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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安全帽　騎士新選擇

2016-12-14  記者 鄧涵文 報導

當生活中的物品活過來，是什麼樣的光景？想像時間快轉十年，機器人管家沖泡的咖啡香成為最

輕柔的晨喚，出門前透過安全帽檢查摩托車狀況並發動，下班前就用手機開好家裡冷氣，手上的

智慧手環甚至可以監控使用者的身體狀況。這樣的世界已開始出現在我們周遭，「物聯網」的崛

起，徹底改變了智慧裝置的樣貌。

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蓋德諾（Gartner）的研究資料顯示，2016年智慧型手機成長趨緩，單純的

智慧型手機不再是大眾所認知的智慧終端，取而代之的是「物聯網」。物聯網意即將萬物連上

網，彼此間透過網路傳送資料，而這也改變過往人對物的單向操控，成為人與機器、機器與機器

的雙向互動。其中，「智慧穿戴裝置」是新興趨勢，也是驅動物聯網成長的一大因素。美國市場

研究機構國際數據法人（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預測五年之內，40%的穿戴式裝

置將取代智慧型手機，成為消費性大眾產品。

智慧安全帽團隊賈維許（Jarvish）立即嗅到這股商機，在2016年7月與歐洲百年安全帽廠商雷

射（LAZER Helmets）合作，推出新款安全帽，採用物聯網概念，搭載多項智慧型功能，提升

機車騎士的騎乘品質。

智慧安全帽　百家爭鳴智慧安全帽　百家爭鳴

在智慧穿戴裝置強勢興起的時代，從手錶、眼鏡到健身器材，各類產品百家爭鳴，反觀安全帽仍

尚未開發，無疑是一極具潛力的市場，但其實看到這股商機的不只賈維許。

「智慧安全帽並非全新概念，好幾年前就有藍芽了。」賈維許共同創辦人兼技術長梁威陽說。安

全帽內裝有藍芽耳機，讓騎士在駕駛期間不會漏接電話，也減少因分心造成的事故，但當時藍芽

僅供接聽手機，因此各家廠牌相繼推出搭載多項智慧功能的安全帽，其中以史考力（Skully）大

廠最受矚目。

史考力於2014年推出「AR-1」智慧安全帽，不只整合手機相關功能，更搭載抬頭顯示器，將導

航、車輛狀況等資訊即時顯示於面罩。然而挾著高人氣的史考力，在2016年8月宣布破產。意味

著智慧安全帽產業距離成熟，尚有一大段路要走。

透過抬頭顯示器，將導航資訊即時顯示於安全帽上。（圖片來源／點子生活）

「加上眾酬金額，史考力約有五億台幣的資金，然而在短短一年內燃燒殆盡，代表這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梁威陽說。安全帽是生活用品，在市場上已存在數十年，代表這已是一項完全優化產

品，要如何更進一步發展便是難題；再者，消費者不會將安全帽視為高科技產品，因此要突破消

費者既定印象更是困難。

為了扭轉大眾對安全帽的刻板印象，賈維許選擇先從金字塔頂端消費者著手。一方面讓戴了幾十

年傳統安全帽的消費者看到智慧安全帽的突破；一方面也以高消費族群為抽樣對象，調查眾多功

能中哪些是騎士真正需要的。未來目標則是將智慧安全帽推廣為大眾用品，也回歸安全帽本質，

提升保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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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來，大眾戴的安全帽未曾改變。如此優化的商品，要突破需費一番功夫。

（圖片來源／GHOSTA閃電頭盔）

 

智慧穿戴裝置商機無限，但競爭也激烈。除了賈維許和史考力，臺灣品牌蓋斯達（Ghosta）的

「閃電頭盔」也是近期很火熱的產品，幾年前安全帽大廠即時地圖（LiveMap）也曾推出過智慧

型GPS安全帽，甚至連德國汽車廠寶馬（BMW）也發展相關產品。如何在眾多品牌中脫穎而

出，每個功能的選擇和設計都是致勝關鍵。

 

