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導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主辦單位：澎湖縣政府

協辦單位：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承辦單位：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一、澎湖為什麼要做智慧島？

擁有豐富海洋生態、自然旅遊資源的澎湖，

計畫在經濟、社會、環境、生活及規劃治理

等五大關鍵領域導入智慧技術，建立一個宜

居宜遊、幸福澎湖的智慧島。經由本計畫相

關的行動方案規劃、研擬與落實，協助達成

澎湖縣「澎湖起飛，你我幸福」的縣政願景

，並呈現於將在澎湖召開，以「 Smar t 
Island, Smart Bay」為主題的「世界最美麗

海灣組織」2018世界大會。國發會的「智慧

國土發展」政策提供一個發揮「後進先到優

勢」的機會，可以總體觀點進行綜合規劃，

透過先進的資通訊技術，應用於創新的縣政

規劃，將縣政發展目標施以計畫作為轉化成

發展策略與管理方案，帶動地方產業創新發

展，創造就業機會、提高縣民所得與福祉，

建設澎湖成為世界智慧島嶼的典範。

二、智慧島專案做了什麼?

從智慧旅遊服務、智慧運輸服務、智慧教育學習、智慧醫療長照、智慧經濟、智慧政府治理角

度切入，訪談相關局處，並邀集業管單位、產學專家共同召開平台會議，了解局處現有業務，

建立共有願景及未來發展策略。和產官學各界合作，在經濟面可以使得商業發展更加具競爭力

；社會面可大幅增加學童教育機會，並行銷文化資產；在環境領域可減少資源浪費並對災害產

生快速反應及應對措施；在生活面提升居民於城市移動的效率，並提高醫療品質；在規劃治理

面整合多方資訊後提升政府運轉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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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澎湖智慧島包含哪些項目？

1.智慧旅遊服務：推動電子觀光護照
近年來旅澎人次不斷攀升，且自行規劃行程之旅遊者比例也高達89.1%，再這種旅遊形態

下，旅遊資訊的取得就變得相當重要，且不僅是單純的提供旅遊資訊，而是要將旅遊前

、中、後的所有資訊作結合。澎湖縣政府旅遊處主打的「澎湖逍遙遊」網站，雖已具備

大部分資訊，但仍有許多四散於公部門、民間的觀光基礎資料，諸如食、衣、住、行、

伴手禮、旅遊動線等資源運用「智慧觀光護照」將其整合，並呈現於行動裝置，除了提

供即時的旅遊資訊，更可蒐集遊客的使用資料，提供在地業者或政府，改善觀光資源經

營管理的效能，將澎湖旅遊模式提升到另一個新層次。

2.智慧運輸服務：
澎湖縣縣內陸上大眾運輸主管機關為公共車船管理處，現有58輛(大巴44輛、中巴14輛)

營運車輛，負責服務馬公、湖西、白沙、西嶼4鄉市14條路線陸上之大眾運輸。為鼓勵

縣民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為響應節能減碳，自民國98年起實施設籍本縣居民免費乘車政

策，自104年12月起每月平均運輸達143,366人次。

車船處今年(105)已有中央核定多項計畫，其中包含「多卡通電子票證整合」未來應以

此為基礎蒐集遊客搭乘數據，未來待新式國民身分證推行後，推出誘因使縣民搭乘時刷

卡，得以完整蒐集數據，為陸上大眾運輸之路線、班次、車型最佳化調整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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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慧教育學習：運用智慧科技推動教學創新
智慧教育、行動學習已然成為全球教育的主要趨勢，隨著科技蓬勃發展，許多如雲端應

