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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手冊 

一、計畫緣起 

近來國內建築物昇降保養維修不當致傷亡事故頻傳，且昇降設備超齡使用普遍，各

式昇降設備之數量亦有逐年增加趨勢，建築主管機應加強建築物昇降設備之設置及檢查

管理機制落實執行。 

因應物聯網及智慧科技等新技術之發展，國內外電梯業者也嘗試使用 ICT 及 AIoT

等技術應用於昇降設備的遠端監控管理。本所 109 年辦理「建築物昇降設備導入遠端監

控技術可行性及推廣計畫」完成彙整國內外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發展資料、建

築物昇降設備導入遠端監控技術應用需求分析、可行性評估，並與建築師等相關公協會

合作，辦理專家諮詢會議座談及辦理推廣活動，將建築物昇降機設備遠端監控及設備故

障預測等技術介紹給相關專業從業人員。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計畫採用文獻研究、現場調查與專家訪談分析、專家諮詢會議、「建築物昇降設

備遠端監控技術手冊」(草案)及應用推廣活動等方法，進行建築物昇降設備篩選具有可

行性之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就發展遠端監控與現行檢查制度進行差異分析，據以提

出技術架構及硬體需求。依據以上調查分析結果，研訂「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

手冊」(草案)，供昇降機設備業者、建築師、建築投資業者自主導入遠端監控技術參考；

另召開產官學研界諮詢會議，參酌其意見修訂草案。本計畫並與相關公協會合作辦理「建

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手冊」(草案)及應用推廣活動 1 場，將前揭手冊草案介紹給

專業從業人員，並蒐集看法及建議，參酌外界意見修訂草案內容。 

三、重要發現 

A.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可分為下列六項： 

(1) 感測設備。 

(2) 監視設備。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應用推廣計畫 

viii 

(3) 傳輸設備。 

(4) 運算設備。 

(5) 控制設備。 

(6) 資料儲存設備。 

B. 建築物昇降設備執行遠端監控技術後： 

(1) 對昇降設備維修單位能節省維修保養的項目及時間。 

(2) 能減低專業人員短缺的問題。 

(3) 對於昇降設備的使用者，有機會在使用功能不變的前提下，減低花用的維修費

用、減少設備故障的機會、縮短因故障縮需花費等待的時間。 

(4) 對整個昇降設備相關族群有正面的意義。 

C. 在「建築物昇降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的＜B–23＞「建築物昇降機安全檢查表」

中，共有 71 個檢查項目、七大類別，有下列 18 種檢查項目可以經由檢視遠端監

控技術每天蒐集的運作數據，來判別其運作是否正常，以取代現場的檢查工作： 

(1) 主電源斷路。 

(2) 昇降設備速度異常致調速機超速開關作動。 

(3) 車廂煞車裝置作動異常。 

(4) 主機煞車器作動異常。 

(5) 控制盤控制系統主要安全迴路異常。 

(6) 車廂門(內門)開閉異常。 

(7) 車廂超載裝置作動異常。 

(8) 車廂安全迴路異常。 

(9) 昇降路頂底部極限開關異常。 

(10) 乘場門(外門)開閉異常。 

(11) 機坑內安全迴路異常。 

(12) 油壓系統壓力異常(油壓式適用)。 

(13) 車廂門(內門)檻與乘場門(外門)檻高低落差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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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車廂上下運行超過設定時間。 

(15) 主鋼索異常鬆弛(油壓式適用)。 

(16) 發生火災未能啟動車廂召回避難樓層功能(緊急用升降機及乘場門具防火性能

適用)。 

(17) 工作平台開關被啟動(無機房式適用)。 

(18) 停電時是否已啟動就近樓層停靠功能。 

四、建議事項 

建議一 

辦理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服務模式研究：中長期事項。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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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Building, Elevator Equipment, Remote Monitoring, Technical Manual of 

Remote Monitoring for Building Elevator Equipment 

 

I. The origin of the plan 

Recently, accidents of injuries and deaths caused by improper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buildings in Taiwan have been frequent, and the use of over-aged elevator equipment is 

common. The number of various types of elevator equipment is also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 construction supervisor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stallation of building elevator equipm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spect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In response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smart technology, domestic and foreign elevator companies have also tried to use ICT and 

AIoT technologies for remot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of elevator equipment. In 2020,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has completed the “Feasibility and 

Promotion Plan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Remote Monitoring Technology for Building Elevator 

Equipment” project. We have compiled data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mote monitoring 

technology for building elevator equipment at Taiwan and foreign countries. The application 

demand analysis and feasibility evaluation of the remote monitoring technology for building 

elevator equipment has been completed. We cooperate with architects and other relevant 

public associations to handle expert consultation meetings and promotion activities, and 

introduce technologies such as remote monitoring of building elevator equipment and 

equipment failure prediction to relevant professional practitioners. 

 

II. Research method and process 

This project adopts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search, on-site investig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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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 interview analysis, expert consultation meeting, "Technical Manual for Remote 

Monitoring of Building Elevator Equipment" (draft) writing, and application promotion 

activities. The technology that has the feasibility of remote monitoring of building elevator 

equipment is screened. We analyz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remote 

monitoring and the current inspection system to propose technical architecture and hardware 

requirements. Based on the abov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results, the "Technical Manual 

for Remote Monitoring of Building Elevator Equipment" (draft) was developed as reference 

for lift equipment operators, architects, and construction investors to independently introduce 

remote monitoring technology. We held a consultation meeting for the industry, government, 

academia, and research circles to revise the draft based on their opinions. This project also 

cooperates with relevant public associations to handle the “Technical Manual for Remote 

Monitoring of Building Elevator Equipment” (draft) and one application promotion event. 

Introduce the draft of the pre-discovered manual to professional practitioners, collect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and revise the content of the draft based on external opinions. 

 

III. Important findings 

A. The remote monitoring technology of building elevator equip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six items: 

(1) Sensing equipment. 

(2) Monitoring equipment. 

(3) Transmission equipment. 

(4) Computing equipment. 

(5) Control equipment. 

(6) Data storage equipment. 

B. After the building elevator equipment implements remote monitoring technology: 

(1) Save maintenance items and time for elevator equipment maintenance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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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an reduce the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s. 

(3) For users of elevator equipment,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to reduce the maintenance 

cost, reduce the chance of equipment failure, and shorten the waiting time due to 

the failure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same function. 

(4) It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entire related group of elevator equipment. 

C. In the "Building Elevator Equipment Installation and Inspec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Building Lift Safety Checklist" in <B-23>, there are 71 inspection items 

and seven categories. The following 18 types of inspection items can be inspected. The 

operation data collected by the end monitoring technology every day can be used to 

judge whether its operation is normal or not, so as to replace the on-site inspection 

work: 

(1) The main power supply is disconnected. 

(2) The abnormal speed of the elevator equipment causes the overspeed switch of 

the governor to act. 

(3) Abnormal operation of the compartment brake device. 

(4) Abnormal operation of the main engine brake. 

(5) The main safety circuit of the control panel control system is abnormal. 

(6) The car door (inner door) opens and closes abnormally. 

(7) Abnormal operation of the compartment overload device. 

(8) The safety circuit of the carriage is abnormal. 

(9) The limit switch at the bottom of the elevator road is abnormal. 

(10) The gate (outer gate) opens and closes abnormally. 

(11) Abnormal safety circuit in the pit. 

(12) Abnormal pressure in hydraulic system (applicable to hydraulic type). 

(13) The heigh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reshold of the carriage door (inner door) 

and the entrance door (outer door) is too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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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The carriage runs up and down for more than the set time. 

(15) Abnormal slack of the main steel cable (applicable to hydraulic type). 

(16) Failure to activate the function of recalling the evacuation floor in the car in the 

event of a fire (applicable to the fire protection performance of emergency 

elevators and gates). 

(17) The work platform switch is activated (applicable to machine-roomless type). 

(18) Whether the nearby floor stop function has been activated when the power is 

off. 

 

IV. Suggestions 

Suggestion I 

Handle the research on the service mode of remote monitoring of building elevator 

equipment: Medium and Long-term matters. 

Organizer: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Ministry of Interior. 

Co-organizer: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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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及目標 

壹、 計畫緣起 

隨著物聯網、機械學習及智慧機械等新技術之發展，產業界開始探討昇降設備遠端

監控技術之應用。國內、外已有部分技術被商品化並上市，開啟了以物聯網、大數據及

人工智慧科技輔助專業技術人員進行維護保養及檢查的時代。由於新技術實現以有限經

費，大幅提昇檢查頻率，改善傳統建築物昇降設備檢查頻率及運轉資料記錄有限，難以

察覺故障前兆之不足，因而提高昇降設備使用的安全性。甚至可應用所蒐集的大數據，

結合機械學習技術發展設備故障預防技術，在設備事故未發生前就加以防範。 

國內研發遠端監控技術已達一定之水準以上，遠端監控技術結合物聯網(IoT)技術為

目前採用較多之方式，將設定所需發報的資訊，自動收集、記錄昇降設備故障、運行狀

態、使用頻率…等資訊，發報給雲端伺服器或是專業廠商之中央管制中心，透過數據分

析發出必要之訊息於必要人員之警報裝置、行動裝置或類似可接收訊息之裝置上，讓專

業技術人員或管理人可採取預防或立即性之對策。當然若是涉及立即性危害的訊息，會

立即發送即時訊息於必要人之受信裝置上。專業技術人員可於受信裝置上，得知故障或

危害狀態、處理程序及相關應採取之措施。 

目前依照建築法七十七條之四依法設置並取得使用許可證昇降設備，內政部已建置

「昇降設備/機械停車設備使用許可證全國連線交換系統」，本系統依主管機關、檢查機

構、維護廠商、一般民眾分設登入權限，昇降設備及機械停車設備依規定必須將竣工檢

查、年度安全檢查、檢查相片、每月維護保養記錄等相關資料上傳至本系統，或許可以

依此建置模式導入遠端監控技術於同一系統，或另建置單獨系統。 

根據 109 年「建築物昇降設備導入遠端監控技術可行性及推廣計畫」成果報告，得

知目前國內建築物昇降機對於導入遠端監控是未來的趨勢。遠端監控設備涉及到各家廠

牌問題，同一棟建築物社區可能會有不同廠牌的電梯，針對不同時期的電梯需整備的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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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監控軟硬體設施，會有不同的提升方案，以期獲得相同的遠端監控功能。研擬通用化

遠端監控一個標準規格的方式，將對新舊電梯設備去訂定通用化標準規格。既有昇降設

備新增遠端監控裝置，依目前國內各家專業廠商的研發技術，只要增設控制系統與遠端

監控裝置間之訊號通訊格式及裝置、發報裝置、網路或通訊裝置即可達到遠端監控技術

之功能。 

昇降設備導入遠端監控之目的，原則上是以提升昇降機整體安全品質為主，減緩人

力需求為輔。因此，篩選具有可行性之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就發展遠端監控與現行

檢查制度進行差異分析，據以提出技術架構及硬體需求。研訂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

技術手冊(草案)，供昇降機設備業者、建築師、建築投資業者自主導入遠端監控技術參

考；另召開產官學研界諮詢會議，參酌其意見修訂草案。與相關公協會合作辦理推廣活

動 1 場，將前揭手冊草案介紹給專業從業人員，並蒐集看法及建議，參酌外界意見修訂

草案內容。 

貳、 計畫目標 

本計畫辦理「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應用推廣計畫」，係延續前期計畫，擴

大向相關產業推廣具有可行性之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相關內容包括： 

一、 調查分析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需求 

篩選具可行性之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就發展遠端監控與現行檢查制度進行差異

分析，據以提出能執行部分現行「建築物昇降機安全檢查表」檢查功能的技術架構及硬

體需求。 

二、 研訂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手冊草案 

依據上述建築物昇降設備發展遠端監控與現行檢查制度之調查分析結果，研訂建築

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手冊草案，以供昇降機設備業者、建築師、建築投資業者在導

入遠端監控技術時作參考；另召開產官學研界諮詢會議，針對本計畫提出之技術手冊草

案，參酌委員之意見來修訂草案之內容。 

三、 辦理應用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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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訂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手冊草案並經專家建議修正後，與建築物昇降

設備相關之公協會等單位合作，辦理推廣活動 1 場，將上述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

術手冊草案介紹給建築物昇降設備專業從業人員，並蒐集專業從業人員之看法及建議，

參酌彙整各方提出之意見修訂草案內容。 

第二節 研究流程 

本計畫主要透過結合產業、學術單位等單位，採用文獻研究、專家訪談與現場調查

分析、專家諮詢會議、辦理技術應用推廣活動，以完成計畫之執行，其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 

壹、 研究方法 

本計畫採用文獻研究、調查與專家訪談分析、專家諮詢會議及應用推廣活動等方

法，編制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手冊草案，以做為進行我國既有昇降設備導入遠

端監控技術性參考，並與建築師公會、電梯協會等相關公協會合作辦理推廣活動，將建

築物昇降機設備遠端監控、設備故障預防等新技術推廣給建築師等專業從業人員作參

考。 

貳、 文獻分析 

本團隊蒐集探討國內外建築物昇降設備之研究，及導入遠端控制技術相關課題，包

含彙整國內外目前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發展的現況，來彙整建築物昇降設備導

入遠端監控技術之基本軟硬體架構及控制運作機能。 

參、 昇降機現況及遠端監控技術調查與分析 

蒐集探討國內外新舊建築物昇降設備之使用及運作現況，及導入遠端控制技術之相

關課題。工作內容包含彙整國內外目前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發展的情形，分析

基本硬體架構、遠端監控通訊設施及控制軟體之運作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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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專家訪談及現場參訪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

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彙整主管機關、專家學者資料提出
看法及修正意見

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

辦理技術應用推廣活動

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繳交成果報告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
手冊草案之撰寫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計劃整理） 

肆、 專家訪談分析 

依研究蒐集之國內外目前建築物昇降設備現況及導入遠端監控技術發展的資料，並

依據不同類型建築物之昇降機設備，彙整專家訪談分析，以提出補充及修正意見，期彙

整出周詳、完備之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發展資料及標準。 

伍、 專家諮詢會議 

依研究彙整了專家意見的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發展資料及標準，邀請與本研究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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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有關之主管機關、專家學者、設施製造及使用廠商、遠端監控技術專業業者等舉辦專

家諮詢座談會，以針對「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手冊」之彙整資料提出看法及修

正意見。 

陸、 辦理技術應用推廣活動 

本研究團隊將在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指導下，與建築師公會、電梯協會等相關公協會

合作辦理推廣活動一場，針對「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手冊」，新技術介紹給建

築師等專業從業人員，並蒐集業界的看法及建議。 

第三節 進度說明 

本計畫各項工作期程安排如表 1-1 所述： 

表 1-1「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應用推廣計畫」預定工作進度表 

月次 

工作項目 

第 1 

個月 

第 2 

個月 

第 3 

個月 

第 4 

個月 

第 5 

個月 

第 6 

個月 

第 7 

個月 

第 8 

個月 

第 9 

個月 

第 10 

個月 
備註 

擬定研究目標與內容            

調查分析建築物昇降

設備遠端監控技術需

求 

           

昇降設備遠端監控

技術資料蒐集 
           

專家訪談與調查訪

談結果分析 
           

專家諮詢會議            

期中報告            

研訂建築物昇降設備

遠端監控技術手冊草

案 

           

技術手冊書寫案例

研究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

端監控技術手冊之

撰寫 

           

專家諮詢會議            

辦理應用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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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第 1 

個月 

第 2 

個月 

第 3 

個月 

第 4 

個月 

第 5 

個月 

第 6 

個月 

第 7 

個月 

第 8 

個月 

第 9 

個月 

第 10 

個月 
備註 

期末報告            

成果報告            

預定進度(累積數) 10 20 30 40 50 65 75 85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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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彙整分析 

第一節 昇降設備安全及保養檢查 

壹、 建築物昇降設備安全檢查法源 

依照「建築物昇降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第五條昇降設備安全檢查頻率，規

定如下： 

一、 昇降送貨機每三年一次。 

二、 個人住宅用昇降機每三年一次。但建築物經竣工檢 查合格達十五年者，每年

一次。 

三、 供五樓以下公寓大廈使用之昇降機每二年一次。但建築物經竣工檢查合格達

十五年者，每年一次。 

四、 前三款以外之昇降設備每年一次。但建築物經竣工檢查合格達十五年者，每

半年一次。 

貳、 建築物昇降機安全檢查表內容 

根據<B-23>「建築物昇降機安全檢查表」，昇降設備之運轉、操作及維護事宜，並

訂定量測、記錄、保養及檢修相關標準，以期達到能源使用合理化之目的，如表 2-1 所

示。 

根據內政部 104.11.26 台內營字第 1040816864 號令訂定「建築物昇降設備組件耐用

基準參考表」，自 105.1.1 生效，如表 2-2 所示。 

參、 昇降機保養的必要性 

昇降機是需經常保持安全與舒適狀態的垂直交通工具。昇降機係由電子、電氣與機

械等多種科技組合而成的精密機械裝置，定期保養才能維持整體設備恆久如新及精密的

機能。作為大樓內的垂直交通工具，每日無數次載送乘客往返不同樓層，為了公共安全，

使電梯保持在最佳狀態可說至關重要。定期保養能避免維修的遲延，盡早進行適當的處

置，提高電梯的使用壽命。如圖 2-1 所示，顯示出無保養、故障叫修與定期保養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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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B-23>建築物昇降機安全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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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建築物昇降設備組件耐用基準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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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昇降機性能曲線圖[1] 

肆、 昇降機八大工作系統 

以工作系統則可以分為曳引系統、導向系統、機廂、門系統、平衡系統、驅動控制

系統、操作控制系統、安全保護系統等八大系統[2]。 

一、 曳引系統 

產生和傳遞動力，使電梯上落。組成：電動機、鋼纜、纜輪、導向輪、反繩輪。 

二、 導向系統 

限制機廂和對重在特定範圍穩定地移動。組成：導靴、導軌、導軌架。 

三、 機箱 

機廂用以承載乘客或貨物上落。組成：機廂框架、機廂、秤重裝置。 

四、 門系統 

分隔層站、機箱、井道，防止意外發生。組成：內門板、外門板、門導軌、地砵、

門鎖、內外門連動裝置、開門機(內門)、保險刀、光學感應、自動關門裝置(外門)。 

五、 平衡系統 

對重平衡機廂重量及負載，減低電動機負荷。組成：對重、補償纜/鏈。 

六、 驅動控制系統 

提供電力予電動機，驅動昇降機及控制其速度。組成：供電系統、驅動箱、電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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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操作控制系統 

提供昇降機電氣方面所需功能，如接收訊號、控制、與其他昇降機溝通等。組成：

控制櫃、選層器、位置傳感器、人手控制箱等。 

八、 安全保護系統 

針對不同安全風險而設，保證昇降機安全使用，防止任何傷亡或嚴重事故，速度距

離限制：限速器、安全鉗、緩衝器、鋼纜制動器、安全限位感應器，其他安全線路：緊

急停掣、秤重裝置、電動機過荷保護、相序保護、斷纜掣、救生窗掣，安全相關部件：

警鐘、對講機、安全碰邊等。 

伍、 昇降機速度分類 

概括而言，昇降機速度沒有標準的定義，但大致可劃分四款：低速、中速、高速、

超高速如圖 2-2 所示[2]。 

 

