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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盒創新實驗(109-112) 推動自駕運輸服務案例：
客運服務為主、也有貨運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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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經院(2024/7)彙整。

註：另有2案自駕車實驗未列入：成功大學自駕車輛試驗計畫(高精地圖繪製)、成功大學自駕車整合導航系統與定位演算法計畫；
底色為客運、加邊框為目前運行中，但智慧台61公路自駕運行計畫(勤崴國際，實際由豐榮客運負責營運、使用工研院自駕技術)
因發生安全事故暫停實驗；無底色為貨運。



報告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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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駕客運服務之國際借鏡

二、歐盟CCAM之通用評估方法(EU-CEM)

三、歐盟Hi-Drive計畫之借鏡技術精進構面
與延展連結ODDs之關鍵技術



一、自駕客運服務之國際借鏡



客運服務之國內外案例樣態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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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經院分析繪圖(2024/7)。



【國際案例1】日本偏鄉自駕運輸服務
地區課題的解決(多目的利用)與社會經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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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經院彙整(2023/12)，取自 https://www.sip-adus.go.jp/rd/rd_page04.php (最終成果2022/12)；https://www.sip-
adus.go.jp/rd/rd_page03.php(期中2021/9)。

地區課題

人口減少
高齡者外出
的支援 購物不易

導入自駕運輸服務時速12km
載客6人

時速12km
載客4人
(拖車載貨300kg)

直接影響 間接影響 衍生影響
增加當地居民外出的機
會(尤其是高齡者)
• 提供聯絡道路休息站及
公共設施等的交通服務

• 一般公車/復康巴士等的
轉乘

促進地區內物流的順
暢
• 農產品與其加工品的客
貨混載配送

• 快遞的集貨與配送

創造新的觀光人潮

• 創造地區話題，並提供
觀光客新的運具

1 2 3

https://www.sip-adus.go.jp/rd/rd_page04.php
https://www.sip-adus.go.jp/rd/rd_page03.php


【國際案例2】日本茨城縣境町
自駕巴士的社經效果(短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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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結構年輕化
(%)

女性駕駛比例提高

◼ Boldly培育自駕
巴士運行合格者

◼ 傳統大客車駕駛
(2020年度駕駛/
維修員女性比例)

◼ Boldly培育自駕巴士運行合格者
◼ 傳統大客車駕駛

(職業大客車駕照持有數推計)

地區經濟活化

居民外出支援 創造觀光人潮

回應地區課題

回應產業課題

1.廣告宣傳

13.10 

2.觀光參訪

0.16 

3.居民消費

0.20 

4.政府補助金

13.71 

5.鄉土稅捐贈

0.79 

27.96
億日元

(2021-2023/8)

19,843人乘車 1,725人/282組

31組電視節目/
133組新聞媒體

(2023/11/16)
Mobility 
Innovation 
Week之
Technical Visit

(5年×3台車)5.2億日元境町自駕巴士總預算

當地雇用員工
委託當地企業

1

2

3

1

2

3

資料來源：中經院彙整(2024/7)，取自(1) https://mobilityinnovationalliance.org/mobiweekjapan2023/; 
(2) (2023/9) https://www.scj.go.jp/ja/event/pdf3/340-s-0916-s11.pdf。

https://mobilityinnovationalliance.org/mobiweekjapan2023/
https://www.scj.go.jp/ja/event/pdf3/340-s-0916-s11.pdf


【國際案例3】日本2025年擬實現50處
無人自駕運輸服務：目的/效果vs.設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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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經院彙整(2024/7)，取自横山利夫(2024)自動運転レベル４等先進モビリティサービス研究開発・社会実装プロジェクト RoAD to the 
L4 プロジェクトの全体像レベル 4 自動運転社会実装の取り組み。RoAD to the L4プロジェクト＆スマートモビリティチャレンジ成果報告会，
2024年 2 月 28 日（水）＠ BASE Q HALL 1。https://www.road-to-the-l4.go.jp/publication/pdf/20240228_consortium.pdf。

註1：有些案例能夠以收費方式取得一些收入。

目的

職業駕駛
員配置
最佳化

減少
營運成本

經濟
波及效果 設想服務模式(2025年50處)

