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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 

十五、 中文摘要： 

本 計 畫 目 的 在 於 利 用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 掌 握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流

向 ， 達 到 降 低 毒 災 發 生 後 所 造 成 人 員 傷 亡 及 環 境 危 害 。 依 據 計

畫 工 作 項 目 可 分 為 以 下 5 點 ： 協 助 法 制 作 業 研 析 、 審 驗 作 業 之

執 行 與 其 行 政 作 業 、 系 統 功 能 之 維 運 與 強 化 、 勾 稽 稽 查 作 業 及

精 進 、 配 合 工 作 項 目 。 由 列 管 至 今 ， 本 計 畫 已 列 管 超 過 1,900

輛 運 送 車 輛 以 及 300 家 運 送 業 者 。 除 延 續 上 一 年 度 工 作 外 ， 本

計 畫 每 月 根 據 勾 稽 樣 態 進 行 分 析 以 及 名 單 彙 整 ， 移 交 疑 似 異 常

名 單 協 請 環 保 局 查 核 ， 並 依 據 長 時 間 累 積 的 勾 稽 經 驗 及 各 類 勾

稽 案 件 分 析 ， 進 而 修 正 勾 稽 規 則 以 及 強 化 系 統 功 能 之 正 確 性 及

可 靠 度 。 此 外 為 有 效 展 現 目 前 所 掌 握 的 資 訊 ， 本 計 畫 團 隊 今 年

度 新 增 運 送 安 全 提 示 以 及 運 送 車 輛 資 訊 連 結 功 能 。 此 外 ， 於 行

政 作 業 上 ， 本 計 畫 相 關 會 議 共 舉 辦 2 場 次 業 者 說 明 會 、 2 場 教

育 訓 練 、 2 場 現 場 抽 查 以 及 3 場 無 預 警 攔 查 檢 作 業 ， 藉 由 說 明

會 與 現 場 稽 查 之 第 一 線 作 業 人 員 的 回 饋 資 訊 ， 更 能 協 助 防 災 應

變 體 系 建 立 ， 提 高 我 國 緊 急 應 變 機 制 的 運 作 效 率 ， 以 提 升 毒 災

發 生 時 之 應 變 處 理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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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3 

十六、 英文摘要： 

The aim of this project is to monitor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from 

source to destination with real-time tracking system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on those transport vehicles. The project scope was divided into 

5 categories: system update, examinations, operation and daily management, 

abnormal activities monitoring and validation processes. At present,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1,900 vehicles with 300 transportation companies were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GPS system. This project continued monitoring processes 

and submitted cases of suspicious vehicles on a daily basis during this year. In 

order to show the information that EPA can be hold, our team increase the 

classification icon of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and the connection of vehicle 

information when transport. On the other hand, our team also finished the 

administrative tasks, 2 operating Instruction meeting, 2 training session, 2 

on-site inspections and 3 no-alarm interceptions. According to the feedback 

from the operating instruction meeting and on-site inspection, it provided the 

improvement methods for the toxic disaster prevention system and promoted 

the efficiency of rescue and emergency operation system of toxic disaster. 

Therefore, we can make great efforts on the capability of emergency operation 

on toxic disaster, and intensified the public security effici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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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1 

106 年毒性化學物質運送即時追蹤系統管制推動、

營運管理及監控整合提升計畫成果報告大綱 
為了使專案報告閱讀順暢，於撰寫時將報告分為四章，分別為第一章_背景、

第二章_計畫執行範圍與進度、第三章_工作內容與方法以及計畫執行工作成果、

第四章_結論與建議。 

 

壹、背景 

 緣起與前言 

以相關法源及統計資料說明計畫由來。 

 系統現況 

說明目前列管車機批次數量以及系統架構。 

 

貳、計畫執行範圍與進度 

106 年度計畫目標及工作內容及進度對應說明。 

 

參、工作內容與方法以及計畫執行工作成果 

 推動運送管理相關法制作業 

協助主辦單位於 106 年 11 月 15 日完成 1 場法規研商公聽會，法條預告

期間持續蒐集各單位建議，並協助主辦單位修訂草案內容，以及擬定第四批

小量運送系統運作架構及管理流程。 

 辦理審驗作業 

協助車機廠商辦理先期測試，並提供毒化物運送業者運送車輛之申請審

驗、正式核可車輛之解列、資料異動等相關客服諮詢，並持續維護審驗系統

之統計報表。完成評估簡化審驗程序與移交環保局之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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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流向監控功能 

相關內容如下： 

 開發 TGOS 圖臺之監控功能，包含毒化物運送車輛之即時追蹤顯

示、歷史軌跡查詢、停頓點顯示，開發完成前須維護既有 ArcGIS

圖臺功能正常運作。 

 根據新 GPS 規格之緊急通報功能，可顯示於監控平臺上，以提醒

監控人員。 

 根據運送的即時狀況，強化運送行為與安全之提示，開發即時載運

各項毒化物車輛選單查詢與凸顯第三類毒化物之圖台展示功能，提

供環保單位可即時判斷毒化物運送過程。 

 建置緊急應變監控平臺 

 完成開發毒化物與運送狀態篩選車輛即時軌跡功能，加強定位功能，

及開發車輛鎖定功能。 

 完成開發異常運送行為即時顯示功能與特定座標查詢歷史軌跡資

料之功能。 

 完成開發自動判斷與通報該運送行為之緊急連絡對象與主管機關

功能，並增加緊急應變需要之圖層。 

 完成評析運送安全之新作業方式或新技術。 

 異常勾稽與違規樣態分析作業 

針對勾稽異常車輛回報處理狀況與成果進行分析與統計，完成統計週確

認申報之結果，及完成 2 場次現場審驗作業與 3 場次無預警攔查攔檢作業。 

 辦理毒化物運送即時追蹤系統相關說明會 

辦理「106 年毒化物即時追蹤系統業者說明會」2 場，以及 2 場環保局

及交通單位的系統操作教育訓練，並彙整呈現滿意度調查結果。 

 系統更新與維護 

說明系統維護與更新，包含定期監督各批次車機回傳情形，檢討目前主

機接收架構，建置監控管理功能。完成系統效能監控與負載能力測試並制定

歷史資料分割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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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工作項目 

針對 2G 車機升級作業以及 3G 亞太通訊即將終止之因應作為的說明。 

 

肆、結論與建議 

針對今年工作項目成果重點說明進行彙整以及重點說明，並提出相關建

議，詳細內容請參見第四章。 

 

附件一、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 

附件二、範疇會議紀錄 

附件三、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修正草案 

附件四、106 年審驗件數統計 

附件五、現場審驗計畫書與簽名表 

附件六、無預警計畫書與簽名表 

附件七、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回傳軌跡監控操作說明 

附件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訊系統資安檢查表 

附件九、說明會相關資料 

附件十、效能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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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計畫成果摘要(詳細版) 

 

計畫名稱：106 年毒性化學物質運送即時追蹤系統管制推

動、營運管理及監控整合提升計畫 

計畫編號： TCSB-106-HC01-02-A002 

計畫執行單位：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計畫主持人：何平世 

計畫期程：自 106 年 04 月 11 日起至 106 年 12 月 31 日止 

計畫經費：總經費新臺幣參佰柒拾參萬肆千元整        

（增購經費新臺幣肆拾捌萬元整） 
 

摘要（中英文各 300~500 字）： 

本計畫目的在於利用即時追蹤系統，掌握毒性化學物質

流向，達到降低毒災發生後所造成人員傷亡及環境危害。依

據計畫工作項目可分為以下 5 點：協助法制作業研析、審驗

作業之執行與其行政作業、系統功能之維運與強化、勾稽稽

查作業及精進、配合工作項目。由列管至今，本計畫已列管

超過 1,900 輛運送車輛以及 300 家運送業者。除延續上一年

度工作外，本計畫每月根據勾稽樣態進行分析以及名單彙

整，移交疑似異常名單協請環保局查核，並依據長時間累積

的勾稽經驗及各類勾稽案件分析，進而修正勾稽規則以及強

化系統功能之正確性及可靠度。此外為有效展現目前所掌握

的資訊，本計畫團隊今年度新增運送安全提示以及運送車輛

資訊連結功能。此外，於行政作業上，本計畫相關會議共舉

辦 2 場次業者說明會、2 場教育訓練、2 場現場抽查以及 3

場無預警攔查檢作業，藉由說明會與現場稽查之第一線作業

人員的回饋資訊，更能協助防災應變體系建立，提高我國緊

急應變機制的運作效率，以提升毒災發生時之應變處理能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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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im of this project is to monitor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from 

source to destination with real-time tracking system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on those transport vehicles. The project scope was divided 

into 5 categories: system update, examinations, operation and daily 

management, abnormal activities monitoring and validation processes. At 

present,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1,900 vehicles with 300 transportation 

companies were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GPS system. This project 

continued monitoring processes and submitted cases of suspicious 

vehicles on a daily basis during this year. In order to show the 

information that EPA can be hold, our team increase the classification 

icon of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and the connection of vehicle 

information when transport. On the other hand, our team also finished the 

administrative tasks, 2 operating Instruction meeting, 2 training session, 2 

on-site inspections and 3 no-alarm interceptions. According to the 

feedback from the operating instruction meeting and on-site inspection, it 

provided the improvement methods for the toxic disaster prevention 

system and promoted the efficiency of rescue and emergency operation 

system of toxic disaster. Therefore, we can make great efforts on the 

capability of emergency operation on toxic disaster, and intensified the 

public security effici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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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理處自民國九十七年四月啟動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車輛即時追蹤系統推動計畫」，透過建置毒性化

學物質運送即時追蹤管理系統，分批納管毒性化學物運送車輛，目前

已順利納管 1,900 餘輛毒性化學物質運送車輛，藉此可以有效掌握毒

性化學物質的實體流向，即時追蹤毒性化學物質的所在地點及數量，

並可隨時掌控毒性化學物質從何處起運、將運往何處及毒性化學物的

特性，意外發生時該如何緊急應變、通報。並結合 GPS 系統與 GIS

系統，即時掌控並呈現毒性化學物質的最新位置與週遭環境相關的風

險變動狀況。 

 

執行方法 

一、 推動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運送車輛及其規定相關法治作業，

以強化毒化物運送安全管理之完整性。 

(一) 針對毒化物第四批小量運送，擬定整體系統運作架構及管理

流程。 

(二) 配合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運送車輛及其規定，辦理相關修

法、系統功能調整與宣導作業，包含管理單位追蹤車輛的回

傳頻率與追蹤功能之分級。 

(三) 協助毒化物運送相關法規修訂作業、公聽會及 GPS 車機業

者協商會議，並協調整合相關管理作業。 

(四) 配合法規修正，修改廠商基本資料、帳號管理、審驗系統、

勾稽與週確認等相關功能。 

(五) 配合法規修正，根據機關的管理需求與運送業者的作業方

式，開發小量運送之即時監控系統功能，並研析針對 GPS

車機以行動裝置 App 應用軟體共用之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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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持續辦理毒化物運送車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GPS)審驗作業

150 臺，並檢視目前審驗流程，提升審驗流程效率以達到環保

便民之目的。 

(一) 辦理 150 臺 GPS 逐車審驗作業(包括落地落港運送車輛加裝

GPS)。 

(二) 辦理審驗相關問題諮詢回覆，檢討改進審驗流程並強化審驗

系統功能，改善整體審驗效率。 

(三) 辦理 GPS 車機商之先期測試作業，驗證各車機之品質及穩

定度是否符合規定標準之要求，並協助上網公告合格之 GPS

車機型號。 

(四) 維護各項審驗系統之統計報表作業，持續改善強化列管毒化

物運送車輛審驗作業。 

(五) 評估簡化審驗程序與移交環保局之可行性。 

三、 強化流向監控功能：為協助環保管理人員掌握與確認運送毒化

物流向，強化既有 Web GIS 功能；並開發行動化監控功能，以

提供現場稽查應用。 

(一) 開發以 TGOS 圖臺之監控功能，包含毒化物運送車輛之即時

追蹤顯示、歷史軌跡查詢、停頓點顯示，開發完成前須維護

既有 ArcGIS 圖臺功能正常運作。 

(二) 根據新 GPS 規格之緊急通報功能，可顯示於監控平臺上，

以提醒監控人員。 

(三) 根據運送的即時狀況，強化運送行為與安全之提示，開發即

時載運各項毒化物車輛選單查詢與凸顯第三類毒化物之圖

台展示功能，提供環保單位可即時判斷毒化物運送過程。 

(四) 整合機關毒化物登記申報系統與環境保護許可管理資訊系

統系統，開發回傳頻率調整雛型功能，依據運送行為開始至

結束期間，調整 GPS 系統回傳頻率，並包含管理單位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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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啟動頻率調整以密集追蹤車輛，確保各項基本資料之正

確性。 

(五) 開發特定物品製造原料軌跡分析功能，試做多化學物質運送

車輛共同軌跡分析功能。 

(六) 開發行動版監控功能，提供監控人員可應用行動裝置應用程

式，進行軌跡監控與查詢。 

四、 建置緊急應變之監控平臺：根據運送監控與緊急應變需求，開

發運送異常行為警示、通報與啟動後續之應變作業等功能。 

(一) 開發毒化物與運送狀態篩選車輛即時軌跡功能。 

(二) 加強定位功能，包括路段公里數定位、路名或重要地標等定

位方式。 

(三) 開發車輛鎖定功能，以持續追蹤特定車輛。 

(四) 加強異常運送行為即時顯示功能，提供監控人員監控疑似異

常行為。 

(五) 開發特定座標查詢歷史軌跡資料之功能。 

(六) 依據毒化物即時運送聯單所登載之內容，開發自動判斷與通

報該運送行為之緊急連絡對象與主管機關。 

(七) 根據機關需求，增加緊急應變需要之圖層，如緊急應變隊、

諮詢中心、環保局、消防隊、學校、醫院、加油站等。 

(八) 評析運送安全之新作業方式或新技術，以強化運送安全與緊

急應變、如影像監控、車輛異常行為或駕駛人異常行為等。 

(九) 其他因應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化學物質監控之業務需

求，評估擴大管制的影響範圍與規劃系統擴增之功能，並提

出功能改善之建議與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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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強化毒化物運送車輛追蹤、異常勾稽與違規樣態分析之系統功

能，並規劃現場審驗與無預警攔查 標準作業程序文件，以協助

環保局進行異常行為之稽查管理。 

(一) 每季針對環保局勾稽回報處理狀況與成果進行分析與統

計，並提出檢討與精進方案。 

(二) 持續推動專業技術管理人員 GPS 軌跡管理及每週確認機制

功能，並統計週確認申報之結果，進行勾稽與管理單位之後

續作業。 

(三) 持續針對系統產出勾稽報表提出運送起運點及迄運點之運

送聯單事件的自動辨識及資料擷取之效能監控、有聯單無軌

跡以及長期未營運，並分析其成效以落實流向管制政策。 

(四) 針對毒化物運送車輛辦理 3 場次示範性聯合監理、警察等相

關單位執行無預警攔查作業，召集各地方環保局毒化物管理

人員參與，稽查項目為運送時之標示、安全資料表及運送危

害預防應變資料，另大量者應攜帶安全裝備等與 2 場次現場

審驗作業，以確保毒化物運送趟次安全及完整性。 

六、 辦理業者說明會，以輔導業者遵照法規辦理相關作業與加強運

送之自主管理；並辦理環保局教育訓練與相關會議，以協助環

保局管理人員熟悉系統功能。 

(一) 辦理毒化物運送即時追縱系統業者說明會 2 場次。 

(二) 辦理環保單位電腦操作教育訓練 2 場次。 

(三) 定期召開會議向使用單位報告工作進度，並蒐集各使用單位

意見，並評估可行性及納入規劃執行。 

(四) 協助機關應用即時追蹤系統管理毒化物之外部會議辦理時

所需之簡報及相關事項。 

(五) 協助辦理內外部單位查核與本計畫相關工作，並依查核所提

出之改進事項，應配合於時限內完成改進事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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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輔導提升即時追蹤系統軌跡資料之回傳品質，並檢討目前主機

接收架構，加強異常的通報與警示，以加強系統的穩定性。 

(一) 定期監督各批次車機回傳情形，每月公告回傳率及妥善率分

析統計資料；追蹤輔導未達規定標準者進行改善作業。 

(二) 檢討目前主機接收架構，建置監控管理功能如接收轉檔程

式、伺服器排程及磁碟空間等監控，並加強異常情況的通報

與警示。 

(三) 強化即時監控系統效能及軟硬體架構之提升，確保即時監控

系統負載能力可達監控 2,000 車以上運送車輛軌跡及同時

100 人上線使用。 

(四) 進行歷史資料分割作業，協助系統運算負荷分配，提升系統

效能。 

(五) 定期監控系統效能，確保系統之穩定性、可靠性及安全性，

並隨時提出必要之軟硬體設備改善建議，以維持系統之最佳

運作效能。 

(六) 持續維護現行系統軌跡接收程式、自動勾稽排程，提供客服

協助系統操作及維護問題。 

 



「106 年度毒性化學物質運送即時追蹤系統管制推動、營運管理及監控整合提升計畫」期末報告 

摘要-8 

結 果 

本工作團隊自本年度4月份起承接本計畫，如表2.2-2所示，執行

至11月已完成96.91%的合約工作項目。完成工作項目包括： 

(一) 完成毒化物運送修法草案之規劃，並協助辦理公聽會 1

場次，以蒐集各方對修法草案之建議與意見。 

(二) 因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公告 2G 通訊服務已於

106 年 6 月 30 日終止，輔導車機商 4G 車機開發，至 106

年 11 月 28 日，已經有 10 家車機商具有 4G 車機。 

(三) 統計 GPS 今年度 4-10 月份車機回傳及妥善率成果，車

機商 4~11 月份妥善率，目前多數車機商妥善率皆達 A

級以上，僅有 0.01%為 C 級，約 0.034 %為 D 級，並針

對妥善率偏低車機商進行輔導，以提升品質。 

(四) 自 106 年 4 月 11 日始統計至 106 年 11 月 23 日，共審驗

984 臺車。 

(五) 已完成南區（台南）北區（桃園）共 2 臺現場抽驗作業；

以及南區（臺南仁德工業區、高雄林園石油化學工業區）

北區（桃園觀音工業區）3 臺無預警攔查檢檢；其中，

場抽驗作業發現一臺異常車輛，後續已申請解列完成。 

(六) 自 106/4/11 統計至 106/11/23 勾稽部分，本計畫總勾稽

異常車輛（有聯單無軌跡車機異常、聯單異常等）共有

97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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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毒化物運送業者之週確認率 4 月～11 月份平均達 90.2%

以上。 

(八) 2 場業者說明會分別於 9 月 25 日（愛蘇活教育訓練中心）

和 26 日（高雄市勞工教育生活中心獅甲會館），辦理完

成，共 74 人參與。2 場環保局教育訓練則於 11 月 24 日

（聯承電腦館前分校）與 11 月 27 日（巨匠電腦裕誠認

證中心）辦理完成，共 34 人參與。 

(九) 完成以 Android 為平臺的行動版(APP)監控功能。 

(十) 配合內政部全國地理空間資料政策，已更換圖臺作業環

境為地理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TGOS)。 

(十一) 完成圖臺警示強化功能，可於圖臺顯示運送中車輛所

載運毒化物種類之圖示；此外，車輛警急事件跑馬燈、

車輛警急通報功能及車輛警急時改變圖示等功能，皆已

完成建置。系統使用上更為友善。 

結 論 

根據上述成果，經由本計畫之執行，本團隊於今年度更加優化了

法律制度、系統功能及系統功能教學……等作業，並達成系統友善度

提升之目標，也能以新增的警示通報功能，減少各單位救援的反應速

度。這些成果使得毒化物運送管理的制度更加完善，更能保障國人的

人身安全。 

 



「106 年度毒性化學物質運送即時追蹤系統管制推動、營運管理及監控整合提升計畫」期末報告 

摘要-10 

建議事項 

一、 GPS車機規格及相關監控功能提升，需依照運輸毒化物

的危害特性予以分級強化監控功能。 

 

二、 為便利地方環保機關進行查核及應變，未來應依其需求建

議開發相關資訊系統功能，以供該轄區運輸業者之運輸狀況

跨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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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背景 

1.1 緣起與前言 

自民國 97 年 4 月啟動「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推動計畫」，

並依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22 條第 3 項，要求運送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

化學物質之車輛應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藉此除有效掌握毒性化學物質的實體流向，

在事故時將應變所需資訊發佈到毒災決策支援系統及即時通報毒災應變計畫，避

免災害的擴大抑制人員傷亡，提供即時資訊和主動提醒與整合資訊的功能。 

本計畫執行係以災害防救為核心主體，然唯有平時周全的預防作業才能在急

需應變時，提供更多資訊與管制決策支援。由於化學局於毒災運送之危害預防與

緊急應變兩項政策使命，皆須以即時監控才能貫徹並達雙管齊下之效。故於民國

97 年度執行「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推動計畫」時，先後完成兩

批次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標準的規範和推動，順利完成兩批次運

送車輛的一千多輛毒化物運送車輛的納管；並著手規劃推動與毒災防救決策支援

系統的介接與推動。並且透過「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第 12 條，分批納

管毒性化學物運送車輛，目前已納管一千九百餘輛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隨時

掌控毒性化學物質從何處起運、將運往何處、毒性化學物的特性，意外發生時該

如何緊急應變、通報。並結合 GPS 系統與 GIS 系統，即時掌控並呈現毒性化學

物質的最新位置與週遭環境相關的風險變動狀況。 

99 年度為強化運送安全, 本項業務與毒災防救決策支援系統共同執行, 在

運送防救管理上完成 3 項主要工作，其一為評估氯乙烯與三氯化磷運作量及運作

風險後，供主管機關及業者界定運送風險路段時參考使用、其二為聯單搭配條碼

刷取的推動，以達到運送事件的自動辨識與資料擷取、其三為規劃與推廣即時追

蹤系統升級，並建立人工事故通報的機制。100 年度延續強化運送安全的目的，

完成 27 種毒化物運送路線的分析、及第三批運送車輛加裝即時追蹤系統推動辦

理前期作業。 

101 年度起，為凸顯即時監控之重要性，遂即將毒性化學物質即時監控系統

專案工作於建置毒災防救決策支援系統暨運送事故應變提升計畫中獨立出來，並

以貫策強化監控作為工作加強之重點，同時，配合化學局政策推動脈絡執行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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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管第 3 批運送業者相關作業，新納入納管的運送車輛將執行審驗流程，以確保

車輛與業者資料的正確性，與車機回傳的穩定性。為確認即時追蹤系統規格符合

發布施行之規格將納管車輛執行車機先期測試，並於過程中輔導車機供應商，瞭

解相關作業規範與逐車審驗作業流程，促使車機供應商具備協助運送業者通過逐

車審驗之能力。 

102 年度增進系統圖臺功能，系統開發毒化物所有人觀看聯單運送軌跡及特

定車輛監控，提升主管單位以及業者自主監控效能，並協助評估審驗下放地方之

可行性及評估第 4 批毒化物納管實際效益與衝擊，藉由工研院事故統計資料與問

卷調查現行運作狀況，提出管制執行衝擊與建議執行方案；並配合政府 IPv6 網

路提升作業，進行相關系統檢核調整，清查目前各批次車機狀況、系統功能之檢

核、研提新一代車機規格，並進行系統驗證作業；期間車機商歐吉亞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於 102 年 5 月出現無法聯絡之情形，疑似停止營運，導致已裝設歐吉亞車

機之運送工具(237 輛)，出現無廠商進行後續保固維修之事情發生，因此，針對

車機商無預警倒閉之緊急狀況研擬緊急應變機制及後續管理規劃，避免影響整理

管制作業之運作。 

103 年度系統增加毒化物專責人員週確認系統及毒化物異常車輛催告系統，

藉由系統自動化每週判斷出疑似異常車輛，請業者端之毒化物專責人員於系統上

進行確認及說明，強化業者端故障車機催告、警示車輛追蹤管理功能，建構改善

相關資訊系統，整合 Google Map 系統停頓點資料之圖臺座標跨查空拍圖與街景

圖等功能。增加圖臺使用及稽查需求，以達成自動化與準確警示之目的。 

104 年度更進行大規模的即時監控圖臺環境轉換，從原本的 AP MAP 平臺轉

換成 ESRI ArcGIS Sever 10 環境平臺，依據列管車輛與政策執行需求，精進現行

勾稽樣態新增週確認業者清單勾稽。因應高雄氣爆事件，於即時警示分析功能中

新增毒化物運送管制區域即時監控功能，持續配合環保局即時監控列管毒化物運

送車輛是否進入該區域，並主動邀請各相關單位與本系統進行管制區功能之介

接。 

105 年度主要針對即時追蹤系統相關規定（對象與作業方式）進行研析，依

據近年新興技術的進步與作業方式重新調整專業技術人員及審驗相關法規條文

與執行配套措施，推動電信網路升級宣導作業，辦理强化運送行為與安全、緊急

聯繫通報機制試辦作業，且延續過去執行成果，輔導運送業者提升車機回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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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勾稽樣態，定期進行專案式勾稽彙整異常車輛名單，分析該異常案件之原由，

再由化學局協請地方環保局進行後續追蹤與確認作業。 

行政院為從源頭預防管控食安風險，追蹤有害物質，於 105 年 12 月底，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爰設立中央三級機關「毒物及化學物質局」，以建立跨部會化學

物質資訊平台，整合化學物質源頭管理資訊，其業務單位包括綜合規劃組、評估

管理組及危害控制組，本計畫屬於危害控制組下的計畫。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組織

架構如下： 

圖 1.1-1 化學局組織架構 

106 年為強化毒化物運送安全管理之完整性，除了維護既有第一批至第三批

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運作，針對第四批小量運送擬定整體系統運作架構，並持

續協助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第七次修正。系統面強化流向監控功能，開發

TGOS 圖臺並維護既有 ArcGIS 圖臺功能正常運作，根據稽查需求開發行動版監

控功能。此外，配合毒災應變作業之需求，建置緊急應變之監控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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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統現況 

毒性化學物質即時監控系統現行系統架構示意如圖 1.2-1 所示。化學局發布

毒性化學物運送車輛應裝設即時追蹤管制系統，其中包含 GPS 定位模組及通訊

模組。GPS 之定位資料會定時傳送至環保署之車機業者接收轉檔伺服器，並透過

車機業者之轉檔程式，將軌跡轉檔存放入軌跡資料庫中。所有人、運作人、受貨

人及環保單位等，則透過 Web 查詢界面使用 GIS 系統及營運管理系統，查詢運

送車輛之歷史及即時軌跡，並確認軌跡回傳之狀況。 

 

 

圖 1.2-1 運送車輛即時監控系統現行系統架構示意圖 

本計畫針對車機供應採自由市場機制，以提供消費者—運送業者最多的優惠，

目前已完成 3 批次車機規格，現今有 14 家即時追蹤系統車機供應商參與，提供

共 30 個型號車機入場。 

即時追蹤列管車輛與運送聯單申報制度採取同步方式，運送聯單的運送車輛，

依照運送管理辦法，都必須安裝即時追蹤系統，在系統運作上，也採取同步檢核，

針對申報運送聯單同時，聯單系統先確認該運送車輛是否已經安裝即時追蹤系統。

正式核可車統計至 106 年 4 月超過 1900 輛，106 年 6 月 2G 通訊服務到期，許多

毒化物車輛申請解列，統計至 106 年 11 月 28 日，正式核可車輛約有 1720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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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執行期程為 106 年 4 月 11 日起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為止，達成成果

包括： 

一、完成毒化物運送管理辦法修正草案之規劃，協助主辦單位於 106 年 11

月 15 日完成 1 場法規研商公聽會。 

二、今年因 2G 車輛升級作業，導致審驗數量比往年翻倍，7 月 3 日已達成

原合約審驗車數 150 臺，與主辦單位研議後，變更合約項目與辦理增購

合約案，以增加逐車審驗經費(參見附件十一)。自 106 年 4 月 11 日開

始統計至 106 年 11 月 19 日，共審驗 972 臺車，其中有辦理功能審查作

業的共 669 臺車，超過契約變更案與增購案增加後的應審驗車數 655

臺，達成合約項目。 

三、因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公告 2G 通訊服務已於 106 年 6 月 30 日

終止，輔導車機商 4G 車機開發，至 106 年 11 月 28 日，已經有 10 家

車機商具有 4G 車機。 

四、統計 1~10 月份之車機妥善率，目前多數車機商妥善率皆達 A 級以上，

僅有 0.01%為 C 級，約 0.034 %為 D 級，持續針對妥善率偏低車機商進

行輔導，以提升品質。 

五、毒化物運送業者週確認率 4~11 月份平均達 90.2%以上。 

六、完成開發 TGOS 圖臺之監控功能，包含毒化物運送車輛之即時追蹤顯

示、歷史軌跡查詢、停頓點顯示。 

七、完成車輛運送狀態和毒化物種類篩選即時軌跡功能、凸顯第三類毒化物

之圖台展示功能、車輛即時鎖定與增加緊急應變需要之緊急應變隊、諮

詢中心與環保局圖層。 

八、完成以 Android 為平臺的行動版(APP)監控功能。 

九、完成開發硬碟監控與網站服務監控功能，每日定期檢查，異常時通報。 

十、完成 2 場次現場審驗作業及 3 場次無預警攔查攔檢作業。 

十一、 完成 2 場業者說明會、2 場政府相關單位系統操作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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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畫執行範圍與進度 

2.1 計畫執行範圍 

依據評選須知，106 年度計畫目標及工作內容如下： 

一、 推動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運送車輛及其規定相關法治作業，以強化毒化

物運送安全管理之完整性。 

(一) 針對毒化物第四批小量運送，擬定整體系統運作架構及管理流程。 

(二) 配合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運送車輛及其規定，辦理相關修法、系統

功能調整與宣導作業，包含管理單位追蹤車輛的回傳頻率與追蹤功能

之分級。 

(三) 協助毒化物運送相關法規修訂作業、公聽會及GPS車機業者協商會議，

並協調整合相關管理作業。 

(四) 配合法規修正，修改廠商基本資料、帳號管理、審驗系統、勾稽與週

確認等相關功能。 

(五) 配合法規修正，根據機關的管理需求與運送業者的作業方式，開發小

量運送之即時監控系統功能，並研析針對 GPS 車機以行動裝置 App 應

用軟體共用之可行性。 

二、 持續辦理毒化物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GPS)審驗作業 150 臺，並檢視

目前審驗流程，提升審驗流程效率以達到環保便民之目的。 

(一) 辦理 150 臺 GPS 逐車審驗作業(包括落地落港運送車輛加裝 GPS)。 

(二) 辦理審驗相關問題諮詢回覆，檢討改進審驗流程並強化審驗系統功能，

改善整體審驗效率。 

(三) 辦理 GPS 車機商之先期測試作業，驗證各車機之品質及穩定度是否符

合規定標準之要求，並協助上網公告合格之 GPS 車機型號。 

(四) 維護各項審驗系統之統計報表作業，持續改善強化列管毒化物運送車

輛審驗作業。 

(五) 評估簡化審驗程序與移交環保局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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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強化流向監控功能：為協助環保管理人員掌握與確認運送毒化物流向，強

化既有 Web GIS 功能；並開發行動化監控功能，以提供現場稽查應用。 

(一) 開發以 TGOS 圖臺之監控功能，包含毒化物運送車輛之即時追蹤顯示、

歷史軌跡查詢、停頓點顯示，開發完成前須維護既有 ArcGIS 圖臺功能

正常運作。 

(二) 根據新 GPS 規格之緊急通報功能，可顯示於監控平臺上，以提醒監控

人員。 

(三) 根據運送的即時狀況，強化運送行為與安全之提示，開發即時載運各

項毒化物車輛選單查詢與凸顯第三類毒化物之圖臺展示功能，提供環

保單位可即時判斷毒化物運送過程。 

(四) 整合機關毒化物登記申報系統與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開發回

傳頻率調整雛型功能，依據運送行為開始至結束期間，調整 GPS 系統

回傳頻率，並包含管理單位可依需求啟動頻率調整以密集追蹤車輛，

確保各項基本資料之正確性。 

(五) 開發特定物品製造原料軌跡分析功能，試做多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共同

軌跡分析功能。 

(六) 開發行動版監控功能，提供監控人員可應用行動裝置應用程式，進行

軌跡監控與查詢。 

四、 建置緊急應變之監控平臺：根據運送監控與緊急應變需求，開發運送異常

行為警示、通報與啟動後續之應變作業等功能。 

(一) 開發毒化物與運送狀態篩選車輛即時軌跡功能。 

(二) 加強定位功能，包括路段公里數定位、路名或重要地標等定位方式。 

(三) 開發車輛鎖定功能，以持續追蹤特定車輛。 

(四) 加強異常運送行為即時顯示功能，提供監控人員監控疑似異常行為。 

(五) 開發特定座標查詢歷史軌跡資料之功能。 

(六) 依據毒化物即時運送聯單所登載之內容，開發自動判斷與通報該運送

行為之緊急連絡對象與主管機關。 

(七) 根據機關需求，增加緊急應變需要之圖層，如緊急應變隊、諮詢中心、

環保局、消防隊、學校、醫院、加油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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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評析運送安全之新作業方式或新技術，以強化運送安全與緊急應變、

如影像監控、車輛異常行為或駕駛人異常行為等。 

(九) 其他因應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化學物質監控之業務需求，評估擴

大管制的影響範圍與規劃系統擴增之功能，並提出功能改善之建議與

時程。 

五、 強化毒化物運送車輛追蹤、異常勾稽與違規樣態分析之系統功能，並規劃

現場審驗與無預警攔查 標準作業程序文件，以協助環保局進行異常行為之

稽查管理。 

(一) 每季針對環保局勾稽回報處理狀況與成果進行分析與統計，並提出檢

討與精進方案。 

(二) 持續推動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GPS 軌跡管理及每週確認機制功能，並統

計週確認申報之結果，進行勾稽與管理單位之後續作業。 

(三) 持續針對系統產出勾稽報表提出運送起運點及迄運點之運送聯單事件

的自動辨識及資料擷取之效能監控、有聯單無軌跡以及長期未營運，

並分析其成效以落實流向管制政策。 

(四) 針對毒化物運送車輛辦理 3 場次示範性聯合監理、警察等相關單位執

行無預警攔查作業，召集各地方環保局毒化物管理人員參與，稽查項

目為運送時之標示、安全資料表及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另大量者

應攜帶安全裝備等與 2 場次現場審驗作業，以確保毒化物運送趟次安

全及完整性。 

六、 辦理業者說明會，以輔導業者遵照法規辦理相關作業與加強運送之自主管

理；並辦理環保局教育訓練與相關會議，以協助環保局管理人員熟悉系統

功能。 

(一) 辦理毒化物運送即時追縱系統業者說明會 3 場次。 

(二) 辦理環保單位電腦操作教育訓練 1 場次。（本計畫根據 106 年 5 月 11

日範疇會議結論，共完成 2 場業者說明會，2 場環保局、交通單位的教

育訓練。） 

(三) 定期召開會議向使用單位報告工作進度，並蒐集各使用單位意見，並

評估可行性及納入規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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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協助機關應用即時追蹤系統管理毒化物之外部會議辦理時所需之簡報

及相關事項。 

(五) 協助辦理內外部單位查核與本計畫相關工作，並依查核所提出之改進

事項，應配合於時限內完成改進事項工作。 

七、 輔導提升即時追蹤系統軌跡資料之回傳品質，並檢討目前主機接收架構，

加強異常的通報與警示，以加強系統的穩定性。 

(一) 定期監督各批次車機回傳情形，每月公告回傳率及妥善率分析統計資

料；追蹤輔導未達規定標準者進行改善作業。 

(二) 檢討目前主機接收架構，建置監控管理功能如接收轉檔程式、伺服器

排程及磁碟空間等監控，並加強異常情況的通報與警示。 

(三) 強化即時監控系統效能及軟硬體架構之提升，確保即時監控系統負載

能力可達監控 2,000 車以上運送車輛軌跡及同時 100 人上線使用。 

(四) 進行歷史資料分割作業，協助系統運算負荷分配，提升系統效能。 

(五) 定期監控系統效能，確保系統之穩定性、可靠性及安全性，並隨時提

出必要之軟硬體設備改善建議，以維持系統之最佳運作效能。 

(六) 持續維護現行系統軌跡接收程式、自動勾稽排程，提供客服協助系統

操作及維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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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目前執行進度 
今年度本專案計畫執行期間從 106 年 4 月 11 日起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

工作內容項目預定進度與成果交付，分別以章節對應表及查核進度表說明如表

2.2-1 106 年度計畫查核表內容所示。 

而依據合約內容所示，106 年度主要工作內容可分為七大工作項目，而為了

方便相關人員能有效掌握本計畫執行方法、工作辦理情形進度以及是否符合專案

工作計畫契約書所規定的指示，本計畫整理出表 2.2-2 計畫工作內容及辦理情形

對照表供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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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106 年度計畫查核總表 

查核總表 
 

工作內容項目 
月次 1 2 3 4 5 6 7 8 9 
年別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月份 4 5 6 7 8 9 10 11 12 

1. 推動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運送車輛及其規定相關法治

作業，以強化毒化物運送安全管理之完整性。 
2.00 4.50 7.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3.00 

2. 持續辦理毒化物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GPS)審驗

作業 150 臺，並檢視目前審驗流程，提升審驗流程效率

以達到環保便民之目的。 
3.00 6.25 8.00 9.50 10.00 11.00 12.00 13.94 14.50 

3. 強化流向監控功能：為協助環保管理人員掌握與確認運

送毒化物流向，強化既有 Web GIS 功能；並開發行動化

監控功能，以提供現場稽查應用。 
1.00 2.00 6.00 7.75 9.35 10.75 12.15 13.50 13.50 

4. 建置緊急應變之監控平臺：根據運送監控與緊急應變需

求，開發運送異常行為警示、通報與啟動後續之應變作

業等功能。 
2.50 5.00 8.50 12.00 13.00 14.50 16.00 17.78 18.00 

5. 強化毒化物運送車輛追蹤、異常勾稽與違規樣態分析之

系統功能，並規劃現場審驗與無預警攔查 標準作業程序

文件，以協助環保局進行異常行為之稽查管理。 
2.00 4.00 7.50 10.50 11.00 12.00 13.00 14.01 15.00 

6. 辦理業者說明會，以輔導業者遵照法規辦理相關作業與

加強運送之自主管理；並辦理環保局教育訓練與相關會

議，以協助環保局管理人員熟悉系統功能 
0.50 1.50 1.50 1.50 1.67 5.00 5.33 7.67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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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總表 
 

工作內容項目 
月次 1 2 3 4 5 6 7 8 9 
年別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月份 4 5 6 7 8 9 10 11 12 

7. 輔導提升即時追蹤系統軌跡資料之回傳品質，並檢討目

前主機接收架構，加強異常的通報與警示，以加強系統

的穩定性。 
2.00 3.25 6.00 9.00 9.50 10.50 11.50 17.01 18.00 

查核點 預定完成時間 查核點內容說明 
第一次工作進度報告 106 年 5 月底前 第一次工作進度報告提交 
期中報告查核 106 年 7 月底前 期中報告提交 
期末報告查核 106 年 11 月底前 期末報告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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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計畫工作內容及辦理情形表 

合約

編號 
合約項目 目前執行成果 

對應

章節

開始

日期

預定

完成

所佔 

比例 

完成 

比例 

(一) 推動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運送車輛及其規定相關法治作業，以強化毒化物運送安全管理之完整性。 

1 
針對毒化物第四批小量運送，擬定整體系

統運作架構及管理流程。 

完成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修正草案

總說明並配合承辦單位意見修正。 
3.1.2 106.04 106.12 3.00% 3.00% 

2 

配合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運送車輛及其

規定，辦理相關修法、系統功能調整與宣

導作業，包含管理單位追蹤車輛的回傳頻

率與追蹤功能之分級。 

配合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之修訂，

辦理系統功能調整與宣導作業。 
3.1.1 106.04 106.12 3.00% 3.00% 

3 

協助毒化物運送相關法規修訂作業、公聽

會及 GPS 車機業者協商會議，並協調整合

相關管理作業。 

配合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之修訂，

辦理公聽研商會及業者協商會議，並依會

議結論調整草案內容。 

3.1.1 106.04 106.12 3.00% 3.00% 

4 

配合法規修正，修改廠商基本資料、帳號

管理、審驗系統、勾稽與週確認等相關功

能。 

配合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之修訂，

修正廠商基本資料、帳號管理、審驗系統、

勾稽與週確認等相關功能。 

3.1.1 106.04 106.12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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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

編號 
合約項目 目前執行成果 

對應

章節

開始

日期

預定

完成

所佔 

比例 

完成 

比例 

5 

配合法規修正，根據機關的管理需求與運

送業者的作業方式，規劃小量運送之即時

監控系統功能，並研析針對 GPS 車機以行

動裝置 App 應用軟體共用之可行性。 

已完成小量運送之即時監控系統功能規

劃，後續將配合承辦單位政策方向進行規

劃。 

3.1.2 106.04 106.12 2.00% 2.00% 

(二) 
持續辦理毒化物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GPS)審驗作業 150 臺，並檢視目前審驗流程，提升審驗流程效率以達到環保便民

之目的。 

1 

辦理 150 臺 GPS 逐車審驗作業(包括落地落

港運送車輛加裝 GPS)。 統計 106 年 4 月 11 日至 106 年 11 月 23

日共完成審驗 984 件，詳細請見 表 3.2-1

106 年 4 月至 106 年 11 月審驗類型的統計。

3.2.1 106.04 106.08 4.50% 4.50% 

2 

辦理審驗相關問題諮詢回覆，檢討改進審

驗流程並強化審驗系統功能，改善整體審

驗效率。 

統計 106 年 4 月 11 日至 106 年 11 月 23

日辦理 303 件車輛資料審驗與異動(異動

更換車牌、異動過戶、異動恢復列管與解

列)，詳細請見 表 3.2-1 106 年 4 月至 106

年 11 月審驗類型的統計。 

3.2.3 106.04 106.12 2.5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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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

編號 
合約項目 目前執行成果 

對應

章節

開始

日期

預定

完成

所佔 

比例 

完成 

比例 

3 

辦理 GPS 車機之先期測試作業，驗證各車

機之品質及穩定度是否符合規定標準之要

求，並協助上網公告合格之 GPS 車機型號。

15 家即時追蹤系統車機供應商參與，提供

共 30 款車機入場。12 月的公告作業將會

繼續維護進行。 

3.2.2 106.04 106.12 2.50% 2.50% 

4 
維護各項審驗系統之統計報表作業，持續

改善強化列管毒化物運送車輛審驗作業。

持續維護各項審驗系統之統計報表，12 月

的統計作業會繼續進行維護。 
3.2.4 106.04 106.12 2.50% 2.50% 

5 

評估簡化審驗程序與移交環保局之可行

性。 

依承辦單位之政策方向，執行系統修改與

教育訓練，同步統計，若審驗作業地方化，

需花費人力與時間上是否配合，以利後續

審驗作業地方化之推動。 

3.2.5 106.06 106.11 2.50% 2.50% 

(三) 
強化流向監控功能：為協助環保管理人員掌握與確認運送毒化物流向，強化既有 Web GIS 功能；並開發行動化監控功能，以提

供現場稽查應用。 

1 

開發以 TGOS 圖臺之監控功能，包含毒化

物運送車輛之即時追蹤顯示、歷史軌跡查

詢、停頓點顯示，開發完成前須維護既有

ArcGIS 圖臺功能正常運作。 

將更換 ArcGIS 環境以內政部資訊中心所

提供之 TGOS 圖臺作為車隊監控之平臺，

包含運送車輛之即時軌跡追蹤顯示、歷史

軌跡查詢、停頓點顯示功能，且於開發完

成前將維護既有 ArcGIS 圖臺功能正常運

3.3.1 106.04 106.10 2.5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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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

編號 
合約項目 目前執行成果 

對應

章節

開始

日期

預定

完成

所佔 

比例 

完成 

比例 

作。目前 TGOS 圖臺已開發完成，待測試

之後進行上線。 

2 

根據新 GPS 規格之緊急通報功能，可顯示

於監控平臺上，以提醒監控人員。 

延續 104、105 年緊急聯繫通報機制試辦計

畫之經驗，規劃新增毒化物即時追蹤系統

之主動式緊急聯繫通報設備，當車輛發生

不明碰撞或翻覆時，系統將變更即時圖臺

中車輛圖示，目前業已開發完成，待測試

並完成上線。 

3.3.1 106.09 106.11 2.00% 2.00% 

3 

根據運送的即時狀況，強化運送行為與安

全之提示，開發即時載運各項毒化物車輛

選單查詢與凸顯第三類毒化物之圖臺展示

功能，提供環保單位可即時判斷毒化物運

送過程。 

於圖臺之即時軌跡監控功能新增車輛運送

聯單之判斷，應用車機即時回報之運送開

始與結束之訊息，變更圖臺中車輛的圖

示，並凸顯第三類毒化物於圖臺之展示功

能，提供稽查人員可即時判斷 GPS 車輛是

否正執行毒化物之運送行為。目前業已開

3.3.1 106.07 106.11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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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

編號 
合約項目 目前執行成果 

對應

章節

開始

日期

預定

完成

所佔 

比例 

完成 

比例 

發完成，待測試並完成上線。 

4 

整合機關毒化物登記申報系統與環境保護

許可管理資訊系統系統，開發回傳頻率調

整雛型功能，依據運送行為開始至結束期

間，調整 GPS 系統回傳頻率，並包含管理

單位可依需求啟動頻率調整以密集追蹤車

輛，確保各項基本資料之正確性。 

使用者可依需求調整 GPS 系統之軌跡回

傳頻率，由原本每 30 秒一筆之軌跡回傳頻

率，改為每 5 秒、10 秒、20 秒一筆之軌跡

回傳頻率，讓使用者可密集追蹤車輛，提

升監控即時性。 

3.3.3 106.06 106.11 2.00% 2.00% 

5 

開發特定物品製造原料軌跡分析功能，試

做多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共同軌跡分析功

能。 

以運送的物質資料與車輛的軌跡資料進行

比對，以找出共同停頓的運作場廠，採用

的是類似網格分析與套疊分析的空間分析

方法。目前已開發完成，待測試完畢正式

上線。 

3.3.2 106.07 106.11 2.5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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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

編號 
合約項目 目前執行成果 

對應

章節

開始

日期

預定

完成

所佔 

比例 

完成 

比例 

6 

開發行動版監控功能，提供監控人員可應

用行動裝置應用程式，進行軌跡監控與查

詢。 

因應趨勢與潮流，為方便地方環保單位進

行毒化物車輛現場稽查，可透過行動裝置

進行即時軌跡、歷史軌跡查詢，提升使用

者友善度以及落實毒化物運送管理稽查之

即時性。 

3.3.3 106.04 106.09 2.50% 2.50% 

(四) 
建置緊急應變之監控平臺：根據運送監控與緊急應變需求，開發運送異常行為警示、通報與啟動後續之應變作業等功能。 

1 

開發毒化物與運送狀態篩選車輛即時軌跡

功能。 
提供使用者可鎖定單一毒化物目前運送中

之車輛位置，或依運送狀態進行複合式查

詢，已經完成開發與上線。 

3.4.1 106.04 106.06 2.00% 2.00% 

2 

加強定位功能，包括路段公里數定位、路

名或重要地標等定位方式。 

新增路名、重要地標，並與交通網路地理

資訊倉儲系統介接全臺快速道路里程牌

（椿號）資訊，加強系統之定位功能。 

3.4.2 106.07 106.11 2.00% 2.00% 

3 

開發車輛鎖定功能，以持續追蹤特定車輛。開發車輛鎖定功能，使用者可在車輛名單

列中針對特定車輛進行鎖定功能，在鎖定

過程中網頁每分鐘會進行自動更新，無須

3.4.1 106.04 106.06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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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

編號 
合約項目 目前執行成果 

對應

章節

開始

日期

預定

完成

所佔 

比例 

完成 

比例 

使用者手動更新，以方便監控與追蹤時使

用，已經完成開發與上線。 

4 
加強異常運送行為即時顯示功能，提供監

控人員監控疑似異常行為。 

開發以跑馬燈為概念之訊息清單功能，記

錄毒化物車輛之異常行為，供使用者參考。
3.4.1 106.07 106.10 2.00% 2.00% 

5 
開發特定座標查詢歷史軌跡資料之功能。 開發查詢時間較長之歷史軌跡下載功能，

以作後續勾稽或裁罰案件之佐證資料。 
3.4.3 106.07 106.10 2.00% 2.00% 

6 

依據毒化物即時運送聯單所登載之內容，

開發自動判斷與通報該運送行為之緊急連

絡對象與主管機關。 

自動判斷應通報之緊急連絡對象與主管機

關，以 E-mail 方式傳送毒化物載運相關資

訊，包含車輛位置、毒化物種類、重量至

相關人員。 

3.4.2 106.07 106.10 2.00% 2.00% 

7 

根據機關需求，增加緊急應變需要之圖

層，如緊急應變隊、諮詢中心、環保局、

消防隊、學校、醫院、加油站等。 

增加緊急應變需要之圖層，如緊急應變

隊、諮詢中心、環保局、消防隊、學校、

醫院、加油站等，已經完成圖層製作與上

線。 

3.4.2 106.04 106.06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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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

編號 
合約項目 目前執行成果 

對應

章節

開始

日期

預定

完成

所佔 

比例 

完成 

比例 

8 

評析運送安全之新作業方式或新技術，以

強化運送安全與緊急應變、如影像監控、

車輛異常行為或駕駛人異常行為等。 

蒐集與訪查目前市面上的技術，評估技術

可行性、經濟可行性與作業可行性與對業

者的衝擊。 

3.4.4 106.04 106.11 2.00% 2.00% 

9 

其他因應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化學物

質監控之業務需求，評估擴大管制的影響

範圍與規劃系統擴增之功能，並提出功能

改善之建議與時程。 

12 月將持續配合辦理。 3.4 106.04 106.12 2.00% 2.00% 

(五) 
強化毒化物運送車輛追蹤、異常勾稽與違規樣態分析之系統功能，並規劃現場審驗與無預警攔查 標準作業程序文件，以協助

環保局進行異常行為之稽查管理。 

1 

每季針對環保局勾稽回報處理狀況與成果

進行分析與統計，並提出檢討與精進方案。

每季檢視地方環保局辦理成果，由專人於

GPS 系統確認該車輛是否改善完成。12 月

份的統計作業將持續進行。 

3.5.1 106.04 106.12 3.00% 3.00% 

2 

持續推動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GPS 軌跡管理

及每週確認機制功能，並統計週確認申報

之結果，進行勾稽與管理單位之後續作業。

統計 106 年 4 月至 106 年 11 月週確認率成

果如表 3.5-3 所示，其平均週確認率達 90%

以上。12 月份將持續進行統計。 

3.5.2 106.04 106.12 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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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

編號 
合約項目 目前執行成果 

對應

章節

開始

日期

預定

完成

所佔 

比例 

完成 

比例 

3 

持續針對系統產出勾稽報表提出運送起運

點及迄運點之運送聯單事件的自動辨識及

資料擷取之效能監控、有聯單無軌跡以及

長期未營運，並分析其成效以落實流向管

制政策。 

延續過去執行成果，輔導運送業者提升車

機回傳率，並依據列管車輛與政策執行需

求，精進現行勾稽樣態。12 月份亦會持續

分析勾稽成果。 

3.5.3 106.04 106.12 3.00% 3.00% 

4 

針對毒化物運送車輛辦理 3 場次示範性聯

合監理、警察等相關單位執行無預警攔查

作業，召集各地方環保局毒化物管理人員

參與，稽查項目為運送時之標示、安全資

料表及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另大量者

應攜帶安全裝備等與 2 場次現場審驗作

業，以確保毒化物運送趟次安全及完整性。

於 8 月辦理 3 場次示範性聯合監理、警察

等相關單位執行無預警攔查作業。 
3.5.4 106.04 106.08 6.00% 6.00% 

(六) 
 辦理業者說明會，以輔導業者遵照法規辦理相關作業與加強運送之自主管理；並辦理環保局教育訓練與相關會議，以協助環保

局管理人員熟悉系統功能。 

1 
辦理毒化物運送即時追縱系統業者說明會

3 場次。 

本計畫依據 106 年 5 月 11 日之範疇會議結

論，已於 9 月份辦理 2 場次業者說明會。
3.6 106.08 106.10 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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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

編號 
合約項目 目前執行成果 

對應

章節

開始

日期

預定

完成

所佔 

比例 

完成 

比例 

 

 

2 

辦理環保單位電腦操作教育訓練 1 場次。 本計畫依據 106 年 5 月 11 日之範疇會議結

論，已於 11 月份辦理 2 場次對政府單位教

育訓練。 

3.6 106.08 106.10 2.00% 2.00% 

3 

定期召開會議向使用單位報告工作進度，

並蒐集各使用單位意見，並評估可行性及

納入規劃執行。 

12 月份將持續配合辦理中。 3.6 106.04 106.12 1.00% 1.00% 

4 

協助機關應用即時追蹤系統管理毒化物之

外部會議辦理時所需之簡報及相關事項。 12 月份將持續配合辦理中。 3.6 106.04 106.12 1.00% 1.00% 

5 

協助辦理內外部單位查核與本計畫相關工

作，並依查核所提出之改進事項，應配合

於時限內完成改進事項工作。 

12 月份將持續配合辦理中。 3.6 106.04 106.12 1.00% 1.00% 

(七) 
輔導提升即時追蹤系統軌跡資料之回傳品質，並檢討目前主機接收架構，加強異常的通報與警示，以加強系統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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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

編號 
合約項目 目前執行成果 

對應

章節

開始

日期

預定

完成

所佔 

比例 

完成 

比例 

1 

定期監督各批次車機回傳情形，每月公告

回傳率及妥善率分析統計資料；追蹤輔導

未達規定標準者進行改善作業。 

已批次統計 1~10 月份之車機妥善率，目

前多數車機商妥善率皆達 A 級以上，持續

針對妥善率偏低車機商進行輔導，以提升

品質。每月持續辦理妥善率之統計，並將

統計結果公布於 GPS 專區供業者參考。

11、12 月份亦會持續公布於網站上。 

3.7.1 106.04 106.12 3.00% 3.00% 

2 

檢討目前主機接收架構，建置監控管理功

能如接收轉檔程式、伺服器排程及磁碟空

間等監控，並加強異常情況的通報與警示。

已完成磁碟空間監控功能。其他監控功能

亦已辦理完成。 
3.7.2 106.04 106.08 3.00% 3.00% 

3 

強化即時監控系統效能及軟硬體架構之提

升，確保即時監控系統負載能力可達監控

2,000 車以上運送車輛軌跡及同時 100 人上

線使用。 

每月提交資安檢查表， 11 月已辦理完成

壓力測試，2,000 車以上運送車輛軌跡及同

時 100 人上線使用。 

3.7.3 106.08 106.11 3.00% 3.00% 

4 
進行歷史資料分割作業，協助系統運算負

荷分配，提升系統效能。 
11 月份已辦理完成。 3.7.5 106.08 106.11 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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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

編號 
合約項目 目前執行成果 

對應

章節

開始

日期

預定

完成

所佔 

比例 

完成 

比例 

5 

定期監控系統效能，確保系統之穩定性、

可靠性及安全性，並隨時提出必要之軟硬

體設備改善建議，以維持系統之最佳運作

效能。 

根據目前效能監測結果，目前 3 部主機效

能監控皆為良好範圍內。12 月份亦會繼續

進行作業。 

3.7.4 106.04 106.12 3.00% 3.00% 

6 

持續維護現行系統軌跡接收程式、自動勾

稽排程，提供客服協助系統操作及維護問

題。 

12 月份將持續配合辦理。 3.7 106.04 106.12 3.00% 3.00% 

 總計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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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工作內容與方法以及計畫執行工作成果 
3.1 推動運送管理相關法制作業 

本章節對應評選須知工作項目一、推動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運送車輛及其

規定相關法治作業，以強化毒化物運送安全管理之完整性。 

一、 針對毒化物第四批小量運送，擬定整體系統運作架構及管理流程。 

二、 配合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運送車輛及其規定，辦理相關修法、系

統功能調整與宣導作業，包含管理單位追蹤車輛的回傳頻率與追蹤功能

之分級。 

三、 協助毒化物運送相關法規修訂作業、公聽會及 GPS 車機業者協商會

議，並協調整合相關管理作業。 

四、 配合法規修正，修改廠商基本資料、帳號管理、審驗系統、勾稽與

週確認等相關功能。 

五、 配合法規修正，根據機關的管理需求與運送業者的作業方式，規劃

小量運送之即時監控系統功能，並研析針對 GPS 車機以行動裝置 App 應

用軟體共用之可行性。 

 

3.1.1 法制作業推動與其它配合事項 

一、 修法流程 

每次發布施行皆須依循法制作業流程予以施行，以達成依公告列管之

精神，各階段作業要點推動流程如圖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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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內部研商
確立對象、車機、規格、

維運管理之相關精神

草擬法規相關草案與政
策檢報

法規預告

辦理公聽會

徵詢署內單位意見送法
規會審查

主管會報

報院核定 會銜其他機關

發布

完成

圖 3.1-1 發布施行相關作業推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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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歷經六次檢討修正，為因應科技發展，強

化毒化物運送安全管理之完整性，提升相關作業之便利性，本次為第七次

修正。針對修法之推動流程，各階段重點工作摘要及辦理時程說明如表

3.1-1 所示。 

表 3.1-1 各階段重點工作摘要及時程 
 項目 工作說明 辦理時間 

1 修正公告內部研商 
與主辦單位、環保局討論修

法方向 
105/03/10~至今 

2 修正意見徵詢會 協助蒐集業者之意見 105/08/30 

3 與局長、副局長討論 協助簡報資料準備 106/06/06 

4 與法規會討論 協助法條草案之修訂 106/08/15 

5 業者說明會 分北南二區各辦理 1 場次 106/9/25、106/9/26 

6 法條預告 
協助各單位意見之蒐集及

法條草案之修訂 
106/10/16~106/12/15 

7 研商公聽會 協助相關行政工作 106/11/15 

8 
會各處室與外部單位

(如交通部)意見 
協助各單位意見之蒐集及

法條草案之修訂 
106/11/16 之後 

9 法條公告  預計 107/01/01 

二、 管制對象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是以逐批公告的方式納管列管對象，現在

運送管理辦法要求海陸運送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在常溫、常壓狀

態下，氣體超過 50 公斤、液體超過 100 公斤、固體超過 200 公斤都須申

報運送聯單與裝置即時追蹤系統。自 105 年起本計畫協助化學局規劃下修

載運之門檻，針對第四批毒化物小量的運送需以簡易聯單進行申報且依照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的行動裝置軟體回傳運送起迄點軌跡資料，與聯單相關

規定同步，以達到相同的管制範圍，本計畫也配合主辦單位的規劃，協助

確認相關法規條文，制定運送業者執行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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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修法內容 

本次修法為第七次修正草案，經環保署法規會建議，為對運送管理辦

法整體架構進行全盤檢視，調整條次，將原十三條條文，調整為二十條條

文，並將新增的附件稱為附件一，並將原附件一改稱為附件二，原附件二

改稱為附件三。本次修法重點包括修訂運送聯單的類型、增訂小量運送規

範、增訂 GPS 車機規格附件及增訂運送人規範四大方面，其中本計畫協

助草擬 GPS 車機裝設相關條文的增訂修訂，包括草案第十二條、第十八

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以及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草案各條文修

正對照表內容如下表 3.1-2 所示： 

表 3.1-2「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條文草擬修正內容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毒性化學

物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毒性化學

物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運送聯

單指一般運送聯單及簡易

運送聯單。 

 一、 本條新增。 

二、 除既有運送聯單規

定，為擴大掌握國內海陸

運 送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狀

況，將少量運送納入簡易

運 送 聯 單 申 報 制 度 管

制，並定義運送聯單種

類，爰增訂本條。 

第三條  下列運送，毒性化學

物質所有人應申報一般運

送聯單： 

一、國內海陸運送淨重達下

列數量： 
（一）氣體：五十公斤以

上。 
（二）液體：一百公斤以

上。 

第二條  下列運送，毒性化學

物質所有人應於運送前向

起運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報運送聯單，並

將核章後之運送聯單副知

迄運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一、海陸運送淨重超過下列

一、 條次變更。 

二、 文字略作修正。 

三、 現行條文關於申報

時機、對象、副知等方

式，及第三項，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四條、第六條及

第七條另行規定。 

四、 規範簡易運送聯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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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固體：二百公斤以

上。 
二、國內航空運送。 
三、輸入、輸出毒性化學物

質。 
前 項 第 一 款 所 稱 氣

體、液體或固體，指置於常

溫、常壓狀態下為氣體、液

體或固體者。 
國內海陸運送淨重未

達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者，毒

性化學物質所有人應申報

簡易運送聯單。 

數量： 
（一）氣體：五十公斤。

（二）液體：一百公斤。

（三）固體：二百公斤。

二、航空許可之運送。 
三、輸入、輸出毒性化學物

質。 
前 項 第 一 款 所 稱 氣

體、液體或固體，指置於常

溫、常壓狀態下為氣體、液

體或固體者。 
運送聯單所載內容有

變更者，應於運送前申報變

更。 
 

之適用條件，爰增訂第三

項。 

第四條  毒性化學物質所有

人應於運送前向起運地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報運送聯單。 

運送聯單應依中央主

管機關規定格式製作，並以

網路傳輸方式申報。但經主

管 機 關 同 意 以 書 面 申 報

者，不在此限。 

第二條第一項  下列運送，毒

性化學物質所有人應於運

送前向起運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報運送聯

單，並將核章後之運送聯單

副知迄運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下略）

 
第三條第一項  運送聯單之

申報，除以下規定者外，得

以書面或電信網路傳輸方

式申報；以書面申報得採傳

真為之。 

一、依本法及本辦法規定運

送車輛應裝設即時追

蹤系統者，及輸出入毒

性化學物質且依輸出

入貨品電子簽證管理

辦法申請輸出入簽審

文件者，應以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之電信網路

傳輸方式申報。 
二、輸出入毒性化學物質，

但未依輸出入貨品電

一、 條次變更。 

二、 第一項由現行條文

第二條關於申報時機、對

象部分移列修正，有關副

知部分移列至第六條另

行規定。 

三、 第二項由現行條文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移 列 修

正。將運送聯單改以網路

傳輸方式申報為主，例外

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以

書面申報之；應依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格式製作運

送聯單，同時調整申請輸

出入簽審文件併入運送

聯單表格中填報，簡化運

送聯單修正為一份，爰調

整文字。 

四、 現行條文第三條第

二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

五條，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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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子簽證管理辦法申請