圖 2-2 昇降機速度分類[2] 

一、 昇降機驅動方式分類 

現時各昇降機均以電力所驅動。最普遍的驅動方式如下列[2]： 

(一) 曳引式 

大多數昇降機的驅動方法。鋼纜一端連接機箱，另一端連接對重，中段則包在

驅動輪上。鋼纜是透過和驅動輪上纜槽的摩擦力固定，為了加強摩擦力，會用

特別設計的纜槽，或加入一些滑輪來加強摩擦力，有些昇降機(如部份無機房

機種)更會使用特別設計的鋼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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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油壓式 

這種昇降機是美國 Dover 的發明(已由 Thyssenkrupp 收購) ，這款昇降機的成

本低、機房位置彈性大，但速度緩慢，最高只能爬升 20m，而且耗電量高，只

能適用於部份短距離運輸。 

(三) 鼓輪式 

與曳引式昇降機相似，但多數不設對重，鋼纜一端被固定在驅動輪上，由於安

全問題，只用於如食物昇降機之類的小型機。 

(四) 爬行式 

常用於建築工地上的臨時昇降機，昇降機驅動機器為機箱的一部份，機箱直接

在鋼軌上爬升。但有昇降機製造商研究，這種昇降機能否取代一般曳引式昇降

機。 

二、 昇降機操作控制方式分類 

在電梯自動化後，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繼電器控制、集成電路控制[2]。 

(一) 繼電器控制 

在九十年代前的電梯，主要透過數十個繼電器(Relay)控制電梯不同功能。早期

有集選電梯(下行/上下行)、若兩台電梯共用一組層站按鈕，則稱為聯控電梯。

聯控電梯的兩個控制櫃所負責的功能未必相同，故有分成主機和副機。 

(二) 集成電路控制 

當集成電路(IC)發展，電梯也開始走向電子模組化，利用不同負責不同範疇的

電路板取代大部份繼電器，從而增加更多功能、也提升可靠性。隨時代進展，

集成電路更可使電梯有不同群控、智能控制功能。 

(三) 昇降機的群控系統 

隨著高樓的迅速發展，昇降機在建築物內已是不可或缺的設備，而且在樓宇內

也可能有多於一部昇降機，以應付建築物內的人流。若果在同一樓宇內有兩台

放置在不同地方的昇降機，又或是放置在一起但昇降機訊號互相獨立的話，只

會白白浪費昇降機的效能，且使運送效率下降。此時，適當的昇降機群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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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便顯得格外重要[3]。 

第二節 昇降機遠端監控方式和技術與原理 

壹、 昇降機遠端監控之智慧邊緣運算 

電梯設備組成十分精密複雜，包含機械組件、大型電機、變速箱、滑輪、砝碼，以

及電氣迴路等，電梯在每天被大量使用情況下，極可能因零件耗損，突然發生停機故障。

目前電梯系統維護大多採行定期巡檢或是故障叫修方式，但一般電梯設備管修業者須同

時管理數千台電梯，業主為了保證電梯運行的穩定與可靠性，需耗費大量人力巡檢成本

[4]。 

工業電腦大廠研華日前協助電梯業者導入邊緣智慧裝備解決方案，建置電梯裝置遠

端監控管理平台，讓業者可透過中央管理平台，即時掌握全球各地電梯運行狀態，並可

依照各電梯回傳數據，優先針對數據異常及達到檢修使用時數電梯，提供主動預防維

護，業者可經此節省營運成本支出，同時降低突發性停機意外發生[5]。 

從雲端運算、工業物聯網（IIoT）、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到 5G 網路，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可說是在異中求同的 IT 環境與運算技術的擴充與延伸中，不可或缺的關鍵

技術之一。邊緣運算是一種分佈式網路架構，讓數據可以在更接近其來源的地方進行處

理和分析，將運算、儲存和網路頻寬等資源移到盡可能靠近用戶（或端點）的位置，來

減輕頻寬限制並減少數據誤差與傳送延遲。工業企業（Industrial Enterprises）紛紛轉向

邊緣運算，以達到節省網路頻寬、促進營運安全、提升數據傳輸效率及降低組織成本等

目的，邊緣運算可望成為一種「基礎技術」，2022 年將有高達 90％的工業企業採用[6]。 

隨著網路將工業環境串聯得更為緊密，邊緣運算將成為重要樞紐，管理企業的自動

化設備與遠端資設備監控之外，同時處理在設備、自動化機器人、自駕車和智慧工廠中

的數據存取與流量管理，有助於大型企業和電信服務商建置工業物聯網來部署企業專用

無線網路，加速工業 4.0、自動化採礦、精密農業、智慧醫療、智慧零售等新興技術的

發展[6]。 

由經濟部技術處支持、工研院技術團隊開發智慧邊緣運算技術，將未來的雲端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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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分三層，最上層是傳統的中央雲（Central Cloud），中間層的行動邊緣雲（Mobile Edge 

Cloud），以及距離使用者最近的霧運算裝置（Fog Computing Device）組成的雲。此三

層雲架構的分布範圍將由大到小，來滿足不同用戶端的雲服務使用需求，例如屬於低延

遲需求的服務，未來可以先緩衝在行動邊緣雲和地面雲來處理，並由中央雲負責做為後

勤支援，只有少數情況下才全權由中央雲接手，例如，網路延遲容忍度較高、大資料庫

需求或是用於網頁的網路服務[7]。 

目前完成之霧運算技術有：寬頻多跳無線中繼網路技術、霧運算軟體平台、分散式

負載平衡運算、遠端控制管理軟體等多項技術，構建了智慧霧運算應用平台，可讓受限

計算儲存資源限制的行動終端，透過結合邊緣霧運算，來實現超低延遲、低成本靈活布

建、安全高效能的多元創新服務[7]。邊緣運算之相關說明如下： 

一、 技術特色 

(一) 結合寬頻無線中繼網路與自動連線軟體模組，可快速佈建，且大幅節省有線

骨幹網路建置與維運成本。 

(二) 具備網邊緣霧運算能力，本身就具有資料收集、運算、儲存與提供服務的功

能，不需傳回後端資料中心。 

(三) 以分散式協作/網路封包傳輸控管，將大的運算負載分割交由相鄰霧裝置一同

分攤，來提昇運算、傳輸、分析效能，可顯著加速處理效率降低延遲，提供

即時順暢的使用經驗。 

(四) 提供虛擬化技術的遠端映像檔(Image)/容器 (Container with Docker)虛擬技術

管理。 

(五) 利用 Blockchain 技術設計分散式高安全性 D2D (Device to Device 

Communication)中繼分散式認證與安全加密機制。 

二、 技術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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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Wi-Fi 技術規格[7] 

三、 應用範圍 

邊緣運算包含環安監控霧運算、智慧溫室霧運算、AR/VR 導覽霧運算、智慧工廠

霧運算、無人載具霧運算、智慧展場等。 

貳、 電梯裝置遠端監控管理平台 

為降低電梯安全事故發生率，提高電梯執行安全等級，集合了電梯控制技術和物聯

網技術的電梯智慧監控平臺系統，正在大幅度地走進人們的視線。對該平臺而言，軟體

系統的設計至關重要，它涉及到電梯遠端監測的工作模式、電梯故障時的反饋機制、對

電梯維保人員的考核以及政府部門的監管等方面[8]。 

電梯裝置中的遠端監控系統，可以在電梯實際的執行過程中進行 24 小時的動態監

控。這有利於電梯工作人員可以及時、正確的掌握電梯的運作執行情況。而故障報警功

能則是根據系統所收集的相關資訊，自動化進行深入的評估以及判斷，並將不同的評估

結果向工作人員發出報警的訊號，提醒工作人員應該注意各系統的反應及可能安全問

題。透過這種機制可保障電梯的執行品質，以降低電梯裝置安全事故的發生機率，相關

說明如下所述[8]： 

一、 電梯運作狀態遠端監控 

(一) 可採集電梯的運作狀態，包括正常、故障、困人、保養、修理、檢驗等。 

(二) 可採集梯廂的移動方向，包括上行、下行、平層。 

(三) 可採集電梯的速度。 

(四) 可採集電梯當前層站、電梯廂門的開/閉、電梯的使用電源及交流電是否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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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可採集電梯梯廂內有無人員，並監測電梯的運作狀態，包括正常、故障和網路

運作狀態。 

(六) 遠端監控梯廂內的影片影像。 

二、 電梯遠端監視資料 

透過安裝在電梯梯廂內的電梯物聯網智慧終端裝置，雲端平臺能夠遠端檢視電梯轎

廂內的影片，影片監視功能能夠實現實時瀏覽、歷史錄影等功能。 

(一) 遠端瀏覽 

能夠檢視電梯轎廂內全景實時影片監視資訊。 

(二) 歷史錄影 

能夠通過後臺軟體呼叫電梯物聯網終端的歷史錄影資訊，根據電梯物聯網終

端記憶體儲卡容量的大小，需能夠儲存 5-10 天的歷史錄像資訊。 

三、 電梯故障遠端監測報警 

根據電梯物聯網採集電梯執行資料進行智慧化分析，對電梯故障進行判別，將電梯

故障在電梯應急處置平臺提示告警，電梯應急處置平臺根據核實啟動三級應急響應，並

將資訊實時傳送給簽約維護保養單位技術人員，及時進行維修處理。電梯執行遠端監測

系統可監測區外停梯、執行中開門、衝頂、蹲底、超速、斷電、到達平層不開門、手動

報警、反覆開關門、執行超時、到達平層不關門、開門走梯、困人、緊急呼叫等故障型

別。 

四、 遠端維護服務 

遠端維護服務是一項提供給顧客的新服務，是在既有的維護服務上，附加運用維護

系統的遠端監視／遠端檢查技術。將來擬實現遠端診斷或藉由大數據讓 AI 分析、學習

所累積而來的數據，基於電梯的使用狀況，預測最適宜的保養時程，以及維持電梯機能

所需的修理內容及時期，帶來「預知保全」的維護服務。遠端維護服務是在由人員進行

檢查、保養維護等維護檢查的既有服務之外，加上「遠端監視」、「遠端檢查」、「遠端檢

查報告」等服務，可在電梯不停機的狀態下以遠端連續檢查。這是一項新的維護服務，

是由專業技術人員運用這些系統配合早期故障修復、預防維護、運轉數據以提出各項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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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議方案。 

五、 遠端維護服務的架構圖 

遠端維護服務的架構圖如圖 2-4 所示，遠端維護服務系統的服務功能及說明如表 2-3

所示。 

 

圖 2-4 遠端維護服務架構圖[8] 

表 2-3 遠端維護服務系統[8]  

服務功能 說明 

遠端監視 自動通報電梯異常的功能。專業技術人員根據通報內容，迅速

因應予以復原。復原後並向顧客提出記載設備檢查結果的「遠

端檢查報告」，告知監視結果。 

遠端檢查 紀錄一年 365 天每天 24 小時連續檢查電梯的運轉狀態。本功能

能診斷、自動通報異常發生前的預兆（異狀），讓專業技術人員

於故障前及早應對。 

遠端檢查報告 每個月從遠端取得電梯運轉、檢查數據，經由工程師分析數據，

向顧客提出「遠端檢查報告」。 

使用狀況報告書 每 3 個月從遠端取得電梯運轉數據，向顧客提出「使用狀況報

告書」。 

直接通話（選購） 收到人員受困梯廂內及無法使用的故障時，可從電梯箱內和管

理公司的資訊中心進行雙向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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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物聯網結合昇降機應用發展 

一、 物聯網介紹 

近年來物聯網技術被頻頻提及，但物聯網技術對大部分人卻不都很清楚。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技術是新一代資訊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從兩個方面對它進行

解釋說明： 

(一) 物聯網的核心和基礎仍然是互聯網(Internet)，所以物聯網是在互聯網基礎上的

延伸和擴展的網路。 

(二) 物聯網的用戶端擴展到了任何物品與物品之間，在它們之間可以進行資訊交換

和通信。 

物聯網其實是互聯網的應用拓展，從長遠來看，應用創新是物聯網發展的核心，以

用戶體驗為核心的創新，則是物聯網發展的靈魂。物聯網技術應用於電梯行業的探索，

其實從幾年前就已經開始。但近幾年才漸漸進入實踐階段。 

二、 遠端昇降設備的維修保養 

一般昇降設備在安裝完成交給客戶使用後，為了確保使用的安全，都會委請昇降設

備公司執行保養維護工作，以確保客戶使用之安全。以一般營運時間較長之昇降設備供

應商，因服務時間已久，其服務之客戶昇降設備數量動輒超過數千部，導致維護範圍廣

大，維修備料與人力調度效率成為市場競爭的一大挑戰。  

要有效率管理昇降設備、調度資源，得突破兩大瓶頸：需有平臺執行遠端監控裝置

與中央管理中心處理各昇降設備傳回之運作資訊。要建置這個整合系統，有四件工作須

處理[9]： 

(一) 資料採集：在昇降設備安裝感應器，蒐集控制系統、剎車系統和馬達之運作資料，

於機房安裝物聯網閘道器，以有線或無線通訊設備彙集感測器資料，物聯網閘道

器再將各蒐集的資料，透過網路上傳遠端後台伺服器。  

(二) 雲端運算：透過整合過之物聯網平臺，使用架構標準化之元件掌握各處昇降設備

資料，再透過雲端運算來開發預防性維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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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持續最佳化：串連各地昇降設備及集中式管理系統，以大範圍、長距離、分散設

施的遠端監控管理各地昇降設備的運作狀況，達成多元設備資料擷取及整合式集

中管理之境界。 

(四) 資料安全：須設法確保設備端與伺服器端資料安全，以保障用戶及業者重要商業

機密。 

三、 IoT 在設施管理方面的應用 

IBM 曾提出組織面臨如何在資產生命週期中將資產價值最大化的挑戰，並指出資產

管理中設施維護可分為三個階段：矯正維護(在發生問題或故障之後再進行修復)、預防

性維護(根據經驗執行排程修復)、預防性維護(在資產資料指出即將故障時進行修復)，

並強調預防性維護將有助於避免服務中斷並提高生產力、降低維修的成本和複雜性、管

理備用零件物料及庫存、延長資產壽命等，最終提高利潤[9]。 

國際研究機構 IoT Analytics 更指出導入預防性維護的投資報酬率高，預計能使維護

成本降低 10-50％，此外，投入預防性維護的公司數量已大幅成長，自 2017 年至 2019

年共成長了 2 倍，且數據分析佔整體預防性維護技術的經費比例逐漸上升，預估 2024

年，預防性維護的市場規模將成長 39%[9]。 

➢ 澳洲珀斯皇冠大廈飯店  

澳洲珀斯皇冠大廈飯店(Crown Towers Perth)於 2016 年以近 5 億美元建造的六星

級豪華酒店，有 500 間客房及西澳洲最大泳池的渡假村。由於擁有非常多設施，因此設

施管理經理須具備資產知識和工作訂單管理能力來分配設施修復的問題與資源。對於設

施管理經理而言，做好完善的設施管理相當有挑戰性，因此，珀斯皇冠大廈飯店為協助

員工順利且有效率地完成設施管理，引進 Honeywell Forge 數位化維護服務，透過該軟

體能即時掌握設施和資產的性能狀態，尤其關鍵設備問題的重要資訊，進而加速設施管

理經理的決策效率。此外，系統也可透過掌握各建築物設備(如 HVAC、電梯等設施) 能

源消耗模式，並自動調整到最佳節能設定。透過 Honeywell Forge 數位化維護服務(圖

2-5)，珀斯皇冠大廈飯店可即時維護耗電設施零組件，1 年減少 9%電力，更因即時維

護設施，設施性能提高並增加 3%的環境舒適度。此外，透過系統主動尋找應維護的部



第二章 文獻彙整分析 

21 

件，減少 90%飯店每年訂定無效的維護計畫[9]。 

 

圖 2-5 澳洲珀斯皇冠大廈飯店設施管理的 AIoT 應用[9] 

Honeywell Forge 運作方式係透過於各項建築設備加裝感測器，擷取建築物營運數

據，例如空氣品質、監控視訊設備、暖通空調及其他設備等，將蒐集的各種運作資訊傳

送到雲端，並且引入外部資訊如收費表(電費、瓦斯費)、氣候資訊(溫度、溼度)，透過

預先建立的預測模型進行交叉運算比對，並且可透過機器學習讓預測模型不斷修正，進

而提供更精確的自動控制、警示通知與分派服務[9]。 

四、 AIoT 在安全防災方面的應用 

在國際智慧建築應用案例中，安全防災一直是各國發展的重點項目，尤其入侵防

竊、火災偵測疏散等皆是全球大廠聚焦的領域。目前已有相當多的應用案例，例如日本 

VAAK 規劃協助和光市新建案提升安全效率、德國 Bosch 協助 NEVA Towers 建置火災

警報系統等。而臺灣企業也已推出成熟的防竊、火災偵測疏散等安防產品，顯示國內已

具備產業發展利基[9]。 

➢ 日本和光市新建案 

日本和光市新建案預計於 2021 年 12 月完工，建案內容將包含複雜的多功能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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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兒童中心、游泳池、熱水浴設施等。但是在安全防災部份，受限於傳統監控系統只

能被動提供事後影像，安全災害無法即時預防。再加上傳統監控應用除耗用大量人力，

且透過人力監控區安全的效用也相對有限，因此該建案將引進「VAAK EYE」行為辨識

軟體(圖 2-6)，該軟體已在市面使用多年，用於預防到店行竊，攝影機透過創新的分析方

法，以人體 100 多個節點分析複雜行為，例如步幅和關節運動角度等，若發現可疑行

為或禁止行為(例如攀爬圍牆、暴力行為、跌倒偵測等)，會將異常信息透過手機即時通

知警衛，減少使用者意外及犯罪，該「VAAK EYE」行為辨識軟體的行為模式辨識率在

零售店運用的檢測率精度已高達 99% 以上[9]。 

 

圖 2-6 日本和光市新建案在安全防災的 AIoT 應用[9] 

「VAAK EYE」行為辨識軟體在建築住宅的運用(圖 2-7)，除了即時發現可疑或禁止

行為外，也適用在高處人員墜落判斷、電梯等密閉空間的攻擊行為預防、應用於門口進

行可疑人物、衝突、暈倒等事故判斷、流浪漢停留評估、火災或爆炸等災害偵測。而這

樣的技術也已在日本其他空間如商店、辦公室、工廠都有運用案例，尤其在零售店的商

業模式最為成熟，而導入成效也相當亮眼[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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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VAAK EYE 技術應用說明[9] 

