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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發展緣起 

數位轉型 
-相關課題說明 

德國聯邦鐵路公司(DB)
數位轉型之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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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經濟驅動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 

數位科技
引爆了 
數位經濟 

1 



消費者追求美好的「服務體驗」 

數位科技
改變了消
費者、企
業與員工
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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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或可預見的未來，僅僅攸關數據使用能力。數據
才是真正的黃金。『誰控制數據？』對政府、企業、人
民而言，都是關鍵議題。誰能掌握數據，就像過去誰掌
握了土地、石油、資本，都是同等重要的問題。 
 — Prof. Alex Sandy Pentland, MIT 

數位科技 
成就了 
『數據是王』
的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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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產生的速度與數量已超乎想像 

每60秒就有人正在做這些事... 

• 在Google進行約3,000,000次查詢 
• 寄出140,000,000封電子郵件 
• 發出400,000則推特訊息 
• 在臉書上發表300,000則狀態更新訊息 
• 在亞馬遜購物商城購買25,000件商品 
• 在沃爾瑪完成17,000項交易 
• 在Youtube上觀看5,000,000支影片 

在數位科技的普及下，人對於資訊取得與掌握度越來越高 
過去2年全世界產生了約90%的海量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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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促成數位經濟之範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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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翻轉了商業模式 

Uber強力撼動全球運輸產業 滴滴打車已成中國民生必需 Grab徹底提升運輸服務水準 

亞馬遜電商突破實體賣場限制 Airbnb活化全球閒置空房 Tesla打造商用自駕系統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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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數位轉型? 

企業借助數位科技，除了行政或業務流程的數位化，還徹底改變了
商業模式、翻轉與客戶的關係，創造更多營收，增加更多利益。 

PAST 

NOW 

專門出售飛
機引擎硬體 

依據引擎飛行
時數另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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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已是產業的現在進行式 

精準醫療 
(醫療業) 

FINTECH 
(金融業) 

工業4.0 
(製造業) 

ITS 2.0 
(運輸業) 

Smart City 2.0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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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數位轉型的五大內部流程 

9 Gso Tseng, 2016 



運輸企業的數位轉型腳步亦從未停歇 

PTX 公共運輸開放資料
加值應用 

eTag資料連結虛擬帳戶
有效預測國道旅行時間 

UMAJI預約與整合
跨運具旅行 

工業4.0 物聯網 人工智慧 

軌道運輸也跟上了數位轉型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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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在面臨軌道運輸
改革以來最劇烈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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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為何需要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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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數位轉型既有威脅也有機會 

低成本航空業持續競爭 

長程客運提供優勢票
價與最後一哩優勢 

(自駕巴士) 

乘客及戶需求仍為第一
且共乘環保概念興起 

旅行資訊即時查詢
與支付已為趨勢 

軌道運輸核心價值 
逐漸縮小 



公車業者營
運策略改變 

共乘共享 
逐漸落實 

電動車興起 
自駕車朝 
商業化邁進 

旅行資訊數
據存取分析 

新型合作模式 創新循環縮短 

軌道運輸應從數位創新趨勢中汲取經驗 

重新定位軌道運輸服務價值 調整既有營運模式 

軌道運輸該如何實現數位轉型? 

軌道營運者必須將思維從”Rail”轉成”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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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軌道運輸落實數位轉型的現在進行式 

場站AI人臉辨識 擴增實境技術支援應用 旅運大數據整合規劃 

數位樣板輔助維修 自駕系統輔助列車運行 無人載具影像監控軌道設施 

通勤足跡環保能源開發 全自動無人列車運行 軌道路線地理界定與定位偵測 14 



D: 啟動 4.0 I: 數位能力中心 G: 廣推Apps 

2014年10月成立6個

啟動4.0計畫，總共提

出260個各業務面向

的數位轉型提案 

2015年3月在CEO麾

下直接設立數位能力

中心，擘劃DB顧客、

系統、業務等面向的

數位藍圖 

擴大所有與DB顧客有

關的Apps，如:旅行

麻吉，及戶共乘，工

作人員旅行成本計算

軟體 

軌道運輸系統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I: 實驗生態系統 

創新實驗中心催生用戶

體驗的原型與雛型產品，

導入內外部『黑客松』

創新提案機制，衍生出

20個創新事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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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嶄新產品與服務 A: 核心數位化計畫 L: DB數位事業與CDO 

『任你行』軟體提供國

內不自駕者的一站式到

位服務；ICE 入口網頁

連結『聰明接駁』軟體，

保證城際與都市交通無

縫串接 

『自動駕駛道路』、

『軌道完全自動化駕

駛』、『基於新型數據

的商業模式』是DB數

位轉型的3大旗艦計畫 

2016年10月加速落實

新的商業模式，未來將

設置『數位長』CDO，

統籌DB所有數位新創

事業與督導數位轉型擴

建計畫 

軌道運輸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2018年底
前投入10
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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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德國聯邦鐵路客貨運4.0升級計畫 