智慧功能　新科技提供方便性智慧功能　新科技提供方便性

騎車時使用手機接聽電話、查閱導航系統容易分心，增加意外發生率，因此配備語音系統，是每

頂智慧安全帽必備功能。雖然藍芽耳機已滿足通話需求，但相較於外加的耳機及麥克風，內建系

統終究更安全且有效。進階型則會加入聽音樂、廣播、查詢天氣等，甚至能語音提醒導航路線、

前方路況等道路資訊， 讓騎士不再需要邊騎邊用手機。

然而馬路如虎口，很多時候意外不完全是騎士的責任，因此行車紀錄器是每臺車必備裝置。機車

騎士洪瑞發表示：「機車不像汽車有這麼大的空間可以放行車紀錄器，而外掛式的又容易造成不

便，所以內建紀錄器的安全帽會是很好的選擇。」許多廠商看準這一點，紛紛內建攝影機，有些

前後都有，甚至是360度攝影。不只記錄行車狀況，也可以即時顯示於面罩，讓騎士隨時注意周

遭環境。

賈維許則進一步發展出雲端服務並整合智慧應用程式（Application，簡稱APP），能即時上傳

影片至雲端，並提供整合動態感測器與影像辨識功能，偵測路上動態，並提供騎士危險警示或盲

點偵測，也能透過資訊的累積與分析，提醒其他使用者。舉例來說，當資料顯示有多位騎士都在

某路口急煞，或是跌倒出意外，運算端便會去判定此路口是否有障礙物等，並警示其他經過這裡

的騎士。

工作人員展示影像辨識能力。可辨別現場有多少人，有哪些在移動，甚至是手上拿著東西等。

（圖片來源／T客邦）

這些功能背後不僅是將安全帽連上網路的技術，更是需要整合大量資訊的大工程。而主動性提醒

的安全功能，則是智慧安全帽的下個里程碑。梁威陽說道：「未來期待整合這些資料，去找出改

善號誌、道路設計的方法。」

 

產品尚未成熟　問題叢生產品尚未成熟　問題叢生

然而發展智慧型穿戴裝置需同時兼顧穿戴機能與智慧型功能，並非一蹴可幾。研發期漫長且困難

重重，即使產品成功上架，市場考驗又是另一道難題。

「智慧安全帽是『穿戴』式『移動物聯網』，因此要維持安全帽應有的樣貌，又要顧及智慧型功

能正常運作，兩者間如何取得平衡很重要。」梁威陽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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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光危害知多少藍光危害知多少

3C產品充斥現代生活，無形的藍光危害無所
不在。消費者在了解何謂藍光的同時，更該養
成使用科技產品的正確習慣。

安全帽功能越多電池就必須越大，否則電池電力容易耗盡，智慧安全帽就無法正常運作。但為了

保有安全帽的保護功能，電池體積不可佔用安全帽本身太多空間，使得電力問題無法解決。第二

個是運算能力的問題，機器運轉時會產生熱能，若是安全帽內建太多功能，便會導致過熱的情

形。最後是連網能力。因為安全帽在機車高速行駛下，常收不到訊號，或是當使用者騎到沒網路

的地方，智慧安全帽內的功能便被迫停擺，因此連網能力是開發商一大頭痛問題。

開發智慧安全帽三大棘手問題。（圖片來源／Jarvish，鄧涵文製）

而站在使用者角度，最在乎的問題就是售價。「我認為缺點在於整體售價很貴。而且因為含有許

多電裝產品，需要考慮到的還有售後服務。」洪瑞發說。當生活用品一躍成為科技產品，價格提

高是必然的，然而是否值得多花錢購買額外附加功能，使用者該審慎思考。

 

安全帽革命安全帽革命 新產品新希望新產品新希望

智慧安全帽是發展中產品，無論在國外或台灣，都有開發商前仆後繼地推出。然而新東西需要經

過時間的淬鍊，才能夠逐步邁向成熟。以現階段而言，智慧安全帽仍有許多問題存在，但也不知

不覺地打響這個市場的第一聲鐘。期待未來有更完整、全面的產品，讓安全帽脫離塑膠殼，成為

平衡更多功能的智慧管家，最後提升騎乘樂趣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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