輸出入簽審文件者，應

以書面申報。 
前項書面申報運送聯

單，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一式六聯運送聯單。

二、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之

運作許可證、登記文件

或核可文件影本。 
三、以公路運送毒性化學物

質者，併附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第八十四條所

定運送計畫書。 
四、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

料。 

第五條  申報運送聯單，應檢

具下列資料： 

一、 以公路運送毒性化學

物質者，併附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第八十四條

所定運送計畫書影本。 

二、 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

料。 
以書面方式申報運送

聯單者，除前項規定外，應

檢具運送聯單及毒性化學

物 質 所 有 人 之 運 作 許 可

證、登記文件或核可文件影

本。 
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

以書面方式申報運送聯單

者，其申報資料應保存三

年。 

第三條第二項  前項書面申

報運送聯單，應檢具下列文

件： 
一、一式六聯運送聯單。 
二、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之

運作許可證、登記文件

或核可文件影本。 
三、以公路運送毒性化學物

質者，併附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第八十四條所

定運送計畫書。 
四、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

料。 

一、 第一項由現行條文

第三條第二項移列修正。

二、 除既有一般運送聯

單規定外，簡易運送聯單

也納入配合運送聯單改

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為

主，一式六聯運送聯單已

簡化為一式一聯單；另系

統可自動帶出毒性化學

物質所有人之運作許可

證、登記文件或核可文件

等資料影本，申報上傳運

送聯單至系統時，僅需檢

具運送計畫書及運送危

害預防應變資料，爰刪除

應檢具一式六聯運送聯

單及毒性化學物質所有

人之運作相關許可、登記

或核可文件影本。 

三、 另以書面方式申報

應增加檢具運送聯單一

份 及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許

可、登記或核可相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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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件，爰新增第二項。 

四、 所有人應保存其相

關書面申報資料三年，以

供後續查閱，爰新增第三

項。                  

第 六 條   運 送 聯 單 經 核 章

後，由核章之主管機關逕以

網 路 傳 輸 方 式 回 復 所 有

人，並副知迄運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所有人依運送方式需

要列印前項核章之運送聯

單，送交通有關機關或場站

申請核發運送通行證或運

送許可，並依下列方式分送

或收存： 

一、 所有人收存備查。 

二、 運送前交付運送人。 

三、 運送前送交受貨人。 
運送聯單以書面方式

申報者，所有人應自行將核

可後之運送聯單副知迄運

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 

第二條第一項  下列運送，毒

性化學物質所有人應於運

送前向起運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報運送聯

單，並將核章後之運送聯單

副知迄運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第四條  前條運送聯單，申報

時由起運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章後收存

第一聯，餘各聯發還。發還

之第二聯由所有人依運送

方式需要，送交通有關機關

或場站申請核發運送通行

證或運送許可。發還之第三

聯以後各聯，所有人應依下

列方式分送或收存： 
一、第三聯：所有人收存備

查。但輸入、輸出毒性

化學物質，未依輸出入

貨品電子簽證管理辦

法申請輸出入簽審文

件者，由所有人複製一

份收存備查，書面正本

依海關規定申辦通關。

二、第四聯：於運送前交付

運送之運作人。 
三、第五聯：於申報日起五

日內送交或傳真迄運

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四、第六聯：於毒性化學物

一、 條次變更。 

二、 第一項由現行條文

第二條第一項後段移列。

三、 第二項由現行條文

第四條移列；配合運送聯

單 以 網 路 傳 輸 方 式 申

報，於系統核章後，除相

關資料會自動傳輸至起

迄運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外，所有人應依

運送方式需要自行列印

送運送人、受貨人及送交

通有關單位申請核發運

送 通 行 證 或 運 送 許 可

等。又運送聯單簡化為一

份，已無副聯及單次、多

次運送聯單格式且將申

請輸出入簽審文件併入

表格中填報，爰修正及刪

除現行條文第四條第二

項。                  

四、 第四條第一項第四

款後段受貨人收受之毒

性化學物質與運送聯單

所載內容不符者部分，移

列至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五、 以書面申報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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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質運達前送交或傳真

受貨人。受貨人收受之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其 名

稱、成分含量或數量，

與運送聯單所載內容

不符者，受貨人應於收

貨翌日起三日內，向當

地主管機關申報。 
運送聯單依前條規定

以電信網路傳輸方式申報

者，其第一聯及第五聯免依

前項規定辦理。 

人應自行將核可後之運

送聯單副知迄運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爰新增第三項。 

第七條  運送聯單所載內容

應與事實相符，有變更者，

應於運送前申報變更。 

第二條第三項  運送聯單所

載內容有變更者，應於運送

前申報變更。 

由現行條文第二條第三項移

列修正。 

 第五條  運送聯單格式包括

單次、多次運送聯單及運送

副聯三種。單次運送及其變

更，填具單次運送聯單申

報；合併申報同性質多次運

送及其變更，填具多次運送

聯單申報；惟僅變更申報起

運日期、運送數量者，得填

具運送副聯申報。 
輸入、輸出毒性化學

物質僅適用單次運送聯單

申報。 

一、 本條刪除。 

二、 因應簡化運送聯單

為一份，已無副聯及單

次、多次運送聯單格式，

以減少業者重覆填寫資

料，爰予刪除。 

第八條  毒性化學物質之所

有人運送毒性化學物質，應

依其運送方式，分別向公路

監理機關、鐵路車站、港口

管理機關或航空場站申請

核發運送通行證或運送許

可。 

第七條  毒性化學物質之所

有人，申請核發運送通行證

或運送許可時，應向下列機

關或場站為之： 
一、公路運送：起運地之公

路監理機關。 
二、鐵路運送：起運地之鐵

路車站。 
三、海上運送：起運地或迄

運地之港口管理機關。

四、航空運送：起運地或迄

運地之航空場站。 

一、 條次變更。 

二、 有關申請核發運送

通行證或運送許可，應依

其運送方式，分別向交通

相關機關或場站申請，例

如公路運輸依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第八十四條第

一項第一款，向起運地或

車籍所在地公路監理機

關申請等，爰修正文字。

三、 國際危險品運送依

國際規則及條文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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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理。 

第九條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

之運作人於運送時，其運輸

工具之標示，應依交通法規

中有關運輸標示之規定辦

理。 

第八條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

之運作人於運送時，其運輸

工具之標示，應依交通法規

中有關運輸標示之規定辦

理，其未規定者，適用其他

有關法令之規定。 

一、 條次變更，並文字調

適。 

二、 現行條文後段「其未

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

令之規定」乃屬當然之

理，顯為贅述，爰予刪除。

第十條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

之運作人於運送時，應攜帶

該毒性化學物質之運送聯

單及安全資料表。 
運送之運作人於運送

時，應攜帶該毒性化學物質

之 運 送 危 害 預 防 應 變 資

料；運送量達常溫、常壓狀

態下氣體五十公斤以上、液

體一百公斤以上、固體二百

公斤以上者，應攜帶安全裝

備。 
前項之安全裝備，運作

人應參照安全資料表及其

危害特性，備具適當之緊急

應變工具、設備及個人防護

設備。 

第九條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

之運作人於運送時，應攜帶

該毒性化學物質之物質安

全資料表及運送危害預防

應變資料；運送量達大量運

作基準者，應攜帶安全裝

備。但鐵路運送，派有押運

人時，由押運人攜帶之。 
依第二條規定應辦理申

報之運送，運送之運作人於

運送時應攜帶運送聯單；其

以公路運送者，並應攜帶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車輛

裝載危險物品之臨時通行

證。 
第一項所定安全裝備，

運送之運作人應參照物質

安 全 資 料 表 及 其 危 害 特

性，備具適當之緊急應變工

具、設備及個人防護設備。

依第三條規定申報應

檢具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

料，及運送過程應攜帶運送

危害預防應變資料之施行

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

之。 

一、 條次變更。 

二、 為 使 法 條 文 字 簡

明，現行條文第九條為將

公路及鐵路運送規定分

開，關於公路運送部分移

至修正條文第十一條。鐵

路運送部分現行條文第

九條第一項後段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十三條另行

規定。 

三、 第一項由現行條文

第九條第一項前段及第

二項前段合併規定於運

送時應攜帶之運送聯單

及安全資料表。另為配合

「聯合國化學品全球分

類 與 標 示 調 和 制 度 」

（GHS）之推動，與國際

接軌，其中物質安全資料

表MSDS (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改 為

SDS(Safety Data Sheet)，

爰將物質二字刪除。 

四、 第二項由現行條文

第一項後段合併規定於

運送應攜帶運送危害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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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防應變資料及安全裝備

部分不包含少量運送簡

易運送聯單申報制度，又

為強化災害防救作業，增

加規範運送人於運送數

量達常溫、常壓狀態下氣

體五十公斤以上、液體一

百公斤以上、固體二百公

斤以上者，亦應攜帶安全

裝備。 

五、 第四項關於運送人

申報運送聯單應檢具運

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之

規定，將於毒性化學物質

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

業辦法另為規範，爰予刪

除。 
第十一條  毒性化學物質以

公路運送者，運送之運作人

於運送時應攜帶臨時通行

證。 
於前項情形，其有關

運送駕駛人或隨車護送人

員之專業訓練及隨車攜帶

訓練證明書，應依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第八十四條第一

項第五款規定辦理。 
第一項運送之容器裝

置及裝運，應依道路交通安

全 規 則 第 八 十 四 條 第 十

款、第十一款之規定辦理。 
 

第九條第二項  依第二條規

定應辦理申報之運送，運送

之運作人於運送時應攜帶

運送聯單；其以公路運送

者，並應攜帶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規定車輛裝載危險物

品之臨時通行證。 
第十條第一項  毒性化學物

質以公路運送者，其運送駕

駛人或隨車護送人員，應依

交通法規規定接受交通部

許 可 之 訓 練 單 位 專 業 訓

練，併隨車攜帶有效之訓練

證明書。 

一、 第一項由現行條文

第九條第二項後段移列

修正。 

二、 第二項由現行條文

第十條第一項移列修正。

三、 為加強國內公路運

送毒性化學物質運送人

之注意義務，關於容器裝

置及貨物同車裝運，參照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八

十四條規定，爰新增第三

項規定；若運送人同時違

反本條規定與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第八十四條規

定者，依一行為從一重原

則以違反本辦法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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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前條公路運送之

車輛，應依主管機關規定裝

設即時追蹤系統規格並經

核可及維持正常操作，規格

如附件一。 
前項採申報簡易聯單

運送者，車輛應依照中央主

管機關規定的行動裝置軟

體回傳運送起迄點軌跡資

料並維持正常操作。 

第十二條  運送第一類至第

三 類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之 車

輛，應裝設即時追蹤系統並

維持正常操作。其應裝設即

時 追 蹤 系 統 規 格 如 附 件

一、附件二。 
前項車輛依下列批次

逐批納入管制： 
一、第一批次運送之車輛：

罐槽車，車體為槽體式

（含貨櫃式）、罐式、

罐槽體式、高壓罐槽體

式、常壓罐槽體式，載

運毒性化學物質氣體

超過五十公斤、液體超

過一百公斤或固體超

過二百公斤。 
二、第二批次運送之車輛：

非罐槽車之車輛，載運

毒性化學物質氣體超

過五十公斤或液體超

過一百公斤。 
三、第三批次運送之車輛：

非罐槽車之車輛，載運

毒性化學物質固體超

過二百公斤。 
四、第四批次運送之車輛：

非罐槽車之車輛，載運

毒性化學物質氣體五

十公斤以下、液體一百

公斤以下或固體二百

公斤以下。 
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九月二十八日前已裝設即

時追蹤系統之車輛（以下簡

稱既設車輛），依附件一之

規格辦理；其他車輛依附件

二之規格辦理。 
既設車輛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依附件二之規格

重新裝設即時追蹤系統： 

一、 為 使 法 條 文 字 簡

明，第一項規定由現行條

文第十二條第一項移列

修正，附件序號變更。現

行條文第二項、第三項、

第五項及第六項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十八條；現行

條文第四項移列修正條

文第十九條，爰予刪除。

二、 第一項為強調採申

報一般運送聯單以公路

運送之車輛，應依主管機

關規定裝設即時追蹤系

統規格並經核可，另為強

化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系

統，新增附件一，現行附

件一、附件二順序往下移

列至附件二、附件三。 

三、 配合申報簡易聯單

運送者，增訂規範其運送

車輛應依照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的行動裝置軟體

回傳軌跡資料等，爰新增

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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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追蹤系統因故障無法修

復。 
二、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人

違反本法第二十三條

規定。 
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

八月一日前裝設即時追蹤

系統之車輛已建構完成自

主管理追蹤系統，其自行或

共 同 聯 合 組 設 之 聯 防 組

織，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者，當其原有或新購之即時

追蹤系統功能符合第一項

之規定，得依本法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審定之方法

辦理。 
第 二 項 各 款 規 定 之 施 行 日

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

之。 
第十三條  毒性化學物質申

請委託交通部鐵路專案運

送者，依交通部專案規定辦

理；其押運人依鐵路運送規

則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辦

理。 

第九條第一項  毒性化學物

質 運 送 之 運 作 人 於 運 送

時，應攜帶該毒性化學物質

之物質安全資料表及運送

危害預防應變資料；運送量

達大量運作基準者，應攜帶

安全裝備。但鐵路運送，派

有押運人時，由押運人攜帶

之。 
第十條第二項  第三類毒性

化學物質以鐵路運送者，託

運人應指派經交通部許可

之訓練單位專業訓練合格

之人員隨車押運，併隨車攜

帶有效之訓練證明書。 

一、 由現行條文第九條

第一項後段及第十條第

二項關於鐵路運送規定

合併移列修正。 

二、 鐵路運送者，依鐵路

法、鐵路運送規則及貨物

運送契約辦理。 

三、 為加強毒性化學物

質運輸安全，有關押運人

依鐵路運送規則 第五十

條第一項規定辦理，爰修

正條文。 

第十四條  受貨人收受之毒

性化學物質其名稱、成分含

量或數量，與運送聯單所載

內容不符者，受貨人應於收

貨翌日起三個工作日內，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

報。 

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  第六

聯：於毒性化學物質運達前

送交或傳真受貨人。受貨人

收受之毒性化學物質其名

稱、成分含量或數量，與運

送聯單所載內容不符者，受

貨人應於收貨翌日起三日

由現行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

四款後段關於受貨人申報與

一般運送聯單所載內容不符

者移列，並調整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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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內，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

第十五條  運送日如夜間起

運隔日送達，或散裝運送之

申報，其數量容許上下各百

分之五以內誤差。但應自事

實發生之翌日起三個工作

日內，向起運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實際

運送數量。 
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

力情事，致無法變更前項申

報者，得於其原因消滅後三

個工作日內，申請變更。 

第六條  散裝運送之申報，其

數量容許上下各百分之五

以內誤差，但應自事實發生

之日起三日內，以運送副聯

向起運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報實際運送數

量。 
 

一、 條次變更。 

二、 因應簡化運送聯單

修正為一份，刪除運送副

聯格式；並考量運送日有

夜 間 起 運 隔 日 送 達 爭

議，容許誤差之變更應自

事實發生之翌日起三日

內完成變更，爰調整第一

項文字。 
三、考量因天災或其它不可抗

力情事致無法立即辦理

變更申報，須俟原因消滅

後申請，爰增訂第二項。

第十六條  毒性化學物質採

簡易運送聯單申報之運送

者，不適用第五條第一項第

一款及第二款、第八條、第

九條、第十條第二項、第十

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

定。 

 一、 本條新增。 

二、 規範國內海陸運送

毒性化學物質少量運送

者，其不適用第五條第一

款及第二款(申報運送聯

單檢具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第八十四條所定運送

計畫書、運送危害預防應

變資料)、第八條(申請核

發臨時通行證或運送許

可)、第九條(運輸工具之

標示) 、第十條第二項(攜

帶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

料及安全裝備) 、第十一

條第一項(攜帶臨時通行

證)之規定。 
第十七條  以公路運送毒性

化學物質者，主管機關得洽

請公路監理機關、警察機關

會同實施臨時查核。 

第十一條  以公路運送毒性

化學物質者，主管機關得洽

請公路監理機關、警察機關

會同實施臨時查核。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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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八條  於中華民國九十

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前已裝

設即時追蹤系統之車輛（以

下簡稱既設車輛），得依附

件二之規格辦理。 
本辦法施行前已裝設

或辦理系統移機之車輛，得

依附件三之規格辦理；其他

車輛依附件一、三之規格辦

理。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年一月一日起，運送車輛裝

設之系統規格應全面符合

附件一，其回傳率提升為百

分之八十五、刷條碼記錄起

迄點訊息、緊急通報功能

（SOS 按鈕、傾斜儀等)及
通訊服務為 4G 以上。 

第十二條第二項  前項車輛

依下列批次逐批納入管制：

一、第一批次運送之車輛：

罐槽車，車體為槽體式

（含貨櫃式）、罐式、

罐槽體式、高壓罐槽體

式、常壓罐槽體式，載

運毒性化學物質氣體

超過五十公斤、液體超

過一百公斤或固體超

過二百公斤。 
二、第二批次運送之車輛：

非罐槽車之車輛，載運

毒性化學物質氣體超

過五十公斤或液體超

過一百公斤。並分 
三、第三批次運送之車輛：

非罐槽車之車輛，載運

毒性化學物質固體超

過二百公斤。 
四、第四批次運送之車輛：

非罐槽車之車輛，載運

毒性化學物質氣體五

十公斤以下、液體一百

公斤以下或固體二百

公斤以下。 
第十二條第三項  於中華民

國九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前已裝設即時追蹤系統之

車 輛 （ 以 下 簡 稱 既 設 車

輛），依附件一之規格辦

理；其他車輛依附件二之規

格辦理。 
第十二條第五項  於中華民

國九十七年八月一日前裝

設即時追蹤系統之車輛已

建構完成自主管理追蹤系

統，其自行或共同聯合組設

之聯防組織，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者，當其原有或新

購之即時追蹤系統功能符

一、 現行條文第十二條

第一項移列至修正條文

第十二條第一項修正，為

強化毒性化學物質運送

系統，新增附件一，現行

附件一、附件二順序往下

移列至附件二、附件三。

二、 第一項由現行條文

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三

項、第五項及第六項移列

修正。 

三、 配合修正條文第十

二條第一項為強化毒性

化學物質運送系統，新增

附件一，現行附件一、附

件二順序往下移列至附

件二、附件三。 

四、 本辦法施行前已裝

設或系統移機之車輛得

依原規格辦理提升或依

新規格功能辦理重新裝

設，另新規格功能全面施

行日期，增訂落日條款及

酌修文字，爰增訂第三項

規範。 

五、 現行條文第五項為

過渡條款，爰予刪除。。

六、 現行條文第六項依

各批次已裝設即時追蹤

系統之車輛規定之落日

條款，已於本條修正條文

第三項修正，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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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合第一項之規定，得依本法

第十一條中央主管機關審

定之方法辦理。 
第十二條第六項  第二項各

款規定之施行日期，由中央

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十九條  既設車輛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依附件一之

規格重新裝設即時追蹤系

統： 
一、追蹤系統因故障無法修

復。 
二、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人

違反本法第二十三條

規定。 

第十二條第四項  既設車輛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附

件二之規格重新裝設即時

追蹤系統： 
一、追蹤系統因故障無法修

復。 
二、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人

違反本法第二十三條

規定。 
 

一、 由現行條文第十二

條第四項移列修正。 

二、 既設車輛因故障無

法修復等情形應依規格

重 新 裝 設 即 時 追 蹤 系

統，爰修正附件數字。 

第二十條  本辦法除第三條

第三項、第四條第二項、第

十二條第一項自發布後一

年施行；第十二條第二項自

發布後二年施行外，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三條  本辦法除另定施

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

行。 

一、 條次變更。 

二、 本次增訂條文，應依

照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的

行動裝置軟體回傳運送

起迄點軌跡並維持正常

操作及簡易運送聯單需

予業者較長時間因應，以

自公布後一年及二年施

行，爰修正本條。 
註：法規條文、車機規格附件與聯單格式草案全文請參照本報告附件三 

即時追蹤系統作業方式規劃新的技術與作業方式，於修法草案增訂附件

一，並修訂附件二、附件三。目前法制作業修正方向如下： 

(一) 增訂運送人應於運送起點及迄點回傳該趟毒化物運送 

法規草案的附件一事項十二新增(五)條碼格式，要求符合附件一

的車機，系統需可傳送記錄運送行為開始與結束之訊息回環保署，

包括時間及座標等資訊，使毒化物三方（所有人、運送人與受貨人）

與管理單位（化學局、環保局、應變單位）知道該趟聯單運送起迄

點資訊。以目前的即時追蹤系統而言，第二批規格已經具備條碼機

之車輛，占整體毒化物運送車輛 75%，但目前因為無法規約束，大



「106 年度毒性化學物質運送即時追蹤系統管制推動、營運管理及監控整合提升計畫」成果報告 

3-16 

多運送業者較無維護條碼刷取設備及刷取意識，考量目前許多車隊

已經有其他方式，如互動式 LCD 螢幕，因此建議只要能取得運送起

點及迄點回傳該趟毒化物運送的資訊，則可維護並確保毒化物整體

運送資訊完整，且強化聯單申報運送確認機制。 

(二) 修訂車機回傳率提升達百分之八十五 

因目前車機品質趨於穩定，且目前回傳率大多超過 85%，故將

修法草案附件二、附件三原車機回傳率之相關要求從 80%皆提升至

85%，並於新車機規格附件一要求回傳率相關規定達 85%，藉以要求

業者維護車機正常運作。 

(三) 修訂重新審驗及新裝設、變更、系統升級的操審時數 

為達到便民環保目的，修法草案附件一、附件三的重新審驗的

操作審驗時數，縮減為累積工作日超過三日十五小時；新裝設、變

更、系統升級等操作審驗時數，縮減為一日一小時及十公里。 

(四) 刪除車機供應商功能審驗 

目前車機已經運作穩定，因此為了簡化審驗流程，達到便民環

保目的，修法草案附件三刪除車機供應商功能審驗，並增訂的附件

一無車機供應商功能審驗的規範。 

(五) 修訂第四批小量運送 

為要強化毒化物運送安全故擴大列管運送第四批次(小量運

送)，下修需聯單申報之運送重量，藉由聯單申報知道數量、趟次以

及加入聯防組織確定毒化物小量運送分布概況。此外，為掌握小量

運送即時狀況，指定行動裝置軟體進行控管作業，於起點回傳運送

開始之資訊，並於迄點回傳運送結束訊息，方便小量運送之作業。

關於小量運送之規定，修訂草案第十二條第二項，要求採申報簡易

聯單運送者，車輛應依照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的行動裝置軟體回傳運

送起迄點軌跡資料並維持正常操作。另外，為給業者較長時間因應

小量運送的相關規定，增訂草案第二十條，於辦法發布後一年施行

簡易運送聯單，於發布後二年施行配合簡易運送聯單的行動裝置軟

體。 

(六) 增加緊急事件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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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附件一事項十二(七)新增緊急應變事件紀錄表，要求車

輛翻覆或傾倒時，車機需回傳事件紀錄表，並規範紀錄表資料格式，

如此能有效掌握毒化物運送車輛發生緊急事故時的即時位置，作為

緊急事故應變救援之訊息通報，使相關聯防組織及地方相關協助單

位於第一時間接收訊息前往救援，以減少整體救援時程達到降低災

害擴大。 

(七) 車機行動電話業務特許執照需為 4G 或含以上服務 

為因應 107 年 12 月 31 日 3G 特許執照到期，修法草案附件一增

訂車機行動電話業務特許執照需為 4G 或含以上服務。 

目前已協助主辦單位於 106 年 11 月 15 日完成 1 場法規研商公聽會，法

條預告期間將持續蒐集各單位建議，並協助主辦單位修訂草案內容。另持續

配合修法之行政作業與系統相關功能增修。法條公告日期尚未確定，然本計

畫建議於法規發布 6 個月後，開始受理車機商申請新規格車機送先期測試，

附件一施行前，需至少已有 3 款公告最新規格之車機完成審驗，可供運送業

者挑選安裝。 

3.1.2 擬定第四批小量運送系統運作架構及管理流程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管制運送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車輛，

應裝設即時追蹤系統維持正常操作，是採批次納管方式管理，而近年來於運送過

程中經常發生毒化學物質小量運送時，使用無防護裝備之貨運業者或眾多毒性化

學物質貨品合併運送，提高潛在毒性化學物質運送風險，因此為強化運送安全管

理之完整性，本計畫協助化學局自 104 年起，針對”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規劃增修列管第四批小量運送，並擬定系統運作架構及管理流程。 

本計畫規劃第四批小量運送業者與大量業者相同，需於運送前申報簡易運送

聯單(聯單格式請參照本報告附件三)，記錄於許可管理系統，但因考量小量運送之

運送安全與風險較低，因此，規劃小量業者無須裝置即時監控系統（GPS），僅需

使用小量運送軌跡記錄系統（行動裝置軟體），於起運前記錄起運開始與結束運

送，運作架構如圖 3.1-2 所示，此系統將會與毒化物運送車輛即時監控系統進行關

聯，以作為後續查該與勾稽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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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除擬定第四批小量運送運作架構外，另後續配合化學局之政策方向，

規劃小量運送軌跡記錄系統（行動裝置軟體），初步規劃系統雛形如圖 3.1-3~圖

3.1-6 所示，操作步驟先輸入運送業者之車號，選取欲記錄之聯單編號，進行起運

點與迄運點的軌跡申報與定位，後續該筆運送資料將與軌跡作連結後，上傳至毒

化物運送車輛即時監控系統，以供使用者查詢，掌握毒化物小量運送之流向。 

所
有
人

許可管理系統
軌跡紀錄系統
（行動裝置）

介接聯單資訊

運送中

 軌跡紀錄
 聯單申報資料

毒化物運送車輛即時監控系統

起運地點定位 迄運地點定位

軌跡上傳

簡
易
申
報

 
圖 3.1-2 第四批小量運送運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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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量運送申報

上一頁
 

圖 3.1-3 小量運送軌跡記錄系統（行動裝置）雛形圖 1/4 
圖 3.1-4 小量運送軌跡記錄系統（行動裝置）雛形圖 2/4 

上一頁

今日申報紀錄

1 03A3905770074011060046

03A3905770074011060046
運送日期 106.01.01

毒化物 二異氰酸甲

重量 15000公斤

運送物質狀態 液態

起
運

名稱 東芳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二段五六九
號

運
送
人

名稱 正隆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車號 002-W3

迄
運

名稱 頌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嘉義市東區後湖里保忠三街一○
三號

上一頁 軌跡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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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頁

軌跡申報

軌跡上傳

起運申報：

迄運申報：

定位座標

定位座標

上一頁

起運座標定位

定位確認
 

圖 3.1-5 小量運送軌跡記錄系統（行動裝置）雛形圖 3/4 

小量運送軌跡查詢

 
圖 3.1-6 小量運送軌跡記錄系統（行動裝置）雛形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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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辦理審驗作業 

本章節對應評選須知工作項目二、持續辦理毒化物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

統(GPS)審驗作業 150 臺，並檢視目前審驗流程，提升審驗流程效率以達到環保便

民之目的。 

一、 辦理 150 臺 GPS 逐車審驗作業(包括落地落港運送車輛加裝 GPS)。 

二、 辦理審驗相關問題諮詢回覆，檢討改進審驗流程並強化審驗系統功

能，改善整體審驗效率。 

三、 辦理 GPS 車機商之先期測試作業，驗證各車機之品質及穩定度是否

符合規定標準之要求，並協助上網公告合格之 GPS 車機型號。 

四、 維護各項審驗系統之統計報表作業，持續改善強化列管毒化物運送

車輛審驗作業。 

五、 評估簡化審驗程序與移交環保局之可行性。 

3.2.1 逐車審驗作業 

逐車審驗作業指列管車輛逐車加裝 GPS，或營運中需升級、移機，解列後恢

復列管，故障修復等所衍生對運送業者裝機檢視其是否符合規定，所衍生此部份

審驗工作，工作人員將謹守公正公開，絕不推薦或推銷特定廠牌車機為作業守則。

並定期統計分析審驗及管理情形，持續檢討與精進管理程序。 

本計畫首先須依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EMS)比對運送業者是否都已先

申請管制編號，比對到的運送業者將其基本資料作一致性更新。運送即時軌跡追

蹤、運送聯單等系統便可以分享相同運送業者、相關事業的地址座標等等資料，

讓管理人員能更瞭解業者全貌。 

目前並非所有運送業者都有申請管制編號，因此在 GPS 系統中也特別額外維

護無管編之毒化物運送業者的基本資料。辦理運送車輛逐車審驗流程以驗證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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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傳的軌跡與實際行車行為一致，並且藉由審驗過程，對業者宣導各項正常營運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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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方法 

配合法規發布之分批列管車輛持續進行審驗作業，並以資訊系統建立

與業者相關輔導記錄，包括先期測試記錄、資料審查及操作審查與記錄；

對於已核可車輛進行現場稽查用以驗證系統與實際行車之車機回傳軌跡

是否為一致，管制監控正常之營運流程。 

二、 工作內容規劃 

配合各批次發布施行，持續進行審驗作業，並以資訊系統建立與業者

相關輔導記錄，項目包括資料審查、操作審查與通聯記錄。而對於已核可

車輛進行現場稽查加以驗證系統，並落實營運管理審驗包括基本資料異動

及異常車機故障修復作業等。 

審驗過程中將建立輔導及營運管理之通聯紀錄，針對資料及操作審驗

流程及補件情形加以輔導，營運管理作業中將進行回傳率之發布，並進一

步有效追蹤各項輔導記錄之改善情形。 

(一) 通聯記錄作業 

本計畫執行中除落實審驗及營運管理作業之通聯記錄。同時為

使審驗效能與行政程序之合理性，定期針對審驗過程中車輛輔導情

形進行記錄作業，以便對於通知限期內未補件或不符審驗標準之車

輛進行退件作業。 

(二) 審驗資料管理作業 

審驗及營運管理資料於標準作業系統上線後，已全部鍵於系統

中，對於管制作業之自動化，營運推動之必要通聯通知作業，也皆

以系統代為收納及管理，以確實存取記錄，供公務單執行公權力時

備妥供參，確保公務體系依循行政程序已善盡告知責任。 

(三) 檢討與改進 

辦理審驗相關問題諮詢回覆，檢討與改進審驗流程並強化審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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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改善整體審驗效率。 

三、 審驗成果統計 

本計畫每月統計審驗類型，如表 3.2-1 所示。自 106 年 4 月 11 日開始

統計至 106 年 12 月 25 日，共審驗 1,209 臺車，其中以 GPS 車機更新 541

臺為最大宗，其次為解列 414 臺車。此外，本計畫每月發布妥善率，聯繫

相關業者解決異常問題，並收集即時追蹤系統相關營運管理標準作業流程

及維運手冊等資料。 

表 3.2-1 106 年 4 月至 106 年 12 月審驗類型的統計 

項目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總計

初審 6 7 16 10 27 29 25 18 65 203
GPS 車機更新 22 35 51 25 299 57 31 1 20 541
GPS 車機移機 0 1 0 0 2 10 1 1 2 17 
異動更換車牌 1 0 0 1 0 2 1 0 0 5 

異動過戶 0 0 2 0 3 2 7 0 1 15 
異動恢復列管 0 1 2 0 8 1 0 0 2 14 

解列 24 24 20 17 122 45 31 75 56 414
總計 53 68 91 53 461 146 96 95 146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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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審驗先期測試 

一、 目的 

先期測試的目的為確認即時追蹤系統規格符合發布施行之規格，並於

過程中輔導車機供應商，瞭解化學局相關作業規範與逐車審驗作業流程，

促使車機供應商具備協助運送業者通過逐車審驗之能力。 

二、 工作方法 

本計畫根據先期測試步驟進行車機先行審驗，步驟包括： 

(一) 網段申請 

送測車機商需填寫化學局連結內部網路服務申請表，傳真給本

計畫執行團隊公司，委辦公司檢查無誤，送化學局內申請開放網段。 

(二) 車機先期測試資料設備審查申請 

送測車機商需填寫車機先期測試資料設備審查申請表，交給委

辦公司針對車機規格文件等項目逐一審查。 

(三) 標準封包與標準指令測試 

測試車機是否回傳標準封包，車機是否能根據轉檔程式發出的

指令回應，為第 2 批次以後增加規格。 

(四) 條碼讀取測試 

測試刷取條碼資料的回傳情形，為第 2 批次以後增加規格。 

(五) 靜態測試 

車機靜置於定點後啟動，累積至少 10 個工作日以上，並達到累

計至少 50 小時。每日有效回傳率及 STDEV 小於 30 公尺比例達 80%

以上，始可通過。 

(六) 動態測試 

實際裝機於車輛上，檢測至少達到累計行車 10 天以上達 50 小時。

每日有效回傳率及 STDEV 小於 30 公尺比例達 80%以上，且正確回傳發

動及熄火訊號，始可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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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管制功能測試 

測試車機內建備用電池電量，拔除主電源後，是否能正常回傳 5

小時、GPS 訊號不良處理方式、自動補回傳、記憶體容量是否可容

納 90 小時軌跡以及改 IP 與 Port 功能確認等。 

(八) 先期測試結果報告 

審驗結果正式報告，公布上網之資料。 

於規格確定後，將開始製作先期測試表單，並於先期測試開始日根據規

劃的先期測試規範執行。各車機商先期測試之行車記錄軌跡資料等結果除製

成記錄外，並會進行分析。 

三、 目前狀況 

毒化物運送第二批之規格承認廢管第七批以上之車機規格，目前已完成

三批次車機規格，現今有 14 家即時追蹤系統車機供應商參與，提供 30 個型

號車機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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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客服諮詢工作 

審視現行審驗執行作業，評估現行審驗流程必要性之程序或作業、檢討資料

審驗書面附件之必要性、操作審驗系統自動化與車機回傳情形（如圖 3.2-1），精

簡非必要性之程序或作業；並維護各項審驗資訊系統之統計報表作業與產生作業

與成果報表。本計畫以簡政便民為標的，將定期檢討審驗制度。 

 

 

 

圖 3.2-1 審驗流程圖 

一、 工作方法 

(一)  本計畫辦理車機商客服諮詢，協助審驗並更新車機商相關資料，自

106 年 4 月 11 日至 106 年 12 月 25 日共辦理 1,209 件車機商資料審

驗與異動，如下表 3.2-2 所示，其中屬於審驗類別（表中 1~4）共 701

件、資料異動（表中 5~10）共 43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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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車機商客服諮詢表 
編

號 
項目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合計

1 GPS 車機更新 22 35 51 25 299 57 31 1 20 541

2 GPS 車機移機 0 1 0 0 2 10 1 1 2 15

3 初審 6 7 16 10 27 29 25 13 65 133

4 異動恢復列管 0 1 2 0 8 1 0 0 0 12

5 異動更換車牌 1 0 0 1 0 2 1 0 0 5 

6 異動車輛過戶 0 0 2 0 3 2 7 0 1 14

7 解列 24 24 20 17 122 45 31 1 56 414

- 合計 53 68 91 53 461 146 96 16 146 1,209

 

(二)  目前審驗流程書面附件繁多，業者在準備附件時，時有遺漏，造成

資料審驗時，需要補件。本計畫也針對尚需補件或資料不齊全之業

者，以主動電聯的方式輔導業者盡速完成補件作業，以加速整體審

驗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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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現行審驗應繳資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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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提升業者端審驗速度，將對審驗進行中車輛提示建構改善相關資

訊系統，資料皆存放於線上系統中，對管理者及申請業者皆為方便

溝通，以警示車輛管理功能，更增加資料的正確性。 

(四)  維護各項審驗資訊系統之統計報表作業，定期產生作業與成果報

表。本工作團隊將持續維護與推動審驗作業相關統計數據，並提供

線上即時顯示功能，以利管理者了解審驗之情形。相關統計報表包

括： 

1. 審驗狀態 

此報表說明目前車輛審驗狀態及各類型車數 

 

圖 3.2-3 審驗狀態統計 

2. 正式核可車輛 

此報表說明正式核可車輛與車機的統計數據，並可根據審驗狀態

將數據展開，藉以分析審驗流程中，是否為業者的困難，思考改善

之道作為流程改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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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正式核可車輛統計 

以上統計報表皆為已經程式化，統計結果都即時計算產生，本計畫

於 106 年度將持續維護功能與統計結果正常運作，並定期於工作報告中

說明，另將持續根據管理需求與主辦單位需求增加統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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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維護審驗系統之統計報表 

一、 目的 

除配合緊急災害應變處理外，每季統計分析審驗及管理情形檢討，每月

發布妥善率，聯繫相關業者解決異常問題，並收集即時追蹤系統相關營運管

理標準作業流程及維運手冊等資料。 

二、 工作方法 

(一)  審驗： 

1. 車機商車機先期測試：由本計畫進行車機的先期測試，以確認車

機符合發布施行規格。 

2. 逐車審驗流程，並統計審驗情形：每日執行審驗工作，每季統計

審驗案件與審驗流程時間統計，作為流程精進之參考。 

(二)  營運：為了讓業務執行順暢，因此進行資料維護、修改與檢核，以

確保系統內記錄的資料都是最正確的。 

1. 故障車輛通知：對於有運送聯單但是經常無法正常回傳的車輛，

由審驗人員通告車機異常狀況，並要求修復改進。 

2. 經常異常軌跡檢討與追蹤：定期檢討回傳狀況與車機商妥善率，

對於回傳品質不良者，要求運送業者與車機商改善。 

3. 既有功能維護：對於線上系統的功能，系統管理人員每月檢查，

當發生錯誤則立即修正。 

4. 程式變更與文件更新：目前已經上線功能，經評估影響範圍並修

改後，也於功能變更後修改操作說明，以確保實際功能與操作說

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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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例行工作檢核 

由於本計畫所包含之例行工作事項繁複，為維護每項工作事項之

執行內容及進度，遂將計畫中之工作事項，依類型分出了兩大部分的

定期工作項目，包含審驗與系統作業，並對應出細項工作名稱及負責

之對象列於下表，以利於執行人員檢核各項例行工作。 

執行方法為檢查表 3.2-3 與 3.2-6 所列之例行工作項目，定期檢核

工作確實執行，並統計工作內容成果後留下記錄，作為日後查核、統

計分析的基礎。以下統計期間皆為 4 月 11 日至 11 月 23 日： 

表 3.2-3 定期應辦理審驗事項之檢核表 

工作內容 工作頻率 負責對象 備註 

依公文更新系統中

運送業者基本資料
每日 審驗人員 於表 3.2-4 中統計每月執行狀況 

請求車輛資料審驗 每日 審驗人員 於表 3.2-4 中統計每季執行案件數量 

審驗逾期案件通知 每日 審驗人員

於表 3.2-4 中統計每季執行案件數量 
(一件案件通常會以電話及信件通知

多次) 
審驗完成的案件送

署內複驗 
每日 審驗人員 於表 3.2-4 中統計每季執行案件數量 

表 3.2-4 定期應辦理審驗事項之次數統計表 

工作內容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總計 

依公文更新系統中

運送業者基本資料 
1 間 2 間 1 間 2 間 4 間 3 間 0 間 1 間 14 間業者 

請求車輛資料審驗 354 件 652 件 138 件 1,144 件 

審驗逾期案件通知 約 600 次 約 950 次 約 450 次 約 2,000 次

審驗完成的案件送

署內複驗 
212 件 660 件 191 件 1,06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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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驗案件正式完成 
(表 3.2-1 之數量) 

212 件 660 件 112 件 984 件 

表 3.2-5 定期應辦理系統事項之統計表 

工作名稱 
工作 
頻率 

完成次數 負責對象 備註 

根據排

程執行

結果進

行處理 

車機回傳率計算 每日 227 天 

系統自動

作業 

系統每日自動進行作

業，並由系統人員不時

檢核結果之正確性。 
詳細說明請參閱 3.7.2
章節。 

車機故障報備 每日 22 件 

車機故障修復 每日 15 件 

系統自動勾稽 每日 971 件 

操審自動化 每日 227 天 

週確認資料（如週

回傳率）產出 
每週 32 次 

硬體空間檢查 每日 227 次 
系統自動

作業 

系統每日自動進行作

業，並由系統人員每季

產出報表。 
詳細說明請參閱 3.7.2
章節。 

主機效能檢查 每日 227 次 
系統自動

作業 

系統每日自動進行作

業，並由系統人員每季

產出報表。 
詳細說明請參閱 3.7.3
章節。 

主機重新啟動 每週四 32 次 
系統自動

作業 

系統每週四中午自動

進行作業，並由系統人

員檢查啟動後一切功

能維持正常。 
詳細說明請參閱 3.7.2
章節。 

資安檢查報表 每雙週 16 次 
系統管理

人員 
詳細說明請參閱 3.7.3
章節。 

妥善率網頁公布 每月 8 次 
系統管理

人員 
詳細說明請參閱 3.7.1
章節。 

作業系統更新 
每兩 
個月 

5 次 
系統管理

人員 
詳細說明請參閱 3.7.3
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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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評估審驗作業移交環保局之可行性 

為提升行政效率並落實行政地方化，擬將審驗作業移交地方環保局辦理，然

而地方環保局目前尚無裝置毒性化學物質 GPS 審驗工作相關經驗，因此，本計畫

今年度對各縣市環保局辦理裝置毒性化學物質 GPS 審驗工作之可行性進行評估，

並依主辦單位之政策方向，執行系統修改、辦理實機教育訓練，針對審驗步驟逐

項與環保局人員進行說明與實際操作，且同步統計，若審驗作業地方化，各縣市

需花費人力與時間上是否配合辦理等橫向與縱向之分析，以利後續審驗作業地方

化之推動。 

本計畫依據下列項目進行審驗作業移交環保局之可行性評估： 

一、 GPS 系統審驗功能友善度：系統審驗功能之友善度將影響審驗之時

效，本計畫針對審驗系統友善度與方便性進行檢視，並藉由蒐集各地方

環保局之意見以了解需求，做為系統精進之參考，提升審驗地方化之優

勢。 

本年度在辦理兩場針對管理單位的 GPS 系統操作教育訓練前，由全

國各縣市環保局登入 GPS 系統之人次僅有 204 次，因此本團隊認為讓環

保人員先熟悉 GPS 系統操作，為最根本的解決之道。而在教育訓練後回

收的問卷內容中，大多數人員皆認為實際的操作說明對未來的作業極有

幫助。本團隊期待在環保局人員熟悉本年度教育訓練之內容後，人員已

經對系統的認識更深，將會有助於推動地方化的審驗操作，並且也更能

回收系統改善的意見，達成系統精進之目標。 

二、 相關資訊取得便利性：包含客服管道與諮詢、相關操作手冊、一般

性問題之 Q&A……等協助審驗之相關資訊，若能方便取得，可快速解決環

保局人員在審驗時遇到問題。 

因此本團隊目前已針對上述的相關資訊做了準備，如 GPS 操作圖台

已存在能夠連結到 GPS 的操作 Q&A 專區；辦理教育訓練時，亦已提供本

團隊專業人員之聯絡方式，期待能幫助環保局人員熟悉使用本團隊之客

服管道；本團隊亦在教育訓練過後，主動提供補充過的教育訓練文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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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檔給與會人員，輔助環保局人員會後的深入學習。以上內容雖尚未包

含審驗資訊，但相信已對未來之審驗地方化打下了有力的基礎。 

三、 環保局之審驗成本分析：由於目前環保局無毒性化學物質 GPS 審驗

之工作相關經驗，若審驗地方化，亦須規劃加強作業的相關教育訓練，

加深審驗流程之印象，但在此之前，環保局應須瞭解審驗作業所包含的

人事成本、其他開支及收件費用……等項目，本段將以本團隊及環保局的

實際情形進行分析敘述。 

在人事成本的考量上，本團隊設有一位審驗專員來處理各項審驗項

目，包含初審、GPS 車機更新、GPS 車機移機、異動更換車牌、異動過戶、

異動恢復列管及解除列管等 7 種類別，並在本年度 11 月 23 日完成了共

984 件（以上詳細敘述可參閱 3.2.3 章節），期間內亦須不時通知業者進行

補件，或因應通訊門號停用之政策額外聯絡業者，因此除了審驗專員之

外，本團隊時而有 1 至 3 人不等的同仁支援作業。 

然而在環保局的人力分配之上，多數的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業務皆合

併在其他科室底下（如，新北市環保局即劃分毒化物業務於事業廢棄物

管理科），並且各縣市地區的組織劃分也不甚統一。在本年度的教育訓練

會上，前來與會的人員中即有 33%表示自己並非管理毒性化學物質的承

辦人員，甚至有其他的 33%為不清楚自己是否為承辦人員的情形（詳細

統計可參閱 3.6 章節），這說明了這些人員可能身兼其他範疇之業務，無

法專心處理毒性化學物質的審驗業務。另外，由今年度的審驗案件地區

分布統計數據（請參閱表 3.2‐6）可得知，審驗案件依縣市而有顯著的數

量差異，其中高雄市居冠，甚至為數量第二多的區域之兩倍；更有四個

縣的數量為零的情形，地方化後審驗人員的工作強度相距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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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 申請車輛審驗案件的區域分布統計表 (106/4/11-106/11/23) 

申請車輛審驗案件業者所屬的地區 申請車輛審驗案件數量 

高雄市 317 

新北市 122 

臺中市 121 

桃園市 73 

彰化縣 69 

雲林縣 55 

臺北市 51 

新竹市 37 

苗栗縣 30 

嘉義市 29 

新竹縣 26 

南投縣 25 

臺南市 24 

基隆市 3 

嘉義縣 2 

宜蘭縣 0 

花蓮縣 0 

臺東縣 0 

屏東縣 0 

總計 984 

 

本團隊亦收集了各地方環保局人員對於此案的看法，依照行政區域

劃分寄出問卷，並且回收了 14 份有效答案，圖 3.2‐5 中即為同意與否之

意見回覆統計。統計結果的多數為不支持審驗作業移交地方，僅有兩位

環保局人員表示支持，正反方之意見請參閱表 3.2‐7。 

綜合以上探討內容，本團隊認為在毒性化學物質的組織架構上，需

再進行省思與調整，才能達成人員工作分配之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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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審驗作業移交地方之意見調查統計圖 

 

表 3.2-7 同意與否的理由表 

同意 

願意分擔車機審驗業務，但進行移交作業前，化學局應先確

認下列事項： 

1. 運送管理辦法先行修正通過。 

2. 化學局因環資部成立，由現有體制「局」改制為「署」。

3. 擴編地方業務人力。 

部分同意 

1. 依毒管法規定：「毒化物所有人應於運送前向啟運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運送聯單。」本縣目前運作

廠場皆為迄運地，故申請車輛審驗案件為 0，惟日可配

合本案審驗作業移撥地方作業。 

2. 為避免爾後有審驗作業移撥地方作業之需求，請委辦公

司提供教學步驟與手冊，並辦理多場教育訓練。 

 

 

 

 

不同意 

 

 

1. 本縣（市）承辦人僅 1 位，且同時負擔其他業務，人力

相當吃緊。況且化學局人力約有 160 多人，建議仍由署

內統一審驗，地方配合查核。 

2. 本縣（市）承辦人員缺乏毒性化學物質 GPS 審驗應具備

之相關專業知識，在能力人才的限制下，期盼大署能將

此業務繼續交由專業團隊辦理。 

3. 為免排擠既有業務推動，建議應由委辦公司（振興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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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 

技）增加具相關專業知識之查核人員負責相關業務。 

4. 運送業多為跨縣市運送，且審驗作業需有一致性，建議

仍由鈞署統一審驗以求一致性。 

5. 本市的審驗案件數量超過其他縣市政府的數量，若要移

交地方辦理，勢必需要更充裕的經費補助才有能量交

任，另因各縣市車輛審驗數量落差大，為期有效管理希

望仍由環保署化學局辦理此項業務。 

6. 鈞署前已下放太多工作予地方，惟地方人力、經費常不

足（地方人力鮮少增加），且業務增多恐造成人員異動頻

繁，請鈞署體恤。 

7. 不同意審驗作業移撥地方，自從化學局成立以後，地方

相對多出許多業務，既然化學局審驗作業也是委外處

理，化學局只是辦理後續發證事宜，也沒增加業務，故

為何一定要移撥地方作業。 

8. 目前正研擬修正之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預計納

入小量運送申報簡易聯單，亦將增加地方環保局工作

量，如審驗業務又移給地方，地方環保局對於增加之工

作量恐難因應。 

 

收件費用的制定亦為實施移交的重點評估項目。本團隊目前收件的

費用不依審驗類別區分，而皆為一件新臺幣一千五百元，這項費用中的

開支包括了人事費用、文書費用、送件環保署的業務費用及審驗系統的

維護費用等。 

除了上述簡化收費分級的考量之外，亦可以參考毒性化學物質運作

申請收費標準（表 3.2‐8）的形式，將本團隊目前負責辦理的 7 項審驗工

作，依程序繁複的等級來評估區分收件費用。依據本團隊的車輛審驗經

驗可得知，作業的複雜程度由高至低依序為：初審、GPS 車機更新、GPS

車機移機、異動恢復列管、異動過戶、解列及異動更換車牌，並以此初

擬了審驗收費分級建議標準（表 3.2‐9）。其中，異動過戶、解列與異動更

換車牌，由於並無牽涉到車機審驗的步驟，所以目前並沒有收費，然而

上述業務仍須諸多的手續才能辦理完成，本團隊建議將來能考慮酌收費

用，以保障審驗人員之作業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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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申請收費標準 

申請項目 許可證 登記文件 核可文件 

申請解除第一類至第

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

限制或禁止事項 

新申請案 新臺幣三千元 新臺幣二千元 新臺幣一千元 新臺幣二萬元 

展延 
新臺幣一千五

百元 
新臺幣一千元 新臺幣五百元  

變更運作場所 

變更製造、貯

存場所： 

新臺幣三千元 

變更使用、貯

存場所： 

新臺幣二千元

變更製造、使

用、貯存場所：

新臺幣一千元

 

變更運作場所

以外之其他內

容。但僅變更運

作人基本資料

者不收費 

新臺幣九百元 新臺幣六百元 新臺幣三百元  

 

表 3.2-9 毒性化學物質車輛審驗收費分級建議標準 

審驗

項目 
初審 

GPS 車機

更新 

GPS 車機

移機 

異動恢復

列管 
異動過戶 解列 

異動更換

車牌 

收受

金額 

新臺幣二

千元 

新臺幣一

千五百元 

新臺幣一

千五百元

新臺幣一

千五百元

新臺幣五

百元 

新臺幣五

百元 

新臺幣五

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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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強化流向監控功能 

3.3.1 圖臺監控功能之精進 

本節工作內容係對應須知工作項目三、強化流向監控功能：為協助環保管理

人員掌握與確認運送毒化物流向，強化既有 Web GIS 功能；並開發行動化監控功

能，以提供現場稽查應用。 

一、 開發以 TGOS 圖臺之監控功能，包含毒化物運送車輛之即時追蹤顯

示、歷史軌跡查詢、停頓點顯示，開發完成前須維護既有 ArcGIS 圖臺功

能正常運作。 

二、 根據新 GPS 規格之緊急通報功能，可顯示於監控平臺上，以提醒監

控人員。 

三、 根據運送的即時狀況，強化運送行為與安全之提示，開發即時載運

各項毒化物車輛選單查詢與凸顯第三類毒化物之圖台展示功能，提供環

保單位可即時判斷毒化物運送過程。 

四、 整合機關毒化物登記申報系統與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系統。 

為強化毒化物運送車輛之空間管理，提升車隊軌跡監控的功能，從原本車輛

軌跡呈現提升為軌跡應用分析，本計畫將更換 ArcGIS 環境以內政部資訊中心所提

供之 TGOS 圖臺作為車隊監控之平台，包含運送車輛之即時軌跡追蹤顯示、歷史

軌跡查詢、停頓點顯示功能，且於開發完成前將維護既有 ArcGIS 圖臺功能正常運

作。本功能預計於 10 月份辦理完成。 

一、 即時軌跡監控 

車輛即時軌跡是以全國軌跡監控的方式，環保局以轄區、公司或單一車

輛為單位進行監控，達成異常車輛聚焦目標，如圖 3.3-1 及圖 3.3-2 所示。為

強化各環保單位可即時掌握毒化物運送行為，使用者可因應圖臺中車輛圖示

來瞭解該車當日是否有申報毒化物聯單。若該車輛當日有運送聯單，系統會

依據毒化物類別（1、2、3 類）給予不同的圖示，如表 3.3-1、圖 3.3-3，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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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人員現場作業，另車輛名單中會顯示聯單數量、毒化物種類及重量等運

送相關資訊，如圖 3.3-4 所示。 

圖 3.3-1 以全國為單位監控軌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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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以轄區為單位監控軌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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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毒化物代碼範例圖示說明 
毒化物類別 A B C 

圖示 1  2  3  

 

圖 3.3-3 即時軌跡新增毒化物運送資訊圖 

 

圖 3.3-4 即時軌跡車輛當日聯單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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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歷史軌跡監控 

歷史軌跡功能問提供調閱查詢單一車輛單日軌跡，與該日詳細軌跡原始

資料、停頓點記錄等資料之查詢功能，查詢結果畫面如圖 3.3-5、3.3-6 所示。  

 

圖 3.3-5 歷史軌跡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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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6 停頓點查詢畫面 

三、 管制區域即時警示分級監控 

103 年為因應高雄氣爆事件檢視毒化物運送管制區域警示功能，開發毒化

物運送管制區域即時監控功能，強化管制區域分級監控功能，並將毒化物運

送管制區域即時監控功能開發其他主管機關的整合介面 API，讓其他主管機關

可應用，以共同管理監控。 

毒化物運送管制區域即時監控功能，提供 1x1、2x2 監控牆方式方便監控

端多點監控，以便監控單位於監控地點周圍規劃警示區域並即時監控列管毒

化物運送車輛是否進入該區域。監控分級制度分為二級:車輛進入第一級管制

區時系統發送簡訊通知該車運送業者及主管機關；車輛進入第二級管制區時

系統發送 E-mail 通知該車運送業者及主管機關。系統除車輛監控外為能快速

了解毒化物運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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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雄氣爆交管區為一級管制區作為測試。以 1x1 即時監控牆監控，當

車輛進入時系統會產出運送資訊報表並以 E-mail 或簡訊通知。最後可於軌跡

詳細資料查詢功能中整合圖臺座標跨查空拍圖與街景圖等功能。 

圖 3.3-7 毒化物一級警示區域即時監控畫面 

 

圖 3.3-8 毒化物一級警示區域運送資訊報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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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9 毒化物一級警示區域手機簡訊畫面 

四、 強化毒化物運送之即時訊息 

(一)  運送開始與結束之圖示 

為考量稽查人員於辦理稽查時，無法直接於即時軌跡判斷各運

送行為是否載運毒化物，爰此，於圖臺之即時軌跡監控功能新增車

輛運送聯單之判斷，應用車機即時回報之運送開始與結束之訊息，

變更圖臺中車輛的圖示，提供稽查人員可即時判斷 GPS 車輛是否正

執行毒化物之運送行為，藉此強化稽查人員對於毒化物運送安全之

掌握，以防止非法行為發生。 

強化各環保單位可即時掌握毒化物運送行為，故於圖臺之即時

軌跡監控功能以圖示方式提供環保單位查詢車輛當日運送毒化物之

實際載運狀況。依據毒化物裝載車輛完成並刷取聯單條碼後，圖臺

將依聯單中毒化物類別（1、2、3 類）給予不同的圖示，代表此車目

前載運中，當毒化物運送至受貨人廠區時刷取結束條碼，圖臺中車

輛圖示則恢復至車輛無載運圖示，如圖 3.3-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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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尚未載運：車輛圖示未顯
示毒化物類別

2.開始運送：車輛圖示依條碼
刷取紀錄，變更為有載運之
圖示

3.運送途中：如發生事故，可
即時掌握握毒化物類別

4.運送結束：車輛圖示依條
碼刷取紀錄，恢復至未載運
之圖示

大發工業區

 

圖 3.3-10 運送開始與結束示意圖 

(二)  強化毒化物類別之展示 

為考量第三類毒化物為急毒性物質，經暴露，將立即危害人體

健康或生物生命者，因此，在運送第三類毒化物時，本系統將凸顯

第三類毒化物於圖台之展示功能，將圖臺中目前運送類別為第三類

毒化物之車輛，以紅色的圖示展現，如圖 3.3-11 所示，提供環保單

位可即時判斷毒化物運送過程與車輛即時位置。本功能已於 11 月如

期完成，目前正在測試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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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1 第三類毒化物車輛圖示 

五、 車機緊急聯繫通報機制相關作業 

為有效掌握毒化物運送車輛發生緊急事故時的即時位置，作為緊急事故

應變救援之訊息通報，使相關聯防組織及地方相關協助單位於第一時間接收

訊息前往救援，以減少整體救援時程達到降低災害擴大。下圖為緊急聯繫通

報機制流程圖： 

 

圖 3.3-12 緊急聯繫通報機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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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於上述原因與提升車機裝設緊急聯繫通報機制之實用性，進而防範毒

災擴大以及縮短救援時間，本計畫延續 104、105 年緊急聯繫通報機制試辦計

畫之經驗，規劃新增毒化物即時追蹤系統之主動式緊急聯繫通報設備，運送

業者可運用主動式重力感測器(G-sensor)或被動式 SOS 按鈕，當車輛發生不明

碰撞或翻覆時，可發出訊號回傳到系統中，系統將變更即時圖臺中車輛圖示，

如圖 3.3-13 所示，另訊號分析判讀出該車輛目前基本資料、聯單資料、車機

回傳率及定位、即時運送軌跡資料以及緊急通報機制訊號發送簡訊給各相關

人員，如：監控中心、運送業者等相關人員，訊息發送內容包含，地點、座

標、載運毒化物名稱、車號，如圖 3.3-14 所示，本功能預計於 11 月份辦理完

成。 

運送中 啟動緊急事件後

 

圖 3.3.13 緊急事件系統車輛圖示 

 

圖 3.3.14 回傳簡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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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橫向系統介接 

毒化物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主要針對運送車輛軌跡資料進行蒐集與查

詢，但在實際運送行為中，應變時所須之運作場所許可與廠商基線資料也相

對重要，因此本年度將針對系統資料部分進行重新檢討，配合主辦單位需求

擴充介接之橫向系統，介接毒化物登記申報系統之許可證資料與環境保護許

可管理資訊系統之專業技術管理人員相關資訊。 

 

圖 3.3.15 介接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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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試作多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共同軌跡分析功能 

一、 緣起 

對應評選須知：(3) E.開發特定物品製造原料軌跡分析功能，試做多化學

物質運送車輛共同軌跡分析功能。 

二、 工作方法 

此項工作為研發類的工作，主要是從運送的物質資料與車輛的軌跡資料

進行比對，以找出共同停頓的運作場廠，計算方式如下圖所示，採用的是類

似網格分析與套疊分析的空間分析方法。 

圖 3.3-16 多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共同軌跡分析運算方式 

由於目前事先僅以毒性化學物的範圍進行分析，但功能設計上，將以具

有擴充性的方式，讓工廠的資料、運送物的資料與車輛軌跡，可以有不同的

來源，以利於未來有化學雲或其他外部系統的資料可納入分析的運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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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能設計上，考量空間分析可能會花費一段時間，不適合作即時的運

算，因此將提供使用者先提出需求，待系統計算完後，在提供使用者下載。

在畫面上，使用者只需要指定： 

(一)  時間區間：希望分析的時間區間 

(二)  希望分析的運送物：可指定多種毒化物，與是否都必要存在 

(三)  特定縣市或工業區：可指定全國或僅分析特定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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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7 多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共同軌跡分析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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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行動版監控功能 

一、 目的 

因應趨勢與潮流，為方便地方環保單位進行毒化物車輛現場稽查，讓地

方環保單位能透過行動裝置進行即時軌跡、歷史軌跡查詢，並使用相關功能，

本計畫規劃於管理端加入行動裝置查詢功能，提升使用者友善度以及落實毒

化物運送管理稽查之即時性。 

二、 工作方法 

本計畫規劃管理端可於平板或手機等行動裝置，查詢即時軌跡、歷史軌

跡與運送毒化物的聯單資訊，如圖 3.3-18 所示。 

 

  

圖 3.3-18 行動版軌跡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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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考量到監控的即時性，為使環保局使用行動裝置查詢即時軌跡時，

可掌握該車輛最新資訊，本計畫規劃開發回傳頻率調整功能，如圖 3.3-19 示，

使用者可依需求調整 GPS 系統之軌跡回傳頻率，由原本每 30 秒一筆之軌跡回

傳頻率，改為每 5 秒、10 秒、20 秒一筆之軌跡回傳頻率，讓使用者可密集追

蹤車輛，提升監控即時性，以防毒災發生時可縮短反應時間，以符合毒化物

管理之精神。 

 

圖 3.3-19 回傳頻率調整畫面 

由於目前 Android 在行動裝置的市佔率超過 80%（資料來源：國際統計分

析公司 IDC，網址為 http://www.idc.com/promo/smartphone-market-share/os），

因此將先以 Android 為平臺進行開發，本 App 已於 11 月辦理完成。iOS 則仍

可以使用行動版網站查詢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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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0 行動裝置 2017 年市場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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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建置緊急應變監控平臺 

本章節對應合約工作項目：四、根據運送監控與緊急應變需求，開發運送異

常行為警示、通報與啟動後續之應變作業等功能。 

一、 開發毒化物與運送狀態篩選車輛即時軌跡功能。 

二、 加強定位功能，包括路段公里數定位、路名或重要地標等定位方式。 

三、 開發車輛鎖定功能，以持續追蹤特定車輛。 

四、 加強異常運送行為即時顯示功能，提供監控人員監控疑似異常行為。 

五、 開發特定座標查詢歷史軌跡資料之功能。 

六、 依據毒化物即時運送聯單所登載之內容，開發自動判斷與通報該運

送行為之緊急連絡對象與主管機關。 

七、 根據機關需求，增加緊急應變需要之圖層，如緊急應變隊、諮詢中

心、環保局、消防隊、學校、醫院、加油站等。 

八、 評析運送安全之新作業方式或新技術，以強化運送安全與緊急應

變、如影像監控、車輛異常行為或駕駛人異常行為等。 

九、 其他因應本局化學物質監控之業務需求，評估擴大管制的影響範圍

與規劃系統擴增之功能，並提出功能改善之建議與時程。 

臺灣地區化學工業蓬勃發展，各類毒性化學物質被廣泛用使用，易因運作工

廠、儲存場或運輸業者管理不當等人為因素或設備等問題，導致發生洩漏、火災

或交通意外等類型災害事故，研析毒化災事故若以發生場所類型又可分為化學槽

車事故、化學儲存場所事故、化學工廠事故、化學實驗場所事故等四類。上述毒

化災類型一旦發生其擴大及危害性都非常大，瞬間的應變決策皆會左右人員生命

與財產損失規模等，所以快速明確的決策凸顯其關鍵性。 

此外，在毒災事故類型中，運送事故的特性其發生地點多在公共區域，加上

初期應變能力較薄弱（僅靠司機），導致造成環境污染風險高偏高且救災應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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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相對複雜。因此本年度將擴充緊急應變監控平臺其相關輔助功能，主要針對應