1. 
地域振興

(集客)
NA NA

新的
交通服務

而
振興地方

特定區域內接駁 社區交通

免費
(預算)
租金

商業設施 免費(註1)

(預算)
行政費用

地方部分
地區

短距離 聚落內

2.
因應職業
駕駛員
規範調整

(註2)

減輕現有
的職業客
車駕駛員
的負擔

NA
參訪等
相關人員
少量增加

市區公車 按需服務

付費
收取
乘車費

公車路線 付費
收取
乘車費

市區

長距離 大範圍

初期自駕投資負擔很大
與傳統駕駛員營運相比，
無法達到減少成本的效果

自駕(無人化)的效果 其他效果 針對所設定目的，
組建對應的服務模式

註2：因應職業駕駛人力不足，陸續推動改革：2022年放寬職業駕照資格(https://www.mlit.go.jp/report/press/jidosha03_hh_000344.html; 
https://www.npa.go.jp/bureau/traffic/jyuken_tokurei.html)、2024年職業駕駛工時規範調整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oyou_roudou/roudoukijun/gyosyu/roudoujouken05/index.html)等。

初期自駕投資負擔很大
與傳統駕駛員營運相比，
無法達到減少成本的效果

https://www.road-to-the-l4.go.jp/publication/pdf/20240228_consortium.pdf
https://www.mlit.go.jp/report/press/jidosha03_hh_000344.html
https://www.npa.go.jp/bureau/traffic/jyuken_tokurei.html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oyou_roudou/roudoukijun/gyosyu/roudoujouken05/index.html


【國際案例4】歐盟客運服務AVENUE計畫
用例評估之評量指標

9資料來源：中經院彙整(2024/7)，取自Lisa Labriga, et al. (2022). D2.18 Final Trials use cases spec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plan. V3.0. 2022/1/18. not approved.

註：所列為AVENUE計畫用例評估指標。白底為我國沙盒創新實驗自駕公共運輸計畫已有品質(1-3、2-2、4-3)或結案報告提供資訊(1-1、3-2)；黃底為建議我國後沙盒自駕公
共運輸服務可增列的評量指標；其他指標可依後續推動階段逐步導入。

事前設定目標
事後評估成果



二、歐盟CCAM之通用評估方法(EU-CEM)



都市
運輸服務

貨車與
物流運輸

乘用車輛

歐盟CCAM之大規模實證計畫
(Connected, Cooperative & Automated Mobility：

聯網/協作/自動化的移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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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經院彙整(2024/7)，取自Stephane Dreher, (2023). Emerging R&I and deployment challenges for CCAM- The EU 
Perspective. Presentation at ITU/UNECE Future Networked Car Spin-off, Doha, Qatar- 6 October 2023. 
https://s41724.pcdn.co/wp-content/uploads/2021/12/Stephane-Dreher-v2.pdf。

註：歐盟CCAM(Connected, Cooperative & Automated Mobility，聯網/協作/自動移動服務)計畫涉及四類型都市運輸服務
(Avenue, SHOW, ULTIMO等)、貨運與物流(ENSENBLE, AWARD, MODI等)、5G與聯網、乘用車(L3 PILOT, Hi-Drive等) 。

✓ 真實營運環境

✓ 協調後的共通情境

✓ 協調後的通用方法

✓ 關注多面向、中長

期影響

共通特徵

https://s41724.pcdn.co/wp-content/uploads/2021/12/Stephane-Dreher-v2.pdf


【國際案例5】歐盟EU-CEM評估手冊
5構面18項評估領域(2024/5初稿、預計2025/6定稿)

12
資料來源：中經院彙整(2024/7)，取自FAME Consortium, (2024). D4.2: EU-CEM Handbook, DRAFT. Version number 0.6. Document date 2 May 2024. 
https://www.connectedautomateddriving.eu/wp-content/uploads/2024/05/EU-CEM-Handbook_DRAFT_240502.pdf。

