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速公路交通控制中心運作演進歷程 
交通管理組 106年 9月彙整 

 

 73年 11月 10日 

國道高速公路局交通控制中心以任務編組成立，職掌國道 1號基隆

至楊梅路段交通控制系統，負責接收交通資訊及資訊發布。交控中心於

公警局大樓 1樓新設控制室與公警局勤務指揮中心比鄰辦公，路況資訊

開放公警勤指共享。 

為維持交控全年每日 24 小時不中斷運作，交控中心安排 4 組人員

分值 3班(每班 8小時，1組輪休) 歸交控課負責。每組由交通工程師 1

人，交通工程員 1人，話務員 2人組成。業務為路況監看，交通事件接

收聯繫通報，交通資訊顯示及故障車拖吊聯繫服務等業務。 

事件處理時，不同席位運作人員同步處理，當事件接收時，不同席

位即依事件需求，同步聯繫工務段、公警、拖救車業者或縣市 119等單

位支援事件處理，及資訊可變標誌顯示事件訊息。 

 

控制室配置 工作站配置 

  

CCTV監視螢幕 路況顯示板 

  

 



 

 76年 5月 

168高速公路路況專用報導電話啟用，蒐集交控系統偵測與公警回

報交通資料，提供高速公路路況。 

 

 79年 10月 1日 

交控中心資訊來源增加警察廣播電臺路況廣播訊息，另每日定時以

紙本填寫路況傳真警察廣播電臺，增加路況訊息發送管道，配合高公局

連續假期交通量及事故資料蒐集，接收高速公路全區收費站過站交通量

及公路警察各隊部假期間每日事故資料傳真，彙整紙本填送高公局交管

組。 

 

 81年 3月 

由於緊急電話系統提供用路人緊急救助及車輛故障救援助需求日

益明顯，設置範圍由原國道 1號基隆端至楊梅收費站前，擴大增設至高

雄段，除北部區域由交通控制中心接收服務外，並於中區及南區另設接

收中心就近提供服務。 

 

 82年 

新建北區交控中心大樓，配合國道 3號已通車路段，建置北二高交

通控制系統，除原有之車輛偵測器、閉路電視攝影機、資訊可變標誌及

緊急電話系統。另增加以下資料蒐集及資訊提供設備： 

1. 濃霧偵測器。 

2. 風力偵測器。 

3. 空氣污染偵測器。 

4. 坍方偵測器。 

5. 圖誌可變標誌。 

6. 路況查詢電腦。 

7. 車道管制號誌。 

8. 速限可變標誌。 

9. 隧道廣播系統。 

 

 83年 9月 

配合國道交控系統分區建置管理，國道高速公路局交通控制中心改

隸屬國道高速公路局北區工程處，惟仍協助全區交通資料彙送作業。 



新交控中心大樓及新交控系統建置完成啟用並進駐，交控中心由高

公局改隸屬高公局北工處，取消交控課、資料課及維護課等編制，既有

業務持續運行，另資料課原 4人併入運作輪班編組。 

事件處理原則，仍維持不同席位運作人員同步處理同一事件。 

 

 84年 11月 

路況查詢電話語音系統啟用，方便民眾查詢高速公路相關資訊。 

 

 85年 1月 

因應國道 3號汐止系統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段隧道群監控，於木

柵工務段成立木柵次控中心。 

 

 87年 1月 

交通資訊通報作業系統啟用，彙整全線交通資訊。 

 

 87年 4月 

即時影像路況上網及高速公路路況資訊網際網路、電話語音提供服

務。 



 

 

 87年 8月 

啟用北二高後續計畫交控系統，辦理以下交通控制系統設備改接及

增設： 

1. 車輛偵測器。 

2. 閉路電視攝影機。 

3. 濃霧偵測器。 

4. 風力偵測器。 

5. 雨量偵測器。 

6. 空氣污染偵測器。 

7. 坍方偵測器。 

8. 橋梁陷落偵測器。 

9. 資訊可變標誌。 

10. 圖誌可變標誌。 



11. 路況查詢電腦。 

12. 路況查詢電話。 

13. 交通專業電台。 

14. 車道管制號誌。 

15. 速限可變標誌。 

16. 緊急電話系統。 

17. 隧道廣播系統。 

控制室配置 路況顯示板 

  

 

 87年 8月 

匝道儀控系統啟用 

1. 國道 1號入口匝道儀控系統工程範圍含括國道 1號全線及機場支線

長約 380公里，計 43個交流道 109個入口匝道(其中南下 52個、北

上 55個，機場支線大園交流道東西向各 1個入口匝道)。 

2. 國道各入口匝道儀控管制，開始常態性實施匝道管制。 

 