➢ 羅斯莫斯科 NEVA Towers  

莫斯科 NEVA Towers 在 2020 年落成於俄羅斯，係歐洲最高的商辦住宅建築之一，

分為住宅(65 層)及商辦( 79 層) 2 棟大樓。全世界面臨了各國屢發生大樓火災(如英國倫

敦大樓 79 死、孟加拉大樓 25 死)，無法即時疏散民眾造成傷亡慘重。為改善摩天大樓

火災疏散問題，NEVA Towers 引進 BOSCH 安全防災系統，疏散從最靠近火源住戶開始。

除了安防的部份外，在非法入侵、疫情的非接觸需求議題上也都有導入相對應的解決方

案。例如整合讀卡器、生物辨識的方式就能不需要設路障來偵測非法入侵，以及在疫情

下最需要的人數管控、電梯非接觸操作也都已經導入目前市面的主流產品[9]。 

當火災發生時，具有 AI 運算能力的攝影機(透過獨特的物理偵測模型來建置 AI

辨識的模型，可以在幾秒鐘內就辨識火災跟干擾物質)、雙光學探測器等火災探測系統，

可自動判斷各區住戶與火源距離。在找出起火點後，會透過攝影機的位置去運算逃生區

域，通知火災警報控制系統，並連動話音報警系統，達到自動分區發送疏散語音訊息，

由最靠近火災地區的民眾開始進行疏散，所以 AI 的影像辨識的能力在這個安防系統就

顯得更加重要[9]。 

在 BOSCH 視覺型火災偵測(圖 2-8)的部份，透過視別火焰和煙霧的方式來確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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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火災，偵測參數包括火焰的顏色、形狀、閃爍方式及光照率等，煙霧的參數則是上

升的顆粒或透明物體，各種不同上升速度和顆粒極小的煙霧都能辨識，因此可以比傳統

煙霧探測的速度更快，可以在幾秒鐘之內去區分出火災跟干擾源[9]。 

除了視覺辨識的能量外，攝影機也可以在確定發生火災後，自主驅動下個管理事件

的行為發生；例如啟動語音廣播系統或通知遠端監控的單位。除此之外，客戶也能夠依

現場環境需求調整參數，例如火苗大小、驗證時間的嚴謹程度等，例如偵測環境為高粉

塵易燃易爆炸的場所，相較於一般環境就需要較敏銳的偵測技術[9]。 

 

圖 2-8 BOSCH 視覺型火災偵測攝影機技術應用說明[9] 

肆、 昇降機遠程維護系統及創新維護服務 

臺灣目前常見的物聯網及人工智慧應用，除了智慧影像監視、智慧空調、能源管理

軟體外，在 2017 年推動「智慧電梯」(Smart Elevator) 構想，主要是應用物聯網及人工

智慧科技，建置發展一創新物聯網服務平台，並在此平台上提供建築物昇降設備的遠程

維護系統及創新維護服務，如下所示[10；11]： 

一、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維護系統之構成 

遠端維護系統係透過電信網絡將安裝在建築物昇降設備上的遠端智慧診斷單元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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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客戶服務中心，提供 24 小時的運轉狀態監控和診斷。當設備發生問題時，系統會

自動通知客戶服務中心。 

客戶服務中心定期從遠端智慧診斷單元收集設備運作狀態資料。應用大數據分析在

資料中心分析所收集的量測資料，將分析結果應用於零件壽命評估和檢查維修計劃，實

現高精度的預防性維護，並優化維護週期。如果偶然發生設備問題，可從服務中心派出

維護工程師以加速恢復運轉。 

二、 不間斷地提供建築物昇降設備維護服務 

建築物昇降設備維護的主要目標是確保建築物昇降設備使用安全及舒適。傳統的剎

車檢查通常由維護工程師，透過定期目視檢查和手動測量方式進行，遠端智慧診斷系統

則透過精確連續監控剎車操作時間檢查，完全以機械替代過去傳統由維護工程師進行的

檢查，提高測量精度並提早發現昇降設備出現問題前的微小變化，徹底改進保養品質。  

此外，在高齡社會中，建築物的住戶中有越來越多的高齡者，建築物昇降設備停機

檢查時間也越來越短，創新之物聯網服務平台可提供一年 365 天 24 小時可不間斷地

的服務，符合高齡社會需求。 

三、 提高昇降機門開關問題診斷精度 

建築物昇降設備的門是容易出問題之處。經驗顯示，門軌道的開口處堆積了灰塵、

異物會使得梯箱門難以完全關閉，從而導致昇降設備問題。因此，提高梯箱門相關問題

的診斷精度極有助於減少設備問題。 

過去的遠端智慧診斷系統技術已能使用檢測門開關時間來計算操作速度，並根據速

度變化診斷門的操作狀態。改良後的智慧診斷系統系統除繼續提供該功能外，並能測量

門開關發電機的旋轉脈衝，從而能以更的高精度量測門的操作狀態，並以規律的時間間

隔、持續性的監控建築物昇降設備門的操作。 

四、 使用遠程智慧診斷系統的診斷數據來設置適當的維護週期 

遠端智慧診斷系統可將來自建築物昇降設備的診斷數據發送並儲存在資料中心。儲

存的診斷資料將進一步用來為每部昇降設備設置適當的維護週期。亦可藉此收集產品數

據，提供產品研究部門分析產品大數據。例如：分析維護工作記錄資料及運轉回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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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來優化維護週期。 

鋼索是建築物昇降設備的重要零件，而影響鋼索劣化的主要因素是鋼索通過滑輪的

上升及彎曲次數。遠端智慧診斷系統可以使用昇降設備車廂運轉條件來精確計算鋼索每

個滑輪彎曲的次數，再應用大數據分析昇降機機型、鋼索類型等因子，預測鋼索的壽命

曲線。從該壽命曲線中設定適當的鋼索更換週期及檢查/維修週期。同時也開發專用鋼索

測試儀，用於詳細診斷鋼索是否有斷絲等劣化的情形。 

五、 透過物聯網服務平台部署建築物連網維護服務 

本創新的建築物維護連網服務，允許建築物管理人員使用個人電腦，根據個別建築

物的需要，調整部份昇降設備功能或設定控制方式，以及更改昇降設備車廂 LCD 顯示

器上顯示的資訊。服務透過網際網路連接廠商所建立的專屬網站，允許建築物管理人員

登錄及修改昇降設備功能或設定控制方式，例如延長開門/關門時間，或設定廂內 LCD 

顯示器顯示資訊。 

六、 透過物聯網服務平台部署地震預警控制建築物昇降設備運轉服務 

為回應近年來日益增加的大型地震災害，有業者開發連結地震早期預警系統，將資

訊回饋於建築物昇降設備運轉控制的技術。該地震早期預警系統檢測到從氣象局發送的

地震早期預警時，昇降設備會自動停止在最近的樓層，並引導乘客快速疏散，從而最大

限度地減少地震傷亡。 

伍、 昇降機監控行業現況需求 

目前常見的昇降設備安全監控系統大多數還是在傳統的有線視頻監控系統，該類系

統採用電梯纜線為電梯內部相關設備提供電力，並且將電梯內部的監控視頻、事故發生

的報警信號傳輸到大廈的安保中心，實現一纜多用。但這種模式卻有一個缺點，那就是

隨著電梯的不斷運行，纜線會遭到不斷的磨損，如果不及時維護更換就會造成纜線斷

裂。因此，纜線的定期更新、維護成為電梯的周期性工作，增加了維護成本。 

另外，如果因為纜線的破損、斷裂而導致電梯發生故障，在電梯內部的監控視頻則

無法通過纜線傳輸回安保中心，安保人員無法從監控系統中獲得電梯內部的情況，將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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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電梯的搶修以及受困在電梯廂內乘員的救援工作。為了解決由於纜線斷裂而無法獲取

電梯內監控視頻影像的問題，無線視頻監控系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無線視頻監控系統

通過無線微波進行視頻信號傳輸，具備安裝維護簡便、抗干擾能力強、維護成本低等優

點，可杜絕因纜線故障而導致無法獲取電梯內部監控影像的問題，極大地提高了電梯的

安全性能。電梯無線視頻監控方案，為提高電梯安全性能、保障電梯乘客的生命安全做

一份貢獻。目前昇降機監控保養維修服務共有 15 項，如下所示： 

一、落實「立即派員前往現場」，儘速恢復電梯原狀 

電梯發生異常，若不儘早解決可能對商務與生活造成不便。接到現場通報故障後，

該地區工作人員將在第一時間前往現場，在短時間内將電梯回復原狀。而我們提供的服

務種類也相當多元，根據故障情況從電梯故障關人乃至鑰匙掉落縫隙、更換日光燈等客

戸需求，提供無償服務。 

二、發揮緊急應變能力的中央服務情報站 

針對無法預知何時發生的電梯故障以及異常，成立中央服務情報站。中央服務情報

站能一手接收來自車廂或控制盤的異常通報訊息，迅速派員前往現場對應，提供 365 天

24 小時的待命維修體制。另外相同情報站内，技術人員能透過顧客數據管理系統共享故

障發生日期以及故障履歷内容，以加深技術人員理解，進而落實準確且迅速的服務。 

三、為提供最完善的服務日日鑽研 

來自全國各地有志道同的獨立體系業者召開定期聚會，交換情報。並針對安全性以

及提升技術持續鑽研。 

四、自動通話通報裝置服務 

當接收到由電梯車廂發出異常訊息的同時，系統將自動辨識該電梯的管理編號。中

央服務情報站會立即派遣附近的維修人員前往現場救援，如圖 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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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自動通話通報裝置服務流程[12] 

五、遠隔監視裝置服務[12] 

當接送到由電梯機房控制盤發出異常警報（無法啟動、無法運行、開關門異常）信

號的同時，系統將自動辨識該電梯的管理編號，如圖 2-10 所示。中央服務情報站會立

即派遣附近的維修人員前往現場救援。 

 

圖 2-10 遠隔監視裝置服務流程[12] 

六、遠隔監視定期診斷服務[12] 

電梯車廂内追加相互通話以及遠隔監視装置，透過定期通訊方式確認電梯運行狀

態，並進行診斷，如圖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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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遠隔監視定期診斷服務流程[12] 

七、提供最符合客戸需求的保養維修方案 

1. 半責保養合約 

除消耗品以外，其餘零件需要更換或修理時，經由雙方確認後將酌收額外費

用。即便如此，每個月的電梯保養維修費用，只需要支付低成本即可享有保養

維修服務。 

2. 全責保養合約 

全責保養合約每個月的電梯保養費用雖然高於半責保養合約，但當需要更換零

件或修理時，則不必支付額外費用。另外，可減輕管理人員負擔。 

八、面對未知的風險，完善的安心保險制度 

電梯及電扶梯故障可能導致使用者受傷、隨身物品損壞，在尚未制定法規以前，已

投保各種險種。除了預防日常點檢作業中所發生的故障，我們預設所有可能發生的狀

況，制定週全的應變計畫，致力於為客戸提供更高規格的安心服務。 

九、AI 技術在電梯群控系統上的應用 

所謂智慧型電梯，是指將電腦相關科技中的人工智慧(Artificial lntelligence 簡稱 AI) 

技術，配合相關的偵測器 (Sensor)，及先進的光纖數位通訊技術，應用於電梯的群控系

統中，促使電梯系統更靈活、更舒適安全、更符合人性化需求。也就是電梯的主控器具

有如人腦般的可就不同狀況加以邏輯推理與判斷，並下決策執行的能力，使電梯更具備

下列特質[13；14]： 

1. 停電不關人，能自動將車廂連行到地面層後，打開廂門，安全疏散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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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節省能源，將煞車時造成的過剩電力回收，不使它消耗於洩放電阻上。 

3. 具有上行尖峰、下行尖峰及離峰時段的自動調撥能力。 

4. 具有對各樓層狀況的監控能力，具警示、自動撥號至車廂外之安全防護單位

或維修單位。 

5. 各電梯之運作功能藉由介面與遠處的廠商維修中心連線監控，一有異常情況

發生維修中心立即知曉，可遙控處理或立即派人前往處理。 

每部電梯皆配置有車程控制器(Car Controller)多部聯用時，則另配裝電梯群控制

器，以微電腦為控制中心的監控系統，配合車廂內外的各式偵測器，對於車廂的上、下

行走，車廂外的各樓層乘客狀況，迅速的加以邏輯推理、合理判斷，立即下決策執行，

俾使此電梯群做有效率的調派，縮短乘客的等待時間，並以最快的速度，將乘客運送到

達指定的樓層。另對電梯群中各部車廂內的狀況，甚至車廂外的環境因素等資料同時傳

還到遠處的安全監控中心。電梯群控制系統是藉由微電腦的軟硬體結構，配合週邊的各

式感應器及事先規劃之複雜的各式操作程式，結合成所謂之人工智慧，敏銳的監控及引

導各部電梯的動作。當今的電梯用之人工智慧系統所使用的或正發展中的技術，是以下

列數種為基礎[13；14]: 

十、模擬與模式建立 

電梯的行走模式，不論單車或多車，皆取決於不同樓層之車廂外與車廂內的叫車按

鈕訊號，是相當複雜與不確定的離散事件。對於這些複雜的離散訊號，需在最短的時問

內加以研製並做回應, 以調派最近、最恰當樓層之電梯前往服務。此類系統多以立即預

測函數法加以事先模擬後規劃之。 

十一、 遙距監視 

在每樓層廂門外及車廂內皆裝置偵測器，監視各電梯之內外狀況，將資料送到主機

房內之微電腦，再將資料群經由數位通訊網路，傳達到建物內的安全控制中心及在遠處

的服務維護中心。此種異狀偵測及數位傳輸迴路系統，在美、日大城市內已裝置不少，

未來可能進一步做全國的連線。 

十二、 專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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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依特殊目的而發展的軟硬體控制系統，如專為乘客上、下尖峰時 段調撥以適

用於高層辦公大樓，離峰時段行走車廂數的調撥，如何選擇以最快的途徑將乘客送至目

的地等，或為車廂內具有說明、廣告以供商業大樓使用，或為配合特殊建築而可裝置於

建築物外側的防火防災可撤離人員的特殊系統。 

十三、 模糊邏輯 

電梯乘客的特質是不規則、不確定的變數。因此某些電梯系統控制軟體中，就設計

了多種不同運行的模式。就實際觀念與經驗，預做假設性的邏輯推理，使用模糊邏輯數

學分析統計法，能快速的找出任何時刻最適合的運行模式，給乘客做最好的服務。 

十四、 電腦視覺 

電梯群控系統中，最困難的問題對於在每樓層等待電梯的人數與車廂內搭載的人

數，以及當時運行資料的擷取。若能確實掌握這些資料，則要做進一步的決定最佳運行

模式，使電梯群能發揮最佳效率，就容易多了。電腦視覺被列入未來研發項目，其目的

在此，但費用可能會相當高。另光罩偵測、數位元元影像處理等技術亦可加入，但電腦

中央處理器的速度要相當快才可辦到。 

十五、 類神經網路 

前面所簡述之模擬與模式建立、遙距監視、專家系統、乏晰邏輯、電腦視覺等，要

能發揮效率，龐大數位訊號的處理，就得應用與極高速的平行分佈、平行處理的技術予

以統合，即所謂之類神經網路處理系統。這技術目前大多用於通訊系統及高速電腦，然

應用於電梯的群控系統與遙測控制亦將是遲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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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內外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 

第一節 昇降設備遠端監控系統架構 

昇降機遠端監控系統利用最新的物聯網應用技術，將電梯監控中心、檢修工具管

理、即時故障發報等整合在一起，該系統依中大型公司、業主、監管單位、第三方 ERP

整合等使用情境，規劃了實用的帳號管理分類，可將人員分級授予可監看檢修的昇降

機。昇降設備系統架構圖[15]，如圖 3-1 所示。 

 

圖 3-1 昇降設備系統架構圖[15] 

一、 感測設備 

用以偵測昇降設備之運行資料，例如昇降設備之溫度、震動、停止、運轉等之日期、

時間及測得之值。 

二、 監視設備 

用以取得各監視器之視覺畫面及聲音，以供需要時可以調出昇降設備相關畫面資料

供使用。 

三、 傳輸設備 

將感測設備、監視設備等資料，自昇降設備測得及錄製資料傳送到資料儲存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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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運算設備 

昇降設備在測得監測資料時，可以在各昇降設備執行簡易的邊緣計算，並在必要時

可以對控制設備下達必要之指令，以避免不必要之設備損傷及保護居民之安全。 

五、 控制設備 

昇降設備在測得具有危險性之信息時，可以自動/系統啟動/人為手動等方式，啟動

控制設備執行相關功能之運作/執行，以確保設備的正常運行及保障人員之安全。 

六、 資料儲存設備 

在昇降設備所偵測到的各類數據、各個錄影頭所拍攝到之影像，皆儲存到資料儲存

設備，以供必要時可以擷取、計算，及做進一步之分析。 

七、 遠端監控系統建置完成可進行以下智慧化的功能與管理： 

(一) 及時故障發報：業主、監控中心、監管單位、維保單位第一時間訊息同步。 

(二) 智慧維護、保養管理：維護通知管理、保養提醒、維保報告、電梯運行分析紀

錄，如圖 3-2 所示。 

 

圖 3-2 電梯運行紀錄分析[15] 

(三) 安全預警：行車部件安全預警分析，如圖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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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行車部件安全預警分析[15]  

八、 昇降機停電時復歸最近樓層的裝置 

為減少民眾停電受困於電梯，內政部日前部務會報通過「建築技術規則」修正草案，

未來將強制新電梯設置停電復歸就近樓層的裝置，讓民眾搭電梯時能更安心。內政部表

示，106 年 8 月 15 日全臺大停電，造成多起民眾受困電梯，經過討論研商，提出這次「建

築技術規則」修正草案，未來新設置之電梯，將要求應設有停電復歸就近樓層之裝置，

以避免停電造成人員受困電梯。詳細內容如下[16]： 

(一) 停電自動復歸最近樓層 

突然停電時緊急照明燈會亮起，主電源自動切換為備用電源，使電梯低速運轉至就

近樓層停靠，並進行人員疏散，若電梯剛好停靠在某樓層時，門亦會自動開啟。 

(二) 緊急供電 

當電梯因地震或其他不明原因發生停電時，停電自動復歸最近樓層裝置，可暫時取

代正常電源，緊急供電給電梯主機。 

(三) 避免關人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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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可避免因驟然斷電造成停機關人，並可自動運行到最近樓層，讓乘客安全離開

車廂。待電源回復後，電梯亦將自動恢復正常運作。 

第二節 智慧電梯系統量化數據 

壹、 耗材壽命追蹤 

國內廠家開發管理系統，能交叉分析使用次數及標準年限/次數，並提前通知耗材壽

命屆期；零組件廠商提供使用年限或次數作為標準；透過電梯運轉數據計算零組件使用

次數，如表 3-1、3-2 所示[17]。 

表 3-1 各零件名稱、使用次數、到期次數、到期日期歷程表[17] 

 

表 3-2 電梯零件通報表[17] 

 

貳、 訊號判斷實績案例 

表 3-3 為訊號通報異常表，其中 2019/6/28~6/30 設備皆有通報異常：故障秒數短且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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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立刻恢復。7/2 號再次發生，因為通報頻繁系統發出狀態反覆切換，所以通報維修人員前

往查修[17]。 

表 3-3 訊號通報異常表[17] 

 

在表 3.4 中，2019/06/28 06:59 電梯設備通報機房安全迴路中斷，客戶並沒有發現電

梯異常；2019/07/03 11:12 前往查修並針對電梯裝置進行檢查，並無發現問題所在；

2019/07/05 12:51 系統再次偵測故障並發出通知；2019/07/08 13:47 第二次查修，檢查到

兩個樓層的井道分歧箱固定電纜安全信號的線材已屆斷絲，造成電梯在電流量大時候線

路接觸不良。當日進行維修，將線材重新壓接，故障通報解除[17]。 

表 3-4 故障狀態通知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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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效益分析 

