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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RFID 於 RTLS 即時定位系統之應用為目前成長最快速的應用，其創新應用之案例

廣泛，我國 RFID RTLS 公領域應用重點發展的方向，在於治安管理之要犯監控與獄政

管理上，本研究運用整合感測元件之主動式 RFID RTLS 即時定位系統，規劃一個自動

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利用其自動身份識別、環境定位、追蹤人流與監測生理資訊的功

能，來改善戒護人力不足、未落實執行戒護勤務、疏於注意異常舉止、未嚴密監視錄影

畫面與警戒設施不夠完善等治安管理所面臨的問題，預期導入系統平台後，能有效達到

降低管理人員執勤負荷、減少人為疏失、簡化管理程序及精簡戒護人力等目的。 

關鍵詞：RFID、RTLS、無線射頻辨識系統、即時定位系統、自動化監控 



應用 RFID RTLS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於獄政管理之研究 

壹、 緒論(Introduction) 

無線射頻辨識系統（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被譽為當代重要的技術應

用發展之一，RFID 具有大量、快速及自動辨識的功能，主要應用在物流與供應鏈管理

上，其他可應用之範圍廣泛。目前 RFID最熱門、成長最快速的應用，則在於即時定位

系統（Real-Time Location Systems, RTLS）的應用上，RTLS具有環境定位與追蹤的功能，

主要應用在資產的追蹤與管理，相關應用技術有國際標準之制定，應用環境已臻成熟，

且主動式 RFID整合感測元件於 RTLS即時定位系統之應用，結合了自動識別身份、環

境定位、追蹤人流與監測生理資訊等功能特性。 

RFID RTLS 即時定位系統亦為我國 RFID 公領域應用推動藍圖重點發展的方向之

ㄧ，主要規劃應用在治安管理之要犯監控與獄政管理上（經濟部 RFID公領域應用推動

辦公室，民 95）。在治安管理之要犯監控部分，我國法務部為避免性侵嫌犯再犯，委外

設計了一套 RFID電子監控系統，應用在性侵嫌犯出獄或交保後的監控（林順昌，民 98）；

但在獄政管理部分，則尚無相關科技監控系統之應用出現。因我國公務人力員額目前施

行總量控管之政策，公務機關增加編制人員不易，在獄政管理人力捉襟見肘的情形下，

相關管理的問題也一一浮現。 

以我國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為例，移民署於民國 96年

1月 2日成立，職司違反入出國及移民相關規定之查察、收容、強制出境及驅逐出國等

事項（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處務規程，民 97），在全球化效應的影響之下，國際間人

口通婚、通商、求職、求學、旅遊等活動頻繁，加上目前兩岸開放，緊張關係趨緩，人

民往來互動密切等因素下，造成國內境外人士數量遽增，人口流動頻繁，在如此龐大的

跨國性人口移動中，非法入境、人口販運、逾期居、停留及非法工作等觸犯我國刑事及

行政法令之情事絡繹不絕的發生。而移民署成立以來，已發生多起收容所受收容人脫逃

之案件，究其主因，不外乎戒護人力不足、未落實執行戒護勤務、疏於注意受收容人之

異常舉止、未嚴密監視錄影畫面與收容所警戒設施不夠完善等廢弛職務、怠忽職守等人

為因素（監察院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民 100）。而導入資訊管理系統，具有取代部分

管理人員與專業人士、改變以往人工控制監督的方式、自動化分析複雜的決策問題、改

變管理及決策作業等功能，可提高組織的績效，達到精簡人力及大幅度提昇管理的效益

（林東清，民 99）。 

本研究以整合感測元件之主動式 RFID RTLS技術為基礎，規劃ㄧ RFID RTLS自動

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由 RFID 電子標籤（Tag）、電子感測元件、讀取器（Reader）與