 87年 11月 23日 

為加強交通宣導，於國道 3號關西服務區設置國道資訊補給站，提

供下列宣導項目。 

1. 北部路段隧道位置圖。 

2. 兒童安全座椅宣導燈箱。 

3. 隧道電動模型。 

4. 機智問答宣導。 

5. 國道標誌宣導。 

6. 緊急電話機－一般路側型及隧道型各乙部，和實體相同。可和本局

交控中心人員通話。 



7. 電視宣導短片播放－包括隧道區介紹、隧道行車注意事項，及事故、

車輛故障、火災處置方法。有人經過時將自動啟動電視播放。 

8. 電話語音系統：高速公路即時路況服務電話：可選擇撥聽公警局

「168」路況報導專線或本局「1968」即時路況查詢專線。 

9. 電腦查詢系統：隧道資訊查詢電腦－可查詢隧道區及相關設施介

紹、隧道行車安全宣導、事故及火災時之緊急應變方法等。利用觸

控方式提供：1、網際網路資訊查詢 2、路況查詢 3、多媒體查詢系

統。 

10. 匝道儀控模型。 

11. 廣播電台路況報導－收聽警察廣播電台或各式宣導廣播。 

 

 

 

 

 88年 6月 15日 

0800-008-456免付費路況通報電話啟用，為用路人通報高速公路

路況、道路求援之聯繫管道。 

 

 89年 1月 31日 

國道 5號南港至石碇段交控系統配合開放通車先行啟用。 

 

 89年 6月 

收費站交通量通報系統啟用，將交通量資料輸入系統，該系統同時

兼具通報、查詢及統計分析等功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B8%AF%E4%BA%A4%E6%B5%81%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7%A2%87%E4%BA%A4%E6%B5%81%E9%81%93


 

 90年 1月 

提供路況廣播服務 

1. 由高公局提供即時路況資訊，警廣全國交通網配合播報服務用路人。 

2. 隧道內建置警廣 FM頻道播放系統，遇緊急事件時可自交控中心插播

緊急應變語音。 

 

 90年 1月 15日 

便民即時交通資訊系統-網際網路、1968國道即時交通資訊語音查

詢專線及傳真回復--時路況查詢系統，上線服務。 



 

 90年 12月 

國道 1號新竹高雄段簡易型資訊傳送系統啟用。 

 



 90年 12月 

國道 3號基隆汐止段交控系統啟用。 

 

 91年 3月 29日 

國道 1號汐止五股段高架拓寬工程交控系統啟用，設置以下設備：  

1. 車輛偵測器。 

2. 閉路電視攝影機。 

3. 濃霧偵測器。 

4. 風力偵測器。 

5. 資訊可變標誌。 

6. 車道管制號誌。 

7. 進口門柵。 

8. 緊急電話系統。 

 

 91年 4月 30日 

國道 5號南港至石碇段交控系統啟用。 

 

 93年 3月 

台 66、台 82、台 88東西向快速公路啟用簡易資料蒐集系統。 

 

 93年 12月 29日 

國道 5號石碇至坪林段交控系統完工。 

 

 95年 5月 11日 

國道 5號坪林頭城段交控系統完工。 

 

 95年 6月 16日 

國道 5號坪林至蘇澳段交控系統啟用，計有如下系統: 

資料收集系統、資訊顯示系統、交通管制系統、閉路電視系統、傳輸

系統、有線電話系統、無線電話系統、傳輸系統、圖誌顯示系統、隧

道廣播系統。 

 

 95年 9月 

中區交控系統正式竣工啟用。 

民視交通台介接交控系統 CCTV即時影像，於路況節目中播出。 

 

 96年 6月 22日 

國道 5號坪林至蘇澳段交控系統啟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D%AA%E6%9E%97%E4%BA%A4%E6%B5%81%E9%81%93


 

 

 97年 11月 1日 

木柵次控中心與坪林行控中心合併。 

國道高速公路局北區工程處坪林行控中心以任務編組成立運作。 

 
 

 98年 12月 20日 

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北區暨交通資料協調與指揮

中心（TIMCCC）交控系統工程(R11標)完工。 

控制室配置 

 
工作台配置 



 

 

 98年 12月 31日 

「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工程」中區交控系統工程(含

台 76線、台 78線)(R21標)完工，主要建置台 76及台 78之各類交控

設備（如 VD、RMS、CMS、ET等），其中使用下列新式設備。 

1.微波路側式車輛偵測器 

2.超音波風力偵測器 

3.路徑導引標誌 

4.天候資訊可變標誌 

 

