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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與營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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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與動機

01 研究背景與營運現況

對於花蓮的熱愛

4

花蓮公共運輸之不便

高齡者行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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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與動機

天然屏障

海岸
山脈

狹長
分布

區域發展失衡

人口
外流

高齡
化

01 研究背景與營運現況

• 106年花蓮縣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約15%

屬於高齡社會

• 105年花蓮縣公共運輸工具市占率僅占5%

遠低於全臺15.8%及非六都7.4%

5



火數銀花－照耀城鄉的最後一哩路

6

規劃範圍與現況

研究範圍2

• 與1140路線服務區域重疊或接駁之路線

• 重疊：1145、1127、8119

• 接駁：8101、8102、8105

規劃範圍1

• 1140路線，【花蓮火車站－靜浦】

01 研究背景與營運現況

基本資料

• 營運單位：花蓮客運；監理單位：公路總局

• 每日往返共16班次，設有69個站點

• 路線全長約76.5公里，全程約110分鐘

營運車隊

• 大巴：45人座

• 中巴：22人座、17人座

無固定車隊，按司機班表決定車型

• 無障礙低底盤公車：座位26人，立位23人

靜
浦

花
蓮
火
車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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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路線(1/2)

1145

1127

8119

8101

8102

8105

1140

路線編號

服務區域

重疊

服務區域

接駁

花蓮客運

鼎東客運

花蓮
火車站

豐濱 靜浦 成功 台東

01 研究背景與營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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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路線(2/2)

1145

1127

8119

8101

8102

8105

1140

路線編號 路線名稱 班次數 路線長度

平均每日載客人數

【花蓮－成功】

【花蓮－靜浦】

【花蓮－台東】

【花蓮－台東】

【台東－靜浦】

【台東－靜浦】

【成功－靜浦】

（經中華大橋）

18

16

2

2

8

12

12

往返 往返

253.2

153

367.

4
350.6

219.4

197.4

90.6

104年

299.2

235.5

27.4

105.9

348.8

287.9

134.3

105年

323.2

243.1

33.1

111.8

324.2

269.6

125

成長率

8.0%

3.2%

20.8%

5.6%

-7.1%

-6.4%

-6.9%

服務區域

重疊

服務區域

接駁

花蓮客運

鼎東客運

01 研究背景與營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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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特性

偏遠服務型

01
• 近三年補貼金額居花蓮縣補貼路線之冠

• 路線長度長 → 班次少 → 搭乘人數少

• 一般公路客運補貼路線組

高齡者為主

02
• 假日觀光旅次比例提升

• 因花蓮縣政府補助校車，就學旅次較低

• 高齡者為主要搭乘族群，主要需求為醫療、購物與社交

01 研究背景與營運現況



火數銀花－照耀城鄉的最後一哩路

10

背景
與動機

1140路線乘車人數少

1140路線班次數少

以私人運具為主

天然屏障

海岸
山脈

狹長
分布

區域發展失衡

人口
外流

高齡
化

減班

虧損

突破
偏鄉運輸
服務困境 搭車

不便
、
意願
低落

01 研究背景與營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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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方法與方案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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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流程
電子票證資料 實地訪問調查

遺漏值插補

不合理值刪除

重複資料刪除

訪談乘客、當地居民
、學校與客運業者

調查實際客運
到站時間

觀察重要旅次
產生吸引點

調查乘客
上下車狀況

資料分析結果 觀察分析結果

當面訪談 實際調查 現地踏勘
資料預處理

結果檢核佐證

現況分析結果

02 規劃方法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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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問調查(1/2)

實

際

搭

乘

• 1140路線：５趟不同時段 包含週一第一班自靜浦發車

• 1145路線：２趟

• 8102路線：１趟

• 臺鐵轉乘公路客運

訪

談

調

查

• 豐濱國中：學務主任、總務主任

• 豐濱國小：教務主任

• 花蓮客運：襄理、站務員、司機員

• 車上乘客：在地居民、觀光遊客

現

地

踏

勘

• 聚落：鹽寮、磯崎、豐濱、靜浦

• 社交、商務：花蓮市區、中正站、豐濱

• 就學、就醫：花蓮市區、豐濱

• 觀光：牛山、磯崎、靜浦

02 規劃方法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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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問調查(2/2)