根據其禾實業提供資料顯示，在電梯效益分析部分，有 35%電梯故障發生率下降，

42%公司營運成本下降，72%維護人員效率提升 (圖 3-4)。[17]。 

 

圖 3-4 電梯故障統計表[17] 

肆、 客戶反饋 

透過管理軟體的遠端監控，讓電梯設施運轉的資訊透明又清晰，每個月提供的報表

讓社區清楚了解電梯保養、運行狀況，讓乘客搭乘更安心，平均滿意度都高達五顆星

[17]，如圖 3-5 所示。 

 

圖 3-5 電梯管理系統提供的保養資料[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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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導入電梯遠端監控情形 

臺灣電梯市場主要業者包括永大(市占 25%)、三菱(市占 25%)、崇友大(市占 20%)、其

禾及其他(占 30%)。國內電梯業者導入 AIoT 之現況，則是因應疫情以非接觸式叫車及改

善候梯人潮的應用最多，而在預測維護部份投入程度以其禾電梯的智慧化程度最高，其

禾電梯推出智慧電梯管理平臺 eKeeper，即時蒐集處理每臺電梯每天產生的 10 萬筆資

料，並由系統即時派維修員前往；其次是永大電梯，電梯具智慧監控功能，可即時蒐集

電梯數據，當發生異常時係由勤務中心派維修員前往；接著是崇友電梯，推出電梯通報

系統，由乘客即時線上通報電梯異常狀況，並可隨時查詢處理進度；最後則是三菱電梯，

推出故障指揮系統，由乘客電話通報，客服中心可透過系統追蹤維修進度，如圖 3-6 所

示[9]。 

 

圖 3-6 國內電梯業者導入 AIoT 之現況[9] 

壹、 其禾電梯 

其禾電梯的 eKeeper 智慧電梯系統，能 24 小時的自動發設運轉是否正常的訊號至

公司電腦主機，還能追蹤電梯耗材使用狀況，並詳實記錄這些資料。過去電梯廠商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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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溝通更換老舊零件，常會因為沒有客觀量化的資料，導致維護人員提出更換零件的建

議時缺乏說服力。當有了電梯耗材追蹤功能，eKeeper 可以追蹤電梯 250 個零件的使用

次數與時間，其控制主機板可以輸出 120 種感測器訊號，這些訊號包括震動、聲音、電

流變化和電梯狀態等。在電梯維護人員建議用戶更換零件時，就能拿出數據，基於證據

說話，更能讓用戶相信更換零件的必要[18]。 

其禾電梯聯手翱翔智慧，以人工智慧和雲端服務，來解決維修服務痛點。其禾電梯

新的電梯主機板，搭載翱翔智慧設計的嵌入裝置，可以輸出感測器訊號，並且連上網路，

將這些訊號即時送上雲端，再應用人工智慧與雲端技術，處理這些來自各地電梯的即時

資料，提供即時故障通報、耗材追蹤和故障預警等功能，如圖 3-7 所示[18]。 

翱翔智慧還應用人工智慧技術，來預測電梯門的故障。門扇的故障是電梯最容易出

現的故障類型，因此他們先針對電梯門做故障預警功能。翱翔智慧使用 AWS (Amazon 

Web Services) 的無伺服器服務 AWS Lambda，每小時皆以人工智慧模型，運算每臺電梯

發生故障的可能性，由於 AWS Lambda 是全託管的服務，翱翔智慧不需要管理基礎設施

底層，就能在需要的時候，立刻調度需要的運算資源，進行大規模分散式運算，預測每

一臺電梯發生故障的可能性，並將預測結果用於電梯養護上。eKeeper 讓電梯廠商，有

能力隨時掌握所有電梯的運轉情況，而且其提供的儀表板功能，可顯示 30 天內最常發

生故障類型的比例，還可以追蹤每一個故障事件的維修情況，包括從發現電梯故障到維

修人員到達現場的時間，以及維修電梯的時間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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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 其禾電梯導入預測維護個案說明[9] 

貳、 永大電梯 

永大電梯推出新一代 E PASS 智能安全電梯，以「節能效率」、「預防保養」、「AI 智

能」、「安全保護」以及「警衛保全」五大區塊共計 21 項最新功能，採用先進 AI 人工智

慧與 IoT 物聯網科技，搭配多項獨家專利主、被動安全系統，以及歐盟節能認證及抗菌

防疫技術，全面提升用戶的搭乘效率與舒適便利，守護乘坐安全及健康生活[19]。詳細

說明如下： 

(一) 節能效率(Energy Efficiency) 

「目的階叫車」及「FT3X 群控」可減少電梯停站次數，有效提升電梯運行效率；「能

量回饋裝置」將再生電力回饋至大樓電網，真正達到「節能，環保、愛地球」。 

(二) 預防保養(Preventive Maintenance) 

「物聯網 IoT」通過網路收集、分析和利用電梯數據將電梯系統的智能最大化，達

到電梯狀態監視、遠程管理、數據統計、故障警報、維護監督、緊急響應等功能。 

(三) AI 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搭載 AI 人工智慧運算，分配「目的階叫車」及「FT3X 群控」的精準分派車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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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乘客的等候、乘梯時間；「人臉辨識」、「聲控」、「手機叫車」大幅增進使用便利性。 

(四) 安全保護(Safety) 

使用「溜梯自救」及「煞車力自動偵測」等技術專利，搭配多項重要安全系統裝置

（車廂意外移動保護、超速保護、停電自動復歸、絕對定位），可以全方位守護乘坐安

全。 

(五) 警衛保全(Security) 

結合人臉辨識及視訊通話系統，「電梯保安模式」能提供大樓強化日常安全管理，

預防犯罪發生。當發生乘客有傾倒或不活動緊急狀況時，「廂內監控」主動發報通知外

界，可將意外發生時的損害降到最低；「負離子空氣淨化」等抗菌消毒技術搭配「非接

觸式按鈕」，能加倍守護乘客的健康。 

參、 崇友電梯 

崇友電梯認為台灣電梯產業朝向節能、智慧化及物聯網發展的趨勢，所以結合物聯

網技術，推出物聯網電梯、雲端電梯監控系統、以及手機 APP 自動預定電梯等全方位

軟硬體整合機型種，中央監控室透過雲端，對電梯遠端監控，電梯異常發生故障，透過

物聯網主動通知崇友中控室，主動派維修人員維修。該公司採用物聯網遠端監控，辦公

大樓人員不需用手按電梯，手機內建電梯 APP，透過 APP 按想要去樓層，馬上通報搭

乘所欲去的樓層[20]。 

崇友持續積極研發物聯網技術的整合，成功推出物聯網電梯產品與雲端電梯監控系

統，利用連網技術可透過數據分析電梯運行使用狀況，對於運載量高的辦公大樓、百貨

等案源，能進一步整合前端保全系統分流搭乘人次，其次，亦擴大整合旗下維修保養服

務，第一時間透過雲端監控系統掌握電梯故障情況，可即時調配附近維修保養人員前往

現場排除故障，讓電梯運行安全由過去被動通知轉為主動式安全防護，大幅提升電梯使

用安全，優化內部維修保養人員派工效率，並挹注崇友維修保養續約率保持 85％以上之

優異水準，此外，在客戶使用經驗上，該公司研發推出自動預定電梯 APP，透過手機

APP 軟體的操作可提前預訂電梯及預計抵達之樓層，除提升客製化服務體驗，並縮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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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待機時間，大幅提升電梯運轉效率[20]。 

肆、 三菱電梯 

三菱電機推出的新型電梯產品中，融入了人工智慧系統，使電梯這種日常工具也變

成了智慧化的設施。普通電梯只有「上」「下」鍵，進入電梯廂後方可選擇樓層。但是

三菱電機推出的新款電梯更加人性化、智能化。用戶在等候電梯時能選好目的樓層，電

梯的人工智慧系統會進行分析整合，對多台電梯進行調配，儘可能減少單趟停駐次數，

以縮短用戶等候時間[21]，詳細資料如下： 

(一) 三菱電梯及電扶梯監控系統 

監控系統可隨時密切監控電梯和電扶梯的乘客流量與運行狀態，以方便大樓管理人

員快速應對變化中的交通運輸狀況，優化電梯和電扶梯的使用效率；最新網路技術的應

用亦可大幅提高電梯和電扶梯的可監控台數，相對地減少了監控設施的成本，是未來運

用在大樓電梯監控管理的尖端產品。 

(二) 停電自動到樓裝置 

當電梯電源斷電後約 6 秒鐘，MELD 會自動啟動提供電梯電源，並使電梯在最近的

樓層開門，以便乘客離開車廂，保障電梯中乘客的安全。 

(三) 停電管制運轉裝置 

當電梯電源斷電後約 6 秒鐘，MELD 會自動啟動提供電梯電源，並使電梯在最近的

樓層開門，以便乘客離開車廂，保障電梯中乘客的安全。 

(四) 地震管制運轉裝置 

當地震發生並達到地震管制運轉裝置設定之震度時，電梯會立刻自動停止，在最近

的樓層開門停機，讓乘客儘速離開車廂，保障電梯中乘客的安全。 

(五) 綠色節能機能 

電能回生轉換器具備電力再生功能，能將電梯運行時所產生的再生電力，重新送回

大樓電力系統再利用，可有效節省電力的使用。 

https://youtu.be/w1rnw_rT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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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碩成電梯 

碩成科技開發了電梯雲，利用最新的物聯網應用技術，將電梯監控中心、檢修工具

管理、即時故障發報等整合在一起，該系統依中大型公司、業主、監管單位、第三方

ERP 整合等使用情境，規劃了實用的帳號管理分類，可將人員分級授予可監看檢修的電

梯。碩成電梯雲分為三種階段：即電梯雲、電梯雲-智慧維保管理、電梯雲-安全預警系

統。該系統包括[22]： 

(一) 遠端電梯監控中心 

遠端電梯監控中心提供了專業詳細的電梯監看資訊與圖表，並可在管理人員需要時

遠端操作停機與 VIP 功能；地圖監看可輕易呈現電梯監控中心的龐大規模與維保人員

的簡易定位(碩成檢修 APP 定位功能)；首頁的圖案(左上角)也可自行鑲嵌公司 LOGO，

讓企業形象更近一步提升。 

(二) 社區監控中心 

社區監控中心可為業主、監管單位、分公司等建立電梯群組，方便以社區為單位做

監控，可取代傳統社區、區網型、監控室。 

(三) 即時故障發報 

即時通報提供 MAIL、WeChat、API 及 Line 等通報介面。該功能可以取代傳統的故

障發報機制(例如取代 GSM 發報系統或電梯直撥話機)。 

(四) 檢修工具管理 

電梯公司管理員可輕易管理檢修工具使用權(人員、時間、公司碼、序號等)與調閱

檢修工具的使用紀錄，可以方便維修人員檢修軟體的佈署與回收。 

陸、 研華科技 

研華科技有導入邊緣智慧裝備解決方案，建置電梯裝置遠端監控管理平台，讓業者

可透過中央管理平台，即時掌握全球各地電梯運行狀態，並可依照各電梯回傳數據，優

先針對數據異常及達到檢修使用時數電梯，提供主動預防維護，業者可經此節省營運成

本支出，同時降低突發性停機意外發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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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應用案例技術架構，業者於電梯設備加裝感測器，蒐集控制系統、剎車系統和

馬達之運作數據，同時於大樓機房架設邊緣智能服務器(Edge Intelligence Server；EIS)，

將所有設備初步數據(Raw Data)傳送至邊緣智能服務器，進行初步過濾與分析，邊緣智

慧裝備定期回報電梯用量與運行參數等關鍵資料，協助中央管理系統掌握設備狀態。 

針對異常狀態發生處置方式，例如馬達出現不平常震動或溫度超標，如果系統將數

據回傳雲端才進行分析決策，可能因為傳遞延遲造成重大意外。該應用案例即透過邊緣

智慧伺服器運算能力，由雲端預先設置警戒值，一旦發現異常數值，直接授權邊緣智能

服務器暫停問題電梯之運作，同時回報管理中心派人維修或更換零件[23]。 

該遠端監控平台也有效提升業者維修效率，過往遇到電梯故障時，維修人員尚未到

場檢測前，無法判斷系統的哪一部分故障，檢修後仍需另外叫送替換零件，額外增加電

梯停機時間。透過感測器回傳數據，業者可先行掌握設備可能故障原因，在派送檢修人

員同時備妥維修零件，以減少停機維修時間。除此之外，遠端監控平台也記錄所有電梯

維修履歷，管理人員可端坐在總部監看各地電梯之運作情形和設備健康狀況，查閱維修

紀錄，並針對系統發出之警戒或警報及時進行工作回應。電梯設備遠端監控平台的出現

顛覆業者營運觀念，過往透過硬體價格取得市場競爭力，現今則透過主動式預防維護服

務為產品加值，透過物聯網(IoT)技術提供更可靠、穩定、安全的服務，經此建立與同業

差異性，建立長久品牌價值[23]。 

柒、 宏偉電梯 

中華電信藉由物聯網與通訊技術，為宏偉電梯打造電梯遠端監控系統，發展智慧電

梯。透過這套系統搜集到的數據，可提升工業電梯的使用效率和安全管理，並且能有效

降低維修成本。透過 IoT 大平台及 CAT-M1 通訊技術與宏偉電梯合作開發電梯遠端監控

系統。無線傳輸技術 CAT-M1 具備比 LTE 更強的網路覆蓋，讓 LTE 訊號穿透牆壁與樓

層，使安裝在室內深處或偏僻地區的裝置也可連接 IoT。利用 CAT-M1 的穿透性，這套

電梯遠端監控系統能隨時隨地即時連線，接收工業電梯運行的數據與狀況，讓遠端了解

各地電梯運作情形[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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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IoT 大平台收集的數據也可作為電梯維修的依據，加速檢驗電梯的效率，提升電

梯使用安全。並且系統能在電梯故障導致停止運轉之前，即時自動通報電梯的異常警

告，採取預防性維護措施，減少電梯的運轉中斷時間。這樣不但能降低維修成本，更可

以避免因電梯意外停機而造成客戶不便。這套系統能運用 IoT 智慧聯網平台蒐集到的數

據，能分析出電梯故障原因，並加以事先規劃和管理，將更能夠降低電梯的維護保養成

本，提升維修效率，也有效防範意外[24]。 

第四節 國外導入電梯遠端監控情形 

壹、 奧的斯電梯 

奧的斯、AT&T 與微軟合作，在該公司的 30 萬台電梯中，裝設大量感測器與小型

伺服器，隨時蒐集振動、馬達運轉、上下高度等各種電梯運作數據，透過 AT&T 的網路，

傳送到微軟協助建立，位在歐洲、北美和東亞的 3 個雲端平台上。奧的斯在全球各地的

24 小時監控中心，可以隨時擷取這些數據，監控 30 萬台奧的斯電梯的運作狀況。透過

大數據分析，電腦只要發現某地某台電梯數據異常，就會馬上派遣當地維修技師到現場

檢查，大幅降低電梯發生故障、乘客被關在電梯裡的機率[25]。 

除了即時遠端監控，奧的斯還開發了一個電梯數位工具。去年底開始，奧的斯給維

修技師每人發一支 iPhone 手機，上面有奧的斯自己開發的 app。維修技師到了電梯現場

後，只要打開 app，電梯的所有數據就會就一目瞭然地顯示在手機螢幕上，讓技師可以

馬上知道哪裡該檢修。奧的斯計劃在 2019 年前，讓全球 3 萬名維修技師都配備這個數

位工具。提供給維修技師之外，奧的斯的客戶也可以在自己的行動裝置上下載這個 app，

隨時掌控自己電梯的健康狀況。這個工具，讓奧的斯和客戶可以有更好的溝通，無形中

拉近和客戶的關係[25]。 

貳、 日本東芝 

日本電機大廠東芝推出自身的物聯網平台 SPINEX，該廠與日本電信大廠 KDDI 進

行物聯網事業合作，展開電梯的雲端監視服務事業研究。該專案是 KDDI、東芝、與

Toshiba Digital Solutions 一起合作，使用 KDDI 的全球物聯網基礎服務事業、與東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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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NEX 互動，擴大東芝的電梯事業海外監視服務[26]。 

東芝已經在日本國內設立 2 個服務資訊中心，從事日本國內的電梯即時監視作業，

在平時提供電梯運作狀況監測與維修時間安排，以及資料解析以回饋系統設計，發生地

震等區域性災害時，則提供各種可能的支援；而與 KDDI 的合作，就是要把這技術應用

在海外地區。KDDI 可以替東芝處理海外地區發展物聯網事業時，關於當地法規、商業

模式、收費等服務代辦，東芝提供在電梯、製造業生產線等基礎建設領域的技術[26]。 

參、 迅達電梯(瑞士) 

迅達電梯開發了獨特的智能樓層控制方案-PORT 技術，可以更智能地將乘客運送到

目的地，並提高他們在大樓內移動的效率。這項技術已被多家辦公樓採用，並獲得了諸

多客戶的信賴與好評。這個基於雲技術的數字化平台，是全球首個數字化閉環應用於電

梯和自動扶梯的維保、急修和信息系統，可為客戶提供預防性維保服務。迅達電梯也在

利用自身豐富的行業經驗、強大的技術知識和大數據，結合機器學習，進一步實現預防

性維保和故障預防[27]。 

肆、 通力電梯(芬蘭) 

2017 年，通力推出了全新的遠端監控服務，建立了真正智慧化的電梯和自動扶梯服

務平臺，投放目標市場試用。通力在 IBM 物聯網雲平臺上整合了公司的 SAP 核心系統，

24 小時即時監控，電梯蒐集 200 項資訊，上傳 IBM Watson 物聯網雲平臺，並分析可能

故障零件，將電梯的所有實時執行資料都通過電梯內的嵌入式感測器實時傳輸、收集和

儲存於雲端，再通過大資料分析和認知計算處理後，可對即將發生故障的電梯進行預

警，並主動向電梯管理者推送資訊提醒，極大地縮短了故障解決時間，如圖 3-8 所示。

利用 IBM 物聯網技術，通力電梯對每一部電梯的執行資料進行實時監控，除了對電梯

發生故障的前兆進行預警，系統還可以為現場維修工程師提供決策建議，使他們能迅速

制定最合理的行動方案，從而快速消除故障，減少停運時間，如圖 3-9 所示[28]。 

通力的生態系統並不僅僅侷限於自主運用，生態系統合作伙伴和第三方同樣可以呼

叫平臺上的 API 與通力的系統進行對接，並進行應用的自主開發，對現有服務進行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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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立新服務，比如調控和改善建築內客流、調控電梯的速度和溫度、為智慧建築開發

新的應用等，從而為區域大樓的所有者、租戶、設施管理者提供個性化、主動式的電梯

管理服務[28]。 

 

圖 3-8 通力電梯設施管理的 AIoT 應用[9] 

 

圖 3-9 通力電梯-IBM Watson 物聯網雲平臺運作模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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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現代電梯 (韓國) 