變時使用者所需之系統輔助工具加以强化與精進，其中包含運送車輛載運毒化物

時，可依毒化物種類與運送狀態篩選車輛功能、依照異常運送行為監控、自動判

斷與通報緊急連絡對象與主管機關、根據機關需求建置定位工具與緊急應變圖層

及特定座標查詢歷史軌跡下載等 7 項輔助功能，各項功能說明請詳見 3.4.1~3.4.4

節。 

3.4.1 擴充即時監控功能 

一、 依毒化物與運送狀態篩選 

本計畫於 GIS 即時監控平臺中，新增依毒化物種類與運送狀態查詢功

能，提供使用者可鎖定單一毒化物目前運送中之車輛位置，或依運送狀

態（不限、熄火、行駛中、怠速）進行複合式查詢。 

 

圖 3.4-1 依毒化物與運送狀態篩選功能 



第三章、工作內容與方法以及計畫執行工作成果 

3-61 

二、 車輛鎖定功能 

本計畫開發車輛鎖定功能，使用者可在車輛名單列中針對特定車輛

進行鎖定功能，在鎖定過程中網頁每分鐘會進行自動更新，無須使用者

手動更新，以方便監控與追蹤時使用。 

 

圖 3.4-2 即時軌跡車輛鎖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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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異常行為顯示功能 

此功能為配合法規修正後，新規格之車機於車輛緊急事件發生時應

傳送相關事件訊息至系統中，當緊急事件發生時，除圖臺中車輛圖示變

更外，另開發以跑馬燈為概念之訊息清單功能，將當日毒化物車輛之異

常行為作以記錄，供使用者參考，如圖 3.4‐3 所示。 

 

 

 

 

 

 

 

 

 

 

 

 

 圖 3.4-3 異常行為顯示功能  

9 14:07:12           

二異氰酸甲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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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應變輔助功能 

一、 強化定位功能 

此功能目的為在應變時，可立即掌握發生事故車輛位於省道、高速

公路等路段之里程數，系統新增路名、重要地標，並與交通網路地理資

訊倉儲系統介接全臺快速道路里程牌（椿號）資訊，加強系統之定位功

能。 

 

圖 3.4-4 路名及重要地標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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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 快速道路里程數定位   
二、 緊急通報功能 

本功能乃系統依據事故車輛之運送聯單所登載內容，自動判斷應通

報之緊急聯絡對象與主管機關，將毒化物載運相關資訊，包含車輛位置、

毒化物種類、重量以 E‐mail 方式傳送至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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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6 緊急自動通報功能 
三、 緊急應變圖層 

毒化物運送行為中，除應變時所需掌握車輛位置、毒化物種類、緊

急通報時效性與對象外，周圍鄰近之敏感點位（學校、醫院）、環境事故

專業技術小組及環境事故諮詢監控中心等，在應變時也扮演著相當重要

的角色。本功能依據主辦單位需求，增加地方環保局、環境事故專業技

術小組、環境事故諮詢監控中心等緊急應變需要之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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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 緊急應變圖層 

9 14: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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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歷史軌跡資料下載 

原有系統中已有提供使用者可針對進入管制區之車輛查詢軌跡功能，但為考

量使用者於操作上需要查詢時間較長之歷史軌跡下載功能，以作後續勾稽或裁罰

案件之佐證資料，因此，將開發特定座標查詢歷史軌跡下載功能，如圖 3.4-8 所示。

由使用者輸入欲查詢之特定座標、時間區間與 E-mail 後，「送出申請」。 

由系統排程完成產製後（產製時間依照送查資料筆數而定），自動寄發含下

載超連結網址之信件至使用者信箱中，資料於 48 小時內點選連結下載使用者點選

信件內下載之超連結，下載檔案為 kml 檔案，可配合 Google Earth 開啟瀏覽。 

注意事項：
一、請輸入正確姓名、E‐Mail資訊。
二、聯單或車號其筆數不得超過30筆。
三、車號查詢日期區間不得超過30日。
四、本功能由系統排程統一於每日早上六點處理申請。
五、待系統產出軌跡資料後，將寄送連結至使用者Email信箱。
六、連結使用於產製後48小時後失效，如有需要請重新申請。
七、如下載KML圖檔，需使用Google Earth軟體開啟。
軟體下載連結：http://www.google.com.tw/intl/zh‐TW/earth/

特定座標歷史軌跡下載

姓名： E‐mail：

經度： 緯度：

時間區間： ~

送出申請
 

圖 3.4-8 特定座標歷史軌跡下載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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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評析運送安全之新作業 

近期物聯網的技術蓬勃發展，帶動聯網的各種資通訊技術，目前即時追蹤系

統也不只是車輛追蹤的單向回報工具而已，已經可搭配多種軟硬體設備，成為「車

隊管理」的重要工具，對於化學局注重的運送安全與國家安全需求，也可以即時

追蹤系統為中心擴充，本計畫在 104 年度已經蒐集與訪查目前市面上的技術，與

新加坡的危險品運輸車輛追踪系統(HazMat Transport Vehicle Tracking System, 

HTVTS)的技術，並評估技術可行性、經濟可行性與作業可行性與對業者的衝擊，

目前已經有很多新的技術，然而考量運送業者的需負擔即時追蹤系統與每月的網

路傳輸費，因此應以不同運送樣態的風險程度搭配不同的即時追蹤系統。 

在毒化物運輸上，運送樣態可以分為以「車型」區分，或是用「毒化物的分

類(第一類難分解、第二類慢毒性、第三類急毒性)」區分。 

以車型區分運送車輛，大致可分為罐槽車與其他貨車(如框式等等)。罐槽車以

罐槽為容器，一趟運輸至少 18 噸到 24 噸，運送量大，我國毒化物的運送高比例

都是由罐槽車運送。罐槽車車體如下圖所示。 

  

圖 3.4-9 罐槽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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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以其他容器，則通常使用框式車運送如下圖所示。 

  

圖 3.4-10 框式車輛 

若是以運送毒化物分類區分，則可以分為第一類至第四類毒化物，其管理架

構，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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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毒性化學物質分類管理架構一覽表 

 (資料來源：https://www.tcsb.gov.tw/cp-92-313-9da3e-1.html) 

毒化物類別 
第一類 

（難分解物

質） 

第二類 
（慢毒性物

質） 

第三類 
（急毒性物質）

第四類 
（疑似毒化

物） 

特性 

在 環 境 中 不

易 分 解 或 因

生物蓄積、生

物濃縮、生物

轉 化 等 作

用，致污染環

境 或 危 害 人

體健康者。 

有致腫瘤、生

育能力受損、

畸胎、遺傳因

子突變或其他

慢性疾病等作

用者。 

化 學 物 質 經 暴

露，將立即危害

人 體 健 康 或 生

物生命者。 

非前三類而有

污染環境或危

害人體健康之

虞者。 

運作權之獲

得 

許可證(運作量達大量運作基準之製造、輸入、販

賣行為)  
登記文件(使用、貯存、廢棄行為)  
核可文件(運作量低於大量運作基準之製造、輸

入、販賣、使用、貯存運作行為) 

核 可 文 件 ( 製

造、輸入、輸

出 販 賣 、 使

用、貯存行為)
聲 明 書 ( 廢 棄

行為) 

標示(含
SDS) 

要 要 要 要 

專責人員 

製造、使用、貯存場所運作量達大量運作基準以

上 
單次運送氣體達 50 公斤、液體達 100 公斤、固

體達 200 公斤以上者。  
應設置專責人員等級、人數，依規定設置 

－ 

運作紀錄申

報 
按月申報：每月 10 日前申報前一個月運作紀錄。 

釋放量紀錄

申報 

製造、使用、貯存年運作總量達 300 公頓以上或任一日達 10 公噸

以上者，每年 1 月 10 日前申報。 

申報毒理相

關資料 

物 質 安 全 資

料 表 及 防 災

基本資料表 

物質安全資料

表及防災基本

資料表 

物 質 安 全 資 料

表 及 防 災 基 本

資料表 

物質安全資料

表及防災基本

資料表 

維持防止排

放、洩漏設施
運作量達大量運作基準以上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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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化物類別 
第一類 

（難分解物

質） 

第二類 
（慢毒性物

質） 

第三類 
（急毒性物質）

第四類 
（疑似毒化

物） 
正常操作 

備應變器材 

製造、使用、貯存、運送，任一場所單一毒化物

運作總量達大量運作基準以上之運作人，應依物

質安全資料表備具必須之緊急應變工具及設備。 
製造、使用、貯存「光氣」，應設安全阻絕防護

系統(二次阻絕系統)及二道以上反應除毒或吸收

設施。  
製造、使用、貯存「氯」運作總量達 100 公斤，

應另備有水霧噴灑設施；運作總量達 2 公噸以上

者，應另設置安全阻絕防護系統(二次阻絕系統)。

－ 

偵測、警報設

備 

氣態、液態毒化物依公告指定數量設置： 

常溫常壓下為氣態，或常溫常壓下為液態，運作

時為氣態；其任一場所單一物質任一時刻運作總

量達大量運作基準者。 
常溫常壓下及運作時皆為液態，其任一場所單一

物質年運作總量達 300 公噸以上，或任一時刻達

10 公噸以上者。但在攝氏 25 度時該毒性化學物

質蒸氣壓小於零點五毫米汞柱（mmHg）者，不

在此限。 
製造、使用、貯存達諾殺、苯胺、三氧化鉻、鄰

苯二甲酐、硫酸二甲酯、氧化三丁錫等，應設置

偵測及警報設備之日期另定之。 

－ 

危害預防及

應變計畫 

除輸出、廢棄外，其運作總量達大量運作基準，

應於申請許可證或登記文件前，檢具危害預防及

應變計畫，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主管機關應於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危害預防

及應變計畫備查後 15 日內，將該計畫摘要供民

眾查閱。 

－ 

強制投保第

三人責任保

險 

製造、使用、貯存、運送總量達下列基準者，運

作人應於運作前投保責任保險： 
氣體：運作總量在大量運作基準 100 倍以上者。

但運作氯、甲醛總量未達 20 公噸者，不在此限。 
液體：年運作總量達 3000 公噸以上，或任一時

刻達 100 公噸以上。 
固體：年運作總量達 12000 公噸以上，或任一時

刻達 400 公噸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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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化物類別 
第一類 

（難分解物

質） 

第二類 
（慢毒性物

質） 

第三類 
（急毒性物質）

第四類 
（疑似毒化

物） 
第一、二類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人部分之施行日期

另定之。 

洩漏、運送污

染事故通報 
1 小時內 1 小時內 1 小時內 1 小時內 

運送事故派

專業應變人

員到場 
2 小時內 2 小時內 2 小時內 2 小時內 

接受查核 要 要 要 要 

運送聯單申

報 
要 要 要 － 

一、 依毒化物類別評析運送風險 

根據表 3.4‐1，毒化物類別的危害程度依危害的立即性可依序為：3

＞2＞1＞4，第 3 類毒化物因具急毒性，所以毒化物風險最高，然而有時

毒化物同時具有 2 種以上特性，例如環氧乙烷屬於第 1 類和第 2 類的毒

化物。本計畫將具有第 3 類的毒化物危害評估為高級，具有第 1 類或第 2

類的危害評估為中級，第 4 類評估為低級，如表 3.4‐2 所示。 

表 3.4-2 毒化物類別危害評估 

毒化物類別 毒化物特性 危害程度 

1,2,3 難分解、慢毒性且急毒性 高 

2,3 慢毒性且急毒性 高 

1,3 難分解且急毒性 高 

3 急毒性 高 

1,2 難分解且慢毒性 中 

2 慢毒性 中 

1 難分解 中 

4 疑似毒化物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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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以 105 年聯單資料作為運送頻率的分析基礎，高危害毒化物

運送頻率計算方式為 105 年載運第 3 類毒化物的聯單數除以 105 年總聯

單數，在不考慮其他因素下，假定運送量越高，運送危害發生機率越高。

根據 105 年全國運送聯單申報統計，總計 161,261 張運送聯單，載運毒化

物屬於第 1 類和第 2 類的聯單數最多，其次是載運毒化物屬於第 2 類，

第三是載運毒化物屬第 3 類。依聯單資訊統計高度和中度毒化物的運送

頻率分別為 19.61%、80.39%。另因第 4 類毒化物未規範應申報聯單，尚

無法掌握其運送量。105 年毒化物類別之聯單數統計如表 3.4‐3 所示。   

表 3.4-3 105 年依毒化物類別聯單統計與風險評估 
毒化物危害程度 高 中 總計 

聯單數 31,626 129,635 161,261 
運送頻率 19.61% 80.39% 100% 

105 年聯單資料依毒化物類別分析結果如圖 3.4‐11 所示，屬第 3 類毒

化物的危害程度高而運送頻率較低(A 點)，屬第 1 或 2 類毒化物危害程度

中等而運送頻率較高(B 點)。在設計運送安全的新作業方式時，若考量屬

第 1 或 2 類毒化物的運送車輛以行動裝置取代車機回傳行車軌跡資料，

因運送頻率高，則應多考量防範人為疏失之設計，避免因忘記攜帶行動

裝置或忘記開機，造成高比例無軌跡回傳之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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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1 依毒化物類別劃分風險層級 

二、 依車身樣式評析運送風險 

根據 105 年聯單資訊，依車身樣式統計各聯單數量及總連結重量(或

車輛載重量)，假設以 18 噸為基準點，車輛載重量大於 18 噸的車輛共

135,867 張聯單佔總聯單數 84.25%，而低於 18 噸的車佔 15.75%。載重量

或總連結重量越大，表示可能載的毒化物重量越大，發生緊急事故時的

危害程度也越大。 

表 3.4-4 105 年依車身樣式聯單統計 
編號 車身樣式 聯單數 總連結重量(噸) 車輛載重量(噸)

A 曳引式 114514 43.00 -

B 曳引式 貨櫃貨運 17207 35.00 -

C 框式 9884 - 9.54

D 框式昇降機 9469 - 5.57

E 貨櫃貨運 2028 - 35.00

F 廂式 昇降機 1449 0.42 3.49

G 廂式 1414 8.20 -

H 營業半拖車 1392 35.00 -

I 罐式 1053 13.83 -

J 平板式 644 16.43 46.00

K 油罐 479 11.10 -

L 框式油壓式 424 7.00 -

M 柵式 226 9.80 -

N 廂式冷凍 221 0.49 -

O 篷式 昇降機 186 6.31 -

P 框式油壓式昇降機 181 10.50 -

Q 冷凍廂式昇降機 77 1.53 -

R 廂式防撞桿 72 0.83 -

S 硬頂 篷式 72 7.92 -

T 凹形平板式 55 19.9 49.50

U 框式 昇降機 附加吊桿 47 5.75 -

V 框式 柵式 昇降機 46 3.36 -

W 柵式 昇降機 38 9.15 -

X 硬頂 篷式 昇降機 28 5.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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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車身樣式 聯單數 總連結重量(噸) 車輛載重量(噸)

Y 凹形 框式 27 18.97 49.50

Z 平板式昇降機 21 9.16 -

a 框式附加吊桿 5 3.90 -

b 廂式 油壓式 昇降機 2 10.50 -

 總計 161,261 - -

105 年聯單資料依車身樣式分析結果如圖 3.4-12 所示，屬載重量 18

噸以上車輛的危害程度高而運送頻率較高(A 點)，屬載重量 18 噸以下車

輛的危害程度中等而運送頻率較低(B 點)。在設計運送安全的新作業方式

時，因低於 18 噸的車輛危害風險較低，可優先考量以行動裝置取代車機

回傳軌跡資料之技術。此外部份車身樣式可同時載運一種以上的毒化物

(如圖 3.4-13)，建議此類車輛其車機規格或行動裝置軟體要能判斷車輛目

前載運的毒化物種類，例如具有條碼刷或其他設備能知道毒化物上車卸

貨時間點，當緊急事故發生時，能即時掌握毒化物種類，提高防災救災

之效能。 

圖 3.4-12 依車身樣式劃分風險層級 

(運送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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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3 載運一種以上毒化物之車輛 

三、 小結 

本計畫在規劃即時追蹤系統分級時，針對不同風險層級給予不同強

度之系統規格加以管制，提出分級的規格建議，如表 3.4‐5。依據毒化物

類別或車身樣式分級，影響的對象和應注意的業者衝擊皆不相同，建議

相關規劃可與多方單位相互討論與溝通後，蒐集意見再進行修法確定車

機分級之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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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5 即時追蹤系統分級初步規劃 

危害風險分級 
管制規

劃 
車機功能 業者衝擊 目的 

高度危害： 

1. 罐槽車或

載重量 18

噸以上車

輛 

2. 高度危害

性毒化物 

應裝設

最嚴格

車機規

格 

可傳送 IPv6 或以

DNS 方式傳送支

援 4G 或以上行

動通訊 

需更換車機 更換新型車機，使回

傳品質穩定，不易造

成軌跡缺漏，故障率

較低。 

頭尾車脫離監控 需額外裝設 預防非法運送行為。

可回報目前運送

毒化物的設備 

可使用條碼

或額外裝設

其他設備 

須明確知道開始運送

與結束運送，與當下

運送的毒化物。 

可回報目前駕駛

人 

可使用條碼

或額外裝設

其他設備 

須明確知道當下的運

送駕駛。 

車輛超速時間位

置資訊 

無 ( 由 系 統

建置相關判

斷功能) 

預防危險駕駛行為。

禁行路段異常狀

態 

無 ( 由 系 統

建置相關圖

層資訊) 

預防車輛行駛危險物

品禁行區域。 

即時影像的傳輸 需額外裝設 監控車輛行駛情形，

提供事故發生時管理

單位更多救災判斷的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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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風險分級 
管制規

劃 
車機功能 業者衝擊 目的 

中度危害： 

1. 非罐槽車

且載重量

18 噸以下

車輛 

2. 中度危害

性毒化物 

維持目

前規範 

維持目前車機規

格 

- - 

低度危害： 

1. 第四批小

量運送 

2. 第四類毒

性化學物

質 

加入規

範 

以行動裝置或其

他技術掌握毒化

物流向 

需適應行為

改變，應充

分教育訓練

避免人為因

素導致無回

傳行車資料

掌握小量運送及第四

類毒化物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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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異常勾稽與違規樣態分析作業 

本章節對應合約工作項目：五、強化毒化物運送車輛追蹤、異常勾稽與違規

樣態分析之系統功能，並規劃現場審驗與無預警攔查標準作業程序文件，以協助

環保局進行異常行為之稽查管理。 

 

一、 每季針對環保局勾稽回報處理狀況與成果進行分析與統計，並提出

檢討與精進方案。 

二、 持續推動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GPS 軌跡管理及每週確認機制功能，並

統計週確認申報之結果，進行勾稽與管理單位之後續作業。 

三、 持續針對系統產出勾稽報表提出運送起運點及迄運點之運送聯單事

件的自動辨識及資料擷取之效能監控、有聯單無軌跡以及長期未營運，

並分析其成效以落實流向管制政策。 

四、 針對毒化物運送車輛辦理 3 場次示範性聯合監理、警察等相關單位

執行無預警攔查作業，召集各地方環保局毒化物管理人員參與，稽查項

目為運送時之標示、安全資料表及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另大量者應

攜帶安全裝備等與 2 場次現場審驗作業，以確保毒化物運送趟次安全及

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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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每季針對環保局勾稽回報處理狀況與成果進行分析 

一、 目的 

本計畫透過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監控系統針對異常狀態車輛

進行勾稽比對，並通告車機異常狀況，要求檢修車機及改進，追蹤改善

的情形，對於上述重大異常的案件，則提交勾稽個案送化學局。然則為

提升整體效率，迅速反應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相關事件，遂請地方環保局

協助追蹤改善作業（如圖 3.5‐1）。 

 

 

 

圖 3.5-1 勾稽個案移交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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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方法 

毒化物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每日產出前一日勾稽異常車輛名單並

系統自動發信給異常車輛所屬環保局、督察大隊，本計畫也配合主辦單

位需求，針對可疑個案勾稽並將相關名單移交化學局，彙整違法樣態包

含： 

(一)  回傳率不足，由本計畫人員依據相關資訊，分為下列兩項： 

1. 車機異常。 

2. 聯單資訊異常：資訊不正確或未更正。 

(二)  有聯單無軌跡。 

為了讓地方環保局於追蹤改善作業時，可迅速反應並針對該異

常樣態之個案提出相對應之措施，本計畫針對該狀況加探討並彙整

分析，檢視現行勾稽準則，做為未來精進勾稽依據。例如車輛鮮少

運送或非毒化物運送車輛，於勾稽該車輛回傳率不足時，可加入「有

毒化物運送聯單」之條件，以排除非毒化物載運之回傳軌跡資訊。

本計畫相關彙整、分析成果將以圖 3.5‐2 方式呈現，分為異常原因分

析、建議改善方式兩部分說明，提供地方環保局與主辦單位參考之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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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2 勾稽成果彙整與建議做法範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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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度主要是針對 2G 車輛進行勾稽，勾稽到的 2G 車輛名單移交化

學局，並透過電話提醒業者，避免運送業者產生違法之樣態，尚無車輛

名單移交環保局依權責進行查處。此外，系統每日會將勾稽到有聯單無

軌跡車輛名單自動發信給地方環保局負責毒化物業務的承辦人，今年統

計至 11 月 31 日系統共勾稽到 182 臺異常車輛，合計 1,029 筆異常車次，

12 月 27 日彙整異常車輛後續改善情形如圖 3.5-3 所示，有 77%的車輛車

機回傳率恢復正常。 

根據今年有聯單無軌跡勾稽資料分析顯示，有些車輛被重複勾稽的

次數過高，例如其中一臺車今年被勾稽次數高達 88 次，該車輛已於今年

11 月 20 日移機解列。本計畫建議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第七次修正

通過後，週確認具法律效力能約束運送業者自主性維護車機正常操作加

上環保署得廢止異常車輛的正式核可，異常車輛勾稽數量應會下降。 

圖 3.5-3  1 月至 11 月勾稽異常車輛改善情形統計 

一、 2G 車輛勾稽成果 

因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公告 2G 通訊服務於 106 年 6 月 30

日終止，導致裝設 2G 型號車機的車輛無回傳軌跡，因此自 7 月 1 日起本

計畫針對 2G 車機，本計畫每週進行 3 次勾稽作業，9 月後調整為每週提

供一次 2G 勾稽異常車輛名單，勾稽樣態包括有聯單無軌跡與回傳率未達

80%，勾稽異常車輛名單產出後，提交化學局辦理發文作業，以督促業者

改善，並透過系統使業者在改善前無法運送毒化物。勾稽成果統計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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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 日共有 32 臺 2G 車輛被勾稽異常，其中有聯單無軌跡共計 30 臺，

回傳率未達 80%共計 2 臺。業者接獲車機異常通知後，有 84%車輛已完

成更新車機，改善情形統計如圖 3.5-4 所示，其中有 27 臺已更新完成，

車機更新後的機型統計如表 3.5-1 所示。 

表 3.5-1 2G 勾稽異常車輛改善情形統計 
改善情形 車輛數 

總計 32

已解列 4

車機更新送審中 1

已完成更新車機 27

更新車機型號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3G_長輝 CH-888-3G 1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3G_康訊 U3 2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4G_長輝 CH-68-4G 19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4G_康訊 U3(4G) 5

統計期間：106.07.01~106.12.27 

圖 3.5-4 2G 勾稽異常車輛改善情形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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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週確認機制成果分析及輔導  

一、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協助業者自主化管理 

日常監控的目的為在列管車輛中，系統自動化判斷出疑似異常車輛

以提醒管理人員。為達成自動化與準確警示之目的，除確保軌跡資料的

正確性外，尚須搭配許多其他資訊加以綜合判斷。因此今年本計畫持續

推動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協助業者進行自主管理，並採取專業技術管理人

員週確認機制提供業者進行車輛軌跡管理。以提升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

輛管理成效。 

根據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之規定：運送於法定

重量之毒化物，該運作人應設置一名專業技術管理人員。以及毒性化學

物質運送管理辦法之規定：車機最近一週車行資料回傳率低於 80%即為

異常狀態。故業者所設置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可每週定期上網檢視車輛維

運情形，使運送業者能即早發現異常以執行相關作業，期望結合業者力

量共同完成軌跡管理之重責大任。相關流程圖如下所示： 

 

圖 3.5-4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每週確認流程圖 

(一)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每週確認目標首要針對回傳率異常以及有聯單無

軌跡之車輛，搭配異常車輛催告介面告知異常車輛之業者執行文字

確認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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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若車輛有出車且該週車行資料回傳率低於 80%以及被系統勾稽出有

聯單無軌跡之車輛，需要上網進行確認並說明其異常狀況，如圖 3.5-4

所示。 

 

圖 3.5-5 週確認機制圖 

(三)  運送業者須針對回傳率未達 80%的車輛以及被系統勾稽出有聯單無

軌跡之車輛進行說明。如圖 3.5-5 所示。系統將提供軌跡資料、回傳

率等基本資料供業者參考。業者可以依實際狀況進行說明。 

 

圖 3.5-6 週確認中業者說明機制圖 

統計 106 年 4 月至 106 年 11 月週確認率成果如表 3.5‐1 所示，應確

認車輛平均 1917 臺，完成確認平均 1727 臺，其平均週確認率達 9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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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4 月至 11 月應確認車輛遞減主因部份 2G 車輛解除列管，此外 9 月

25 日業者說明會宣導過後，週確認率明顯提高至 90%以上。 

 

表 3.5-2 106 年 4～11 月份週確認成果表 
週次 應確認車輛 完成確認車輛 週確認率 

4 月 2 日～4 月 8 日 1979 1760 88.93%

4 月 9 日～4 月 15 日 1980 1760 88.89%

4 月 16 日～4 月 22 日 1960 1758 89.69%

4 月 23 日～4 月 29 日 1963 1739 88.59%

4 月 30 日～5 月 6 日 1961 1716 87.51%

5 月 7 日～5 月 13 日 1965 1700 86.51%

5 月 14 日～5 月 20 日 1948 1650 84.70%

5 月 21 日～5 月 27 日 1946 1740 89.41%
5 月 28 日～6 月 03 日 1946 1686 86.64%
6 月 04 日～6 月 10 日 1949 1702 87.33%
6 月 11 日～6 月 17 日 1950 1715 87.95%
6 月 18 日～6 月 24 日 1936 1743 90.03%
6 月 25 日～7 月 01 日 1946 1717 88.23%
7 月 02 日～7 月 08 日 1946 1748 89.83%
7 月 09 日～7 月 15 日 1949 1705 87.48%
7 月 16 日～7 月 22 日 1941 1717 88.46%
7 月 23 日～7 月 29 日 1935 1721 88.94%
7 月 30 日～8 月 5 日 1935 1729 89.35%
8 月 06 日～8 月 12 日 1949 1680 86.20%
8 月 13 日～8 月 19 日 1900 1760 92.63%
8 月 20 日～8 月 26 日 1885 1754 93.05%
8 月 27 日～9 月 2 日 1859 1737 93.44%
9 月 03 日～9 月 9 日 1849 1750 94.65%
9 月 10 日～9 月 16 日 1863 1703 91.41%
9 月 17 日～9 月 23 日 1834 1640 89.42%
9 月 24 日～9 月 30 日 1770 1628 91.98%
10 月 01 日～10 月 7 日 1738 1650 94.94%
10 月 08 日～10 月 14 日 1732 1638 94.57%
10 月 15 日～10 月 21 日 1719 1638 95.29%
10 月 22 日～10 月 28 日 1739 1609 92.52%
10 月 29 日～11 月 4 日 1719 1619 94.18%
11 月 05 日～11 月 11 日 1722 1632 94.77%
11 月 12 日～11 月 18 日 1721 1626 94.48%



「106 年度毒性化學物質運送即時追蹤系統管制推動、營運管理及監控整合提升計畫」成果報告 

3-88 

平均 1917 1727 90.20%

 

 

二、 強化管理/業者端車輛追蹤管理功能 

今年度於即時監控系統業者端，針對系統網頁部分持續使用異常車輛

提示催告介面並藉由電子郵件幫助業者進行週確認，搭配勾稽異常車輛名

單以及週確認機制未確認之車輛名單將統整於業者網頁提示催告部分，使

毒化物運送業者於監控管理上更快速確實；運送業者更有效進行車隊控

管。管理端針對週確認結果於每月報表中進行成果統計呈現。 

 

圖 3.5-7 業者端異常車輛催告介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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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自動化勾稽樣態 

延續過去執行成果，輔導運送業者提升車機回傳率，並依據列管車輛與政策

執行需求，精進現行勾稽樣態，本計畫持續針對系統產出勾稽報表提出運送起運

點及迄運點之運送聯單事件的自動辨識及資料擷取之效能監控、有聯單無軌跡，

並分析檢討供流向管制政策參考。 

一、 現行勾稽樣態 

(一)  例行性勾稽(異常樣態 I) 

系統自動產出疑似異常的報表，疑似異常狀況包括： 

1. 有聯單而無軌跡：是否有聯單但是沒有軌跡回傳 

2. 回傳率 7 日內未達 80%者：回傳品質不佳 

(二)  例行性勾稽(異常樣態 II) 

根據運送聯單判斷系統將自動產出，當日有運送但是軌跡無回傳

情形，系統自動勾稽，並提供業者登入系統時即可查看一週內被勾稽

的車輛，研判是否維持正常操作，並依未回傳之狀況分以下兩種處理

情形。 

1. 該週皆未回傳：系統檢查該週皆無軌跡回傳，顯示可能車機已故

障，即由系統以週確認催告方式通知業者改善，其改善處理方式包

括：立即修復(繳交通訊費用、修改設定)、提列為異常狀態(故障報

備)或解除列管。 

2. 軌跡回傳不穩定：若該車僅少數發生無軌跡之異常情形，則通知

業者自行處理。後續並追蹤是否尚有異常狀況另地方政府得於確認

其系統為異常狀態時，逕行登記其異常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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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追蹤輔導作業 

(一)  勾稽異常車輛 

勾稽與稽查作業是異常監控的最終手段，為了避免業者不依照法

規執行相關規定，因此除例行性自動化勾稽外，本計畫定期進行專案

式勾稽，並分析該異常案件之原由，分為車機異當與聯單申報不實。 

1. 可疑個案勾稽：對於不可自動化的勾稽樣態，每月由勾稽人員檢

視相關資料、驗證並勾稽，以補例行勾稽之不足。 

2. 移交：由專人分析勾稽個案，找出可疑情形較大者，彙整名單後

透過化學局化學局移交地方環保單位進行稽查。 

3. 稽查作業：稽查人員根據勾稽的個案說明，進行電話聯絡或現場

稽查(地點)。 

4. 地方稽查成效彙整：地方環保單位辦理之勾稽稽查結果回復後，

由本計畫彙整，進行後續分析作業，以供化學局參考之用。 

(二)  回傳率異常監控： 

回傳率於 80%以下之運送車輛將要求業者於 15 日曆天內修復車

機完成，若於 15 日曆天內無法完成修復或確認，將要求業者提出異

常報備並修復，嚴重者提出重新裝設、變更、系統升級等，以維持正

常操作。 

(三)  系統功能強化 

1. 配合週確認機制的建立，系統每月定期產製未執行週確認車輛清

單，顯示於登入畫面，以提醒業者上網檢視運送車輛車機運作狀況。 

2. 申請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並審驗通過之業者，系統主動對其運

送頻率作監控。對於半年內未運送知業者，系統主動產出報表，並

顯示於登入畫面，讓業者可清楚掌握資訊，以利進行解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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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案式勾稽與稽查作業執行 

本計畫針對 106 年 4 月至 6 月勾稽出有車機異常或 7 月 2G 尚未更新

之異常車輛進行統計分析，將異常車輛名單提供化學局發文通知業者，並

配合今年車機現場審驗作業之計畫，協助桃園市環保局與臺南市環保局稽

查異常之車輛，稽查執行成果請參照 3.5.4 車機現場審驗之成果。 

3.5.4 車機現場審驗工作 

一、 車機現場審驗 

(一)  審驗工作流程 

為有效監控運送毒化物流向與安全，維持裝置即時監控系統(GPS)

之正常運作，稽查疑似異常狀態之運送車輛，今年度執行 2 場次車機

現場審驗工作，期藉由現場審驗作業加強輔導業者維持車機之正常運

作及維運相關措施，並檢視軌跡異常與業者實際運作關聯性，藉由與

業者交流的過程中，了解於實際運作時是否有相關的需求或建議，作

為日後規格修正作業參考。 

另為提供現場審驗相關經驗給各地方環保單位參考，今年度製作

現場審驗標準作業程序文件，提供環保局進行異常行為之稽查管理。

在執行今年現場審驗前，草擬的作業流程與文件如圖 3.5‐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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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8 車機現場審驗工作流程與文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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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場工作程序與文件 

勾稽異常車輛之運送業者收到化學局發文，通知應於指定時間到

達指定地點。業者若無法於指定時間到達現場，應聯絡主辦單位相關

人員。現場審驗當日，審驗車輛應完成卸貨等前置手續並於指定區域

熄火，現場審驗單位告知業者權益與現場審驗目的後，審驗單位依據

檢核表上的項目逐一確認運送車輛是否符合相關規範，其中關於車機

之檢視重點如下，現場抽驗輔導工作議程如表 3.5‐3 所示，現場抽驗

檢核表設計如表 3.5‐4 所示： 

1. 車輛基本資料(車號、標章)是否與系統資訊一致。 

2. 車機序號是否與系統所記錄之資訊一致。 

3. 車機回傳信號品質是否符合規定。 

4. GPS 系統是否有維持正常操作。 

5. 檢查車機、車機天線外觀有無毀損。 

6. 若發現問題，將由車機商與業者協調是否修復，並於指定日期複

檢。 

表 3.5-3  現場抽驗輔導工作議程 
時間(分鐘) 議程 

0~5 報到與現場審驗工作說明 

5~15 檢查車機、車機天線外觀有無毀損 

15~25 車機測試 

25~40 記錄與分析回傳率較低路線 

40~60 現場抽驗討論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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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4  現場抽驗檢核表 

公司名稱  車號  

司機  車機序號  

編號 
抽測

類別 
抽測細項 抽測項目 

是否

完成

1 靜態檢視 

1-1 

車機

主體 

GPS 天線 
檢視車機通訊部分元件-GPS 天線，是否有

被人為或自然因素破壞。 

是□ 

否□ 

1-2 
GPRS 

天線 

檢視車機通訊部分元件-GPRS 天線，是否

有被人為或自然因素破壞。 

是□ 

否□ 

1-3 

電源 

檢視車機通訊部分元件-電源，是否有被人

為或自然因素破壞。 

是□ 

否□ 

1-4 
檢視車機上連接車輛電源的接線處是否有

違法附接開關。 

是□ 

否□ 

1-5 條碼機 檢視車機上是否有連接條碼刷取器 
是□ 

否□ 

1-6 文件 操作標示圖樣 
是否有依規定放置於車輛擋風玻璃右側下

方明顯處(駕駛座左前方) 

是□ 

否□ 

1-7 
車內

環境 

訊號 

遮蔽器 

檢視車內是否有干擾而造成車機的傳輸模

組無法正常使用 

是□ 

否□ 

2 動態檢視 

2-1 

車機

內部

軟體 

車機韌體 

確認該車軌跡是否有正常回傳(每 30 秒回

傳 1 筆軌跡)，其誤差應小於 20%(24~36

秒)。 

是□ 

否□ 

2-2 車機定位晶片 

確認該車軌跡是否有正常回傳(接收到衛

星數為 3 顆以上)，其回傳軌跡中衛星數是

否有衛星數是 0 比率相對於正常軌跡回傳

比率高。 

是□ 

否□ 

2-3 車機傳輸模組 
確認該車軌跡是否有正常回傳-回傳軌跡

中是否有大量軌跡缺漏。 

是□ 

否□ 

簽到 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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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質局 

地方環保局  

抽驗單位  

司機/運輸業者簽名  

備註 

□車機無異常狀況 

□車機有異常況，承諾於 15 日修復完畢否則不再

載運。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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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成果 

1.  審驗對象及篩選地點 

本計畫針對 106 年 4 月至 106 年 6 月間勾稽出有車機異常或 7

月 2G 尚未更新之異常車輛進行分析並篩選出現場審驗名單，桃園市

共 4 家業者 4 臺車，臺南市共 2 家業者 4 臺車。本計畫將車輛異常

名單移交化學局發文給業者，並協調環保局可配合之時間。今年度

現場審驗作業選定 7 月 24 日早上於桃園市，7 月 26 日早上於臺南市

舉行，配合環保局稽查共完成 2 場次現場審驗作業。地點選定如下： 

(1) 桃園場：桃園環保科技園區。 

(2) 臺南場：仁德休息服務區北上站（大客車停靠區）。 

異常車輛車機的檢核結果如表 3.5-5、表 3.5-6 所示；桃園場抽驗

車輛中，2 臺車機無異常狀況，1 臺車機異常，後續已申請解列，1

臺因車輛維修而未到，承諾 8 月 1 日前出車 5 小時供檢驗單位審驗

車機狀況，經 7 月 28 日查詢其軌跡，回傳率符合規定而通過本次抽

驗；臺南場抽驗車輛中，4 臺車機皆無異常狀況，已提醒業者若車機

異常時應儘速告知車機商修復車機。現場抽驗情形如表 3.5-7 所示。 

表 3.5-5 桃園場抽驗結果 

運送車號 車機抽驗結果 

979-ZB 車機無異常狀況 

KL-977 車機異常，兩週內將提解列 

288-Q7 抽驗當天因進廠維修而未到 

KM-531 車機無異常狀況 

表 3.5-6 臺南場抽驗結果 

運送車號 車機抽驗結果 

608-TF 車機無異常狀況 

568-VG 車機無異常狀況 

392-QW 車機無異常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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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8-R5 車機無異常狀況 

表 3.5-7 現場抽驗情形 

車機放置副駕駛座位前方 車機放置副駕駛座位下方 

桃園場報到與現場審驗說明 操作標示圖樣置於駕駛座前方 

車機連接條碼刷取器 GPS 天線外觀 

天線旁放置濕毛巾等物品易干擾車機 臺南場運送業者配合現場審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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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模組正常使用 

二、 無預警攔查欄檢作業 

(一)  無預警攔查攔檢地點考量 

為確保毒化物運送趟次安全及完整性，規劃進行現場查核以驗證

即時監控系統。今年執行 2 場次無預警攔查攔檢，協助業者確認毒性

化學物質運送安全、車輛是否正確裝設即時監控系統(簡稱 GPS)，以

及後續車輛、車機基本功能正常檢核，確保毒化物運送趟次安全及完

整性。攔查攔檢方法建議之地點特性為下列四種： 

1. 易於觀察毒化物運送車輛 

2. 毒化物運送車輛出入頻繁地點 

3. 毒化物運送車輛不易更換行駛路線 

4. 毒化物運送車輛行徑車速較慢 

綜合以上歸納出三種攔查方式並對其做優缺點評估表如下： 

表 3.5-8 攔查方式之優缺點評估表 

編號 攔查攔檢方法 優點 缺點 

1 
查 看 當 日 運 送 聯 單 選 出 對

象，依其該車運送聯單路線行

駛高速公路路段。於高速公路

過磅處進行攔查攔檢作業。 

毒化物運送車輛不

易更換行駛路線，進

行過磅處時車速緩

慢。 

受檢時需路邊停車，疑

有車輛來往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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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 看 當 日 運 送 聯 單 選 出 對

象，依其該車當日迄運點之鄰

近路段進行攔查攔檢作業。 

毒化物運送車輛出

入頻繁地點。 

毒化物運送車輛易臨

時更換行駛路線。受檢

時需路邊停車，疑有車

輛來往安全問題。 

3 
查 看 當 日 運 送 聯 單 選 出 對

象，依其該車行駛路線，依照

GPS 軌 跡 預 估 之 後 行 駛 路

線，於下個路段進行攔查攔檢

作業。 

易於觀察毒化物運

送車輛。 

毒化物運送車輛易更

換行駛路線。  

結合過往現場車機無預警攔查攔檢之經驗，於高速公路或一般道

路上之現場攔查皆具有高危險性及司機接獲通知進而改道之可能

性，因此本年度之無預警攔查攔檢點位，設置於出入工業區之必經道

路，並聯合監理、警察等相關單位配合執行，增加其執行攔查之成效

與安全性之提升。 

(二)  無預警攔查攔檢流程與文件 

為使本計畫之無預警攔查欄檢相關經驗提供給各地方環保單位

作為參考，今年度規劃無預警攔查標準作業程序文件，以提供環保局

進行異常行為之稽查管理。本計畫規劃無預警攔查攔檢流程與文件

（如圖 3.5-9），檢核表設計如表 3.5-9，其相關內容簡述如下： 

1. 選定一日期區間，篩選欲攔查目標地區聯單情形，並分析該日期

區間，週一至週五平均聯單數量，選定攔查時間。 

2. 檢視軌跡路線，了解毒化物車輛行駛路線，選定攔查地點。 

3. 攔查前幾日撈取預申報聯單，以了解當日毒化物運送情形，以利

攔查執行。 

4. 攔查當日檢視攔查車輛之即時軌跡，確認即時軌跡有出現於圖臺

上，表示車機正常，並依照檢查表單逐一確認。 

5. 該車輛若有異常情況，則予以記錄，並限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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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9 攔查攔檢執行流程與文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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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9  現場車輛攔查檢核表 

運送業者名稱

及 管 制 編 號

(EUIC)： 

 
運送車輛 

車號： 
 

司機  車機序號  

一、對於運送車輛所載運毒化物。 

1-1 運送車輛是否載運毒化物？  是□否□ 

二、運送車輛是否隨車攜帶運送聯單及安全資料表。 

2-1 運送車輛是否隨車攜帶運送聯單？ 是□否□ 

2-2 運送毒化物種類及數量是否合理（目測）？ 是□否□ 

2-3 運送車輛所是否隨車攜帶安全資料表？ 

    安全資料表與運送毒化物是否相符？ 

是□否□ 

是□否□ 

2-4 是否隨車攜帶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 

是否包含外部支援組織？ 

是□否□ 

是□否□ 

三、運送車輛為毒化物 GPS 列管。 

3-1 是否有張貼標章？是否有依規定放置於車輛擋風玻璃右側下

方明顯處(駕駛座左前方) 
是□否□ 

3-2 運送車輛 GPS 是否有開機。 是□否□ 

3-3 運送車輛即時軌跡位置是否正確。 是□否□ 

四、 
檢測 

類別 
檢測細項 車機檢測項目 

 

1 靜態檢視  

1-1 

車機 

主體 

 

GPS 天線 
檢視車機通訊部分元件-GPS 天線，是否

有被人為或自然因素破壞。 
是□否□ 

1-2 
GPRS 

天線 

檢視車機通訊部分元件-GPRS 天線，是否

有被人為或自然因素破壞。 
是□否□ 

1-3 電源 
檢視車機通訊部分元件-電源，是否有被

人為或自然因素破壞。 
是□否□ 

1-7 
車內 

環境 

訊號 

遮蔽器 

檢視車內是否有干擾而造成車機的

GPS、GPRS 模組無法正常使用 
是□否□ 

2 動態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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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車機 

內部 

軟體 

車機韌體 

確認該車軌跡是否有正常回傳(每 30 秒回

傳 1 筆軌跡)，其誤差應小於 20%(24~36

秒)。 

是□否□ 

2-2 
車機定位

晶片 

確認該車軌跡是否有正常回傳(接收到衛

星數為 3 顆以上)，其回傳軌跡中衛星數

是否有衛星數是 0 比率相對於正常軌跡

回傳比率高。 

是□否□ 

2-3 
車機傳輸

模組 

確認該車軌跡是否有正常回傳-回傳軌跡

中是否有大量路段軌跡缺漏。 
是□否□ 

2-4 
車機斷電

回傳信號 

確認該車車機斷電回傳信號是否有正常

回傳至署內主機。 
是□否□ 

(三)  執行成果 

1. 攔查地點與執行單位 

今年度無預警攔檢抽驗於 7 月 24 日、7 月 25 日、7 月 26 日共完

成 3 場次。考量安全因素，今年無預警攔查攔檢地點選擇根據聯單資

訊中較多毒化物車輛會經過的起迄點工廠門口，各場次攔查地點安排

如下： 

(1) 桃園場：台灣科慕股份有限公司觀音廠門口 

(2) 高雄場：南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門口 

(3) 臺南場：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門口 

然而攔查地點隨著攔查當天附近車輛運送狀況也有臨時變更，如

桃園場次的狀況。現場攔查結果如表 3.5-10 所示，共攔查 4 臺車。稽

查項目包括車機是否維持正常操作、運送時之標示、安全資料表及運

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及臨時通行證，另大量者應攜帶安全裝備，針對

各項目的檢核結果，4 臺車皆通過檢核。現場攔查情形如表 3.5-1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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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0 現場攔查結果 

場次 攔查地點 
運送車

號 
車機 車體標示 相關文件 安全裝備 

物品包裝

標示 

桃園場 

台灣科慕

股份有限

公司觀音

廠門口 

759-G7 

車機

無異

常狀

況 

有張貼操

作標示圖

樣(已運

送完畢，

只有車

頭，所以

沒有車體

標示) 

有攜帶運送

聯單(該車

已運送完毒

化物，因此

未攜帶安全

資料表及運

送危害預防

應變資料) 

有攜帶 1

隻滅火器 

(無載運毒

化物) 

大勤化成

股份有限

公司門口 

075-X2 

車機

無異

常狀

況 

有張貼操

作標示圖

樣，車體

有符合危

險物品運

送之標

誌，並車

體後側依

規定懸掛

小紅旗 

有攜帶運送

聯單及相關

文件 

有攜帶 B

級防護衣

和供氧式

氧氣罩 

容器包裝

標示符合

國家標準

(CNS)6864 

Z8071 之

分類規範

高雄場 

南帝化學

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門口 

842-H9 

車機

無異

常狀

況 

有張貼操

作標示圖

樣，車體

有符合危

險物品運

送之標

誌，並車

體後側依

規定懸掛

小紅旗 

有攜帶運送

聯單及相關

文件 

有攜帶 C

級防護衣

和自給式

氧氣罩，

及 3 隻滅

火器 

槽體標示

符合國家

標準

(CNS)6864 

Z8071 之

分類規範

臺南場 

奇美實業

股份有限

公司中正

389-M8 

車機

無異

常狀

有張貼操

作標示圖

樣，車體

有攜帶運送

聯單及相關

文件 

有攜帶 3

隻滅火器 

槽體標示

符合國家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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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攔查地點 
運送車

號 
車機 車體標示 相關文件 安全裝備 

物品包裝

標示 

路一段門

口過磅區

附近 

況 有符合危

險物品運

送之標

誌，並車

體後側依

規定懸掛

小紅旗 

(CNS)6864 

Z8071 之

分類規範

表 3.5-11 現場攔查情形 

759-G7 攔查情形(桃園場) 075-X2 攔查情形(桃園場) 

842-H9 攔查情形(高雄場) 389-M8 攔查情形(臺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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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資料表等相關資料 檢查滅火器 

 

防護衣等安全裝備 車體標示 

攔查計畫執行結束後，本計畫依據無預警攔查攔檢過程與成果電

話訪談環保局，並根據環保局之建議修正草擬流程與文件，以利地方

環保局進行攔查攔檢時能順利攔到毒化物 GPS 車輛，並使檢核表項

目更符合實務之用，修正後攔查檢核表如表 3.5-12 所示。 

表 3.5-12  修正版現場車輛攔查檢核表 

運送業者名稱及 

管制編號(EUIC) 
 運送車輛車號 

頭車  

尾車  

司機  聯單編號  

運

送

起

點 

事業名稱

及管制編

號 

 

運送

迄點

事業名稱及

管制編號 
 

地址  地址  

一、對於運送車輛所載運毒化物。 

1-1 運送車輛是否載運毒化物？毒化物名稱：____________ 是□否□ 

1-2 運送毒化物種類及數量是否合理（目測）？ 是□否□ 

二、運送車輛是否隨車攜帶必備文件與設備。 

2-1 運送車輛是否隨車攜帶運送聯單？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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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運送車輛是否隨車攜帶臨時通行證？ 是□否□ 

2-3 運送車輛是否隨車攜帶運送駕駛人或隨車護送人員 

   之隨車攜帶訓練證明書？ 
是□否□ 

2-4 運送車輛是否隨車攜帶安全資料表？ 

   安全資料表與運送毒化物是否相符？ 

   安全資料表與毒化物包裝標示是否相符？ 

是□否□ 

是□否□ 

是□否□ 

2-5 是否備具適當之緊急應變工具及個人防護設備？ 是□否□ 

2-6 是否隨車攜帶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 

     是否包含外部支援組織？ 

是□否□ 

是□否□ 

2-7 車身是否懸掛或黏貼危險品標誌及標示？ 是□否□ 

三、運送車輛為毒化物 GPS 列管。 

3-1 是否有張貼操作標示圖樣？是否有依規定放置於車輛

擋風玻璃右側下方明顯處(駕駛座左前方)？ 
是□否□ 

3-2 運送車輛 GPS 是否有開機？ 是□否□ 

3-3 運送車輛即時軌跡位置是否正確？ 是□否□ 

三、 小結 

修正後的現場車輛攔查檢核表已簡化車機檢核項目，並根據相關法規包括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 84 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及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等規

定，增列相關檢核項目。為使環保局使用更為便捷，亦增加填寫聯單資訊與車輛

相關資訊的欄位。透過無預警攔查標準作業程序與檢核表之提供，協助環保局進

行異常行為之稽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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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辦理毒化物運送即時追蹤系統相關說明會 

依據工作合約項目：五(一) 辦理毒化物運送即時追縱系統業者說明會至少 3

場次(北、中、南各 1 場次) ，每場次約 35 人共計 105 人參與，提供餐點及茶水。 

為加強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之品質，藉由毒化物運送即

時追蹤系統相關說明會的辦理來推廣異常樣態確認、車機緊急聯繫通報機制試辦

計畫成果，配合法規發布流程進行相關工作辦理，及後續 GPS 系統推動規劃重點

說明，促使業界重視，並提升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監控及查核運作狀況之

成效。 

本計畫依據 106 年 5 月 11 日之範疇會議結論，辦理場次修正為 2 場次對業者，

2 場次對政府單位，並已分別於 106 年 9 月及 11 月辦理完成。以上活動舉辦完成

後，相關教材電子檔已置於網站上，提供未與會者下載參考，並根據流程提出會

議紀錄供主辦單位參考(附件九)。 

一、業者說明會 

(一) 場次及地點 

1. 北部場次： 

時間：106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一) 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愛蘇活教育訓練中心 601 教室 

2. 南部場次： 

時間：106 年 9 月 26 日(星期二) 下午 2 時 00 分 

地點：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工教育生活中心獅甲會館 305 會議室 

(二) 對象 

邀請毒性化學物質運送業者、GPS 車機供應廠商及政府相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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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三) 辦理情形 

本計畫規劃兩個主要的教學內容，如表 3.6-1 所示，一為 GPS

系統的功能操作步驟說明，針對業者常用功能進行解說，並提醒業

者車機回傳率不足時應如何處理、車機故障應於 15 日內修復完成、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週確認宣導等常見問題，期能保持良好的軌跡回

傳率，落實毒化物運送管理；另一部分為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

法的修法草案說明，知會業者將來運送作業的新規範與執法強度。

會後亦針對上述議題進行討論與意見交換，並實施滿意度調查，作

為系統精進之依據。今年度共計 74 位業者參與說明會，現場辦理

情形如下表 3.6-2 所示。 

表 3.6-1 車輛即時追蹤業者說明會課程表 

時數 議程 講師 

5 分鐘 報到領取資料 － 

10 分鐘 主席致詞 化學局 

40 分鐘 毒性化學物質 GPS 系統操作 振興發公司 

20 分鐘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現況與草

案修法方向說明 
振興發公司 

15 分鐘 綜合座談 振興發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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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2 業者說明會現場辦理情形 

(四) 滿意度調查 

本計畫針對參與說明會業者實施滿意度調查，藉以了解運送業者之滿意

度以及需求，以作為精進本系統之依據。本計畫共回收 47 份問卷，77%為 GPS

作業申請與業務執行之專責人員（承辦員），21%非執行之專責人員，2%表

示不清楚。其調查成果統計如下： 

1. 法規、系統瞭解程度統計如下表 3.6-3，可看出多數業者對

於參加說明會後，對於法規、系統皆表示瞭解，僅部分運

送業者參與說明會後仍有不瞭解之情形，會後皆向本計畫

專員請教相關操作疑問，並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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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4 法規、系統了解程度統計表 

題目 
極為  
瞭解 

還算  
瞭解 

略懂 
不太  
瞭解 

不予  
作答 

您參與本次說明會後，對於法規條

文之說明瞭解程度？ 
6 36 4 0 1 

您參與本次說明會後，對於車輛審

驗申請之流程瞭解程度？ 
10 34 3 0 0 

您參與本次說明會後，對於圖台監

控之操作方式瞭解程度？ 
9 33 4 0 1 

您參與本次說明會後，對於系統的

週確認機制之操作方式瞭解程度？
13 28 4 0 2 

您參與本次說明會後，對於故障報

備處理之作業程序瞭解程度？ 
8 33 6 0 0 

2. 對本計畫相關評價如下表 3.6-5，可看出多數業者對於本計

畫講師、安排場地設備、以及整體評價皆予以肯定，僅一

家業者表示講師表達內容不如預期，經同仁瞭解，其原因

為：該家業者表示他遲到會場，只聽到綜合討論的部分，

對內容並不了解。 

表 3.6-5 對本計畫相關評價統計表 

題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不予作答

您對於本說明會講師表達內容

之評價？ 
26 19 1 1 

您對於教室內設備配合的整體

評價是？ 
18 28 0 1 

您對本說明會的整體評價是？ 18 2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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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曾經使用過哪些本公司所提供之客服功能？(複選)  

由圖 3.6-1 可看出，多數業者皆以電話為主要客服聯絡

方式（約 54%），主要係因其方便且快速，而以電子信箱

以及 GPS 專區 F&Q 次之，僅少數業者以傳真或其他方式聯

繫本計畫客服專員。 

電話客服

54%

電子郵件

18%

GPS專區問

答集(F&Q)

16%

其他

6%

傳真

4%

沒用過

2%

 

圖 3.6-1 曾使用過之客服功能比例圖 

4. 您是否滿意本公司所提供之客服功能？ 

由圖 3.6-2 可看出，僅 13%業者對於本公司所提供之客

服功能表示無意見或不予答覆，而有高達 87%業者表示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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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算滿意

66%

非常滿意

21%

不予答覆

7%

無意見

6%

 

圖 3.6-2 客服功能滿意度比例圖 

 

5. 您認為本說明會之舉辦，對於未來在本系統內作業是否有

幫助？ 

由圖 3.6-3 可看出，所有業者均表示參與說明會後，對

於系統內作業皆有幫助，可見本說明會之重要性。 

還算有幫助

62%

極有幫助

25%

略有幫助

13%

 

圖 3.6-3 說明會是否有幫助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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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家機關教育訓練 

(一) 場次及地點 

1. 北部場次： 

時間：106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五) 下午 2 時 00 分 

地點：聯承電腦館前分校（臺北市館前路 2 號 205 教室） 

2. 南部場次： 

時間：106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一) 下午 2 時 00 分 

地點：巨匠電腦裕誠認證中心（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 1055 號 101

教室） 

(二) 對象 

邀請各縣市環保局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各縣市交通部監理所、各

區域環境督察大隊、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人員及政府相關單位。 

(三) 辦理情形 

本計畫規劃兩個主要的教學內容，如表 3.6-6 所示，一為 GPS 系

統的實際操作教學，針對管理單位常用功能進行詳細解說，並提醒管

理單位在看到車機回傳率不足時的處理方式、修法推動後專業技術管

理人員須強制進行週確認作業、未來新增功能提供資服務等訊息，並

強化毒化物運送管理人員的操作能力；另一部分為毒性化學物質運送

時的異常樣態勾稽作業，告知管理單位如何判斷業者是否有異常行

為，並適時地採取現場抽驗或無預警攔檢之手段。操作教學過後，亦

針對上述議題進行討論與意見交換，並發放問卷實施滿意度調查，作

為團隊未來計畫內容精進之依據。今年度共計 34 位管理單位人員參與

教育訓練會，現場辦理情形如下表 3.6-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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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6 車輛即時追蹤教育訓練會課程表 

時數 議程 講師 

5 分鐘 報到領取資料 - 

10 分鐘 主席致詞 化學局 

40 分鐘 毒性化學物質 GPS 系統操作 振興發公司 

10 分鐘 休息時間 - 

40 分鐘 毒性化學物質 GPS 系統勾稽操作說明 振興發公司 

15 分鐘 綜合座談 振興發公司 

 

表 3.6-7 教育訓練會現場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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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滿意度調查 

本計畫針對參與教育訓練會之管理人員實施滿意度調查，藉以了解運送

業者之滿意度以及需求，以作為精進本系統之依據。本計畫共回收 30 份有效

問卷，47%為管理毒化物運送車輛裝載 GPS 業務之專責人員（承辦員），43%

非專責人員，10%表示不清楚。調查成果統計如下： 

1. 系統功能逐項的瞭解程度統計如下表 3.6-8，可看出多數管

理人員對於參加教育訓練會後，對於系統功能皆表示瞭

解，僅部分管理人員在教育訓練會仍有不瞭解之情形，其

中現場抽驗及無預警攔查之工作內容，較多人員（2 位）表

示不甚瞭解，本團隊向對方詢問過後，他們表示現場工作

需在實際操演過後，會更能理解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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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8 系統功能瞭解程度統計表 

題目 極為瞭解 略為瞭解 不甚瞭解

您參與本次教育訓練後，對於圖台監控之操作

方式瞭解程度？ 
10 20 0 

您參與本次教育訓練後，對於軌跡資料情形查

詢之功能瞭解程度？ 
11 19 0 

您參與本次教育訓練後，對於系統新增的週確

認機制之操作方式瞭解程度？ 
9 21 0 

您參與本次教育訓練後，對於系統的管制區域

建置之操作方式瞭解程度？ 
11 18 1 

您參與本次教育訓練後，對於異常樣態勾稽之

作業內容瞭解程度？ 
7 22 1 

您參與本次教育訓練後，對於現場抽驗及無預

警攔查之作業程序瞭解程度？ 
6 22 2 

2. 對本計畫相關評價如下表 3.6-9，可看出多數管理人員對於

本計畫講師、安排場地設備，以及整體評價皆予以肯定，

僅一位管理人員表示教室設備不如預期，經同仁深入瞭

解，其原因為：他首先使用到無法使用的電腦，但在反應

過問題之後，亦已為他進行處理。 

表 3.6-9 對本計畫相關評價統計表 

題目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您對於本說明會講師表達內容之評價？ 24 6 0 

您對於教室內設備配合的整體評價是？ 14 15 1 

您對本說明會的整體評價是？ 17 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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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曾經使用過哪些本公司所提供之客服功能？(複選)  

由圖 3.6-4 可看出，多數管理人員皆以電話為主要客服

聯絡方式（約 46%），主要係因其方便且快速，而沒有使

用過或未填寫之比例次之，這說明了管理單位在業務上較

無與本團隊互動之機會，期望在辦理完本年度之教育訓練

過後，可以大幅改善此情形。 

電話客服

46%

其他

14%

尚未使用過

14%

電子信箱

12%

GPS專區相關

問答集(F&Q)

11%

傳真

3%

 

圖 3.6-4 曾使用過之客服功能比例圖 

4. 您是否滿意本公司所提供之客服功能？ 

由圖 3.6-5 可看出，有些管理人員尚未體驗過本團隊提

供之客服服務，因此有 33%填寫無意見；但是其他有使用

過客服功能之人員均表示滿意。 

非常滿意

34%

無意見

33%

還算滿意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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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5 客服功能滿意度比例圖 

5. 您認為本說明會之舉辦，對於未來在本系統內作業是否有

幫助？ 

由圖 3.6-6 可看出，所有管理人員均表示參與教育訓練

會後，對於與系統相關之作業辦法皆有幫助，可見本教育

訓練會之重要性。 

極有幫助

70%

略有幫助

30%

 

圖 3.6-6 說明會是否有幫助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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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系統更新與維護 

3.7.1 回傳率及妥善率分析 

本章節對應評選須知工作項目七、(一)定期監督各批次車機回傳情形，每月公

告回傳率及妥善率分析統計資料；追蹤輔導未達規定標準者進行改善作業。 

回傳率為車機回傳的軌跡每日計算正常軌跡的比例，而妥善率是基於回傳率

再進行整批運算的結果，妥善率高低決定於車機本身軟硬體的品質良好、車機廠

商提供維修速度、服務，及是否主動關切販售車機之回傳品質、車機使用者（司

機）是否正常操作，有異常狀態時是否即時聯絡車機廠商維修等，如表 3.7-1 妥善

率公式計算，妥善率為每月公布於專區網站上，如圖 3.7-1 所示。 

表 3.7-1 妥善率公式 

條件 說明 權重 

回傳品質 
月回傳率大於 80%的車輛比例 
月回傳率大於 80%的車輛數/（該批次該月車機車輛總

數-該月未出車之車輛數） 
75% 

維修效能 
故障車輛比例 
1-（故障車輛數/（該批次該月車機車輛總數-該月未出

車之車輛數）） 
25% 

計分方式 
＊ 表 示 目 前 服 務 車 輛 數 少 於 10 輛 者 。  
A+： 表 示 該 車 機 廠 商 批 次 之 車 機 妥 善 率 ≧ 95% 
A： 表 示 該 車 機 廠 商 批 次 之 車 機 90%≦ 妥 善 率 <95% 
B+： 表 示 該 車 機 廠 商 批 次 之 車 機 85%≦ 妥 善 率 <90% 
B： 表 示 該 車 機 廠 商 批 次 之 車 機 80%≦ 妥 善 率 <85% 
C： 表 示 該 車 機 廠 商 批 次 之 車 機 60%≦ 妥 善 率 <80% 
D： 表 示 該 車 機 廠 商 批 次 之 車 機 妥 善 率 <60% 
#： 表 示 該 車 機 廠 商 在 該 批 次 中 已 無 車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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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1 妥善率網頁畫面 