競

爭

者

• 私人運具較為方便且快速，

具競爭優勢

• 服務區域重疊路線之班表

相互重疊，造成搶客

乘

客

特

性

• 敬老卡與愛心卡佔八成

• 週一早上05:30自靜浦發車，搭

乘人數多，主要為就學與就醫。

• 中低收入戶比例高，校車較具優勢

• 觀光遊客多以私人運具為主

硬

體

設

備

• 車輛老舊，且混合調度車輛

• 車輛準點率差，提早或延誤

• 票卡儲值不易，投現比例高
（刷卡：投現＝11：9）

• 站牌資訊老舊，且班表不易記憶

政

策

制

度

• 花蓮縣政府補助，提供國中、

國小免費校車

• 教育部補助，原住民住校免費

• 客運轉乘優惠政策不明確

02 規劃方法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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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客運
電子票證資料
(10401-10602)

臺鐵
電子票證資料
(107.05.10)

相同欄位對應

站序代碼統一

資料合併

遺漏值插補 重複紀錄刪除

資料清洗

格式錯誤刪除

票種名稱統一

原
始
資
料

資
料
預
處
理

花蓮客運班表
(花蓮場域範圍)

臺鐵班表
(花蓮場域範圍)

時間格式統一 同起迄刪除

資
料
分
析
結
果

現況特性分析

搭乘族群
(敬老、愛心、學生、兒童)

起迄對全日分布

晨昏離峰
票卡使用比例

起迄對分時分布

班表整合規劃

班次調整方案

電子票證資料分析流程

02 規劃方法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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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處
理

花
蓮
客
運
電
子
票
證
資
料
庫

臺
鐵
電
子
票
證
資
料
庫

錯
誤
資
料

電子票證資料處理過程

16

02 規劃方法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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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間旅次特性

區內旅次特性
交通分區 人旅次 占比

花蓮市-吉安 15,649 57.1%

石門-靜浦 6,498 23.7%

東興-豐濱 2,599 9.5%

水璉-蕃薯寮 835 3.0%

南埔-花蓮溪橋 707 2.6%

磯崎-新社 707 2.6%

海洋公園-鹽寮 420 1.5%

上行(靜浦往花蓮)

下行(花蓮往靜浦)

17

搭乘族群以高齡者為主，假日時學生及一般卡比例提高

• 聚落：水璉、磯崎、新社、豐濱、石梯坪、靜浦
• 就學、就醫、購物、社交、商務：花蓮市區、豐濱
• 觀光：花蓮市區、海洋公園、牛山、磯崎、石梯坪、靜浦

起點交通分區 迄點交通分區 起迄量 占比

石門-靜浦 花蓮市-吉安 23,979 23.5%

海洋公園-鹽寮 花蓮市-吉安 11,837 11.6%

水璉-蕃薯寮 花蓮市-吉安 10,964 10.7%

起點交通分區 迄點交通分區 起迄量 占比

花蓮市-吉安 石門-靜浦 23,632 22.3%

花蓮市-吉安 水璉-蕃薯寮 11,203 10.6%

東興-豐濱 石門-靜浦 10,951 10.3%
資料時間：104.01-106.02；路線：1140、1145、1127

旅次產生吸引點

1145

1127

1140

路線編號

服務區域

重疊

花蓮
火車站

豐濱 靜浦 成功 台東

一併納入分析

電子票證資料分析結果(1/2)

02 規劃方法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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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鐵分時進出站人數

花蓮站出站分布比例

花蓮站進站分布比例

上行(靜浦往花蓮)

下行(花蓮往靜浦)

公路客運路線分時旅次分布

出站旅次集中於早上

進站旅次集中於傍晚

石門靜浦居民
在早上時段
多往市區移動

東興豐濱
往石門靜浦
10AM有較
強之需求

18

電子票證資料分析結果(2/2)

02 規劃方法與方案

尖離峰明顯，具方向性尖離峰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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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表整合
與最佳化

花蓮 靜浦 成功

1145

1145

1140

1140

8119

8119

8101

1145

區間車

花蓮 豐濱 靜浦

07:50

13:00

13:00

07:50

10:10

10:10

11:30

11:30

延駛至
慈濟醫院

方案概述

19

02 規劃方法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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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表整合
與最佳化

花蓮 靜浦 成功

1145

1145

1140

1140

8119

8119

8101

1145

規劃方案：

班表整合與最佳化

20

02 規劃方法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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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表整合與最佳化(1/4)