後端應用軟體系統所共同組成，且運用 RFID Reader與參考 Tag的佈置實現 RTLS即時

定位之功能，並藉由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之輔助，來降低管理人員之執勤負荷、提

高戒護人員警覺心、減少人為疏失、簡化管理程序及精簡戒護人力等目的。 



貳、 文獻探討 

一、 RTLS即時定位系統 

即時定位系統（Real-Time Location Systems, RTLS）乃是指利用無線通信技術，在

一個指定的空間內，即時的或接近於即時的對指定目標定位的系統，而目標的位置訊

息，則是經由量測無線電波的物理特性而得到（劉澄昇，民 97），其常用的測距定位模

式有收訊角度法（Angle of arrival, AOA）（Xiong, 1998）、收訊時間法（Time of arrival, 

TOA）（Wang et. al., 1998）、收訊時間差法（Time difference of arrival, TDOA）（I. R. 

Rahman,2000）及訊號強度法（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RSS）（J. Hightower et. al., 2000）

等四種，這四種方法的性能不同，必須根據應用的具體需求來選擇與設計合適的定位技

術。目前應用在RTLS的無線通訊技術，有主動式RFID、Zigbee、Wi-Fi及紅外線（Infrared）

等無線傳輸系統（異客互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 97），其技術比較如表 1所示。 

表 1  RTLS即時定位系統之技術比較 

類別 主動式 RFID Zigbee、Wi-Fi 紅外線（Infrared） 

定位精準度 1公尺以內 
1~10 

公尺之間 
定位位在某個區域 

使用頻率 315MHz~2.4GHz 2.4GHz 433MHz 

標籤 

電池壽命 
2~6年 1天~6個月 6個月~2年 

標籤價格 
約新臺幣 

210元~600元 

約新臺幣 

1,200元~6,000元 

約新臺幣 

2,100元~3,000元 

由於主動式 RFID應用於 RTLS之定位精準度較高，因此，在室內位置感知上，許

多學者提出利用多種不同的技術，來進行主動式 RFID應用於室內定位系統的研究，學

者 J. Hightower et. al.（2000）是最早提出以 RFID訊號強度（RSS）來完成定位的研究，

並以“SpotON”系統來實現物件的定位。其後學者 Lionel M. Ni et. al.（2003），以“SpotON”

系統為基礎，提出運用指引標籤（Reference Tag）與追蹤標籤（Tracing Tag）的

“LANDMARC”系統，來更精確地估算出物件的位置，其研究結果並指出當讀取器的數

量為四個且參考標籤佈置的越密集時，系統的效能及準確度是最高的，其系統架構如圖

1所示。 

 
圖 1  LANDMARC系統架構圖（資料來源：Lionel M. Ni et. al., 2003） 



而後的學者大部分是沿襲“LANDMARC” 的系統架構，以追蹤標籤與參考標籤的訊

號強度指數（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or, RSSI）來更進一步提升定位的準確性，