南韓現代電梯(Hyundai Elevator)積極運用人工智慧(AI)與物聯網(IoT)技術，讓下一

代的電梯更智慧化與強化預防性維護能力。除了藉由智慧科技獲得新的成長動能，現代

電梯與韓國電信還同意發展配置顯示器的電梯，以創造廣告業務的綜效。此外現代電梯

也同時聚焦於運用 IoT 技術，發展相對於售後服務的前置服務(Before Service)，實現在

電梯發生故障之前預先提供零組件替換與維修，將有助於現代電梯提升維修能力與作業

效率，並減少修繕的不便與困難[29]。 

陸、 康力電梯 (中國大陸) 

康力電梯是中國大陸最具影響力和號召力的民族電梯品牌。該公司先後研發無線報

警、傳感器擴大採集、遠程報警、目的層群控系統。這些技術與物聯網技術的有效結合，

極大提高了電梯故障診斷、遠程監控以及智慧維護方面的效率。康力電梯自主開發研製

了電梯物聯網遠程監控系統，這套系統通過對電梯進行智能維護，實現多台電梯遠程群

控，實時掌握電梯的運營情況，確保當電梯發生故障時，維修人員及時作出反應。在康

力電梯客服中心，所有電腦都裝有“康力電梯生命週期管理與雲平臺”的軟體，電梯的遠

程監控系統可通過專用介面直接與電梯控制系統連接，技術人員借助這一系統，通過軟

體可以監控到遠在千里之外網絡內每部電梯的運行數據、狀態參量[30]。 

康力電梯在電梯裡加裝無線數據收集模塊，將電梯的運行數據、故障資訊通過模塊

裡加裝的一張 SIM 卡，發送到客服中心平臺上，可以實時監控電梯的運行狀態。一旦某

台電梯出現故障，平臺的“地圖”大屏即有顯示，並立即發送資訊到專職維保人員的手機

上，相關的檢修資訊也可以實時在平臺上得到處理。康力已在中國大陸內近萬台電梯中

安裝遠程監控系統，今後所有的出廠產品資訊都將採集到該系統數據庫，做到每台電梯

時時都有數據跟蹤、步步都有監控顯示，將“24 小時保姆式服務”的宗旨更加系統化具體

化，為廣大電梯用戶創造安全的電梯乘坐環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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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國內外昇降機設備遠端監控項目比較表 

國內外昇降機設備遠端監控項目比較如表 3-5 所示。 

表 3-5 國內外昇降機設備遠端監控項目比較表 

電梯廠商 共同項目 特殊項目 

其禾電梯 1. 監控 120 個感測訊息 

2. 追蹤 250 個零件 

3. 歷史訊號回放 

4. 24 小時持續監控 

5. 即時通報維修員 

1. 智慧電梯管理平台 eKeeper 

 

永大電梯 1. 節能效率 

2. 預防保養 

3. AI 智能 

4. 安全保護 

5. 警衛保全 

1. 「目的階叫車」、「FT3X 群控」

減少電梯停站次數，有效提升

電梯運行效率 

2. 「能量回饋裝置」將再生電力

回饋至大樓電網 

崇友電梯 1. 雲端電梯監控系統 

2. 手機APP自動預定電梯等全方位軟硬

體整合機型種 

3. 數據分析電梯運行使用狀況 

4. 整合前端保全系統分流搭乘人次 

5. 雲端監控系統掌握電梯故障情況 

6. 優化內部維修保養人員派工效率 

1. 自動預定電梯 APP，透過手機

APP 軟體的操作可提前預訂電

梯及預計抵達之樓層 

三菱電梯 1. 監控電梯和電扶梯的乘客流量與運行

狀態 

2. 電梯電源斷電後約 6 秒鐘，MELD 會

自動啟動提供電梯電源，電梯在最近

的樓層開門，以便乘客離開車廂 

3. 地震管制運轉裝置設定之震度時，電

梯會立刻自動停止，在最近的樓層開

門停機，讓乘客儘速離開車廂 

4. 電能回生轉換器，適用具備電力再生

功能，能將電梯運行時所產生的再生

電力，重新送回大樓電力系統再利用 

1. 地震或電梯電源斷電後約 6 秒

鐘，MELD 會自動啟動提供電

梯電源，電梯在最近的樓層開

門，以便乘客離開車廂 

 

碩成電梯 1. 電梯監看資訊與圖表 

2. 檢修 APP 定位功能 

3. 建立電梯群組，方便以社區為單位做

監控 

1. 建立電梯群組，方便以社區為

單位做監控，可取代傳統社

區、區網型、監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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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廠商 共同項目 特殊項目 

4. 即時通報提供 MAIL、WeChat、API

及 Line 等通報介面 

5. 管理檢修工具使用權，調閱檢修工具

的使用紀錄，可以方便維修人員檢修

軟體的佈署與回收 

研華科技 1. 電梯設備加裝感測器，蒐集控制系

統、剎車系統和馬達之運作數據 

2. 邊緣智慧裝備定期回報電梯用量與運

行參數等關鍵資料 

3. 雲端預先設置警戒值，一旦發現異常

數值，直接授權邊緣智能服務器暫停

問題電梯之運作 

1. 透過感測器回傳數據，業者可

先行掌握設備可能故障原因，

在派送檢修人員同時備妥維修

零件，以減少停機維修時間 

宏偉電梯 1. 加速檢驗電梯的效率 

2. 電梯故障導致停止運轉之前，即時自

動通報電梯的異常警告 

3. 預防性維護措施，減少電梯的運轉中

斷時間 

4. IoT 智慧聯網平台蒐集到的數據，能

分析出電梯故障原因 

1. 無線傳輸技術 CAT-M1 具備比

LTE 更強的網路覆蓋，讓 LTE

訊號穿透牆壁與樓層，使安裝

在室內深處或偏僻地區的裝置

也可連接 IoT，讓遠端了解各地

電梯運作情形。 

奧 的 斯 電

梯 

1. 裝設大量感測器與小型伺服器，隨時

蒐集振動、馬達運轉、上下高度等各

種電梯運作數據 

2. 全球各地的 24 小時監控中心 

3. 大數據分析，電腦只要發現某地某台

電梯數據異常，就會馬上派遣當地維

修技師到現場檢查 

1. 奧的斯給維修技師每人發一支

iPhone 手機，上面有奧的斯自

己開發的 App。維修技師到了

電梯現場後，只要打開 App，

電梯的所有數據就會就一目瞭

然地顯示在手機螢幕上，讓技

師可以馬上知道哪裡該檢修。 

2. 奧的斯的客戶也可以在自己的

行動裝置上下載這個 App，隨

時掌控自己電梯的健康狀況。 

日本東芝 1. 電梯運作狀況監測與維修時間安排 

2. 資料解析以回饋系統設計 

3. 發生地震等區域性災害時，則提供各

種可能的支援 

1. 日本電機大廠東芝推出自身的

物聯網平台 SPINEX，該廠與

日本電信大廠 KDDI 進行物聯

網事業合作 

迅 達 電 梯

(瑞士) 

1. 將乘客快速運送到目的地，並提高他

們在大樓內移動的效率 

2. 為客戶提供預防性維保服務 

1. 迅達電梯開發了獨特的智能樓

層控制方案-PORT 技術 

2. 全球首個數字化閉環應用於電

梯和自動扶梯的維保、急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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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廠商 共同項目 特殊項目 

信息系統，可為客戶提供預防

性維保服務 

通 力 電 梯

(芬蘭) 

1. 24 小時即時監控 

2. 電梯蒐集 200 項資訊 

3. 上傳 IBM Watson 物聯網雲平臺，並

分析可能故障零件 

4. 嵌入式感測器實時傳輸、收集和儲存

於雲端 

5. 對電梯發生故障的前兆進行預警 

6. 快速消除故障，減少停運時間 

1. 通力在 IBM物聯網雲平臺上整

合了公司的 SAP 核心系統 

2. 生態系統合作伙伴和第三方同

樣可以呼叫平臺上的 API 與通

力的系統進行對接，並進行應

用的自主開發 

現 代 電 梯

(韓國) 

1. 發展相對於售後服務的前置服務 

2. 電梯發生故障之前預先提供零組件替

換與維修 

3. 提升維修能力與作業效率，並減少修

繕的不便與困難 

1. 現代電梯與韓國電信同意發展

配置顯示器的電梯，以創造廣

告業務的綜效 

康 力 電 梯

(中國大陸) 

1. 研發無線報警、傳感器擴大採集、遠

程報警、目的層群控系統，提高了電

梯故障診斷、遠程監控以及智慧維護

方面的效率 

2. 通過軟體可以監控到遠在千里之外網

絡內每部電梯的運行數據、狀態參量。 

3. 24 小時保姆式服務 

1. 康力電梯自主開發研製了電梯

物聯網遠程監控系統，實現多

台電梯遠程群控，實時掌握電

梯的運營情況 

2. 所有電腦都裝有「康力電梯生

命週期管理與雲平臺」的軟體 

 

第六節 遠端監控與現行檢查制度之差異分析 

本研究團隊將篩選具有可行性之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就發展遠端監控與現行檢

查制度進行差異分析，在建築物昇降設備執行遠端監控技術，來替代部分現行的維護保

養工作後，預計與現行檢查制度會有以下的差異： 

壹、 維護保養項目方面 

建築物昇降設備執行遠端監控技術，來替代部分的維護保養工作後，預計在透過相

關感知器蒐集設備運作紀錄後，可以取代部分現場維護保養的項目，能在某些程度上省

去昇降設備維護保養技術工作人員在現場施行的維護保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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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維護保養時間方面 

建築物昇降設備執行遠端監控技術，來替代部分的維護保養工作後，在透過相關感

知器蒐集設備運作紀錄後，取代了部分現場維護保養的項目，當然在某些程度上省去昇

降設備維護保養技術工作人員在現場的維護保養所需花用的時間。 

參、 維護保養頻率方面 

建築物昇降設備執行遠端監控技術後，由於從管理系統便能蒐集、監測到昇降設備

現場的運作數據，在昇降設備監控數據沒有異常情況下，每個月須要到昇降設備現場施

行的維護保養工作，在不影響昇降設備的服務品質下，可以考慮延長維護保養技術工作

人員到各現場施行維護保養的頻率。 

肆、 維護保養費用方面 

建築物昇降設備執行遠端監控技術後，由於維護保養技術工作人員到各現場維護保

養，在項目可以某些程度的省略及時間可以縮短，加上到場維護保養的頻率可以適度放

寬，當然昇降設備維護保養的費用就有適度減低的可能。 

伍、 昇降設備故障發生前的預警功能 

建築物昇降設備執行遠端監控技術後，由於管理系統能蒐集監測到昇降設備現場的

運作數據，所以當昇降設備運作數據有異常發生時，管理系統便能透過預警機制發出相

關信息給管理及維修人員，以施行必要之預防措施。這可以在昇降設備實際發生故障前

便採行必要之措施，避免設備故障及災害的發生。 

陸、 故障發生時的維修等待時間方面 

建築物昇降設備執行遠端監控技術後，由於管理系統能蒐集監測到昇降設備現場的

運作數據，能在故障發生時主動聯繫管理中心，並且管理人員能自系統提供資訊判定可

能之故障情形，通知維修人員準備可能須置換之零組件前往維修。這可以改善早期昇降

設備故障時，須由物業管理人員以電話聯絡設備保養公司派員檢查，查看故障狀況後判

定需更換之零組件後再回公司取貨，再回到故障現場維修的冗長等待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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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昇降設備提供的服務品質方面 

建築物昇降設備執行遠端監控技術後，由於管理系統能蒐集監測到昇降設備現場的

運作數據，可以在管理中心掌握昇降設備的所有信息，自然能提供最適切的服務，服務

品質自然能提升。 

捌、 整體性的差異分析 

建築物昇降設備執行遠端監控技術後，對昇降設備維修單位能節省維修保養的項目

及時間，也能減低專業人員短缺的問題。對於昇降設備的使用者，有機會在使用功能不

變的前提下，減低花用的維修費用、減少設備故障的機會、縮短因故障縮需花費等待的

時間，對整個昇降設備相關族群有正面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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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計畫執行情形說明 

第一節 專家訪談及現場參訪 

壹、 專家訪談議題 

本團隊於 110 年 5 月 14 日，邀請三位建築物昇降設備專家進行訪談，分別為台中

國霖電梯管理服務股份有限公司陳仲禹課長，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鄭坤豐總經理，及

中華民國建築物昇降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章建成組長。本次專家訪談包含下列議題： 

一、 請問依據「建築物昇降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每個月昇降設備

之維護保養工作，其安全檢查表之檢查重點為何？有沒有規定(習慣性)的檢查順

序？ 

二、 在「建築物昇降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的＜B-23＞「建築物昇降機安全檢查

表」中，共有 71 個檢查項目、七大類別，請問有哪些檢查項目，是可以經由檢視

遠端監控技術每天蒐集的運作數據，來判別其運作是否正常？以取代現場的檢查

工作？ 

三、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應用推廣計畫」中，對於昇降機監控系統其應具

備之功能為何？其硬體的建議規格架構為何？ 

四、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應用推廣計畫」中，對於昇降機監控信息傳遞的

格式中應注意那些事項？ 

貳、 專家訪談會議紀錄 

該訪談之會議紀錄彙整於附錄一：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

術應用推廣計畫」之「專家訪談會議紀錄」。 

參、 現場參訪 

由於目前為新冠病毒第三級防疫級別，所以取消到昇降機設備場所之參訪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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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 

壹、 諮詢會議專家資料 

本計畫在 110 年 6 月 17 日下午 2:30，透過視訊會議舉行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與

會名單如表 4-1 所示： 

表 4-1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預定名單 

姓名 單位 職稱 

羅時麒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環控組 組長 

張怡文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研究員 

高文婷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 組長 

黃秀莊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 理事長 

游本立 中華民國電梯協會 理事長 

章建成 中華民國建築物昇降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 組長 

鄭坤豐 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顏世禮 中華民國物業及設施管理協會 秘書長 

邱繼彬 三菱電梯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 

陳文彬 台灣無線城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陳仲禹 日本昇降機有限公司 課長 

貳、 諮詢會議討論議題 

本專家諮詢會議討論議題包含： 

一、 請問在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中，對於昇降機監控系統其應具備哪些主要功

能？ 

二、 我國「建築物昇降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中，在＜B–23＞「建築物昇降機安全

檢查表」裡面，共有 71 個檢查項目、七大類別。請問有哪些檢查項目，是可以經

由遠端監控技術蒐集昇降設備運轉數據，藉由這些數據的變化來檢視運作是否正

常，用以取代目前現場的檢查工作？ 

三、 請問在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中，監控信息應包括那些基本項目內容? 在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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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上規格架構應包括那些重要項目？在資訊傳遞過程的資通安全應注意那些事

項？ 

參、 專家諮詢會議專家意見 

本次專家諮詢會議，在 110 年 6 月 17 日下午 2：30 開議，討論到下午 16：20，情

況相當熱烈。與會專家學者之意見彙整如附錄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建築物昇降設備

遠端監控技術應用推廣計畫」委託研究計畫案之「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紀錄」，諮詢會

議相關照片如附錄三：「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照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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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本計畫在 110 年 7 月 23 日上午 9:30，透過視訊會議舉行期中報告審查。針對期中

報告審查會議的委員意見，本研究團隊已經整理出相關回應，請參考附錄四：『期中報

告審查會議委員意見回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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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手冊草案 

本團隊執行『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應用推廣計畫』業務委託之專業服務

案，所彙整之「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手冊」草案，如附錄五：「建築物昇降設

備遠端監控技術手冊」草案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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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 

壹、 諮詢會議專家資料 

本計畫在 110 年 10 月 08 日下午 2:30，透過視訊會議舉行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與

會名單如表 4-2 所示： 

表 4-2 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預定名單 

姓名 單位 職稱 

王榮進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所長 

羅時麒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環控組 組長 

張怡文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研究員 

高文婷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 組長 

黃秀莊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 理事長 

游本立 中華民國電梯協會 理事長 

章建成 中華民國建築物昇降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 組長 

簡仁德 工業技術研究院 主任 

邱繼彬 三菱電梯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 

陳文彬 台灣無線城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張其中 其禾實業有限公司 總監 

貳、 諮詢會議討論議題 

本專家諮詢會議討論議題包含： 

一、 本研究團隊所提「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手冊」草案之架構? 

二、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手冊」草案中，18 項遠端監控項目及檢測原則? 

三、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手冊」草案中，18 項遠端監控項目偵測元件及其

安裝位置? 

參、 專家諮詢會議專家意見 

本次專家諮詢會議，在 110 年 10 月 08 日下午 2：30 開議，討論到下午 16：30，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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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相當熱烈。與會專家學者之意見彙整如附錄六：「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記錄」所示，

諮詢會議相關照片如附錄七：「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照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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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辦理應用推廣活動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手冊應用推廣講習 

研究團隊承攬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應用推廣計畫』

業務委託之專業服務案，於 110 年 10 月 20 日，上午 9:30 舉辦「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

監控技術手冊」草案應用推廣講習說明會。 

依據建研所 109 年「建築物昇降設備導入遠端監控技術可行性及推廣計畫」成果報

告，彙整出目前國內建築物昇降設施導入遠端監控是未來的趨勢。本遠端監控技術應用

推廣講習將篩選具有可行性之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就發展遠端監控與現行檢查制度

進行差異分析，據以提出系統架構、硬體需求及遠端監控項目偵測元件名稱、安裝位置

及檢知方式等資料，以供昇降機設備業者、建築師、建築投資、物業管理相關業者等導

入遠端監控技術之參考。 

會議議程： 

時  間 議  題 主 講 人 

09：30 - 10：00 報到 
 

10：00 - 10：15 主席暨長官致詞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長官 

計畫主持人 

10：15 - 10：40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應

用推廣計畫介紹 

計畫主持人蕭炎泉教授 

10：40 - 11：40 建築物昇降設備導入遠端監控技

術手冊草案說明 

中華民國建築物昇降暨機械停

車設備協會章建成組長 

11：40 - 12：00 綜合討論 計畫共同主持人何明錦教授 

國霖電梯徐春福總經理 

12：00 - 散會 
 

本「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應用推廣計畫」成果豐碩，共有超過 123 人報名，

103 名人員參加。推廣講習會之海報如附錄八：「推廣講習會海報」所示；與會來賓之出

席人員如附錄九：「推廣講習會來賓報名表」所示；推廣講習會之參加人數畫面如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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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推廣講習會參加人數網頁畫面」所示；參加人員照片如附錄十一：「推廣講習會參

加人員照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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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本計畫在 110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9:30，透過視訊會議舉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針對

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的委員意見，本研究團隊已經整理出相關回應，請參考附錄十二：『期

末報告審查會議委員意見回應表』。會議簽到簿請參考附錄十三：『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簽

到簿』。期末報告審查會議之開會照片請參考附錄十四：『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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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計畫辦理「建築物昇降設備導入遠端監控技術手冊研訂及應用推廣講習」，係延

續109年計畫「建築物昇降設備導入遠端監控技術可行性及推廣計畫」業務委託之專業

服務案，擴大向相關產業推廣具有可行性之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包括： 

1. 調查分析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需求 

篩選具有可行性之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就發展遠端監控與現行檢查制度進行差異

分析，據以提出技術架構及硬體需求。 

本計畫團隊在專家訪談中，從<B-23>「建築物昇降機安全檢查表」中，彙整了18項

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檢測項目(詳見附錄一：「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應用推

