有針對不同考生考驗成績紀

錄查詢之功能，隨機抽取 30

名以上考生須無缺漏情形，保

存期限 3個月以上。 

7 

第

3

期

工

作 

系統測試 

1.解題團隊須依期程於第 4~6

個月內，於實際考驗完成偵測

大型車各項考驗項目(倒車入

庫、平行路邊停車、曲線進

退、曲巷調頭、鐵路平交道、

交叉路口、上下坡道、狹橋、

斑馬紋行人穿越道、環場道路

行駛等 10 項考科)，搭配影像

驗證後，綜合統計 AI 偵測準

確率 95%以上。 

2.準確率=偵測系統判斷正確

總數量/ 總計數量(偵測系統判

斷正確總數量+偵測系統判斷

錯誤總數量) *100%。 

(1) 正確判斷說明：以人工

目測或攝影畫面確認車

輪壓線時，AI 成功判讀

並將壓線扣分訊號傳至

扣分系統註記，視為有

效正確數量 1筆。 

(2) 錯誤判斷說明：以人工

目測或攝影畫面確認車

輪壓線時，AI 無法成功

判讀且無回饋；或以人

工目測或攝影畫面確認

車輪無壓線時，AI 判讀

有壓線訊號，均視為有

效錯誤數量 1筆。 

(3) 偵測有效數量至少須 200

筆以上。 

3. 請解題方需提出品質檢核方

式。 

15% 

8 
專案進度會

議 

解題團隊須於每個月與本所進

行專案進度報告及研討，本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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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製作會議紀錄，以做為結案

依據。 

9 教育訓練 

解題團隊須依期程於 AI 應用

時至開發完成期間(第 4~6 月)

向本所進行教育訓練，包含系

統操作說明書、簡報、簽到

簿、照片等佐證文件，以做為

結案依據。 

5% 

10 資安需求 

解題團隊所提供產品或布建應

符合我國個資法要求，以及本

單位資安等級要求 

5% 

總分 100% 

玖、 預期效益 

一、 降低肇事率：藉由駕駛執照考驗制度篩選出更加合適駕駛者，

透過高度準確率科技設備輔導大型車駕駛執照考驗，以利及時

矯正考生錯誤駕駛行為及培養正確防禦駕駛觀念，督使考驗合

格駕駛人擁有更精準判斷駕駛轉彎所須空間及技巧。 

二、 降低維修成本：大型車考驗場處於室外環境，常造成氣壓式管

線破損之情況，全台從事維修管線破損之廠商僅剩不到 3 家，

造成獨門市場情況發生，維修費用高及等待叫修時間長，均對

監理機關影響甚鉅，期盼透過 AI設備取代常年以來之困境。 

三、 人工智慧模型應用：透過 AI設備精準地輔助考官在考驗過程中

判斷車輪有否壓管線之事實，相對提昇考驗公信力。 

四、 即時調閱考驗錄影畫面：當考生與考官對於扣分產生認知落差

時，透過即時錄影功能有效釐清扣分行為之爭議，並減少人民

對於行政機關投訴案件，使民眾對於政府機關服務品質提升有

感。 

五、 節省紙張浪費：數位化評分系統取代紙本作業，有效節省行政

資源浪費及政府機關善盡環保之責任。 

六、 取代監考人力：以人工智慧取代監考人力，減少監理機關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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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車駕駛執照考驗人力負荷。 

七、 推廣應用於全台 37 個監理所(站)：本計畫案初期先以大型車駕

照考驗進行相關產品開發，未來開發成果達到預期後，將可推

廣至全台各監理單位及所屬駕訓班，亦可推廣適用於小型車及

機車駕駛執照考驗。 

八、 未來行銷： 

(一)2024 年本所將以「導入 AI(人工智慧)判讀大型考驗車輪壓線

系統」提報公路局創新研究案，以期望由上至下將本成果分

享予 37 個監理所(站)應用。 

(二) 2024年將以「導入 AI(人工智慧)判讀大型考驗車輪壓線系統」

投稿公路局發行的「臺灣人@路」月刊來增加曝光度。 

(三) 2024 年本所將在臉書分享及撰寫新聞稿並發布介紹「導入

AI(人工智慧)判讀大型考驗車輪壓線系統」，期望獲得民眾

讚賞進而提升民眾對本所服務滿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