其中學者 Jin et. al.（2006）在ㄧ室內定位場所的四個角落佈置四台讀取器，另佈署二十

個已知的參考標籤，透過四台讀取器讀取追蹤標籤與參考標籤的 RSSI 值，再利用歐基

里德計算彼此距離的公式，得知追蹤標籤與參考標籤之間的距離，提升了定位的準確

性；而學者江文生與鄭文昌（民 99）在一個 2.4公尺×2.4公尺的室內環境中，以三台讀

取器及十六個間隔 80 公分佈置的參考標籤，利用連續時間序列訊號強度指數 RSSI 值

與訊號強度指數 RSSI 值校正等方法，來進行定位精準度的改善，更進一步的將定位誤

差縮小至 20公分以下。 

目前 RFID RTLS即時定位系統正應用在諸多環境上，如 3D虛擬導覽系統（吳世賢，

民 97）、圖書館館藏管理（余顯強，民 95）及醫院設備之管理與人員的監控上（Xiaoyu 

et. al., 2011），尤其以後者的應用最為普及。 

二、 RFID系統簡介 

RFID 系統之基本組成元件，是由 RFID 標籤（Tag）、讀寫器（Reader）、中介軟體

（Middleware）及後端應用系統等所共同組成（Christian Kern,2004）。其運作之原理，

乃是讀取器經由天線發送一定頻率的無線電射頻信號，在電子標籤進入磁場範圍時，產

生感應電流並獲得工作能量，然後利用工作能量，發送出自身編碼等資訊，再經由讀取

器讀取並解碼後，透過中介軟體送至後端電腦主機系統進行相關處理（蔡宗霖，民 95）。

而 RFID系統依 RFID Tag是否具備電池供電，可分成主動式 RFID與被動式 RFID等二

類（陳昱仁等，民 98），主動式 RFID之優勢在於具有電池訊號強度較強、感應距離較

遠、可區分訊號強度、調整收發頻率、開關 Tag、蜂鳴器及整合 Sensor應用在溫、溼度

感控與心跳監測等；其劣勢則在於裝置成本較高（王亭懿，民 98）。 

RFID 之國際標準包含了編碼方式、頻段分配、資訊識別處理及後端應用系統等規

範，由於 RFID標準的制定，牽涉到每個國家和企業的利益，因此各國均積極制定自有

之標準（奚正德與張克章，民 95）。目前 EPCglobal與 ISO為國際主要 RFID標準制定

的二大組織，但隨著全球通商與應用環境的需求擴大，為了達到眾多國際標準間的協同

性，各國際標準組織互派代表討論 RFID技術的議題與發展，彼此間的競合關係加深，

更加速了 RFID產業的發展（呂惠娟，民 96年）。國際標準組織 ISO於 2007年正式批

准並公佈了 2.4GHz 之主動式 RFID RTLS 技術標準 ISO/IEC24730-1 及 ISO/IEC 

24730-2。該二項標準定義一個網路化之定位系統，藉由此定位系統提供 X-Y 座標及遙

測數據，系統可以利用 RTLS 傳輸器自動地產生一直接序列展頻無線射頻信號柱

（direct-sequence spread spectrum radio frequency beacon），透過程式設定支援可選擇的激

發器模式，進行定位更新的速率以及 RTLS裝置位置的設定，雖然 ISO/IEC 24730已定

義了這些模式，但卻未定義實作這些功能的方法（林祖馨，民 98）。 

RFID系統主要應用在物流與供應鏈管理上（鄭炳坤，民 94），其他可應用之領域

廣泛，移民署現行於國境線上之入出國自動查驗快速通關系統，亦為其應用之一（李正

明，民 98）；另學者吳有基等人（民 100）結合「RFID 戒指式脈搏溫度量測器」、智

慧型手機、藍芽通訊等設備，建構了ㄧ行動式電子健康管理系統，系統由 RFID 戒指式



脈搏溫度量測器量測生理訊號，再以藍芽方式傳送至智慧型手機，實現使用者從手機上

監測脈搏及溫度進行健康管理的應用。 

三、 現行獄政管理之問題 

我國法務部在治安管理之要犯監控上，委外設計了一套 RFID電子監控系統，如圖

2所示，應用在性侵嫌犯出獄或交保後的監控，避免性侵嫌犯再犯。該系統是以具防水

及耐熱功能的手錶型 Tag，配戴在被監控者的足踝上，被監控者可戴著游泳及洗澡，而

被監控者如果離開監視範圍三十公尺以外，便會發出警告訊號，傳送給觀護人及法務部

的中央監視系統，再經由中央監視系統自動通報給各地檢署，隨時隨地掌握被監控者的

狀況（林順昌，民 98）。惟該套監控模式雖然可以確認被監視者，於晚上 11時至早上

7時未離開住家三十公尺，不過在多起配戴電子腳鐐的被監控者，仍再犯性侵害案件的

情況下，也凸顯出該套監控模式，有缺乏全時監控、無法確認被監控者位在客廳、房間

或門外與機先發覺生理異常的實效性反應等漏洞，不符獄政管理所需全時 24小時監控、

即時準確定位被監視者位置、掌握被監視者健康狀況與預防性提醒警示的需求。 

 