如果車機業者妥善率為 C 或以下，則本計畫會每月追蹤輔導未達規定標準者

進行改善作業，確認原因並要求改善，以避免影響運送業者的權益。 

一、即時監控系統車機回傳率情形 

回傳率為車機回傳的軌跡每日計算正常軌跡的比例。妥善率高低決定

於車機本身軟硬體的品質良好、車機廠商提供維修速度、服務，及是否主

動關切販售車機之回傳品質、車機使用者（司機）是否正常操作，有異常

狀態時是否即時聯絡車機廠商維修等，如表 3.7-2 妥善率公式計算。 



第三章、工作內容與方法以及計畫執行工作成果 

3-121 

 

表 3.7-2 妥善率公式 

條件 說明 權重 

回傳品質 月回傳率大於 80%的車輛比例 
月回傳率大於 80%的車輛數/（該批次該月車機車輛總

數-該月未出車之車輛數） 

75% 

維修效能 故障車輛比例 
1-（故障車輛數/（該批次該月車機車輛總數-該月未出

車之車輛數）） 

25% 

計分方式 

＊ 表 示 目 前 服 務 車 輛 數 少 於 10 輛 者 。  
A+： 表 示 該 車 機 廠 商 批 次 之 車 機 妥 善 率 ≧ 95% 
A： 表 示 該 車 機 廠 商 批 次 之 車 機 90%≦ 妥 善 率 <95% 
B+： 表 示 該 車 機 廠 商 批 次 之 車 機 85%≦ 妥 善 率 <90% 
B： 表 示 該 車 機 廠 商 批 次 之 車 機 80%≦ 妥 善 率 <85% 
C： 表 示 該 車 機 廠 商 批 次 之 車 機 60%≦ 妥 善 率 <80% 
D： 表 示 該 車 機 廠 商 批 次 之 車 機 妥 善 率 <60% 
#： 表 示 該 車 機 廠 商 在 該 批 次 中 已 無 車 輛  

本計畫今年度每月進行車機妥善率之統計，統計 1~10 月份之車機妥

善率，如表 3.7-3 所示，目前多數車機商妥善率皆達 A 級以上，有 0.01%

為 C 級，約 0.034%為 D 級，持續針對妥善率偏低車機商進行輔導，以提

升品質。每月持續辦理妥善率之統計，並將統計結果公布於 GPS 專區供

業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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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3  106 年 1 月～10 月妥善率統計表 

車機批次 10
月

9
月

8
月

7
月

6
月

5
月

4
月 

3
月 

2
月 

1
月

毒第一批_逢甲_GPRS_啟

品 

# # # # # # # # # # 

毒第一批_逢甲_GPRS_經

緯 LGP 

# # # # * * * * * * 

毒第一批_逢甲_GPRS_經

緯 LGS 

# # D C A+ A+ A+ A+ A+ A+

毒第一批 GPRS_智運

EzTrac 

# # # # # # # # # # 

毒第一批 GPRS_經緯 LGG # # # # * * * * * * 

毒第一批 GPRS_經濟 C3 # # # # * * * A+ A+ A+

毒第一批 GPRS_瞰車大

Locator-6 

* D D A+ A+ A+ A+ A+ A+ A+

毒第二批_系統商逢甲 * * A+ A+ A+ A+ A+ A+ A+ A+

毒第二批 GPRS_宇暘 M1 # # # * * * A+ A+ A+ A+

毒第二批 GPRS_易瑞

AVTS-1500 

# # # # # # # # # # 

毒第二批 GPRS_航釱 NW8 # # # # # # A+ A+ A+ A+

毒第二批 GPRS_捷世林

JAS201G 

* * * * * * * * * * 

毒第二批 3G_系統商逢甲 A+ A+ A+ A+ A+ A+ － － － － 

毒第三批 GPRS_捷世林

JAS211_測試中 

# # # # # # # # # # 

毒第一批_GPRS 捷世林 

JAS 201 

# # # # # # # # # # 

毒第一批_GPRS 捷世林 

JAS 301 

# # # # # # # # # # 

毒第一批_逢甲_GPRS 捷

世林 JAS 201 

# # * * * * * * * * 

毒第一批_逢甲_GPRS 捷 # # D B+ A+ A A+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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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機批次 10
月

9
月

8
月

7
月

6
月

5
月

4
月 

3
月 

2
月 

1
月

世林 JAS 301 

毒第一批 GPRS_中華

TLC-220 

* * * * * * * * * * 

毒第一批 GPRS_經緯衛星

GEOS1 

# # # # # # # # # # 

康訊第二批車機 # # # # # # # # # # 

康訊第三批車機 # # # # # # # # # #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3G_宇

暘 M30 

A+ A+ A+ A+ A+ A+ A+ A A A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3G_冠

祺鴻 TP458 3G 

A+ A+ A+ A+ A+ A+ A+ A+ A+ A+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3G_康

訊 U3 

A+ A+ A+ A+ A+ A+ A+ A+ A+ A+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3G_富

德爾 FT-168 

A+ A+ A+ A+ A+ A+ A+ A+ A+ A+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3G_鼎

汯 CH-68 3G 

A+ A+ A+ A+ A+ A+ A+ A+ A+ A+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3G_臻

隆 AVL-880 

# # # # # # # # # #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3G_漢

名 T2 

# # # # # # # # # #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4G_全

宏 AVL-897(4G) 

# # # # # # － － － －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4G_弋

揚 EP-168 4G 

* # # # － － － － － －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4G_冠

祺鴻 TP458_4G 

A * * # # # # － － －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4G_長

輝 CH-68-4G 

A+ A+ A+ * * * # － － －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4G_天

眼 SE-401 

A+ A+ A+ * * * － － － －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4G_富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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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機批次 10
月

9
月

8
月

7
月

6
月

5
月

4
月 

3
月 

2
月 

1
月

德爾 FT-168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4G_康

訊 U3(4G) 

A+ A+ A * * * － － － －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GPRS_

宇暘 M1B 

# # # # # # # # # #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GPRS_

宸和 E1B 

# # # # # # # # # #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GPRS_

航釱 HDHB2 

# # # # # # # # # #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GPRS_

銳&#20452;Locator 650 

# # # # # # # # # # 

廢第五次修正公告 GPRS_

中華 TLC-200 

* * * * * * * * * A+

廢第五次修正公告 GPRS_

長輝 CH688 

D D A+ A+ A+ A+ A+ A+ A+ A+

廢第五次修正公告 GPRS_

冠祺鴻 TP-458 

* * * A+ A+ A+ A+ A A A 

廢第五次修正公告 GPRS_

康訊 GVT-3000 

D D D D C C A A A+ A 

廢第五次修正公告 GPRS_

歐吉亞 SN-268 

* * * A+ B+ A A A A A 

廢第五次修正公告 GPRS_

臻隆 AVL-850 

* * * * * * * * * * 

廢第六次修正公告 GPRS_

宇暘 M1 

* * * A+ A+ A+ A+ A+ A+ A+

廢第六次修正公告 GPRS_

長輝 CH-88 

D A+ A+ A+ A A A A A A 

廢第六次修正公告 GPRS_

冠祺鴻 TP-458 

* * * * * * A+ A+ A+ A+

廢第六次修正公告 GPRS_

航釱 NW8 

# # # # * * * * * * 

廢第六次修正公告 GPRS_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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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機批次 10
月

9
月

8
月

7
月

6
月

5
月

4
月 

3
月 

2
月 

1
月

康訊 GVT-3000 

廢第六次修正公告 GPRS_

康訊 U1 

* * * D D A+ A+ A+ A+ A+

廢第六次修正公告 GPRS_

捷世林 JAS201G 

# # # # # # # # # # 

廢第六次修正公告 GPRS_

遠碩 e-68b 

# # # # # # # # # # 

廢第六次修正公告 GPRS_

歐吉亞 SN-268 

# # # # # # # # # # 

廢第六次修正公告銳悌 # # # # * * * * * * 

廢第四次修正公告_逢甲

_GPRS_冠祺鴻 TP-458 

# # # # * * * * * * 

廢第四次修正公告 GPRS_

中華 TLC-200 

* * * * * * * * * * 

廢第四次修正公告 GPRS_

長輝 ch-88 

D D A+ A+ B+ B+ C D D D 

廢第四次修正公告 GPRS_

冠祺鴻 TP-458 

* * * * * * A+ A+ A+ A+

廢第四次修正公告 GPRS_

康訊 Intellitrac X8 

# # # * * * * * * * 

 
註： 
*：代表服務車輛數少於 10 輛者（不予以統計）。 
A+： 表 示 該 車 機 廠 商 批 次 之 車 機 妥 善 率 ≧ 95%。  
A： 表 示 該 車 機 廠 商 批 次 之 車 機 90%≦ 妥 善 率 <95%。  
B+： 表 示 該 車 機 廠 商 批 次 之 車 機 85%≦ 妥 善 率 <90%。  
B： 表 示 該 車 機 廠 商 批 次 之 車 機 80%≦ 妥 善 率 <85%。  
C： 表 示 該 車 機 廠 商 批 次 之 車 機 60%≦ 妥 善 率 <80%。  
D： 表 示 該 車 機 廠 商 批 次 之 車 機 妥 善 率 <60%。  
#： 表 示 該 車 機 廠 商 在 該 批 次 中 已 無 車 輛 。  
－：表示該 車 機 廠 商 在 當 月 尚 未 提 供 該 車 機 供 購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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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檢討目前主機接收架構，建置監控管理功能 

本章節對應合約工作項目七、(二)檢討目前主機接收架構，建置監控管理功能

如接收轉檔程式、伺服器排程及磁碟空間等監控，並加強異常情況的通報與警示。 

於 105 年 6 月中，主機在軟硬體無變動的情況下，開始出現軌跡接收斷線、

延遲的情形，推測係因去年度作業系統升級時，依監資處的建議，讓資料庫主機

不對外連線，因此，接收軌跡的工作轉移到 a0-gps-ap 主機上，造成該主機的連線

數增加，該主機兼具 web 主機與接收轉檔主機，因此已於 105 年 7 月額外申請一

臺接收主機，以分擔連線負荷，目前系統架構如 3.7-2 圖所示。 

 

圖 3.7-2 目前主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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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異常發生起，本計畫對這次異常的影響進行分析與應變，針對接收轉檔主

機因斷線、延遲的情形造成部分車輛軌跡資料缺漏或異常之情況，本計畫與相關

單位密切進行處理，此外，亦進行下列兩項指標性作業，以檢視各車輛改善情形。 

一、週回傳率指標：統計該週回傳率未達 80%之車輛，並檢視新增接收轉檔

主機後回傳率，可看出未達 80%的車輛都是以 2G 為主，主因是 2G 車輛

較易受到基地臺的影響導致資料缺漏，在 2G 升級以後，未達 80%的車輛

已經僅剩約 20 車左右。 

表 3.7-4 週回傳率指標範例 

週 未達 80%車數 

2016/9/4~2016/9/10 共 166 車：156 車 2G/ 10 車 3G 

2016/9/11~2016/9/17 共 148 車：146 車 2G/ 2 車 3G 

 

2017/5/7~2017/5/13 共 85 車：65 車 2G/ 20 車 3G 

2017/5/14~2017/5/20 共 80 車：71 車 2G/ 9 車 3G 

 

2017/11/5~2017/11/11 共 20 車 

2017/11/12~2017/11/18 共 26 車 

2017/11/18~2017/11/25 共 27 車 

二、即時性回傳指標：針對每日接收轉檔主機回傳情形進行平均延遲時間分

析，統計每日延遲時間除以每日回傳筆數計算平均延遲時間（分），藉以

檢視即時回傳延遲情況，如下表 3.7-5 所示，從結果而言，3G/4G 的延遲

性的確有顯著的改善，但在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AP1 接收的延遲性仍有超過

30 分鐘的情形，將再移轉流向到其他接收主機，以避免延遲過長的情形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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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表 3.7-5 即時性回傳指標範 

日期 廢第六次修正

公告 AP1 
廢第六次修正

公告 AP2 
廢第七次修正

公告 AP1 
廢第七次修正

公告 AP2 

筆數 平均

延遲

(分) 

筆數 平均

延遲

(分)

筆數 平均

延遲

(分)

筆數 平均

延遲

(分) 

2016/10/22(六) 108163 8 107550 1 123227 1 224233 2

2016/10/21(五) 257320 7 256421 3 367183 6 431317 3

2016/10/20(四) 253178 94 244787 62 377069 37 450280 5

2016/10/19(三) 250455 112 243166 85 345186 17 449649 3

2016/10/18(二) 249083 159 239834 124 341281 12 411992 2

2016/10/17(一) 252092 115 243057 80 317816 11 377624 0

2017/05/19(六) 172644 30 199918 30 403833 36 666250 6

2017/05/18(五) 165314 42 210197 24 416231 12 656978 5

2017/05/17(四) 166780 19 199545 18 413857 18 650959 5

2017/05/16(三) 174106 32 193667 19 402642 24 663451 5

2017/05/15(二) 165972 30 195247 20 385775 41 596943 7

2017/05/14(一) 30496 10 33129 2 77920 15 16502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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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廢第六次修正

公告 AP1 
廢第六次修正

公告 AP2 
廢第七次修正

公告 AP1 
廢第七次修正

公告 AP2 

筆數 平均

延遲

(分) 

筆數 平均

延遲

(分)

筆數 平均

延遲

(分)

筆數 平均

延遲

(分) 

2017/11/18(六) 14975 58 38412 0 209949 20 234838 1

2017/11/17(五) 62559 122 111440 5 675220 39 706333 35

2017/11/16(四) 60406 7 102507 2 734739 34 691391 28

2017/11/15(三) 55061 17 110579 5 721190 52 682752 24

201711/14(二) 54590 5 104175 8 718183 50 681146 26

2017/11/13(一) 54554 1 105802 6 669968 50 6637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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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檔程式監控 

在發現監控後，系統也將增加異常的處理，如果發現指標異常，可

以透過系統功能，去重新啟動轉檔程式，或重新啟動資料庫，以避免異

常情形擴大，功能圖 3.7-3 所示。 

 

圖 3.7-3 轉檔程式監控功能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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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程程式監控 

除轉檔程式監控與處理外，系統的資料庫定期也有排程計算，如回

傳率或停頓點，這些排程計算對系統的資料正確性非常重要，系統將自

動每日早上檢視排程計算程式是否正常運作，並且把結果發出 Email，通

知相關人員 

 

圖 3.7-4 排程程式監控功能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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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機磁碟空間監控 

目前系統每日自動發送 Email 給系統管理人員，當磁碟空間低於 10%

時，並發出警示，畫面如下圖所示。 

 

圖 3.7-5 磁碟空間監控 Email 

此項目前已經完成開發並監控中，每日通報狀況。 



第三章、工作內容與方法以及計畫執行工作成果 

3-133 

 

六、網站監控 

本計畫於外部主機安裝網站監控程式，當網站停止服務時，監控程

式以 Email 與簡訊主動通報系統工程師進行處理。此項目前已經完成開發

並見空中，當發生異常時，Email 與 簡訊範例如圖所示。 

 

 

圖 3.7-6 磁碟監控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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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系統效能監控與負載能力測試 

一、 監控系統壓力測試 

定期監控系統效能，確保即時監控系統負載能力可達監控 2,000 車以

上運送車輛軌跡及同時 100 人上線使用，以維護系統之穩定性、可靠性及

安全性，並隨時提出必要之軟硬體設備改善建議、制定歷史資料分割架

構，協助系統運算負荷分配，以維持系統之最佳運作及提升系統效能。  

本計畫測試使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的測試工具，此工具專門用

於測試，使用工具為 Web 測試與負載工具，此工具為分析 Web 應用程

式的效能與延展性問題而設計的，包括 ASPX 網頁、HTTP Request 與其

中所使用的元件。 

在 Visual Studio 測試工具的 Web 負載測試運作方式是：由測試工具

開啟與伺服器的多個連接，然後快速傳送 HTTP 要求來模擬大群使用

者。它也可建立實際的測試案例，使用一組隨機的參數值來呼叫相同的方

法。這是一項重要的功能，藉此就不會反覆要求使用者使用相同的參數值

呼叫相同的方法。另一項有用的功能是 Visual Studio 會記錄測試結果，

提供關於 Web 應用程式效能的重要資訊，測試系統示意圖如圖 3.7-7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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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7 測試系統示意圖 

為確保即時軌跡監控 Web ArcGIS 圖台功能可順暢的提供所有使用者

監控服務，因此使用 Visual Studio 進行壓力測試。本團隊為維持 ArcGIS 監

控圖台正常運作，於 11 月初開始進行測試作業，以主機模擬監控 2,000

車且同時 100 人使用進行 web 測試及負載測試。測試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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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錄製 web 測試 

 

圖 3.7-8  web 測試-即時軌跡測試 

 

 

圖 3.7-9 web 測試-歷史軌跡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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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試結果 

 

圖 3.7-10 測試結果-負載測試摘要 

 

 

圖 3.7-11 測試結果-虛擬使用者活動圖(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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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12 測試結果-圖形報表(主機 1) 

 

Web ArcGIS 圖台在 100 人同時使用的情況下，各項查詢功

能可以達到如下表所示之效能標準。 

表 3.7-6 Web GIS 圖台 100 人同時使用各項功能測試結果 

功能  平均測試時間(秒) 達成率

即時軌跡查詢 38.9  100% 

歷史軌跡查詢 4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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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機磁碟空間監控 

目前持續每週監控各主機磁碟空間，並定期提供 貴局長官主機磁碟

空間報表，查看是否已達瓶頸，以適時做調整，如表 3.7-7。 

表 3.7-7 主機磁碟空間表 

磁碟名稱 磁碟容量 使用空間 可用空間 可用空間百分比 

A0-gps-ap1 系統磁碟 79GB 33GB 46GB 58.00 %

A0-gps-ap1 資料磁碟 80GB 30GB 49GB 61.61 %

A0-gps-ap2 系統磁碟 79GB 20GB 58GB 74.03 %

A0-gps-ap2 資料磁碟 50GB 2GB 47GB 95.94 %

A0-gps-db 系統磁碟 59GB 41GB 18GB 31.08 %

A0-gps-db 資料磁碟 800GB 622GB 177GB 2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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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機作業系統更新檢查 

目前持續每月定期執行各主機作業系統更新檢查，並每月提供 貴局長

官主機作業系統更新檢查報表，作業流程如圖 3.7-13。 

啟動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監控系
統之微軟更新標準作業

由遠端進入系統主機

進入微軟更新網頁
http://www.update.microsoft.com

點選「自訂」更新，確認有無
更新項目及內容

完成更新，確認系統是否需重新開機

有

檢視更新紀錄是否成功

否

是

查核各系統
是否運作正常

填寫資安檢查表

是

否

查核是否完成資安檢查
表

否

提交環保署系統更新文件與
檢查表

是
振興發
王明智

振興發
李炳輝

振興發
李炳輝

與監資處機房維運
團隊聯繫並排除異

常
是 檢查系統程

式碼

狀況
排除

確認目前主機無例行性排程作業

異常

無

主機重新開機並確
認是否正常操作

正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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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13 主機作業系統更新作業流程 

四、 主機效能監控 

為確保系統可正常提供服務，避免系統於運作期間發生異常斷線或其

他不可預知情形，定期檢查系統主機硬體設備是否超過負載及資料庫是否

正常運作；系統於凌晨時段定期進行排程作業，包含資料計算彙整排程、

報表資料排程、備份排程、外部資料同步排程、監控排程，更有效運用資

料庫、提升系統效能。目前主機環境如表 3.7-8。而目前對主機效能的指標

如表 3.7-9。 

表 3.7-8 主機環境表 

編號 系   統 功   能 系統 廠 牌 型 號 命名 

1 主資料庫 
接收轉檔

程式與資

料庫 

Windows 
2008 R2 

SQL 2012 

東七機房虛

擬主機 

A0-gps-db 

2 網站系統 
IIS 與 

Web GIS 
Windows 
2008 R2 

東七機房虛

擬主機 
A0-gps-ap1 

2 網站系統 
IIS 與 

Web GIS 

Windows 
2008 R2 

SQL 2012 

東七機房虛

擬主機 
A0-gps-a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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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9 主機效能指標 

資源 效能物件 效能計數器 效能瓶頸條件 建議的效能調整方法

記憶體 Memory Pages/Sec 20 以下為正常

增加記憶體大小 

記憶體 Memory Available MBytes
100 MB 以上為

正常 

處理器 Processor % Processor Time 75% 以下 
升級處理器速度或增加

處理器個數 
處理器 System 

Processor Queue 
Length 

2 以下為正常 

硬碟 PhysicalDisk 
Avg. Disk Queue 
Length 

讀寫頭*2+2 以

下為正常 
1.更換快速的磁碟機  

2.資料庫檔案的檔案群

組重新規劃分散於不同

的磁碟陣列 

硬碟 PhysicalDisk 
Avg. Disk Read 
Queue Length 

讀寫頭*2+2 以

下為正常 

硬碟 PhysicalDisk 
Avg. Disk Write 
Queue Length 

讀寫頭*2+2 以

下為正常 

記憶體 Buffer 
Manager 

Buffer Cache Hit 
Ratio 

90 以下 

增加記憶體大小 記憶體 Memory 
Manager 

Target Server 
Memory 

小於實體記憶

體大小為正常 

記憶體 Memory 
Manager 

Total Server 
Memory 

70~80% 以上 

目前已經完成效能的監控與解讀，3 臺主機效能都良好，詳細的內容如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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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機作業系統更新檢查 

目前持續每月定期執行各主機作業系統更新，由監資處下載微軟更新

檔案，再由系統管理人員執行更新，並每月提供 貴局長官主機作業系統更

新檢查報表。 

六、 監控系統壓力測試 

本工作團隊測試使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的測試工具，此工具專門

用於測試，將使用工具中的 Web 測試與負載工具，此工具為分析 Web 應

用程式的效能與延展性問題而設計的，包括 ASPX 網頁、HTTP Request

與其中所使用的元件。 

在 Visual Studio 測試工具的 Web 負載測試運作方式是：由測試工具開

啟與伺服器的多個連接，然後快速傳送 HTTP 要求來模擬大群使用者。它

也可建立實際的測試案例，使用一組隨機的參數值來呼叫相同的方法。這

是一項重要的功能，藉此就不會反覆要求使用者使用相同的參數值呼叫相

同的方法。另一項有用的功能是 Visual Studio 會記錄測試結果，提供關於 

Web 應用程式效能的重要資訊，測試系統示意圖如圖 3.7-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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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14 測試系統示意圖 

七、 小結 

自第三批列管以來，列管車機都約在 1800 輛至 2000 輛之間，以往都是以

3 部主機提供整體的服務，如圖 3.7-2 目前主機環境所示。然而監資處今年提

出新的資料庫主機方向：「SQL 資料庫統合」，希望以大型的資料庫主機提

供服務，因此本團隊建議以 4 部主機方式提供服務：1 部網站主機、2 部單純

的接收主機(不含資料庫)與 1 部監資處資料庫大主機，作為整體效能提升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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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制定歷史資料分割架構 

為了讓系統保持最佳的查詢效能，並維持暢通的資料接收寫入工作，定期

切割大量的軌跡資料是必須的。目前的軌跡資料切割模式如圖 3.7-15 每半年自

動排程將查詢機率較低的半年以前之軌跡切割到歷史資料主機 A0-gps-db，讓

各轉檔主機僅存放半年內的軌跡，以維持最佳讀寫效能。然而，可能隨著系統

運行多年，A0-gps-db 的可用空間會越來越小，且資料庫日益龐大，也會增加

查詢或切割時的資源消耗。 

因此，3 年以上之歷史軌跡資料進行切割資料庫存放，將超過 5 年以上的

資料離線存放於 A0-gps-db 的 800G 空間上，僅提供特殊案例調閱，以維持線

上資料查詢效率。目前已經完成軌跡資料歸檔與切割，對於 3 年以上的聯單也

進行切割以作為日後分析應用。 

 

 

圖 3.7-15 歷史軌跡切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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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資訊安全處理事項 

資訊安全所執行的工作主要為自行定期執行的資安檢

測與弱點掃描，並配合監資處弱點掃描與資安演練修補漏

洞。以下說明本計畫所使用的弱點掃描工具與資安掃描工

具。 

弱點掃描工具所使用 web 整合性資訊安全工具為

OWASP Zed Attack Proxy (ZAP) Project，此工具包含檢測

項目主要包含以下 6 項弱點規則 

1.跨網站指令碼 Cross Site Scripting(XSS) 

2.SQL 資料隱碼攻擊 SQL Injection 

3.跨網站偽造請求 Cross Site Request Forgery(CSRF) 

4.外部重新導向 External Redirect 

5.參數竄改 Parameter tampering 

6.目錄瀏覽 Directory browsing 

其中前 3 項是 OWASP 2013 Top 10 資訊安全重要議

題，本團隊以 OWASP 所開發的 ZAP 進行檢測與修正，

以符合近期資訊安全議題的管理重點。ZAP 畫面與掃描的

規則如下圖所示： 



第三章、工作內容與方法以及計畫執行工作成果 

3-147 

 

圖 3.7-16 帳號管理網站弱點掃描檢測工具-ZAP 

 

ZAP 掃描後會提出 4 級的掃描結果： 

 高等級(High)：高風險的資安議題，必須處理 

 中等級(Medium)：中等程度的資安議題，依照實際

需求處理 

 低等級(Low)：低程度的資安議題 

 訊息(Informational)：提供資訊 

對於高等級(High)者，為 OWASP 認為系統具有嚴重的

弱點，需要改善，本團隊則會根據 ZAP 的建議進行系統或

程式設計的調整，檢測報告結果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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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17 弱點掃描工具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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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案資安掃描使用的是 Microsoft 所提供的

Microsoft Baseline Security Analyzer (MBSA)，該工具可協

助評估作業系統環境之各項設定(包含帳號、IIS 等)其安全

性狀態是否符合 Microsoft 的最新安全性建議，並會根據

結果提供具體的建議修改方式，做為調整之參考。主要檢

查項目包括： 

 檢查 Windows 管理漏洞 

 密碼強度檢查 

 檢查 IIS 管理漏洞 

 檢查 SQL 管理漏洞 

 檢查安全更新 

完成掃描後，掃描彙整報告如下圖所示， 

 

圖 3.7-18 MBSA 掃描報告 



106 年度毒性化學物質運送即時追蹤系統管制推動、營運管理及監控整合提升計畫 期末報告 

3-150 

 檢測結果會分以下 5 種等級： 

 重大的 ：重要的議題，應該要被解決 

 非重大的  ：不重要的議題，依照實際狀況執行

改善。 

 檢測通過 ：通過檢測，不需處理 

 最佳實務建議 ：資訊與建議 

更新檔案尚未通過使用者審核通過 ：更新檔案已經

下載，但使用者尚未套用此更新檔案。 

本團隊會對於重大的議題，根據 MBSA 的建議採取行

動，完成改善後，再重新掃描一次，確認議題都完成處理。  

圖 3.7.19 106 年資安事件處理項目 
# 時間  
 2017/6/19 1. 事件：環保署滲透測試 

2. 處理方式與結果：配合檢測報告修改嚴重與高風險項目，都

已經修正完畢，複測結果無嚴重與高風險項目。 

 2017/9/20 1. 事件：行政院網路實兵攻防演練 
2. 處理方式與結果：在對外網站的程式上增加檢測工具，如果

包含實兵攻防演練的關鍵字 「nicst」，則即時自動 Email
通報。至 106 年 10 月 31 日演練完成後，本系統無任何資安

事件發生。 

 2017/11/20 1. 事件：本團隊自主進行資安檢測與弱點掃描 
2. 處理方式與結果：根據檢測的結果，執行對應的處理措施，

包括更新 Windows 系統元件與服務、修改程式與修改設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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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其他工作項目 

3.8.1 2G 車機升級 

國家通訊傳播員會(以下簡稱 NCC)公告行動電話業務(2G)，已於 106 年 6 月

30 日終止，為避免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監控系統軌跡通信服務中斷，本團

隊配合主辦單位之需求提出之應變作為，說明如下： 

一、 處理樣態 

於 106 年 3 月 28 日統計仍有 1,495 台車屬行動電話業務 2G 業者，其中，

包含行動電話業務（3G）車輛之基本資料異動或誤植等情事，而未依規定進

行車機升級作業，而導致系統仍判斷為 2G 業者，或者已經升級但未至系統

辦理行政作業者。 

二、 應變作為 

為避免即時監控系統軌跡通信服務中斷，或未符合該規定造成系統異常

者，本計畫配合主辦單位之需求提出應變作為，透過各單位協助及執行，持

續降低目前仍為行動電話業務（2G）車輛數，各項工作說明如下： 

(一)  每週統計尚未更新之名單 

自 5 月 11 日起每週統計尚未更新之 2G 名單供主辦單位參考，如表

3.8-2 所示，統計至 12 月 26 日，1,241 臺 2G 車輛，已升級為 3G 或 4G

車機共有 814 輛，2G 車輛申請解列或已解列 390 輛，在車機更新送審中

的有 13 輛，餘尚未辦理更新 24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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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1 每週尚未更新之名單 

日期 
所有車

輛數 
已更新 3G/4G

完成數 
申請解

列數 
更新送審

數 
尚未更新

數 
更新率 完成率

2017/5/10 1241 0 53 91 1097 0.00% 4.27% 

2017/5/17 1241 10 66 84 1081 0.81% 6.12% 

2017/5/24 1241 182 73 77 909 14.67% 20.55%

2017/5/31 1241 182 75 88 896 14.67% 20.71%

2017/6/7 1241 205 75 109 852 16.52% 22.56%

2017/6/14 1241 223 94 130 794 17.97% 25.54%

2017/6/21 1241 229 107 192 713 18.45% 27.07%

2017/6/28 1241 266 121 208 646 21.43% 31.18%

2017/7/4 1241 358 154 315 414 28.85% 41.26%

2017/7/11 1241 373 197 330 341 30.06% 45.93%

2017/7/19 1241 373 217 331 320 30.06% 47.54%

2017/7/25 1241 382 218 333 308 30.78% 48.35%

2017/8/1 1241 380 218 346 297 30.62% 48.19%

2017/8/8 1241 429 227 368 217 34.57% 52.86%

2017/8/15 1241 565 229 237 210 45.53% 63.98%

2017/8/22 1241 675 232 132 202 54.39% 73.09%

2017/8/29 1241 706 232 104 199 56.89% 75.58%

2017/9/5 1241 730 245 87 179 58.82% 78.57%

2017/9/12 1241 750 244 68 179 60.44% 80.10%

2017/9/19 1241 767 314 55 105 61.80% 87.11%

2017/9/26 1241 773 314 49 105 62.28% 87.60%

2017/10/3 1241 781 344 43 73 62.93% 90.65%

2017/10/11 1241 800 344 24 73 64.46% 92.18%

2017/10/17 1241 803 353 21 64 64.47% 93.15%

2017/10/24 1241 805 355 19 62 64.87% 93.47%

2017/10/31 1241 807 355 17 62 65.03% 93.63%

2017/11/7 1241 807 355 17 62 65.03% 93.63%

2017/11/13 1241 807 355 17 62 65.03% 93.63%

2017/11/21 1241 808 356 16 61 65.11% 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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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所有車

輛數 
已更新 3G/4G

完成數 
申請解

列數 
更新送審

數 
尚未更新

數 
更新率 完成率

2017/11/28 1241 808 357 15 61 65.11% 93.88%

2017/12/5 1241 812 357 11 61 65.43% 94.20%

2017/12/12 1241 813 356 11 61 65.51% 94.20%

2017/12/19 1241 814 356 9 62 65.59% 94.28%

2017/12/26 1241 814 390 13 24 65.59% 97.02%

(二)  協助宣導訊息發布 

於「GPS 系統專區－最新消息」發布車機商相關訊息與配套措施，

以官方管道宣導相關訊息與最新作為，提供最正確的資訊，避免以訛傳

訛。 

 

圖 3.8-1 宣導訊息發布 

 

(三)  制定 6 月與 7 月的應變作為 

考量 6 月是 2G 通訊服務停止的最後一個月，七月是變化後的第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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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擬定 6 月至 7 月工作甘特圖如表 3.8-2，並依照計畫執行相關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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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2 106 年推動毒化物 2G 車機升級之甘特圖 
工作內容項目 6 月 7 月 

(一)提供系統中 2G 車機的門號清

單，請各電信業者協助判斷是否屬

於該電信，並判斷其通訊方式和模

組是否為 2G、3G 或 4G。 

6/9 前辦理

完成 
 

      

 

(二)以電話聯絡的方式催告 2G 業

者盡速辦理更新。 

 6/12~6/23  6/26~7/7     

( 第 一 輪 電

話催告) 

 (第二輪電

話催告) 

 

(三)針對 2G 車機尚未更新者進行

發文作業(車機商和運送業者)。 

  6/19~6/23 

 

  

 

 6/20 前提供

2G 發文名單

(四)辦理有聯單無軌跡與有聯單

回傳率未達 80%車輛勾稽作業。

    7/1~7/31 每 週

一、三、五勾稽

   

    

( 五 ) 比 對 車 籍 系 統 篩 選 出 已 報

廢、繳銷、註銷、回收之 2G 車輛，

提交建議主動解列名單。 

      7/17~7/21  

  

(六)針對勾稽異常對象發文告知。
    7/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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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彙整現行車輛更新時發生之特殊樣態 

本計畫為考量便民及鼓勵 2G 更新作業，特整理現行車輛更新時已

發生之特殊樣態，提出各方案之建議作法，以及本計畫辦理特殊樣態

的案件數統計如表 3.8-3 所示，。 

表 3.8-3 彙整現行車輛更新時發生之特殊樣態 

樣態 被系統認定

為 2G 原因 

建議處理方式 辦理特殊樣態

案件數量 

車輛於初審

或 更 新

時，車機型

號 未 選 擇

為 正 確 的

3G 型號。 

車 機 型 號 非

3G 型號，例

如：毒逢甲第

二批 

1. 車 機 商 應 統 計 裝 置 業 者 之 名

單，包含公司名稱、車號、型

號，並提供舉證資料，發文至

審驗單位，並副本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及運

送業者。 

2. 待審驗單位收文後將進行系統

文書修正。 

共辦理 160 臺

修正為天眼

SE-301 車機型

號 

車機已完成

更 新 但 系

統 未 提 出

審驗。 

車 機 型 號 非

3G 型號，例

如：廢第四次

修 正 公 告

GPRS_ 長 輝

ch-88 

如果只更新通訊模組 

1. 車 機 商 應 統 計 裝 置 業 者 之 名

單，包含公司名稱、車號、型

號，並提供舉證資料，發文至

審驗單位，並副本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及運

送業者。 

2. 待審驗單位收文後將進行系統

文書修正。 

原有 8 臺換裝

亞太 4G 通訊

卡，回傳率皆

正常。至 12 月

底統計部份車

輛陸續更新車

機，12/28 尚餘

4 臺。 

如果是整台車機更新 

1. 車機已做完功能審驗： 

 補提出車機更新審驗 

2. 未做過功能審驗： 

 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提出車機

共 184 臺透過

文書補正車機

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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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態 被系統認定

為 2G 原因 

建議處理方式 辦理特殊樣態

案件數量 

更新審驗者可免重做功能審

驗，請直接提出車機更新審

驗 

(五)  請各電信業者協助判斷 2G 車機通訊方式和模組 

為掌握 2G 車機實際尚未升級的數量，將系統中 2G 車機的門號清

單，提供電信業者，請各電信業者協助判斷是否屬於該電信，並判斷

其通訊方式和模組是否為 2G、3G 或 4G。由於第一次電信業者能判斷

的門號只有一半的數量，因此請電信業者進行二次的判斷。6 月 8 日電

信業者的判斷資料中，共有 350 筆 2G 車機的門號被判斷為 3G 以上的

通訊服務，126 筆門號被判斷為已是 3G 的模組，其餘門號則為 2G 通

訊或未能判斷。 

(六)  車籍系統比對結果 

針對部分 2G 車輛，由於無法聯繫其業者(發文被退件或電話號碼

錯誤)，為探究其車輛之去處，將 2G 車輛的車號比對車籍系統，共比

對 1 次，發現有部分車輛已有繳銷、註銷、報廢之情形。 

(七)  電聯紀錄統計結果 

為催告並協助業者儘速辦理 2G 升級之作業，6 月 12 日至 7 月 7

日期間共進行兩輪的電話催告，掌握所有 2G 車輛後續之作為。統計至

7 月 25 日共有 308 臺車機尚未更新，其中有 97 臺正準備提出審驗更

新，51 臺待發文進行文書補正，160 臺待申請解列。 

(八)  產生主動解列名單 

2G 車輛中，共有 72 臺車輛已繳銷、註銷或報廢，其業主失聯或

電聯結果表示將進行解列。為確保該車輛已不再使用，篩選其 7 月 1

日至 7 月 16 日之回傳率，確認回傳率皆為零。已將此 72 臺 2G 車輛清

單提交主辦單位，作為本計畫建議主動解列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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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要求 2G 車輛回傳資料 

啟動實機測試，主辦單位於 106 年 9 月 19 日發文給尚無作為之 2G

業者，要求既有 2G 業者在兩周內發動車輛，確認軌跡可正常回傳，如

果無法回傳或回傳率無法達到標準，則建議應進行升級或解列。 

三、 2G 升級作業流程與建議 

為使今年 2G 車輛升級作業的經驗提供後續 3G 升級作業之參考，本計

畫彙整 2G 升級作業辦理事項與流程如圖 3.8-2 所示。今年推行 2G 作業遇

到的困難包括：業者基本資料異動卻未更新導致無法聯繫、業者仰賴車機

商協助申請審驗流程，車機商於送審的尖峰期間行政作業量過高。本計畫

建議除提早向運送業者宣導升級作業，未來可強化運送業者管理和車機商

管理；如介接車籍資料，若有註銷、繳銷、報銷或報廢之車輛，可提供管

理單位判斷是否要自動解列該車。另針對車機商，如未協助業者更新，可

執行相關措施，例如停止該車機商初審送件等。 

四、 小結 

統計至 12 月 28 日，已更新完成 814 輛，申請和已完成解列共 395 輛，

更新送審中的有 13 輛，尚未辦理更新剩餘 19 輛。剩餘的 19 輛再次與該車

輛所屬 9 家業者聯絡時，有 10 臺車表示會透過發文申請系統解除列管，9

臺待申請車機更新，因審驗相關文件尚未備齊，所以尚未送出申請。本計

畫將持續監控 2G 車輛，避免違法樣態發生，並協助業者儘速辦理相關作業，

直到系統所有 2G 車輛升級結束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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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2  2G 車輛升級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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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因應亞太 3G 通訊業務中止 

NCC 於 106 年 9 月 13 日核准亞太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終止 3G 通訊業

務，本計畫查詢毒化物運送車輛即時監控系統，106 年 11 月 23 日統計共有

4 臺車為亞太 3G 的車機，如表 3.8-3。經電話聯絡，2 家車機商皆表示已有

相對應的通訊技術，避免亞太 3G 斷訊造成其車機回傳率不符規定。將持續

配合主辦單位勾機異常車輛，並協助業者維護車機回傳品質。 

表 3.8-4 系統中亞太 3G 車輛名單 
車機型號 車機商 審驗狀態 電信業者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3G_冠祺鴻

TP458 3G 
冠祺鴻科技行 正式核可 亞太電信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3G_宇暘 J30 宇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式核可 亞太電信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3G_宇暘 M30 宇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式核可 亞太電信

廢第七次修正公告 3G_宇暘 J30 宇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式核可 亞太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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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本工作團隊自本年度4月份起承接本計畫，完成工作項目包括： 

一、 完成毒化物運送修法草案之規劃，並協助辦理公聽會 1 場次，以蒐集各方

對修法草案之建議與意見。 

二、 因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公告 2G 通訊服務已於 106 年 6 月 30 日終

止，輔導車機商開發 4G 車機，至 106 年 12 月 20 日，已經有 10 家車機商

具有 4G 車機。 

三、 統計 GPS 今年度 4-10 月份車機回傳及妥善率成果，車機商 4~11 月份妥善

率，目前多數車機商妥善率皆達 A 級以上，僅有 0.01%為 C 級，約 0.034 %

為 D 級，並針對妥善率偏低車機商進行輔導，以提升品質。 

四、 自 106 年 4 月 11 日始統計至 106 年 11 月 23 日，共審驗 984 臺車。 

五、 已完成南區（台南）北區（桃園）共 2 臺現場抽驗作業；以及南區（臺南

仁德工業區、高雄林園石油化學工業區）北區（桃園觀音工業區）3 臺無

預警攔查檢檢；其中，場抽驗作業發現 1 臺異常車輛，後續該車輛已解列

完成。 

六、 自 106/4/11 統計至 106/11/23 勾稽部分，本計畫總勾稽異常車輛（有聯單

無軌跡車機異常、聯單異常等）共有 971 件。 

七、 毒化物運送業者之週確認率 4 月～11 月份平均達 90.2%以上。 

八、 2 場業者說明會分別於 9 月 25 日（愛蘇活教育訓練中心）和 26 日（高雄

市勞工教育生活中心獅甲會館），辦理完成，共 74 人參與。2 場環保局教

育訓練則於 11 月 24 日（聯承電腦館前分校）與 11 月 27 日（巨匠電腦裕

誠認證中心）辦理完成，共 34 人參與。 

九、 完成以 Android 為平臺的行動版(APP)監控功能。 

十、 配合內政部全國地理空間資料政策，已更換圖臺作業環境為地理資訊圖資

雲服務平台(T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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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完成圖臺警示強化功能，可於圖臺顯示運送中車輛所載運毒化物種類之

圖示；此外，車輛警急事件跑馬燈、車輛警急通報功能及車輛警急時改變

圖示等功能，皆已完成建置。 

 

4.2 建議 

一、 GPS 車機規格及相關監控功能提升，需依照運輸毒化物的危害特性予以

分級強化監控功能。 

 

二、 為便利地方環保機關進行查核及應變，未來應依其需求建議開發相關資

訊系統功能，以供該轄區運輸業者之運輸狀況跨區查詢。 

 



附件一 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 

附件一-1 

「106 年度毒性化學物質運送即時追蹤系統管制推動、

營運管理及監控整合提升計畫（106A002）」 

評選會評選委員審查意見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廠商（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審查意見 廠商答覆情形 

(一) 謝委員哲隆 

(1) 圖型介面說明機關處如可更

新，應全面更新。 

謝謝委員建議，將依照委員意見

辦理更新。 

(2) 車機規格的分級如何依據車

型或運送毒化物的類型分

級，其商業上是否規模有利

基，如何推動? 

謝謝委員建議，目前部分既有廠

商除安裝最基本的車機以外，並

已經加裝其他新設備或導入新作

業方式以作為自主的管理強化，

因此技術面已可行，在規模上，

採用軟體功能的方式推動，因此

不只是毒性化學物質可應用，其

他車隊管理功能也可應用，以期

達到經濟規模。 

(3) GPS 系統審驗功能的地方使

用經驗除毒化物諮詢外，有

害廢棄物的 GPS 審驗地方

應已有相當實用經驗，可納

入評估內容中作為參考。 

謝謝委員建議，本團隊在廢棄物

管理上已有審驗地方化作業的執

行經驗，將依署方政策方向，執

行系統修改、辦理實機教育訓

練，並針對審驗步驟逐項與環保

局人員進行說明與實際操作，並

同步統計，若審驗作業地方化，

各縣市需花費人力與時間上是否

配合辦理。 

(4) 行動裝置 App 的後端監控

及使用權限的運作內容不清

楚，可再補充說明。 

謝謝委員建議，目前行動裝置

App 僅供地方環保局或督察大隊

人員使用，暫無規劃其它業者權

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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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 

審查意見 廠商答覆情形 

(5) 運送車輛的車齡及安全性汰

換是否亦與運送作業有相當

關聯，可再評估討論。 

謝謝委員建議，目前系統尚無運

送車輛之車齡欄位，將與署方討

論後研議是否新增；另安全性部

分今年度已針對修法內容新增車

機緊急通報功能，以強化運送作

業之整體安全性。 

(二)盧委員柏州： 

(一) 即時追蹤系統已執行數年，

即有的裝置設施(備)，如何

升級或改善? 

謝謝委員建議，將在這次修法

時，提出新的車機規格，搭配 2G

電信網路執照終止，建議運送業

者更換車機，並且在公聽會蒐集

意見討論車機應更新的終止日，

以整體提升我國毒性化學物質運

送車輛的運送安全。 

(二) 資安問題日益受到重視，計

畫中有何強化作法? 
謝謝委員建議，目前系統已經具

備 安 全 的 傳 輸 方 式 —

SSL(TLS)，並且本團隊內部執行

資安掃描與弱點掃描，並配合外

部單位的弱點掃描與滲透測試。 

(三) 計畫工作項目與人力配置關

聯性請補充說明。 
謝謝委員建議，經費編列於業務

費部分，針對各項系統開發費用

中均包含系統分析、程式設計、

GIS 人員，因此在人事費上並無

重複編列；而人事費之計畫主持

人、計畫經理及環境工程師則針

對計畫管理與評析工作進行編

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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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3 

審查意見 廠商答覆情形 

(三) 華委員梅英： 

(一) 振興發公司已協助執行本項

計畫多年，具相當成果，在

經驗和能力上應可肯定。 

感謝委員肯定。 

(二) 由於 GPS 車機所需費用

高，又有設備使用經年老舊

問題，本年度針對第四批小

量運送以 App 裝置為主，

請助了解前幾批以行動裝置

管理之可行性。 

謝謝委員建議，將納入評估前三

批列管對象以 App 裝置為主之可

行性，但因 App 裝置以人操作為

主，失誤機率較高，是否適合運

送量大之對象，將與署方討論後

再行評估。 

(三) 請說明 105 年勾稽作業移至

地方環保局之人力、業務執

行狀況。 

謝謝委員建議，在 105 年首度將

勾稽名單下放地方環保局執行追

蹤作業，但因部分環保局在毒化

物管理人力上較不充裕，因此需

花費較長時間辦理，但本團隊仍

輔導與協助環保局，以確保所有

勾稽案件追蹤至結束。 

(四) 本計畫實際投入人力狀況，

請予說明。 
謝謝委員建議，經費編列於業務

費部分，針對各項系統開發費用

中均包含系統分析、程式設計、

GIS 人員，因此在人事費上並無

重複編列；而人事費之計畫主持

人、計畫經理及環境工程師則針

對計畫管理與評析工作進行編

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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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廠商答覆情形 

(四) 吳委員文娟： 

(一) 依服務建議書 P3-10~3-15

審驗內容，未來如要移交地

方單位執行時，建議評估事

項需多些考量，如地方業務

人物力資源，審驗一致性與

期他涉及管理差異問題。 

謝謝委員建議，將納入環保局面

向、審驗作業面、業務推動面上

與中央管理面向都納入評估考

量，以作為推動前的應準備事

項。 

(二) 實務上毒化物運送時，是否

曾發生嚴重事故?除管理端

精進外，業者的運送端（如

專技人員、駕駛人員），是

否亦有需改進之處 ?建議

「人」的因素亦要納入考

量。 

謝謝委員建議，近年來運送事故

雖數量不多，但偶而會有較嚴重

的運送事故(車禍、翻覆、運送中

掉落)，針對業者運送端之精進，

將於辦理業者說明會時主動蒐集

需求並加以精進。 

(三) 實際狀況是精進依據，建議

未來進行統計分析（如運送

物質情形、運送時間，異常

態樣等）。 

謝謝委員建議，將定期統計重要

的業務性執行的數據指標提供主

辦單位參考。 

 



附件一 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 

附件一-5 

「106 年度毒性化學物質運送即時追蹤系統管制推動、

營運管理及監控整合提升計畫（106A002）」 

第一次進度報告審查意見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廠商（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審查意見 廠商回復 

(一) 盧科長家惠 

(一) ArcGIS 轉換 TGOS 圖臺期

間，是否與過去 APMAP 轉

移時同時保有舊有圖臺，降

低使用者操作之衝擊。 

謝謝建議，將依照委員意見提供

TGOS 圖台時將同時保有舊有圖

台，以降低使用者操作之衝擊。 

(二) 緊急應變之功能設計與規

劃，請邀集諮詢中心展示功

能執行內容，確認功能開發

均符合實際應變需求。 

謝謝建議，將邀請諮詢中心需求

訪談蒐集意見。 

(三) 請委辦公司針對目前主機接

收架構與空間進行檢討，如

有需擴增部分，請提出需

求。 

謝謝建議，目前先針對空間與效

能進行數據蒐集與評估判斷是否

需要擴增主機與運算資源。 

(二) 楊毒管師麗貞 

(1) 至 106 年 5 月 31 日依工作

執行百分比符合合約要求達

25%辦理進度，完成辦理毒

性化學物質運送車輛裝設即

時追蹤系統(GPS)審驗作業

50 臺，本計畫至 106 年 5

月 19 日共審驗 121 臺車(更

新 57 臺，解列 48 臺)，已

完成本次進度量化數。 

謝謝說明。 

(2) 報告資料 3-77 頁的表 3.7-6

主機磁碟空間表，其使用容

量已達 92%，請查明後儘速

謝謝指正，該項數據為誤植，目

前已經更新報告內容，主機空間

仍足夠，並且已經開始每日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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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廠商回復 

處理以免有容量不足影響。 監控主機空間功能。 

(3) 本署現行制式契約已規定若

未於規定期限完成，倘經機

關複測未通過，於通知後開

始依違約金計算…等注意契

約內容相關規定。106 年第

一梯次網站人工滲透測試掃

描初測結果風險數之毒性化

學物質運送車輛即時監控系

統屬高及中風險弱點概況

(高風險弱點 1 個，中風險

弱點 1 個，低風險弱點 5

個)，建議措施檢視及修正

網頁漏洞，進行改善情形要

確實執行。 

謝謝提醒，資安、滲透測試或弱

點掃描等都會依照監資處掃描結

果進行修改與配合修正與復測。 

(4) 因應 2G 通訊服務中斷，列

管運輸業者車輛之車機更新

案，請增加人力儘速處理，

以免影響業者的作業事宜。

謝謝提醒，本團隊已經，執行成

果說明於 3.8 因應 2G 電信業務

停止服務進行車機升級。 

(5) 本計畫已由本局委託辦理建

議報告內文將毒管處等字眼

修正及圖片字要清晰(如 3-

30 頁的圖 3.3-11、3-53 頁

的圖 3.5-4、3-84 頁的圖

3.8-1、3-54 頁的圖 3.5-6)。 

謝謝建議，已經修改報告的相關

圖表與文字。 

(6) 後續工作的進度請注意其執

行期限，並儘早提出質行規

劃工作報告送局後執行(如

無預警攔查…等)。 

謝謝提醒，現場審驗與無預警攔

查檢已經提出規劃於附件五與附

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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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度毒性化學物質運送即時追蹤系統管制推動、

營運管理及監控整合提升計畫（106A002）」 
期中報告審查意見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廠商（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審查意見 廠商答覆情形 

一、華委員梅英：  

(一) 1.本報告於七月撰寫，報告

中提及工作或事項已完成者

請改以完成語法。 

2.查核總表請詳細說明。 

謝謝委員建議，已經依照委員意

見修改報告的相關文字及查核總

表的說明。 

(二) 依三個月之通聯，部分業者

並不知更換等相關資訊，故

在平時之資訊傳達上，請研

提建議能讓業者廣為瞭解。

謝謝委員建議，我們針對業者在

下次訊息傳達上會再加強，透過

發公文配合電話聯絡使業者瞭解

車機更換的訊息。 

(三) 修正草案： 

1.回傳率由 80%提高至 85%

之因？足夠嗎？ 

2.簡易運送聯單格式與管

理？ 

3.對於小量運送、複合運送

(氣、固狀況)？ 

1.因目前車機品質趨於穩定，且

目前回傳率大多超過 85%，故

將原來車機回傳品質從 80%提

升至 85%，藉以要求業者維護

車機正常運作。曾統計過若提

升至 90%則標準太高，因此提

高至 85%作為漸進式的標準。 

2.小量運送業者無須裝置即時監

控系統，僅需使用小量運送軌

跡記錄系統(行動裝置)，於起

運前記錄起運開始及迄運點記

錄結束運送，並搭配簡易運送

聯單作為管理。簡易運送聯單

的格式請參照本報告書附件

三，管理方式請參照本報告書

3.1.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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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廠商答覆情形 

3.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理辦法第

七次修正通過後，將強化毒化

物運送的安全，掌握小量運送

和複合運送的流向。 

(四) 本年應辦理 150 臺 GPS 逐

車審驗，至 7/28 已完成 265

件，請說明後續預計數量。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依環化控

字第 1060006506 號函辦理契約變

更後，至 106 年 12 月 31 日前應

辦理 335 臺審驗件數，目前八月

中旬已完成兩百多件。審驗有許

多類型，其中計費的審驗項目只

包含初審、車機更新、車機移

機、恢復列管，於報告書中將詳

列清楚。 

(五) 本計畫已依原工作內容進

行，具相當成果，工作值得

肯定。 

謝謝委員肯定。 

二、吳委員文娟： 

(四) 化學局 105 年底已成立，第

一章請補完環保署行政體制

變革情形。 

謝謝委員建議，依照委員的意見

於第一章說明環保署行政體制變

革情形，詳細內容請看 1.1 緣起

與前言(P1-3)  

(五) 本管理監控執行有年，請

說明中央地方分工方式。 
謝謝委員建議，目前監控作業仍

由中央執行，並將勾稽異常的車

輛移交地方。本計畫會持續將勾

稽與監控作業推廣至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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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廠商答覆情形 
(六) 表 3.2-3 應辦事項檢核表

(P.3-20)，請將四大工作補

齊；如勾稽監控每日進行，

統計每月中才作，問題處理

時效為何？ 

謝謝委員建議，目前系統每日自

動化勾稽異常車輛，並由負責人

員每季統計分析車輛一個月內被

勾稽的次數。每日勾稽通報作業

功能係以每日發信告知各環保局

異常名單，GPS 系統有已讀回條

之機制，可確認環保局是否有收

到信並且已開啟信件。 

(七) 審驗系統及功能全國齊一，

如分散由各縣市辦理，技術

之外，時效與審理一致性亦

需考量。 

謝謝委員建議，依照委員意見根

據審理案件量，進行一致性納入

審驗作業移交環保局的可行性評

估，詳細請看報告 3.2.5 評估審驗

作業移交環保局之可行性（P3-

21）。 

(八) 表 3.4-1 毒化物管理架構表

(P.3-44)請修正。 
謝謝委員提醒，本團隊已經修改

報告的相關文字。 

(九) 駕駛與車齡因素，與勾稽異

常或事故之間是否有意義，

可比對瞭解。 

謝謝委員建議，根據近五年事故

資料分析，發生事故的化學品車

輛車齡約有七成集中在車齡為 0

到 5 年的車輛，車齡與事故發生

機率二者並沒有顯著正相關。 

(十) 每年發生的化學品運送事故

很多，毒化物佔多少？對於

需特別關注的化學品，運用

本系統之可行性為何？能量

限制可先評估。 

謝謝委員建議，近五年載運化學

品的車輛發生事故的次數為 17

件，其中 3 臺為空車，剩下 14 臺

中有 10 臺是載運毒化物，4 臺載

運非毒化物的化學品。 

關注的化學品數量多，未來可針

對危險品先行評估。 

三、謝委員哲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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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廠商答覆情形 
(一) 工作內容進度查核表 2.2-2

相關進度完成比例請再確

認，例如(一).5 App 評估。 

謝謝委員建議，已經依照委員意

見修改報告的相關文字及查核總

表 2.2-2 的說明。 

(二) 第三章建議修正為「工作方

法及成果」。 
謝謝委員建議。 

(三) 審驗作業移交環保局是否

「六都」與一般縣市分開評

估。 

謝謝委員建議，評估審驗作業移

交環保局之可行性請參照 3.2.5。 

(四) 圖 3.3-12「毒管處」是否應

修正，請再確認。 
謝謝委員建議，已修正相關文

字。 

(五) 即時軌跡監控查詢系統後續

效益驗證及模擬狀況演練請

考量後續規劃的可行性。 

謝謝委員建議，本團隊未來可以

配合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作整

體的模擬演練。 

(六) 表 3.2-1 審驗類型統計請再

補充是否已含落地落港運送

車輛加裝 GPS 數量。 

謝謝委員提醒，經查詢 107 年報

關前結關後的落地落港運送車輛

共有 221 輛已經安裝即時追蹤系

統。 

(七) 2G 車輛勾稽異常的加強管

制作業，是否有協助提升、

升級車機系統的配套作為？

申請解列數持續上升，是否

確實解列，亦應追蹤。 

謝謝委員建議。此管制作業有助

於業者升級車機系統；當系統勾

稽到 2G 車輛載運毒化物聯單且

回傳率未達法定標準，經發文告

知業者且未改善，該車輛將無法

申報聯單，直到業者提出審驗申

請。關於 2G 申請解列數統計包

括已解列和提出解列申請的車

輛，針對提出解列申請的車輛，

系統皆會顯示目前的審驗狀態，

以助於追蹤車量是否確實解列。

截至 106 年 11 月 28 日 357 臺申

請解列車輛中，已完成解列共

327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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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廠商答覆情形 
(八) 圖 3.3-15 多化學物質運送車

輛共同軌跡分析的 Input 資

料，聯單是否可納入第四批

少量運送物質，請再評估。

謝謝委員建議，這個功能來源是

運送聯單，未來運送聯單包含小

量運送時，就可以納入小量的毒

化物一併分析。 

(九) 異常勾稽與違規樣態的成果

至今只進行統計，但分析作

業尚未詳細進行，應持續進

行。 

謝謝委員建議，異常勾稽與違規

樣態的成果請參照 3.5.1。 

四、陳委員椿亮： 

(四) 法制作業適當時機宜有署

外，法律專家參與。 

謝謝委員建議，修法程序在過程

中就已經會經過環保署的法規會

法律專家提供意見。 

(五) 妥善率在網頁公布：宜細分

多項妥善率，俾受評者良性

競爭，且改進有著力點。 

謝謝委員建議。 

(六) 網路申報宜有即時回應，例

如「申請案收到。」這

也是資訊時代禮儀。 

謝謝委員建議。 

(七) 「妥善率」網頁公佈，為形

成良性競爭及有改進著力

點，宜細分多項之妥善率，

併同公告。 

謝謝委員建議。 

(八) 緊急通報及應變輔助功能，

宜設計模擬演練，有些可用

通訊演習即可。 

謝謝委員建議，本團隊未來可以

配合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作整

體的模擬演練。 

(九) 監控分工Ⅰ級Ⅱ級作法是否

僅為備用，或使環保單位可

加運用？ 

管制區建置之Ⅰ級Ⅱ級作法，相

關環保單位皆可運用，根據單位

的需求劃設管制區，當車輛進入

該區域系統自動會根據等級而有

不同的通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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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電腦容量之不足警示，應預

留管理單位行政作業。 

謝謝委員建議。 

五、危害控制組意見： 

(一) 依契約書第五條契約價金之

給付條件(一)2.(3)乙，第 2

期款於期中報告(106 年 7 月

31 日)依工作執行百分比符

合合約要求達 55%辦理進

度，完成辦理毒性化學物質

運送車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

（GPS）審驗作業 150 臺，

辦理 2 場次無預警攔查攔檢

及 2 場次現場審驗作業，本

計畫至 106 年 7 月 28 日共

審驗 176 臺車（初審 39

臺，更新 133 臺，車機移機

1，異動恢復列管 1 臺），已

完成本次進度量化數。 

謝謝說明。 

(二) 請規劃 App 開發完成的時

間及提供給環保局測試的時

間。 

謝謝建議，App 已於 11 月開發完

成，已經於教育訓練時說明功

能，已經可於系統上下載並測

試。 

(三) 請評估審驗案件收費的標準

及可行性，供未來移交環保

局時，作為向業者收費的考

量。 

謝謝建議，相關內容請參照報告

書 3.2.5 章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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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廠商答覆情形 

(四) 第 3-3 頁二、管制對象「現

在運送管理辦法…目前運送

氣體超過 20 公斤、液體超

過 50 公斤、固體超過 100

公斤都須申報聯單與裝置即

時追蹤系統」，建議依現今

法規更正為「現在運送管理

辦法…運送第一類至第三類

毒性化學物質氣體超過 50

公斤、液體超過 100 公斤、

固體超過 200 公斤都須申報

聯單與裝置即時追蹤系

統」。 

謝謝建議，已修正相關文字。 

(五) 第 3-4 頁「毒性化學物質運

送管理辦法」修正草案能夠

明列出其全部，再說明第十

二條修正內容係由本計畫草

擬，以利可以瞭解本辦法修

正內容全貌 (參考如附件

3)。 

謝謝建議，已修正相關文字。 

(六) 報告資料 3-9 頁圖 3.1-4 及

3.1-6、3-18 頁圖 3.2-4 及 3-

24 頁圖 3.3-3、3.3-4…等廠

商個資請注意保密，建議將

公司名稱隱藏。 

謝謝建議，已修正相關文字。 

(七) 報告資料 3-30 頁圖 3.3-12

緊急聯繫通報機制流程圖之

4 應由環保署化學局接收主

機，另簡訊通知應為所有人

/運送業者、諮詢中心/監控

謝謝建議，已修正圖 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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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及環保管理單位。 

(八) 報告資料 3-30 頁圖 3.3-12

之環境事故專業監控中心及

環境事故專業諮詢中心之名

稱建議修正為環境事故專業

諮詢監控中心–諮詢中心，

環境事故專業諮詢監控中心

–監控中心。 

謝謝建議，已修正圖 3.3-12。 

(九) 報告資料 3-52 頁圖 3.5-2 之

勾稽成果彙整與建議作法範

例圖之建議改進方式，如異

常原因有違反法規者建議用

移請將資料環保局依權責進

行查處。 

謝謝建議。 

(十) 第 3-63 二、（一）無預警攔

查攔檢地點考量，本年度將

執行 2 場次無預警攔查攔

檢，建議更正。 

謝謝建議，已修正相關文字。 

(十一) 第 3-80 頁圖 3.7-5 磁碟

空間監控 Email 之資料是

2017-05-23 檢測結果是否有

近期檢測結果。又若磁碟空

間低於 10%將觸發警示資

訊，是否警示值太低。另 3-

82 頁表 3.7-6 主機磁碟空間

表之 S 槽可使用容量 8%，

是否需要已達瓶頸是否需要

做調整。 

謝謝建議， S 槽可使用容量

92%，8%為已使用容量，已修正

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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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第 3-84 頁表 3.7-8 主機

效能指標之建議效能調整方

法如增加記憶體大小、升級

處理器速度、更換快速的磁

碟機..等是否有迫切性。 

根據目前統計的效能指標結果，

主機運作情形良好，偶發生夜間

批次運算時間過長，但不頻繁，

將在觀察是否有需要額外增加資

源的急迫性。 

(十三) 表 3.4-1 請確認第三類

之資料是否正確，另表 3.4-

2 之分級初步規劃意義不

明，請重新規畫並以文字說

明。 

謝謝建議，已修正相關文字，相

關內容請參照 3.4.4。 

(十四) 欄查結果車機均無異

常，是否有查核其他法規規

定事項 (如標示、聯單攜

帶、運送物質)(結果請再補

充) 