廣計畫」專家訪談會議紀錄)。 

2. 研訂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手冊草案 

依據以上調查分析結果，研訂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手冊(草案)，供昇降機設

備業者、建築師、建築投資業者自主導入遠端監控技術參考；另召開產官學研界諮詢

會議，參酌其意見修訂草案。 

本計畫團隊自18項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檢測項目，加上使用的元件名稱、設置安裝

的位置、檢知方式及元件圖示，彙整了「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手冊」草案 (詳

見附錄六)。 

3. 辦理應用推廣活動 

與相關公協會合作辦理推廣活動1場，將前揭手冊草案介紹給專業從業人員，並蒐集

看法及建議，參酌外界意見修訂草案內容。 

本計畫團隊製作了應用推廣講習說明會海報 (附錄九) ，架設報名網站。本推廣講習

說明會共有123人報名(報名名冊請見附錄十)。於110年10月20日上午9:30 舉辦「建築

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手冊」草案線上應用推廣講習說明會，共有103位上網參加

(人數請見附錄十一，參加人員照片請見附錄十二)，順利達成本計畫推廣講習說明會

規定之100人參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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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綜合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手冊與應用推廣計畫中，對建築物昇降設備專家

問卷調查、專家諮詢會及推廣應用講習會，以及成果報告彙整結果，本委託之專業服務

案提出下列具體可行的建議事項： 

建議一 

辦理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服務模式研究：中長期事項。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無。 

建議內容：後續建議從建商、維護管理者等不同角度，探討維運服務模式及投入誘因，

包含維護成本、時間、資料應用等，並深入分析建築物昇降設備使用者、相

關業者等需求；另涉及新增網路費用一事，新建築物通常已有網際網路服務，

舊建築物會衍生新增費用、是否會衍生建築物設備所有權人質疑是否確實提

供保養服務之問題、建築物昇降設備危害處理、昇降設備能耗分析、建築物

設備所有權人是否可信任而願意付費等相關課題建議未來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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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專家訪談會議記錄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應用推廣計畫」 

專家訪談會議紀錄 

一、 開會時間：110 年 5 月 14 日(五)上午 9:30 

二、 地    點：由於疫情影響關係，本專家訪談採通訊軟體訪談方式進行 

三、 訪談對象：陳仲禹課長(台中國霖電梯管理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鄭坤豐總經理(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建成組長(中華民國建築物昇降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 

四、 訪談議題： 

(一) 請問依據「建築物昇降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每個月昇降設備

之維護保養工作，其安全檢查表之檢查重點為何？有沒有規定(習慣性)的檢查順

序？ 

1. 日夲昇降機有限公司陳仲禹課長回饋意見： 

(1) 根據「建築物昇降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管理人應委請專

業廠商負責昇降設備之維護保養，由專業技術人員依一般維護保養之作業程

序，按月實施並作成紀錄表一式二份。 

(2) 每月定期保養可依照<B-14>建築物昇降機維護保養記錄表（範本）註 3：

維護保養項目不得少於該類型式之昇降設備年度安全檢查項目；因此保養項

目將依照<B-23>「建築物昇降機安全檢查表」做為檢查基礎。 

(3) 我們的習慣沒有統一標準，一般會先由一樓搭電梯到機房，中間停靠各樓

層（原因：在電梯的 HOP 貼上『電梯保養中』標示，順便了解每層樓電

梯開關門狀態及門溝確認），機房確認後再至車廂上檢查，手動逐層往下

確認，至最下階再確認機坑狀態，機坑確認後再自動上機房收東西，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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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逐層收告示牌。 

2. 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鄭坤豐總經理回饋意見： 

(1) 「建築物昇降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每個月昇降設備之

維護保養工作，其安全檢查表之檢查重點，在於每月定期檢查昇降設備是

否符合安全檢查標準，專業技術人員應查核前條第四項(竣工檢查檢附)昇

降設備組件耐用基準參考表，對於已屆耐用基準之組件，應於保養紀錄表

載明處理情形；已更換之組件，應另行填列昇降設備組件耐用基準參考

表。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修正施行前已領得使用許可證

之昇降設備，亦同。昇降設備組件耐用基準參考表應併同維護保養紀錄

表，按月檢送當地主管建築機關。 

(2) 本項規定立意良好執行困難，昇降設備組件耐用基準參考表應併同維護保

養紀錄表，按月檢送當地主管建築機關。 

(3) 如果要落實執行就必須改善控制器，加裝類似汽車旅程表之昇降設備組件

使用紀錄器，藉由遠端監控系統將其使用紀錄定期傳輸到主管機關之雲

端，自動比對昇降設備組件耐用基準參考表，已經逾期或將屆耐用基準作

為判定安全檢查之標準。昇降設備組件耐用包含 1 牽引機及軸承、2 齒輪、

3 牽引機驅動輪、4 牽引機機油、5 馬達主機、7 電磁制動器、8 轉向槽輪、

9 控制盤接觸器、13 電源電壓測定、14 保養紀錄、20 車廂門開關及安全

裝置、20 車廂操作盤按鈕、27 門接點安全開關、28 車廂上各安全開關、

29 鋼索、30 調速機鋼索、33 移動電纜、37 極限開關、38 乘場指示燈、39

乘場門閉鎖裝置、40 各樓層按鈕。 

3. 中華民國建築物昇降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章建成組長回饋意見： 

(1) 按「建築物昇降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規定，管理人應委請專業廠商

負責昇降設備之維護保養，由專業技術人員依一般維護保養之作業程序，

按月實施並作成紀錄表一式二份，本紀錄表稱之｢建築物昇降機維護保養

紀錄表｣，又本表於內政部所訂之＜B-14＞範本註 3 所規定:本維護保養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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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僅供各專業廠商參考使用，各專業廠商得依各類型式之昇降設備一般維

護保養作業程序增訂維護保養項目，但維護保養項目不得少於該類型式之

昇降設備年度安全檢查項目。故其檢查重點應比照昇降設備年度安全檢查

項目為實施重點。 

(2) 並無強制規定檢查順序，大部分均依內政部所訂之＜B-14＞範本，以昇降

設備部件設置位置作為區分，依序為：機械室、車廂及升降路、機坑等。

若依其驅動方式、型式、用途之不同，另須增列符合該等設備專屬之檢查

項目，包含油壓昇降機、緊急用昇降機、供行動不便使用昇降機、無機房

式昇降機、乘場門具火性能者等。 

(二) 在「建築物昇降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的＜B–23＞「建築物昇降機安全檢查

表」中，共有 71 個檢查項目、七大類別，請問有哪些檢查項目，是可以經由檢

視遠端監控技術每天蒐集的運作數據，來判別其運作是否正常？以取代現場的檢

查工作？ 

1. 日夲昇降機有限公司陳仲禹課長回饋意見： 

(1) 電梯系統可透過輸出與輸入接點狀態中得知電梯目前現況。 

(2) 監控系統可將各電梯系統所呈現數據整合；數據可統計電梯使用頻率計算

出產品耐用年限。相關項目可參考內政部營建署所列 <建築物昇降設備組

建耐用基準參考表>。 

(3) 電梯運作是否正常，初步可由電梯系統本身的故障訊息中了解，然而在避

免故障發生前所做的預先保養確認，可由<B-23>表中資訊回傳監控系統，

以達到預防之措施。 

(4) <B-23>回傳項目包含 7、20、23、28、35、37、39 等，建議可被遠端監控

所取代。 

2. 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鄭坤豐總經理回饋意見： 

＜B–23＞表中共有 71 個檢查項目、七大類別中大部分可以藉由檢視遠端監控

技術每天蒐集的運作數據，來比對遠端已存之昇降設備組件耐用基準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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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檢查出逾期或將屆耐用基準之項目，如第 1 項所列，此外可以傳輸監控各

項開關之 0/1 信號之時間軸加以互相比對，藉此產生衝突危險之故障碼。例如

電梯沒在平層而門打開、電梯位置為最底樓而底部強減開關沒有動作、行進間

電梯門打開、UCMP 動作之偵測與檢出與判斷、安全迴路跳脫…等故障碼，及

其產生之頻率均可以做為電梯安全考核之依據，更可以取代保養人員往返紀錄

之人力，快速精準維修，預防故障意外事件之發生，以及電梯安全之檢點考評

及使用許可證頒發之依據。 

3. 中華民國建築物昇降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章建成組長回饋意見： 

可以經由檢視遠端監控技術每天蒐集的運作數據，大致上依其裝置作動狀態可

為： 

(1) 機械室：各項絕緣電阻異常造成的短路現象、調速機是否超速或異常作

動、緊急停止裝置是否作動、7.電磁制動器、9.控制盤(含其他監測迴路)、

13.電源電壓測定等，計 6 項。 

(2) 車廂及升降路：19.車廂門驅動機構、20.車廂門開關及安全裝置、23.車廂

方向及位置信號裝置、25.超載檢出裝置、28.車廂上各安全開關、37.極限

開關（上、下）、43.乘場門連鎖開關等，計 7 項。 

(3) 機坑：50.機坑停止開關及照明設備，計 1 項。 

(4) 油壓昇降機：51.油閥、配管、壓力計、52.停車水平修正裝置及油壓泵、

54.空轉防止裝置及油溫控制裝置、55.頂部安全距離及極限開關、57.主鋼

索鬆弛檢出裝置等，計 5 項。 

(5) 緊急用昇降機：58.車廂召回避難樓裝置、59.緊急運轉功能等，計 2 項。 

(6) 供行動不便使用昇降機：65.車廂門光電感應裝置，計 1 項。 

(7) 無機房式昇降機：68.工作平臺之設置(檢知開關)、69.動力遮斷下之援救裝

置、70.低速運轉安全裝置(是否啟動) 等，計 3 項。 

(8) 71.火災復歸避難層裝置(是否啟動)，計 1 項。 

經由整合後，共有以下 25 項預估為具可行性之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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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所列述： 

(1) 各項絕緣電阻異常造成的短路現象。 

(2) 調速機是否超速或異常作動。 

(3) 緊急停止裝置是否作動。 

(4) 電磁制動器。 

(5) 控制盤(含其他監測迴路)。 

(6) 電源電壓測定。 

(7) 車廂門開關及安全裝置。 

(8) 車廂方向及位置信號裝置。 

(9) 超載檢出裝置。 

(10) 車廂上各安全開關。 

(11) 極限開關（上、下）。 

(12) 乘場門連鎖開關。 

(13) 機坑停止開關及照明設備。 

(14) 油閥、配管、壓力計。 

(15) 停車水平修正裝置及油壓泵。 

(16) 空轉防止裝置及油溫控制裝置。 

(17) 頂部安全距離及極限開關。 

(18) 主鋼索鬆弛檢出裝置。 

(19) 車廂召回避難樓裝置。 

(20) 緊急運轉功能。 

(21) 車廂門光電感應裝置。 

(22) 工作平臺之設置(檢知開關)。 

(23) 動力遮斷下之援救裝置。 

(24) 低速運轉安全裝置(是否啟動)。 

(25) 災復歸避難層裝置(是否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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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25 項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再經由與中華民國建築物昇降暨機械停車

設備協會章組長、國霖電梯股份有限公司徐春福總經理及現場維護保養工程師

們的討論後，決定再將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項目縮為以下 18 項： 

(1) 主電源斷路 

(2) 昇降設備速度異常致調速機超速開關作動 

(3) 車廂煞車裝置作動異常 

(4) 主機煞車器作動異常 

(5) 控制盤控制系統主要安全迴路異常 

(6) 車廂門(內門)開閉異常 

(7) 車廂超載裝置作動異常 

(8) 車廂安全迴路異常 

(9) 昇降路頂底部極限開關異常 

(10) 乘場門(外門)開閉異常 

(11) 機坑內安全迴路異常 

(12) 油壓系統壓力異常(油壓式適用) 

(13) 車廂門(內門)檻與乘場門(外門)檻高低落差太大 

(14) 車廂上下運行超過設定時間 

(15) 主鋼索異常鬆弛(油壓式適用) 

(16) 發生火災未能啟動車廂召回避難樓層功能(緊急用升降機及乘場門具防

火性能適用) 

(17) 工作平台開關被啟動(無機房式適用) 

(18) 停電時是否已啟動就近樓層停靠功能 

(三)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應用推廣計畫」中，對於昇降機監控系統其應具

備之功能為何？其硬體的建議規格架構為何？ 

1. 日夲昇降機有限公司陳仲禹課長回饋意見： 

(1) 所需功能：即時故障通報、長時間資訊收集提供數據分析（使用頻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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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狀態、故障分析、耐用年限通知、同系統比對）等。 

(2) 電梯端：整合式通訊模組➔（4G/5G、NB-IOT 等）➔雲端伺服器➔電梯

公司 PC、手機 APP 等。 

2. 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鄭坤豐總經理回饋意見： 

第 2 項所提之各項開關、安全迴路均由微電腦控制 I/O 完成動作，而台灣大部

分廠商之控制器均有通信能力，包含 RS232、RS422、RS485、CAN bus 等。

只要稍改一下軟體，將那些 I/O 信號變化之時間軸及計數值對外通信，現有控

制器硬體不用改。外接一個 TP/TIP 之轉板聯網，或 GSM/WiFi 轉板之無線連

網，就可以完成遠端監控之功能。硬體的建議規格架構如下： 

 

3. 中華民國建築物昇降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章建成組長專家意見回饋： 

(1) 監控系統應包含的功能，最初階的功能包括「與伺服器的溝通與管理」、

「數據採集與回報」、「終端系統的狀態回報」等。進階的應用包括「邊

緣端的數據前處理與優化」、「邊緣端的數據分析」、「遠端軟體更新部

署」等。 

(2) 另參考 EN-81-28 升降機的建造和安裝安全規則-人員和貨物運輸升降機-

第 28 部分；乘客和應涵蓋用戶被困在車廂和專業技術人員升降路中的風

險，並提供了針對人員和貨物人員升降機警報系統的技術要求。如 EN 81

系列中所述。這包括： 

a. 觸發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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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傳輸警報。 

c. 使用和維護信息。 

(3) 在使用電梯之前，進行現場測試以驗證是否滿足本文檔的要求。不包括： 

a. 通信網絡故障，包括移動網絡信號強度或類似情況。 

b. 網絡電源故障，使得某個地理區域內的所有升降機同時產生卡住現象。 

(4) 架構需求上，整套監控系統必須建構在具備安全加密的訊息傳輸管道。在

電梯端，數據的採集應符合個資法的要求，並且使用符合國家通訊法規要

求的傳輸設備進行傳輸。在伺服器端，符合資安保護規範的資料處理與儲

存單元，並且實作容錯與冗餘備份等機制，確保數據儲存無虞。最後，在

使用者端，應妥善設計並施行身分驗證與權限控管，保護電梯數據的安

全，並且在充分完善資安保護前，避免允許遠端遙控電梯的功能。硬體架

構包括: 

a. 感測層-感測原件。 

b. 傳感原件介面。 

c. 資料收集器及軟體。 

d. 偕同資訊處理。 

e. 網路層-網路傳輸介面。 

f. 應用服務層-數據儲存。 

g. 服務介面。 

(四)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應用推廣計畫」中，對於昇降機監控信息傳遞的

格式中應注意那些事項？ 

1. 日夲昇降機有限公司陳仲禹課長理回饋意見： 

(1) 數據分析：對電梯公司所保養之電梯做數據分析，包含運轉率、保養率、

故障率、人員分佈、故障狀態分佈…等。 

(2) 對於電梯公司需得知訊息為：電梯/合約編號、設備名稱、設備編號、系統

型號、電梯狀態、電梯運行時間、故障訊息、故障處置方式、耐用年限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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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等。 

2. 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鄭坤豐總經理回饋意見： 

昇降機監控信息傳遞的格式中，應注意由主管機關制定統一之通信協定，如 I/O

時間軸、信息比對異常之故障碼、各項計數值之格式、統一可以查詢之公開資

訊。 

3. 中華民國建築物昇降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章建成組長回饋意見： 

目前業界並無統一的數據格式規範，建議可由政府根據部門監理等需求，訂定

需要的數據項目，再由產業訂定數據格式，以較低數據分享的門檻，增加應用

發展的多元性。建議參照 EN-81-28 通訊介面採用 CAN Bus 或 485，通訊協定

採用 CANopen 或 Mod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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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記錄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建築物昇降設備導入遠端監控技術可行性及推廣計畫」 

第一次專家專家諮詢會議紀錄 

一、 開會時間：110 年 6 月 17 日(四) 下午 2：30 

二、 地點：視訊會議  

三、 主持人：蕭炎泉 教授 

四、 與會人員：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羅時麒組長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張怡文研究員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高文婷組長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黃秀莊理事長 

中華民國電梯協會游本立理事長 

中華民國建築物昇降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章建成組長 

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鄭坤豐經理 

台灣三菱電梯股份有限公司邱繼彬副理 

日本昇降機有限公司陳仲禹課長 

中華大學何明錦院長 

中華大學蕭炎泉教授 

中華大學莊季澐 

中華大學賴淑貞 

五、 專家諮詢會議議程 

(一) 主席暨長官致詞 (略) 

(二) 引言簡報 

(三) 專家意見回饋：(依發言順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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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專家意見回饋： 

(一)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高文婷組長 

1. 其實現在逼著政府要來面對遠端監控件事情的背後原因是因為高齡少子化，在

人力越來越吃緊的情況下，能不能夠用智慧化的方式取代人力?是政府要討論這

個議題的原因。現在的制度並不是不可以做遠端監控，但都是在法制面之外的

額外服務，這不會被禁止，因為在國發會的討論過程中，諸多的企業主或廠商，

都希望卓越的遠端監控的技術能夠為他們減少一些人力，也希望這件事情能夠

列入我們的管理法規，所以他們希望政府介入，這是個前提。 

2. 檢視我們現行的制度，對於電梯一定要建立一個完備的現場檢查，以及定期申

報的機制，它的目的當然是為了公共安全；但是更要是你是要有達到事前預警

的效果，才是整個制度的價值所在。至於針對故障發生後的通報、維修…等，

其實現在已經都在做。所以不是我們花那麼多心思來做這件事情的主要目的，

除非我們知道遠端監控能夠達到跟人到現場檢查幾乎相同的功能或更優的功

能，那政府推動遠端監控，再進一步到完成法制修正才有它的意義。 

3. 其實報告書跟目前簡報都出現了「遠端監控」、「遠端監視」、「遠端監測」好多

種的動詞，到底是監視？或者監測？還是是遠端監控?或許應該要把題目和功能

講得更清楚，大家後面討論比較容易聚焦。 

4. 我是從政府的管理角度來看這個事情，經過大家討論遠端監控確實有它的價

值，若要要列入法規，到底要用強制增加遠端間監控的技術在每一台電梯?還是

要用鼓勵的方式來推動這個事情?這是政府端要面對的。希望大家多多給我們意

見，要「強制」就直接修訂入法，但是「鼓勵」就要調整一些條文，才達到鼓

勵的目的，所以到底法規應該怎麼樣面對這個遠端監控的技術，今天大家可以

多多表達意見。 

5. 一旦入法，我們最在意的事情，一個是遠端監控或監視或監測，必須被定義清

楚，什麼樣的條件之下才能算遠端監控，第一個是定義，第二個是項目內容，

做到什麼程度才能叫遠端監控，第三件事情是達到什麼標準，才能算是遠端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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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據我們瞭解現在 ISO 在國際上沒有明確的對遠端監控訂有明確的標準，只