用等創新技術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對傳統教育帶來顛覆以往的浪潮，採用創新的教

育方式，從教育人力的投資、無線寬頻建設及智慧生活環境的營造，讓使用者自主發掘

各種知識，學習自我思考，培養其建立邏輯分析的能力。

澎湖縣內學校尤其國民小學，近年來受到少子化影響，今年105年已廢除3間小學，間接

影響偏鄉學子受教育之權利。在線學習原是遠距教學的方式，如今成為智慧教育的載體

並透過雲端架構將教室拓展到校外，不僅有助於完成標準化的正規教育，更使教學管理

的業務流程更簡便，減輕教師負擔。透過創新智慧教育模式，將有助於改善澎湖縣偏鄉

小學所面臨的少子化及師資短缺問題。

4.智慧醫療長照：導入ICT應用實踐預防醫學
澎湖在醫療資源與醫護人力方面均較為不足，目前主要以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以及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惠民醫院這三大醫院為主，透過

ICT技術之穿戴裝置，即時掌握老年人生理數值，如有突發狀況更可緊急通報反映，透

過穿戴裝置可推動預防醫學觀念與制度之建立，強化在地預防保健與健康管理，以建

立民眾良好的生活習慣與疾病預防習慣，有效降低疾病罹患率與提升治癒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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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智慧經濟：建構智慧型觀光資源商圈整合系統
智慧經濟能夠適應協調管理資源、資金、勞動力、訊息、技術的要求，從整體上彌補了

微觀經濟發展的不足，客觀上把握了經濟發展的格局，已達到最佳生產發展規模。因此

，要推動社會經濟形態從硬體經濟、軟體經濟向智慧經濟過渡，更要側重於通過建立談

判和協商機制來達到消除經濟磨擦和貿易爭端，實現國家之間、區域之間不同利益群體

的和諧發展。

智慧商圈主要是結合在地消費資訊與服務、網路社群能量，透過感知設備與相關基礎建

設，以互動方式提供消費者個人化的商服務，店家也可藉此掌握顧客購物行為與偏好。

建議以馬公中正商圈為示範區，中正商圈為全澎湖人流最高之商圈，也是眾多大小型店

家匯集之處，透過商圈試點即時推播優惠訊息，並透過電子支付快速完成購物程序，智

慧商圈重要之處在於顧客與店家雙向的溝通使得商家得快速反應顧客需求，達到雙贏局

面。

6.智慧政府治理：推動跨局處資料統整與公開
資料開放為目前推動智慧政府基本政策之一，一方面可以方便組織內部資料互通，另一

方面則是促進公民參與。資料開放前應統一格式並針對縣府現有已開放資料做彙整，並

提供簡易條件篩選及查詢方便民眾及縣府人員取得資訊。並提供API(應用程式界面)供相

關應用開發服務，如特定資料查詢網站、應用APP…等。

另於104年開通的1999縣民服務專線，服務包含1999包含了縣政諮詢、通報、申訴、檢舉

、反映、建議等，除了為民服務外，更是蒐集民意資訊的重要管道，由局處訪談過程中

得知，目前都有針對民眾來電反映之內容作記錄建檔工作，未來應針對建檔資料進行分

析，如台北市公布犯罪熱點，除了加強警力巡邏預防犯罪外，民眾得到資訊後也會更加

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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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智慧物流：透過智慧物流技術，提升運送品質效能
透過智慧物流建立平台等資訊服務，將供應鏈上之物流、金流及資訊流做整合，提供業

者及顧客最佳物流服務，結合澎湖在地農漁產品吸引台灣本島及國際企業於澎湖進行產

銷活動，為澎湖業者製造商機。應運用資通訊科技推動智慧物流，建構網路資訊銷售平

台及冷鏈物流技術，提升運送品質與效能。

由於物流業與民生、工業生產和經濟發展高度相關，新一代資訊技術在物流領域的應用

效果明顯示範性強，因此智慧物流備受政府部門關注。預計將成為未來十年地方政府和

企業關注和發展的重點領域。而澎湖若要發展智慧物流，可從澎湖現有的「澎湖優鮮」

產品通路著手，透過智慧式農、水產品銷售系統與電子商務網購平台連結，建立產地直

送銷售管道，並搭配精密低溫冷藏的冷鏈物流控制系統，將最新鮮的農漁產品送至消費

者手中，以達到「推動電子商務提升產業競爭力」之目標，其主要策略及短、中、長期

具體行動方案說明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