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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競賽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新獎 □精進獎 □跨域合作獎 

提案年度 111年度 

提案名稱 民眾檢舉系統關鍵片段擷取之 AI辨識應用 

提案單位 警察局資訊室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張恩慈 貢獻度：50% 

參與提案人：林介銘 貢獻度：20%、張淑瑜 貢獻度：15%、 

            葉子寧 貢獻度：15% 

提案範圍 

一、 有關市府重要市政計畫、市政白皮書、市長政見及重大政策

等之改進革新事項。 
二、 有關各機關業務推動方法、作業流程及執行技術之改進革新

事項。 
三、 有關各機關為民服務品質之改進革新事項。 
四、 其他對促進機關行政革新有所助益之創新作為（工作環

境）。 

成效屬性

(可複選) 

■全國首創、■導入精實管理手法、□小 e 化、■節省成本(時

間、人力、經費)、□發表期刊論文或專書、□取得專利、□其

他：(如榮獲其他獎項、增加收益……等，請於15字內簡要說明) 

提案緣起 

一、  隨著都市人口不斷增加，衍生城市居住與治理等新型考驗，

如何採用科技超前部署、發展「智慧城市」，已成為當前重

要議題。本局發想利用 AI人工智慧、雲端運算、物聯網等工

具，導入「智慧交通」之大數據應用，發展數位服務，提升

政府效能，以形成「智慧政府」，期能改善民眾生活品質。 

二、  近年來數位基礎設備逐漸普及，透過地方政府推動、民間機

構學術能量挹注，將資訊科技發展成為城市治理之一環，形

塑「科技治理」能量。本提案「民眾檢舉系統關鍵片段擷取

之 AI 辨識應用」，將可同時擴大民間社會之政策參與，發展

資訊科技基礎知識及社會凝聚力，形成「警民合作」之共好

願景。 

三、 為強化民眾檢舉系統之技術能量，將大數據資料轉化為 AI影

像辨識技術，新增「違規車牌辨識」、「違規態樣網格標記」

等多項功能，輔助減輕業務單位接收民眾檢舉案件之後端認

證工作，大幅提升執法效率，減少例行性作業之人力負擔，

更有助於現有警力調配，強化「智慧安防」之能量。 

實 施 方一、 現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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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過 程

及 投 入 成

本 

本局現有警力約計8千餘名，面對日漸繁多的治安、交通與為

民服務案件，仍不遺餘力於各地巡守以打造幸福宜居城市。

由於市民對於交通安全的觀念日漸普及，本局交通業務單位

受理民眾檢舉案件數逐年成長，案件態樣亦日趨複雜，案經

統計本局各單位110年度共計受理99萬餘件交通違規檢舉案

件，當中採證事實不足、違規車號誤植等因素造成未成案之

件數約佔26.7%。違規事實採證方式包含照片及影片，照片部

分可直觀辨識違規行為，惟影片型態需由業務同仁反覆檢視

並確認車輛違規態樣及地點，造成大量人力負荷。 

本局交通警察大隊交通違規檢舉系統包含「民眾檢舉網頁」

及「認證審核子系統」，由民眾現場採證並於「民眾檢舉網

頁」或「北市警政 APP」登錄檢舉資料，後續經由系統檢核個

人資料、自動派發各分局並下放至各所隊承辦人進行登記領

案及認證程序。（如附件1） 

各單位承辦人領案後於「認證審核子系統」進行案件審核及

擷取作業，處理頁面僅包含影片慢速播放、相片拖曳放大、

調整影像明亮度、圈選標記、壓註時間、左右旋及主附件照

片擷取等簡易功能。認證人員往往需耗費大量時間反覆檢

視，確認清晰車牌號碼並判斷車輛違規態樣，尤其針對車牌

號碼拍攝不清晰之案件，更需多次來回反覆檢視車牌解析程

度，是否足以構成告發要件，相當耗費人力，處理時間反而

是一般正常照片、影片之數倍時間，對承辦人而言，一直是

十分困擾之痛點。（如附件2） 

承上，爰本局發起相關構想，希望針對車輛違規影片，透過

民眾指定之違規車號，以 AI 影像辨識方式自動擷取清晰車牌

影像作為舉發主件照片，並標記違規態樣出現之關鍵片段，

以輔助各單位同仁領案後之認證工作，方便實務應用。本案

係導入智慧治理流程，以「群眾外包」與「公私協力」之網

路協作概念，優化民眾檢舉交通違規案件之介面及後端審核

流程，大幅提升執法效率，減少例行性作業之人力負擔，更

有利於現有警力調配，穩固交通安全。 

二、 實施方法及過程 

(一) 遭遇之困難點 

1. 取證場域方式多變：市面上智慧型手機多元，亦有職業檢

舉人採用行車紀錄器、專業攝影器材進行違規採證，檢舉

人拍攝方式及設備不一，造成檔案編碼及解析度差異。實

務上檢舉人與被檢舉人雙方大多皆處於動態移動狀態，導

致取證結果晃動，增加 AI引擎辨識難度。再者，取證之時

地同樣影響物件辨識效果，容易造成晴天易眩光、夜晚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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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暗、雨天易模糊等狀況。 

2. 執法不當有損權益：本案係沿用原系統架構及運作流程，

相關法源依據及執法程序皆已具備其適法性及合宜性，於

法有據方不失當，亦不造成民眾權益有所侵害，建置初期

亦邀請相關法治單位及實際執勤同仁共同參與討論，以確

保相關功能符合實際勤業務需求。 

3. 法規調整與時俱進：案經統計本局檢舉態樣比例，靜態違

規(違停、臨停)約佔六成、動態違規(未依規定變換車

道、跨越雙白/黃線)約佔四成。（如附件 3）另由於 110 年

10 月 7 日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審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

