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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計 處 市 政 統 計 簡 析 

                      112-006         112 年 7 月 

數位發展打造臺中智慧城 

前言 

隨著數位資訊時代來臨，智能型服務需求隨之增加，本文係就本

市基礎網路環境、市民網路使用習慣及現有數位服務等面向切入，分

析本市目前數位發展現況，及運用數位科技提升行政服務效能，提供

市民多元選擇，帶來更便利之生活。 

一、 111 年底本市 4G 基地臺數達 1 萬 5,801 座，為六都最多，較 107

年底增 118.82%，成長幅度亦為六都之首；惟因幅員遼闊，定點

測量平均行動上網速率於六都排名第 4；免費無線上網服務熱點

數達 1,169 個，平均每萬位市民可使用熱點數為 4.15 個。 

網際網路為城市數位發展之根基，近年各電信業者積極布建基地

臺，行動通訊網路環境漸趨完善，111 年底本市 4G 基地臺數達 1 萬

5,801 座，為六都最多，較排名第 2 之新北市(1 萬 2,389 座) 大幅高

出 3,412 座，與 107 年底相較，成長 118.82%，成長率亦為六都第 1；

細觀五大電信業者基地臺數分布情形，本市以中華電信 4,853 座(占

30.71%)最多，台灣大哥大 3,595 座(占 22.75%)次之，遠傳電信 3,424

座(占 21.67%)再其次，三者合占本市基地臺數逾 7 成 5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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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 
 

再以定點測量平均行動上網速率觀之，本市基地臺數雖為六都最

多，惟幅員遼闊且人口分布廣，111 年平均下載及上傳速率分別為

362.22Mbps 及 60.51Mbps，僅高於臺南市及高雄市，皆為六都第 4 (圖

2)。 

本市為提升民眾外出時連網之便利性，另於公務機關、觀光景點

及超商等場所提供 iTaichung 免費無線上網服務；截至 111 年底本市

免費無線上網服務(iTaichung)熱點數達 1,169 個，平均每萬位市民可

使用熱點數為 4.15 個；以使用情形觀之，111 年計 348.84 萬人次使用

本市免費無線上網服務，惟因各電信業者上網吃到飽方案普及，使用

人次較 107 年減少 385.48 萬人次(-52.49%)，故本市亦訂定熱點退場

機制，移除使用率低之熱點，並滾動式調整熱點布建地點，以提升資

源配置效率。 

二、 111 年底本市各行政區 4G 基地臺數以西屯區達 2,045 座最多，

成長幅度則以和平區增 140.61%最高，而定點測量平均下載速率

以太平區 457.19Mbps 居全市之首。 

按行政區觀之，111 年底本市 4G 基地臺數以西屯區 2,045 座(占

12.94%)最多，其次為北屯區 1,320 座(占 8.35%)，再其次為南屯區

1,147 座(占 7.26%)；而為有效加速偏鄉地區行動寬頻服務涵蓋率，數

位發展部承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持續補助業者於偏鄉地區建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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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數位發展部

註:1.定點測量平均行動上網速率為4G、5G訊號協同運作模式下用戶端所測得之數據。

2.平均速率為遠傳電信、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及台灣之星四大電信業者定點量測速率之平均。

圖2、111年六都定點測量平均行動上網速率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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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寬頻基地臺，故與 107 年底相較，和平區成長達 140.61%最多，另

梧棲區及沙鹿區亦分別增 135.88%及 133.89%，成長幅度居第 2 及第

3，餘行政區除霧峰區及外埔區外，成長率皆逾 100%(圖 3)。 

各區行動網路資源配置情形，以人口密度及平均下載速率將各行

政區分為四象限；中區、西區及南區屬人口密度高之區域，因發展時

間較早，網路基礎設施相對完善，平均下載速率較高；而人口密度最

高之北區，平均下載速率相對第一象限之行政區低；人口密度相對第

一象限行政區低之區域中，太平、大里、潭子、東區、西屯及清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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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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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定點測量平均速率為4G、5G訊號協同運作模式下用戶端所測得之數據。

2.平均下載速率為遠傳電信、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及台灣之星四大電信業者定點量測速率之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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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下載速率高，其中太平區平均下載速率達 457.19Mbps 居全市之