 99年 2月 10日 

「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工程」南區交控系統工程(含

台 82線、台 84線、台 86線、台 88線)(R31標)完工。 

 

 99年 7月 15日 

國道 6號霧峰系統交流道至埔里端交控系統完工。 

 

 99年 12月 25日 

「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工程」北區交控系統工程(台

62線、台 64線、台 68線部分)(R12標)完工。 

 



 99年 12月 31日 

「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工程」中區交控系統工程(台

72線、台 74線部分)(R22標)完工，主要建置台 72及台 74之各類交控

設備（如 VD、RMS、CMS、ET等），並採用新式之影像路側式車輛偵測

器。 

 

 100年 1月 8日 

國道 6號高速公路南投段交通控制系統工程(F601-C標)完工，主

要建置國道 6號各類交控設備（如 VD、RMS、CMS、ET等），並對隧道

區增設影像事件偵測系統及車道管制號誌。 

 

 101年 1月 1日 

高速公路 1968客服專線正式啟用。 

 

 101年 9月 1日 

強化 1968語音服務，除原有語音路況播放功能及交控中心路況事

件接收服務外，新增客服選項提供答客詢及申訴反應，另停辦原

0800-008-456電話服務，請民眾改撥 1968。 

 

 102年 1月 10日 

中區「增設 CCTV及傳輸網路通訊設備功能提升改接工程」完工，

主要工作為因應視角不佳之位置增設 CCTV設備，並將幹線傳輸頻寬由

2.5G更新提升為 10G。 

 

 102年 6月 3日 

國道 5號閉路電視改善工程完工系統。 

 

 102年 11月 

中區交控中心加裝三義至銅鑼路段霧區路燈監控系統，以掌握霧區

路燈點亮情形及即時點亮霧燈。 



 

路燈監控畫面 

 102年 12月 1日 

中區交控中心將既有 FS（風雨霧慢行）設備汰換為 4字元 WIS（天

候資訊顯示）設備，亦可以強化路況告知功能。 

 

 

 102年 12月 9日 

國道 1號五楊高架交控系統現場設備工程完工(軟體整合工程於

103年 1月 20日完工)。 

 102年 12月 31日 

中區重新設計路況查詢機，並特別開發手機使用模式之設備，及加

入風景明信片功能。 



 

 

 103年 8月 29日 

「台 74線增設交控設備工程」完工，主要工作為設置台 74線崇德

交流道至國道 3號霧峰系統之交控設備，其中增設下列新式設備: 

1. 雙微波路側式車輛偵測器 

2. 電子標籤偵測器 

 

 103年 11月 12日 

國道 5號南港坪林段非隧道區資訊顯示及交通管制系統更新改善

工程(R14B)完工。 

 

 104年 2月 18日 

藉由手機通訊軟體建立交通資訊即時發布和交換之跨單位合作機

制。 

利用網頁、手機 1968APP即時發布交通路況、利用警廣及資訊顯示

標誌告知用路人雪隧壅塞資訊。 

 

 

 104年 7月 22日 



國道 5號交控機電系統提升改善工程委託設計暨技術顧問服務工

作(R14及 R14A)完工。 

 

 104年 11月 

國道 3號基金-中和交控系統更新案完成，併入北區交控中心管

控，木柵次控中心停止運作，相關人員全數移至與北區交控中心作業。 

 

 104年 12月 1日 

中區施工通報 APP系統啟用及設備維護 APP系統正式使用。 

 
施工通報 APP系統 

 

   
移動式施工 CCTV自動追隨 

 

 
設備維護管理 APP系統 

 

 104年 12月 20日 



實施國 5第一階段主線儀控 

為減少路肩大客車路肩(北上 35k+300至 30k+500)開放時匯回主線

時與主線車輛發生衝突而影響行車安全，在大客車進入主線之匯流處

30k+500上游設置主主線線儀儀控控號號誌誌，俾產生車流間隙供路肩之大客車匯回

主線，避免交織回堵。 

 
 

 104年 12月 31日 

中區「增設 CCTV及新增交流道增設交控設施工程」完工，新增下

列功能: 

1.大雅交流道跨線自動偵測 

2.誤闖及逆向車輛偵測 

 

 

 105年 1月 

北區交控中心新設事故處理小組調度席位，負責北區各工務段事故

處理小組統一調度業務。 

 

