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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動駕駛技術的發展過程中，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正逐漸

成為其核心驅動力，不僅增強了車輛對周圍環境的感知能力，也使得駕駛監控系

統（Driver Monitoring System; DMS）更具智慧化。此外，生成式 AI的出現讓端

到端自動駕駛系統成為可能，開啟了自動駕駛系統的新篇章，為自駕車的未來發

展指明新的方向。 

AI 技術強化 L3 以下自動駕駛感知能力，DMS 融入 AI 技術準確判斷駕駛人狀

態 

L3以下自動駕駛技術主要是輔助駕駛人，而 AI在這方面扮演關鍵角色，透

過 AI深度學習技術，不僅能感知周圍環境，還可以標記、辨識交通場景中的各

種物體，例如道路標誌、其他車輛、行人，以及路況的變化，讓傳統感測器更具

智慧化。同時，AI 還可以融合不同類型感測器資訊，同步整合為統一的感知圖

像，提供給駕駛人應對各種駕駛挑戰，提高駕駛安全性。目前，這項技術已經廣

泛應用於車輛上，例如，環景監控系統融合車前、車身、車後多個攝影鏡頭，並

結合影像 AI校正與縫合技術，提供 360度全方位視角。同時，系統還可以繪製

3D 車體模型模擬車輛位置，讓駕駛人一眼就能掌握自己與周圍物體的方向和距

離關係，從而更好地應對駕駛場景。 

在 L3自動駕駛技術中，DMS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而 AI技術的加入進

一步增強其判斷能力。DMS藉由 AI分析駕駛人的生理指標，如眼神、臉部表情

和頭部姿勢，能夠精準判斷駕駛人疲勞、分心或失神情況，及時發出警報提醒駕

駛人注意安全，確保駕駛人能夠隨時接管駕駛控制權，並在必要時啟動緊急系統

或自動停車功能，從而有效地避免潛在的交通事故。 



 

圖 1、AI協助 DMS系統辨識人臉 

生成式 AI驅動自動駕駛系統革新，從模擬訓練與端到端技術提高自動駕駛系統

駕駛能力 

隨著生成式 AI的大型語言模型技術日益成熟，其在自動駕駛系統領域的應

用正逐漸擴展，例如 NVIDIA的 Drive Sim自動駕駛模擬平台，藉由學習不同的

道路類型、交通標誌、車輛、行人、天氣條件等數據標記，模擬出各種複雜的路

況，如雨天的都市街道、逆光的山區彎道等，有助於自駕車練習應對各種環境，

使得自動駕駛系統在面對各種複雜交通環境時更具應變能力。 

與此同時，生成式 AI的技術也促進端到端自動駕駛系統的發展。傳統的自

動駕駛系統往往由多個模組組成，包括感知、定位、規劃和控制等，需要在這些

模組之間進行資訊傳遞和整合。然而，端到端自動駕駛系統將所有功能整合至統

一的演算法模型中，從而減少模組處理階段，降低整體系統的複雜性和錯誤率。

端到端自動駕駛系統還利用AI深度學習技術，直接從大量數據中學習駕駛技能，

它能夠預測並模仿人類駕駛者的行為，包括物體辨識、定位、路徑規劃和控制等

一系列操作。2024年特斯拉最新推出的 FSD V12系統已實現端到端的自動駕駛

功能，有別於之前採用工程師編寫巨量駕駛規則，Telsa FSD V12利用先前積累

的大量駕駛資料和影片訓練神經網路，結合車載攝影機和感測器資訊，讓自動駕

駛系統直接控制車輛的方向盤、加速和煞車，以模擬人類駕駛的行為，從而降低

對高精度地圖的依賴。 



 
圖 2、生成式 AI結合自動駕駛功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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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AI 技術的應用推動整個自動駕駛領域向前發展，從強化自動駕駛的感知能

力到模擬訓練和端到端自動駕駛系統的發展，都顯示出 AI在自動駕駛技術中的

關鍵作用。臺灣方面也不落人後，義隆電子、友達光電、奇美車電、中華汽車、

華德動能等廠商，與車輛中心（ARTC）共同組成了「車用 AI影像晶片與智慧座

艙顯示模組產業聯盟」，逐步建立車輛 AI能量，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我們可以

預見 AI將在未來為自動駕駛系統帶來更多創新，進一步提升交通安全性和行車

便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