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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以目前最多人創作開發的 Android 系統為發展平台，透過智慧型手機設計

車牌辨識系統，應用校園無線網路傳送車牌照片至 WeOCR 以實現辨識功能，並經由校

園無線網路與資料庫連結，快速取得車輛之資料，減少校園人力之查詢時間與錯誤，透

過本系統可達到既快速與準確度查詢以及攜帶方便等特點。 

關鍵詞：Android 系統、校園無線網路、車牌辨識、WeOCR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license plate recognizing system based on Android platform is 

developed and operated on smart phones. This system sends the image of license-plate 

through the campus wireless network to WeOCR in order to achieve recognition, and applies 

the campus wireless network and database links to access vehicle information for reducing 

the query time and human errors. The system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quick and accurate 

queries, and easy to carry and so on. 

Keywords: Android System, Campus Wireless Network, License-plate Recognition 

System, WeOCR 

一、前言 

近幾年由於台灣人車輛之普及化，與全球石油上漲開車人變少，機車成為國人第一

首選的交通工具，根據統計 100年 1月-11月新汽機車掛牌量 34.7萬輛[1]，在加上資訊

家電為代表的網際網路時代[2]，手機產品是不可或缺的產品，在市場佔有一席之地，以

近年來智慧型手機的發展[3]，造就兩個系統 Android 與 Apple 的 ios 等，是目前市場上

激烈的目標，也因為這樣導致 Apple 告 HTC 侵權[4]，以 HTC 為國產商品又因 Google

的 Android 作為系統，導致 HTC本身軟體為公開授權，所以許多開發者首選 HTC手機，

甚至有許多家電信業者也紛紛推出了很多搭配方案其中最多以平板電腦方案，造成了路

上很多人手 1隻手機或是人有 1台平板電腦，邊走邊聊天或是邊走邊打卡，造成資訊技

術的發展越來越快，也有雲端這個名詞出現，所謂雲端是指網路上另外很多台電腦提供

服務，但這些服務電腦是看不到的，接合起來形狀像是雲那樣，所以稱雲端運算服務，

為了方便校方人員查詢，本系統以市面上最多人創作開發 Android 系統的 HTC 來做為

開發之環境，透過目前盛行的無線網路來達到快速查詢與管理機制。 

現今每間學校都規劃有 U化的架構，本系統想要利用 U化的架構來建置車牌辨識系

統。透過此架構與 Android 手機的結合下，產生出許許多多之應用，為了充份使用學校

無線網路資源，隨時隨地準確調查想要的車牌訊息與是否違規，藉此應用在 Android 任

何系統裡達到攜帶方便，可提供校園人員之使用，達到校園無線網路查詢車牌之快速與

減少時間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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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技術 

Android 系統架構 

  Android 架構(圖一)[5]，可分為:作業系統層(Linux Kernel)、執行層(Android Runtime) 、

函式庫層 (Libraries)、應用程式框架層 (Application Framework) 、應用程式層

(Applications)。 

(1) (Linux Kernel)： 

Android 平台的作業系統用的是 Linux，其核心版本為 2.6 版，Android 所用的 Linux 核

心，其包含的功效包括：安全(Security)、記憶體管理(Memory Management)、行程管理

(Process Management)、網路堆疊(Network Stack，大陸方面稱為：網絡堆棧)、驅動程式

模型(Driver Model)等，另外也在前述的軟體堆疊與硬體間建立起一個抽象層(Abstraction 

Layer)。 

(2) 執行層(Android Runtime) ： 

Android 雖然用 Java程式語言來開發、撰寫應用程式，但卻不使用一般大家目前在用的

Java Runtime(J2ME)版本來執行 Java程式，而是用 Android 自有的 Android Runtime 來執

行。Android Runtime包含下面兩個核心。 

(3) 函式庫層(Libraries) ： 

Android 所有豐富多樣的元件皆是由 C/C++函式庫所組成，但 Android 所有的應用程式

皆必須經由 API來使用這些功能。 

(4) 應用程式框架層(Application Framework)  

提供了用來建立 Android 類別。 

(5) 應用程式層(Applications) ： 

包含本機和第三方的所有應用程式。 

 

App inventor技術 

  App inventor 是在去年底(2010年底)推出的，當然，這個 Project 在正式推出之前早

已在許多高中、大學校園當中做了許多教學測試[6]。可見得 Google 選擇發展這樣的開

發路徑，瞄準的就是教育市場 Google 在這個部分特別引入在教育系統當中頗為成功的 

Scratch 來作為拼圖式程式寫作的基礎，實際上 Google App Inventor 負責教授即來自 

MIT 與 Scratch 技術發展有相當深且廣的關聯，標榜可以讓使用者完全不需寫任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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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Android 的系統架構圖 

式碼即可完成應用程式開發[7]。更驚訝的是，已經支援 NXT 樂高機器人程式開發，

使得 Android 與 NXT 的結合應用，更添了許多想像空間[8]，以下圖片 App inventor

做的本系統。(圖二) 