圖 2  法務部 RFID電子監控系統模式（資料來源：林順昌，民 98） 

以我國移民署之收容所為例，所謂「收容所」，係依據「外國人收容管理規則」（民

100）及「大陸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收容處所設置及管理辦法」（民 101）所設置，

用來收容「受收容人」之處所。而現行收容所之作業，主要係依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

民署收容事務大隊收容所收容管理中心作業規定」與「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收容事務

大隊收容所勤務編排基準及作業規劃要點」，來規劃執行收容所之管理工作。執行管理

戒護勤務之時間必須 24 小時循環銜接，不留空隙，且勤務服勤方式應互換，使每人普

遍輪流服勤，而分派勤務勞逸力求平均，動靜工作務均勻，藉以調節精神體力。惟此種

以人工監督管理為主，攝影機監視系統為輔之收容所管理作業模式，仍潛在著諸多危安

因素，例如：有相關研究指出，人眼觀看監視錄影超過 22分鐘，就只剩下 5%的效率（林



慧萍，民 98）、第三人無法即時辨別位在收容區外之受收容人，係脫逃或合法授權出所

擔任公差、管理中心無法掌控擔任公差之受收容人，目前移動至何管制區工作、受收容

人生理狀況異常（發燒、自殘）時，無法即時主動查覺及異常事件發生時，無主動警示

系統提醒等問題，本研究整理之危安因素分析，如表 2所示。 

表 2 收容所勤務編排與作業規劃之危安因素分析 

勤務編排 作業規劃 危安因素 

收容管理中心 

1. 受理入、出所及借提（訊）申請 

2. 重大、突發事件或特殊緊急事故之

處置、協調、聯繫、轉報 

3. 掌握所區收容現況，管控所區人力

派遣及督導勤務執行 

4. 監看監視系統 

5. 上級單位交辦事項之受理、處置及

回報 

1. 人眼觀看監視錄影效

率不佳 

2. 無法有效掌控受收容

人即時位置 

3. 無法即時辨識受收容

人是否授權出所 

收容區管理 

1. 擔任收容區警衛 

2. 紛爭協調 

3. 生活協助 

4. 檢查被收容人收發之信件 

5. 撥打電話之過濾與記錄 

6. 收容狀況反應及調查 

7. 由服勤人員於收容區域內，以目視

及走動式管理 

1. 目視效率不佳 

2. 走動式管理有監視時

間間隔 

3. 無法主動查覺受收容

人生理異常（發燒、自

殘） 

崗哨 

1. 查察奸宄 

2. 防止被收容人脫逃 

3. 執行出入大門管制、檢查及登記 

4. 於收容所駐地內，選擇視野良好、

衝要地點設置崗位，由服勤人員駐

守於一定位置瞭望與守望 

1. 目視效率不佳 

2. 無法即時辨識受收容

人是否授權出所 

戒護 

1. 執行受收容人入（出）所、所內（外）

就醫、所內（外）借訊、公差、會

客、戶外活動等勤務之安全警衛 

2. 人身物品檢查工作 

3. 防範受收容人伺機脫逃 

1. 無法有效掌控受收容

人即時位置 

2. 無法即時辨識受收容

人是否授權出所 

3. 目視效率不佳 

值班 

1. 於收容區設置值勤台，由職員值守 

2. 負責通訊連絡、傳達命令及接受報

告 

3. 監看監視器銀幕 

1. 人眼觀看監視錄影效

率不佳 

2. 異常事件無主動警示

系統提醒 

備勤 

1. 協助執行收容、遣送、管理及戒護

等勤務 

2. 執行臨時交辦事項 

3. 於備勤室或指定處所待命 

異常事件無主動警示系

統提醒 



四、 RFID RTLS之成本效益與隱私權議題 

RFID RTLS的建置成本與隱私權議題，一直以來受到廣泛的討論與研究，目前 RFID 

RTLS的設備成本仍高，以一個具 200床的醫院導入 RFID RTLS進行資產管理為例，其

建置成本約需新臺幣 600萬元左右（異客互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 97），因此，導入