謝謝建議，已修正相關文字，相

關內容請參照 3.5.4。 

「106 年度毒性化學物質運送即時追蹤系統管制推動、

營運管理及監控整合提升計畫（106A002）」 

期末報告審查意見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廠商（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審查意見 廠商答覆情形 

一、華委員梅英：  

(一) 振興發公司已規定進行各

項工作，尤其審驗數量由

於換裝 4G 車機遠超過預期

量，仍協助完成，工作值

謝謝委員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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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肯定。 

(二) 本計畫辦理說明會及教育

訓練場次，在報告中並不

一致，請再確認。（摘要-6

頁分別為業者說明會 3 場

和教育訓練 1 場，摘要-9

頁及 1-5 頁計畫達成成果為

各 2 場） 

謝謝委員建議，已修正相關文

字，本計畫根據 106 年 5 月 11

日範疇會議結論，共完成 2 場業

者說明會，2 場環保局、交通單

位的教育訓練。 

(三) 本計畫開發之運送即時監

控系統是否僅針對第四批

小量運送之對象？敘述方

式是否調整請再考量。 

謝謝委員建議，已修正相關文

字，毒性化學物質運送車輛即時

監控系統監控的車輛包含第一批

次、第二批次及第三批次的車

輛，而第四批小量運送之車輛將

會在修正辦法發布兩年後，透過

回傳起迄點軌跡的行動裝置軟

體，將第四批小量運送之車輛相

關資訊彙整到監控平台中。 

(四) 本 年 度 勾 稽 異 常

(4/11~11/23) 有 聯 單 無 軌

跡，聯 單 異 常 共 有 971

件，其中有聯單無軌跡 30

筆(3-75 頁~3-76 頁)是否須

明列車號？聯單異常情形

及其追蹤狀況請補之。 

謝謝委員建議，已修正相關文字

並將車號移除改為比例圖呈現。

因更新統計至 11 月 31 日，有聯

單無軌跡異常車次共 1029 次，

其後續追蹤狀況請參照圖 3.5-3，

有 77%回傳率已恢復正常，10%

聯單異常，8%車機更新中，4%

提出解列，1%故障報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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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管控表登錄不完整情形，

可否經由系統控制加以管

理？ 

關於業者登入週確認不完整的情

形，系統於登入畫面提醒業者並

一週三次自動發信提醒業者進行

週確認，未來運送管理修正草案

通過後，由法規配合系統功能加

以管理。 

(六) 審驗作業為達品質一致性

及操作熟悉度，且數量有

限，予以集中處理似較妥

當。 

謝謝委員補充，本團隊已於 3.2.5

章節中，新增其他關於審驗作業

移交地方之評估成果，望能以更

完善的建議內容提供參考。 

(七) 評析運送功能分類，車機

之功能是否有所不同？業

者能否了解各車機特性。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依車型和

毒化物分類兩面向評析運送安全

分級管理的車機規格規劃，依危

害等級分為高中低三級，各別車

機功能規劃皆不同。因分級車機

規格尚在規劃階段，待與主辦單

位及多方單位互相討論與充分溝

通後才進行修法確定車機規格。

業者目前是依照公告車機規格內

容了解規定的車機特性，以及在

今年的研商公聽會使業者了解修

訂後新增的車機規格。 

(八) 監 控 圖 台 目 前 PC 以

Chrome 瀏 覽 ， 手 機 以

Android 系統，其他是否能

開啟如 IE 或 IOS 系統？ 

謝謝委員建議，今年計畫新增

TGOS 圖臺可用 IE、Chrome、

Safari 等瀏覽。此外，除了已建

置完成的 Android 系統 APP 提供

手機下載使用，也已建置行動版

的監控平臺，放置於系統登入畫

面旁，提供任何作業系統的手機

登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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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建議項目確實可行且不會

造成爭議項方予列入。 

謝謝委員提醒，相關文字已修

改，請參照 4.2 建議。 

二、陳委員椿亮：  

(一) 3-8 頁關於運送管理辦法修

正草案第八條的說明三、

「國際危險品運送依國際

規則辦理」宜置於條文

中，或加文字說明請如已

納入辦法中，或「…另亦

須遵守」。 

謝謝委員建議，法條文字之修訂

會再和法規會討論用字之妥適問

題。 

(二) 3-10 頁關於運送管理辦法

修正草案第十一條第三項

文字中應加入「第一項」

字句。 

謝謝委員建議。 

(三) 建議探討： 

1. 不依法規設置車機及申

報之稽查宜另案研析。 

2. 生產或運作毒化物之應

變器材若納入登錄，顯

示於畫面，方便採應變

措施。（另外系統應變

作業已有。） 

謝謝委員建議，環保單位可透過

增加無預警攔查攔檢等方式稽查

非 GPS 車輛運送毒化物之違法

樣態，未來可以配合管理單位需

求另案研析。另應變器材之登錄

環保署已有其他計畫負責管理，

未來可以配合管理單位需求，規

劃系統介接事宜。 

三、謝委員哲隆：  

(一) 圖 3.4-11 中針對危害頻率

及風險頻率的標示 A 及 B

點缺漏，請補充。 

謝謝委員建議，相關文字及圖表

已修正，請參照 3.4.4。 

(二) 依據 105 年聯單資料自行

危害程度與風險頻率的分

析，危害程度如何定義與

估算，請再補充說明，而

謝謝委員建議，危害程度依車身

樣式及毒化物類別兩面向去評

析，車身樣式以 18 噸載重以上

的車身因載運毒化物量大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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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頻率直接以聯單數百

分率來代表是否合宜，亦

請釐清及說明。 

較高，反之則較低；毒化物類別

則以第 3 類毒化物因具急毒性所

以危害較高，第 1、2 類則相對

中等，第 4 類則較低。相關文字

及圖表已修正，請參照 3.4.4。 

(三) 針對即時追蹤系統的分級

規劃中，建議危害風險最

高等級以 4G 或以上行動通

訊傳送內容尚未明確，可

參考交通部「營運車輛監

控管理系統」及「車輛影

像資訊介接資訊平台」等

建置做參考，特別是即時

影像的傳輸與監控的引入

及速限紀錄資訊的儲存。 

謝謝委員建議，相關車機功能已

納入表 3.4-5 提供分級規劃參

考。 

(四) 針對 2G 車輛勾稽（表 3.5-

1）異常車輛是否因 2G 通

訊服務終止導致，請補充

說明。並呈現更新車機的

機種樣態，另勾稽日期只

執行七、八月原因為何？ 

謝謝委員建議，2G 異常車輛確

實因 2G 通訊服務終止所導致。

勾稽作業持續至今，9/15 之後就

無勾稽到 2G 車輛，因此表格的

勾稽日期只列到八月，已根據委

員建議修正並補充更新車機的機

型統計於表 3.5-1。 

(五) 針對車機妥善率極差且改

善成效亦不良之車機（例

如表 3.7-3 中康訊 GVT-

3000、長輝 CH-88 等）補

充說明原因及是否已要求

改善及改善進度。 

謝謝委員建議，車機妥善率會以

回傳品質與維修效能兩方面進行

評估，本年度妥善率較差之車機

皆使用 2G 通訊頻段，因此會受

到 106 年 6 月 30 日 NCC 停止

2G 通訊之因素，而導致回傳品

質不佳。本團隊持續辦理運送業

者之 2G 車機更新或解列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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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提醒仍要運送毒化物之業

者，選購他家通訊優良的車機型

號。 

(六) 資訊安全性及讀取監控權

限於報告內容中尚未清楚

說明，請再補充說明。 

目前每兩周會定期檢查一次資訊

安全項目，並提交資安檢查表

(如附件 8)。此外，並配合主辦

單位的作業，執行滲透測試與攻

防演練，詳細說明於 3.7.5 資訊

安全處理事項。 

系統功能的權限是依照使用者的

權限區分，分為：運送業者、車

機商、審驗單位與管理單位。在

審驗單位與管理單位的身分中，

本系統透過群組方式，讓群組可

有不同權限的設定， 

(七) 針對審驗作業移撥地方環

保局的評析可再補充地方

環保局相關意見以為證明

其可行性。 

謝謝委員建議，本團隊已向各地

方環保局蒐集意見，並新增敘述

於 3.2.5 章節中。 

四、孫委員逸民： 

(一) 工作進度符合契約規範，

執行情況大致良好。 

謝謝委員的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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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理車輛即時追蹤教育訓

練會，所作學員學習分析

（表 3.6-8）。可發現大部

分學員皆「略為瞭解」。

此一分析結果建議是否要

進行系統功能簡易化探討

或是純屬講師講解技巧之

改進。若屬後者建議明年

能增辦說明會以使本系統

能更廣為使用，避免因認

識不清而操作錯誤。 

謝謝委員建議，本團隊檢視問卷

結果後，發現 30 份的有效問卷

中，對講師表達之內容滿意者為

24 位（表 3.6.9），因此應不純粹

為講師講解技巧之問題。本團隊

將會修改問卷內容，提供五等第

的滿意度選項，以有效掌握學員

的瞭解程度，提供未來課程安排

有力的依據。此外，本團隊亦將

持續評析提升系統功能之友善

度，達到系統最佳的使用效能。 

(三) 表 3.7-3 的圖說請補充說

明，如「—」代表何意。 

謝謝委員建議，已補充表 3.7-3

的圖示說明。 

(四) 106 年勾稽異常車輛共 971

筆，是否有作後續處理，

或作數據分析。建議應作

分析後研提期末建議以作

為後續政策擬定參考。 

謝謝委員建議，今年統計至 11

月 31 日系統共勾稽到 182 臺異

常車輛，1,029 筆異常車次(971

筆為 4/11~11/23 的統計)，異常

車輛後續改善情形請參照圖 3.5-

3，本計畫建議毒性化學物質運

送管理辦法第七次修正通過後，

週確認具法律效力能約束運送業

者自主性維護車機正常操作加上

環保署得廢止異常車輛的正式核

可，異常車輛勾稽數量應會下

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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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4-2 頁建議事項中，追蹤技

術分級管理，委辦單位是

否有更明確量化指標，使

建議事項較為具體可參

考。 

謝謝委員建議，由於分級方式可

由多種因子區分，但考量實行必

須清楚與容易推動，因此目前先

原則性說明建議內容，增加內容

於 4.2 建議。 

五、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有關第 2章計畫執行範圍

與進度部份，部份執行成

果尚未完成進度，完成比

例上有些誤植的部份，建

議在修正稿的時候將執行

成果說明內容及完成比例

補上，若均已執行完畢，

請做完整性的修正，才不

會讓計畫看起來未執行完

成的感覺。 

謝謝提醒，已更新第 2 章的誤植

數據，並修正了計畫執行進度。 

(二) 3-3 頁，表 3.1-1 時程表在

辦理時間部份已經召開完

的會議應該可以修正上

去，另法規修正草案後續

若有簽准的內容亦建議一

併修正。 

謝謝建議，法規修正草案現況為

11 月 15 日研商公聽會辦理完成

後，目前正蒐集各介意見並根據

相關建議修訂草案。 

(三) 3-35 頁，從表 3.2-7 看出

高雄市的審驗案件數量遠

遠超過其他縣市政府的數

量，目前地方在毒化物的

人力分配上並不充裕，若

要移交地方辦理，勢必需

要更充裕的經費補助才能

比較有能量交任，另因各

謝謝補充，各地方環保局的意見

已納入第 3.2.5 章節，以證明審

驗作業移交地方是否可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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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車輛審驗數量落差

大，為期有效管理希望仍

由環保署化學局辦理此項

業務。 

(四) 3-93 頁，因計畫當時執行

車輛攔查並無法有效的攔

到想要做的車輛查察，未

來建議是否事先約定好運

送業者車輛在指定地點接

受攔查。 

謝謝建議，本計畫今年度已執行

2 場次車機現場審驗工作，即事

先和異常車輛的業者約定好於指

定地點審驗異常車輛，而辦理無

預警攔查攔檢作業，目的為現場

查核以驗正即時追蹤系統，並協

助業者確認毒化物運送安全、車

輛是否正確裝設 GPS，因此無法

事 先 約 定 好 。 今 年 已 開 發

Android 系統的行動版 APP，提

供環保局稽查時使用相關功能，

期提升攔查毒化物車輛之有效

性。 

(五) 3-101 頁、3-107 頁，表

3.6-5 第一個題目未有 47

份，表 3.6-8 最後一個題

目沒有 30 份，請修正。 

謝謝提醒，本團隊已修正以上

3.6 章節的錯誤之處。 

六、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一) 依契約書第五條契約價金

之給付條件(一)2.(3)乙，

第 3 期款於期末報告(106

年 11 月 30 日)依工作執行

百分比符合合約要求達

96.91％辦理進度，完成辦

理毒性化學物質運送車輛

謝謝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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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設即時追蹤系統(GPS)審

驗作業 150 臺，辦理 2 場

次無預警攔查攔檢及 2 場

次現場審驗作業，本計畫

至 106 年 11 月 23 日共審

驗 681 臺車（初審 133

臺，更新 521 臺，車機移

機 15，異動恢復列管 12

臺），已完成本次進度量

化數。 

(二) 本契約已經過增購及契約

變更等情形，建議在報告

資料第一章背景資料 1-5

頁明列計畫執行內容以

供。 

謝謝建議，增購及契約變更公文

已附在附件十一，並於第一章修

正並說明增購及契約變更等情

形。 

(三) 本計畫執行期間每月本署

資訊系統資安檢查表之檢

查情形及改善狀況應列入

計畫報告成果說明，並請

注意本署委辦計畫有關資

訊服務，其改善情形已列

入契約之違約部分。 

目前每兩周會定期檢查一次資訊

安全項目，並提交資安檢查表

(如附件 8)。此外，並配合主辦

單位的作業，執行滲透測試與攻

防演練，詳細說明於 3.7.5 資訊

安全處理事項。 

另外根據資訊安全項目都依照契

約書與投標須知資訊系統相關補

充規定等規定辦理，目前並無違

約或扣款的情形。 

(四) 報告資料 1-5 頁八、及 3-

51 頁完成以 Android 為平

臺的行動版(APP)監控功

能，未說明 IOS 為平臺的

行動版(APP)監控功能預計

本系統提供行動版網頁與行動版

App 2 種行動解決方案提供管理

端使用，考量目前使用行動裝置

數量，是以 Android 超過 80%，

因此 App 開發 Android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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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可完成。 iOS 則仍可以使用行動版網站查

詢相關資料。增加說明於 3.3.3

行動版監控功能 一節。 

(五) 報告資料 3-35 頁毒性化學

物質運送車輛裝設即時追

蹤系統(GPS)審驗作業收費

制定標準仍未訂出，建議

可再參考其他收費方式評

估。 

感謝建議，本團隊已針對審驗作

業收費，評估出更具體的收費金

額標準，並已增加敘述於 3.2.5

章節中。 

(六) 報告資料 3-66 頁其第 3 類

毒化物的危害程度高而風

險頻率較低，係以何種方

式判斷請說明？ 

謝謝委員建議，考量「風險頻

率」名詞定義與本計畫計算方式

的不同，已修正相關文字內容。

第 3 類毒化物因具急毒性，若發

生事故災害，較有處理時間的急

迫性與對生命的威脅性，因此危

害程度較第 1、2、4 類高。另根

據 105 年聯單資訊，105 年總聯

單數中載運第三類毒化物的聯單

數佔 19.61%，因此推斷高危害

性毒化物風險頻率較中危害性毒

化物的運送頻率低。 

(七) 報告資料 3-94 頁表 3.5-10

現場攔查結果尚需補充毒

化物包裝標示是否與安全

資料表相符？另表 3.5-12

修正版現場車輛攔查檢核

表也需補充毒化物包裝標

示與安全資料表相符欄

位。 

謝謝建議，相關文字已補充於表

3.5-10 和表 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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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報告資料 3-141 頁表 3.8-3

表中被系統認定為 2G 原

因，建議將數量列出，另

建議將 2G 升級作業以流程

方式表示及說明該注意事

項等，以作為後續 3G 升級

作業之參考；並建議 2G 升

級案件(無法找到業主者尚

有 60 幾台車)於年底結案

時完成解列。 

謝謝建議，已將統計數量列入表

3.8-3，另繪製 2G 升級作業流程

圖請參考圖 3.8-2。統計至 12/28

尚餘 19 臺 2G 車輛，本計畫將持

續辦理相關作業直到系統中 2G

車輛全數升級完成。 

(九) 報告資料 4-1 頁結論與建

議可以再充實，因應未來

毒化物或毒化物關注物質

管理措施，可建議執行方

向及系統加強部分，供委

託單位參考。 

謝謝建議，由於分級方式可由多

種因子區分，但考量實行必須清

楚與容易推動，因此目前先原則

性說明建議內容，增加內容於

4.2 建議。 

(十) 報 告 資 料 有 錯 字 如 起

「訖」、「紀」錄、「及」

時…建議再檢視更正，另

報告中圖表請再放大清

楚。 

謝謝提醒，已修正相關文字。 

期末報告審查意見及回覆情形頁碼對照表 
項次 答覆情形 頁碼 

一、華委員梅英：  

(一)  謝謝委員鼓勵。 - 

(二)  謝謝委員建議，已修正相關文字，本計畫根

據 106 年 5 月 11 日範疇會議結論，共完成 2

場業者說明會，2 場環保局、交通單位的教育

訓練。 

- 



附件一 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 

附件一-27 

項次 答覆情形 頁碼 

(三)  謝謝委員建議，已修正相關文字，毒性化學

物質運送車輛即時監控系統監控的車輛包含

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及第三批次的車輛，而

第四批小量運送之車輛將會在修正辦法發布

兩年後，透過回傳起迄點軌跡的行動裝置軟

體，將第四批小量運送之車輛相關資訊彙整

到監控平台中。 

第一章 

1-3 頁 

(四)  謝謝委員建議，已修正相關文字並將車號移

除改為比例圖呈現。因更新統計至 11 月 31

日，有聯單無軌跡異常車次共 1029 次，其後

續追蹤狀況請參照圖 3.5-3，有 77%回傳率已

恢復正常，10%聯單異常，8%車機更新中，

4%提出解列，1%故障報備中。 

第三章 

圖 3.5-3 

3-78 頁 

(五)  關於業者登入週確認不完整的情形，系統於

登入畫面提醒業者並一週三次自動發信提醒

業者進行週確認，未來運送管理修正草案通

過後，由法規配合系統功能加以管理。 

- 

(六)  謝謝委員補充，本團隊已於 3.2.5 章節中，新

增其他關於審驗作業移交地方之評估成果，

望能以更完善的建議內容提供參考。 

第三章 

3-32 頁至

3-37 頁 

(七)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依車型和毒化物分類

兩面向評析運送安全分級管理的車機規格規

劃，依危害等級分為高中低三級，各別車機

功能規劃皆不同。因分級車機規格尚在規劃

階段，待與主辦單位及多方單位互相討論與

充分溝通後才進行修法確定車機規格。業者

目前是依照公告車機規格內容了解規定的車

機特性，以及在今年的研商公聽會使業者了

解修訂後新增的車機規格。 

第三章 

3-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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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答覆情形 頁碼 

(八)  謝謝委員建議，今年計畫新增 TGOS 圖臺可

用 IE、Chrome、Safari 等瀏覽。此外，除了

已建置完成的 Android 系統 APP 提供手機下

載使用，也已建置行動版的監控平臺，放置

於系統登入畫面旁，提供任何作業系統的手

機登入系統。 

- 

(九)  謝謝委員提醒，相關文字已修改，請參照 4.2

建議。 

第四章 

4-2 

二、陳委員椿亮：  

(一)  謝謝委員建議，法條文字之修訂會再和法規

會討論用字之妥適問題。 
- 

(二)  謝謝委員建議。 - 

(三)  謝謝委員建議，環保單位可透過增加無預警

攔查攔檢等方式稽查非 GPS 車輛運送毒化物

之違法樣態，未來可以配合管理單位需求另

案研析。另應變器材之登錄環保署已有其他

計畫負責管理，未來可以配合管理單位需

求，規劃系統介接事宜。 

- 

三、謝委員哲隆：  

(一)  謝謝委員建議，相關文字及圖表已修正，請

參照 3.4.4。 

第三章 

圖 3.4-11 

3-68 頁 

(二)  謝謝委員建議，危害程度依車身樣式及毒化

物類別兩面向去評析，車身樣式以 18 噸載重

以上的車身因載運毒化物量大危害性較高，

反之則較低；毒化物類別則以第 3 類毒化物

因具急毒性所以危害較高，第 1、2 類則相對

中等，第 4 類則較低。相關文字及圖表已修

正，請參照 3.4.4。 

第三章 

3-67 頁至

3-71 頁 



附件一 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 

附件一-29 

項次 答覆情形 頁碼 

(三)  謝謝委員建議，相關車機功能已納入表 3.4-5

提供分級規劃參考。 第三章 

3-71 頁至

3-73 頁 

(四)  謝謝委員建議，2G 異常車輛確實因 2G 通訊

服務終止所導致。勾稽作業持續至今，9/15

之後就無勾稽到 2G 車輛，因此表格的勾稽日

期只列到八月，已根據委員建議修正並補充

更新車機的機型統計於表 3.5-1。 

第三章 

3-78 頁至

3-79 頁 

(五)  謝謝委員建議，車機妥善率會以回傳品質與

維修效能兩方面進行評估，本年度妥善率較

差之車機皆使用 2G 通訊頻段，因此會受到

106 年 6 月 30 日 NCC 停止 2G 通訊之因素，

而導致回傳品質不佳。本團隊持續辦理運送

業者之 2G 車機更新或解列之業務，提醒仍要

運送毒化物之業者，選購他家通訊優良的車

機型號。 

- 

(六)  目前每兩周會定期檢查一次資訊安全項目，

並提交資安檢查表(如附件 8)。此外，並配合

主辦單位的作業，執行滲透測試與攻防演

練，詳細說明於 3.7.5 資訊安全處理事項。 

系統功能的權限是依照使用者的權限區分，

分為：運送業者、車機商、審驗單位與管理

單位。在審驗單位與管理單位的身分中，本

系統透過群組方式，讓群組可有不同權限的

設定， 

第三章 

3-140 頁 

附件八 

(七)  謝謝委員建議，本團隊已向各地方環保局蒐

集意見，並新增敘述於 3.2.5 章節中。 

第三章 

3-32 頁至

3-37 頁 

四、孫委員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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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答覆情形 頁碼 

(六)  謝謝委員的鼓勵。 

- 

(七)  謝謝委員建議，本團隊檢視問卷結果後，發

現 30 份的有效問卷中，對講師表達之內容滿

意者為 24 位（表 3.6.9），因此應不純粹為講

師講解技巧之問題。本團隊將會修改問卷內

容，提供五等第的滿意度選項，以有效掌握

學員的瞭解程度，提供未來課程安排有力的

依據。此外，本團隊亦將持續評析提升系統

功能之友善度，達到系統最佳的使用效能。 

- 

(八)  謝謝委員建議，已補充表 3.7-3 的圖示說明。 

第三章 

3-119 頁 

(九)  謝謝委員建議，今年統計至 11 月 31 日系統

共勾稽到 182 臺異常車輛，1,029 筆異常車次

(971 筆為 4/11~11/23 的統計)，異常車輛後續

改善情形請參照圖 3.5-3，本計畫建議毒性化

學物質運送管理辦法第七次修正通過後，週

確認具法律效力能約束運送業者自主性維護

車機正常操作加上環保署得廢止異常車輛的

正式核可，異常車輛勾稽數量應會下降。 

第三章 

圖 3.5-3 

3-78 頁 

(十)  謝謝委員建議，由於分級方式可由多種因子

區分，但考量實行必須清楚與容易推動，因

此目前先原則性說明建議內容，增加內容於

4.2 建議。 

第四章 

4-2 頁 



附件一 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 

附件一-31 

項次 答覆情形 頁碼 

五、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謝謝提醒，已更新第 2 章的誤植數據，並修

正了計畫執行進度。 第二章 

2-6 頁至

2-19 頁 

(二)  謝謝建議，法規修正草案現況為 11 月 15 日

研商公聽會辦理完成後，目前正蒐集各介意

見並根據相關建議修訂草案。 

第三章 

表 3.1-1 

3-3 頁 

(三)  謝謝補充，各地方環保局的意見已納入第

3.2.5 章節，以證明審驗作業移交地方是否可

行。 

第三章 

3-32 頁至

3-37 頁 

(四)  謝謝建議，本計畫今年度已執行 2 場次車機

現場審驗工作，即事先和異常車輛的業者約

定好於指定地點審驗異常車輛，而辦理無預

警攔查攔檢作業，目的為現場查核以驗正即

時追蹤系統，並協助業者確認毒化物運送安

全、車輛是否正確裝設 GPS，因此無法事先

約定好。今年已開發 Android 系統的行動版

APP，提供環保局稽查時使用相關功能，期提

升攔查毒化物車輛之有效性。 

- 

(五)  謝謝提醒，本團隊已修正以上 3.6 章節的錯誤

之處。 

第三章 

3-104 

六、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一)  謝謝說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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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答覆情形 頁碼 

(二)  謝謝建議，增購及契約變更公文已附在附件

十一，並於第一章修正並說明增購及契約變

更等情形。 
第一章 

1-5 頁 

(三)  目前每兩周會定期檢查一次資訊安全項目，

並提交資安檢查表(如附件 8)。此外，並配合

主辦單位的作業，執行滲透測試與攻防演

練，詳細說明於 3.7.5 資訊安全處理事項。 

另外根據資訊安全項目都依照契約書與投標

須知資訊系統相關補充規定等規定辦理，目

前並無違約或扣款的情形。 

第三章 

3-140 頁 

(四)  本系統提供行動版網頁與行動版 App 2 種行

動解決方案提供管理端使用，考量目前使用

行動裝置數量，是以 Android 超過 80%，因

此 App 開發 Android 版本。iOS 則仍可以使用

行動版網站查詢相關資料。增加說明於 3.3.3

行動版監控功能 一節。 

第三章 

3-53 頁至

3-54 頁 

(五)  感謝建議，本團隊已針對審驗作業收費，評

估出更具體的收費金額標準，並已增加敘述

於 3.2.5 章節中。 
第三章 

3-37 頁 

(六)  謝謝委員建議，考量「風險頻率」名詞定義

與本計畫計算方式的不同，已修正相關文字

內容。第 3 類毒化物因具急毒性，若發生事

故災害，較有處理時間的急迫性與對生命的

威脅性，因此危害程度較第 1、2、4 類高。

另根據 105 年聯單資訊，105 年總聯單數中

載運第三類毒化物的聯單數佔 19.61%，因此

推斷高危害性毒化物風險頻率較中危害性毒

第三章 

3-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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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33 

項次 答覆情形 頁碼 

化物的運送頻率低。 

(七)  謝謝建議，相關文字已補充於表 3.5-10 和

表 3.5-12。 

第三章 

表 3.5-10

3-97 頁 

表 3.5-12

3-100 頁 

(八)  謝謝建議，已將統計數量列入表 3.8-3，另繪

製 2G 升級作業流程圖請參考圖 3.8-2。統計

至 12/28 尚餘 19 臺 2G 車輛，本計畫將持續

辦理相關作業直到系統中 2G 車輛全數升級

完成。 

第三章 

圖 3.8-2 

3-152 頁

至 3-153

頁 

(九)  謝謝建議，由於分級方式可由多種因子區

分，但考量實行必須清楚與容易推動，因此

目前先原則性說明建議內容，增加內容於

4.2 建議。 

第四章 

4-2 頁 

(十)  謝謝提醒，已修正相關文字。 - 

 



附件二 範疇會議紀錄 

附件二-1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106 年度毒性化學物質運送即時追蹤系統管制推動、營運管

理及監控整合提升計畫」範疇會議會議紀錄 
一、 時間：106 年 05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02 時 30 分 
二、地點：本局 B02 會議室 
三、主席：盧組長柏州                       記錄：楊麗貞 
四、出席單位人員： 

(一) 毒物及化學物質局：盧組長柏州、楊毒化物管理師麗貞。

          
(二) 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胡令賽、何平世、李炳輝、  

             劉育坤、王慕容。 
五、 主席致詞：略。 
六、 討論：略。 
七、 主席結論： 

(一)專案執行範圍請納入委員意見的 App 權限、車齡分析、運

送物質情形分析及運送時間的分析。 
(二)關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行動通信 2G 執照即將

於 106 年 6 月 30 日到期，請振興發公司協助行政作業催

促屬 2G 運輸業者，儘速於 6 月底完成所有車機之升級，

說明至 106 年 6 月 30 日前車機未更新之廠商，將因運送

聯單無法連結該車牌號碼，會造成無法載運毒化物。 
(三)目前 2G 車機尚有千餘臺於本年度將要進行升級作業，本

年度計畫所定審驗額度加入 48 萬增購額度恐仍有所不

足，為利 2Ｇ升級作業順利，又考量配合本年度運送管理

辦法修正進度，小量運送之即時監控系統功能尚非迫切，

原計畫所列工作可以調整簡化，未來得將此開發工作項目

部份經費移列至較迫切需要之升級審驗作業費用。 
(四)關於本計畫原規劃，辦理 3 場業者相關說明會， 1 場環保

局關於電腦操作，為增加 GPS 系統的運用，建議改為 2 場

業者說明會，2 場為政府單位增加縣市政府之消防、交通

等主管機關為說明對象。 
(五)關於 GPS 系統網站內容，請振興發公司重新審視與更新

該系統的內容、編排分類與聯絡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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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 

(六)關於車機 2G 升級 3G，請振興發公司協助催促，通知上不

符合車機功能之業者改善，在六月底完成。若未更換且其

車輛車機功能無法維持正常操作的車輛，將可依法處分，

系統亦可停止其申請運送毒化物，另在毒管系統與 GPS 專

區上公布尚未改善車輛車機功能之運送業者名單，及已合

格業者資料。 
(七)計畫目標規劃辦理 150臺毒性化學物質運送車輛裝設即時

追蹤系統（GPS）審驗作業，為因應運輸業者提送 2G 升

級作業，請評估及研擬後續因應審驗升級作業方式，必要

辦理增購事宜。 
(八)本案計畫進度已依年度經費進度調整第一次工作報告及

期中報告提送的時間為 5 月底及 7 月底，請振興發公司注

意預定進度與查核點的工作成果提送。 
八、 散會：下午 16 時 00 分。 



1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八十年二月八日發

布施行後，經歷六次檢討修正，另九十七年至一百年期間分別另定申報

運送聯單應檢具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運送過程應攜帶運送危害預防

應變資料及辦理裝設即時追蹤系統之車輛規格各款規定之施行日期。 

為因應科技發展，本辦法修正運送聯單申報改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

為主，又為配合即時追蹤系統功能持續擴增，提升運送毒性化學物質車

輛裝置效能，以強化運輸業者應變與防災之工作，爰修正本辦法，其修

正要旨如下： 

一、運送聯單分為一般運送聯單及簡易運送聯單，並說明申報時使用類

別。(修正條文第二條及第四條) 

二、申報方式以網路申報為原則，書面為例外及申報時應檢具文件、資

料。(修正條文第三條及第五條)  

三、運送聯單由六聯式改為單聯式一種格式，以網路或書面申報核章後，

所有人依運送需要列印副知、送交通機關申請通行證或運送許可、

分送對象及收存。(修正條文第六條) 

四、運送聯單所載內容應與事實相符，有變更者應於運送前申報變更。

(修正條文第七條) 

五、申請核發運送通行證或運送許可，應依其運送方式分別向交通相關

機關貨場站申請。(修正條文第八條) 

六、運送時應攜帶該毒性化學物質之運送聯單及安全資料表；為強化災

害防救作業，修正運送數量運送時應攜帶安全裝備之項目。(修正條

文第十條) 

七、為加強公路運送人之注意義務，增訂運送時有關容器裝置及裝運應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辦理。(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八、運送之車輛應依規定設置即時追蹤系統之車機規格標準予以提升，

新增附件一規格；申報簡易運送聯單之運送車輛應依規定之裝置回

傳軌跡資料。（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九、鐵路專案運送，依交通部專案規定辦理。（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十、運送聯單所載內容不符者，應為自事實發生之翌日起三個工作日內

申報，及增訂天災發生時之變更期限。(修正條文第十四條及第十五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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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簡易運送聯單之運送者不適用條款。(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十二、本辦法施行前已裝設或系統移機之車輛得依原規格辦理提升或依

新規格功能辦理重新裝設，另新規格功能全面施行日期，既設車輛

因故障無法修復等情形應依規格重新裝設即時追蹤系統。(修正條文

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 

十三、本辦法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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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毒性化學物

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

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運送聯單

指一般運送聯單及簡易運送

聯單。 

 一、本條新增。 
二、除既有運送聯單規定，為

擴大掌握國內海陸運送

毒性化學物質狀況，將少

量運送納入簡易運送聯

單申報制度管制，並定義

運送聯單種類，爰增訂本

條。 
第三條  下列運送，毒性化學物

質所有人應申報一般運送聯

單： 
一、國內海陸運送淨重達下列

數量： 
（一）氣體：五十公斤以

上。 
（二）液體：一百公斤以

上。 
（三）固體：二百公斤以

上。 
二、國內航空運送。 
三、輸入、輸出毒性化學物

質。 
前項第一款所稱氣體、液

體或固體，指置於常溫、常壓

狀態下為氣體、液體或固體

者。 
國內海陸運送淨重未達

第二項第一款規定者，毒性化

學物質所有人應申報簡易運

送聯單。 

第二條  下列運送，毒性化學物質

所有人應於運送前向起運地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

運送聯單，並將核章後之運送聯

單副知訖運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一、海陸運送淨重超過下列數

量： 
（一）氣體：五十公斤。 
（二）液體：一百公斤。 
（三）固體：二百公斤。 

二、航空許可之運送。 
三、輸入、輸出毒性化學物質。 

前項第一款所稱氣體、液體

或固體，指置於常溫、常壓狀

態下為氣體、液體或固體者。 
運送聯單所載內容有變更

者，應於運送前申報變更。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略作修正。 
三、現行條文關於申報時

機、對象、副知等方式，

及第三項，移列至修正條

文第四條、第六條及第七

條另行規定。 
四、規範簡易運送聯單之適

用條件，爰增訂第三項。 

第四條  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

應於運送前向起運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運

送聯單。 
運送聯單應依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格式製作，並以網路

傳輸方式申報。但經主管機關

同意以書面申報者，不在此

限。 

第二條第一項  下列運送，毒性化

學物質所有人應於運送前向起

運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報運送聯單，並將核章後之

運送聯單副知訖運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下略） 
 
第三條第一項   運送聯單之申

報，除以下規定者外，得以書面

或電信網路傳輸方式申報；以書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二

條關於申報時機、對象部

分移列修正，有關副知部

分移列至第六條另行規

定。 
三、第二項由現行條文第三

條第一項移列修正。將運

送聯單改以網路傳輸方

式申報為主，例外經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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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面申報得採傳真為之。 
一、依本法及本辦法規定運送

車輛應裝設即時追蹤系統

者，及輸出入毒性化學物質

且依輸出入貨品電子簽證

管理辦法申請輸出入簽審

文件者，應以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之電信網路傳輸方式

申報。 
二、輸出入毒性化學物質，但

未依輸出入貨品電子簽證

管理辦法申請輸出入簽審

文件者，應以書面申報。 
前項書面申報運送聯單，應

檢具下列文件： 
一、一式六聯運送聯單。 
二、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之運

作許可證、登記文件或核可

文件影本。 
三、以公路運送毒性化學物質

者，併附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八十四條所定運送計畫

書。 
四、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 

機關同意者，得以書面申

報之；應依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格式製作運送聯

單，同時調整申請輸出入

簽審文件併入運送聯單

表格中填報，簡化運送聯

單修正為一份，爰調整文

字。 
四、現行條文第三條第二項

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五

條，爰予刪除。 
 

第五條  申報運送聯單，應檢具

下列資料： 
一、以公路運送毒性化學物

質者，併附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第八十四條所定運

送計畫書影本。 
二、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 

以書面方式申報運送聯

單者，除前項規定外，應檢具

運送聯單及毒性化學物質所

有人之運作許可證、登記文件

或核可文件影本。 
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以

書面方式申報運送聯單者，其

申報資料應保存三年。 

第三條第二項  前項書面申報運

送聯單，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一式六聯運送聯單。 
二、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之運

作許可證、登記文件或核可

文件影本。 
三、以公路運送毒性化學物質

者，併附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八十四條所定運送計畫

書。 
四、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 

一、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三

條第二項移列修正。 
二、除既有一般運送聯單規

定外，簡易運送聯單也納

入配合運送聯單改以網

路傳輸方式申報為主，一

式六聯運送聯單已簡化

為一式一聯單；另系統可

自動帶出毒性化學物質

所有人之運作許可證、登

記文件或核可文件等資

料影本，申報上傳運送聯

單至系統時，僅需檢具運

送計畫書及運送危害預

防應變資料，爰刪除應檢

具一式六聯運送聯單及

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之

運作相關許可、登記或核

可文件影本。 
三、另以書面方式申報應增

加檢具運送聯單一份及

毒性化學物質許可、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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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或核可相關文件，爰新增

第二項。 
四、所有人應保存其相關書

面申報資料三年，以供後

續查閱，爰新增第三項。 

第六條  運送聯單經核章後，由

核章之主管機關逕以網路傳

輸方式回復所有人，並副知訖

運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 
所有人依運送方式需要

列印前項核章之運送聯單，送

交通有關機關或場站申請核

發運送通行證或運送許可，並

依下列方式分送或收存： 
一、 所有人收存備查。 
二、 運送前交付運送人。 
三、 運送前送交受貨人。 

運送聯單以書面方式申

報者，所有人應自行將核可後

之運送聯單副知迄運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二條第一項  下列運送，毒性化

學物質所有人應於運送前向起

運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報運送聯單，並將核章後之

運送聯單副知訖運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四條  前條運送聯單，申報時由

起運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章後收存第一聯，餘各聯

發還。發還之第二聯由所有人依

運送方式需要，送交通有關機關

或場站申請核發運送通行證或

運送許可。發還之第三聯以後各

聯，所有人應依下列方式分送或

收存： 
一、第三聯：所有人收存備查。

但輸入、輸出毒性化學物

質，未依輸出入貨品電子

簽證管理辦法申請輸出入

簽審文件者，由所有人複

製一份收存備查，書面正

本依海關規定申辦通關。 
二、第四聯：於運送前交付運

送之運作人。 
三、第五聯：於申報日起五日

內送交或傳真訖運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四、第六聯：於毒性化學物質

運達前送交或傳真受貨

人。受貨人收受之毒性化

學物質其名稱、成分含量

或數量，與運送聯單所載

內容不符者，受貨人應於

收貨翌日起三日內，向當

地主管機關申報。 
運送聯單依前條規定以電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二

條第一項後段移列。 
三、第二項由現行條文第四

條移列；配合運送聯單以

網路傳輸方式申報，於系

統核章後，除相關資料會

自動傳輸至起訖運地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外，所有人應依運送方式

需要自行列印送運送

人、受貨人及送交通有關

單位申請核發運送通行

證或運送許可等。又運送

聯單簡化為一份，已無副

聯及單次、多次運送聯單

格式且將申請輸出入簽

審文件併入表格中填

報，爰修正及刪除現行條

文第四條第二項。      
四、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後

段受貨人收受之毒性化

學物質與運送聯單所載

內容不符者部分，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五、以書面申報者，所有人應

自行將核可後之運送聯

單副知迄運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爰新增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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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信網路傳輸方式申報者，其第

一聯及第五聯免依前項規定辦

理。 

第七條  運送聯單所載內容應

與事實相符，有變更者，應於

運送前申報變更。 

第二條第三項  運送聯單所載內

容有變更者，應於運送前申報

變更。 

由現行條文第二條第三項移

列修正。 

 第五條   運送聯單格式包括單

次、多次運送聯單及運送副聯

三種。單次運送及其變更，填

具單次運送聯單申報；合併申

報同性質多次運送及其變更，

填具多次運送聯單申報；惟僅

變更申報起運日期、運送數量

者，得填具運送副聯申報。 
輸入、輸出毒性化學物質

僅適用單次運送聯單申報。 

一、本條刪除。 
二、因應簡化運送聯單為一

份，已無副聯及單次、多

次運送聯單格式，以減少

業者重覆填寫資料，爰予

刪除。 

第八條  毒性化學物質之所有

人運送毒性化學物質，應依其

運送方式，分別向公路監理機

關、鐵路車站、港口管理機關

或航空場站申請核發運送通

行證或運送許可。 

第七條   毒性化學物質之所有

人，申請核發運送通行證或運送

許可時，應向下列機關或場站為

之： 
一、公路運送：起運地之公路

監理機關。 
二、鐵路運送：起運地之鐵路

車站。 
三、海上運送：起運地或訖運

地之港口管理機關。 
四、航空運送：起運地或訖運

地之航空場站。 

一、條次變更。 
二、有關申請核發運送通行

證或運送許可，應依其運

送方式，分別向交通相關

機關或場站申請，例如公

路運輸依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第八十四條第一項

第一款，向起運地或車籍

所在地公路監理機關申

請等，爰修正文字。 
三、國際危險品運送依國際

規則及條文規定辦理。 
第九條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之

運作人於運送時，其運輸工具

之標示，應依交通法規中有關

運輸標示之規定辦理。 

第八條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之運

作人於運送時，其運輸工具之

標示，應依交通法規中有關運

輸標示之規定辦理，其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一、條次變更，並文字調適。 
二、現行條文後段「其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

規定」乃屬當然之理，顯

為贅述，爰予刪除。 
第十條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之

運作人於運送時，應攜帶該毒

性化學物質之運送聯單及安全

資料表。 
運送之運作人於運送

時，應攜帶該毒性化學物質之

第九條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之運

作人於運送時，應攜帶該毒性

化學物質之物質安全資料表及

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運送

量達大量運作基準者，應攜帶

安全裝備。但鐵路運送，派有

一、條次變更。 
二、為使法條文字簡明，現行

條文第九條為將公路及

鐵路運送規定分開，關於

公路運送部分移至修正

條文第十一條。鐵路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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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運送

量達常溫、常壓狀態下氣體五

十公斤以上、液體一百公斤以

上、固體二百公斤以上者，應

攜帶安全裝備。 
前項之安全裝備，運作人

應參照安全資料表及其危害特

性，備具適當之緊急應變工

具、設備及個人防護設備。 

押運人時，由押運人攜帶之。 
依第二條規定應辦理申報

之運送，運送之運作人於運送時

應攜帶運送聯單；其以公路運送

者，並應攜帶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規定車輛裝載危險物品之臨時

通行證。 
第一項所定安全裝備，運送

之運作人應參照物質安全資料

表及其危害特性，備具適當之緊

急應變工具、設備及個人防護設

備。 
依第三條規定申報應檢具

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及運送

過程應攜帶運送危害預防應變

資料之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

關另定之。 

部分現行條文第九條第

一項後段移列至修正條

文第十三條另行規定。 
三、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九

條第一項前段及第二項

前段合併規定於運送時

應攜帶之運送聯單及安

全資料表。另為配合「聯

合國化學品全球分類與

標示調和制度」（GHS）
之推動，與國際接軌，其

中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 
(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改 為 SDS(Safety 
Data Sheet)，爰將物質二

字刪除。 
四、第二項由現行條文第一

項後段合併規定於運送

應攜帶運送危害預防應

變資料及安全裝備部分

不包含少量運送簡易運

送聯單申報制度，又為強

化災害防救作業，增加規

範運送人於運送數量達

常溫、常壓狀態下氣體五

十公斤以上、液體一百公

斤以上、固體二百公斤以

上者，亦應攜帶安全裝

備。 
五、第四項關於運送人申報

運送聯單應檢具運送危

害預防應變資料之規

定，將於毒性化學物質危

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

辦法另為規範，爰予刪

除。 
第十一條   毒性化學物質以公

路運送者，運送之運作人於運

送時應攜帶臨時通行證。 
於前項情形，其有關運送

駕駛人或隨車護送人員之專業

訓練及隨車攜帶訓練證明書，

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八十

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辦理。 
第一項運送之容器裝置

及裝運，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

第九條第二項  依第二條規定應

辦理申報之運送，運送之運作

人於運送時應攜帶運送聯單；

其以公路運送者，並應攜帶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車輛裝載

危險物品之臨時通行證。 
第十條第一項  毒性化學物質以

公路運送者，其運送駕駛人或

隨車護送人員，應依交通法規

規定接受交通部許可之訓練單

一、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九

條第二項後段移列修正。 
二、第二項由現行條文第十

條第一項移列修正。 
三、為加強國內公路運送毒

性化學物質運送人之注

意義務，關於容器裝置及

貨物同車裝運，參照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八十四

條規定，爰新增第三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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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則第八十四條第十款、第十一

款之規定辦理。 
 

位專業訓練，併隨車攜帶有效

之訓練證明書。 
定；若運送人同時違反本

條規定與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第八十四條規定

者，依一行為從一重原則

以違反本辦法論處。 
第十二條   前條公路運送之車

輛，應依主管機關規定裝設即

時追蹤系統規格並經核可及

維持正常操作，規格如附件

一。 
前項採申報簡易聯單運

送者，車輛應依照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的行動裝置軟體回傳運

送起迄點軌跡資料並維持正常

操作。 

第十二條  運送第一類至第三類

毒性化學物質之車輛，應裝設

即時追蹤系統並維持正常操

作。其應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規

格如附件一、附件二。 
前項車輛依下列批次逐批

納入管制： 
一、第一批次運送之車輛：罐槽

車，車體為槽體式（含貨櫃

式）、罐式、罐槽體式、高

壓罐槽體式、常壓罐槽體

式，載運毒性化學物質氣體

超過五十公斤、液體超過一

百公斤或固體超過二百公

斤。 
二、第二批次運送之車輛：非

罐槽車之車輛，載運毒性

化學物質氣體超過五十公

斤或液體超過一百公斤。 
三、第三批次運送之車輛：非

罐槽車之車輛，載運毒性

化學物質固體超過二百公

斤。 
四、第四批次運送之車輛：非

罐槽車之車輛，載運毒性

化學物質氣體五十公斤以

下、液體一百公斤以下或

固體二百公斤以下。 
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九月

二十八日前已裝設即時追蹤系

統之車輛（以下簡稱既設車

輛），依附件一之規格辦理；其

他車輛依附件二之規格辦理。 
既設車輛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依附件二之規格重新裝設

即時追蹤系統： 
一、追蹤系統因故障無法修復。 
二、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人違反

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 
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

一日前裝設即時追蹤系統之車

一、為使法條文字簡明，第一

項規定由現行條文第十

二條第一項移列修正，附

件序號變更。現行條文第

二項、第三項、第五項及

第六項移列至修正條文

第十八條；現行條文第四

項移列修正條文第十九

條，爰予刪除。 
二、第一項為強調採申報一

般運送聯單以公路運送

之車輛，應依主管機關規

定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規

格並經核可，另為強化毒

性化學物質運送系統，新

增附件一，現行附件一、

附件二順序往下移列至

附件二、附件三。 
三、配合申報簡易聯單運送

者，增訂規範其運送車輛

應依照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的行動裝置軟體回傳

軌跡資料等，爰新增第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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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輛已建構完成自主管理追蹤系

統，其自行或共同聯合組設之聯

防組織，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者，當其原有或新購之即時追蹤

系統功能符合第一項之規定，得

依本法第十一條中央主管機關

審定之方法辦理。 
第二項各款規定之施行日期，由中

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十三條   毒性化學物質申請

委託交通部鐵路專案運送

者，依交通部專案規定辦理；

其押運人依鐵路運送規則第

五十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九條第一項  毒性化學物質運

送之運作人於運送時，應攜帶

該毒性化學物質之物質安全資

料表及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

料；運送量達大量運作基準

者，應攜帶安全裝備。但鐵路

運送，派有押運人時，由押運

人攜帶之。 
第十條第二項  第三類毒性化學

物質以鐵路運送者，託運人應

指派經交通部許可之訓練單位

專業訓練合格之人員隨車押

運，併隨車攜帶有效之訓練證

明書。 

一、由現行條文第九條第一

項後段及第十條第二項

關於鐵路運送規定合併

移列修正。 
二、鐵路運送者，依鐵路法、

鐵路運送規則及貨物運

送契約辦理。 
三、為加強毒性化學物質運

輸安全，有關押運人依鐵

路運送規則 第五十條第

一項規定辦理，爰修正條

文。 

第十四條   受貨人收受之毒性

化學物質其名稱、成分含量或

數量，與運送聯單所載內容不

符者，受貨人應於收貨翌日起

三個工作日內，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報。 

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  第六聯：於

毒性化學物質運達前送交或傳

真受貨人。受貨人收受之毒性

化學物質其名稱、成分含量或

數量，與運送聯單所載內容不

符者，受貨人應於收貨翌日起

三日內，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 

由現行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

四款後段關於受貨人申報與

一般運送聯單所載內容不符

者移列，並調整文字。 

第十五條   運送日如夜間起運

隔日送達，或散裝運送之申

報，其數量容許上下各百分之

五以內誤差。但應自事實發生

之翌日起三個工作日內，向起

運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報實際運送數量。 
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

情事，致無法變更前項申報

者，得於其原因消滅後三個工

作日內，申請變更。 

第六條  散裝運送之申報，其數量

容許上下各百分之五以內誤

差，但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

日內，以運送副聯向起運地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

報實際運送數量。 
 

一、條次變更。 
二、因應簡化運送聯單修正

為一份，刪除運送副聯格

式；並考量運送日有夜間

起運隔日送達爭議，容許

誤差之變更應自事實發

生之翌日起三日內完成

變更，爰調整第一項文

字。 
三、考量因天災或其它不可抗

力情事致無法立即辦理

變更申報，須俟原因消滅

後申請，爰增訂第二項。 



10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六條   毒性化學物質採簡

易運送聯單申報之運送者，不

適用第五條第一款及第二

款、第八條、第九條、第十條

第二項、第十一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規範國內海陸運送毒性

化學物質少量運送者，其

不適用第五條第一款及

第二款(申報運送聯單檢

具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八十四條所定運送計畫

書、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

料)、第八條(申請核發臨

時通行證或運送許可)、
第九條 (運輸工具之標

示) 、第十條第二項(攜帶

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

及安全裝備) 、第十一條

第一項 (攜帶臨時通行

證)、第十五條(散裝數量

5%誤差) 之規定。 
第十七條   以公路運送毒性化

學物質者，主管機關得洽請公

路監理機關、警察機關會同實

施臨時查核。 

第十一條  以公路運送毒性化學

物質者，主管機關得洽請公路

監理機關、警察機關會同實施

臨時查核。 

條次變更。 

第十八條   於中華民國九十八

年九月二十八日前已裝設即時

追蹤系統之車輛（以下簡稱既

設車輛），得依附件二之規格辦

理。 
本辦法施行前已裝設或

辦理系統移機之車輛，得依附

件三之規格辦理；其他車輛依

附件一之規格辦理。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

一月一日起，運送車輛裝設之

系統規格應全面符合附件一，

其回傳率提升為百分之八十

五、刷條碼紀錄起迄點訊息、

緊急通報功能（SOS 按鈕、傾

斜儀等)及通訊服務為 4G 以

上。 

第十二條第二項  前項車輛依下

列批次逐批納入管制： 
一、第一批次運送之車輛：罐

槽車，車體為槽體式（含

貨櫃式）、罐式、罐槽體

式、高壓罐槽體式、常壓

罐槽體式，載運毒性化學

物質氣體超過五十公斤、

液體超過一百公斤或固體

超過二百公斤。 
二、第二批次運送之車輛：非

罐槽車之車輛，載運毒性

化學物質氣體超過五十公

斤或液體超過一百公斤。

並分 
三、第三批次運送之車輛：非

罐槽車之車輛，載運毒性

化學物質固體超過二百公

斤。 
四、第四批次運送之車輛：非

罐槽車之車輛，載運毒性

化學物質氣體五十公斤以

下、液體一百公斤以下或

固體二百公斤以下。 
第十二條第三項  於中華民國九

一、現行條文第十二條第一

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十

二條第一項修正，為強化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系

統，新增附件一，現行附

件一、附件二順序往下移

列至附件二、附件三。 
二、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十

二條第二項、第三項、第

五項及第六項移列修正。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第一項為強化毒性化學

物質運送系統，新增附件

一，現行附件一、附件二

順序往下移列至附件

二、附件三。 
四、本辦法施行前已裝設或

系統移機之車輛得依原

規格辦理提升或依新規

格功能辦理重新裝設，另

新規格功能全面施行日

期，增訂落日條款及酌修

文字，爰增訂第三項規

範。 
五、現行條文第五項為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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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前已裝設

即時追蹤系統之車輛（以下簡

稱既設車輛），依附件一之規格

辦理；其他車輛依附件二之規

格辦理。 
第十二條第五項  於中華民國九

十七年八月一日前裝設即時追

蹤系統之車輛已建構完成自主

管理追蹤系統，其自行或共同

聯合組設之聯防組織，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者，當其原有

或新購之即時追蹤系統功能符

合第一項之規定，得依本法第

十一條中央主管機關審定之方

法辦理。 
第十二條第六項  第二項各款規

定之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

關另定之。 

條款，爰予刪除。。 
六、現行條文第六項依各批

次已裝設即時追蹤系統

之車輛規定之落日條

款，已於本條修正條文第

三項修正，爰予刪除。 

第十九條   既設車輛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依附件一之規格

重新裝設即時追蹤系統： 
一、追蹤系統因故障無法修

復。 
二、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人違

反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 

第十二條第四項  既設車輛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依附件二之

規格重新裝設即時追蹤系統： 
一、追蹤系統因故障無法修復。 
二、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人違反

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 
 

一、由現行條文第十二條第

四項移列修正。 
二、既設車輛因故障無法修

復等情形應依規格重新

裝設即時追蹤系統，爰修

正附件數字。 

第二十條   本辦法除第三條第

三項、第四條第二項、第十二

條第一項自發布後一年施行；

第十二條第二項自發布後二年

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三條  本辦法除另定施行日

期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本次增訂條文，應依照中

央主管機關規定的行動

裝置軟體回傳運送起迄

點軌跡並維持正常操作

及簡易運送聯單需予業

者較長時間因應，以自公

布後一年及二年施行，爰

修正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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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
、
運
送
車
輛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以
下
簡
稱
系
統

)審
驗
應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

 
(一

)依
本
署
審
驗
流
程
作
業
規
定
辦
理
。

 
(二

)系
統
應
符
合
下
列
標
準
：

 
1.
系

統
規

格
功

能
應

符
合

其
所

適
用

之
規

範
。

 
2.
操

作
審

驗
期

間
，
系

統
上

傳
至

本
署

之
每

日
資

料
回

傳
率

應
達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

資
料

回
傳

率
計

算
公

式
為

本

署
資

料
庫

所
接

收
之

合
格

資
料

筆
數

／
實

際
行

車
時

間

應
上

傳
之

資
料

筆
數

×百
分

之
百

。
）

 
3.
系

統
必

須
通

過
電

信
法

規
定

之
電

信
管

制
射

頻
器

材
相

關
規

定
與

其
他

國
家

標
準

驗
證

與
審

定
。

 
4.
其

他
經

本
署

認
定

之
合

格
標

準
。

 
(三

)本
署
或
委
託
機
構
進
行
審
驗
期
間
：

 
1.
本

附
件

二
(一

)、
(二

)、
（

六
）

及
本

附
件

四
(二

)之
重

新
審

驗
，

其
操

作
審

驗
行

車
時

日
數

累
積

三
日

內
達

十

五
小

時
。

 
2.
新

裝
設

、
變

更
、

系
統

升
級

等
操

作
審

驗
為

行
車

時
日

數

一
日

一
小

時
及

十
公

里
。

 
3.
審

驗
作

業
流

程
自

郵
戳

日
至

審
驗

完
成

，
處

理
日

期
(不

含
補

件
日

)不
超

過
十

個
工

作
天

，
含

補
件

日
處

理
日

期

不
超

過
四

十
五

個
工

作
天

。
 

4.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可

依
實

際
審

驗
運

作
情

形
進

行
調

整
。

 
(四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未
通
過
者
，
於
新
裝
設
時
應
依
本
辦
法
附
件
三
規
定
裝
設

之
。

 
(五

)本
附
件
名
詞
定
義
如
下
：

  
1.
妥

善
率

計
算

公
式

為
回

傳
品

質
×
百

分
之

七
十

五
+
維

修

效
能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
 

2.
回

傳
品

質
：
指

月
平

均
回

傳
率

大
於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的
車

輛
比

例
，

計
算

公
式

為
月

平
均

回
傳

率
大

於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的
車

輛
數

/(
該

月
正

式
核

可
車

輛
總

數
-該

月
未

出

 
一
、
本
附
件
新
增

 
二
、
為

強
化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運
送

風
險

處
理

，
將

運
送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車

輛
設

置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車

機
規

格
標

準
予

以

提
升

，
追

蹤
系

統
須

有
刷

條

碼
紀

錄
起

迄
點

訊
息

、
緊

急

通
報
功
能
（

SO
S
按

鈕
、

傾

斜
儀

等
)及

通
訊

服
務

為
4G

以
上

等
提

升
軟

硬
體

設
備

規

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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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車

之
車

輛
數

)。
 

3.
維

修
效

能
：

指
非

故
障

車
輛

比
例

，
計

算
公

式
為

非
故

障

車
輛

數
/(
該

批
次

該
月

車
機

車
輛

總
數

-該
月

未
出

車
之

車
輛

數
) 

二
、

運
送

第
一

類
至

第
三

類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之

車
輛

，
其

系
統

經
本

署
發

布
施

行
裝

設
者
，

應
先

經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審

驗
合

格

並
於

本
署

網
站

公
布

後
，

始
得

運
送

該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

並
於

操
作

時
將

操
作

標
示

圖
樣

張
貼

於
本

署
規

定
之

處
，

以
利

識

別
。

 

 
 

三
、

運
送

車
輛

之
系

統
應

維
持

正
常

操
作

，
按

時
繳

交
通

訊
費

用
，

禁
止

任
意

拆
裝

及
中

斷
系

統
通

訊
及

電
源

，
並

應
配

合
本

署
作

業
，

啟
動

該
運

送
車

輛
進

行
車

行
資

料
回

傳
。

運
送

車
輛

之
系

統
為

本
附

件
者

，
於

到
達

受
貨

人
及

收
貨

人
時

，
應

傳
送

紀
錄

運
送

開
始

與
結

束
之

訊
息

。
 

規
範

車
輛

於
到

達
受

貨
人

及

收
貨

人
時
，
應

傳
送

紀
錄

運
送

開
始

與
結

束
訊

息
。

 

四
、

運
送

車
輛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其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為
異

常
狀

態
：

 
(一

)運
送

車
輛

為
啟

動
狀

態
且

位
於

通
訊

狀
況

正
常

環
境

下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無

法
上

傳
車

行
資

料
至

本
署

。
 

(二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最
近
一
週
車
行
資
料
回
傳
率
低
於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三

)運
送

車
輛

升
級

其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

 
(四

)運
送

車
輛

裝
設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失

竊
。

 
(五

)運
送

車
輛

失
竊

。
 

(六
)原

裝
設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移
機
至
另
一
運
送
車
輛
上
。

 

規
範

運
送

車
輛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異
常

狀
態

情
形

。
 

五
、

運
送

車
輛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為

異
常

狀
態

時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向
本

署
報

備
，

若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

經
本

署
通

知
後

，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得

提
列

該
運

送
車

輛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為
異

常
。

 
(一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有
異

常
者
，
應

於
發

現
異

常
日

起
二

日
內

以

網
路

傳
輸

方
式

報
備

。
另

本
署

得
於

確
認

該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為

異
常

狀
態

時
，

逕
行

登
記

其
異

常
記

錄
。

 
(二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屬
本

附
件

事
項

四
、

(一
)至

(四
)之

異
常

狀

態
者

，
得

於
發

現
異

常
日

起
十

五
日

內
繼

續
營

運
，

但
應

規
範

運
送

車
輛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異
常

狀
態

並
規

定
應

報

備
、

修
正

之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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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於

運
送

後
二

日
內

以
網

路
傳

輸
方

式
報

備
該

日
之

運
送

路

線
。

 
(三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屬
本

附
件

事
項

四
、

(一
)至

(四
)之

異
常

狀

態
者

，
應

於
發

現
異

常
日

起
十

五
日

內
修

復
，

並
以

網
路

傳
輸

方
式

提
出

，
經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確
認

修
復

完
成

(含
扣

除
本

次
異

常
期

間
之

最
近

1
個

月
車

行
資

料
回

傳
率

應
達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始

得
於

發
現

異
常

日
起

十
五

日
後

繼
續

營
運

。
但

異
常

狀
態

逾
十

五
日

，
其

須
繼

續
營

運
者

，

應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

 
(四

)系
統

屬
本

附
件

事
項

四
、

(五
)至

(六
)之

異
常

狀
態

者
，

其

須
繼

續
營

運
者

，
應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
 

(五
)系

統
疑

似
產

生
異

常
狀

態
經

本
署

通
知

者
，
應

依
本

署
指

定

之
時

間
及

地
點

接
受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或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實
施
臨
時
審
驗
。

 
六

、
完

成
審

驗
之

運
送

車
輛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得
於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之

十
五

日
前
，

檢
具

停
止

原
因

之
證

明
文

件

向
本

署
申

請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
經

本
署

認
可

停
止

運

作
後

，
應

移
除

操
作

標
示

圖
樣

：
 

(一
)變

更
為

非
屬

運
送

車
輛

之
身

分
。

 
(二

)其
他

經
本

署
認

定
可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者
。

 
七

、
凡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
須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或
基

本
資

料
異

動
者

，

於
申

請
審

驗
或

異
動

前
一

個
月
，

其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規
格

應

符
合

本
署

規
定
，
且

該
廠

牌
規

格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平

均
合

格
資

料
回

傳
率

應
達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各

廠
牌

規
格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平
均

合
格

資
料

回
傳

率
以

公
佈

於
本

署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網
站

者
為

準
：

 
(一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屬
本

附
件

四
、

(一
)至

(六
)之

異
常

狀
態

者
，

其
須

繼
續

營
運

者
應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
 

(二
)依

本
附

件
九

規
定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後
，
如

須
重

新

開
始

運
作

者
，

應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

 
(三

)運
送

車
輛

登
記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基

本
資

料
有

異
動

情
形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與
基

本
資

料

異
動

之
規

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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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者

，
應

於
事

實
發

生
前

一
個

月
依

本
署

規
定

程
序

並
填

寫

異
動

申
請

書
報

請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備

查
。

 
(四

)如
經

本
署

認
定

有
重

大
違

法
事

項
並

依
據

本
附

件
六

(二
)