分條文，大幅刪減民眾得敘明違規事實並檢具證據資料進

行檢舉之行為，包含違規停車之檢舉項目，爰本案之辨識

行為首重於變換車道部分。 

(二) 系統功能（如附件 4、5） 

1. 增加車牌辨識功能： 

(1) 車牌影像擷取：針對匯入影片進行全面性車牌比對及物

件辨識，確認是否出現民眾指定檢舉之特定車牌號碼，

並擷取單一且清晰之車牌影像，作為檢舉案件必須之主

件照片。 

(2) 初步案件過濾：輔助案件審核人員初步過濾篩選出車牌

過於模糊致無法辨識之影片，再進行人工複核，以降低

反覆檢視影片查找車牌號碼耗費之人力時間。 

2. 提供違規態樣網格標記：除車牌辨識功能外，亦針對常見

違規態樣進行學習，如辨認標線以識別未依規定變換車道

之車輛等，於影片中標註違規行為發生之影像片段，輔助

案件審核同仁縮短作業時間、精準處理流程。 

3. 作為流程輔助工具：由於 AI辨識技術係輔助同仁作業流程

之工具，初期仍應保留員警手動擷取及修正功能，以利 AI

辨識略為偏差時進行校正及後續訓練優化。 

三、 投入成本（如附件6、7） 

本局規劃於民眾檢舉系統導入 AI車牌辨識應用技術以進行關

鍵影片擷取，係針對 AI 大數據應用場域及導入方法進行概

念性驗證（PoC）。 

(一) 第一階段：先以大量資料提供 AI 深度學習處理車牌傾斜、

模糊、光影變化等情形，辨識常見違規態樣，並介接原有

民眾檢舉系統以小規模試辦測試。 

(二) 第二階段：將擴大實證場域，系統部署後，隨著收集資料

增多，規模擴大，持續提升 AI 辨識準確度及效能，以期能

用智慧科技提升執法效率、減輕同仁例行性工作負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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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智慧服務中對於民眾之隱私及權益保障，本局將在實證

場域計畫中嚴格把關。 

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一、 導入智慧治理流程：將 AI 辨識技術導入民眾檢舉系統之案

件認證及審核流程，幫助作業同仁初步過濾並進行主件影像

擷取，進一步標記違規行為畫面，大幅縮短作業時間，並提

升執法效率。案經統計本局各外勤單位案件審核人員依不同

檢舉案類，每件作業時間約需 5-10 分鐘不等，本案功能預

估每案可縮短 2-3 分鐘，以目前半年約 48 萬件估算，一年

將可省下 3萬多小時，約為 4千多人天。 

二、 提升警民合作價值：透過民間學術能量挹注，形塑「科技治

理」能量，並藉由民眾舉發，全民監督交通安全，提升交通

執法效能，本案擴大民間社會之政策參與，發展基礎知識及

社會凝聚力，形成「警民合作」之共好願景。 

三、 打造智慧安防場域：透過將大數據資料轉化為 AI 影像辨識

技術，輔助實務單位執法人員辦理民眾檢舉案件後端認證工

作，將大幅提升執法效率，減少例行性作業之人力負擔，未

來更有效於現有警力調配，強化「智慧安防」之能量。 

四、 驗證智慧化創新技術：提供機會予民間產業及學術機構，將

智慧化創新應用技術藉由概念驗證（Proof of Concept，

PoC）模式，不僅驗證技術可行性，也運用於真實勤業務情

境中試煉，讓公私部門共同參與 PoC 過程，瞭解現實面需克

服之法律規範及設置條件，為市府政策引入創新思維，透過

鼓勵創新，提供民間創意場域與機會。（如附件 8、9） 

相關附件 附件1至附件9 

聯絡窗口 

姓名：技佐張恩慈 

電話：02-23832750 

Email：encihchang@police.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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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1 

 
說明：由民眾現場採證並登錄檢舉資料，後續經由系統檢核資料並下放至各單位

進行登記領案及認證程序。 

附件2 

 

說明：以既有系統簡易功能，耗費大量時間人力反覆確認及擷取違規畫面，爰發

想導入智慧治理流程，優化後端審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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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說明：經統計本局檢舉態樣比例，靜態違規(違停、臨停)約佔六成、動態違規(未

依規定變換車道、跨越雙白/黃線)約佔四成。 

附件4 

 

說明：系統架構區分為運算區及內網區，民眾現場採證並經由「民眾檢舉網頁」

或「北市警政 APP」登錄檢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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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說明：系統功能增加車牌辨識功能，並提供違規態樣網格標記，以作為流程輔助

工具。 

附件6 

 
說明：本案係導入智慧治理流程，以「群眾外包」與「公私協力」之網路協作概

念，優化民眾檢舉交通違規案件之介面及後端審核流程，並成立專案團隊

實行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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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說明：本案係針對 AI 大數據應用場域及導入方法進行概念性驗證(PoC)，智慧服

務中對於民眾之隱私及權益保障，本局將在實證場域計畫中嚴格把關。 

附件8 

 
說明：本案功能幫助作業同仁初步過濾並進行主件影像擷取，進一步標記違規行

為畫面，大幅縮短作業時間，並提升執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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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說明：本案除減少例行性作業之人力負擔，未來更有助於警力調配，強化「智慧

安防」之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