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總統盃黑客松
宣傳說明會

街道醫生團隊

#數據分析 #全民參與 #智慧政府 #安全無礙

內政部營建署-羅秉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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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推廣政府資訊公開、資料開放透明以及公民參與，
有效改善臺灣資料協作治理模式並推動資料加值應用

競賽宗旨

安居樂業
(SDGs社會面)

永續發展
(SDGs經濟面)

均衡臺灣
(SDGs環境面)

永續發展的市鎮規劃 促進目標實現的夥伴關係 產業、創新及基礎建設



參賽倡議
凝聚共識
聚焦提案

公民許願池

3/16-6/2 6/30 7/27 8/24

黑客松階段時程

徵件期

提案徵件

顧問
首見會

歷年團隊簡報

技術顧問指導

重新釐清
提案動機

工作坊
小聚

決審
會議

電梯式2分鐘簡報

評審委員指導

納入委員建議
補強提案架構

團隊5分鐘簡報
決選8分鐘簡報

聽取評審委員詢問
說明落實後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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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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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介紹



未設置人行道 人行道遭占用

輪椅族通行受阻

視障者通行受阻

!

學童通學不便

長者通行不便

我們面臨許多人行環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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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缺少改善的共識（停車和佔用），
缺少了一個可以對話及參與決策的平台，

在平台內
可以透過科學化的數據檢測分析找出問題，
可以提供民眾參與以及建議的機制
可以進行全民開放式監督改善成效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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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想要改善街道環境，但是….



5種利害關係人各自需求及所遇問題….

需求 問題 改善建議

一般民眾

弱勢團體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民意代表

• 自己的通行環境能優先改善
• 停車問題

• 行動不便者的無障礙通路
• 陳情案件能了解進度

• 能有優先改善位置建議
• 建設經費不足

• 改善人行環境政策能獲得支持
• 建設經費有效的運用

• 為民眾爭取需求且能看到政績

缺少有効的意見反應管道
反應無效

改善建議未獲政府立即
支持與改善

無法判定投入資源位置
車本和人本的觀念衝突
無法解決反對意見

中央人手不足、
經費優先投入的地點

民眾陳情須配合辦理

1. 能提供民眾陳述
管道並獲得有限
控管進度

2. 能建議出優先改
善的位置及路段

3. 納入各界改善建
議，達成全民參
與機制

4. 改善過程的揭露
及排除阻礙人行
環境因素

資訊系統應用

7



民眾

弱勢

民代

中央

地方

無礙通行
的街道系統

自主健檢系統

病因診斷系統

康復校核系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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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健檢系統

人口

土地使用分區

人行道現況與淨寬

路口肇事

路口寬度

停車管理

使用強度

弱勢團體聚點圖資

地方政府參數

民意代表參數

系
統
參
數

在
地
參
數

大數據分析

系統提供人行路廊
熱區供民眾查詢

• 3D實景設計改善模擬
• 民眾參與(參加說明會)
• 實際執行改善

病因診斷系統

科技診療，AI自動找出
待改善事項

利用3D實景掃描(街道X光)

檢核點線面，盤查出阻礙

全民提案
公民許願改善
街道案件30件

AARI路平檢測

完工實景3D

康復校核系統

中央政府列管
優先補助

全面健檢 線段掃描 節點打通

提案架構

全民投票

選出許願樹
10件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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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土地使用分區

人行道現況與淨寬

路口肇事

路口寬度

停車管理

使用強度

弱勢團體聚點圖資

地方政府參數

民意代表參數

系
統
參
數

在
地
參
數

民眾參數

OPEN DATA

內政部

交通部

衛福部

各縣市政府

系統反饋

• 市區道路人行安全地理資訊系統

• 社會經濟資料服務平台

• 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資

•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

• 電信信令人口統計資料

• 台灣通用版電子地圖

(地標-醫療社福設施、道路)

• 交通數據匯流平臺

• 長照ABC據點

• 各縣市公告路外停車場

• 業務陳情資料

• 1999案件(人行環境)

• 民眾提案次數反饋

• 民意代表建議案件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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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健檢 病因診斷 康復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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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健檢 病因診斷 康復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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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健檢 病因診斷 康復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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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健檢 病因診斷 康復校核



改善前
BEFORE

熱區改善案例-三重區正義北路

改善後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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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參與 街道改善決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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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效益

透過提案與投票機制落實

公民參與，進而強化

公共通行權的公民意識

資訊公開，可隨時

了解關心案件進度，關
心健全行走環境的系統

透過改善建議，大數據分析

找出人行環境痛點
整合人力支出與建設資金投入

聚焦並擴大街道改善議題關注，以獲得

持續推動街道改善的政策能量

樂活街道環境改善
，宜居城市，增加國際競爭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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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願景是—

建立平安回家無礙通行的街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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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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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1月

拜訪住都中心
「用大數據幫
社會找方向」
團隊，研議篩
選參數機制

112年3月

至 政 大 分 享
「街道永續安
全政策」議題，
團隊，鼓勵學
生積極參與人
本環境公共政
策

112年4月

月底完成系統
開發建置，試
辦第1次全民
參與街道改善
決策方案活動，
開放民眾提案

112年11月

依試辦成果調
整後開放全國
各縣市發動全
民參與街道改
善決策方案活
動



參賽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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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困境，缺少改善的共識！
只聽到反對者的聲音，那支持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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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學 社福官

參賽準備建議 夥伴



項次 單位 日期 內容

1 臺灣科技大學 7/12、7/19 研議「病因掃描系統」、「康復校核系統」系統開
發技術及可行性

2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7/14、7/25 討論提案系統想法及擇定示範點-三重區正義北路

3 現地勘查拜訪 7/19嘉義縣、
8/2苗栗縣

拜訪縣府及當地鄉長、里長，現勘在地街道症狀，
聽取地方想法及需求

4 22縣市政府 7/20-7/22 就本案架構邀集22縣市政府洽談想法及需求，並納
入後續精進作為項目

5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 7/28 前往拜訪當地鄰里長及民意代表，針對提案架構可
行性諮詢與交流意見

6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8/2、8/4 洽談「全民參與街道改善決策方案平台」建置細節

7 正聲廣播電台 8/4 洽談後續增加民眾參與動機之可行性

8 2022新北市友善人行環
境論壇

8/8 出席新北市2022新北市友善人行環境論壇，聽取各
方想法及需求

9 拜訪社福團體 8/9、8/10、
8/16

愛盲基金會、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臺灣視障服務
發展協會、台灣道路安全協會等相關團體洽談

10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8/11 洽談後續增加民眾參與動機之可行性

拜訪10社福團體、6意見領袖、16場團隊專案會議

參賽準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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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11年5月中旬起至111年8月

進程



科技診療 全民參與
友善街道 通行無礙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數據分析 #全民參與 #智慧政府 #安全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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