予
以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者
，

如
需

重
新

開
始

運
作
，

不
得
使
用
原
裝
設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

 
八
、
依
本
附
件
規
定
網
路
連
線
報
備
時
，
因

網
路
相
關
軟
硬
體
設
施
發
生
故
障

無
法
即
時
修
復
者
，
應
依
本
署
規
定
向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書
面
報
備
並

作
成
紀
錄
，
並
於
修
復
完
成
二
日
內
補

行
連
線
報
備
。

 
九

、
運

送
車

輛
違

反
規

定
經

本
署

認
定

已
無

法
維

持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正

常
操

作
，

或
已

變
更

為
非

屬
原

審
驗

運
送

車
輛

之
身

分

者
，

本
署

得
廢

止
該

車
正

式
核

可
。

 
十

、
車

機
供

應
商

先
期

測
試

：
 

(一
)車

機
供

應
商

依
本

署
或

委
託

機
構

之
審

驗
流

程
作

業
規

定

辦
理

。
 

(二
)車

機
供

應
商

必
須

根
據

本
附

件
第

十
一

、
十

二
、

十
三

條
規

格
完

成
先

期
測

試
。

 
(三

)先
期

測
試

期
間

必
須

提
供

審
驗

單
位

網
站

/程
式

或
其

他
形

式
工

具
比

對
運

送
車

輛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軌

跡
於

兩
系
統
間
之

一
致
性
。

 

車
機
供
應
商
先
期
測
試
規
範
。

 

十
一

、
系

統
(車

機
與

接
收

端
程

式
)之

硬
體

功
能

規
格

及
零

件
供

應
 

項
次

 
規

格
項
目

 
規
格
內
容

 
說
明

 

（
一
）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記
憶

容
量

 

1.
至

少
可

儲
存

九
十

小
時

之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容
量
。

 
2.
系

統
應

具
備

當
通

訊
狀

況
不

良

（
包

含
因

無
線

通
訊

機
制

問
題

造
成

資
料

封
包

傳
輸

失
敗

，
及

本
署

接
收

端
異

常
問

題
造

成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儲

存
失

敗
）

時
，

將
車

行
資

料
記

錄
於

記
憶

體
中

之
功
能
。

 
3.
系

統
應

具
備

於
通

訊
狀

況
恢

復

 

規
範

系
統

(車
機

與
接

收
端

程
式

)
之

硬
體

功
能

規
格

及
零

件
供

應
。

電
話

業
務

特
許

執
照

需
為

4G
或

含
以
上
服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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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後

，
立

即
開

始
自

動
將

記
憶

體

中
未

傳
輸

之
車

行
紀

錄
補

上
傳

至
本

署
監

控
中

心
之

功
能

，
並

應
於

十
五

小
時

（
含

運
送

車
輛

熄
火
時
間
）
內
完
成
。

 
4.
通
訊
狀
況
恢
復
後
，
系
統
應
優
先

執
行
即
時
車
行
資
料
之
傳
送
。

 
5.
系

統
應

具
備

可
直

接
下

載
其

記

憶
體

內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之

功

能
。

 

（
二
）

 電
力
供
應

及
工
作
電

流
 

1.
系

統
應

採
用

專
用

固
定

接
線

方

式
供

電
，

並
非

連
接

點
煙

器
，

該
線

路
需

串
連

電
流

過
載

保
護

設
備

，
並

提
供

運
送

車
輛

於
啟

動
狀

態
下

之
正

常
運

作
所

需
之

電
力
。

 
2.
運
送
車
輛
熄
火
後
，
系
統
需
完
成

傳
送

或
記

錄
一

筆
運

送
車

輛
點

火
開

關
為

關
閉

狀
態

且
速

度
為

零
之

即
時

行
車

紀
錄

後
進

入
待

機
狀
態
。

 
3.
運

送
車

輛
熄

火
時

且
通

訊
狀

況

正
常

，
系

統
應

等
待

記
憶

體
中

未
傳

輸
之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補
上

傳
作

業
完

成
後

進
入

待
機

狀

態
。

 
4.
系
統
於
待
機
狀
態
，
其
作
業
電
流

不
得
超
過
二
百

 m
A
。

 

 

（
三
）

 輸
入
介
面

 
1.
系

統
應

提
供

至
少

三
個

可
接

受

車
用

電
壓

之
輸

入
介

面
接

點
，

可
判

別
車

輛
外

接
設

備
之

未
來

可
擴

充

連
接

運
送

車

輛
之
抓
斗
、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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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O

N
/O

FF
狀

態
。

 
2.
系

統
上

第
一

組
輸

入
介

面
可

偵

測
目

前
運

送
車

輛
點

火
開

關
狀

態
。

 
3.
需

包
含

一
組

或
以

上
之

R
S-

23
2

或
PS

2
或

U
SB

或
藍

牙
輸
入
介

面
供
連
接
條
碼

閱
讀
器
。

 

面
控
制
器
，
緊

急
按
鈕

…
等
。

 

（
四
）

 車
行
資
料

傳
送
頻
率

 

1.
系

統
應

依
三

十
秒

之
頻

率
傳

送

或
記
錄
一
筆
車
行
資
料
。

 
2.
運
送
車
輛
啟
動
時
，
系
統
應
開
始

傳
送

或
記

錄
即

時
車

行
資

料
至

運
送
車
輛
熄
火

後
。

 
3.
運
送
車
輛
熄
火
後

三
十
秒
（
含
）

內
，

系
統

應
完

成
傳

送
或

記
錄

一
筆

運
送

車
輛

點
火

開
關

為
關

閉
狀

態
且

速
度

為
零

之
即

時
行

車
紀
錄
。

 
4.
每

筆
資

料
平

均
傳

送
時

間
間

距

可
有
百
分
之
二

十
誤
差
值
。

 

於
品

質
測

試

與
操

作
審

驗

期
間
，
系
統
上

傳
至

環
保

署

監
控

中
心

之

總
資

料
回

傳

誤
差

應
小

於

百
分
之
二
十
。

 

（
五
）

 系
統
工
作

狀
態
顯
示

 

1.
具

有
燈

號
或

其
他

方
式

可
供

駕

駛
或

相
關

人
員

判
斷

車
機

功
能

是
否
正
常
之
顯
示
功
能
。

 
2.
需
顯
示
於
可
清
楚

識
別
之
位
置
。

 
3.
所

顯
示

之
可

判
斷

項
目

需
包

含

車
機

G
PS

通
訊
狀
態
、
電
信
網

路
通

訊
狀

態
、

PO
W

ER
開

關

狀
態
。

 

 

（
六
）

 傳
送
位
址

設
定

 

系
統

應
具

備
可

遠
端

更
改

資
料

封

包
上

傳
接

收
伺

服
器

位
址

之
功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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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
七
）

 軌
跡
資
料

及
補
回
傳

 

1.
系

統
可

接
收

主
機

傳
送

之
補

回

傳
指
令
與
時
間
區
間
，
並
於
接
收

指
令

後
開

始
依

指
定

之
時

間
區

間
資

料
記

錄
補

回
傳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
補
回
傳
作
業
不
應
影
響
即

時
資
料
之
回
傳
。

 
2.
應

於
本

署
接

收
端

提
供

軌
跡

資

料
下
載
回
傳
之
功
能
，
但
不
得
影

響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記

錄
於

系
統

記
憶
體
之
功
能
。

 
3.
系
統
於

G
PS

接
收
訊
號
不
良
致

接
收
衛
星
數
少
於
三
顆
時
，
其
資

料
仍
應
每
三
十
秒
回
傳
一
筆
，
其

時
間
並
應
仍
持
續
增
加
，
而
其
座

標
值

則
應

傳
回

上
一

筆
衛

星
訊

號
良
好
時
之
座
標
值
，
直
至

G
PS

衛
星

接
收

正
常

時
即

回
歸

正
常

G
PS

資
料

訊
號

之
傳

送
。

 
4.
在

G
PS

接
收

正
常

狀
況

(接
收
四

顆
或

以
上

)時
，

回
傳

座
標

之
定

點
座

標
標

準
偏

差
值

(R
M

S 
Er

ro
r)
應

小
於

三
十

公
尺

，
行

進

速
度

相
對

於
座

標
變

化
量

之
差

異
量
應
小
於
五
十
公
尺
。

 

可
以

自
動

補

回
傳

及
系

統

手
動

下
載

二

種
方
式
，
並
統

一
G

PS
衛

星

收
訊

不
良

時

回
傳

資
料

之

處
理

方
式

及

回
傳

資
料

精

確
度
之
要
求
。

 

（
八
）

 車
機
須
提

供
接
收
並

回
傳
目
前

狀
態
之
反

應
 

車
機
可
接
收
來
自
遠
端
的

pi
ng

指

令
並

進
行

回
應

，
回

應
內

容
為

單

筆
之
即
時
座
標
與
時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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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
九
）

 回
傳
之
資

料
須
說
明

為
即
時
資

料
或
補
回

傳
之
資
料

 

車
機

對
於

回
傳

之
軌

跡
資

料
須

註

明
為

即
時

資
料

或
補

回
傳

之
資

料
。

 

 

（
十
）

 回
傳
車
機

序
號
與
車

號
對
照
管

理
 

回
傳

之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以

車
機

序

號
為

關
鍵

欄
位

值
，

於
本

署
接

收

端
建

立
車

機
序

號
與

車
牌

號
碼

對

照
表
。

 

 

（
十
一
）

 條
碼
資
料

記
憶
容
量

 

1.
至

少
可

儲
存

一
百

筆
條

碼
相

關

記
錄
資
料
容
量
。

 
2.
系

統
應

具
備

當
通

訊
狀

況
不

良

（
包

含
因

無
線

通
訊

機
制

問
題

造
成

資
料

封
包

傳
輸

失
敗

，
及

本
署

接
收

端
異

常
問

題
造

成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儲

存
失

敗
）

時
，

將
條

碼
資

料
記

錄
於

記
憶

體
中

之
功
能
。

 
3.
系

統
應

具
備

於
通

訊
狀

況
恢

復

後
，

立
即

開
始

自
動

將
記

憶
體

中
未

傳
輸

之
條

碼
紀

錄
補

上
傳

至
本

署
監

控
中

心
之

功
能

，
並

應
於

十
五

小
時

（
含

運
送

車
輛

熄
火
時
間
）
內
完
成
。

 
4.
系

統
應

具
備

可
直

接
下

載
其

記

憶
體

內
條

碼
紀

錄
資

料
之

功

能
。

 

具
備

條
碼

記

錄
能

力
且

具

備
自

動
及

手

動
進

行
條

碼

紀
錄

補
回

傳

功
能
。

 

（
十
二
）

 零
件
與
耗

材
供
應

 

系
統

供
應

商
應

確
保

貨
品

於
賣

出

後
維

持
五

年
以

上
相

關
零

件
與

耗

材
正
常
供
貨
無
虞

。
 

提
供

售
後

完

善
維

修
服

務
，
保
障
運
送

業
者

有
後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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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保

固
及

維
修

權
益
。

 

（
十
三
）

 判
斷
故
障

機
制

 

1.
車
機
內
建
備
用
電

池
，
電
源
被
拔

除
時

，
即

時
回

傳
電

源
拔

除
訊

號
，
回

傳
至

少
五

小
時
；
電

源
恢

復
時

，
即

時
回

傳
電

源
接

上
訊

號
，
以

上
事

件
記

錄
於

系
統

中
。

 
2.
車
機
可
依
照
設
定
，
特
定
時
間
或

固
定
時
間
間
隔
回
傳
訊
號
，
記
錄

於
資
料
庫
中
。

 
3.
轉

檔
程

式
可

設
定

每
日

軌
跡

數

量
異
常
臨
界
值
，
計
算
每
日
回
傳

軌
跡

與
條

碼
超

過
上

限
值

的
車

機
，
以

上
事

件
記

錄
於

系
統

中
。

 為
加

強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保

全
防

盜
功

能
，
增
加
備
用

電
池

與
電

源

拔
除

通
報

機

制
。
若
車
輛
被

竊
，
即
使
被
拔

除
電
源
，
五
小

時
內

仍
可

查

詢
車

輛
所

在

位
置
。

 
又

內
建

備
用

電
池

規
格

之

測
試

環
境

為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可

正
常

傳

輸
G

PR
S

訊

號
、
軌
跡
資
料

可
正

常
回

傳

至
轉

檔
程

式

之
情
況
。

 

（
十
四
）

 車
機
零
件

保
固
貼
紙

 

黏
貼

車
機

商
保

固
貼

紙
於

車
機

與

G
SM

天
線
的
連
接
點
、

G
PS

天
線

的
連

接
點

與
條

碼
讀

取
器

的
連

接

點
、
及
車
機
電
源
連
接
線
上
。

 

 

（
十
五
）

 通
訊
服
務

 車
機

行
動

電
話

業
務

特
許

執
照

需

為
4G

或
含
以
上
服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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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十

二
、

供
應

商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接

收
方

式
與

資
料

內
容

 
（
一
）
資
料
接
收
方
式

 
1.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供

應
商

應
提

供
本

署
轉

檔
處

理
程

式
以

接
收

處
理

其
所

供
應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上

傳
資

料
封

包

及
其

資
料

格
式

內
容
。
資

料
接

收
方

式
可

先
傳

送
至

運
送

業
者

或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供

應
商

主
機

再
傳

送
至

本
署

主

機
；

或
軌

跡
直

接
傳

送
至

本
署

。
 

2.
系

統
回

傳
封

包
格

式
應

符
合

本
署

規
定

之
規

格
，

其
回

傳

封
包

格
式

本
署

將
另

行
訂

定
。

 
3.
轉

檔
程

式
功

能
：

 
（

1）
軟

體
作

業
環

境
：

M
ic

ro
so

ft
 W

in
do

w
s 

20
00

（
含

）

以
上

版
本

。
 

（
2）

於
背

景
環

境
下

進
行

二
十

四
小

時
運

作
。

 
（

3）
應

符
合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功
能

需
求

。
 

（
4）

可
判

斷
資

料
封

包
接

收
情

形
，

主
動

要
求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回
傳

未
接

收
到

之
資

料
封

包
。

 
（

5）
轉

檔
程

式
需

可
於

接
收

主
機

開
機

後
自

動
正

常
執

行
。

 
（

6）
轉

檔
程

式
需

有
記

錄
檔

記
錄

並
說

明
資

料
未

能
正

確

轉
檔

之
原

因
與

時
間

、
車

行
軌

跡
等

相
關

資
訊

。
 

（
7）

轉
檔

程
式

介
面

中
須

提
供

要
求

補
回

傳
之

工
具

，
可

設
定

單
輛

或
多

輛
車

以
及

時
間

區
間

以
要

求
相

關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補
回

傳
軌

跡
資

料
。

 
（

8）
轉

檔
程

式
須

提
供

自
動

偵
測

機
制

，
當

轉
檔

程
式

意

外
終

止
或

無
法

正
常

運
作

時
，
須

自
動

重
新

啟
動

轉

檔
程

式
。

 
（

9）
轉

檔
程

式
對

於
通

訊
接

收
與

資
料

寫
入

之
程

序
須

以

不
同

之
執

行
緒

(t
hr

ea
d)

進
行

以
避

免
相

互
牽

制
影

響
。

 
4.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供

應
商

應
提

供
轉

檔
程

式
之

安
裝

、
設

定
、

維
護

、
除

錯
等

技
術

協
助

及
其

文
件

。
 

一
、
規

範
車

機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接

收
方

式
與

資
料

內
容

。
要

求

公
告

車
機

規
格

需
設

有
緊

急

事
件
通
報
功
能
。

 
二
、
新
增
刷
條
碼
格
式
紀
錄
。

 
三
、
新

增
緊

急
通

報
功

能
(與

車
輛

傾
斜
感
知
器
或

SO
S
按

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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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5.
轉

檔
主

機
軟

硬
體

發
生

問
題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供

應
商

應

於
問

題
發

生
日

起
三

小
時

內
予

以
修

復
；
若

無
法

於
三

小

時
完

成
修

復
，

應
提

出
含

故
障

原
因

、
因

應
與

修
復

措
施

及
預

定
修

復
完

成
日

期
之

報
告

書
進

行
說

明
。
若

於
一

週

內
無

法
完

成
修

復
或

確
認
，
本

署
將

上
網

公
佈

暫
停

受
理

該
款

車
機

審
驗

申
請

直
至

修
復

完
成

。
 

6.
經

先
期

測
試

合
格

提
供

符
合

本
附

件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所
屬

廠
商

，
應

配
合

其
裝

設
之

運
輸

車
輛

所
屬

運
輸

業

者
，

協
助

其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操
作

正
常

，
並

應
協

助
運

輸
業

者
確

保
該

款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妥
善

率
大

於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以
上

，
接

收
轉

檔
程

式
應

連
續

操
作

正
常

。
若

該
款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妥

善
率

連
續

三
個

月
未

達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者
，
本

署
得

暫
停

受
理

該
款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逐
車

審
驗

。
 

（
二
）
車
機
車
號
對
照
表

 
車

機
編

號
與

車
號

之
記

錄
，

應
配

合
下

列
資

料
格

式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車
號

 C
A

R
ID

 
8 

(無
) 

合
理
車
號

 記
錄
車
機
所
安
裝
之
車
號

 

生
效

日
期

 St
ar

tD
a

te
T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車
機
第
一
次
回
傳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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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車
機

最
後

1
筆

即
時

回
傳

轉
檔

程
式

的
時 間
 

La
st

Po
s

D
at

eT
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車
機
最
後
一
筆
有
效
定

位
回
傳
日
期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東
經

 W
G

S_
LO

N
 

3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11
9.

40
00

0
0-

12
2.

00
0

0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
百
分
度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北
緯

 W
G

S_
LA

T 

2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21
.9

00
00

0
-2

6.
00

00
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
百
分
度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車
頭

方
向

 H
ea

di
n

g 
3 

度
 

00
0-

35
9 

G
PS

定
位

傳
回

車
頭

方
向

，

以
正
北
為

0，
正
東
為

90
，

正
南

為
18

0，
正

西
為

27
0。

共
計

0~
35

9
度
。
若

G
PS

定

位
模
組
未
提
供
該
項
資
訊
，

可
由
車
機
業
者
以
軟
體
計
算

前
後
兩
點
之
方
向
角
為
之
。

 
行
車

速
度

 
Sp

ee
d 

5 
公
里

 
00

0.
0-

15
0.

0 
以
整
數
為
原
則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一
位

 
接
收

衛
星 數
 

Sa
t 

1 
顆

 
0-

9 
超
過

9
顆
時
，
以

9
記
錄
之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輸
入

介
面

IO
1 

1 
（
無
）

 0
 o

r 1
 o

r 2
 記

錄
運
送
車
輛
點
火
開
關
及

斷
電
續
航
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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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

1 
0=

表
示
該
車
輛
熄
火

 
1=

表
示
該
車
輛
啟
動

 
2=

表
示
該
車
輛
斷
電
續
航

 

車
機

回
報

轉
檔

程
式

的
時 間
 

Sy
nc

T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車
機
每
日
回
報
的
時
間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
三
）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內
容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接

收
內

容
，

應
包

含
以

下
資

料
：

 
 

（
四
）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轉

檔
程

式
需

依
據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之
內

容
，

每
五

分
鐘

執
行

補
回

傳
工

作
，

並
於

補
回

傳
之

行
車

紀
錄

註
記

其

資
料

種
類

為
補

回
傳
，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資

料
格

式
如

下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之
車
機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開
始

日
期

 St
ar

tT
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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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ss

-秒
鐘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的
開
始

日
期
及
時
間

 

結
束

日
期

 En
dT

i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的
結
束

日
期
及
時
間

 

執
行

日
期

 Ex
ec

T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轉
檔
程
式
執
行
補
回
傳
動

作
之
日
期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是
否

成
功

 Su
cc

es
s 

1 
（
無
）

 
0 

or
 1

 
記
錄
補
回
傳
動
作
執
行
是

否
成
功

 
0=

失
敗
；

1=
成
功

 
 
（
五
）
條
碼
格
式

 
系

統
需

可
傳

送
紀

錄
運

送
行

為
開

始
與

結
束

之
訊

息
回

本
署

。
 

需
包

含
下

列
資

料
之

記
錄

回
本

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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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

D
 

8 
(字

元
) 

合
理
車
機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條
碼 值
 

B
ar

co
d

e 
20

 
(字

元
) 

合
理
條
碼

值
 

記
錄
條
碼
值

 

接
收

時
間

 D
at

eT
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及
時
間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條
碼
讀
取
日

期
及
時
間

 

東
經

 W
G

S_
LO

N
 

3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11
9.

40
00

0
0-

12
2.

00
0

0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北
緯

 W
G

S_
LA

T 

2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21
.9

00
00

0
-2

6.
00

00
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接
收

衛
星 數
 

Sa
t 

1 
顆

 
0-

9 
超
過

9
顆
時
，
以

9
記
錄
之

 

是
否

補
回 傳
 

D
at

a_
T

yp
e 

1 
(無

) 
0-

1 
1
補
回
傳
，

0
即
時

回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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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
六
）
開
始
與
結
束
訊
息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轉

檔
程

式
需

依
據

開
始

與
結

束
訊

息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之

內
容

，
每

五
分

鐘
執

行
補

回
傳

工
作

，
並

於
補

回
傳

之

開
始

與
結

束
訊

息
註

記
其

資
料

種
類

為
補

回
傳

，
條

碼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資
料

格
式

如
下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之
車
機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開
始

日
期

 St
ar

tD
a

te
T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的
開
始

日
期
及
時
間

 

結
束

日
期

 En
dD

at
eT

i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的
結
束

日
期
及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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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執
行

日
期

 Ex
ec

T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轉
檔
程
式
執
行
條
碼
紀
錄

補
回
傳
動
作
之
日
期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是
否

成
功

 Su
cc

es
s 

1 
（
無
）

 
0 

or
 1

 
記
錄
補
回
傳
動
作
執
行
是

否
成
功

 
0=

失
敗
；

1=
成
功

 
（
七
）
緊
急
應
變
事
件
紀
錄
表

(本
規
格
為
車
輛
翻
覆
或
傾
倒
時
，
車
機
需
回
傳
事
件

記
錄
表

) 
轉

檔
程

式
需

依
據

車
機

發
生

緊
急

應
變

的
事

件
記

錄
於

紀
錄

表
中

，
紀

錄
表

資
料

格
式

如
下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發
生
事
件
之
車
機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事
件

型
態

 Ev
en

t_
Ty

pe
 

3 
（
無
）

 

00
0 

00
1 

00
2 

99
9 

00
0:
求
救
訊
號
啟
動

(S
O

S)
 

00
1:
車
輛
重
力
感
測
器
啟

動
 

00
2:
車

輛
傾

斜
感

知
器

啟

動
 

99
9:
其

它
方

式
啟

動
 

事
件

D
at

eT
i

D
at

eT
i

Y
Y

Y
Y

/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29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發
生

時
間

 
m

e 
m

e 
(8

) 
M

M
/D

D
 

hh
:m

m
:

ss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轉
檔
程
式
記
錄
事
件
的
時

間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事
件

描
述

 D
es

cr
ip

tio
n 

20
0 

（
無
）

 文
字
內
容

 轉
檔
程
式
記
錄
事
件
的
狀

況
，
包
括
車
機
序
號
、
車

機
事
件
、
事
件
發
生
時
間

 
（
八
）
車
機
事
件
紀
錄
表

 
轉

檔
程

式
需

依
據

車
機

發
生

的
事

件
記

錄
於

紀
錄

表

中
，

紀
錄

表
資

料
格

式
如

下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發
生
事
件
之
車
機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事
件

型
態

 Ev
en

t_
Ty

pe
 

3 
（
無
）

 
00

0 
00

1 
10

1 

00
0:
車
機
電
源
被
拔
除

 
00

1:
車
機
電
源
接
上

 
10

1:
同
一
天
回
傳
軌
跡
資

料
數
超
過
設
定
值

 
10

2：
同
一

天
條

碼
刷

取
記

錄
資
料
數
超
過
設
定
值

 

事
件

發
生

時
間

 D
at

eT
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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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轉
檔
程
式
記
錄
事
件
的
時

間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事
件

描
述

 D
es

cr
ip

tio
n 

20
0 

（
無
）

 文
字
內
容

 轉
檔
程
式
記
錄
事
件
的
狀

況
，
包
括
車
機
序
號
、
車

機
事
件
、
事
件
發
生
時
間

 
 

(九
) 

審
驗
靜
態
測
試

 
靜

態
測

試
時

，
回

傳
率

必
須

達
到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靜

態
偏

差
小

於
三

十
公

尺
的

比
例

必
須

達
到

回
傳

軌
跡

的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明
定
審
驗
靜
態
測
試
之
規
範
。

 

(十
) 

審
驗
動
態
測
試

 
動

態
測

試
時

，
回

傳
率

必
須

達
到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靜

態
偏

差
小

於
三

十
公

尺
的

比
例

必
須

達
到

回
傳

軌
跡

的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無

回
傳

的
軌

跡
，

必
須

能
以

補
回

傳
方

式
要

求

車
機

回
傳

。
 

明
定
審
驗
動
態
測
試
之
規
範
。

 

十
三

、
車

機
模

擬
程

式
與

壓
力

測
試

 
轉

檔
程

式
需

經
車

機
模

擬
程

式
進

行
壓

力
測

試
，

模
擬

程
式

需
依

據
模

擬
車

輛
紀

錄
表

模
擬

產
生

指
定

車
機

數
之

模
擬

訊
號
。

 
(一

)模
擬
車
機
行
為

 
模

擬
程

式
需

依
照

下
列

要
求

模
擬

車
機

傳
送

訊
號

至
轉

檔
程

式
：

 
1.
可

依
設

定
依

模
擬

車
機

紀
錄

表
，
依

序
模

擬
一

至
三

千
部

虛

擬
車

機
，

至
少

通
過

五
百

部
虛

擬
車

機
的

壓
力

測
試

。
 

2.
每

部
虛

擬
車

機
每

三
十

秒
傳

回
一

筆
軌

跡
訊

號
，
誤

差
應

小

於
百

分
之

二
十

。
 

3.
虛

擬
車

機
發

送
之

軌
跡

訊
號

應
符

合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之

規
範

。
 

4.
虛

擬
車

機
發

送
之

軌
跡

訊
號

，
座

標
依

模
擬

車
機

紀
錄

表

之
經

度
、

緯
度

座
標

值
傳

送
。

 
5.
虛

擬
車

機
發

送
之

軌
跡

訊
號

，
其

日
期

時
間

欄
位

依
模

擬

規
範

車
機

模
擬

程
式

與
壓

力
測

試

欄
位
資
料
規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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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程

式
所

在
之

系
統

時
間

。
 

6.
模

擬
程

式
應

可
設

定
模

擬
結

束
時

間
或

模
擬

持
續

時
間

。
 

(二
)模

擬
車
機
紀
錄
表

 
模

擬
車

機
紀

錄
表

記
載

車
機

模
擬

程
式

讀
取

之
模

擬
訊

號
，

欄
位

格
式

如
下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流
水 號
 

ID
 

整
數

 
（
無
）

 
正
整
數

 
流
水
號

 

車
機

序
號

 Pl
at

e_
N

o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記
錄
要
求
模
擬
之
車

機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東
經

 W
G

S_
LO

N
 

3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11
9.

40
00

0
0-

12
2.

00
0

00
0 

記
錄
模
擬
車
機
傳
給

轉
檔
程
式
之

W
G

S-
84

虛
擬
經
度
座
標

 

北
緯

 W
G

S_
LA

T 

2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21
.9

00
00

0
-2

6.
00

00
0

0 

記
錄
模
擬
車
機
傳
給

轉
檔
程
式
之

W
G

S-
84

虛
擬
緯
度
座
標

 

(三
)主

機
位
置
設
定
表

 
主

機
位

置
設

定
表

用
以

記
載

轉
檔

程
式

所
在

主
機

位
置

及
使

用
之

Po
rt

 N
um

be
r，

供
車

機
模

擬
程

式
依

設
定

發
送

模

擬
訊

號
至

轉
檔

程
式

，
欄

位
格

式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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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主
機

位
址

 
IP

 
15

位
字

元
 

（
無
）

 合
理

IP
位

址
 

記
錄

轉
檔

程
式

所
在

之

主
機

IP
位
址

 

協
定

 
TC

P 
1
位
字

元
 

(無
) 

T 
or

 U
 

記
錄

轉
檔

程
式

使
用

TC
P
或

U
D

P，
T
表
示

TC
P，

U
表

示
U

D
P 

埠
號

 
PO

R
T 

5
位
整

數
 

(無
) 

80
00

-6
55

3
5 

記
錄

轉
檔

程
式

使
用

之

埠
號

 
(四

)制
定
標
準
傳
輸
封
包
格
式

 
1.
標

準
封

包
格

式
 

（
1）

通
訊

協
定

：
T

C
P。

 
（

2）
編

碼
方

式
：

A
SC

II
。

 
（

3）
封

包
內

欄
位

分
隔

符
號

：
每

一
個

封
包

開
頭

以
「

$」
符

號
表

示
；

結
束

以
「

#」
符

號
表

示
，

欄
位

與
欄

位

間
均

以
「

,」
符

號
做

區
隔

。
 

（
4）

軌
跡

及
條

碼
資

料
封

包
欄

位
說

明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0~
9,

A
~Z

,a
~z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日
期

 
D

at
e 

8 
Y

Y
Y

Y
/

M
M

/D
D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台

灣
時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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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時
間

 
Ti

m
e 

6 
hh

:m
m

:
ss

 
合
理
時

間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台
灣
時
間

) 

東
經

 
LO

N
 

3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11
9.

40
00

0
0-

12
2.

00
0

0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
百
分
度

 

北
緯

 
LA

T 

2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21
.9

00
00

0
-2

6.
00

00
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
百
分
度

 

行
車

速
度

 
Sp

ee
d 

3 
公
里

 
0~

99
9 

以
整
數
為
原
則

 

車
頭

方
向

 C
ou

rs
e 

3 
度

 
0~

35
9 

G
PS

定
位

傳
回

車
頭

方

向
，
以
正
北
為

0，
正
東

為
90
，
正
南

為
18

0，
正

西
為

27
0。

共
計

0~
35

9
度
。
若

G
PS

定
位
模
組

未
提
供
該
項
資
訊
，
可
由

車
機

業
者

以
軟

體
計

算

前
後

兩
點

之
方

向
角

為

之
。

 
接
收

衛
星 數
 

Sa
t#

 
2 

顆
 

0~
12

 
超

過
12

顆
時

，
以

12
顆
記
錄
之

 

資
料

種
類

 D
at

a_
T

yp
e 

1 
（
無
）

 0:
N

or
m

al
 

正
常
傳
遞

 
資
料
種
類

 
1:

A
ut

o-
re

s
en

d 
自

動

補
回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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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2:

M
an

ua
l-

re
se

nd
 
下

指
令
補
傳

 
3:

Pi
ng

 
回

傳
 

4:
軌

跡
補

回
傳
開
始

 
5:

軌
跡

補

回
傳
結
束

 
6:

條
碼

補

回
傳
開
始

 
7:

條
碼

補

回
傳
結
束

 

輸
入

介
面

＃
1 

IO
1 

1 
（
無
）

 1:
A

C
C

 
線

有
開

啟
電

壓
輸
入

 

輸
入
介
面

 1
 

2:
主

電
源

線
有

電
壓

輸
入

 
3:

只
有

主

電
壓

輸
入

, 
A

C
C

 
偵

測
點

也
有

輸
入

 
4:

備
用

電

池
有

電
壓

輸
入

 
5:

車
機

備

用
電

池
和

A
C

C
有
電

壓
輸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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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6:

車
機

備

用
電

池
和

主
電

源
有

電
壓
輸
入

 
7:

主
電

源

有
電

壓
, 

備
用

電
池

也
有

電
壓

輸
入

,A
C

C
的

偵
測

點

也
有

電
壓

輸
入

 

輸
入

介
面

＃
2 

IO
2 

1 
（
無
）

 

保
留
欄

位
，
使
用

者
自
訂
數

值
範
圍

 

輸
入

介
面

 3
，

保
留

欄

位
，
目
前
未
使
用
。

 
0=

表
示

輸
入

介
面

#3
 

O
FF

 
1=

表
示

輸
入

介
面

＃
3 

O
N

 

輸
入

介
面

＃
3 

IO
3 

1 
（
無
）

 

保
留
欄

位
，
使
用

者
自
訂
數

值
範
圍

 

輸
入

介
面

 3
，

保
留

欄

位
，
目
前
未
使
用
。

 
0=

表
示

輸
入

介
面

#3
 

O
FF

 
1=

表
示

輸
入

介
面

＃
3 

O
N

 

使
用

者
自 訂
 

U
se

rD
e

fin
e 

4 
（
無
）

 

保
留
欄

位
，
使
用

者
自
訂
數

值
範
圍

 

使
用
者
自
定

 

條
碼 值
 

C
od

eV
a

lu
e 

20
 

（
無
）

 0~
9,

A
~Z

,a
~z

 
條
碼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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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2.
標

準
封

包
格

式
IO

1 
與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表
中

IO
1
對

應
 

標
準
封
包

IO
1
欄
位

 
行
車
記
錄
資
料
表

IO
1 

欄
位

 
1、

4、
5 

斷
電

續
航

：
2 

2、
6 

熄
火

：
0 

3、
7 

開
機

：
1 

  3.
緊

急
通

報
標

準
封

包
格

式
U

se
rD

ef
in

e
欄

位
值

 
U

se
rD

ef
in

e 
欄

位
值

 
00

0 
求

救
訊

號
啟

動
(S

O
S)

 
00

1 
車

輛
重

力
感

測
器

啟
動

 
00

2 
車

輛
傾

斜
感

知
器

啟
動

 
99

9 
其

它
方

式
啟

動
 

  4.
轉

檔
程

式
回

應
車

機
封

包
欄

位
說

明
：

 
欄
位

 
長
度

 
數
值
範
圍

 
說
明

 

U
ni

t_
id

 
8b

yt
es

 
0~

9,
A

~Z
,a

~z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D
at

e 
8b

yt
es

 
Y

Y
Y

Y
M

M
D

D
 

日
期

 (
台
灣
時
間

) 

Ti
m

e 
6b

yt
es

 
H

hm
m

ss
  

U
TC

 T
im

e+
8 

時
間

 (
台
灣
時
間

) 

 
 5.
轉

檔
程

式
送

出
指

令
格

式
說

明
：

 
指
令

 
改
變
車
機
傳
送
目
的
地
的

IP
 

說
明

 
參

閱
系
統
之
硬
體
功
能
規
格
及
零
件
供
應
一

(六
)規

格

內
容
。

 
格
式

 
$,

C
H

G
IP

,[I
P]

,[P
or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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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指
令

 
軌
跡
補
回
傳

 

說
明

 
參
閱
系
統
之
硬
體
功
能
規
格

及
零
件
供
應
一

(七
)規

格

內
容
。

 

格
式

 
$,

PO
SG

ET
LO

G
,[S

ta
rt 

D
at

e 
Ti

m
e]

, [
En

d 
D

at
e 

Ti
m

e]
,#

 
時
間
格
式
：

 Y
Y

Y
Y

M
M

D
D

H
hm

m
ss

 
 

指
令

 
條
碼
補
回
傳

 

說
明

 
參

閱
系
統
之
硬
體
功
能
規
格
及
零
件
供
應
一

(七
)規

格

內
容
。

 

格
式

 $,
B

C
G

ET
LO

G
,[S

ta
rt 

D
at

e 
Ti

m
e]

, [
En

d 
D

at
e 

Ti
m

e]
,#

 
時
間
格
式
：

 Y
Y

Y
Y

M
M

D
D

H
hm

m
ss

 
 

指
令

 
PI

N
G

 

說
明

 
參

閱
系
統
之
硬
體
功
能
規
格
及
零
件
供
應
一

(八
)規

格

內
容
。
回
傳
後
不
需
寫
入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內
容
。

 
格
式

 
$,

PI
N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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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

、
運

送
車

輛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審
驗

應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

 
（
一
）
依
本
署
審
驗
流
程
作
業
規
定
辦
理
。

 
（
二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應
符
合
下
列
標
準
：

 
1.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規

格
功

能
應

符
合

其
所

適

用
之

規
範

。
 

2.
操

作
審

驗
期

間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上
傳

至
本

署
之

每
日

資
料

回
傳

率
應

達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

資
料

回
傳

率
計

算
公

式
為

本
署

資
料

庫
所

接
收

之
合

格
資

料
筆

數
／

實
際

行
車

時
間

應
上

傳
之

資
料

筆
數

×百
分

之
一

百
。

）
 

3.
其

他
經

本
署

認
定

之
合

格
標

準
。

 
（
三
）
本
署
或
委
託
機
構
進
行
審
驗
之
期
間
，
除
本
附
件
四
、

(一
)至

(四
)之

異
常

狀
態

重
新

審
驗

為
五

個
工

作
日

外
，
其

他
操

作
審

驗
為

十
個

工
作

日
。
但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可
依
實
際
審
驗
運
作
情
形
進

行
調
整
。

 
（
四
）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未
通
過
者
，
於
新
裝
設
時
應
依
本
辦
法

附
件
二
規
定
裝
設
之
。

 
（
五
）
本
附
件

名
詞

定
義

如
下

：
 

1.
妥

善
率

計
算

公
式

為
回

傳
品

質
×
百

分
之

七

十
五

+維
修

效
能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
 

2.
回

傳
品

質
：

指
月

平
均

回
傳

率
大

於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的

車
輛

比
例

，
計

算
公

式
為

月
平

均

回
傳

率
大

於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的

車
輛

數
/(
該

月
正

式
核

可
車

輛
總

數
-該

月
未

出
車

之
車

輛
數

)。
 

3.
維

修
效

能
：

指
非

故
障

車
輛

比
例

，
計

算
公

式
為

非
故

障
車

輛
數

/(
該

批
次

該
月

車
機

車

輛
總

數
-該

月
未

出
車

之
車

輛
數

) 

一
、

運
送

車
輛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審

驗
應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

 
（
一
）
依
本
署
審
驗
流
程
作
業
規
定
辦
理
。

 
（
二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應
符
合
下
列
標
準
：

 
1.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規

格
功

能
應

符
合

其
所

適

用
之

規
範

。
 

2.
操

作
審

驗
期

間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上
傳

至
本

署
之

每
日

資
料

回
傳

率
應

達
百

分
之

八

十
。
（

資
料

回
傳

率
計

算
公

式
為

本
署

資
料

庫
所

接
收

之
合

格
資

料
筆

數
／

實
際

行
車

時
間

應
上

傳
之

資
料

筆
數

×1
00

%
。

）
 

3.
其

他
經

本
署

認
定

之
合

格
標

準
。

 
（
三
）
本
署
或
委
託
機
構
進
行
審
驗
之
期
間
，
除
本
附
件
四
、

(一
)至

(四
)之

異
常

狀
態

重
新

審
驗

為
五

個
工

作
日

外
，
其
他
操
作
審
驗
為
十
個
工
作
日
。
但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可
依
實
際
審
驗
運
作
情
形
進
行
調
整
。

 
（
四
）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未
通
過
者
，
於
新
裝
設
時
應
依
本
辦
法
附

件
二
規
定
裝
設
之
。

 
（

五
）

本
附

件
名

詞
定

義
如

下
：

 
1.
妥

善
率

計
算

公
式

為
回

傳
品

質
*7

5%
+維

修

效
能

*2
5%

。
 

2.
回

傳
品

質
：

指
月

平
均

回
傳

率
大

於
百

分
之

八
十

的
車

輛
比

例
，
計

算
公

式
為

月
平

均
回

傳
率

大
於

百
分

之
八

十
的

車
輛

數
/(
該

月

正
式

核
可

車
輛

總
數

-該
月

未
出

車
之

車
輛

數
)。

 
3.
維

修
效

能
：

指
非

故
障

車
輛

比
例

，
計

算
公

式
為

非

故
障

車
輛

數
/(
該

批
次

該
月

車
機

車
輛

總
數

-該
月

未
出

車
之

車
輛

數
) 

 

（
二
）

2.
每

日
資

料
回

傳
率

及

（
五
）

2.
回

傳
品

質
由

百
分

之

八
十

修
正

為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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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

、
運

送
車

輛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經
審

驗
合

格
取

得
操

作
證

明
文

件
後

，
應

於
操

作
時

將
操

作
標

示
圖

樣

張
貼

於
本

署
規

定
之

處
，

以
利

識
別

，
其

核
發

之

操
作

證
明

文
件

置
於

系
統

供
查

詢
及

下
載

。
 

二
、

運
送

車
輛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經

審
驗

合
格

取
得

操

作
證

明
文

件
後

，
應

於
操

作
時

將
操

作
標

示
圖

樣

張
貼

於
本

署
規

定
之

處
，

以
利

識
別

，
並

應
隨

車

攜
帶

操
作
證
明
文
件
以
供
查
驗
。

 

操
作

證
明

文
件

屬
免

攜
帶

，
置

於
廠
內
供
查
驗
外
，
其

經
核

發

之
操

作
文

件
並

置
於

系

統
，
以

供
業

者
自

行
查

詢
及

下
載

。
 

三
、

運
送

車
輛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應

維
持

正
常

操
作

，

按
時

繳
交

通
訊

費
用

，
禁

止
任

意
拆

裝
及

中
斷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通

訊
及

電
源

，
並

應
配

合
本

署
作

業
，

啟
動

該
運

送
車

輛
進

行
車

行
資

料
回

傳
。

 

三
、

運
送

車
輛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應

維
持

正
常

操
作

，

按
時

繳
交

通
訊

費
用

，
禁

止
任

意
拆

裝
及

中
斷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通

訊
及

電
源

，
並

應
配

合
本

署
作

業
，

啟
動

該
運

送
車

輛
進

行
車

行
資

料
回

傳
。

 

 

四
、

運
送

車
輛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其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為

異
常

狀
態

：
 

（
一
）
運

送
車

輛
為

啟
動

狀
態

且
位

於
通

訊
狀

況
正

常
環

境

下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無
法
上
傳
車
行
資
料
至
本
署
。

 
（
二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最
近
一
週
車
行
資
料
回
傳
率
低
於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
三
）
運
送
車
輛
升
級
其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

 
（
四
）
運
送
車
輛
裝
設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失
竊
。

 
（
五
）
運
送
車
輛
失
竊
。

 
（
六
）
原
裝
設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移
機
至
另
一
運
送
車
輛
上
。

 

四
、

運
送

車
輛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其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為

異
常

狀
態

：
 

（
一
）
運

送
車

輛
為

啟
動

狀
態

且
位

於
通

訊
狀

況
正

常
環

境

下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無
法
上
傳
車
行
資
料
至
本
署
。

 
（
二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最
近
一
週
車

行
資
料
回
傳
率
低
於
百
分

之
八
十
。

 
（
三
）
運
送
車
輛
升
級
其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

 
（
四
）
運
送
車
輛
裝
設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失
竊
。

 
（
五
）
運
送
車
輛
失
竊
。

 
（
六
）
原
裝
設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移
機
至
另
一
運
送
車
輛
上
。

 （
二

）
每

日
資

料
回

傳
率

由

百
分

之
八

十
修

正
為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五
、

運
送

車
輛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為

異
常

狀
態

時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向

本
署

報
備

，
若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

經
本

署
通

知
後

，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得

提
列

該

運
送

車
輛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為

異
常

。
 

（
一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有
異
常
者
，
應

於
發
現
異
常
日
起
二
日

內
以
網
路
傳
輸
方
式
報
備
。
另
本
署
得
於
確
認
該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為
異
常
狀
態
時
，
逕

行
登

記
其

異
常

記
錄

。
 

（
二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屬

本
附

件
事

項
四

、
(一

)至
(四

)之
異

常
狀

態
者

，
得

於
發

現
異

常
日

起
十

五
日

內
繼

續
營

運
，
但
應
於
運
送
後
二
日
內
以
網
路
傳
輸
方
式
報
備
該

日
之
運
送
路
線
。

 
 

五
、

運
送

車
輛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為

異
常

狀
態

時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向

本
署

報
備

，
若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

經
本

署
通

知
後

，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得

提
列

該

運
送

車
輛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為

異
常

。
 

（
一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有
異
常
者
，
應

於
發
現
異
常
日
起
二
日

內
以
網
路
傳
輸
方
式
報
備
。
另
本
署
得
於
確
認
該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為
異

常
狀

態
時
，
逕

行
登

記
其

異
常

記
錄

。
 

（
二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屬

本
附

件
事

項
四

、
(一

)至
(四

)之
異

常
狀

態
者

，
得

於
發

現
異

常
日

起
十

五
日

內
繼

續
營

運
，
但
應
於
運
送
後
二
日
內
以
網
路
傳
輸
方
式
報
備
該

日
之
運
送
路
線
。

 
 

（
三

）
每

日
資

料
回

傳
率

由

百
分

之
八

十
修

正
為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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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

三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屬
本

附
件

事
項

四
、

(一
)至

(四
)之

異

常
狀
態
者
，
應
於
發
現
異
常
日
起
十

五
日
內
修
復
，
並

以
網
路
傳
輸
方
式
提
出
，
經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確
認

修
復

完
成

(含
扣

除
本

次
異

常
期

間
之

最
近

一
個

月
車

行
資

料
回

傳
率

應
達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始

得
於

發
現

異
常
日
起
十
五
日
後
繼
續
營
運
。
但

異
常
狀
態
逾
十
五

日
，
其
須
繼
續
營
運
者
，
應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

 
（

四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屬
本

附
件

事
項

四
、

(五
)至

(六
)之

異

常
狀

態
者
，
其

須
繼

續
營

運
者
，
應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疑
似

產
生

異
常

狀
態

經
本

署
通

知

者
，

應
依

本
署

指
定

之
時

間
及

地
點

接
受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或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實
施
臨
時
審
驗
。

 

（
三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屬

本
附

件
事

項
四

、
(一

)至
(四

)之
異

常
狀
態
者
，
應
於
發
現
異
常
日
起
十
五
日
內
修
復
，
並

以
網
路
傳
輸
方
式
提
出
，
經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確
認

修
復
完
成

(含
扣
除
本
次
異
常
期
間
之
最
近

1
個

月
車

行
資

料
回

傳
率

應
達

百
分

之
八

十
)，

始
得

於
發

現
異

常
日

起
十

五
日

後
繼

續
營

運
。

但
異

常
狀

態
逾

十
五

日
，
其
須
繼
續
營
運
者
，
應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

 
（

四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屬
本

附
件

事
項

四
、

(五
)至

(六
)之

異

常
狀

態
者

，
其

須
繼

續
營

運
者

，
應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疑
似
產
生
異
常
狀
態
經
本
署
通
知
者
，
應

依
本
署
指
定
之
時
間
及
地
點
接
受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或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實
施
臨
時
審
驗
。

 
六

、
完

成
審

驗
之

運
送

車
輛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得
於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之
十

五
日

前
，

檢

具
停

止
原

因
之

證
明

文
件

向
本

署
申

請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

經
本

署
認

可
停

止
運

作
後

，

應
移

除
操

作
標

示
圖

樣
：

 
（
一
）
變
更
為
非
屬
運
送
車
輛
之
身
分
。

 
（
二
）
其
他
經
本
署
認
定
可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者
。

 

六
、

完
成

審
驗

之
運

送
車

輛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得
於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之
十

五
日

前
，

檢

具
停

止
原

因
之

證
明

文
件

向
本

署
申

請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

經
本

署
認

可
停

止
運

作
後

，

應
移

除
操

作
標

示
圖

樣
：

 
（
一
）
變
更
為
非
屬
運
送
車
輛
之
身
分
。

 
（
二
）
其
他
經
本
署
認
定
可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者
。

 

 

七
、

凡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

須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或

基
本

資

料
異

動
者

，
於

申
請

審
驗

或
異

動
前

一
個

月
，

其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規

格
應

符
合

本
署

規
定

，
且

該

廠
牌

規
格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平
均

合
格

資
料

回
傳

率
應

達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各
廠

牌
規

格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平
均

合
格

資
料

回
傳

率
以

公
佈

於
本

署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網

站
者

為
準

：
 

（
一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屬
本
附
件
四
、

(一
)至

(六
)之

異
常
狀
態

者
，
其
須
繼
續
營
運
者
應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

 
（
二
）
依
本
附
件
九
規
定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後
，
如
須

重
新
開

始
運
作
者
，
應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

 
 

七
、

凡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

須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或

基
本

資

料
異

動
者

，
於

申
請

審
驗

或
異

動
前

一
個

月
，

其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規

格
應

符
合

本
署

規
定

，
且

該

廠
牌

規
格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平
均

合
格

資
料

回
傳

率
應

達
百

分
之

八
十

，
各

廠
牌

規
格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平

均
合

格
資

料
回

傳
率

以
公

佈
於

本
署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網
站

者
為

準
：

 
（

一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屬
本

附
件

四
、

(一
)至

(六
)之

異
常

狀

態
者
，
其
須
繼
續
營
運
者
應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

 
（
二
）
依
本
附
件
九
規
定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後
，
如
須

重
新
開
始
運
作
者
，
應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平

均
合

格
資

料
回

傳
率

由
百

分
之

八
十

修
正

為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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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
三
）
運
送
車
輛
登
記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基
本
資
料
有
異
動
情

形
者
，
應
於

事
實

發
生

前
一

個
月

依
本

署
規

定
程

序
並

填
寫
異
動
申
請
書
報
請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備
查
。

 
（
四
）
如

經
本

署
認

定
有

重
大

違
法

事
項

並
依

據
本

附
件

六

（
二

）
予

以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者

，
如

需
重

新

開
始
運
作
，
不
得
使
用
原
裝
設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

 

（
三
）
運
送
車
輛
登
記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基
本
資
料
有
異
動
情

形
者
，
應
於
事
實
發
生
前
一
個
月
依
本
署
規
定
程
序
並

填
寫
異
動
申
請
書
報
請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備
查
。

 
（

四
）

如
經

本
署

認
定

有
重

大
違

法
事

項
並

依
據

本
附

件
六

（
二

）
予

以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者

，
如

需
重

新

開
始
運
作
，
不
得
使
用
原
裝
設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

 
八

、
依

本
附

件
規

定
網

路
連

線
報

備
時

，
因

網
路

相
關

軟
硬

體
設

施
發

生
故

障
無

法
即

時
修

復
者

，
應

依

本
署

規
定

向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書

面
報

備
並

作
成

紀
錄

，
並

於
修

復
完

成
二

日
內

補
行

連
線

報

備
。

 

八
、

依
本

附
件

規
定

網
路

連
線

報
備

時
，

因
網

路
相

關

軟
硬

體
設

施
發

生
故

障
無

法
即

時
修

復
者

，
應

依

本
署

規
定

向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書

面
報

備
並

作
成

紀
錄

，
並

於
修

復
完

成
二

日
內

補
行

連
線

報

備
。

 

 

九
、

運
送

車
輛

違
反

規
定

經
本

署
認

定
已

無
法

維
持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正
常

操
作

，
或

已
變

更
為

非
屬

原

審
驗

運
送

車
輛

之
身

分
者

，
本

署
得

廢
止

該
車

正

式
核

可
。

 

九
、

運
送

車
輛

違
反

規
定

經
本

署
認

定
已

無
法

維
持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正
常

操
作

，
或

已
變

更
為

非
屬

原

審
驗

運
送

車
輛

之
身

分
者

，
本

署
得

於
操

作
證

明

文
件

載
明

保
留

該
操

作
證

明
文

件
之

廢
止

權
。

 

文
字

修
正
，
以

明
確

廢
止

操

作
證

明
文

件
核

可
。

 

十
、

車
機

供
應

商
先

期
測

試
：

 
（
一
）
車
機
供
應
商
依
本
署
或
委
託
機
構
之
審
驗
流
程
作
業
規

定
辦
理
。

 
（
二
）
車
機
供
應
商
必
須
根
據
本
附
件
第
十
一
、
十
二
條
規
格

完
成
先
期
測
試
。

 
（
三
）
先
期
測
試
期
間
為
本
署
發
布
施
行
日
期
前
九
十
日
起
至

該
施
行

日
期
前
三
十
日
終
止
。

 
（
四
）
先
期
測
試
期
間
必
須
提
供
審
驗
單
位
網
站

/程
式
或
其
他

形
式

工
具

比
對

運
送

車
輛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軌
跡

於
兩
系

統
間
之
一
致
性
。

 

十
、

車
機

供
應

商
先

期
測

試
：

 
（
一
）
車
機
供
應
商
依
本
署
或
委
託
機
構
之
審
驗
流
程
作
業
規

定
辦
理
。

 
（
二
）
車
機
供
應
商
必
須
根
據
本
附
件
第
十
一
、
十

二
條
規
格

完
成
先
期
測
試
。

 
（
三
）
先
期
測
試
期
間
為
本
署
發
布
施
行
日
期
前
九
十
日
起
至

該
施
行
日
期
前
三
十
日
終

止
。

 
（

四
）

先
期

測
試

期
間

必
須

提
供

審
驗

單
位

網
站

/程
式

或
其

他
形

式
工

具
比

對
運

送
車

輛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軌

跡
於

兩
系
統
間
之
一
致
性
。

 

 

十
一

、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接

收
方

式
與

資
料

內
容

 
（

一
）

資
料

接
收

方
式

 
1.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供

應
商

應
提

供
本

署
轉

檔

處
理

程
式

以
接

收
處

理
其

所
供

應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上
傳

資
料

封
包

及
其

資
料

格
式

內
容
。
資

料
接

收
方

式
可

先
傳

送
至

運
送

業

十
一

、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接

收
方

式
與

資
料

內
容

 
（

一
）

資
料

接
收

方
式

 
1.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供

應
商

應
提

供
本

署
轉

檔

處
理

程
式

以
接

收
處

理
其

所
供

應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上
傳

資
料

封
包

及
其

資
料

格
式

內
容
。
資

料
接

收
方

式
可

先
傳

送
至

運
送

業

（
一
）

5.、
（
五
）
及
（
六
）
回

傳

率
由

百
分

之
八

十
修

正
為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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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者

或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供

應
商

主
機

再
傳

送

至
本

署
主

機
；

或
軌

跡
直

接
傳

送
至

本
署

。
 

2.
轉

檔
程

式
功

能
：

 
（

1）
軟

體
作

業
環

境
：

M
ic

ro
so

ft
 W

in
do

w
s 

20
00

（
含

）
以

上
版

本
。

 
（

2）
於

背
景

環
境

下
進

行
二

十
四

小
時

運

作
。

 
（

3）
應

符
合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功
能

需

求
。

 
（

4）
可

判
斷

資
料

封
包

接
收

情
形

，
主

動
要

求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回

傳
未

接
收

到
之

資

料
封

包
。

 
（

5）
轉

檔
程

式
需

可
於

接
收

主
機

開
機

後
自

動
正

常
執

行
。

 
（

6）
轉

檔
程

式
需

有
記

錄
檔

記
錄

並
說

明
資

料
未

能
正

確
轉

檔
之

原
因

與
時

間
、

車

行
軌

跡
等

相
關

資
訊

。
 

（
7）

轉
檔

程
式

介
面

中
須

提
供

要
求

補
回

傳

之
工

具
，

可
設

定
單

輛
或

多
輛

車
以

及

時
間

區
間

以
要

求
相

關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補
回

傳
軌

跡
資

料
。

 
（

8）
轉

檔
程

式
須

提
供

自
動

偵
測

機
制

，
當

轉
檔

程
式

意
外

終
止

或
無

法
正

常
運

作

時
，

須
自

動
重

新
啟

動
轉

檔
程

式
。

 
（

9）
轉

檔
程

式
對

於
通

訊
接

收
與

資
料

寫
入

之
程

序
須

以
不

同
之

執
行

緒
(t

hr
ea

d)
進

行
以

避
免

相
互

牽
制

影
響

。
 

3.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供

應
商

應
提

供
轉

檔
程

式

之
安

裝
、

設
定

、
維

護
、

除
錯

等
技

術
協

助

及
其

文
件

。
 

 

者
或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供
應

商
主

機
再

傳
送

至
本

署
主

機
；

或
軌

跡
直

接
傳

送
至

本
署

。
 

2.
轉

檔
程

式
功

能
：

 
（

1）
軟

體
作

業
環

境
：

M
ic

ro
so

ft
 W

in
do

w
s 

20
00

（
含

）
以

上
版

本
。

 
（

2）
於

背
景

環
境

下
進

行
二

十
四

小
時

運

作
。

 
（

3）
應

符
合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功
能

需

求
。

 
（

4）
可

判
斷

資
料

封
包

接
收

情
形

，
主

動
要

求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回

傳
未

接
收

到
之

資

料
封

包
。

 
（

5）
轉

檔
程

式
需

可
於

接
收

主
機

開
機

後
自

動
正

常
執

行
。

 
（

6）
轉

檔
程

式
需

有
記

錄
檔

記
錄

並
說

明
資

料
未

能
正

確
轉

檔
之

原
因

與
時

間
、

車

行
軌

跡
等

相
關

資
訊

。
 

（
7）

轉
檔

程
式

介
面

中
須

提
供

要
求

補
回

傳

之
工

具
，

可
設

定
單

輛
或

多
輛

車
以

及

時
間

區
間

以
要

求
相

關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補
回

傳
軌

跡
資

料
。

 
（

8）
轉

檔
程

式
須

提
供

自
動

偵
測

機
制

，
當

轉
檔

程
式

意
外

終
止

或
無

法
正

常
運

作

時
，

須
自

動
重

新
啟

動
轉

檔
程

式
。

 
（

9）
轉

檔
程

式
對

於
通

訊
接

收
與

資
料

寫
入

之
程

序
須

以
不

同
之

執
行

緒
(t

hr
ea

d)
進

行
以

避
免

相
互

牽
制

影
響

。
 

3.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供

應
商

應
提

供
轉

檔
程

式

之
安

裝
、

設
定

、
維

護
、

除
錯

等
技

術
協

助

及
其

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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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4.
轉

檔
主

機
軟

硬
體

發
生

問
題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供

應
商

應
於

問
題

發
生

日
起

三
小

時
內

予
以

修
復

；
若

無
法

於
三

小
時

完
成

修
復

，

應
提

出
含

故
障

原
因
、
因

應
與

修
復

措
施

及

預
定

修
復

完
成

日
期

之
報

告
書

進
行

說

明
。

若
於

一
週

內
無

法
完

成
修

復
或

確
認

，

本
署

將
上

網
公

佈
暫

停
受

理
該

款
車

機
審

驗
申

請
直

至
修

復
完

成
。

 
5.
經

先
期

測
試

合
格

提
供

符
合

本
附

件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所

屬
廠

商
，
應

配
合

其
裝

設
之

運
輸

車
輛

所
屬

運
輸

業
者
，
協

助
其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操
作

正
常
，
並

應
協

助
運

輸
業

者

確
保

該
款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妥

善
率

大
於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以
上
，
接

收
轉

檔
程

式
應

連

續
操

作
正

常
。
若

該
款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妥

善
率

連
續

三
個

月
未

達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者
，
本

署
得

暫
停

受
理

該
款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逐

車
審

驗
。

 
（

二
）

車
機

車
號

對
照

表
車

機
編

號
與

車
號

之
記

錄
，

應
配

合
下

列
資

料
格

式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車
號

 C
A

R
ID

 
8 

(無
) 

合
理
車
號

 記
錄
車
機
所
安

裝
之
車
號

 

4.
轉

檔
主

機
軟

硬
體

發
生

問
題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供

應
商

應
於

問
題

發
生

日
起

三
小

時
內

予
以

修
復

；
若

無
法

於
三

小
時

完
成

修
復

，

應
提

出
含

故
障

原
因
、
因

應
與

修
復

措
施

及

預
定

修
復

完
成

日
期

之
報

告
書

進
行

說

明
。

若
於

一
週

內
無

法
完

成
修

復
或

確
認

，

本
署

將
上

網
公

佈
暫

停
受

理
該

款
車

機
審

驗
申

請
直

至
修

復
完

成
。

 
5.
經

先
期

測
試

合
格

提
供

符
合

本
附

件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所

屬
廠

商
，
應

配
合

其
裝

設
之

運
輸

車
輛

所
屬

運
輸

業
者
，
協

助
其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操
作

正
常
，
並

應
協

助
運

輸
業

者

確
保

該
款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妥

善
率

大
於

百
分

之
八

十
以

上
，
接

收
轉

檔
程

式
應

連
續

操
作

正
常
。
若

該
款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妥

善

率
連

續
三

個
月

未
達

百
分

之
八

十
者
，
本

署

得
暫

停
受

理
該

款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逐
車

審
驗

。
 

（
二

）
車

機
車

號
對

照
表

車
機

編
號

與
車

號
之

記

錄
，

應
配

合
下

列
資

料
格

式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車
號

 C
A

R
ID

 
8 

(無
) 

合
理
車
號

 記
錄
車
機
所
安

裝
之
車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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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生
效

日
期

 D
at

eT
i

m
e 

8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車
機
第
一

次
回
傳
日
期

 
 

（
三

）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內

容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接

收
內

容
，

應

包
含
以
下
資
料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日
期

時
間

 D
at

eT
i

m
e 

8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m

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應
視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原
始

設
計
，
每
三
十

秒
或
每
一
分

生
效

日
期

 D
at

eT
i

m
e 

8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車
機
第
一

次
回
傳
日
期

 
 （
三
）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內
容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接
收
內
容
，
應
包

含
以
下
資
料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日
期

時
間

 D
at

eT
i

m
e 

8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m

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應
視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原
始

設
計
，
每
三
十

秒
或
每
一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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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鐘
回
傳
一
筆

資
料
。

 

東
經

 W
G

S_
LO

N
 

3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11
9.

40
00

0
0-

12
2.

00
0

0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北
緯

 W
G

S_
LA

T 

2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21
.9

00
00

0 
-2

6.
00

00
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車
頭

方
向

 H
ea

di
n

g 
3 

度
 

00
0-

35
9 

G
PS

定
位
傳

回
車
頭
方

向
，
以
正
北
為

0，
正
東
為

90
，
正
南
為

18
0，

正
西
為

27
0。

共
計

0~
35

9
度
。
若

G
PS

定
位
模

組
未
提
供
該

項
資
訊
，
可
由

車
機
業
者
以

軟
體
計
算
前

後
兩
點
之
方

向
角
為
之
。

 

行
車

速
度

 
Sp

ee
d 

5 
公
里

 
00

0.
0-

15
0.

0 

以
整
數
為
原

則
，
至
多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一
位

 
接
收

衛
星

Sa
t#

 
1 

顆
 

0-
9 

記
載
衛
星
接

收
數
，
超
過

9

鐘
回
傳
一
筆

資
料
。

 

東
經

 W
G

S_
LO

N
 

3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11
9.

40
00

0
0-

12
2.