是有這樣名稱、有這樣作法而已，所以如果我們要入法，這個定義就要非常清

楚。 

6. 最後，入法之前第二個要確認的就是功能取代的問題。如果這幾件事情能夠在

研究裡給我們足夠的協助，那未來的法制作業就真的有可能修訂法規，進而達

到實用的目標。 

7. 這次的研究案的主要目的是要做出一套手冊，或者說是一個指引，那也要了解

這個指引未來的法律效果是什麼？要業界或者是政府機關怎麼樣使用這個手

冊？也請大家指教。 

(二)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黃秀莊理事長 

支持贊同訂定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的法規，協同各家廠商建置通訊平台，在

電梯故障異常時會做一些預防的通報，可以即刻派各廠家人員前往維修保養。 

(三) 中華民國電梯協會游本立理事長 

1. 目前一般監控系統大概針對哪些功能，剛剛高組長提到所謂的監控跟監視，其

實它有一些不同，以政府的管理來講它比較偏向監視，我們的部分比較偏向監

控，電梯廠商針對遠端有些小局部較不具危險性的部分會去做監控的部分，但

原則上大部分都還是監視為主。 

2. 目前業界大部分廠商的監視功能分為四個： 

(1) 電梯內部通話系統可以直接與廠商的維修中心做通話。 

(2) 昇降機故障的時候，它會自動的發報。 

(3) 故障的診斷，平常會收集一些資訊等，在設備故障異常時會做一些預防的通報。 

(4) 故障後的復歸運轉狀態，它會在針對設備故障後復歸運轉的回報。 

3. 目前檢查表總共有七十一個項目，它實際上比較偏向於我們現場實務的檢查，

針對這個 B23 表，我們認為目前的表單它是無法立即被取代某些項目。 

4. 目前所依據的是建築物昇降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在第四條裡面有規定，管

理人應委請專業廠商負責昇降設備之維護保養，由專業技術人員依一般維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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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之作業程序，按月實施並作成紀錄表一式二份…，現在目前業界面臨的困難

因人口老化、少子化；假設未來這個提案是可行也被主管機關採納，我們是建

議由中央主管機關這邊召集產官業學等去做一些討論。我們目前的昇降設備的

管理辦法或者是施行細則在哪些地方可以做局部的修正。 

5. 當然去年舉辦的研討會，我們有提到所謂的樂觀其成，因為我們預計要投入一

些感測設備，或者是感測系統。我們也希望，主管機關給我們一些誘因，包括

像至少是檢查間隔，例如有一次或兩次是用所謂的遠格監控的方式去取代現場

撿點，這也可被檢討節省實際到現場的一些人力，所以這就是未來可能要請政

府幫忙的。但對這個不到現場檢查部分，可能要透過政府一些政策面的宣導，

民眾才會比較能接受。 

6. 在經過遠端監控蒐集電梯相關運作監控資料後，透過一些熱感及震動元件去檢

測機器設備有沒有老化的問題，若有故障之警訊可以做先前部署的預防措施，

也能產出一份比較具體的電梯運作報表提供給政府隨時檢視，也可以讓消費者

安心。 

(四) 中華民國建築物昇降暨機械停車設備協會章建成組長 

1. 在台灣有很多的事項都有推標章制度，現在都有智慧建築物了我們應該要推動

智慧電梯這個部分，至於誘因，我的建議是電梯廠商及各位經由這個議題討論

結果之下，通過相關的評定指標，我們可推一個智慧電梯標章，在他的販售上

及使用者上能顯示有經過政府認證的標章。 

2. 第一線的技術人員在疫情期間是身處在危險環境之中，在數位轉型的現代，要

強調遠距勞動跟科技防疫，目前確實有看過幾個類似的作法。一些廠商已經在

推動遠隔監控部分，可以透過很多的大數據分析，人無須到現場，它就可以讓

這個電梯正常的運轉，大數據的分析完如果真的有狀況他們會提前處理，這個

遠距勞動的部分會減少人力及被感染的情況。 

3. 昇降設備系統應該具備哪些功能?不外乎是量測、電子監控、模擬等。監控這個

部分要特別說明，因為現在有個資法的問題，我們大部分都是做到監視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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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控制的部分只會侷限在雙方的對話或者是所謂的空間載重以及是不是有人

員受困…等資料的擷取，而且這些資料擷取多採去識別化，在資通安全上面這

個是非常重要的。至於它的安全技術方面，資訊、通信、安全的管理法規，國

家已有訂定可參考， NCC 亦可針對我們這個產業再制定相關的資通安全規

定。 

4. B23 是目前所實施的，如果後面要引用新的國家標準，這個部分就要參照新的

國家標準、新的檢查表。有關於七十一個大項目所能監測，目前提供遠端監控

設備廠商，在控制系統及電梯偵測元件，它的 I O 可以做到監視的功能，也可

利用大數據分析去判斷。 

5. 制定電梯遠端監控指引或手冊，必須請國內知名的大廠提供他們現在運用的一

些技術及數據，以供主管機關參考，大家共同來研究，讓主管機關檢視參考後

續納法的可行性。 

(五) 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鄭坤豐經理 

1. 現在的現有電梯很難做到，希望這個法規適用強制跟鼓勵兩種雙管齊下，如果

是你沒有提供這套系統就無法獎勵你。 

2. 長期蒐集這些數據來判斷，可以免除 B23 表現場檢查人員見仁見智的不同看

法，避免個人不同的檢查標準。 

3. 電梯跟車子不一樣，車子有行車記錄器電梯沒有，如果每台電梯能裝置類似行

車記錄器的元件，它就可以記錄他的使用頻率及需要保養的時間。 

4. 建立了個電梯雲的系統，偵測電梯狀態、數據及資料收集、故障紀錄等，可以

作為電梯安全考核。如果可以導入遠隔監控系統，是一個很好的里程碑。 

(六) 台灣三菱電梯股份有限公司邱繼彬副理 

1. 我們沒有直接監控這個用詞，「控」這個字會讓人覺得被控制，我們是用遠端維

護服務系統這個名詞。基本上遠端維護服務系統裡面的概念就提供給客戶一個

新的服務，在既有的保養的系統上，加上遠端監視非遠端檢查。 

2. 針對遠端監視做一些補充，所謂的遠端監視就是它會自動通報電梯設備ㄧ些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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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功能，根據收集到的訊息採取適當措施，只會監視人員受困、電梯故障、

運轉所發生的一些問題、電梯著床位置、電梯門開關、控制盤電路是否正常、

機器是否有過熱，這是我們對電梯的監視範圍。 

(七) 日本昇降機有限公司陳仲禹課長 

1. 在日本也因為高齡少子化、人力的問題，他們把相關的遠隔的點檢分為三個部

分:第一項是屬於電梯性能的檢查，第二項是屬於各設備的狀態檢查，第三項就

是按鈕狀態，跟最後的煞車。 

2. 彙整電梯門開關次數、時間、運行次數、客戶的反應之後做成一份報告，最後

成為監視結果的初步數據。 

七、 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專家學者提供之寶貴意見，會後將針對與會專家提供之建議進行修改。 

八、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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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期中報告審查會議委員意見回應表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10 年度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應用推廣計畫」業務委託 

畫期中審查意見及廠商回應一覽表 

項次   出列席人員意見 廠商回應 

1. 朱曉萍教授 

1. 發展智慧科技應以人為本，建請補充說

明從使用者角度而言，昇降設備遠端監

控技術之應用推廣效益。 

2. 本案部分資料蒐集範疇與智慧化居住

空間產業創新計畫所蒐集中國大陸電

梯養老保險等內容相關，應可加強不同

計畫間之資源整合。 

3. 消費者是否均認同保養業者減少投入

現場人力之作法？不同使用者是否有

需求差異？建請補充。 

4. 建請補充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之商

業模式及資安配套措施。 

1. 謝謝委員建議，在期末報告將參考委

員所提意見意見再予補充說明。 

2. 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之應用推廣效

益主要在於減少檢查及維護保養人力

需求及提昇降設備升安全與服務品

質。 

3. 消費者是否均認同保養業者減少投入

現場人力之作法等意見將列入後續研

究調查分析。 

2. 溫秀玲教授 

1. 本案係接續前一年度計畫成果繼續辦

理，建請補充本年度計畫與去年度 之

差異。 

2. 目前尚未產出手冊內容草案等預期成

果，建請補充。 

3. 歐洲等國內外廠商已有遠端監控技術

應用於新設及既有昇降設備之技術 

資料，建請補充。 

4. 期中報告蒐集之現行昇降設備技術規

範未涉及遠端監控技術，建請補充。 

1. 謝謝委員建議，本年度計畫與上年度

差異主要在於研擬昇降設備遠端監

控技術手冊與應用推廣； 

2. 至於所提 2-4 項意見，現行昇降設備

技術規範確未涉及遠端監控技術外;

其他除部分內容已於期中報告敘

明，期末報告內容將參考委員意見再

予補充說明。 

 

3. 黃技師維智： 

1. 本案計畫目標明確，期中執行進度與預

期相符。 

2. 報告書第 2 頁所提到的附件 1、建築

物昇 降機安全檢查表，請補充於 附件

中。 

3. 報告書第 11 頁第 1 點提到電動機是

屬於曳引系統，但是緊接著第 6 點卻 

說明電動機是屬於驅動控制系統，建請

釐清。 

1. 謝謝委員肯定意見。 

2. 建築物昇 降機安全檢查表，請補充

於 附件中。在期末報告將參考委員

所提意見意見再予補充說明。 

3. 謝謝委員所提第 3-5 項意見，將審慎

釐清各項名詞定義與統一用詞，並於

於期末報告中詳細檢視妥慎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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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出列席人員意見 廠商回應 

4. 報告書第  36 頁從第  5 行到第  21 

行、第 38 頁從第 1 行到第 18 行、

第 49 頁從第 8 行到第 24 行，上述

的三大段落文字是一模一樣的內容，建

請於 期末報告修正。 

5. 報告書中提出「預防性維護」概念，但

是有的段落卻寫成「預測性維護」， 是

否為筆誤？建請釐清。 

4 馮博士明惠： 

1. 目前已完成訪談建築師及昇降設備業

者，邀請內政部營建署、建築師公 

會、昇 降設備協會、資通訊業者參加

專家諮詢視訊會議蒐集意見等工作。 

建議未來邀請場域管理者蒐集應用情

境，訂定應用需求、預測管理(時間)、 

回應時間、設備架構需求、通訊需求

等。 

2. 建議能更完整蒐集美國、歐洲等現況

國內與國外已有解決方案資料，整 理

解決方案規格及商業模式、費用、生

態系，分析是否有共通模組需求 等，

作為撰寫技術手冊草案昇 降設備分

類參考。 

3. 未來如規劃實證場域，建議與智慧空

間展示推廣計畫及智慧化居住空間 

產業創新計畫、建築 4.0 計畫橫向合

作，發展分析模組及物聯網雲平台。 

1. 謝謝委員所提第 1-2 項意見，將參考

委員意見於期末報告再予蒐集既有

資料補充說明。 

2. 謝謝委員第 3 項建議，未來如主辦機

關後續規劃實證場域，委員建議將轉

請參考辦理。 

 

5 劉教授佩玲： 

1. 要成為一份可供操作的建築物昇降設

備遠端監控技術手冊，應列出遠端 監

控要取代檢查項目(或預防性保養)及

要使用的是那些具體技術，包括在 設

備安裝什麼樣之感測器、蒐集的資料

要如何分析等。 

2. 技術手冊對遠端監控之資訊安全問題

應有所規範。 

3. 遠端監控應定義監控者是誰？建築物

管理員、電梯維修公司、電梯製造 商

或其他，建請釐清。 

4. 建議於期末報告中討論法規問題。 

1. 謝謝委員建議，已蒐集相關資料，期

末報告將參考委員意見補充敘明 

2. 謝謝委員第 2-3 項意見，在期末報告

將參考委員意見充分說明遠端監控

之意義及可能之利害關係者與使用

者。 

3. 本年度主要探討昇降設備遠端監控

技術手冊之研訂與應用推廣，至於相

關涉及法定規範問題尚不屬受託範

圍。未來再與主辦機關商議是否列入

後續研究建議。 

6 練協理文旭： 

1.  文獻探討豐富詳實，惟昇降系統及設

1. 謝謝委員意見。意見 1、3、4 項所提

遠端監控管理之系統及設備與感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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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出列席人員意見 廠商回應 

備，可加裝那些感測器達成遠端監 控

管理之目的、進行哪些項目監控、國

內外成功案例等較為不足，建請補充。 

2. 建議探討國內利害關係人，對於那些

遠端監控項目有具體需求，以供優 先

推廣參考。 

3. 技術手冊建議包含各項目，各項監測

項目應用了那些感測器、那些技術？ 

建請補充。 

4. 昇降設備是高度責任設備，未來如增

加聯網功能，感測模組其產品及功 能

驗證，建請一併探討。 

器、國內外成功案例等，將於期末報

告再參考委員意見補充敘明 

2. 意見 2 同委員意見回應 5 之 2 

 

7 鍾經理振武： 

1. 報告書第 35 頁介紹昇降機之遠端操

控方式和技術原理，應先說明現有監 

控方式和技術、監控平台運作、再舉

廠商例子，較為妥適。 

2. 報告書第 39 頁的肆、昇降機監控行

業需求，直接引用某家廠商的內部文 

件，未加以篩選或說明各種需求之先

後順序，建請修正。 

3. 附錄專家訪談內容宜消化整理後摘錄

重點。 

4. 報告書第 55 頁為本次報告的主要內

容，監控項目全部引述電梯協會代表

26 項意見，但是為何獨漏安全檢查表 

B-23 的第 19 項而只有 25 項，建請 

釐清。 

5. 建請參考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創新整

合應用計畫期中報告第 88 頁，其禾 

電梯與翱翔智慧共同推出之智慧電梯

預測維護管理平台已推廣到日本、 澳

洲、新加坡之資料。 

6. 期中報告應對技術手冊、推廣計畫有

更為明確之方向及預計做法。 

謝謝委員所提各項寶貴意見。將於

期末報告再參考委員意見再詳為檢

視修訂並蒐集資料補充敘明。 

 

8 欒副組長中丕： 

1  本計畫結合物聯網技術，進行建築物昇

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的推廣，並 與現

行檢查機制之「B-23 建築物昇降機安

全檢查表」進行差異分析，擬 提出具

體可執行的技術架構等，資料內容豐

富。內政部營建署刻正參照 新修正的

1. 謝謝寶貴意見。所提各項意見包刮停

電復歸最近樓層等功能項目及 B-23 

建築物昇降機安全檢查表技術架

構，除部分內容已於期中報告敘明

外，將參考委員意見在期末報告內容

再予檢視修訂並補充說明。 

2. 導入遠端監控技術主要目的係因應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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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標準 CNS15827-20 等，修正建築

物昇降機安檢查表內容， 請參考修

正。 

2. 報告書第 2 章第 2 節昇降機設備功

能及組構空間，建請增列停電時「復 

歸最近樓層的裝置」。 

3. 報告書提及建置電梯裝置遠端監控管

理平台，並於建築物架設「邊緣智 能

服務器」進行初步數據分析執行部分

功能，此作業模式目前普及程度 為

何？另報告書第 15 頁所列 8 大系

統有那些項目？建請補充。 

4. 遠端監控的功能，相關設備與規格、

軟體及硬體的標準具體內容，建請 補

充。 

5. 第 3 章第 4 節第 55 頁初步整理遠

端監控技術項目，後續請與 B-23 檢

查表比較，並就可替代檢查項目與原

因，及遠端監控技術的功能及安全確 

保，進行研析。 

6. 本案計畫現行檢查制度進行差異分

析，宜就維護保養替代的項目、功能、 

原因及安全性確保等課題進行分析。 

降設備保養人力不足資訊安全配套課

題後續將參酌委員意見予以補充。 

3. 許多廠商並未公開昇降設備導入遠端

監控技術細節，包括邊緣運算功能項

目等，本計畫再深入訪談調查，並參

酌使用需求優先順序作為撰寫遠端監

控技術手冊草案之參考。 

9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陳主任秘書慧敏）： 

1. 導入遠端監控技術可增加建築物昇降

設備維護保養有效性，並保障搭載 者

的人身安全，是非當好的政策推動方

向。 

2. 建議期末報告加入遠端監控技術的資

安防護功能。 

3. 後續如有相關技術文件可再提供本府

都市發展局，做為社會住宅參考。 

1. 謝謝委員肯定。所提重視資安意見業

於期中報告敘明，期末報告再參考委

員意見再詳為補充敘明。 

2 未來成果將建議主辦機關提供貴府都

市發展局，做為社會住宅參考。 

 

10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劉理事長國隆： 

1. 建請蒐集各住宅樣態使用頻率及使用

耗能狀態分析昇降設備控管項目。 

2. 可與地震感知系統串聯，提升電梯使

用安全性。 

謝謝寶貴意見。所提與地震感知系

統串聯等本校已有雛型研究成果:

惟新舊電梯耗能尚不屬本計畫範

圍，將建請作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11 劉建築師同誠： 

1. 目前新舊建築物均配合「建築物昇降

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委託專 業

廠商定期維護與申請使用許可證減少

1. 導入遠端監控技術主要目的係因應

昇降設備保養人力不足及提升安全

品質，電梯異常，伴隨產生斷電、

斷訊、緊急應變時之資訊傳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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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故障，應於本報告提將遠端 監控

落實於新設與既有設備之誘因。 

2. 是否已考慮電梯異常，伴隨產生斷

電、斷訊、緊急應變時之資訊傳輸問 

題？請補充。 

3. 資訊安全也十分重要，在未來遠端監

控技術提出時，針對單向與雙向的 監

控資訊防駭機制，建請提出建議。 

4. 建築物設備監控與資訊頗多，應提供

訊號介接整合以供應用。 

5. 本次會議三項計畫可交流相關資料以

提升成果效益。 

資通安全等問題原屬遠端監控之範

疇；惟多數廠商對訊號介接之通信

標準之整合仍屬業務機密範圍，有

待主管部門再介入整合。 

2. 建築物昇降機安全檢查表技術架

構，除部分內容已於期中報告敘明

外，將參考所提意見在期末報告內

容再予檢視修訂並補充說明。 

 

12 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陳技師振華）： 

1. 推動昇降設備導入遠端監控技術、預測

維護、減少人力符合時代趨勢。 

謝謝肯定。 

13 中華民國電梯協會（郭委員啟文）： 

1. 導入遠端監控技術主要係保養廠商為

執行「B-23 建築物昇降機安全檢查

表」規定定期保養項目、提升昇降設

備保養服務品質、預防保養等目的 所

發展，至於主管機關、昇降設備管理

人等，如有監控資訊需求可由保 養廠

商視需要提供。 

2. 資訊安全及資訊隱私等配套課題有其

重要性，建請補充。 

謝謝寶貴意見。所提各項意見包刮

B-23 建築物昇降機安全檢查表規

定定期保養項目、提升昇降設備保

養服務品質、預防保養等，技術架

構，除部分內容已於期中報告敘明

外，歡迎貴協會轉請保 養廠商視需

要提供監控資訊需求，作為撰擬期

末報告之參考。 

14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物昇降設備暨機械

停車設備協會（章組長建成）： 

1. 建議應訂定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規

範，使廠商有標準可以遵循。 

2. 昇降設備遠端監控資料採集方式，應

有防止造假等配套規範。 

3. 本報告用語請依最新國家標準等規定

修正文字。  

謝謝寶貴意見。所提昇降設備遠端

監控技術規範，防止造假及依最新

國家標準等規定修正文字等，將在

期末報告內容再予檢視修訂作為撰

擬期末報告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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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記錄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應用推廣計畫」 

第二次專家座談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 年 10 月 08 日(五)，下午 14:30 

會議地點：線上視訊 

主持人：蕭炎泉 教授 

與會人員：詳附件網路團體照 

會議紀錄： 

一、 主席暨長官致詞 

二、 引言簡報 

三、 專家意見回饋：(依發言順序紀錄) 

 

1. 中華民國電梯協會游本立理事長 

A. 電梯廠商比較偏向於遠端(監視)，以廠商自主管理，針對電梯保養維護，遇到

緊急事件第一時間派人處理。 

B. B-1 主電源斷路，可能會造成整個設備傳輸問題，保留此設置。 

C. B-7 車廂超載裝置作動異常，常態性發生狀況，不建議此訊號上傳，並不會造

成安全性問題。 

D. B-13 車廂門(內門)檻與乘場門(外門)檻高低落差太大，要看狀況如何去定義，

個人覺得不太需要。 

E. B-14 車廂上下運行超過設定時間，除非系統有設定特定時間去測試，一般常

態運轉是沒有必要去做檢測或上傳。 

F. 建議主管機關做重點是管理，例如：電梯故障、消防運轉、地震運轉或重大安

全開關。 

G. 個資問題要注意，假設任何人都能夠進入系統查看電梯運行狀況，進而透漏屋

主出入情形，因此，開放權限要審慎考慮。 

 

2.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高文婷組長 

A. 國內外廠商，對於遠端監控各有不同的定義和項目及範圍不盡相同。 

B. 遠端監控如果要立法，必須要有很明確的範圍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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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B-23>表，檢查項目有三大項，第一項測試有四項都是電路測試，第二項

調速機測試有三個項目，第三項緊急停止裝置有五個項目，實務上後二大項是

最花時間，是否能用遠端監控來取代。 

D. 簡報 37 頁，維護保養頻率、維護保養費用，期盼能看到此兩者彼此消長數字

能讓我們理解，目前尚未得知。 

E. 根據專家表示<B-23>表，有一部分可以達到遠端監控檢查目的，有些卻不行，

不可被取代的東西重要性如何?是否不用每個月檢查?可否被取代?如有取代

性，量化關係是什麼? 