前需進一步考量克服成本的問題。但在成本效益的觀點下，獄政機關導入 RFID RTLS

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之設備建置與維護成本，與新增一個公務員員額，每年就必須

支出新臺幣 133萬元的人事費用（銓敘部，民 100），加上發生脫逃案後之查緝、檢討與

改進作為所使用的經費及公部門無價的聲望價值比較之下，導入 RFID RTLS 自動化科

技監控管理平台的成本效益相對較佳。 

在隱私權部分，目前所有的資訊系統沒有絕對百分百的安全，為維護隱私安全，需

有相關法律的規範與資訊安全政策的訂定，方可相對性的將威脅降到最低（陳虹年，民

94），法務部導入 RFID 電子監控前，修正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民 100），以符合

法律規範；另移民署導入 RFID入出國自動查驗快速通關系統之前，亦已訂定「個人生

物特徵識別資料蒐集管理及運用辦法」（民 100）來保護相關的隱私權。因此，獄政管

理導入科技監控管理平台時，可依據該模式，事先修法與訂定相關資訊安全政策，來降

低相關隱私權的疑慮。 

參、 研究方法與平台設計 

一、 導入方法模式 

由於以往沒有針對獄政管理之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之研究，因此，獄政管理導

入 RFID RTLS 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之前，應先設計導入方法的模式，並透過此模

式循環檢視引進 RFID RTLS 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後，是否能有效幫助解決問題。

本研究所設計之導入方法模式如圖 3所示，包含有五大考量層面，其層面考量簡述如下： 

（一） 界定問題 

獄政管理之問題，在於戒護人力不足、人眼觀看監視錄影效率不佳、無法

有效掌控被監視者即時位置、無法即時辨識是否授權外出、無法主動查覺被監

視者生理異常（發燒、自殘）及異常事件無主動警示系統提醒等問題。 

（二） 發展趨勢 

導入資訊管理系統，具有取代部分管理人員與專業人士、改變以往人工控

制監督的方式、自動化分析複雜的決策問題、改變管理及決策作業等功能，可

提高組織的績效，達到精簡人力及大幅度提昇管理的效益（林東清，民 99）。 

（三） 科技技術 

主動式 RFID整合感測元件於 RTLS即時定位系統之應用，結合了自動身

份識別、環境定位、追蹤人流與提供警示等技術功能特性，可幫助解決問題。 

（四） 導入方法 

以相關資訊技術及作者先前既有的部分研究結果（民 101）為理論基礎，

規劃 RFID RTLS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之架構模型與運作流程。 



（五） 成本效益 

導入 RFID RTLS 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之設備建置與維護成本，與新

增一個公務員之人事成本，加上發生脫逃案後之查緝、檢討與改進作為所使用

的經費及公部門無價的聲望價值比較之下，導入 RFID RTLS 自動化科技監控

管理平台的成本效益相對較佳。 

 

圖 3  RFID RTLS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導入方法模式 

二、 平台架構 

本研究希望規劃一個適用於獄政管理之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藉由電腦化的自

動管理，來減輕獄政管理人員的工作負擔，提升獄政管理的作業效率，此自動化科技監

控管理平台之架構組成共分為四個主要層級，如圖 4 所示，由下而上包含有 RFID Tag

層、RFID Reader層、警示系統層及監控管理層等，各層級與層級之間的連結對應關係

與負責的應用功能不盡相同，功能簡述如下： 

（一） RFID Tag層 

由感測元件量測被監視者的體溫與脈搏數據及環釦是否遭卸除之資訊，經

由 RFID Tag發送被監視者之 ID資訊與感測元件之量測數據訊號。 

（二） RFID Reader層 

主要是透過 RFID Reader與參考標籤的環境佈置，來達到 RFID RTLS即時

定位追蹤的功能，並將讀取整合感測元件之 RFID Tag訊號轉換後，送至後端

自動化技監控管理平台進行分析與判讀。 

（三） 警示系統層 

在管理平台接收到 RFID Tag的資訊並經過分析與判斷後，針對不同之異

常狀況，啟動相對應之警示系統。 

（四） 監控管理層 

監控管理層即是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的管控入口，提供系統平台管理

者直接或由遠端電腦連線登入電腦執行控管與維護作業，也可提供其他執勤人

員登入進行監控管理與執行程式。 



 

