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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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提案名稱 臺北好行 App過馬路友善服務 

提案單位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運輸資訊科、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交通規劃科、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系統研發中心、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共同管道科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王信璋      貢獻度： 30 ％ 

參與提案人：劉依茹      貢獻度： 25 ％ 

參與提案人：李世芬      貢獻度： 20 ％ 

參與提案人：林彥滄      貢獻度： 10 ％ 

參與提案人：陳璽帆      貢獻度： 10 ％ 

參與提案人：洪維聰      貢獻度：  5 ％ 
提案範圍 （六）有關各機關為民服務品質之改進革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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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者友善交通環境 

提案緣起 

依據統計截至111年底臺北市與新北市共計約有1.4萬名視障

者。視障者日常出行的路線，例如：上班、上學等，通常是由定

向師擬定固定路線後進行反覆練習，所以視障者通常僅會行走熟

悉固定路線；然而這些路線依然可能存在未知因素，導致視障者

難以判斷是否能安全無虞的通過路口。 

目前臺北市已於188處路口裝設有聲號誌系統協助視障者通

過馬路，卻也因佈設廣度不足、鄰近居民陳情等困境，致未能全

面滿足視障族群的需求。本案自110年起將有聲號誌結合手機

App，提供視障者路口資訊。 

實 施 方

法 、 過 程

及 投 入 成

本 

1、 實際規劃內容及創新之處： 
經分析現行有聲號誌系統，整理出問題及解決方案如下 

問題 解決方案 

有聲號誌需手動按壓啟動，因

其安裝於號誌桿上，隨各路口

布局不同，啟動按鈕難以固定

位置，即使有定位音輔助，視

障者仍難以找到按鈕位置。 

以 App 自動觸發有聲號誌，取

代觸壓按鈕或透過專用感應器

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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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確切的綠燈剩餘時間及

路口寬度，視障者難以判斷是

否有足夠時間可以通過路口。 

以 App 提供行人號誌綠燈剩餘

時間及路口資訊。 

不知道在路口停等的位置。 於行穿線前人行道增加定位點

及警示帶(導盲磚)。 

不知道行進方向是否朝向對面

人行道。 

於行穿線繪製視障引導標線，

並銜接人行道定位點。 

臺北市環境大多是住商混合，

常態開啟有聲號誌常遇到附近

住戶抗議太吵，若關閉則無法

保障視障團體過馬路權益，政

府機關陷入兩難，尤其夜間往

往只能調小音量甚至關閉。 

透過 App 自動觸發有聲號誌，

則可不必常態開啟有聲號誌，

減少對居民之影響。 

本案 App服務流程如下： 

 
1. 開啟臺北好行 App，並打開藍芽。找到路口定位磚。 

2. 當使用者靠近路口100公尺內，系統自動觸發有聲號誌及

報讀綠燈方向剩餘時間。 

3. 定位磚前會銜接視障引導標線，可沿線過路。App 當剩餘

時間<=10秒時會以震動提示，時間<=5秒會加快報讀速度

及震動頻率，時間<=3秒會報讀即將變紅燈。 

4. 離開路口時，App自動停止顯示。 

2、 過程遭遇之困難點，及如何突破或解決之策略及要點： 

App 自動觸發有聲號誌 

1 路口資訊 
  

行人綠燈

剩餘時間 

  

3種模式 

2 

離開範圍自動停止 

4 

10秒以下震動提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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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視障者對報讀綠燈時間之方式意見分歧，本案提供3種報

讀模式供使用者自行設定選擇，分述如下： 

(1) 單次報讀：使用者點選1次報讀1次。 

(2) 連續報讀：每隔5秒自動報讀1次。 

(3) 純背景音：使用既有有聲號誌音效。 

意見： 

(1) 傾向單次報讀：視障者過路時須注意周邊環境聲響，

僅在起步前需要知道綠燈剩餘時間。 

(2) 傾向連續報讀：並不覺得持續報讀會造成干擾，每次

要聽要不斷點選不方便。 

(3) 傾向純背景音：過去已習慣有聲號誌聲響。 

2. App 無法判斷使用者需要穿過哪個路口，無法自動開啟該

方向有聲號誌，考量簡化操作，App 設計成報讀該路口所

有行人綠燈方向資訊，以下以承德路庫倫街口舉例： 

(1) 如開啟時為過承德路綠燈，則報讀：「過承德路，綠

燈 XX秒」直至轉為紅燈。 

(2) 如為行人專用時相（承德路、庫倫街皆綠燈），則報

讀：「全面通行，綠燈 XX秒」直至轉為紅燈。 

(3) 如 App 開啟時資訊為所有方向皆為紅燈，則先顯示

「行人全面紅燈」，並參考既有有聲號誌設計，轉換

綠燈自動顯示，直至再轉為紅燈。 

3. 許多路口有紅綠燈資訊道路兩側不一致之情形，考量系統

架構修改幅度以及播報長度精簡，以下分別舉例： 

(1) 兩側路名不同，則報兩側路名。如「過錦西街錦州

街，綠燈 XX秒。」 

(2) 兩側剩餘綠燈時長不同，考量安全性不使發生播報為

綠燈，實際為紅燈之情形，先報較短側。如「過漢中

街，綠燈 XX 秒。」兩側皆綠燈結束，再報單側綠燈

「過漢中街北側，綠燈 XX秒。」 

(3) 兩側路寬不同，報較寬側。如市民大道8段、興中路

之市民大道西側路寬5車道，東側4車道，則報讀為5

車道。 

3、 辦理過程中各階段是否委外辦理及投入預算、人力等成

本： 
1. 本案系統開發及部屬藍芽設備110年經費約427萬元、111

年經費約471萬元。 

2. App 功能設計請資訊局視障工程師協助提供意見並邀請視

障團體協助審查開發設計方案。 

3. 硬體建置後與交工處共同會勘調校及查驗功能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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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邀請視障者及定向師等協助測試及回饋意見(110年及111

年各40人次)。 

5. 地面引導設施由交工處協助繪製視障引導標線及由新工處

鋪設定位點導盲磚等設施。 

4、 執行期間： 
本案自110年至111年底已於本市辦理10處路口，112年將再

增加5處路口，後續將逐年推廣。 

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1、 開發臺北好行 App擴充功能。 

2、 建置輔助有聲號誌系統至111年累計10處路口可使用此功

能。 

3、 111年邀請視障者進行40人次測試，服務滿意度97%。 

相關附件 
附件1 App畫面 

附件2 使用者測試 

附件3 App服務路口清單 

聯絡窗口 
姓名：王信璋 
電話：(02)27208889#6893 
Email：ga_1362@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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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App畫面 

  
附件2 使用者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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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App服務路口清單 
序號 行政區 建置年度 路口位置 

1 大同區 110年 承德路3段、庫倫街 

2 大同區 110年 酒泉街、大龍街 

3 松山區 111年 南京東路4段、北寧路、健康路 

4 中山區 111年 南京東路1段、林森北路 

5 中山區 111年 民權東路2段、吉林路 

6 中山區 111年 中山北路2段、錦西街、錦州街 

7 士林區 111年 忠誠路2段、忠誠路2段207巷 

8 萬華區 111年 成都路、漢中街 

9 文山區 111年 指南路、萬壽路口 

10 南港區 111年 市民大道8段、興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