00
0

0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北
緯

 W
G

S_
LA

T 

2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21
.9

00
00

0 
-2

6.
00

00
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車
頭

方
向

 H
ea

di
n

g 
3 

度
 

00
0-

35
9 

G
PS

定
位
傳

回
車
頭
方

向
，
以
正
北
為

0，
正
東
為

90
，
正
南
為

18
0，

正
西
為

27
0。

共
計

0~
35

9
度
。
若

G
PS

定
位
模

組
未
提
供
該

項
資
訊
，
可
由

車
機
業
者
以

軟
體
計
算
前

後
兩
點
之
方

向
角
為
之
。

 

行
車

速
度

 
Sp

ee
d 

5 
公
里

 
00

0.
0-

15
0.

0 

以
整
數
為
原

則
，
至
多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一
位

 
接
收

衛
星

Sa
t#

 
1 

顆
 

0-
9 

記
載
衛
星
接

收
數
，
超
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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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數

 
顆
時
，
以

9
記

錄
之
。
若
系
統

無
法
回
傳
衛

星
數
，
則
於
可

衛
星
正
確
定

位
時
回
傳

4，
無
法
衛
星
定

位
時
回
傳

1 

輸
入

介
面

＃
1 

IO
1 

1 
（
無
）

 
0 

or
 1

 

記
錄
運
輸
車

輛
點
火
開
關

狀
態

 
0=

表
示
該
車

輛
熄
火
，

 
1=

表
示
該
車

輛
啟
動
。

 
輸
入

介
面

＃
2 

IO
2 

1 
（
無
）

 
0 

or
 1

 
目
前
未
定
義

用
途
，
請
固
定

寫
入

0 
 

輸
入

介
面

＃
3 

IO
3 

1 
（
無
）

 
0 

or
 1

 
目
前
未
定
義

用
途
，
請
固
定

寫
入

0 

資
料

種
類

 D
at

a_
ty

pe
 

1 
（
無
）

 
0 

or
 1

 

0=
即
時
資
料

 
1=

補
回
傳
資

料
(包

含
手
動

補
回
傳
及
自

動
補
回
傳

) 

使
用

者
自 訂
 

U
se

rD
e

fin
e 

3 
（
無
）

 00
0-

99
9，

A
A

A
-Z

ZZ
 保

留
欄
位
供

車
機
業
者
使

用
，
若
車
機
業

者
不
使
用
請

保
持
空
白

 

數
 

顆
時
，
以

9
記

錄
之
。
若
系
統

無
法
回
傳
衛

星
數
，
則
於
可

衛
星
正
確
定

位
時
回
傳

4，
無
法
衛
星
定

位
時
回
傳

1 

輸
入

介
面

＃
1 

IO
1 

1 
（
無
）

 
0 

or
 1

 

記
錄
運
輸
車

輛
點
火
開
關

狀
態

 
0=

表
示
該
車

輛
熄
火
，

 
1=

表
示
該
車

輛
啟
動
。

 
輸
入

介
面

＃
2 

IO
2 

1 
（
無
）

 
0 

or
 1

 
目
前
未
定
義

用
途
，
請
固
定

寫
入

0 
 

輸
入

介
面

＃
3 

IO
3 

1 
（
無
）

 
0 

or
 1

 
目
前
未
定
義

用
途
，
請
固
定

寫
入

0 

資
料

種
類

 D
at

a_
ty

pe
 

1 
（
無
）

 
0 

or
 1

 

0=
即
時
資
料

 
1=

補
回
傳
資

料
(包

含
手
動

補
回
傳
及
自

動
補
回
傳

) 

使
用

者
自 訂
 

U
se

rD
e

fin
e 

3 
（
無
）

 00
0-

99
9，

A
A

A
-Z

ZZ
 保

留
欄
位
供

車
機
業
者
使

用
，
若
車
機
業

者
不
使
用
請

保
持
空
白

 



47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

四
）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轉
檔

程
式

需
依

據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之
內

容
，

則
每

五
分

鐘
執

行

補
回

傳
工

作
，

並
於

補
回

傳
之

行
車

紀
錄

註

記
其

資
料

種
類

為
補

回
傳

，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資
料

格
式

如
下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之
車
機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開
始

日
期

 St
ar

tT
i

m
e 

8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的
開
始

日
期
及
時
間

 

結
束

日
期

 En
dT

im
e 

8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
四

）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轉

檔
程

式
需

依
據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之
內

容
，

則
每

五
分

鐘
執

行

補
回

傳
工

作
，

並
於

補
回

傳
之

行
車

紀
錄

註

記
其

資
料

種
類

為
補

回
傳

，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資
料

格
式

如
下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之
車
機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開
始

日
期

 St
ar

tT
i

m
e 

8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的
開
始

日
期
及
時
間

 

結
束

日
期

 En
dT

im
e 

8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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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的
結
束

日
期
及
時
間

 

執
行

日
期

 D
at

eT
i

m
e 

8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轉
檔
程
式
執

行
補
回
傳
動

作
之
日
期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是
否

成
功

 
bi

t 
1 

（
無
）

 
0 

or
 1

 

記
錄
補
回
傳

動
作
執
行
是

否
成
功

 
0=

失
敗
；

1=
成
功

 
 

（
五

）
審

驗
靜

態
測

試
：

靜
態

測
試

時
，

回
傳

率
必

須
達

到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靜
態

偏
差

小
於

三

十
公

尺
的

比
例

必
須

達
到

回
傳

軌
跡

的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
六

）
審

驗
動

態
測

試
：

動
態

測
試

時
，

回
傳

率
必

須
達

到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靜
態

偏
差

小
於

三

十
公

尺
的

比
例

必
須

達
到

回
傳

軌
跡

的
百

分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的
結
束

日
期
及
時
間

 

執
行

日
期

 D
at

eT
i

m
e 

8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轉
檔
程
式
執

行
補
回
傳
動

作
之
日
期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是
否

成
功

 
bi

t 
1 

（
無
）

 
0 

or
 1

 

記
錄
補
回
傳

動
作
執
行
是

否
成
功

 
0=

失
敗
；

1=
成
功

 
 

（
五

）
審

驗
靜

態
測

試
：

靜
態

測
試

時
，

回
傳

率
必

須
達

到
百

分
之

八
十

，
靜

態
偏

差
小

於
三

十

公
尺

的
比

例
必

須
達

到
回

傳
軌

跡
的

百
分

之

八
十

。
 

（
六

）
審

驗
動

態
測

試
：

動
態

測
試

時
，

回
傳

率
必

須
達

到
百

分
之

八
十

，
靜

態
偏

差
小

於
三

十

公
尺

的
比

例
必

須
達

到
回

傳
軌

跡
的

百
分

之



49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之

八
十

五
。

無
回

傳
的

軌
跡

，
必

須
能

以
補

回
傳

方
式

要
求

車
機

回
傳

。
 

八
十

。
無

回
傳

的
軌

跡
，

必
須

能
以

補
回

傳

方
式

要
求

車
機

回
傳

。
 

十
二

、
車

機
模

擬
程

式
與

壓
力

測
試

轉
檔

程
式

需
經

車

機
模

擬
程

式
進

行
壓

力
測

試
，

模
擬

程
式

需
依

據

模
擬

車
輛

紀
錄

表
模

擬
產

生
指

定
車

機
數

之
模

擬
訊

號
。

 
（
一
）
模
擬
車
機
行
為

 
模

擬
程

式
需

依
照

下
列

要
求

模
擬

車
機

傳

送
訊

號
至

轉
檔

程
式

，
用

以
產

生
足

夠
的

壓
力

源
進

行
接

收
轉

檔
程

式
之

壓
力

測
試

：
 

1.
可

依
設

定
依

模
擬

車
機

紀
錄

表
，

依
序

模
擬

一
至

兩
百

部
虛

擬
車

機
。

 
2.
每

部
虛

擬
車

機
每

三
十

秒
傳

回
一

筆
軌

跡

訊
號

，
誤

差
應

小
於

三
十

秒
。

 
3.
虛

擬
車

機
發

送
之

軌
跡

訊
號

應
符

合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之
規

範
。

 
4.
虛

擬
車

機
發

送
之

軌
跡

訊
號

，
座

標
依

模
擬

車
機

紀
錄

表
之

經
度

、
緯

度
座

標
值

傳
送

。
 

5.
虛

擬
車

機
發

送
之

軌
跡

訊
號

，
其

日
期

時
間

欄
位

依
模

擬
程

式
所

在
之

系
統

時
間

。
 

6.
模

擬
程

式
應

可
設

定
模

擬
結

束
時

間
或

模

擬
持

續
時

間
。

 
（
二
）
模
擬
車
機
紀
錄
表

 
模

擬
車

機
紀

錄
表

記
載

車
機

模
擬

程
式

讀

取
之

模
擬

訊
號

，
欄

位
格

式
如

下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流
水 號
 

ID
 

整
數

 
（
無
）

 
正
整
數

 
流
水
號

 

十
二

、
車

機
模

擬
程

式
與

壓
力

測
試

轉
檔

程
式

需
經

車

機
模

擬
程

式
進

行
壓

力
測

試
，

模
擬

程
式

需
依

據

模
擬

車
輛

紀
錄

表
模

擬
產

生
指

定
車

機
數

之
模

擬
訊

號
。

 
（
一
）
模
擬
車
機
行
為

 
模

擬
程

式
需

依
照

下
列

要
求

模
擬

車
機

傳

送
訊

號
至

轉
檔

程
式

，
用

以
產

生
足

夠
的

壓
力

源
進

行
接

收
轉

檔
程

式
之

壓
力

測
試

：
 

1.
可

依
設

定
依

模
擬

車
機

紀
錄

表
，

依
序

模
擬

一
至

兩
百

部
虛

擬
車

機
。

 
2.
每

部
虛

擬
車

機
每

三
十

秒
傳

回
一

筆
軌

跡

訊
號

，
誤

差
應

小
於

三
十

秒
。

 
3.
虛

擬
車

機
發

送
之

軌
跡

訊
號

應
符

合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之
規

範
。

 
4.
虛

擬
車

機
發

送
之

軌
跡

訊
號

，
座

標
依

模
擬

車
機

紀
錄

表
之

經
度

、
緯

度
座

標
值

傳
送

。
 

5.
虛

擬
車

機
發

送
之

軌
跡

訊
號

，
其

日
期

時
間

欄
位

依
模

擬
程

式
所

在
之

系
統

時
間

。
 

6.
模

擬
程

式
應

可
設

定
模

擬
結

束
時

間
或

模

擬
持

續
時

間
。

 
（
二
）
模
擬
車
機
紀
錄
表

 
模

擬
車

機
紀

錄
表

記
載

車
機

模
擬

程
式

讀

取
之

模
擬

訊
號

，
欄

位
格

式
如

下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流
水 號
 

ID
 

整
數

 
（
無
）

 
正
整
數

 
流
水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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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車
機

序
號

 Pl
at

e_
N

o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記

錄
要
求
模

擬
之
車
機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東
經

 W
G

S_
LO

N
 

3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11
9.

40
00

0
0-

12
2.

00
0

00
0 

記
錄
模
擬
車

機
傳
給
轉
檔

程
式
之

W
G

S-
84

虛

擬
經
度
座
標

 

北
緯

 W
G

S_
LA

T 

2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21
.9

00
00

0 
-2

6.
00

00
0

0 

記
錄
模
擬
車

機
傳
給
轉
檔

程
式
之

W
G

S-
84

虛

擬
緯
度
座
標

 
（
三
）
模
擬
程
式
主
機
位
置
設
定
表

 
主

機
位

置
設

定
表

用
以

告
知

模
擬

程
式

轉

檔
程

式
所

在
主

機
位

置
及

使
用

之
Po

rt
 

N
um

be
r，

供
車

機
模

擬
程

式
依

設
定

發
送

模
擬

訊
號

至
轉

檔
程

式
以

進
行

壓
力

測
試

，
欄

位
格

式
要

求
如

下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主
機

位
址

 
IP

 
15

位
字

元
 

（
無
）

 合
理

IP
位

址
 

記
錄
轉
檔
程

式
所
在
之
主

車
機

序
號

 Pl
at

e_
N

o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記
錄
要
求
模

擬
之
車
機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東
經

 W
G

S_
LO

N
 

3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11
9.

40
00

0
0-

12
2.

00
0

00
0 

記
錄
模
擬
車

機
傳
給
轉
檔

程
式
之

W
G

S-
84

虛

擬
經
度
座
標

 

北
緯

 W
G

S_
LA

T 

2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21
.9

00
00

0 
-2

6.
00

00
0

0 

記
錄
模
擬
車

機
傳
給
轉
檔

程
式
之

W
G

S-
84

虛

擬
緯
度
座
標

 
（
三
）
模
擬
程
式
主
機
位
置
設
定
表

 
主

機
位

置
設

定
表

用
以

告
知

模
擬

程
式

轉

檔
程

式
所

在
主

機
位

置
及

使
用

之
Po

rt
 

N
um

be
r，

供
車

機
模

擬
程

式
依

設
定

發
送

模
擬

訊
號

至
轉

檔
程

式
以

進
行

壓
力

測
試

，
欄

位
格

式
要

求
如

下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主
機

位
址

 
IP

 
15

位
字

元
 

（
無
）

 合
理

IP
位

址
 

記
錄
轉
檔
程

式
所
在
之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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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機

IP
位
址

 

協
定

 
TC

P 
1
位
字

元
 

(無
) 

T 
or

 U
 

記
錄
轉
檔
程

式
使
用

TC
P

或
U

D
P，

T
表
示

TC
P，

U
表
示

U
D

P 

埠
號

 
PO

R
T 

5
位
整

數
 

(無
) 

80
00

 
-6

55
35

 

記
錄
轉
檔
程

式
使
用
之
埠

號
 

 

機
IP

位
址

 

協
定

 
TC

P 
1
位
字

元
 

(無
) 

T 
or

 U
 

記
錄
轉
檔
程

式
使
用

TC
P

或
U

D
P，

T
表
示

TC
P，

U
表
示

U
D

P 

埠
號

 
PO

R
T 

5
位
整

數
 

(無
) 

80
00

 
-6

55
35

 

記
錄
轉
檔
程

式
使
用
之
埠

號
 

 

十
三

、
運

送
業

者
妥

善
率

連
續

三
個

月
未

達
百

分
之

八

十
者

，
經

本
署

通
知

後
，

應
於

指
定

日
期

內
將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軌
跡

傳
送

方
式

改
為

直
接

傳
送

至
本

署
。

 

十
三

、
運

送
業

者
妥

善
率

連
續

三
個

月
未

達
百

分
之

八

十
者

，
經

本
署

通
知

後
，

應
於

指
定

日
期

內
將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軌
跡

傳
送

方
式

改
為

直
接

傳
送

至
本

署
。

 

未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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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

、
運

送
車

輛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審
驗

應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

 
（
一
）
依
本
署
審
驗
流
程
作
業
規
定
辦
理
。

 
（
二
）
系
統
應
符
合
下
列
標
準
：

 
1.
系

統
規

格
功

能
應

符
合

其
所

適
用

之
規

範
。

 
2.
操

作
審

驗
期

間
，
系

統
上

傳
至

本
署

之
每

日
資

料

回
傳

率
應

達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
資

料
回

傳
率

計
算

公
式

為
本

署
資

料
庫

所
接

收
之

合
格

資
料

筆
數

／
實

際
行

車
時

間
應

上
傳

之
資

料
筆

數

×1
00

%
。

）
 

3.
系

統
必

須
通

過
電

信
法

規
定

之
電

信
管

制
射

頻

器
材

相
關

規
定

與
其

他
國

家
標

準
驗

證
與

審

定
。

 
4.
其

他
經

本
署

認
定

之
合

格
標

準
。

 
（
三
）
本
署
或
委
託
機
構
進
行
審
驗
期
間
：

 
1.
本

附
件

四
(一

)、
(二

)、
(四

)、
（

六
）

及
本

附
件

七
(二

)之
重

新
審

驗
，
其

操
作

審
驗

行
車

時
日

數

累
積

三
日

內
達

十
五

小
時

。
 

2.
新

裝
設

、
變

更
、

系
統

升
級

等
操

作
審

驗
為

行
車

時
日

數
累

積
一

日
內

達
一

小
時

及
十

公
里

。
 

3.
審

驗
作

業
流

程
自

郵
戳

日
至

審
驗

完
成
，

處
理

日

期
(不

含
補

件
日

)不
超

過
十

個
工

作
天
，
含

補
件

日
處

理
日

期
不

超
過

四
十

五
個

工
作

天
。

 
4.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可

依
實

際
審

驗
運

作
情

形

進
行

調
整

。
 

（
四
）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未
通
過
者
，
於
新
裝
設
時
應
依
本
辦
法
附
件
三
規

定
裝
設
之
。

 
 （
五
）
本
附
件
名
詞
定
義
如
下
：

 
1.
妥

善
率

計
算

公
式

為
回

傳
品

質
*7

5%
+
維

修
效

能
*2

5%
。

 

一
、

運
送

車
輛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審

驗
應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
 

（
一
）
依
本
署
審
驗
流
程
作
業

規
定
辦
理
。

 
（
二
）
系
統
應
符
合
下
列
標
準
：

 
1.
系

統
規

格
功

能
應

符
合

其
所

適
用

之
規

範
。

 
2.
操

作
審

驗
期

間
，
系

統
上

傳
至

本
署

之
每

日
資

料

回
傳

率
應

達
百

分
之

八
十

。
（

資
料

回
傳

率
計

算
公

式
為

本
署

資
料

庫
所

接
收

之
合

格
資

料
筆

數
／

實
際

行
車

時
間

應
上

傳
之

資
料

筆
數

×1
00

%
。

）
 

3.
系

統
必

須
通

過
電

信
法

規
定

之
電

信
管

制
射

頻

器
材

相
關

規
定

與
其

他
國

家
標

準
驗

證
與

審

定
。

 
4.
其

他
經

本
署

認
定

之
合

格
標

準
。

 
（
三
）
本
署
或
委
託
機
構
進
行
審
驗
期
間
：

 
1.
本

附
件

四
(一

)、
(二

)、
(四

)、
（

六
）

及
本

附
件

七
(二

)之
重

新
審

驗
，
其

操
作

審
驗

行
車

時
日

數

累
積

五
日

內
達

二
十

五
小

時
。

 
2.
新

裝
設

、
變

更
、

系
統

升
級

等
操

作
審

驗
為

行
車

時
日

數
累

積
十

日
內

達
一

小
時

及
十

公
里

。
 

3.
審

驗
作

業
流

程
自

郵
戳

日
至

審
驗

完
成

，
處

理
日

期
(不

含
補

件
日

)不
超

過
十

個
工

作
天
，
含

補
件

日
處

理
日

期
不

超
過

四
十

五
個

工
作

天
。

 
4.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可

依
實

際
審

驗
運

作
情

形

進
行

調
整

。
 

（
四
）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未
通
過
者
，
於
新
裝
設
時
應
依
本
辦
法
附
件
二
規

定
裝
設
之
。

 
 （
五
）
本
附
件
名
詞
定
義
如
下
：

 
1.
妥

善
率

計
算

公
式

為
回

傳
品

質
*7

5%
+
維

修
效

能
*2

5%
。

 

一
、

 （
二
）

2.
每

日
資

料
回

傳
率

及

（
五
）

2.
回

傳
品

質
由

百
分

之

八
十

修
正

為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二

、
縮

短
審

驗
時

數
重

新
審

驗
，

 
(三

)1
.操

作
審

驗

行
車

時
日

數
累

積
五

日
內

達
二

十
五

小
時

改
為

累
積

三
日

內
達

十
五

小
時

。
 

(三
)2

.新
裝

設
、

變
更
、
系

統

升
級

等
操

作
審

驗
為

行
車

時
日

數
累

積
十

日
內

達
一

小
時

及
十

公
里

改
為

累
積

一
日

內
達

一
小

時
及

十
公

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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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2.
回

傳
品

質
：
指

月
平

均
回

傳
率

大
於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的

車
輛

比
例

，
計

算
公

式
為

月
平

均
回

傳
率

大
於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的
車

輛
數

/(
該

月
正

式
核

可
車

輛
總

數
-該

月
未

出
車

之
車

輛
數

)。
 

3.
維

修
效

能
：

指
非

故
障

車
輛

比
例

，
計

算
公

式
為

非
故

障
車

輛
數

/(
該

批
次

該
月

車
機

車
輛

總
數

-
該

月
未

出
車

之
車

輛
數

) 

2.
回

傳
品

質
：

指
月

平
均

回
傳

率
大

於
百

分
之

八
十

的
車

輛
比

例
，
計

算
公

式
為

月
平

均
回

傳
率

大
於

百
分

之
八

十
的

車
輛

數
/(
該

月
正

式
核

可
車

輛

總
數

-該
月

未
出

車
之

車
輛

數
)。

 
3.
維

修
效

能
：

指
非

故
障

車
輛

比
例

，
計

算
公

式
為

非
故

障
車

輛
數

/(
該

批
次

該
月

車
機

車
輛

總
數

-
該

月
未

出
車

之
車

輛
數

) 

三
、

 （
四
）
為

強
化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運

送
系
統
，
新
增
附

件
一
，
現
行
附
件

一
、
附
件
二
順
序

往
下

移
列

至
附

件
二
、
附

件
三

。
 

二
、

運
送

第
一

類
至

第
三

類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之

車
輛

，
其

系

統
經

本
署

發
布

施
行

裝
設

者
，
應

先
經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審
驗

合
格

並
於

本
署

網
站

公
布

後
，
始

得
運

送
該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
並

於
操

作
時

將
操

作
標

示
圖

樣
張

貼

於
本

署
規

定
之

處
，

以
利

識
別

，
其

核
發

之
操

作
文

件

置
於

系
統

供
查

詢
及

下
載

。
 

二
、

運
送

第
一

類
至

第
三

類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之

車
輛

，
其

系
統

經
本

署
發

布
施

行
裝

設
者
，
應

先
經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審

驗
合

格
並

於
本

署
網

站
公

布
後
，
始

得
運

送

該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
並

於
操

作
時

將
操

作
標

示
圖

樣
張

貼
於

本
署

規
定

之
處

，
以

利
識

別
。

 

操
作

證
明

文
件

屬
免

攜

帶
，

置
於

廠
內

供
查

驗

外
，

其
經

核
發

之
操

作
文

件
並

置
於

系

統
供

業
者

自
行

查

詢
及

下
載

。
 

三
、

運
送

車
輛

之
系

統
應

維
持

正
常

操
作

，
按

時
繳

交
通

訊

費
用

，
禁

止
任

意
拆

裝
及

中
斷

系
統

通
訊

及
電

源
，

並

應
配

合
本

署
作

業
，
啟

動
該

運
送

車
輛

進
行

車
行

資
料

回
傳

。
 

三
、

運
送

車
輛

之
系

統
應

維
持

正
常

操
作

，
按

時
繳

交
通

訊

費
用

，
禁

止
任

意
拆

裝
及

中
斷

系
統

通
訊

及
電

源
，

並

應
配

合
本

署
作

業
，
啟

動
該

運
送

車
輛

進
行

車
行

資
料

回
傳

。
 

 

四
、

運
送

車
輛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其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為

異
常

狀
態

：
 

（
一
）
運
送
車
輛
為
啟
動
狀
態
且
位
於
通
訊
狀
況
正
常
環
境
下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無
法
上
傳
車
行
資
料
至
本
署
。

 
（
二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最
近
一
週
車
行
資
料
回
傳
率
低
於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
三
）
運
送
車
輛
升
級
其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

 
（
四
）
運
送
車
輛
裝
設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失
竊
。

 
（
五
）
運
送
車
輛
失
竊
。

 
（
六
）
原
裝
設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移
機
至
另
一
運
送
車
輛
上
。

 
 

四
、

運
送

車
輛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其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為

異
常

狀
態

：
 

（
一
）
運
送
車
輛
為
啟
動
狀
態
且
位
於
通
訊
狀
況
正
常
環
境
下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無
法
上
傳
車
行
資
料
至
本
署
。

 
（
二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最
近
一
週
車
行
資
料
回
傳
率
低
於
百
分
之
八
十
。

 
（
三
）
運
送
車
輛
升
級
其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

 
（
四
）
運
送
車
輛
裝
設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失
竊
。

 
（
五
）
運
送
車
輛
失
竊
。

 
（
六
）
原
裝
設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移
機
至
另
一
運
送
車
輛
上
。

 
  

（
二
）
回

傳
率

由
百

分

之
八

十
修

正
為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五
、

運
送

車
輛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為

異
常

狀
態

時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向

本
署

報
備

，
若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
經

本
署

通

知
後
，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得

提
列

該
運

送
車

輛
之

即

五
、

運
送

車
輛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為

異
常

狀
態

時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向

本
署

報
備

，
若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
經

本
署

通

知
後
，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得

提
列

該
運

送
車

輛
之

即

（
三
）
回

傳
率

由
百

分

之
八

十
修

正
為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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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時

追
蹤

系
統

為
異

常
。

 
 
（
一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有
異
常
者
，
應
於
發
現
異
常
日
起
二
日
內
以
網
路

傳
輸
方
式
報
備
。
另
本
署
得
於
確
認
該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為
異
常
狀

態
時
，
逕
行
登
記
其
異
常
記
錄
。

 
（
二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屬
本
附
件
事
項
四
、

(一
)至

(四
)之

異
常
狀
態
者
，

得
於
發
現
異
常
日
起
十
五
日
內
繼
續
營
運
，
但
應
於
運
送
後
二
日

內
以
網
路
傳
輸
方
式
報
備
該
日
之
運
送
路
線
。

 
（
三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屬
本
附
件
事
項
四
、

(一
)至

(四
)之

異
常
狀
態
者
，

應
於
發
現
異
常
日
起
十
五
日
內
修
復
，
並
以
網
路
傳
輸
方
式
提

出
，
經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確
認
修
復
完
成

(含
扣
除
本
次
異
常
期

間
之
最
近

1
個
月
車
行
資
料
回
傳
率
應
達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始
得

於
發
現
異
常
日
起
十
五
日
後
繼
續
營
運
。
但
異
常
狀
態
逾
十
五

日
，
其
須
繼
續
營
運
者
，
應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

 
（
四
）
系
統
屬
本
附
件
事
項
四
、

(五
)至

(六
)之

異
常
狀
態
者
，
其
須
繼
續

營
運
者
，
應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

 
（
五
）
系
統
疑
似
產
生
異
常
狀
態
經
本
署
通
知
者
，
應
依
本
署
指
定
之
時

間
及
地
點
接
受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或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實
施
臨
時

審
驗
。

 
 

時
追

蹤
系

統
為

異
常

。
 

 
（
一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有
異
常
者
，
應
於
發
現
異
常
日
起
二
日
內
以
網
路

傳
輸
方
式
報
備
。
另
本
署
得
於
確
認
該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為
異
常
狀

態
時
，
逕
行
登
記
其
異
常
記
錄
。

 
（
二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屬
本
附
件
事
項
四
、

(一
)至

(四
)之

異
常
狀
態
者
，

得
於
發
現
異
常
日
起
十
五
日
內
繼
續
營
運
，
但
應
於
運
送
後
二
日

內
以
網
路
傳
輸
方
式
報
備
該
日
之
運
送
路
線
。

 
（
三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屬
本
附
件
事
項
四
、

(一
)至

(四
)之

異
常
狀
態
者
，

應
於
發
現
異
常
日
起
十
五
日
內
修
復
，
並
以
網
路
傳
輸
方
式
提

出
，
經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確
認
修
復
完
成

(含
扣
除
本
次
異
常
期

間
之
最
近

1
個
月
車
行
資
料
回
傳
率
應
達
百
分
之
八
十

)，
始
得
於

發
現
異
常
日
起
十
五
日
後
繼
續
營
運
。
但
異
常
狀
態
逾
十
五
日
，

其
須
繼
續
營
運
者
，
應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

 
（
四
）
系
統
屬
本
附
件
事
項
四
、

(五
)至

(六
)之

異
常
狀
態
者
，
其
須
繼
續

營
運
者
，
應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

 
（
五
）
系
統
疑
似
產
生
異
常
狀
態
經
本
署
通
知
者
，
應
依
本
署
指
定
之
時

間
及
地
點
接
受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或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實
施
臨
時

審
驗
。

 

六
、

完
成

審
驗

之
運

送
車

輛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得

於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之
十

五
日

前
，
檢

具
停

止
原

因
之

證
明

文
件

向
本

署
申

請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

經
本

署
認

可
停

止
運

作
後

，
應

移
除

操
作

標
示

圖

樣
：

 
（
一
）
變
更
為
非
屬
運
送
車
輛
之
身
分
。

 
（
二
）
其
他
經
本
署
認
定
可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者
。

 
  

六
、

完
成

審
驗

之
運

送
車

輛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得

於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之
十

五
日

前
，
檢

具
停

止
原

因
之

證
明

文
件

向
本

署
申

請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

經
本

署
認

可
停

止
運

作
後

，
應

移
除

操
作

標
示

圖

樣
：

 
（
一
）
變
更
為
非
屬
運
送
車
輛
之
身
分
。

 
（
二
）
其
他
經
本
署
認
定
可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者
。

 

 

七
、

凡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

須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或

基
本

資
料

異

動
者

，
於

申
請

審
驗

或
異

動
前

一
個

月
，

其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規

格
應

符
合

本
署

規
定
，
且

該
廠

牌
規

格
之

即

七
、

凡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

須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或

基
本

資
料

異

動
者

，
於

申
請

審
驗

或
異

動
前

一
個

月
，

其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規

格
應

符
合

本
署

規
定
，
且

該
廠

牌
規

格
之

即

資
料

回
傳

率
由

百

分
之

八
十

修
正

為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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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平

均
合

格
資

料
回

傳
率

應
達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各

廠
牌

規
格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平
均

合
格

資
料

回
傳

率
以

公
佈

於
本

署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網

站
者

為
準

：
 

（
一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屬
本
附
件
四
、

(一
)至

(六
)之

異
常
狀
態
者
，
其
須

繼
續
營
運
者
應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

 
（
二
）
依
本
附
件
九
規
定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後
，
如
須
重
新
開
始

運
作
者
，
應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

 
（
三
）
運
送
車
輛
登
記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基
本
資
料
有
異
動
情
形
者
，
應

於
事
實
發
生
前
一
個
月
依
本
署
規
定
程
序
並
填
寫
異
動
申
請
書
報

請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備
查
。

 
（
四
）
如
經
本
署
認
定
有
重
大
違
法
事
項
並
依
據
本
附
件
六
（
二
）
予
以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者
，
如
需
重
新
開
始
運
作
，
不
得
使
用

原
裝
設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平
均

合
格

資
料

回
傳

率
應

達
百

分
之

八
十
，
各

廠
牌

規
格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平
均

合
格

資

料
回

傳
率

以
公

佈
於

本
署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網
站

者
為

準
：

 
（
一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屬
本
附
件
四
、

(一
)至

(六
)之

異
常
狀
態
者
，
其
須

繼
續
營
運
者
應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

 
（
二
）
依
本
附
件
九
規
定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後
，
如
須
重
新
開
始

運
作
者
，
應
重
新
申
請
審
驗
。

 
（
三
）
運
送
車
輛
登
記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基
本
資
料
有
異
動
情
形
者
，
應

於
事
實
發
生
前
一
個
月
依
本
署
規
定
程
序
並
填
寫
異
動
申
請
書
報

請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備
查
。

 
（
四
）
如
經
本
署
認
定
有
重
大
違
法
事
項
並
依
據
本
附
件
六
（
二
）
予
以

停
止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運
作
者
，
如
需
重
新
開
始
運
作
，
不
得
使
用

原
裝
設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

 
八

、
依

本
附

件
規

定
網

路
連

線
報

備
時

，
因

網
路

相
關

軟
硬

體
設

施
發

生
故

障
無

法
即

時
修

復
者
，
應

依
本

署
規

定

向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書

面
報

備
並

作
成

紀
錄
，
並

於

修
復

完
成

二
日

內
補

行
連

線
報

備
。

 

八
、

依
本

附
件

規
定

網
路

連
線

報
備

時
，

因
網

路
相

關
軟

硬

體
設

施
發

生
故

障
無

法
即

時
修

復
者
，
應

依
本

署
規

定

向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書

面
報

備
並

作
成

紀
錄
，
並

於

修
復

完
成

二
日

內
補

行
連

線
報

備
。

 

 

九
、
運

送
車

輛
違

反
規

定
經

本
署

認
定

已
無

法
維

持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正
常

操
作

，
或

已
變

更
為

非
屬

原
審

驗
運

送

車
輛

之
身

分
者

，
本

署
得

廢
止

該
車

正
式

核
可

。
 

九
、
運

送
車

輛
違

反
規

定
經

本
署

認
定

已
無

法
維

持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正
常

操
作

，
或

已
變

更
為

非
屬

原
審

驗
運

送

車
輛

之
身

分
者

，
本

署
得

於
操

作
證

明
文

件
載

明
保

留

該
操

作
證

明
文

件
之

廢
止

權
。

 

文
字

修
正

，
以

明
確

廢
止

操
作

證
明

文

件
核

可
。

 

十
、

車
機

供
應

商
先

期
測

試
：

 
（
一
）
車
機
供
應
商
依
本
署
或
委
託
機
構
之
審
驗
流
程
作
業
規
定
辦
理
。

 
（
二
）
車
機
供
應
商
必
須
根
據
本
附
件
第
十
一
、
十
二
條
規
格
完
成
先
期

測
試
。

 
（
三
）
先
期
測
試
期
間
為
本
署
發
布
施
行
日
期
前
九
十
日
起
至
該
施
行
日

期
前
三
十
日
終
止
。

 
（
四
）
先
期
測
試
期
間
必
須
提
供
審
驗
單
位
網
站

/程
式
或
其
他
形
式
工
具

比
對
運
送
車
輛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軌
跡
於
兩
系
統
間
之
一
致
性
。

 
 

十
、

車
機

供
應

商
先

期
測

試
：

 
（
一
）
車
機
供
應
商
依
本
署
或
委
託
機
構
之
審
驗
流
程
作
業
規
定
辦
理
。

 
（
二
）
車
機
供
應
商
必
須
根
據
本
附
件
第
十
一
、
十
二
條
規
格
完
成
先
期

測
試
。

 
（
三
）
先
期
測
試
期
間
為
本
署
發
布
施
行
日
期
前
九
十
日
起
至
該
施
行
日

期
前
三
十
日
終
止
。

 
（
四
）
先
期
測
試
期
間
必
須
提
供
審
驗
單
位
網
站

/程
式
或
其
他
形
式
工
具

比
對
運
送
車
輛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軌
跡
於
兩
系
統
間
之
一
致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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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十

一
、

系
統

(車
機

與
接

收
端

程
式

)之
硬

體
功

能
規

格
及

零

件
供

應
 

項
次

 
規
格
項
目

 
規
格
內
容

 
說
明

 

（
一
）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記
憶
容
量

 至
少

可
儲

存
九

十
小

時
之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容
量

。
 

系
統

應
具

備
當

通
訊

狀
況

不
良

（
包

含
因

無
線

通
訊

機
制

問
題

造
成

資
料

封
包

傳
輸

失
敗

，
及

本
署

接
收

端
異

常
問

題
造

成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儲

存
失

敗
）

時
，

將
車

行
資

料
記

錄
於

記
憶

體
中
之
功
能
。

 
系

統
應

具
備

於
通

訊
狀

況

恢
復

後
，

立
即

開
始

自
動

將
記

憶
體

中
未

傳
輸

之
車

行
紀

錄
補

上
傳

至
本

署
監

控
中

心
之

功
能

，
並

應
於

十
五

小
時

（
含

運
送

車
輛

熄
火
時
間
）
內
完
成
。

 
通

訊
狀

況
恢

復
後

，
系

統

應
優

先
執

行
即

時
車

行
資

料
之
傳
送
。

 
系

統
應

具
備

可
直

接
下

載

其
記

憶
體

內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之
功
能
。

 

 

（
二
）

 
電

力
供

應
及

工
作
電
流

 

1.
系

統
應

採
用

專
用

固
定

接
線

方
式

供
電

，
並

非

連
接

點
煙

器
，

該
線

路

需
串

連
電

流
過

載
保

護

設
備

，
並

提
供

運
送

車

 

十
一

、
系

統
(車

機
與

接
收

端
程

式
)之

硬
體

功
能

規
格

及
零

件
供

應
 

項
次

 
規
格
項
目

 
規
格
內
容

 
說
明

 

（
一
）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記
憶
容
量

 至
少

可
儲

存
九

十
小

時
之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容
量
。

 
系

統
應

具
備

當
通

訊
狀

況

不
良

（
包

含
因

無
線

通
訊

機
制

問
題

造
成

資
料

封
包

傳
輸

失
敗

，
及

本
署

接
收

端
異

常
問

題
造

成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儲

存
失

敗
）

時
，

將
車

行
資

料
記

錄
於

記
憶

體
中
之
功
能
。

 
系

統
應

具
備

於
通

訊
狀

況

恢
復

後
，

立
即

開
始

自
動

將
記

憶
體

中
未

傳
輸

之
車

行
紀

錄
補

上
傳

至
本

署
監

控
中

心
之

功
能

，
並

應
於

十
五

小
時

（
含

運
送

車
輛

熄
火
時
間
）
內
完
成
。

 
通

訊
狀

況
恢

復
後

，
系

統

應
優

先
執

行
即

時
車

行
資

料
之
傳
送
。

 
系

統
應

具
備

可
直

接
下

載

其
記

憶
體

內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之
功
能
。

 

 

（
二
）

 
電

力
供

應
及

工
作
電
流

 

1.
系

統
應

採
用

專
用

固
定

接
線

方
式

供
電

，
並

非

連
接

點
煙

器
，

該
線

路

需
串

連
電

流
過

載
保

護

設
備

，
並

提
供

運
送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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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輛

於
啟

動
狀

態
下

之
正

常
運
作
所
需
之
電
力
。

 
2.
運
送
車
輛
熄
火
後
，
系
統

需
完

成
傳

送
或

記
錄

一

筆
運

送
車

輛
點

火
開

關

為
關

閉
狀

態
且

速
度

為

零
之

即
時

行
車

紀
錄

後

進
入
待
機
狀
態
。

 
3.
運

送
車

輛
熄

火
時

且
通

訊
狀

況
正

常
，

系
統

應

等
待

記
憶

體
中

未
傳

輸

之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補

上

傳
作

業
完

成
後

進
入

待

機
狀
態
。

 
4.
系
統
於
待
機
狀
態
，
其
作

業
電

流
不

得
超

過
二

百
 

m
A
。

 

（
三
）

 
輸
入
介
面

 

系
統

應
提

供
至

少
三

個
可

接
受

車
用

電
壓

之
輸

入
介

面
接

點
，

可
判

別
車

輛
外

接
設
備
之

O
N

/O
FF

狀
態
。

 
系

統
上

第
一

組
輸

入
介

面

可
偵

測
目

前
運

送
車

輛
點

火
開
關
狀
態
。

 
需

包
含

一
組

或
以

上
之

R
S-

23
2
或

PS
2
輸
入
介
面

供
連
接
條
碼
閱
讀
器
。

 

未
來

可
擴

充
連

接
運

送
車

輛
之

抓
斗

、
液

面
控

制
器

，
緊

急
按

鈕
…
等
。

 

（
四
）

 
車

行
資

料
傳

送
頻
率

 

系
統

應
依

三
十

秒
之

頻
率

傳
送

或
記

錄
一

筆
車

行
資

料
。

 
運

送
車

輛
啟

動
時

，
系

統

於
品

質
測

試
與

操
作

審
驗

期

間
，

系
統

上
傳

至
環

保
署

監
控

輛
於

啟
動

狀
態

下
之

正

常
運
作
所
需
之
電
力
。

 
2.
運
送
車
輛
熄
火
後
，
系
統

需
完

成
傳

送
或

記
錄

一

筆
運

送
車

輛
點

火
開

關

為
關

閉
狀

態
且

速
度

為

零
之

即
時

行
車

紀
錄

後

進
入
待
機
狀
態
。

 
3.
運

送
車

輛
熄

火
時

且
通

訊
狀

況
正

常
，

系
統

應

等
待

記
憶

體
中

未
傳

輸

之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補

上

傳
作

業
完

成
後

進
入

待

機
狀
態
。

 
4.
系
統
於
待
機
狀
態
，
其
作

業
電

流
不

得
超

過
二

百
 

m
A
。

 

（
三
）

 
輸
入
介
面

 

系
統

應
提

供
至

少
三

個
可

接
受

車
用

電
壓

之
輸

入
介

面
接

點
，

可
判

別
車

輛
外

接
設
備
之

O
N

/O
FF

狀
態
。

 
系

統
上

第
一

組
輸

入
介

面

可
偵

測
目

前
運

送
車

輛
點

火
開
關
狀
態
。

 
需

包
含

一
組

或
以

上
之

R
S-

23
2
或

PS
2
輸
入
介
面

供
連
接
條
碼
閱
讀
器
。

 

未
來

可
擴

充
連

接
運

送
車

輛
之

抓
斗

、
液

面
控

制
器

，
緊

急
按

鈕
…
等
。

 

（
四
）

 
車

行
資

料
傳

送
頻
率

 

系
統

應
依

三
十

秒
之

頻
率

傳
送

或
記

錄
一

筆
車

行
資

料
。

 
運

送
車

輛
啟

動
時

，
系

統

於
品

質
測

試
與

操
作

審
驗

期

間
，

系
統

上
傳

至
環

保
署

監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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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應

開
始

傳
送

或
記

錄
即

時

車
行

資
料

至
運

送
車

輛
熄

火
後
。

 
運

送
車

輛
熄

火
後

三
十

秒

（
含
）
內
，
系
統
應
完
成
傳

送
或

記
錄

一
筆

運
送

車
輛

點
火

開
關

為
關

閉
狀

態
且

速
度

為
零

之
即

時
行

車
紀

錄
。

 
每

筆
資

料
平

均
傳

送
時

間

間
距

可
有

百
分

之
二

十
誤

差
值
。

 

中
心

之
總

資
料

回
傳

誤
差

應
小

於
百

分
之

二

十
。

 

（
五
）

 
系

統
工

作
狀

態
顯
示

 

1.
具

有
燈

號
或

其
他

方
式

可
供

駕
駛

或
相

關
人

員

判
斷

車
機

功
能

是
否

正

常
之
顯
示
功
能
。

 
2.
需

顯
示

於
可

清
楚

識
別

之
位
置
。

 
3.
所

顯
示

之
可

判
斷

項
目

需
包
含
車
機

G
PS

通
訊

狀
態
、

G
PR

S/
G

SM
通

訊
狀
態
、

PO
W

ER
開
關

狀
態
。

 

 

（
六
）

 
傳

送
位

址
設

定
 

系
統

應
具

備
可

遠
端

更
改

資
料

封
包

上
傳

接
收

伺
服

器
位
址
之
功
能
。

 

 

（
七
）

 
軌

跡
資

料
及

補
回
傳

 

系
統

可
接

收
主

機
傳

送
之

補
回

傳
指

令
與

時
間

區

間
，

並
於

接
收

指
令

後
開

始
依

指
定

之
時

間
區

間
資

料
記

錄
補

回
傳

車
行

軌
跡

可
以

自
動

補
回

傳
及

系
統

手
動

下
載

二
種

方

式
，

並
統

一

G
PS

衛
星

收
訊

應
開

始
傳

送
或

記
錄

即
時

車
行

資
料

至
運

送
車

輛
熄

火
後
。

 
運

送
車

輛
熄

火
後

三
十

秒

（
含
）
內
，
系
統
應
完
成
傳

送
或

記
錄

一
筆

運
送

車
輛

點
火

開
關

為
關

閉
狀

態
且

速
度

為
零

之
即

時
行

車
紀

錄
。

 
每

筆
資

料
平

均
傳

送
時

間

間
距

可
有

百
分

之
二

十
誤

差
值
。

 

中
心

之
總

資
料

回
傳

誤
差

應
小

於
百

分
之

二

十
。

 

（
五
）

 
系

統
工

作
狀

態
顯
示

 

1.
具

有
燈

號
或

其
他

方
式

可
供

駕
駛

或
相

關
人

員

判
斷

車
機

功
能

是
否

正

常
之
顯
示
功
能
。

 
2.
需

顯
示

於
可

清
楚

識
別

之
位
置
。

 
3.
所

顯
示

之
可

判
斷

項
目

需
包

含
車
機

G
PS

通
訊

狀
態

、
G

PR
S/

G
SM

通

訊
狀

態
、

PO
W

ER
開
關

狀
態

。
 

 

（
六
）

 
傳

送
位

址
設

定
 

系
統

應
具

備
可

遠
端

更
改

資
料

封
包

上
傳

接
收

伺
服

器
位
址
之
功
能
。

 

 

（
七
）

 
軌

跡
資

料
及

補
回
傳

 

系
統

可
接

收
主

機
傳

送
之

補
回

傳
指

令
與

時
間

區

間
，

並
於

接
收

指
令

後
開

始
依

指
定

之
時

間
區

間
資

料
記

錄
補

回
傳

車
行

軌
跡

可
以

自
動

補
回

傳
及

系
統

手
動

下
載

二
種

方

式
，

並
統

一

G
PS

衛
星
收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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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資

料
，

補
回

傳
作

業
不

應

影
響
即
時
資
料
之
回
傳
。

 
應

於
本

署
接

收
端

提
供

軌

跡
資

料
下

載
回

傳
之

功

能
，

但
不

得
影

響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記

錄
於

系
統

記
憶

體
之
功
能
。

 
系
統
於

G
PS

接
收
訊
號
不

良
致

接
收

衛
星

數
少

於
三

顆
時

，
其

資
料

仍
應

每
三

十
秒

回
傳

一
筆

，
其

時
間

並
應

仍
持

續
增

加
，

而
其

座
標

值
則

應
傳

回
上

一
筆

衛
星

訊
號

良
好

時
之

座
標

值
，
直
至

G
PS

衛
星
接
收

正
常

時
即

回
歸

正
常

G
PS

資
料
訊
號
之
傳
送
。

 
在

G
PS

接
收

正
常

狀
況

(接
收
四
顆
或
以
上

)時
，
回

傳
座

標
之

定
點

座
標

標
準

偏
差
值

(R
M

S 
Er

ro
r)
應
小

於
三

十
公

尺
，

行
進

速
度

相
對

於
座

標
變

化
量

之
差

異
量
應
小
於
五
十
公
尺
。

 不
良

時
回

傳
資

料
之

處
理

方
式

及
回

傳
資

料
精

確
度
之
要
求
。

 

（
八
）

 

車
機

須
提

供

接
收

並
回

傳

目
前

狀
態

之

反
應

 

車
機

可
接

收
來

自
遠

端
的

pi
ng

指
令

並
進

行
回

應
，

回
應

內
容

為
單

筆
之

即
時

座
標
與
時
間
。

 

 

（
九
）

 
回

傳
之

資
料

須
說

明
為

即

時
資

料
或

補

車
機

對
於

回
傳

之
軌

跡
資

料
須

註
明

為
即

時
資

料
或

補
回
傳
之
資
料
。

 

 

資
料

，
補

回
傳

作
業

不
應

影
響
即
時
資
料
之
回
傳
。

 
應

於
本

署
接

收
端

提
供

軌

跡
資

料
下

載
回

傳
之

功

能
，

但
不

得
影

響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記

錄
於

系
統

記
憶

體
之
功
能
。

 
系
統
於

G
PS

接
收
訊
號
不

良
致

接
收

衛
星

數
少

於
三

顆
時

，
其

資
料

仍
應

每
三

十
秒

回
傳

一
筆

，
其

時
間

並
應

仍
持

續
增

加
，

而
其

座
標

值
則

應
傳

回
上

一
筆

衛
星

訊
號

良
好

時
之

座
標

值
，
直
至

G
PS

衛
星
接
收

正
常

時
即

回
歸

正
常

G
PS

資
料
訊
號
之
傳
送
。

 
在

G
PS

接
收

正
常

狀
況

(接
收
四

顆
或
以
上

)時
，
回

傳
座

標
之

定
點

座
標

標
準

偏
差
值

(R
M

S 
Er

ro
r)
應
小

於
三

十
公

尺
，

行
進

速
度

相
對

於
座

標
變

化
量

之
差

異
量
應
小
於
五
十
公
尺
。

 不
良

時
回

傳
資

料
之

處
理

方
式

及
回

傳
資

料
精

確
度
之
要
求
。

 

（
八
）

 

車
機

須
提

供

接
收

並
回

傳

目
前

狀
態

之

反
應

 

車
機

可
接

收
來

自
遠

端
的

pi
ng

指
令

並
進

行
回

應
，

回
應

內
容

為
單

筆
之

即
時

座
標
與
時
間
。

 

 

（
九
）

 
回

傳
之

資
料

須
說

明
為

即

時
資

料
或

補

車
機

對
於

回
傳

之
軌

跡
資

料
須

註
明

為
即

時
資

料
或

補
回
傳
之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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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回
傳
之
資
料

 

（
十
）

 
回

傳
車

機
序

號
與

車
號

對

照
管
理

 

回
傳

之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以

車
機

序
號

為
關

鍵
欄

位

值
，

於
本

署
接

收
端

建
立

車
機

序
號

與
車

牌
號

碼
對

照
表
。

 

 

（
十
一
）

 條
碼

資
料

記

憶
容
量

 

1.
至

少
可

儲
存

一
百

筆
條

碼
相

關
記

錄
資

料
容

量
。

 
2.
系

統
應

具
備

當
通

訊
狀

況
不

良
（

包
含

因
無

線

通
訊

機
制

問
題

造
成

資

料
封

包
傳

輸
失

敗
，

及

本
署

接
收

端
異

常
問

題

造
成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儲

存
失

敗
）

時
，

將
條

碼

資
料

記
錄

於
記

憶
體

中

之
功
能
。

 
3.
系

統
應

具
備

於
通

訊
狀

況
恢

復
後

，
立

即
開

始

自
動

將
記

憶
體

中
未

傳

輸
之

條
碼

紀
錄

補
上

傳

至
本

署
監

控
中

心
之

功

能
，

並
應

於
十

五
小

時

（
含

運
送

車
輛

熄
火

時

間
）
內
完
成
。

 
4.
系

統
應

具
備

可
直

接
下

載
其

記
憶

體
內

條
碼

紀

錄
資
料
之
功
能
。

 

具
備

條
碼

記
錄

能
力

且
具

備
自

動
及

手
動

進
行

條
碼

紀
錄

補
回

傳
功
能
。

 

回
傳
之
資
料

 

（
十
）

 
回

傳
車

機
序

號
與

車
號

對

照
管
理

 

回
傳

之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以

車
機

序
號

為
關

鍵
欄

位

值
，

於
本

署
接

收
端

建
立

車
機

序
號

與
車

牌
號

碼
對

照
表
。

 

 

（
十
一
）

 條
碼

資
料

記

憶
容
量

 

1.
至

少
可

儲
存

一
百

筆
條

碼
相

關
記

錄
資

料
容

量
。

 
2.
系

統
應

具
備

當
通

訊
狀

況
不

良
（

包
含

因
無

線

通
訊

機
制

問
題

造
成

資

料
封

包
傳

輸
失

敗
，

及

本
署

接
收

端
異

常
問

題

造
成

車
行

軌
跡

資
料

儲

存
失

敗
）

時
，

將
條

碼

資
料

記
錄

於
記

憶
體

中

之
功
能
。

 
3.
系

統
應

具
備

於
通

訊
狀

況
恢

復
後

，
立

即
開

始

自
動

將
記

憶
體

中
未

傳

輸
之

條
碼

紀
錄

補
上

傳

至
本

署
監

控
中

心
之

功

能
，

並
應

於
十

五
小

時

（
含

運
送

車
輛

熄
火

時

間
）
內
完
成
。

 
4.
系

統
應

具
備

可
直

接
下

載
其

記
憶

體
內

條
碼

紀

錄
資
料
之
功
能
。

 

具
備

條
碼

記
錄

能
力

且
具

備
自

動
及

手
動

進
行

條
碼

紀
錄

補
回

傳
功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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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十
二

) 
零

件
與

耗
材

供
應

 

系
統

供
應

商
應

確
保

貨
品

於
賣

出
後

維
持

五
年

以
上

相
關

零
件

與
耗

材
正

常
供

貨
無
虞
。

 

提
供

售
後

完
善

維
修

服
務

，
保

障
運

送
業

者
有

後
續

保
固

及
維

修
權
益
。

 

(十
三

) 
判

斷
故

障
機

制
 

車
機

內
建

備
用

電
池

，
電

源
被

拔
除

時
，

即
時

回
傳

電
源

拔
除

訊
號

，
回

傳
至

少
五

小
時

；
電

源
恢

復

時
，

即
時

回
傳

電
源

接
上

訊
號

，
以

上
事

件
記

錄
於

系
統
中
。

 
車

機
可

依
照

設
定

，
特

定

時
間

或
固

定
時

間
間

隔
回

傳
訊

號
，

記
錄

於
資

料
庫

中
。

 
轉

檔
程

式
可

設
定

每
日

軌

跡
數

量
異

常
臨

界
值

，
計

算
每

日
回

傳
軌

跡
與

條
碼

超
過

上
限

值
的

車
機

，
以

上
事
件
記
錄
於
系
統
中
。

 為
加

強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保

全
防

盜
功

能
，

增
加

備
用

電
池

與
電

源
拔

除
通

報
機

制
。

若
車

輛
被

竊
，

即
使

被
拔

除
電

源
，

五
小

時
內

仍
可

查
詢

車
輛

所
在

位

置
。

 
又

內
建

備
用

電

池
規

格
之

測
試

環
境

為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可

正
常

傳
輸

G
PR

S
訊

號
、

軌
跡

資
料

可
正

常
回

傳
至

轉
檔

程
式

之
情

況
。

 

(十
四

) 
車

機
零

件
保

固
貼
紙

 

黏
貼

車
機

商
保

固
貼

紙
於

車
機

與
G

SM
天

線
的

連

接
點

、
G

PS
天

線
的

連
接

點
與

條
碼

讀
取

器
的

連
接

點
、

及
車

機
電

源
連

接
線

上
。

 

 

 

(十
二

) 
零

件
與

耗
材

供
應

 

系
統

供
應

商
應

確
保

貨
品

於
賣

出
後

維
持

五
年

以
上

相
關

零
件

與
耗

材
正

常
供

貨
無
虞

。
 

提
供

售
後

完
善

維
修

服
務

，
保

障
運

送
業

者
有

後
續

保
固

及
維

修
權
益
。

 

(十
三

) 
判

斷
故

障
機

制
 

車
機

內
建

備
用

電
池

，
電

源
被

拔
除

時
，

即
時

回
傳

電
源

拔
除

訊
號

，
回

傳
至

少
五

小
時

；
電

源
恢

復

時
，

即
時

回
傳

電
源

接
上

訊
號

，
以

上
事

件
記

錄
於

系
統
中

。
 

車
機

可
依

照
設

定
，

特
定

時
間

或
固

定
時

間
間

隔
回

傳
訊

號
，

記
錄

於
資

料
庫

中
。

 
轉

檔
程

式
可

設
定

每
日

軌

跡
數

量
異

常
臨

界
值

，
計

算
每

日
回

傳
軌

跡
與

條
碼

超
過

上
限

值
的

車
機

，
以

上
事
件
記
錄
於
系
統
中
。

 為
加

強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保

全
防

盜
功

能
，

增
加

備
用

電
池

與
電

源
拔

除
通

報
機

制
。

若
車

輛
被

竊
，

即
使

被
拔

除
電

源
，

五
小

時
內

仍
可

查
詢

車
輛

所
在

位

置
。

 
又

內
建

備
用
電

池
規

格
之

測
試

環
境

為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可

正
常

傳
輸

G
PR

S
訊

號
、

軌
跡

資
料

可
正

常
回

傳
至

轉
檔

程
式

之
情

況
。

 

(十
四

) 
車

機
零

件
保

固
貼
紙

 

黏
貼

車
機

商
保

固
貼

紙
於

車
機

與
G

SM
天

線
的

連

接
點

、
G

PS
天

線
的

連
接

點
與

條
碼

讀
取

器
的

連
接

點
、

及
車

機
電

源
連

接
線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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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十

二
、

供
應

商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接

收
方

式
與

資
料

內
容

 
（
一
）
資
料
接
收
方
式

 
1.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供

應
商

應
提

供
本

署
轉

檔
處

理

程
式

以
接

收
處

理
其

所
供

應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上
傳

資
料

封
包

及
其

資
料

格
式

內
容

。
資

料
接

收
方

式
可

先
傳

送
至

運
送

業
者

或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供

應
商

主
機

再
傳

送
至

本
署

主
機

；
或

軌
跡

直
接

傳
送

至
本

署
。

 
2.

 系
統

回
傳

封
包

格
式

應
符

合
本

署
規

定
之

規

格
，

其
回

傳
封

包
格

式
本

署
將

另
行

訂
定

。
 

3.
轉

檔
程

式
功

能
：

 
（

1）
軟

體
作

業
環

境
：

M
ic

ro
so

ft
 W

in
do

w
s 

20
00

（
含

）
以

上
版

本
。

 
（

2）
於

背
景

環
境

下
進

行
二

十
四

小
時

運
作

。
 

（
3）

應
符

合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功

能
需

求
。

 
（

4）
可

判
斷

資
料

封
包

接
收

情
形

，
主

動
要

求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回

傳
未

接
收

到
之

資
料

封
包

。
 

（
5）

轉
檔

程
式

需
可

於
接

收
主

機
開

機
後

自
動

正

常
執

行
。

 
（

6）
轉

檔
程

式
需

有
記

錄
檔

記
錄

並
說

明
資

料
未

能
正

確
轉

檔
之

原
因

與
時

間
、

車
行

軌
跡

等

相
關

資
訊

。
 

（
7）

轉
檔

程
式

介
面

中
須

提
供

要
求

補
回

傳
之

工

具
，

可
設

定
單

輛
或

多
輛

車
以

及
時

間
區

間

以
要

求
相

關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補

回
傳

軌
跡

資

料
。

 
（

8）
轉

檔
程

式
須

提
供

自
動

偵
測

機
制

，
當

轉
檔

程
式

意
外

終
止

或
無

法
正

常
運

作
時

，
須

自

動
重

新
啟

動
轉

檔
程

式
。

 
（

9）
轉

檔
程

式
對

於
通

訊
接

收
與

資
料

寫
入

之
程

序
須

以
不

同
之

執
行

緒
(t

hr
ea

d)
進

行
以

避

十
二

、
供

應
商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接
收

方
式

與
資

料
內

容
 

（
一
）
資
料
接
收
方
式

 
1.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供

應
商

應
提

供
本

署
轉

檔
處

理

程
式

以
接

收
處

理
其

所
供

應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上
傳

資
料

封
包

及
其

資
料

格
式

內
容

。
資

料
接

收
方

式
可

先
傳

送
至

運
送

業
者

或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供

應
商

主
機

再
傳

送
至

本
署

主
機

；
或

軌
跡

直
接

傳
送

至
本

署
。

 
2.

 系
統

回
傳

封
包

格
式

應
符

合
本

署
規

定
之

規

格
，

其
回

傳
封

包
格

式
本

署
將

另
行

訂
定

。
 

3.
轉

檔
程

式
功

能
：

 
（

1）
軟

體
作

業
環

境
：

M
ic

ro
so

ft
 W

in
do

w
s 

20
00

（
含

）
以

上
版

本
。

 
（

2）
於

背
景

環
境

下
進

行
二

十
四

小
時

運
作

。
 

（
3）

應
符

合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功

能
需

求
。

 
（

4）
可

判
斷

資
料

封
包

接
收

情
形

，
主

動
要

求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回

傳
未

接
收

到
之

資
料

封
包

。
 

（
5）

轉
檔

程
式

需
可

於
接

收
主

機
開

機
後

自
動

正

常
執

行
。

 
（

6）
轉

檔
程

式
需

有
記

錄
檔

記
錄

並
說

明
資

料
未

能
正

確
轉

檔
之

原
因

與
時

間
、

車
行

軌
跡

等

相
關

資
訊

。
 

（
7）

轉
檔

程
式

介
面

中
須

提
供

要
求

補
回

傳
之

工

具
，

可
設

定
單

輛
或

多
輛

車
以

及
時

間
區

間

以
要

求
相

關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補

回
傳

軌
跡

資
料

。
 

（
8）

轉
檔

程
式

須
提

供
自

動
偵

測
機

制
，

當
轉

檔

程
式

意
外

終
止

或
無

法
正

常
運

作
時

，
須

自

動
重

新
啟

動
轉

檔
程

式
。

 
（

9）
轉

檔
程

式
對

於
通

訊
接

收
與

資
料

寫
入

之
程

序
須

以
不

同
之

執
行

緒
(t

hr
ea

d)
進

行
以

避

（
一
）

6.、
（
八
）
及
（
九
）

回
傳

率
由

百
分

之

八
十

修
正

為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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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免

相
互

牽
制

影
響

。
 

4.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供

應
商

應
提

供
轉

檔
程

式
之

安

裝
、

設
定

、
維

護
、

除
錯

等
技

術
協

助
及

其
文

件
。

 
5.
轉

檔
主

機
軟

硬
體

發
生

問
題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供

應
商

應
於

問
題

發
生

日
起

三
小

時
內

予
以

修

復
；

若
無

法
於

三
小

時
完

成
修

復
，

應
提

出
含

故
障

原
因

、
因

應
與

修
復

措
施

及
預

定
修

復
完

成
日

期
之

報
告

書
進

行
說

明
。

若
於

一
週

內
無

法
完

成
修

復
或

確
認

，
本

署
將

上
網

公
佈

暫
停

受
理

該
款

車
機

審
驗

申
請

直
至

修
復

完
成

。
 

6.
經

先
期

測
試

合
格

提
供

符
合

本
附

件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所

屬
廠

商
，

應
配

合
其

裝
設

之
運

輸
車

輛
所

屬
運

輸
業

者
，

協
助

其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操
作

正
常

，
並

應
協

助
運

輸
業

者
確

保
該

款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妥
善

率
大

於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以

上
，

接
收

轉
檔

程
式

應
連

續
操

作
正

常
。

若
該

款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妥
善

率
連

續
三

個
月

未
達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者
，

本
署

得
暫

停
受

理
該

款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逐
車

審
驗

。
 

 
（
二
）
車
機
車
號
對
照
表

 
車
機
編
號
與
車
號
之
記
錄
，
應
配
合
下
列
資
料
格
式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免
相

互
牽

制
影

響
。

 
4.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供

應
商

應
提

供
轉

檔
程

式
之

安

裝
、

設
定

、
維

護
、

除
錯

等
技

術
協

助
及

其
文

件
。

 
5.
轉

檔
主

機
軟

硬
體

發
生

問
題

，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供

應
商

應
於

問
題

發
生

日
起

三
小

時
內

予
以

修

復
；

若
無

法
於

三
小

時
完

成
修

復
，

應
提

出
含

故
障

原
因

、
因

應
與

修
復

措
施

及
預

定
修

復
完

成
日

期
之

報
告

書
進

行
說

明
。

若
於

一
週

內
無

法
完

成
修

復
或

確
認

，
本

署
將

上
網

公
佈

暫
停

受
理

該
款

車
機

審
驗

申
請

直
至

修
復

完
成

。
 

6.
經

先
期

測
試

合
格

提
供

符
合

本
附

件
之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所

屬
廠

商
，

應
配

合
其

裝
設

之
運

輸
車

輛
所

屬
運

輸
業

者
，

協
助

其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操
作

正
常

，
並

應
協

助
運

輸
業

者
確

保
該

款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妥
善

率
大

於
百

分
之

八
十

以

上
，

接
收

轉
檔

程
式

應
連

續
操

作
正

常
。

若
該

款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妥
善

率
連

續
三

個
月

未
達

百
分

之
八

十
者

，
本

署
得

暫
停

受
理

該
款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逐

車
審

驗
。

 
 
（
二
）
車
機
車
號
對
照
表

 
車
機
編
號
與
車
號
之
記
錄
，
應
配
合
下
列
資
料
格
式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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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車
號

 C
A

R
ID

 
8 

(無
) 

合
理
車
號

 記
錄
車
機
所
安

裝
之
車
號

 

生
效

日
期

 St
ar

tD
a

te
T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車
機
第
一

次
回
傳
日
期

 

車
機

最
後

1
筆

即
時

回
傳

轉
檔

程
式

的
時 間
 

La
st

Po
s

D
at

eT
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車
機
最
後

一
筆
有
效
定
位

回
傳
日
期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東
經

 W
G

S_
LO

N
 

3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11
9.