冠，顯示其行動網路環境供給相對充足；餘 19 行政區位於第三象限，

人口密度及平均下載速率皆相對較低，雖已可滿足目前主要上網應用

較耗費頻寬之線上電玩及觀賞高清 4K 影片頻寬需求(約 10Mbps 及

25Mbps)，網路基礎建設仍可持續推展(圖 4)。 

三、 111 年本市 12 歲以上民眾網路使用率為 88.9%，六都排名第 4，

兩性網路使用率差距達 6.2 個百分點；隨年齡增加，市民之網路

使用率呈遞減趨勢，但與 107 年相較，以 60-64 歲增 9.2 個百分

點最多；在網路使用類型上，網路影音娛樂之比率達 91.2%，為

六都最高，使用數位金融服務、線上交易及線上醫療預約比率則

相對較低，皆為六都第 4。 

觀察 12 歲以上民眾網路使用情形，111 年六都網路使用率以臺

北市 93.3%最高，其次依序為桃園市 89.2%及新北市 89.1%，本市

88.9%位居第 4；以性別分，六都 12 歲以上網路使用率男性皆高於女

性，其中男性網路使用率以臺北市達 94.7%最高，本市 92.1%居次，

其後依序為新北市 91.5%及桃園市 90.3%，僅臺南市及高雄市未達 9

成；女性網路使用率亦以臺北市 92.1%最高，桃園市 88.0%次之，新

北市 86.9%再其次，本市 85.9%位居第 4，顯示本市 12 歲以上男性、

女性網路使用率落差較大(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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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各年齡層網路使用差異情形變化，111 年 12-29 歲市民之網

路使用率皆達 100.0%，隨年齡增加，網路使用率呈現遞減之趨勢，65

歲以上降至 48.8%，與 107 年相較，除 12-29 歲持平外，餘各年齡層

皆呈增加趨勢，其中以 60-64 歲增 9.2 個百分點為最多(圖 6)。 

六都中 12 歲以上民眾各類型網路使用情形，111 年本市有 48.5%

之民眾曾透過維基百科或其他網路用戶自創內容進行資訊查詢，於六

都中排名第 3，僅低於臺北市(58.1%)及新北市(48.7%)；而本市使用網

路影音娛樂之比率達 91.2%，為六都最高，其次為新北市 90.2%，餘

四都皆低於 9 成；使用行動支付、網路銀行及線上購買商品或服務情

形，本市分別為 41.6%、54.3%及 70.0%，皆位於六都第 4，顯示本市

使用數位金融服務及線上交易普及率相對較低；而近年醫療機構提供

線上預約平臺日趨普遍，本市已有 39.0%之民眾曾使用相關服務，於

六都排名第 4(圖 7)。 

接著觀察 111 年本市 12 歲以上民眾使用數位政府服務情形，每

百人有 53.3 人曾透過網路查詢政府資訊，僅高於臺南市 51.2 人，而

每百人有 66.1 人曾透過網路申請申辦政府服務，有 87.0 人曾接收到

政府主動通知訊息，皆為六都最低；探討本市數位政府相關服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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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偏低原因，每百位未使用數位政府服務民眾中有 58.9 人認為「沒

有申請需求」為主要原因，為六都最多，顯示大多數民眾對數位政府

之認識，仍局限於申請、申辦等服務，其餘如利用網路查詢政府資訊

或接受政府主動通知即時訊息等功能仍有推廣空間(圖 8、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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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為提升行政效率，本市應用數位工具整合各機關業務資訊，111

年本市服務 e 櫃檯申辦件數達 607.35 萬件，較 107 年增 16.67%，

行動應用服務 APP 累積下載達 338.20 萬人次，增 286.68%；本

市亦積極推動政府資料開放，建立「資料開放平台」供民眾加值

運用，截至 111 年底開放資料集筆數達 3,235 筆，較 107 年底增

74.21%。 

本市以民眾申辦業務需求為出發點，整合各機關業務資訊於「服

務 e 櫃檯」，不僅可查詢各項業務資訊，更提供線上申辦預約、場地

租借、公用廣告欄張貼申請及表單下載等服務，讓民眾使用政府服務

更加省時便利，不必現場排隊久候，111 年本市服務 e 櫃檯申辦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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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僅列出全國相對比率較高之前三項原因。