DB 4.0 

 新行動方案與建立商業模式 
 數位化用戶介面與即時資訊 
 生產程序數位化 
 夥伴關係與建立實驗中心 

Mobility 

Logistics 

Infrastructure 

Production 

Environment 

IT 

主要目標4.0 輔助目標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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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Infrastructure 4.0 –數位建造BIM 

 自2016年起DB即使用BIM進行13個橋樑、隧道、車站3D規劃、設計、建造與營運的
大型計畫，並以生命週期計算出各階段所需的時間、成本與風險。一般民眾亦可上網
查詢該計畫的詳細資訊。 

 預計2020年起，德國聯邦交通及數位建設部將根據DB的BIM標準，全面推廣至全德的
大型公共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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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系統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Infrastructure 4.0 –月台導引閃光板 

閃光板模組 月台LED顯示 動態座位資訊顯示 

 由30x30cm，厚度8cm防水、
防塵的面板組合而成。內建
資料傳輸線、微型電腦、控
制器、LED。 

 每塊面板皆可獨立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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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顯示4種符號標識:左箭、
右箭、雙點線、交叉。 

 閃光訊號將依到達列車之長
度、車內乘載人數，即時組
合4種符號，引導乘客至車門
開啟的位置與較不擁擠的車
廂位置。 

 藉由車上電腦與影像監控系
統，可即時傳遞列車車門位
置、車內可提供座位數至閃
光月台LED板。 

 同時傳輸至月台乘客資訊顯
示面板與手機App。 



軌道運輸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Infrastructure 4.0 –數位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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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6年起DB在1,500座車站2,000個更新乘客資訊顯示面板，同時在該站顯示下三
個出發站時間與月台資訊，並提供手機App顯示5,400座車站完整的旅客資訊，包括出
入口、商店、電梯、租車、公共運輸接駁、停車場….等。 

 導入設備管理數位擴建計畫(ADAM)，運用遠端監控系統，對於3,100座電梯、照明、
消防器材、緊急逃生裝置完成物聯網監控。 



軌道運輸系統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Infrastructure 4.0 –應用LoRaWAN遠端監控車站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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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進物聯網通訊系統LoRaWAN，建立DB所有設備物聯網資訊平台，實現無人化、自
動化之遠端監控目標。 

 以車站大鐘為例，目前可從柏林車站同時遠端監控44公里方圓內車站大鍾的運行狀態，
若成效良好，將全面推廣至全德車站大鐘之遠端監控。 



軌道運輸系統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Infrastructure 4.0 - 3D零組件列印 

隧道模型 接線盒 組件模塊 

模板原型製造 
 加速決策支援 
 加速行銷時機 

直接生產製造 
 改善零件報廢 
 改善零件可用性 
 改善停機整修 

零組件模型替代 
 減少工具成本 
 縮短作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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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系統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Infrastructure 4.0 – 無人機應用 

DB無人機 日間沿軌監測 夜間沿軌監測 

 自2015年起DB即開始應
用無人機測試多種功能 

 目前DB依據載重、飛行
時間與應用範圍開發出
12種型式的無人機 

 無人機內建高解析度紅外
線與攝影裝置 

 配合GIS可監控沿線軌旁
的樹木、照明、電力箱、
電塔…等設備 

 亦可將拍攝的數位資料納
入BIM計畫 

 2017年4月DB被准許進
行夜間監控作業 

 可大幅減少夜間巡檢所需
之人力與作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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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DIANA診斷工具可於維
修前提供參考資訊以減少
檢查時間 

 DIANA運用感測設施及
早預測設備汰換機率與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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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 4.0 – DIANA軌道周邊物聯網設備診斷 



軌道運輸系統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Infrastructure 4.0 – Mayday應用平台負責軌道維修溝通 

 現場維修人員
無法即時確認
軌道毀損主因
與解決方案 

 Mayday可連絡線上軌道專家尋
求支援 

 更具效率的解決方案提供(圖片
或影音) 

 提升員工與客戶滿意度 

 軌道工程技師可
詳細提供維修資
訊或額外參考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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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系統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低價共享運輸服務 

自動駕駛車輛商轉 

數位旅行規劃 

Mobility 4.0 – 客製化旅運方案 

 針對不同顧
客的旅次目
的、屬性打
造個人化旅
運方案 

重整旅次規劃程序 

Future Mobility 

Driven by digi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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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系統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Mobility 4.0 - 完整分析顧客經驗指標(UXI) 

整體經驗因素 整體基礎因素 

便利性 

直達性 

個人化 

豐富性 效率 

準點 

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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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系統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Mobility 4.0 – 無人車接駁與聯網車隊 

2017年Bad Birnbach無人小巴接駁 2018年在A8高速公路測試聯網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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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系統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Mobility 4.0 – DB行動開發範例 

DB 
導航 

DB 
線上 
訂票 

DB 
行動票
卡 

DB 
自行
車查
詢 

Qixxit
旅運
規劃
APP 

租車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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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Mobility 4.0 -移動通訊設施建置完善 