40
00

0
0-

12
2.

00
0

0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
百
分
度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北
緯

 W
G

S_
LA

T 

2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21
.9

00
00

0
-2

6.
00

00
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
百
分
度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車
頭

H
ea

di
n

3 
度

 
00

0-
35

9 
G

PS
定

位
傳

回

車
號

 C
A

R
ID

 
8 

(無
) 

合
理
車
號

 記
錄
車
機
所
安

裝
之
車
號

 

生
效

日
期

 St
ar

tD
a

te
T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車
機
第
一

次
回
傳
日
期

 

車
機

最
後

1
筆

即
時

回
傳

轉
檔

程
式

的
時 間
 

La
st

Po
s

D
at

eT
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車
機
最
後

一
筆
有
效
定
位

回
傳
日
期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東
經

 W
G

S_
LO

N
 

3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11
9.

40
00

0
0-

12
2.

00
0

0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
百
分
度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北
緯

 W
G

S_
LA

T 

2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21
.9

00
00

0
-2

6.
00

00
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
百
分
度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車
頭

H
ea

di
n

3 
度

 
00

0-
35

9 
G

PS
定

位
傳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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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方
向

 
g 

車
頭
方
向
，
以
正

北
為

0，
正
東
為

90
，
正
南
為

18
0，

正
西
為

27
0。
共
計

0~
35

9
度
。
若

G
PS

定

位
模
組
未
提
供

該
項
資
訊
，
可
由

車
機
業
者
以
軟

體
計
算
前
後
兩

點
之
方
向
角
為

之
。

 

行
車

速
度

 
Sp

ee
d 

5 
公
里

 
00

0.
0-

15
0.

0 

以
整
數
為
原

則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一
位

 

接
收

衛
星 數
 

Sa
t 

1 
顆

 
0-

9 

超
過

9
顆
時
，
以

9
記
錄
之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輸
入

介
面

＃
1 

IO
1 

1 
（
無
）

 0
 o

r 1
 o

r 2
 記

錄
運
送
車
輛

點
火
開
關
及
斷

電
續
航
狀
態

 
0=

表
示
該
車
輛

熄
火

 
1=

表
示
該
車
輛

啟
動

 
2=

表
示
該
車
輛

斷
電
續
航

 

車
機

回
報

轉
檔

Sy
nc

T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方
向

 
g 

車
頭
方
向
，
以
正

北
為

0，
正
東
為

90
，
正
南
為

18
0，

正
西
為

27
0。
共
計

0~
35

9
度
。
若

G
PS

定

位
模
組
未
提
供

該
項
資
訊
，
可
由

車
機
業
者
以
軟

體
計
算
前
後
兩

點
之
方
向
角
為

之
。

 

行
車

速
度

 
Sp

ee
d 

5 
公
里

 
00

0.
0-

15
0.

0 

以
整
數
為
原

則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一
位

 

接
收

衛
星 數
 

Sa
t 

1 
顆

 
0-

9 

超
過

9
顆
時
，
以

9
記
錄
之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輸
入

介
面

＃
1 

IO
1 

1 
（
無
）

 0
 o

r 1
 o

r 2
 記

錄
運
送
車
輛

點
火
開
關
及
斷

電
續
航
狀
態

 
0=

表
示
該
車
輛

熄
火

 
1=

表
示
該
車
輛

啟
動

 
2=

表
示
該
車
輛

斷
電
續
航

 

車
機

回
報

轉
檔

Sy
nc

T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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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程
式

的
時 間
 

ss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車
機
每
日
回
報

的
時
間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
三
）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內
容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接
收
內
容
，
應
包
含
以
下
資
料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日
期

時
間

 D
at

eT
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m

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應
視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原
始

設
計
，
每
三
十

秒
或
每
一
分

鐘
回
傳
一
筆

資
料
。

 

程
式

的
時 間
 

ss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車
機
每
日
回
報

的
時
間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
三
）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內
容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接
收
內
容
，
應
包
含
以
下
資
料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日
期

時
間

 D
at

eT
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m

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應
視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原
始

設
計
，
每
三
十

秒
或
每
一
分

鐘
回
傳
一
筆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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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東
經

 W
G

S_
LO

N
 

3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11
9.

40
00

0
0-

12
2.

00
0

0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
百
分

度
 

北
緯

 W
G

S_
LA

T 

2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21
.9

00
00

0
-2

6.
00

00
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
百
分

度
 

車
頭

方
向

 H
ea

di
n

g 
3 

度
 

00
0-

35
9 

G
PS

定
位
傳

回
車
頭
方

向
，
以
正
北
為

0，
正
東
為

90
，
正
南
為

18
0，

正
西
為

27
0。

共
計

0~
35

9
度
。
若

G
PS

定
位
模

組
未
提
供
該

項
資
訊
，
可
由

車
機
業
者
以

軟
體
計
算
前

後
兩
點
之
方

向
角
為
之
。

 

行
車

速
度

 
Sp

ee
d 

5 
公
里

 
00

0.
0-

15
0.

0 

以
整
數
為
原

則
，
至
多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一
位

 
接
收

衛
星 數
 

Sa
t 

1 
顆

 
0-

9 
超
過

9
顆

時
，
以

9
記
錄

之
 

東
經

 W
G

S_
LO

N
 

3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11
9.

40
00

0
0-

12
2.

00
0

0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
百
分

度
 

北
緯

 W
G

S_
LA

T 

2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21
.9

00
00

0
-2

6.
00

00
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
百
分

度
 

車
頭

方
向

 H
ea

di
n

g 
3 

度
 

00
0-

35
9 

G
PS

定
位
傳

回
車
頭
方

向
，
以
正
北
為

0，
正
東
為

90
，
正
南
為

18
0，

正
西
為

27
0。

共
計

0~
35

9
度
。
若

G
PS

定
位
模

組
未
提
供
該

項
資
訊
，
可
由

車
機
業
者
以

軟
體
計
算
前

後
兩
點
之
方

向
角
為
之
。

 

行
車

速
度

 
Sp

ee
d 

5 
公
里

 
00

0.
0-

15
0.

0 

以
整
數
為
原

則
，
至
多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一
位

 
接
收

衛
星 數
 

Sa
t 

1 
顆

 
0-

9 
超
過

9
顆

時
，
以

9
記
錄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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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輸
入

介
面

＃
1 

IO
1 

1 
（
無
）

 0
 o

r 1
 o

r 2
 記

錄
運
送
車

輛
點
火
開
關

及
斷
電
續
航

狀
態

 
0=

表
示
該
車

輛
熄
火

 
1=

表
示
該
車

輛
啟
動

 
2=

表
示
該
車

輛
斷
電
續
航

 
輸
入

介
面

＃
2 

IO
2 

1 
（
無
）

 
0 

or
 1

 
目
前
未
定
義

用
途
，
請
固
定

寫
入

0 
輸
入

介
面

＃
3 

IO
3 

1 
（
無
）

 
0 

or
 1

 
目
前
未
定
義

用
途
，
請
固
定

寫
入

0 

資
料

種
類

 D
at

a_
ty

pe
 

1 
（
無
）

 
0 

or
 1

 

0=
即
時
資
料

 
1=

補
回
傳
資

料
(包

含
手
動

補
回
傳
及
自

動
補
回
傳

) 

使
用

者
自 訂
 

U
se

rD
e

fin
e 

3 
（
無
）

 00
0-

99
9，

A
A

A
-Z

ZZ
 保

留
欄
位
供

車
機
業
者
使

用
，
若
車
機
業

者
不
使
用
請

保
持
空
白

 
（
四
）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轉
檔
程
式
需
依
據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之
內
容
，
每
五
分
鐘
執

行
補
回
傳
工
作
，
並
於
補
回
傳
之
行
車
紀
錄
註
記
其
資
料
種
類
為

補
回
傳
，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資
料
格
式
如
下
：

 
 

輸
入

介
面

＃
1 

IO
1 

1 
（
無
）

 0
 o

r 1
 o

r 2
 記

錄
運
送
車

輛
點
火
開
關

及
斷
電
續
航

狀
態

 
0=

表
示
該
車

輛
熄
火

 
1=

表
示
該
車

輛
啟
動

 
2=

表
示
該
車

輛
斷
電
續
航

 
輸
入

介
面

＃
2 

IO
2 

1 
（
無
）

 
0 

or
 1

 
目
前
未
定
義

用
途
，
請
固
定

寫
入

0 
輸
入

介
面

＃
3 

IO
3 

1 
（
無
）

 
0 

or
 1

 
目
前
未
定
義

用
途
，
請
固
定

寫
入

0 

資
料

種
類

 D
at

a_
ty

pe
 

1 
（
無
）

 
0 

or
 1

 

0=
即
時
資
料

 
1=

補
回
傳
資

料
(包

含
手
動

補
回
傳
及
自

動
補
回
傳

) 

使
用

者
自 訂
 

U
se

rD
e

fin
e 

3 
（
無
）

 00
0-

99
9，

A
A

A
-Z

ZZ
 保

留
欄
位
供

車
機
業
者
使

用
，
若
車
機
業

者
不
使
用
請

保
持
空
白

 
（
四
）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轉
檔
程
式
需
依
據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之
內
容
，
每
五
分
鐘
執

行
補
回
傳
工
作
，
並
於
補
回
傳
之
行
車
紀
錄
註
記
其
資
料
種
類
為

補
回
傳
，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資
料
格
式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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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之
車
機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開
始

日
期

 St
ar

tT
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的
開
始
日
期

及
時
間

 

結
束

日
期

 En
dT

i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的
結
束
日
期

及
時
間

 

執
行

日
期

 Ex
ec

T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之
車
機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開
始

日
期

 St
ar

tT
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的
開
始
日
期

及
時
間

 

結
束

日
期

 En
dT

i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的
結
束
日
期

及
時
間

 

執
行

日
期

 Ex
ec

T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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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hh

:m
m

:
ss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轉
檔
程
式
執
行

補
回
傳
動
作
之

日
期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是
否

成
功

 Su
cc

es
s 

1 
（
無
）

 
0 

or
 1

 

記
錄
補
回
傳
動

作
執
行
是
否
成

功
 

0=
失
敗
；

1=
成

功
 

 （
五
）
條
碼
格
式

 
系
統
需
可
連
結
手
持
式
條
碼
閱
讀
器
，
該
條
碼
閱
讀
器
應
至
少

支
援

EA
N

13
 、

CO
D

E3
9 
碼
。
條
碼
閱
讀
器
應
提
供
於
條
碼
正

確
讀
取
時
之
警
示
音
，
供
區
別
正
確
掃
描
或
無
法
辨
識
條
碼
。
系

統
讀
取
條
碼
時
應
立
即
發
送
一
筆
包
含
下
列
資
料
之
記
錄
回
本

署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

D
 

8 
(字

元
) 

合
理
車
機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條
碼 值
 

B
ar

co
d

e 
20

 
(字

元
) 

合
理
條
碼

值
 

記
錄
條
碼
值

 

hh
:m

m
:

ss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轉
檔
程
式
執
行

補
回
傳
動
作
之

日
期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是
否

成
功

 Su
cc

es
s 

1 
（
無
）

 
0 

or
 1

 

記
錄
補
回
傳
動

作
執
行
是
否
成

功
 

0=
失
敗
；

1=
成

功
 

 （
五
）
條
碼
格
式

 
系
統
需
可
連
結
手
持
式
條
碼
閱
讀
器
，
該
條
碼
閱
讀
器
應
至
少

支
援

EA
N

13
 、

CO
D

E3
9 
碼
。
條
碼
閱
讀
器
應
提
供
於
條
碼
正

確
讀
取
時
之
警
示
音
，
供
區
別
正
確
掃
描
或
無
法
辨
識
條
碼
。
系

統
讀
取
條
碼
時
應
立
即
發
送
一
筆
包
含
下
列
資
料
之
記
錄
回
本

署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

D
 

8 
(字

元
) 

合
理
車
機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條
碼 值
 

B
ar

co
d

e 
20

 
(字

元
) 

合
理
條
碼

值
 

記
錄
條
碼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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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接
收

時
間

 D
at

eT
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及
時
間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條
碼
讀

取
日
期
及
時

間
 

東
經

 W
G

S_
LO

N
 

3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11
9.

40
00

0
0-

12
2.

00
0

0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北
緯

 W
G

S_
LA

T 

2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21
.9

00
00

0
-2

6.
00

00
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接
收

衛
星 數
 

Sa
t 

1 
顆

 
0-

9 
超
過

9
顆

時
，
以

9
記
錄

之
 

是
否

補
回 傳
 

D
at

a_
T

yp
e 

1 
(無

) 
0-

1 
1
補
回
傳
，

0
即
時
回
傳

 

 
（
六
）
條
碼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轉
檔
程
式
需
依
據
條
碼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之
內
容
，
每
五
分

鐘
執
行
條
碼
補
回
傳
工
作
，
並
於
補
回
傳
之
條
碼
紀
錄
註
記
其
資

料
種
類
為
補
回
傳
，
條
碼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資
料
格
式
如
下
：

  

接
收

時
間

 D
at

eT
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及
時
間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條
碼
讀

取
日
期
及
時

間
 

東
經

 W
G

S_
LO

N
 

3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11
9.

40
00

0
0-

12
2.

00
0

0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北
緯

 W
G

S_
LA

T 

2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21
.9

00
00

0
-2

6.
00

00
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接
收

衛
星 數
 

Sa
t 

1 
顆

 
0-

9 
超
過

9
顆

時
，
以

9
記
錄

之
 

是
否

補
回 傳
 

D
at

a_
T

yp
e 

1 
(無

) 
0-

1 
1
補
回
傳
，

0
即
時
回
傳

 

 （
六
）
條
碼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轉
檔
程
式
需
依
據
條
碼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之
內
容
，
每
五
分

鐘
執
行
條
碼
補
回
傳
工
作
，
並
於
補
回
傳
之
條
碼
紀
錄
註
記
其
資

料
種
類
為
補
回
傳
，
條
碼
補
回
傳
要
求
紀
錄
表
資
料
格
式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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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之
車
機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開
始

日
期

 St
ar

tD
a

te
T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的
開
始
日
期
及
時

間
 

結
束

日
期

 En
dD

at
eT

i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的
結
束
日
期
及
時

間
 

執
行

日
期

 Ex
ec

T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之
車
機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開
始

日
期

 St
ar

tD
a

te
T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的
開
始
日
期
及
時

間
 

結
束

日
期

 En
dD

at
eT

i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記
錄
要
求
補
回
傳

的
結
束
日
期
及
時

間
 

執
行

日
期

 Ex
ec

T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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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ss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轉
檔
程
式
執
行
條

碼
紀
錄
補
回
傳
動

作
之
日
期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是
否

成
功

 Su
cc

es
s 

1 
（
無
）

 
0 

or
 1

 
記
錄
補
回
傳
動
作

執
行
是
否
成
功

 
0=

失
敗
；

1=
成
功

 
（
七
）
車
機
事
件
紀
錄
表

 
轉
檔
程
式
需
依
據
車
機
發
生
的
事
件
記
錄
於
紀
錄
表
中
，
紀
錄

表
資
料
格
式
如
下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發
生
事
件
之

車
機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事
件

型
態

 Ev
en

t_
Ty

pe
 

3 
（
無
）

 
00

0 
00

1 
10

1 

00
0:
車
機
電

源
被
拔
除

 
00

1:
車
機
電

源
接
上

 
10

1:
同
一
天

回
傳
軌
跡
資

料
數
超
過
設

ss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轉
檔
程
式
執
行
條

碼
紀
錄
補
回
傳
動

作
之
日
期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是
否

成
功

 Su
cc

es
s 

1 
（
無
）

 
0 

or
 1

 
記
錄
補
回
傳
動
作

執
行
是
否
成
功

 
0=

失
敗
；

1=
成
功

 
（
七
）
車
機
事
件
紀
錄
表

 
轉
檔
程
式
需
依
據
車
機
發
生
的
事
件
記
錄
於
紀
錄
表
中
，
紀
錄

表
資
料
格
式
如
下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發
生
事
件
之

車
機
序
號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事
件

型
態

 Ev
en

t_
Ty

pe
 

3 
（
無
）

 
00

0 
00

1 
10

1 

00
0:
車
機
電

源
被
拔
除

 
00

1:
車
機
電

源
接
上

 
10

1:
同
一
天

回
傳
軌
跡
資

料
數
超
過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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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定
值

 
10

2：
同
一
天

條
碼
刷
取
記

錄
資
料
數
超

過
設
定
值

 

事
件

發
生

時
間

 D
at

eT
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轉
檔
程
式
記

錄
事
件
的
時

間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事
件

描
述

 D
es

cr
ip

tio
n 

20
0 

（
無
）

 文
字
內
容

 轉
檔
程
式
記

錄
事
件
的
狀

況
，
包
括
車
機

序
號
、
車
機
事

件
、
事
件
發
生

時
間

 
（
八
）
審
驗
靜
態
測
試
：
靜
態
測
試
時
，
回
傳
率
必
須
達
到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靜
態
偏
差
小
於
三
十
公
尺
的
比
例
必
須
達
到
回
傳
軌
跡
的
百

分
之
八
十
。

 
（
九
）
審
驗
動
態
測
試
：
動
態
測
試
時
，
回
傳
率
必
須
達
到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靜
態
偏
差
小
於
三
十
公
尺
的
比
例
必
須
達
到
回
傳
軌
跡
的
百

分
之
八
十
。
無
回
傳
的
軌
跡
，
必
須
能
以
補
回
傳
方
式
要
求
車
機

回
傳
。

 

定
值

 
10

2：
同
一
天

條
碼
刷
取
記

錄
資
料
數
超

過
設
定
值

 

事
件

發
生

時
間

 D
at

eT
i

m
e 

D
at

eT
i

m
e 

(8
) 

Y
Y

Y
Y

/
M

M
/D

D
 

hh
:m

m
:

ss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轉
檔
程
式
記

錄
事
件
的
時

間
（
由
轉
檔
程

式
寫
入
）

 

事
件

描
述

 D
es

cr
ip

tio
n 

20
0 

（
無
）

 文
字
內
容

 轉
檔
程
式
記

錄
事
件
的
狀

況
，
包
括
車
機

序
號
、
車
機
事

件
、
事
件
發
生

時
間

 
（
八
）
審
驗
靜
態
測
試
：
靜
態
測
試
時
，
回
傳
率
必
須
達
到
百
分
之
八
十
，

靜
態
偏
差
小
於
三
十
公
尺
的
比
例
必
須
達
到
回
傳
軌
跡
的
百
分
之

八
十
。

 
（
九
）
審
驗
動
態
測
試
：
動
態
測
試
時
，
回
傳
率
必
須
達
到
百
分
之
八
十
，

靜
態
偏
差
小
於
三
十
公
尺
的
比
例
必
須
達
到
回
傳
軌
跡
的
百
分
之

八
十
。
無
回
傳
的
軌
跡
，
必
須
能
以
補
回
傳
方
式
要
求
車
機
回
傳
。

 

十
三

、
車

機
模

擬
程

式
與

壓
力

測
試

 
轉

檔
程

式
需

經
車

機
模

擬
程

式
進

行
壓

力
測

十
三

、
車

機
模

擬
程

式
與

壓
力

測
試

 
轉

檔
程

式
需

經
車

機
模

擬
程

式
進

行
壓

力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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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試

，
模

擬
程

式
需

依
據

模
擬

車
輛

紀
錄

表
模

擬
產

生
指

定
車

機
數

之
模

擬
訊

號
。

 
（
一
）
模
擬
車
機
行
為

 
模

擬
程

式
需

依
照

下
列

要
求

模
擬

車
機

傳
送

訊

號
至

轉
檔

程
式

：
 

1.
可

依
設

定
依

模
擬

車
機

紀
錄

表
，
依

序
模

擬
一

至

三
千

部
虛

擬
車

機
，

至
少

通
過

五
百

部
虛

擬
車

機
的

壓
力

測
試

。
 

2.
每

二
部

虛
擬

車
機

每
三

十
秒

傳
回

一
筆

軌
跡

訊

號
，

誤
差

應
小

於
百

分
之

二
十

。
 

3.
虛

擬
車

機
發

送
之

軌
跡

訊
號

應
符

合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之
規

範
。

 
4.
虛

擬
車

機
發

送
之

軌
跡

訊
號
，

座
標

依
模

擬
車

機

紀
錄

表
之

經
度

、
緯

度
座

標
值

傳
送

。
 

5.
虛

擬
車

機
發

送
之

軌
跡

訊
號
，

其
日

期
時

間
欄

位

依
模

擬
程

式
所

在
之

系
統

時
間

。
 

6.
模

擬
程

式
應

可
設

定
模

擬
結

束
時

間
或

模
擬

持

續
時

間
。

 
（
二
）
模
擬
車
機
紀
錄
表

 
模

擬
車

機
紀

錄
表

記
載

車
機

模
擬

程
式

讀
取

之

模
擬

訊
號

，
欄

位
格

式
如

下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流
水 號
 

ID
 

整
數

 
（
無
）

 
正
整
數

 
流
水
號

 

車
機

序
號

 Pl
at

e_
N

o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記
錄
要
求
模

擬
之
車
機
序

號
 

試
，

模
擬

程
式

需
依

據
模

擬
車

輛
紀

錄
表

模
擬

產
生

指

定
車

機
數

之
模

擬
訊

號
。

 
（
一
）
模
擬
車
機
行
為

 
模

擬
程

式
需

依
照

下
列

要
求

模
擬

車
機

傳
送

訊

號
至

轉
檔

程
式

：
 

1.
可

依
設

定
依

模
擬

車
機

紀
錄

表
，

依
序

模
擬

一
至

三
千

部
虛

擬
車

機
，

至
少

通
過

五
百

部
虛

擬
車

機
的

壓
力

測
試

。
 

2.
每

二
部

虛
擬

車
機

每
三

十
秒

傳
回

一
筆

軌
跡

訊

號
，

誤
差

應
小

於
百

分
之

二
十

。
 

3.
虛

擬
車

機
發

送
之

軌
跡

訊
號

應
符

合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之
規

範
。

 
4.
虛

擬
車

機
發

送
之

軌
跡

訊
號

，
座

標
依

模
擬

車
機

紀
錄

表
之

經
度

、
緯

度
座

標
值

傳
送

。
 

5.
虛

擬
車

機
發

送
之

軌
跡

訊
號

，
其

日
期

時
間

欄
位

依
模

擬
程

式
所

在
之

系
統

時
間

。
 

6.
模

擬
程

式
應

可
設

定
模

擬
結

束
時

間
或

模
擬

持

續
時

間
。

 
（
二
）
模
擬
車
機
紀
錄
表

 
模

擬
車

機
紀

錄
表

記
載

車
機

模
擬

程
式

讀
取

之

模
擬

訊
號

，
欄

位
格

式
如

下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流
水 號
 

ID
 

整
數

 
（
無
）

 
正
整
數

 
流
水
號

 

車
機

序
號

 Pl
at

e_
N

o 
8 

（
無
）

 合
理
序
號

 記
錄
要
求
模

擬
之
車
機
序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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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東
經

 W
G

S_
LO

N
 

3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11
9.

40
00

0
0-

12
2.

00
0

00
0 

記
錄
模
擬
車

機
傳
給
轉
檔

程
式
之

W
G

S-
84

虛

擬
經
度
座
標

 

北
緯

 W
G

S_
LA

T 

2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21
.9

00
00

0
-2

6.
00

00
0

0 

記
錄
模
擬
車

機
傳
給
轉
檔

程
式
之

W
G

S-
84

虛

擬
緯
度
座
標

 
  （
三
）
主
機
位
置
設
定
表

 
主

機
位

置
設

定
表

用
以

記
載

轉
檔

程
式

所
在

主

機
位

置
及

使
用

之
Po

rt
 N

um
be

r，
供

車
機

模
擬

程

式
依

設
定

發
送

模
擬

訊
號

至
轉

檔
程

式
，

欄
位

格
式

如
下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主
機

位
址

 
IP

 
15

位
字

元
 

（
無
）

 合
理

IP
位

址
 

記
錄
轉
檔
程

式
所
在
之
主

機
IP

位
址

 

協
定

 
TC

P 
1
位
字

元
 

(無
) 

T 
or

 U
 

記
錄
轉
檔
程

式
使
用

TC
P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東
經

 W
G

S_
LO

N
 

3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11
9.

40
00

0
0-

12
2.

00
0

00
0 

記
錄
模
擬
車

機
傳
給
轉
檔

程
式
之

W
G

S-
84

虛

擬
經
度
座
標

 

北
緯

 W
G

S_
LA

T 

2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21
.9

00
00

0
-2

6.
00

00
0

0 

記
錄
模
擬
車

機
傳
給
轉
檔

程
式
之

W
G

S-
84

虛

擬
緯
度
座
標

 
  （
三
）
主
機
位
置
設
定
表

 
主

機
位

置
設

定
表

用
以

記
載

轉
檔

程
式

所
在

主

機
位

置
及

使
用

之
Po

rt
 N

um
be

r，
供

車
機

模
擬

程

式
依

設
定

發
送

模
擬

訊
號

至
轉

檔
程

式
，

欄
位

格
式

如
下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主
機

位
址

 
IP

 
15

位
字

元
 

（
無
）

 合
理

IP
位

址
 

記
錄
轉
檔
程

式
所
在
之
主

機
IP

位
址

 

協
定

 
TC

P 
1
位
字

元
 

(無
) 

T 
or

 U
 

記
錄
轉
檔
程

式
使
用

TC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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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或

U
D

P，
T

表
示

TC
P，

U
表
示

U
D

P 

埠
號

 
PO

R
T 

5
位
整

數
 

(無
) 

80
00

-6
55

3
5 

記
錄
轉
檔
程

式
使
用
之
埠

號
 

（
四
）
制
定
標
準
傳
輸
封
包
格
式

 
1.
標

準
封

包
格

式
 

(1
)通

訊
協

定
：

T
C

P。
 

(2
)編

碼
方

式
：

A
SC

II
。

 
(3

)封
包

內
欄

位
分

隔
符

號
：

每
1
個

封
包

開
頭

以

「
$」

符
號

表
示

；
結

束
以
「

#」
符

號
表

示
，

欄
位

與
欄

位
間

均
以

「
,」

符
號

做
區

隔
。

 
(4

)軌
跡

及
條

碼
資

料
封

包
欄

位
說

明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0~
9,

A
~Z

,a
~z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日
期

 
D

at
e 

8 
Y

Y
Y

Y
/

M
M

/D
D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台

灣
時
間

) 

時
間

 
Ti

m
e 

6 
hh

:m
m

:
ss

 
合
理
時
間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台

灣
時
間

) 

或
U

D
P，

T
表
示

TC
P，

U
表
示

U
D

P 

埠
號

 
PO

R
T 

5
位
整

數
 

(無
) 

80
00

-6
55

3
5 

記
錄
轉
檔
程

式
使
用
之
埠

號
 

（
四
）
制
定
標
準
傳
輸
封
包
格
式

 
1.
標

準
封

包
格

式
 

(1
)通

訊
協

定
：

T
C

P。
 

(2
)編

碼
方

式
：

A
SC

II
。

 
(3

)封
包

內
欄

位
分

隔
符

號
：

每
1
個

封
包

開
頭

以

「
$」

符
號

表
示

；
結

束
以
「

#」
符

號
表

示
，

欄
位

與
欄

位
間

均
以

「
,」

符
號

做
區

隔
。

 
(4

)軌
跡

及
條

碼
資

料
封

包
欄

位
說

明
：

 

欄
位

名
稱

 對
應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長

度
限
制

 
（

B
Y

T
E）

 

單
位

 
數
值
範
圍

 
備
註

 

車
機

序
號

 U
ni

t_
id

 
8 

（
無
）

 0~
9,

A
~Z

,a
~z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日
期

 
D

at
e 

8 
Y

Y
Y

Y
/

M
M

/D
D

 
合
理
日
期

 Y
Y

Y
Y

-西
元
年

 
M

M
-月

份
 

D
D

-日
期

 
(台

灣
時
間

) 

時
間

 
Ti

m
e 

6 
hh

:m
m

:
ss

 
合
理
時
間

 hh
-小

時
 

m
m

-分
鐘

 
ss

-秒
鐘

  
(台

灣
時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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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東
經

 
LO

N
 

3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11
9.

40
00

0
0-

12
2.

00
0

0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
百
分
度

 

北
緯

 
LA

T 

2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21
.9

00
00

0
-2

6.
00

00
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
百
分
度

 

行
車

速
度

 
Sp

ee
d 

3 
公
里

 
0~

99
9 

以
整
數
為
原
則

 

車
頭

方
向

 C
ou

rs
e 

3 
度

 
0~

35
9 

G
PS

定
位

傳
回

車
頭
方
向
，
以

正
北
為

0，
正
東

為
90
，
正
南
為

18
0，

正
西
為

27
0。

共
計

0~
35

9
度
。
若

G
PS

定
位

模
組

未
提
供
該
項
資

訊
，
可
由
車
機

業
者
以
軟
體
計

算
前
後
兩
點
之

方
向
角
為
之
。

 
接
收

衛
星 數
 

Sa
t#

 
2 

顆
 

0~
12

 
超
過

12
顆
時
，

以
12

顆
記

錄
之

 

資
料

種
類

 D
at

a_
T

yp
e 

1 
（
無
）

 0:
N

or
m

al
 

正
常
傳

遞
 

資
料
種
類

 
1:

A
ut

o-
re

s
en

d 
自

東
經

 
LO

N
 

3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11
9.

40
00

0
0-

12
2.

00
0

0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
百
分
度

 

北
緯

 
LA

T 

2
位
整

數
 

6
位
小

數
 

度
 

21
.9

00
00

0
-2

6.
00

00
0

0 

W
G

S-
84
，
精
確

至
小
數
點
後
六

位
，
百
分
度

 

行
車

速
度

 
Sp

ee
d 

3 
公
里

 
0~

99
9 

以
整
數
為
原
則

 

車
頭

方
向

 C
ou

rs
e 

3 
度

 
0~

35
9 

G
PS

定
位

傳
回

車
頭
方
向
，
以

正
北
為

0，
正

東
為

90
，
正
南

為
18

0，
正
西

為
27

0。
共
計

0~
35

9
度
。
若

G
PS

定
位

模
組

未
提
供
該
項
資

訊
，
可
由
車
機

業
者
以
軟
體
計

算
前
後
兩
點
之

方
向
角
為
之
。

 
接
收

衛
星 數
 

Sa
t#

 
2 

顆
 

0~
12

 
超
過

12
顆

時
，
以

12
顆
記

錄
之

 

資
料

種
類

 D
at

a_
T

yp
e 

1 
（
無
）

 0:
N

or
m

al
 

正
常
傳

遞
 

資
料
種
類

 
1:

A
ut

o-
re

s
en

d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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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動
補
回

傳
 

2:
M

an
ua

l-
re

se
nd

 
下
指
令

補
傳

 
3:

Pi
ng

回

傳
 

4:
軌
跡
補

回
傳
開

始
 

5:
軌
跡
補

回
傳
結

束
 

6:
條
碼
補

回
傳
開

始
 

7:
條
碼
補

回
傳
結

束
 

輸
入

介
面

＃
1 

IO
1 

1 
（
無
）

 1:
A

C
C

 線
有
開
啟

電
壓
輸

入
 

輸
入
介
面

 1
 

2:
主
電
源

線
有
電

壓
輸
入

 
3:
只
有
主

電
壓
輸

入
, 

A
C

C
 

動
補
回

傳
 

2:
M

an
ua

l-
re

se
nd

 
下
指
令

補
傳

 
3:

Pi
ng

回

傳
 

4:
軌
跡
補

回
傳
開

始
 

5:
軌
跡
補

回
傳
結

束
 

6:
條
碼
補

回
傳
開

始
 

7:
條
碼
補

回
傳
結

束
 

輸
入

介
面

＃
1 

IO
1 

1 
（
無
）

 1:
A

C
C

 線
有
開
啟

電
壓
輸

入
 

輸
入
介
面

 1
 

2:
主
電
源

線
有
電

壓
輸
入

 
3:
只
有
主

電
壓
輸

入
, 

A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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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偵
測
點

也
有
輸

入
 

4:
備
用
電

池
有
電

壓
輸
入

 
5:
車
機
備

用
電
池

和
A

C
C

有
電
壓

輸
入

 
6:
車
機
備

用
電
池

和
主
電

源
有
電

壓
輸
入

 
7:
主
電
源

有
電
壓

, 
備
用
電

池
也
有

電
壓
輸

入
,A

C
C

的
偵
測

點
也
有

電
壓
輸

入
 

輸
入

介
面

＃
2 

IO
2 

1 
（
無
）

 保
留
欄

位
，
使
用

者
自
訂
數

值
範
圍

 

輸
入
介
面

 3
，

保
留
欄
位
，
目

前
未
使
用
。

 
0=

表
示
輸
入
介

面
#3

 O
FF

 

偵
測
點

也
有
輸

入
 

4:
備
用
電

池
有
電

壓
輸
入

 
5:
車
機
備

用
電
池

和
A

C
C

有
電
壓

輸
入

 
6:
車
機
備

用
電
池

和
主
電

源
有
電

壓
輸
入

 
7:
主
電
源

有
電
壓

, 
備
用
電

池
也
有

電
壓
輸

入
,A

C
C

的
偵
測

點
也
有

電
壓
輸

入
 

輸
入

介
面

＃
2 

IO
2 

1 
（
無
）

 保
留
欄

位
，
使
用

者
自
訂
數

值
範
圍

 

輸
入
介
面

 3
，

保
留
欄
位
，
目

前
未
使
用
。

 
0=

表
示
輸
入
介

面
#3

 O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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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1=

表
示
輸
入
介

面
＃

3 
O

N
 

輸
入

介
面

＃
3 

IO
3 

1 
（
無
）

 保
留
欄

位
，
使
用

者
自
訂
數

值
範
圍

 

輸
入
介
面

 3
，

保
留
欄
位
，
目

前
未
使
用
。

 
0=

表
示
輸
入
介

面
#3

 O
FF

 
1=

表
示
輸
入
介

面
＃

3 
O

N
 

使
用

者
自 訂
 

U
se

rD
e

fin
e 

4 
（
無
）

 保
留
欄

位
，
使
用

者
自
訂
數

值
範
圍

 

使
用
者
自
定

 

條
碼 值
 

C
od

eV
a

lu
e 

20
 

（
無
）

 0~
9,

A
~Z

,a
~z

 
條
碼
資
料

 

2.
標

準
封

包
格

式
IO

1 
與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表
中

IO
1
對

應
 

標
準
封
包

IO
1
欄
位

 
行
車
記
錄
資
料
表

IO
1 

欄
位

 
1、

4、
5 

斷
電
續
航
：

2 
2、

6 
熄
火
：

0 
3、

7 
開
機
：

1 
 3.
轉

檔
程

式
回

應
車

機
封

包
欄

位
說

明
：

 
欄
位

 
長
度

 
數
值
範
圍

 
說
明

 

U
ni

t_
id

 
8b

yt
es

 
0~

9,
A

~Z
,a

~z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D
at

e 
8b

yt
es

 
Y

Y
Y

Y
M

M
D

D
 

日
期

 (
台
灣
時
間

) 

Ti
m

e 
6b

yt
es

 
H

hm
m

ss
  

U
TC

 
時
間

 (
台
灣
時
間

) 

1=
表
示
輸
入
介

面
＃

3 
O

N
 

輸
入

介
面

＃
3 

IO
3 

1 
（
無
）

 保
留
欄

位
，
使
用

者
自
訂
數

值
範
圍

 

輸
入
介
面

 3
，

保
留
欄
位
，
目

前
未
使
用
。

 
0=

表
示
輸
入
介

面
#3

 O
FF

 
1=

表
示
輸
入
介

面
＃

3 
O

N
 

使
用

者
自 訂
 

U
se

rD
e

fin
e 

4 
（
無
）

 保
留
欄

位
，
使
用

者
自
訂
數

值
範
圍

 

使
用
者
自
定

 

條
碼 值
 

C
od

eV
a

lu
e 

20
 

（
無
）

 0~
9,

A
~Z

,a
~z

 
條
碼
資
料

 

2.
標

準
封

包
格

式
IO

1 
與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表
中

IO
1
對

應
 

標
準
封
包

IO
1
欄
位

 
行
車
記
錄
資
料
表

IO
1 

欄
位

 
1、

4、
5 

斷
電
續
航
：

2 
2、

6 
熄
火
：

0 
3、

7 
開
機
：

1 
 3.
轉

檔
程

式
回

應
車

機
封

包
欄

位
說

明
：

 
欄
位

 
長
度

 
數
值
範

圍
 

說
明

 

U
ni

t_
id

 
8b

yt
es

 
0~

9,
A

~Z
,a

~z
 

序
號
中
若
有

“－
”不

可
省
略
，
且
必
需
唯

一
識
別
一
部
車
輛

 

D
at

e 
8b

yt
es

 
Y

Y
Y

Y
M

M
D

D
 

日
期

 (
台
灣
時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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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Ti

m
e+

8 
4.
轉

檔
程

式
送

出
指

令
格

式
說

明
：

 
 

指
令

 
改
變
車
機
傳
送
目
的
地
的

IP
 

說
明

 
參
閱
系
統

之
硬
體
功
能
規
格
及
零
件
供
應
一

(六
)規

格

內
容
。

 
格
式

 
$,

C
H

G
IP

,[I
P]

,[P
or

t],
# 

  指
令

 
軌
跡
補
回
傳

 

說
明

 
參
閱
系
統

之
硬
體
功
能
規
格
及
零
件
供
應
一

(七
)規

格

內
容
。

 

格
式

 
$,

PO
SG

ET
LO

G
,[S

ta
rt 

D
at

e 
Ti

m
e]

, [
En

d 
D

at
e 

Ti
m

e]
,#

 
時

間
格
式
：

 Y
Y

Y
Y

M
M

D
D

H
hm

m
ss

 

指
令

 
條
碼
補
回
傳

 

說
明

 
參
閱
系
統

之
硬
體
功
能
規
格
及
零
件
供
應
一

(七
)規

格

內
容
。

 

格
式

 $,
B

C
G

ET
LO

G
,[S

ta
rt 

D
at

e 
Ti

m
e]

, [
En

d 
D

at
e 

Ti
m

e]
,#

 
時

間
格
式
：

 Y
Y

Y
Y

M
M

D
D

H
hm

m
ss

 
 指

令
 

PI
N

G
 

說
明

 
參
閱
系
統

之
硬
體
功
能
規
格
及
零
件
供
應
一

(八
)規

格

內
容
。
回
傳
後
不
需
寫
入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內
容
。

 
格
式

 
$,

PI
N

G
,#

 
 

Ti
m

e 
6b

yt
es

 
H

hm
m

ss
  

U
TC

 
Ti

m
e+

8 
時
間

 (
台
灣
時
間

) 

4.
轉

檔
程

式
送

出
指

令
格

式
說

明
：

 
 

指
令

 
改
變
車
機
傳

送
目
的
地
的

IP
 

說
明

 
參
閱
系
統
之
硬
體
功
能
規
格
及
零
件
供
應
一

(六
)規

格

內
容
。

 
格
式

 
$,

C
H

G
IP

,[I
P]

,[P
or

t],
# 

  指
令

 
軌
跡
補
回
傳

 

說
明

 
參
閱
系
統
之
硬
體
功
能
規
格
及
零
件
供
應
一

(七
)規

格

內
容
。

 

格
式

 
$,

PO
SG

ET
LO

G
,[S

ta
rt 

D
at

e 
Ti

m
e]

, [
En

d 
D

at
e 

Ti
m

e]
,#

 
時
間
格
式
：

 Y
Y

Y
Y

M
M

D
D

H
hm

m
ss

 

指
令

 
條
碼
補
回
傳

 

說
明

 參
閱
系
統
之
硬
體
功
能
規

格
及
零
件
供
應
一

(七
)規

格

內
容
。

 

格
式

 $,
B

C
G

ET
LO

G
,[S

ta
rt 

D
at

e 
Ti

m
e]

, [
En

d 
D

at
e 

Ti
m

e]
,#

 
時
間
格
式
：

 Y
Y

Y
Y

M
M

D
D

H
hm

m
ss

 
 指

令
 

PI
N

G
 

說
明

 參
閱
系
統
之
硬
體
功
能
規

格
及
零
件
供
應
一

(八
)規

格

內
容
。
回
傳
後
不
需
寫
入
行
車
紀
錄
資
料
內
容
。

 
格
式

 
$,

PI
N

G
,#

 
 

 
十

四
、

車
機

供
應

商
功

能
審

驗
 

為
確

保
車

機
的

良
好

品
質

，
系

統
供

應
商

通
過

先
期

測
試

及
在

販
賣

車
機

前
，
每

台
車

機
仍

需
通

過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完
成

下
列

規
定

與
測

試
品

質
通

過
後
，
始

得
販

1.
本

點
刪

除
。

 
2.
因

為
科

技
進

步
車

機
品

質
良

好
每

台

車
機

不
需

要
經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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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賣

：
 

(一
) 

車
機

序
號

註
冊

 
系

統
供

應
商

針
對

欲
販

賣
每

台
車

機
進

行
功

能

審
驗

前
，

需
先

於
毒

化
物

運
送

車
輛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網
站

完
成

車
機

序
號

註
冊

。
 

(二
) 

功
能

審
驗

規
範

 
1.
每

台
車

機
皆

完
成

行
車

時
間

累
積

至
少

十
個

工

作
日

並
達

到
累

計
行

車
至

少
五

十
小

時
。

 
2.
每

台
車

機
皆

完
成

三
日

條
碼

刷
取

測
試

，
每

日
應

於
定

點
刷

取
五

筆
條

碼
記

錄
並

順
利

回
傳

。
條

碼
格

式
由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制
訂

之
。

 
3.
進

行
功

能
審

驗
中

之
車

機
數

量
與

尚
未

販
賣

車

機
數

量
兩

者
合

計
不

得
超

過
一

百
輛

。
系

統
供

應
商

取
得

超
過

一
百

輛
的

採
購

量
時

，
可

提
出

委
託

證
明

(採
購

單
、

業
者

訂
單

或
業

者
公

文

等
)，

本
署

及
委

託
審

驗
單

位
可

逕
行

調
整

數
量

規
範

。
 

4.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可

依
實

際
審

驗
運

作
情

形

逕
行

調
整

以
上

規
範

。
 

(三
) 

功
能

審
驗

通
過

之
處

理
 

每
台

車
機

通
過

功
能

審
驗

後
，

由
本

署
核

發
授

予
合

格
圖

樣
。

車
機

供
應

商
應

將
合

格
圖

樣
黏

貼
於

該
通

過
功

能
審

驗
之

車
機

表
面

後
，

始
得

販
賣

。
 

本
署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完

成
規

定
與

測

試
品

質
通

過
後

也

可
以

達
到

良
好

品

質
，

應
由

供
應

商

自
行

負
責

販
賣

商

品
之

責
任

，
爰

刪

除
車

機
供

應
商

功

能
審

驗
程

序
。

 
 

 



附件一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一 般 運 送 聯 單 

申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本次運送之物質狀態 □氣體 □液體 □固體 

 

事 

由 

□一般申報  □輸入申報  □輸出申報 

□變更申報 （原聯單核章號碼：                                         ） 

□1.公路運送 □2.鐵路運送 □3.本國海上運送 □4.本國航空運送□５.其他：           （限勾選一項，不同運送方式請分別申報） 

□1.非散裝運送，請勾選運輸容器型態：□袋 □筒 □盒 □瓶 □箱 □桶 

□2.散裝運送，請勾選運輸容器型態：□常壓槽車 □高壓槽車 □低溫及管束槽車 □固體槽罐 □國際標準槽櫃(ISO tank) 

質

貨

源

資

料

 

Ａ

.

毒

性

化

學

物

 

許可證字號或核可文件號碼 
□許可證字號：     毒  字第   －    號 

□核可文件號碼：□□□–□□－□□□□□□□ 

物質中英文商品名  

毒化物列管編號及序號  

商品分號列及檢查號碼(C.C.C.code)  報關前結關後聯單號碼  

含公告化學物質成分（最多

只寫含量最高三種） 

中英文名稱(請寫公告名稱) 成分 1 成分 2 成分 3 

含量（%W/W）    

運

送

人

、

中

間

販

賣

、

受

貨

人

資

料

 

Ｂ

.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所

有

人

、

 

所

有

人

 

所有人運作本物質許可證字號、登記文件或核可文件號碼 (□同Ａ.欄(字)號碼) 

管制編號  名  稱  

地  址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   ) 

□自行運送 〔運送人欄位資料免填〕                                        □委託運送  

中

間

販

賣

 

中間販賣者運作本物質許可證字號、登記文件或核可文件號碼 (□無，若無中間販賣者得免填) 

管制編號  名  稱  

地   址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   ) 

運

送

人

 

管制編號  名  稱  

地  址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   ) 

受

貨

人
 

受貨人運作本物質許可證字號、登記文件或核可文件號碼 (□同Ａ.欄(字)號碼) 

管制編號  名  稱 (□同所有人) 

地  址  

聯 絡 人  電   話 (   ) 

Ｃ.

運
送
資
料 

起運地點 

管制編號  (□同所有人) 起運地管編條碼  

名  稱  

地  址  

訖運地點 

管制編號 (□同受貨人) 訖運地管編條碼  

名  稱  

地  址  

序

號  

原運送日期 原運送數量 
出發運送 

時間 

司機 

運送車號 

專責人員 
修正後運送

日期 

修正後運

送數量 姓名 手機 姓名 證號 手機 

1  年 月 日 

公斤 

時    
  

 

 年 月 日 

公斤 運送車輛條碼  □ 取消運送 

本聯單經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及其負責人確認所申報資料無誤。 

主管機關 

核章 

 

毒性化學物質所有

人簽章 
 

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

之負責人簽章 

 填表人  

添頁         (頁次：        )  

B1 

B2 

B3 

B4 

C1 

C2 

※於線上申請運送聯單後應送交以下單位：毒化物所有人、運送人、受貨人與中間販賣者。運送聯單申報之格式及固定不變資料均得複製使用。 

※起運地點 C1 需與毒性化學物質貨源資料 A 或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 B1 之許可、登記、核可證號的運作人、運作場所或貯存場所相符；訖運地點 C2 需與毒性化學物質受貨人 B4 許可、登記、核可證號的運作人、

運作場所或貯存場所相符。 

※為避免申報變更之手續，對於可能變更之運次，請確定後再申報。 

※申報之各起運日期，所跨期間至多三個月為限，並請依時間順序，由上而下，由左而右列書寫。 



Ｃ.

運  
 

送   

資 
  

料 

序

號 
原運送日期 原運送數量 出發運送時間 

司機 
運送車號 

專責人員 修正後運送

日期 

修 正 後 運

送數量 姓名 手機 姓名 證號 手機 

2 年 月 日 
公斤 

時       
年 月 日 

公斤 運送車輛條碼  □ 取消運送 

3 

原運送日期 

原運送數量 

出發運送時間 
司機 

運送車號 
專責人員 修正後運送

日期 

修正後運

送數量 
姓名 手機 姓名 證號 手機 

年 月 日 
公斤 

時       

年 月 日 

公斤 運送車輛條碼  □ 取消運送 

4 

原運送日期 原運送數量 出發運送時間 
司機 

運送車號 
專責人員 修正後運送

日期 

修正後運

送數量 姓名 手機 姓名 證號 手機 

年 月 日 
公斤 

時       

年 月 日 

公斤 運送車輛條碼  □ 取消運送 

5 

原運送日期 原運送數量 出發運送時間 
司機 

運送車號 
專責人員 修正後運送

日期 

修正後運

送數量 姓名 手機 姓名 證號 手機 

年 月 日 
公斤 

時       

年 月 日 

公斤 運送車輛條碼  □ 取消運送 

6 

原運送日期 原運送數量 出發運送時間 
司機 

運送車號 
專責人員 修正後運送

日期 

修正後運

送數量 姓名 手機 姓名 證號 手機 

年 月 日 
公斤 

時       

年 月 日 

公斤 運送車輛條碼  □ 取消運送 

7 

原運送日期 原運送數量 出發運送時間 
司機 

運送車號 
專責人員 修正後運送

日期 

修正後運

送數量 姓名 手機 姓名 證號 手機 

年 月 日 
公斤 

時       

年 月 日 

公斤 運送車輛條碼  □ 取消運送 

8 

原運送日期 原運送數量 出發運送時間 
司機 

運送車號 
專責人員 修正後運送

日期 

修正後運

送數量 姓名 手機 姓名 證號 手機 

年 月 日 
公斤 

時       

年 月 日 

公斤 運送車輛條碼  □ 取消運送 

9 

原運送日期 原運送數量 出發運送時間 
司機 

運送車號 
專責人員 修正後運送

日期 

修正後運

送數量 姓名 手機 姓名 證號 手機 

年 月 日 
公斤 

時       

年 月 日 

公斤 運送車輛條碼  □ 取消運送 

10 

原運送日期 原運送數量 出發運送時間 
司機 

運送車號 
專責人員 修正後運送

日期 

修正後運

送數量 姓名 手機 姓名 證號 手機 

年 月 日 
公斤 

時       

年 月 日 

公斤 運送車輛條碼  □ 取消運送 

本聯單經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及其負責人確認所申報資料無誤。 

主管機關 

核章 

 

毒性化學物質所

有人簽章 

 毒性化學物質所有

人之負責人簽章 

 

填表人 

 

 

 

※於線上申請運送聯單後應送交以下單位：毒化物所有人、運送人、受貨人與中間販賣者。運送聯單申報之格式及固定不變資料均得複製使用。 

※起運地點 C1 需與毒性化學物質貨源資料 A 或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 B1 之許可、登記、核可證號的運作人、運作場所或貯存場所相符；訖運地點 C2 需與毒性化學物質受貨人 B4 許可、登記、核可證號的運作人、

運作場所或貯存場所相符。 

※為避免申報變更之手續，對於可能變更之運次，請確定後再申報。 

※申報之各起運日期，所跨期間至多三個月為限，並請依時間順序，由上而下，由左而右列書寫。 



附件二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簡 易 運 送 聯 單 

申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本次運送之物質狀態 □氣體 □液體 □固體 

事 

由 

□變更申報 （原聯單核章號碼：                                         ） 

□1.公路運送 □2.鐵路運送 □3.本國海上運送 □4.本國航空運送□５.其他：           （限勾選一項，不同運送方式請分別申報） 

□1.非散裝運送，請勾選運輸容器型態：□袋 □筒 □盒 □瓶 □箱 □桶    

□2.其它，說明╴╴╴╴╴╴╴╴ 

質

貨

源

資

料

 

Ａ

.

毒

性

化

學

物

 

許可證字號或核可文件號碼 
□許可證字號：     毒  字第   －    號 

□核可文件號碼：□□□–□□－□□□□□□□ 

物質中英文商品名  

毒化物列管編號及序號  

含公告化學物質成

分（最多只寫含量

最高三種） 

中英文名稱(請寫公告名

稱) 

成分 1 成分 2 成分 3 

含量（%W/W）    

運

送

人

、

中

間

販

賣

、

受

貨

人

資

料

 

Ｂ

.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所

有

人

、

 

所

有

人

 

所有人運作本物質許可證字號、登記文件或核可文件號碼 (□同Ａ.欄(字)號碼) 

管制編號  名  稱  

地  址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   ) 

□自行運送 〔下欄運送人資料免填〕                                        □委託運送  

中

間

販

賣

 

中間販賣者運作本物質許可證字號、登記文件或核可文件號碼 (□若無中間販賣者得免填) 

管制編號  名  稱  

地   址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   ) 

運

送

人

 

管制編號  名  稱  

地  址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   ) 

受

貨

人

 

受貨人運作本物質許可證字號、登記文件或核可文件號碼 (□同Ａ.欄(字)號碼) 

管制編號  名  稱 (□同所有人) 

地  址  

聯 絡 人  電   話 (   ) 

Ｃ.

運
送
資
料 

起運地點 

管制編號  (□同所有人) 起運地管編條碼  

名  稱  

地  址  

訖運地點 

管制編號 (□同受貨人) 訖運地管編條碼  

名  稱  

地  址  

序

號  
原運送日期 原運送數量 

出發運送 

時間 

司機 

運送車號 

專責人員 
修正後運送

日期 

修正後運

送數量 姓名 手機 姓名 證號 手機 

1  年 月 日 

公斤 

時    
  

 

 年 月 日 

公斤 運送車輛條碼  □ 取消運送 

本聯單經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及其負責人確認所申報資料無誤。 

主管機關 

核章 

 

毒性化學物質所有

人簽章 
 

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

之負責人簽章 

 填表人  

 ※於線上申請運送聯單後應送交以下單位：毒化物所有人、運送人、受貨人與中間販賣者。運送聯單申報之格式及固定不變資料均得複製使用。 
※起運地點 C1 需與毒性化學物質貨源資料 A 或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 B1 之許可、登記、核可證號的運作人、運作場所或貯存場所相符；訖運地點 C2 需與毒性化

學物質受貨人 B4 許可、登記、核可證號的運作人、運作場所或貯存場所相符。 
※為避免申報變更之手續，對於可能變更之運次，請確定後再申報。 
※申報之各起運日期，所跨期間至多三個月為限，並請依時間順序，由上而下，由左而右列書寫。 

B1 

B2 

B3 

B4 

C1 

C2 



  
添頁         (頁次：        )  

Ｃ.

運  
 

送   

資 
  

料 

序

號 
原運送日期 原運送數量 出發運送時間 

司機 
運送車號 

專責人員 修正後運送

日期 

修 正 後 運

送數量 姓名 手機 姓名 證號 手機 

2 年 月 日 
公斤 

時       
年 月 日 

公斤 運送車輛條碼  □ 取消運送 

3 

原運送日期 

原運送數量 

出發運送時間 
司機 

運送車號 
專責人員 修正後運送

日期 

修正後運

送數量 
姓名 手機 姓名 證號 手機 

年 月 日 
公斤 

時       

年 月 日 

公斤 運送車輛條碼  □ 取消運送 

4 

原運送日期 原運送數量 出發運送時間 
司機 

運送車號 
專責人員 修正後運送

日期 

修正後運

送數量 姓名 手機 姓名 證號 手機 

年 月 日 
公斤 

時       

年 月 日 

公斤 運送車輛條碼  □ 取消運送 

5 

原運送日期 原運送數量 出發運送時間 
司機 

運送車號 
專責人員 修正後運送

日期 

修正後運

送數量 姓名 手機 姓名 證號 手機 

年 月 日 
公斤 

時       

年 月 日 

公斤 運送車輛條碼  □ 取消運送 

6 

原運送日期 原運送數量 出發運送時間 
司機 

運送車號 
專責人員 修正後運送

日期 

修正後運

送數量 姓名 手機 姓名 證號 手機 

年 月 日 
公斤 

時       

年 月 日 

公斤 運送車輛條碼  □ 取消運送 

7 

原運送日期 原運送數量 出發運送時間 
司機 

運送車號 
專責人員 修正後運送

日期 

修正後運

送數量 姓名 手機 姓名 證號 手機 

年 月 日 
公斤 

時       

年 月 日 

公斤 運送車輛條碼  □ 取消運送 

8 

原運送日期 原運送數量 出發運送時間 
司機 

運送車號 
專責人員 修正後運送

日期 

修正後運

送數量 姓名 手機 姓名 證號 手機 

年 月 日 
公斤 

時       

年 月 日 

公斤 運送車輛條碼  □ 取消運送 

9 

原運送日期 原運送數量 出發運送時間 
司機 

運送車號 
專責人員 修正後運送

日期 

修正後運

送數量 姓名 手機 姓名 證號 手機 

年 月 日 
公斤 

時       

年 月 日 

公斤 運送車輛條碼  □ 取消運送 

10 

原運送日期 原運送數量 出發運送時間 
司機 

運送車號 
專責人員 修正後運送

日期 

修正後運

送數量 姓名 手機 姓名 證號 手機 

年 月 日 
公斤 

時       

年 月 日 

公斤 運送車輛條碼  □ 取消運送 

本聯單經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及其負責人確認所申報資料無誤。 

主管機關 

核章 

 

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簽章 

 毒性化學物質所有

人之負責人簽章 

 

填表人 

 

 
※於線上申請運送聯單後應送交以下單位：毒化物所有人、運送人、受貨人與中間販賣者。運送聯單申報之格式及固定不變資料均得複製使用。 
※起運地點 C1 需與毒性化學物質貨源資料 A 或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 B1 之許可、登記、核可證號的運作人、運作場所或貯存場所相符；訖運地點 C2 需與毒性化學

物質受貨人 B4 許可、登記、核可證號的運作人、運作場所或貯存場所相符。 
※為避免申報變更之手續，對於可能變更之運次，請確定後再申報。 
※申報之各起運日期，所跨期間至多三個月為限，並請依時間順序，由上而下，由左而右列書寫。※須附於正頁，不可單獨使用。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聯單申報及填寫須知 

一、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申報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聯單，應依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

法第三條至第七條規定辦理。運送聯單格式分為 2 種，各式聯單之名稱及用途如

下： 

(一)一般運送聯單：申報毒性化學物質國內運送、輸入及輸出行為，可申報單次運

送、合併申報同性質多次運送及其變更用，其格式如附件 1。 

(二)簡易運送聯單：申報毒性化學物質於常溫、常壓狀態下淨重數量未達第三條第

二項第一款之國內運送行為者，可申報單次運送、合併申報同性質多次運送及

其變更用，其格式如附件 2。 

二、各式運送聯單共通填報方式： 

(一)運送聯單限填 1 種毒性化學物質及 1 項運送方式（如公路、鐵路、本國海上或

本國航空運送等）。運送 2 種以上毒性化學物質、採 2 種以上運送方式聯運或

1 運輸工具所運送毒性化學物質有 2 位以上受貨人者，應分別填具運送聯單申

報。散裝及非散裝運送，須填寫運輸容器型態，運送同種毒性化學物質有 2 種

以上容器型態，應分別填具運送聯單申報。 

(二)所檢附所有人運作該毒性化學物質之許可證、登記文件或核可文件等影本，應

加蓋運作人章及負責人章；以電信網路傳輸申報，得免檢附。 

(三)所檢附運送計畫書，使用書表應符合交通有關機關或場站規定；採電信網路傳

輸申報者，應以電子檔同步檢附。 

(四)毒性化學物質運送人如遺失聯單時，須於運送前向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申請補

發，運送人須於運送時攜帶。 

(五)聯單之毒性化學物質（貨源資料）欄： 

1.許可證字號或核可號碼欄，須將所運送物質來源之許可證字號或核可號碼全

予填列清楚。 

2.毒性化學物質名稱及成分含量資料欄，請填物質中英文商品名、毒化物列管

編號及序號、中英文名稱及含量，其成分名稱請以環境保護署所公告毒性化

學物質之中英文名稱填報，含量請以「% w/w」表示。 

(六)聯單之運送資料欄：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聯單之起運地點需與毒性化學物質貨源資料或毒性化

學物質所有人之許可、登記、核可證號的運作人、運作場所或貯存場所相符；



訖運地點需與毒性化學物質受貨人許可、登記、核可證號的運作人、運作場所

或貯存場所相符。 

(七)運送日期、起運時間及運送數量欄，應依時間先後順序填報，申報之各起運日

期所跨期間最長以 3 個月為限。 

(八)運送聯單格式及固定不變資料均可複製使用，但簽章不得影印為之。 

(九)續頁須附於正頁，不可單獨使用。續頁之序號請依序填列號碼（以阿拉伯數字

表示）。 

(十)本項填報方式亦適用於簡易申報運送毒性化學物質資料。 

三、變更申報： 

(一)運送聯單所載內容有變更者，包括運送日期、運送數量或取消運送時，應於運

送前申報變更。 

(二)前述以電信網路傳輸申報者，其司機姓名及運送車號等 2 欄資料，得於運送當

日 24 時前上網異動運送聯單。 

(三)前述之變更，須以原使用申報國內運送聯單或輸出入運送聯單格式申報變更。 

(四)申報變更運送聯單其變更項目周圍以較粗線條框示。 



四、傳真申報： 

(一)經主管機關同意，得以書面申報採傳真者，惟應先確認起運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可收送傳真。申報時應以任一聯併有關文件傳真報請核章，並請務必

以電話確認傳真資料收訖無誤。 

(二)起運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章後，請將該核章後之運送聯單傳真予申

請人（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申請人收到上述資料後須以電話確認，俾確保

完成傳真申報手續。 

(三)傳真申報於核章後，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須另複製 3 份，依毒性化學物質運送

管理辦法規定，分送有關機關、場站及廠商。 

五、電信網路傳輸申報： 

(一)運送聯單採電信網路傳輸申報者，應依照「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毒

性化學物質運送聯單申報及填寫須知」及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聯單電信網路傳輸

申報網頁規定辦理；其網址為 http://flora2.epa.gov.tw。 

(二)有下列情況不予接受網路申報： 

1.申報日在起運日期後，無法於運送前完成申報手續者。 

2.依規定得不採電信網路傳輸方式申報之所有人，其不依照網頁申報規定辦理

而經主管機關停止使用網路申報者。

http://flora2.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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