F. 針對國內外遠端監控共同的項目有哪些?特殊項目有哪些?製作比較表格。 

G. 不外加額外設備情況下，B-1~18 是可行的，有哪一些是要外加設備，還可以

進一步可行的?而外加設備的項目費用或長時間所產生的費用是如何?做相關

的分析。 

 

3. 中華民國建築物昇降暨機誡停車設備協會張建成組長 

A. 昇降設備監視系統，如何去識別化資安管制，目前相對比較重要。 

B. 系統偵測元件，偵測項目最終必須回到主控制器進行分析，再傳送到黑盒子，

才傳送到雲端，黑盒子傳送到雲端建議要設立統一通訊協定，日後便於整合，

若無將會產生困難。 

C. 針對 B-1 主電源斷路，依照建築技術規格昇降機 110 條項規定，昇降機應設有

停電復歸就近樓層之裝置，如果是遠端監控系統本身應該也要類似有這樣功

能，才不會造成訊號的遺漏。 

 

4. 台灣三菱電梯股份有限公司邱副理繼彬 

A. 針對<B-23>表，下半段部分，沒在監視設備而外架設元件來偵測，以目前技術

三菱做不到。 

B. 針對 B1~18 項目，將來立法的範圍，是針對所有機種嗎?假如中階以上機種才

能裝元件，那中階以下機種，不能裝或裝了也不符合規定，建議要區分開來。 

 

5. 其禾實業有限公司張其中總監 

A. 針對 B1~18 目前應該都可以達到遠端監控目的。 

B. 感測器偵測到訊號，24 小時自動將訊號發送至公司主電腦記錄所有資訊，掌

握電梯運轉情形，趁早發現故障派人維修。 

 

6. 工業技術研究院簡德仁主任 

A. 從技術面來看，當系統收到訊號，如何去判斷設備未來多久會發生異常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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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控制部分如何去規範，即使資安做得在高，還是有可能有駭客入侵系統，不一

定是透過遠端監控系統，可能直接害入控制室。 

C. 感測器收集的資訊，是傳到何處，是電梯公司或共通平台，如果傳到共通平台，

建議要有相同的資料格式。 

 

7. 台灣無線城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文彬總經理 

A. 在遠程監控當中，如何把訊息透過網路傳送到服務器的一種機制和解決方案。 

B. 個人頃向 P2P 連接方式，來達到雙向傳輸，既可以監控數據，又可以反向做遠

程控制的一種結構，如果使這種機制將相當完整。 

 

8. 內政部建研所林谷陶副研究員 

A. 希望能看到相關量化數據，針對效益部分能否再加強，國內外可得有類似的相

關文獻盡量收集這方面。 

 

四、 計畫執行團隊回覆意見： 

1. 感謝委員以上寶貴建議事項，後續將納入考量。 

2. B-1 主電源斷路，後續補充相關資料在期末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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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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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推廣講習會來賓報名表 

現職領域 

（可複選） 
年齡 專長領域（可複選） 

請問您如何得知此次

活動訊息（可複選） 

昇降設備檢

查協會 
51~6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親友轉知 

產業 61~7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親友轉知 

產業 61~7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親友轉知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親友轉知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親友轉知 

產業 61~7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機械自動化控制 親友轉知 

公部門 31~4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Line 群組 

產業 51~6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41~50 歲 建築設計, 建築法規與國家標準 Line 群組 

產業 61~70 歲 建築設計, 建築法規與國家標準 Line 群組 

產業 41~50 歲 
資通訊設備或物聯網平台, 建築法規與

國家標準 
Line 群組 

產業 51~6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51~6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41~50 歲 物業管理業 Line 群組 

產業 51~60 歲 物業管理業 Line 群組 

產業 41~50 歲 建築投資業 親友轉知 

竇國昌建築

師事務所 
61~70 歲 建築設計, 建築法規與國家標準 Line 群組 

產業 31~40 歲 物業管理業 Line 群組 

公部門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61~70 歲 建築法規與國家標準 Line 群組 

產業 51~60 歲 資通訊設備或物聯網平台 Line 群組, 活動網站 

公部門 31~40 歲 建築設計, 資通訊設備或物聯網平台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21~3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51~6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21~3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31~4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31~4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活動網站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Line 群組 

產業 51~6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親友轉知 

產業 21~30 歲 智慧建築設計顧問 Line 群組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親友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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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領域 

（可複選） 
年齡 專長領域（可複選） 

請問您如何得知此次

活動訊息（可複選）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親友轉知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親友轉知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親友轉知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親友轉知 

產業 51~6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活動網站, 親友轉知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親友轉知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親友

轉知 

設計顧問公

司 
21~30 歲 建築設計 親友轉知 

設計顧問公

司 
21~30 歲 建築設計 親友轉知 

產業 31~40 歲 資通訊設備或物聯網平台 公(協,學)會轉知 

電梯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高鐵 51~60 歲 設施維護 Line 群組 

產業 31~4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31~4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電梯檢查協

會 
31~4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活動

網站 

產業 31~4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61~7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51~60 歲 物業管理業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31~40 歲 建築設計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61~70 歲 物業管理業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親友轉知 

產業 31~40 歲 建築投資業 Line 群組 

產業 61~7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51~6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41~50 歲 物業管理業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31~4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親友轉知 

產業 51~6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41~50 歲 建築設計 Line 群組 

產業 51~6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土木技師 71 歲~ 建築法規與國家標準 活動網站 

產業 41~50 歲 建築設計 公(協,學)會轉知 

建築師事務

所 
51~60 歲 建築設計, 建築法規與國家標準 Line 群組 

產業 61~70 歲 建築設計 公(協,學)會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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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領域 

（可複選） 
年齡 專長領域（可複選） 

請問您如何得知此次

活動訊息（可複選） 

研究單位 /

學術 
21~30 歲 建築設計 Line 群組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71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待就業 41~50 歲 建築設計, 業務 Line 群組 

研究單位 /

學術, 產業 
51~60 歲 建築設計 

公(協,學)會轉知, 親友

轉知 

機械技師 61~7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31~4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Line 群組 

技師事務所 

機械技師 
71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機械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51~6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研究單位 /

學術 
51~60 歲 資通訊設備或物聯網平台 公(協,學)會轉知 

研究單位 /

學術 
51~60 歲 建築設計 

公(協,學)會轉知, 親友

轉知 

產業 51~6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公部門 31~4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建築設計, 建築法規

與國家標準 
公(協,學)會轉知 

研究單位 /

學術 
61~70 歲 

建築設計, 物業管理業, 建築法規與國

家標準 
Line 群組 

技師事務所

技師 
71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機械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研究單位 /

學術 
51~6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Line 

群組 

產業 51~60 歲 資通訊設備或物聯網平台 親友轉知 

自由業 41~50 歲 建築設計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31~4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61~7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51~60 歲 資通訊設備或物聯網平台 親友轉知 

產業 51~6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活動網站 

產業 31~4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中日翻譯、口譯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51~6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公部門 , 研

究單位 /學

術 

61~70 歲 建築設計 親友轉知 

產業 51~6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Line 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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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領域 

（可複選） 
年齡 專長領域（可複選） 

請問您如何得知此次

活動訊息（可複選）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台灣智慧建

築協會理事 
61~70 歲 台灣智慧建築協會理事 Line 群組 

研究單位 /

學術 
61~70 歲 物業管理業, 資通訊設備或物聯網平台 Line 群組 

研究單位 /

學術 
51~60 歲 建築設計, 資通訊設備或物聯網平台 公(協,學)會轉知 

研究單位 /

學術 
41~50 歲 建築設計 Line 群組 

研究單位 /

學術, 產業 
61~7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建築設計, 建築投資

業, 物業管理業, 資通訊設備或物聯網

平台, 建築法規與國家標準 

公(協,學)會轉知, Line 

群組, 親友轉知 

研究單位 /

學術 
21~30 歲 土木工程 

公(協,學)會轉知, 活動

網站 

研究單位 /

學術 
21~30 歲 研究相關 Line 群組, 親友轉知 

產業 41~50 歲 建築設計, 建築法規與國家標準 Line 群組 

產業 51~60 歲 建築設計 公(協,學)會轉知 

研究單位 /

學術 
51~6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資通訊設備或物聯網

平台 
Line 群組, 親友轉知 

研究單位 /

學術 
21~30 歲 土木 公(協,學)會轉知 

待業 41~50 歲 建築設計 Line 群組 

研究單位 /

學術 
61~7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物業管理業 活動網站, 親友轉知 

產業 41~50 歲 建築設計 Line 群組 

產業 41~5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建築設計 公(協,學)會轉知 

產業 31~4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公部門 21~30 歲 昇降機相關設備 公(協,學)會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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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推廣講習會參加人數網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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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期末報告審查會議委員意見回應表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10 年度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應用推廣計畫」業務委託 

畫期末審查意見及廠商回應一覽表 

項次   出列席人員意見 廠商回應 

1 

劉教授佩玲：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值得推

動，但要取代人力保養涉及相關法規研

修，建議深入探討。 

 

1. 謝謝委員建議。有關建築法規修正課

題不是本案合約規定工作範圍內。 

2 

朱教授曉萍： 

1. 成果呈現建議區分為合約工作是否完

成?品質是否達成預期等基本要求外，

應更進一步彰顯貴所推動科技計畫績

效。 

2.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應用推

廣之關鍵課題應是法規能否允許建築

物昇降設備使用遠端監控技術，以及資

安防護問題如何因應?建請補充。 

 

3. 建請深入分析建築物昇降設備使用

者、相關業者等是否有遠端監控需求。 

 

1. 本計畫工作項目皆已經完成，推廣講

習會也達原先要求之 100 人(實際

103 人參加)。 

 

2. 涉及建築法規修正課題不是本計畫

合約規定工作範圍內。囿於研究經費

及時間限制，本案僅能探討資訊安全

之大原則，詳細細節將在後續研究中

再探討。 

3. 分析建築物昇降設備使用者、相關業

者等是否有遠端監控需求，將納入後

續研究建議課題。 

3 

陳委員伯勳： 

1. 後續建請探討遠端監控技術成本效益

課題。 

2. 自動樓梯是否須納入本計畫? 建請補

充說明。 

3. 引用照片圖表請加註資料來源。 

 

1. 遠端監控技術成本效益課題本案將

納入後續研究建議課題。 

2. 自動樓梯在本案合約規定工作範圍

內，其相關遠端監控課題與昇降設備

幾乎相同。 

3. 謝謝委員建議，後續修正。 

4 

黃技師維智： 

1. 本案期末成果與預期目標相符。 

2. 第 5 章建議涉及應用中央氣象局地震

測站資料控制昇降設備運轉課題 1

節，建請先徵詢交通部氣象局意見，確

認技術實際可行性，再提出政策建議。 

3. 報告書內文使用預測性維護及預防性

維護 2 種用語，建請補充文字定義。 

 

1. 謝謝委員肯定。 

2. 目前本研究團隊已和交通部中央氣

象局地震測站簽屬相關合作合約。已

確認此技術方案是可行。 

 

3. 報告書內文已依建議修正統一使用

預防性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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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協理文旭： 

1. 應用聲控技術有利對昇降設備防疫，建

議納入探討。 

2.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應用技

術手冊草案提及之感測元件、模組是否

是有產業共通性標準或涉及特定廠商

之產品規格？建請補充說明。 

3. 建議二提及研究因應地震之控制運轉

技術，實務上已有上市產品。 

 

 

 

4. 未來如何推廣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

控技術，建議深入探討。 

 

1. 謝謝委員建議，聲控技術已經列入後

續昇降設備防疫之研究課題。 

2. 市面上感測元件及模組種類繁多，各

家廠商自行研發適用自家昇降設

備，目前並無共通性及統一標準規

格。 

3. 市面上有類似概念之產品應用於實

務方面，但有許多地方可精進改良之

處(例如本團隊所提為能自動計算地

震預期到達秒數及預期地震到達強

度)，所以仍有研究之價值。 

4. 本案先行執行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

監控技術應用技術手冊草案。未來如

何推廣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

術，將於後續計畫中探討之。 

6 

內政部營建署（蔡技正瑞艇）： 

1. 本計畫擬推動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

控技術，建請對應相關建築法規項目提

出替代技術具體內容，並提供學理及數

據分析供本署參考。 

2. 建議未來分析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

控技術成本效益，以助推廣。 

 

1. 謝謝委員建議，有關建築法規修正課

題不是本案合約規定工作範圍內，相

關建築法規項目替代技術具體內容

將於後續計畫中探討之。 

2. 謝謝委員建議，分析建築物昇降設備

遠端監控技術成本效益將於後續計

畫中探討之。  

7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張副主任旭佑）： 

1. 建議從建商、維護管理者等不同角度，

探討維運服務模式及投入誘因。 

2. 後續建議探討建築物昇降設備危害處

理、昇降設備設備能耗分析等課題。 

 

1. 謝謝委員建議，寶貴意見將納入後續

研究建議課題。 

2. 謝謝委員建議，將納入後續研究建議

課題。 

8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林建築師煒

郁）： 

1. 建議應考量若有機器故障異常、緊急事

故、網路斷訊、系統損壞時，遠端監控

技術之因應措施。 

2. 過去現場維護保養資料多半是靠人力

紀錄設備是否正常、損耗程度等，遠端

監控技術可所累積更多資料，建議應可

考量其保存方式及如何應用等課題。 

3. 建議增加遠端監控技術對於使用者之

誘因相關說明，例如：維護成本、時間、

資料應用等。 

 

 

1. 謝謝委員建議。委員所提寶貴意見將

於後續計畫中探討之。 

 

2. 謝謝委員建議。委員所提寶貴意見將

於後續計畫中探討之。 

 

 

3. 謝謝委員建議。委員所提寶貴意見將

於後續計畫中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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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華民國電梯協會（郭經理啟文）： 

1. 遠端監控技術符合國際建築物昇降設

備產業發展趨勢，大數據分析故障預測

等技術目前主要是國際大廠自主使用。 

2. 有關允許取代法規要求專業技術人員

保養檢查之課題，應由建築主管機關邀

集相關產業、專家研商討論。 

3.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應用技

術手冊草案提及之技術及設備裝置，建

請深入探討各大、小廠商新舊設備是否

均可配合？ 

 

 

 

4. 涉及修法建議，名詞用語應依據相關法

規使用。 

5. 資訊安全防護等重要配套議題，應再深

入研究。 

 

6. 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若能展示相

關技術應有助推廣。 

 

7. 推廣涉及新增網路費用一事，新建築物

通常已有網際網路服務，舊建築物會衍

生新增費用；另是否會衍生建築物設備

所有權人質疑是否確實提供保養服務

之問題，建請深入探討。 

8. 預防性保養提早更換設備課題，應考慮

建築物設備所有權人是否可信任而願

意付費之問題。 

 

1. 謝謝委員寶貴意見補充。 

 

 

2. 謝謝委員寶貴意見補充。 

 

 

3.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遙控技術，在

「建築物昇降設備遠端監控技術手

冊」中，本計畫整理了十八個遠端監

控議題。目前市面上新舊昇降設備之

廠牌、年份、裝置都不一樣，勢必要

依據現況去研擬達到執行遠端監控

議題功能相關所需之配備。 

4. 名詞用語已參考相關規定、專業文獻

修正。 

5. 謝謝委員建議，囿於研究經費及時間

限制，本案僅能探討資訊安全之大原

則，詳細細節在後續研究中再探討。 

6. 謝謝委員建議，建研所如有需要可以

複製本計畫內容，展示於智慧化居住

空間展示中心。 

7. 謝謝委員建議，囿於研究經費及時間

限制，有關課題不是本案合約規定工

作範圍內，將納入後續計畫之研究課

題。 

 

8. 謝謝委員建議，有關課題不是本案合

約規定工作範圍內，將納入後續計畫

之研究課題。 

1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物昇降設備暨機械

停車設備協會（鍾秘書長聖焜）： 

1. 建議區分建築法規規定保養檢查工作

及設施管理未涉及建築法規之遠端監

控技術。 

2. 建請補充說明需增加之費用。 

 

 

3. 報告請依參考 EN 標準修訂之最新國

家標準使用相關專業用語。 

 

 

1. 謝謝委員建議，有關課題不是本案合

約規定工作範圍內，將納入後續計畫

之研究課題。 

2. 謝謝委員建議，有關課題不是本案合

約規定工作範圍內，將納入後續計畫

之研究課題。 

3. 謝謝委員建議，報告將使用修訂之最

新國家標準使用相關專業用語名詞

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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