 建立列車內部WiFi網路與用
戶登入機制 

 強化外部訊號通訊，如語音、
影像、數據 

 透過列車車輛設計提升行
動通訊接收即時性 

朝向Mobility4.0須先落實技術先決條件與建置項目 

資通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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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Logistics 4.0 - 未來運輸物流關鍵發展  

工作程序數位化 顧客互動 數位平台 電子商務 

資產智慧化 大數據分析 自動化 3D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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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Logistics 4.0 - 三大關鍵研發領域 

自動駕駛 

障礙偵測 

自行診斷 

透過先進自動駕
駛技術遙控列車
運行與監視系統 

藉由先進號誌系
統掌握列車前端
潛在障礙物偵測 

在主要車載監控
設備額外裝設監
測系統確保系統
運行穩定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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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系統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Logistics 4.0 - 資產維運數位化 

智慧列車 
數據偵測 

半自動毀損偵測 
載重智慧 

資產智能中心 

流程優化與自動化 

數據車隊管理 

工作管理系統 機具維修 4.0 

RAM-LCC分析 

狀態基礎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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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Logistics 4.0 - 活化貨運數據應用 

數據產製 創造數據價值 

利用數據 數據再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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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Logistics 4.0 - neXt時刻表協助規劃貨物運輸最佳路徑與抵達時間 

 客戶可直接線上查詢當
下列車路線 

 數據即時同步處理 
 列車貨物軌跡同步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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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人員訓練– 軌道運輸人才培育亦是數位轉型能否成功之鑰 

 軌道運輸安全由
人員(關鍵)、列
車與設施三者構
成 

 軌道人才培育成
本與軌道安全投
資必須平衡 

 與專業證照機構
合作建立完善軌
道人才培訓制度 基礎職業

教育 
車輛 
工程 

駕駛 
訓練 

硬體與列
車運行 

軟體技能與
商業核心 

設施 車輛 

營運 未來運輸系統 

多元運輸系統 

領導項目 管理項目 
管理效能 
項目 

執行專業 
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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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軌道運輸數位轉型之關鍵項目1 

跨運具平台 友善操作介面 數據管理 

建置跨運具整合資

訊平台 

提供合作夥伴便於

介接之協定 

強化使用者操作介面 

提升物聯網互動體驗 

 

 開發新的商業模式與產品 

平台數據與列車管

理數據須完善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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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軌道運輸數位轉型之關鍵項目2 

自動列車運行 先進分析技術 夥伴關係 

強化4G LTE通訊 

完全無人駕駛 

節省列車運行成本 

加強各傳感器資料

建置 

數據預測模式開發 

節省維修成本 

 數位化核心營運 

建立軌道運輸產業

生態系統 

降低對特定軟硬體

供應商之依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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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軌道運輸數位轉型之關鍵項目3 

人才培育 組織變革 敏捷思維 

積極招募數據分析

與工程人員研發數

據分析技術 

需針對軌道運輸不

同需求調整專屬的

解決方案開發單位 

 建立健全的內部數位轉型基礎 

軌道營運者須轉向

敏捷的解決方案開

發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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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數位轉型之機會 

◎ 導入無人化、自動化可減少人力 

◎ 運用數位科技強化使用者體驗 

◎ 吸引投資加速AI技術研發 

◎ 實現軌道運輸整合之單一平台 

◎ 即時數據分析之加值應用 

◎ 精準監控下之軌道運輸安全 

◎ 激發創新事業，重新定義商業模式 

◎ 台灣AIoT科技產業之優勢 

◎ 即將啟動之前瞻軌道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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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運輸之數位轉型面臨諸多挑戰 
1 2 

4 

數據資料的連續
性與可用性 

員工是否具備新數
據科技的能力 

數據資安防護與
備援 

落實新科技的高成本 

3 

日常營運複雜度增加 

營運者對於新投資的高度期待 

系統的互通性尚未完善 

新科技對於其他部門商
業模式的威脅 

保守主義與產業窠臼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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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流 

People Flow 

資訊流 

Information Flow 

物流 

Commodity Flow 

服務流 

Service Flow 

PICS 

活動流 

Activity  

Flow 

關係流 

Relationship Flow 

想法流 

Thought Flow 

情感流 

Sentiment 

Flow 

ARTS 

Old  3S 

Speed 速度 
Space 空間 
Service 服務 

New  3S 

Story 故事 
Surprise 驚奇 
Super service 超級服務 

 
流動(Flow)趨勢 : 從圖像(PICS)到藝術(ARTS)   From PICS to ARTS 
 

企業數位轉型之流動趨勢與服務新內涵 

Old 3S transform into New 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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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 

Ecology 

共享 

Sharing 

融合 
Fusion 

 跨界 
Crossover 

數據 
Data 

創新 
Innovation 

價值 

Value 

競爭 

Competition 

顧客 

Customer 

External Transformation 

科技組合 
Technology 

Portfolio 

  永續 

Sustainability 

Internal Transformation 企業數位轉型之內外部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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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Aboard 
Next Stop: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