圖 4  RFID RTLS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架構階層圖 



三、 平台規劃 

本研究之 RFID RTLS 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規劃有生理與環釦卸除監測之功

能，故使用整合溫度、脈搏及環釦感控 Sensor之主動式 RFID Tag，以類似腕錶形式，

配戴在被監視者足踝上，用以滿足被監視者生理狀態監測與標籤是否遭受破壞及拆卸等

功能之需求，本研究規劃之主動式 RFID Tag感測元件監測機制如表 3所示。 

表 3  主動式 RFID Tag感測元件監測機制 

感測元件 功能 平台判讀後之警示機制 

溫度感測 量測體溫 

量測受收容人體溫資訊並回傳至監控管理系

統，當體溫高於或低於人體正常體溫值時，

系統判讀為異常狀況，並啟動生理異常警示 

脈搏感測 量測脈搏 

量測受收容人脈搏資訊並回傳至監控管理系

統，當脈搏高於或低於人體正常脈搏值時，

系統判讀為異常狀況，並啟動生理異常警示 

環釦感測 標籤防拆 

量測腕錶形式之 RFID Tag 是否遭卸除並回

傳至監控管理系統，當收到 Tag 卸除訊息

時，系統判讀為異常狀況，並啟動環釦異常

警示 

RFID 系統工作頻率之選擇，攸關系統功能整合、運作與應用的成功與否，本系統

需結合 RTLS 即時定位追蹤技術，因此頻率選擇符合 ISO/IEC24730 標準所使用之

2.4GHz，以求整個系統之穩定性及未來之擴充性。 

而本研究係一套基於“LANDMARC”系統架構的 RFID RTLS即時定位系統，因此，

RFID Reader與參考 Tag佈置的數量越多，定位也會越精準，依據前述之文獻探討，本

研究的 RFID Reader 與參考 Tag 佈置規劃，以四台讀取器佈置在一室內空間的四個角

落，並以每 80公分的間隔佈置 1個參考 Tag為基準，運用連續時間序列訊號強度指數

RSSI 值與訊號強度指數 RSSI 值校正等方法來達成精準之定位，如圖 5所示。 

 

圖 5  RFID Reader與參考標籤平面佈置圖 



RFID RTLS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警示系統之啟動方式，主要是平台接收 RFID 

Tag之資訊後，經資料庫比對參數，針對異常之類型進行事件判讀，並根據可能事件之

型態，對應出警示方式，以提高管理人員之注意力與警覺心，進而排除危安事件，其異

常事件判讀與警示方式之對應模式如表 4所示。 

表 4  異常事件判讀與警示方式對應表 

警示系統 異常類型 事件判讀 警示方式 

生理異常警示系統 

體溫過高 罹病、發燒 

彈出警告視窗、發出嗶嗶聲、

啟動警示燈 

體溫過低 罹病、自殘 

脈搏太快 
罹病、緊張（從事

違規或違法行為） 

脈搏太慢 罹病、自殘 

環釦卸除警示系統 環釦卸除 
Tag 遭拆除、破壞

或故障 

彈出警告視窗、發出嗶嗶聲、

啟動警示燈 

脫逃警示系統 

人數異常 脫逃 
彈出警告視窗、發出嗶嗶聲、

啟動警示燈、啟動蜂鳴器 授權所在 

位置異常 
脫逃 

本研究規劃之 RFID RTLS 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可提供系統管理者，直接或由