 105年 1月 20日 

高速公路北區暨聯外道既設交通控制系統更新改善工程(R13標)完

工。 

 



 105年 3月 28日 

高速公路北區暨港西聯外道路既設交通控制系統更新改善工程

(R13A標中心整合工程)完工。 

 

 105年 5月 7日 

實施國 5第二階段主線儀控 

將路肩開放路段延長約 1公里至 29k+500並將紅綠燈移至 29k+550

處。 

 

 

 105年 6月 30日 

「國道中區交控系統提升改善工程」(R23)及「國道中區交控系統

提升改善暨台 74線增設交控設備軟體整合工程」(R23A)完工，新增下

列功能，主要工作為交控中心重新裝修及更新 CMS設備，其中增設下列

系統。 

1.利用 eTag計算匝道及平面道路行駛時間 

 

2.動態畫面增加交通資料彙整 



 

3.PD點電力監控系統 

 

4.更新緊急應變小組室 



 

 

 106年 1月 1日 

橫向國道隧道以外路段緊急電話(ET)正式停用。 

 

各交控中心分組排班與操作分工演進: 

 

北區交控中心: 

 98.02.16 

為強化交控中心事件處理，建立標準作業程序，加強設備檢核，以

提昇運作效率，並支援協助運作等作業，並試辦交通工程師 1員正常班

辦理交控運作各項業務推動，由交通工程師 3員，輪值每日 2班線上運

作業務。試辦 1個月後調整交通工程師 4員正常班，辦理交控運作各項

業務推動。線上運作業務亦同時調整分為 5席作業區 

 105.01 

為加速事故處理速度及各段事故處理班跨段支援，北區交控中心增

設調度席，負責跨段統一調派事故處理人員及車輛。 

 

中區交控中心: 



 81年 3月 

第一代中區交控中心成立，為簡易交控，24小時值班，每班 3人，

主要工作項目為負責中工處總機，路側緊急電話，免付費電話

0800008456接聽、民眾通報事故、故障車協助呼叫拖吊車，道路散落物

通報工務段處理。 

 

第一代中區交控中心 

 95年 9月 

第二代中區交控中心，24小時值班，每班 5人，主要工作項目為： 

1.為民服務：路側緊急電話，免付費電話 0800008456接聽、民眾通報

故障車協助呼叫拖吊車，道路散落物通報工務段處理。 

2.常態業務：交通量收集及分析，資訊顯示看板操作顯示道路訊息，執

行匝道儀控運作管制國道車流，配合連續假期交通疏導相關工作。 

 
第二代中區交控中心 

 96年 11月 1日 

中區交控中心為掌握各路段多樣性之施工態樣而開發施工通報系

統，以強化交控中心掌握能力，並減少操作員之工作量。 



        

 104年 11月 

第三代中區交控系統，24小時值班，值班席位增至 7席，目前每班

5人輪值。 

 
中區交控控制中心主要工作項目: 

1.為民服務：路側緊急電話，免付費電話 1968接聽、民眾通報故          

障車協助呼叫拖吊車，並 30分鐘內詢問拖吊車輛到達情形並於

拖吊後致電關懷電話，配合執行國道服務單一碼 1968，針對用路

人於國道上發生困難予以協助。 

2.常態業務：交通量收集及分析，資訊顯示看板操作顯示道路訊

息，執行匝道儀控運作管制國道車流，配合連續假期交通疏導相

關工          作；開發自動系統軟體：國道施工通報系統，設

備監視系統，機房環境監控系統，國道路段資訊反應系統，以達

成智慧化交通系統的目標。 

 106年 1月 10日 

中區事故統一派遣 APP系統正式啟用，主要工作為由交控中心自收

到事故訊息後，即直接統一調派各工務段之事故處理小組，有效減少事



故通報時間，並對各類交通事故加強其掌控能力，並可即時獲知現場狀

況。 

 
 

南區交中心: 

 81年8月1日 

南區工程處於處本部成立「接收中心」，負責轄區總機轉接、無線

電終端機轉接、路邊緊急電話機轉接與服務。  

主任由台南電台台長兼任，轄區3個電台領班及話務員，計15人全

部進駐接收中心，以每日三班每班3至4人方式，輪值操作交控系統。 

92年10月1日由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派員進駐南區交控中

心開始執行。交控中心編組以每日三班每班5人之操作人力運作。  

 

 106年7月26日起 

為維持交控中心24小時運作，交控操作員及電腦操作員採3班制，

並因應勞基法一例一休制度，將班次由4班增加為5班，每班人數由5員

減少為4員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