App inventor不需要有高深的語言能力，在美國國小學生也會做的程式，現在台灣

都以開發成樂高機器人程式[9]，台灣也為此舉辦不少機器人比賽。[10] 

 
圖二 、App Inventor 介面 

WeOCR技術 

  WeOCR 是網頁版本的 OCR，OCR 是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的簡稱，是光學文

字辦識，用途在已存在的文件做文字辨識，轉換成電腦所能認識的電子訊號[13]。OCR

流程如下[12]: 

(1) 開始:準備。 

(2) 輸入文件:OCR 的資料輸入是利用平台型掃描，將卻識別的文章，掃描成圖形格式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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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去雜質:由於輸入文件或圖形表面不乾淨，或掃描器本身造成失真現象，將使輸入

的影像存有一些汙點，如此將造成文字辨識之困擾。 

(4) 字體修整:為了改變掃描器造成的失真或是解析度解析之問題，固於文字辨識前，修

整字體。 

(5) 分割單字:在進行辨識前，需先將文字或符號獨立分割出來 

(6) 單字細線化: 單字細線化是讓字體只剩下骨架。 

(7) 萃取特徵點: 單字細線化後，就要用個種方法來表示或描述法來針對骨架體做編碼

的工作。 

(8) 校對:當第一個圖形或文字被辨識與編碼後，必需執行一次比對動作，以便找出相近

的文字 

(9) 輸出辨識結果:把辨識之結果輸出到文字檔。 

 

Android 與 iSO比較 

本研究目的提出 Android 車牌辨識系統，使用目前攜帶方面 HTC Android phone 作為

平台。為什麼會選擇 HTC Android phone 而不用 iPhone？是因為 Android核心為 Linux

再加上開發使受限制比較少及開發時不受作業系統的限制，所以選擇 HTC Android 

phone作為平台(iSO) ，其比較如下表一。[13] 

 

表一、 Android 與 iSO 比較 

 Android iSO 

開發公司 Google 蘋果(Apple) 

系統核心 Linux Mac Os 

系統程式開發 受限制比較少 受限制比較多 

支援設備 HTC、三星、宏碁、摩托摩

拉、華碩等相關產品 

iPhone、iPad 相關產品 

開發環境 Windows Mac 

開發語言 Java Objective-C 或 C 語言 

Apps附檔 .apk .ipa 

原開發工具 Google Android SDK、 APP 

Inventor 

Objective-C 

上傳與下載審查 Android Market 

沒有 
iPhone SDK 

有 

 

三、系統架之架構 

 本論文設計以 Android 系統車牌辨識系統，主要利用於手機上原有的鏡頭拍照取得

車牌相片後，透過 3.5G或 WiFi 方式傳送至網路上辨識系統 WeOCR 上做辨識[14]，辨

識之後的結果傳送回手機，再透過搜尋資料庫搜尋車輛是否有購置車證，讓校方稽查人

員可快速的了解車輛是否有購置車證，若無可進行開罰單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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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系統架構圖 

 

 

四、系統實作 

本系統實作所需要的系統分作軟體、硬體這兩大部分，第一部份是軟體部分: 

程式部分是以 App inventor 做為開發(圖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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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以 App inventor 框架 

 

(1) 程式下載至手機裡以 APK檔至手機裡面安裝。 

(2) 點選學校 LOGO 就可以連接至學校資料庫裡。 

第二部份是硬體部分: 

(3) 以有 Android 系統的 HTC Wildfire 做為開發。 

(4) 為了方便又快速的搜索資料庫，目前使用學校無線網路之資源。 

(5) 為了測試結果，本系統以本校停車場上，任一台做測試所示(圖五)，將圖片傳至

WeOCR 上辨識所示，辨識後回傳至手機上所示(圖六)，就可以至資料庫搜尋車牌訊

息(圖八、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圖五、手機實際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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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辨識結果 

 

 
圖七、車牌的搜尋 

 
圖八、搜尋結果 

 

五、結論 

在校園由於車輛增多，為了得知學校裡車輛的資料，原本都需到電腦邊查詢，但透

過本系統之使用則可以快速的得知校園裡每輛車輛之相關資料，透過無線網路傳輸 

[16]，管理者不在需要走到電腦邊查詢，就可以很快的得到更有效的方式來查看，利用

基本身上會有的手機來傳輸就可得知更多訊息。為了便利校方或以後其他人員使用，

本系統亦可連接至警政署與環保署資料庫，可以不只實用於學校，也可用在外面查緝

車輛使用與汽機車之廢氣檢查。 

本文提出以 Android 手機系統做為開發環境之基礎，校園管理人員可以透過這項技

術達到節省時間與人力之目的，也不會因漏看或看錯而鎖錯車輛，也可以快速查詢車牌

，對車輛更有效管理，也可減少事故之發生，針對不是校方人員也可以透過此技術達到

人身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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