遠端電腦連線登入電腦執行控管與維護作業，也可提供其他執勤人員登入進行監控管理

與執行程式。存取控制機制係以角色為基礎的存取控制模型（Role-based Access Control 

Model, RBAC），利用使用者-角色-權限之間的指派關係，來解決存取控制上的問題

（Ferraiolo,D.F. et. al., 1992）。以移民署收容所之執勤特性為例，將使用者區分為系統管

理員、收容管理中心執勤員、收容區戒護人員與上級督導員等四種角色，使用者以個人

員工編號及密碼登入系統後，系統依員工編號確認使用者之角色，當角色為系統管理員

時，擁有最高權限，以執行系統控管與維護作業；當角色為收容管理中心執勤員時，因

其負責接收新受收容人與辦理受收容人出所作業，需建立受收容人年籍、入出所與標籤

等資料，所以擁有執行系統資料庫更新與標籤讀寫之權限；當角色為收容區戒護人員

時，因其需確認受收容人人數正確與否及是否授權入出所等，故擁有執行系統查詢與標

籤讀取的權限；當角色為上級督導員時，因其負責督導收容所之勤、業務狀況，因此擁

有執行系統查詢與標籤讀取的權限。 

四、 運作流程 

本研究規劃之 RFID RTLS自動化監控管理平台之運作流程，如圖 6所示，為 RFID 

Tag 週期性發送受收容人 ID 資訊與溫度、脈搏、環釦等感測元件之量測數據訊號，經

由 RFID Reader讀取後，送至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進行分析與判讀，當被監視者人

數符合時，進行生理與環釦監測比對，比對資料均正常時，回歸週期性循環作業；若生

理與環釦監測比對資料異常，則啟動生理與環釦異常警示系統；若被監視者人數不符或

處在未經授權之位置時，立即啟動脫逃警示系統，並持續針對脫逃目標進行定位。 



 
圖 6  RFID RTLS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運作流程 



肆、 優勢分析與比較 

一、 優勢分析 

本研究所提出之 RFID RTLS 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整合了溫度、脈搏及環釦

感控 Sensor於主動式 RFID即時定位系統上的應用，具有全天候自動身份識別、環境定

位、追蹤人流、主動監測生理資訊、環釦卸除與即時發出警示訊息提醒等功能特性，其

平台優勢分析可由即時性、整合性、自動性與預防性等四個面向來進行討論，其優勢分

析如表 5所示。 

表 5  RFID RTLS自動化監控管理系統優勢分析 

分析面向 競爭優勢 

即時性 

1. 資訊週期性進行更新 

2. 可即時發現被監控者發生異常 

3. 發生異常事件能即時警示 

4. 即時提醒管理人員進行查處 

整合性 

1. 整合生理及環釦感測元件，提高功能運用 

2. 提升 RFID與 RTLS之整合應用價值 

3. 符合國際標準，軟硬體未來擴充升級整合度高 

自動性 

1. 全天候不間斷自動傳送及接收資訊 

2. 自動判斷異常事件 

3. 針對不同異常事件，自動提出警示 

預防性 

1. 可即時隔離生理異常病患，避免群聚感染 

2. 生理及環釦異常警示，協助管理人員發覺異常舉動 

3. 嚇阻被監視者脫逃意圖 

二、 與相關研究比較 

我國法務部現行的 RFID電子監控系統，係針對治安管理之要犯監控，主要規劃用

來預防性侵犯出獄或假釋後再犯。本研究所規劃之 RFID RTLS 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平

台，係針對治安管理中的獄政管理部分來進行規劃，主要用來強化獄政之管理，二者相

同之處，均是以 RFID來進行身份識別；其相異之處，則在本研究整合感測元件與 RTLS

即時定位追蹤的功能性較多，且前者無法即時定位，後者可準確即時定位在 1公尺之內，

而前者只有部分時間監控，後者則為全時監控，又前者發現異常通報後，處理人員到達

現場反應查處時間較久，後者現場即有戒護值班人員即刻查處等不同之差異性。 

三、 RFID RTLS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與現行獄政管理方式之簡易比較 

目前現行之獄政管理是以人工監督管理為主，攝影機監視系統為輔的作業模式，而

本研究所提出之 RFID RTLS 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系統是引進資訊科技，運用資訊管理