5,205,817 
5,269,196 

5,643,260 

6,080,511 6,073,513 

4,800,000

5,100,000

5,400,000

5,700,000

6,000,000

6,300,000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服務e櫃檯網站申辦件數

0

≈

件

874,618 
1,069,332 

1,487,725 

2,388,170 

3,381,964 

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500,000

107年底 108年底 109年底 110年底 111年底

行動應用服務App累積下載使用人次人次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數位治理局

圖10、臺中市政府網站服務概況



8 
 

達 607.35 萬件，較 107 年大幅增 86.77 萬件(16.67%)，顯示隨網路普

及，本服務已日趨融入市民生活；另截至 111 年底本市計有 14 項行

動應用服務 APP，包含台中通暨購物節(原台中購物節)、台中公車、

台中交通網、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市立圖書館、大玩臺中等各項便

利之數位工具供民眾下載使用，使市民能更有效率的取得市政資訊及

服務，111 年底本市行動應用服務 APP 累積下載已達 338.20 萬人次，

較 107 年底增 250.73 萬人次(286.68%)，呈逐年增加趨勢(圖 10)。 

除提供便利之數位工具，本市為減少民眾申辦案件之等待時間，

整合戶政、地政及房屋稅籍資料查詢系統，建置免書證免謄本系統，

在民眾同意下直接由系統介接查核，免去民眾來回奔波各機關申請相

關證明文件，提升為民服務效率；110 年因補助民眾換購車輛，大量

查詢戶政資料，致戶政查詢次數達 26.51 萬次為歷年最多，而於同年

10 月完成其補助系統與戶政系統介接，介接後之查詢不計入免書證

免謄本系統查詢次數，111 年戶政查詢次數降為 15.11 萬次；地政及

稅籍查詢次數則分別達 1.86 萬次及 2.12 萬次，較 110 年增 0.24 萬次

(14.61%)及 0.37 萬次(21.15%)，皆為歷年最高，本市將持續透過跨機

關服務整合，協助申辦業務推展，提升行政處理效能(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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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臺中市免書證免謄本系統查詢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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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數位治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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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落實陽光政治理念，本市積極推動政府資料開放並建立

「資料開放平台」供民眾加值運用，截至 111 年底本市開放資料集筆

數達 3,235 筆，較

107 年底增 1,378

筆(74.21%)，除達

到活化資料效益供

各界參考運用外，

亦強化政府施政透

明度，使民眾可以

隨時查閱、關心市

政，增進對於施政

成果之瞭解(圖 12)。 

五、 隨著物聯網迅速發展，本市逐步朝向智慧化及低碳城市邁進，在

智慧交通方面，至 111 年底本市已建置 68 處智慧化動態號誌系

統，有效減少車輛行駛時間；且截至 112 年 5 月底於約 6,500 格

汽車格內埋設地磁設備，除提升開單效率，更提供停車空位資訊，

大幅節省民眾尋找車位時間。 

隨著物聯網迅速發展，本市逐步朝向智慧化及低碳城市邁進，透

過網路基礎建設及資通訊科技，推動創新智慧服務。以智慧交通為例，

本市建置智慧交通管理系統，利用偵測設備取得交通變化情形，即時

調整號誌時間，以提升路口車流控制效率，至 111 年底，本市已建置

68 處智慧化動態號誌

系統，配合時段、路口

間距、車流量等變化，

將綠燈時間適切分

配，用路人可少停 1至

2 次紅燈，降低行駛時

間，並間接減少碳排

放(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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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臺中市開放資料集筆數筆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數位治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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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臺中市智慧號誌建置概況處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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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提升停車便利性，本市構建路邊停車智慧化環境，於停車需

求較高之路邊收費停車格佈設地磁感應設備，截至 112 年 5 月底於約

6,500 格汽車格內埋設地磁設備，用以偵測車輛停入及駛離時間，大

幅提升開單效率，並連結「臺中交通網」APP 提供路邊停車格即時資

訊，使民眾可迅速查詢停車空位資訊並導航至目標車格，大幅節省尋

找車位時間。 

結語 

隨資訊科技不斷演進，數位服務已深入市民生活，除持續推動網

路基礎建設，提升數位政府服務之便利性亦十分重要，本市以數位市

民的概念發展整合式市政服務「台中通」，使民眾能一機在手即能獲

得即時專屬之服務及資訊，以鼓勵市民參與公共事務，並於 111 年底

正式成立數位治理局，期提升數位發展之推動量能，加速本市數位轉

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