註：EU-CEM(European Common Evaluation Methodology for CCAM)。

(1) 車輛 (2) 人 (3) 交通運輸 (4) 社會

1.技術功能：
CCAM系統
軟硬體功能，
特別如績效、
資安和可信
度

2.駕駛行為：
單一車輛的
駕駛動態，
橫向與縱向
運動、決策
流程、環境
和其他用路
人的互動

3.使用者：CCAM
系統與人的互動、
人們對於技術的
觀感/期待與感知、
使用技術的方式
或與之互動的方
式

4.移動能力：人們
或群體的移動能
力/或是旅次選擇
的阻礙之處、個
人旅運行為、旅
運行為背後的目
的、各樣人可選
擇運具之可使用
性/品質和永續性

5.生活品質：在文
化社會脈絡下，
既定生命位置(生
活目標/期待/標
準/顧慮)上的個人
感知

6.服務與營運：車隊營運、運輸
服務、交通管理改善

7.物流運送：應用於貨物運輸，
如高速公路和有限範圍的營運、
國際流程、停車、付費、遠距管
理、跨運具轉運等

8.運輸活動和車隊組成：車輛、
乘客、不同時空下各車種的延車
噸里程及其車隊組成、運輸系統
中車輛特性的細緻分析

9.交通安全：道路交通的致死率
和致死事故、受傷人數和損傷事
故

10.交通車流效率：集體旅運行為、
旅行車間、擁擠程度、吞吐量

11.可及性：個人和企業服務之可
達範圍、便利運輸方式的可使用
性、貨物資訊交換的影響

12.能源與環境：能源消耗、溫室
氣體和汙染排放、空氣品質、噪
音暴露

13.土地使用：各地區土地功能
與活動，包括：新的基礎設施
開發、都市蔓延、土地利用型
態、空間配置、功能再造

14.宜居性(liveability)：特定區
域的總體生活狀態與生活標準，
整合社會實體環境與社會文化
因素、反映並結合對於社區永
續性和生活品質的影響

15.平等公平(equity)：從跨人口
群體/區域/世代之分布和影響
的角度，公平、不差別對待、
包容，指認出影響這些面向公
平性的關鍵因素

16.經濟活動與就業：影響經濟
發展與就業、GDP、創造工作、
特定部門別發展、勞動技能、
各產業之工作角色

17.社會經濟：在總體價值與福
祉意涵上，質性整合經濟與社
會效益及成本，特別是針對成
本效益分析

(5) 永續性
18.整合跨領域影響因素，對於環境/社會/經濟永續性的貢獻，以評估當前和未來需求、同時追求運輸移動
部門的永續發展

技術功能

駕駛行為

https://www.connectedautomateddriving.eu/wp-content/uploads/2024/05/EU-CEM-Handbook_DRAFT_240502.pdf


三、歐盟Hi-Drive計畫之借鏡技術精進構面
與延展連結ODDs之關鍵技術



【國際案例6】歐盟Hi-Drive推進高階自動駕駛
技術精進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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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經院彙整(2024/7)，取自Aria Etemad, (2023). Hi-Drive Project Overview. ITS European Congress Lisbon, 24 May 2023. 
SIS72. https://www.hi-drive.eu/app/uploads/2023/05/01_Hi-Drive-Project-Overview.pdf 。

安全

情境

業界標準

資料與數位技術

測試

聯網

複雜性
基礎設施的支援程度

威脅分析

風險評估與建議

https://www.hi-drive.eu/app/uploads/2023/05/01_Hi-Drive-Project-Overview.pdf


【國際案例6】歐盟Hi-Drive推進高階自動駕駛
延展連結ODDs之關鍵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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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經院彙整(2024/7)，取自Aria Etemad, (2023). Hi-Drive Project Overview. ITS European Congress Lisbon, 24 May 2023. 
SIS72. https://www.hi-drive.eu/app/uploads/2023/05/01_Hi-Drive-Project-Overview.pdf。

V2V協作

交控中心/
V2I/V2N

eHMI 全域可視號誌/
V2道路使用者

交控中心/V2I/
V2N/高精地圖

高精定位

安全旅程之巨量
資料挖掘/機器學習

遠距操作/
遙控車隊管理

聯網/高精定位/情境學習(使用者感知車輛)/資安

人工介入原因

https://www.hi-drive.eu/app/uploads/2023/05/01_Hi-Drive-Project-Overview.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