系統來進行獄政管理，二者之主要差異點在作業方式、使用技術、整合方式、反應作為

與預防措施等類別上，其簡易比較如表 6所示。 

 

 



表 6  本研究與現行獄政管理之簡易比較 

類別 RFID RTLS自動化監控管理系統 現行獄政管理 

作業方式 

1. 科技設備自動監控追蹤 

2. 自動判讀事件 

3. 自動發出警示 

全人工作業 

使用技術 

1. 使用顯性智慧技術，複製容易 

2. 使用 RFID系統自動識別身份 

3. 使用 RTLS 即時定位系統追蹤

定位人流 

4. 使用溫度、脈搏及環釦等感測

元件掌握生理狀態及環釦卸除

狀態 

1. 使用隱性智慧技術，難以掌握 

2. 憑藉個人經驗判斷事件 

3. 依靠個人值勤技巧掌握狀況 

4. 藉由情資反應收集資訊 

整合方式 

1. 整合 RFID、RTLS與感測元件

應用 

2. 與其他技術之整合度高 

3. 整合應用範圍非常廣泛 

1. 個體分散值勤，整合不易 

2. 勤務交接資訊整合度差 

3. 整合範圍窄、方法少 

反應作為 
1. 主動發現異常，反應即時 

2. 警示反應迅速 

1. 被動發現異常，反應遲緩 

2. 無警示系統提醒 

預防措施 

1. 機先掌握生理資訊變化 

2. 預防環釦卸除 

3. 即時發現異常，預防事態擴大 

1. 定期安檢 

2. 觀察異常舉止 

3. 情資掌控 

伍、 結論 

隨著科技不斷的進步，RFID 系統的應用範圍也越來越廣泛，目前因尚無針對獄政

管理之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的相關研究，本研究的貢獻有二部分，ㄧ是所設計之

RFID RTLS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能有效掌控被監視者的數量、身份及位置，且在

被監視對象脫離監管範圍、意圖破壞戒護設施脫逃或身體狀況異常時，能主動發出警示

訊息，提醒管理人員注意並執行相關應對措施，達到降低管理人員執勤負荷、減少人為

疏失、簡化管理程序及精簡戒護人力等目的，有效幫助獄政管理問題的解決；二是提出

了在獄政管理實現 RFID RTLS即時定位系統的混合設計和實施框架，並提出了獄政自

動化科技監控管理平台的原型，不僅可作為日後獄政管理如移民署收容所及監獄管理之

用，亦可提供作為需室內追蹤人流之組織，如重度精神病院等導入之參考模型。未來研

究除希望能根據系統模型架構實作出雛型系統，以便讓自動化科技監控管理系統模型能

更符合導入 RFID RTLS技術於獄政管理的實際運作外，更可朝整合 GPS室外遠距追蹤

系統之應用來進行研究，提供獄政管理不同面向，如戒護地檢署開庭、外出就醫及遣送

出國等室外人流追蹤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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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s of 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TLS (Real-Time Location 

Systems) are the fastest growing applications at present. There are a wide range of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about RFID RTLS. The RFID RTLS applications in public domain are focus on 

monitoring of significant prisoners and prison management. The research adopts integrated 

sensor devices into RFID real-time location system to design the automatic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platform. The platform provides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environmental location, 

tracking the flow of people, and monitoring the physiological inform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prison management that include the lack of staff, not implementation of the guard 

duty, not notice the abnormal behavior, not closely monitoring the video screen, and 

inadequate guard facilities. The proposed platform will simplify administrative process and 

reduce the duty load of staff, human error, and guard human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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