發

現

問

題

• 班表調整頻率不定，調整過於頻繁

• 調整後班表宣傳不佳，民眾對班表概念模糊

• 班表時間不易記憶，且無法與臺鐵班表配合

• 路線間配合不佳，造成客源分散，縫隙過大

提

出

對

策

• 媒合臺鐵班表：沿線觀光資源豐富，且業者表示確實有轉乘需求，應著重縮小轉乘縫隙

• 發車時刻易記憶：搭乘族群以高齡者為主，應調整班表較易記憶，提高對高齡者友善程度

• 調整路線間班表：調整服務範圍重疊路線班表，以避免相互搶客，並縮小時間縫隙

21

02 規劃方法與方案

• 不變動班次數

• 不延後最早發車時間

• 不提早最晚發車時間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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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班表整合與最佳化(2/4)

臺鐵票證資料分析花蓮火車站分時進出站人數比例

1140路線上行開往花蓮火車站，媒合臺鐵離站

1140路線下行開往靜浦，媒合臺鐵到站

調整1140、1145、1127路線發車順序與班距

調整1140路線發車時刻為整點

22

02 規劃方法與方案

花蓮站出站分布比例

花蓮站進站分布比例

出站旅次集中於早上

進站旅次集中於傍晚

1140上行，媒合臺鐵離站

1140下行，媒合臺鐵進站

花蓮

火車站

靜浦

成功

臺東

花蓮

火車站

靜浦

成功

臺東

班距大

班距小

調整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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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表整合與最佳化(3/4)

23

班表調整後，1140發車時刻淺白易記2

媒合臺鐵班表後，整體候車時間明顯減少1
上行：21小時56分鐘→19小時33分鐘
下行：15小時59分鐘→14小時19分鐘

02 規劃方法與方案

1140路線上行

班次 調整前 調整後

1 05:30 05:20

2 08:40 08:00

3 10:20 10:00

4 12:40 13:00

5 14:10 14:00

6 15:40 15:00

7 17:40 16:00

8 18:40 18:00

1140路線下行

班次 調整前 調整後

1 06:30 06:00

2 07:50 08:00

3 10:10 10:00

4 11:30 12:00

5 13:00 15:00

6 15:10 16:00

7 16:10 17:00

8 18:10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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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表整合與最佳化(4/4)
02 規劃方法與方案

前：班距平均，但旅次特性尖離峰明顯，造成離峰資源浪費

後：尖峰時班次較集中，離峰時班距較大，並媒合臺鐵班表

臺鐵進站尖峰，雖然密集，但班次錯開

臺鐵進站尖峰，媒合班表，資源配置較佳
臺鐵出站尖峰但班次錯開

臺鐵出站尖峰故媒合班表

24

花蓮

火車站

靜浦

成功

臺東

花蓮

火車站

靜浦

成功

臺東

花蓮

火車站

靜浦

成功

臺東

花蓮

火車站

靜浦

成功

臺東

離峰故班距較大

離峰但班距一樣

離峰但班距一樣

離峰故班距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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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方案：區間車

區間車

花蓮 豐濱 靜浦

07:50

13:00

13:00

07:50

10:10

10:10

11:30

11:30

25

02 規劃方法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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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間車(1/3)

發

現

問

題

• 路線長度長，成本高

• 搭乘人數少，虧損嚴重

• 離峰時段，搭車人數屈指可數，越接

近靜浦（終點站），甚至無人搭乘

提

出

對

策

• 確認離峰時段：透過電子票證資料，確認1140路線尖離峰時段，減少乘客影響

• 停靠豐濱：豐濱可滿足就學、就業、就醫、購物、社交與商務等需求，是重要站點

• 調整部分為區間營運：調整離峰班次為區間營運，僅行駛花蓮火車站至豐濱區間，降低成本

豐濱鄉公所 豐濱衛生所-省花分院

26

02 規劃方法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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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根據站點特性，停靠豐濱

確認離峰時段，減少對乘客影響

調整部分班次為區間車模式，以節省成本

區間車(2/3)

27

02 規劃方法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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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間車(3/3)

28

8個離峰班次，以間隔方式，
將其中4個班次，改為區間模式

1

節省豐濱至靜浦段，約19.6公里(6.4%)2

業者成本降低3

02 規劃方法與方案

花蓮 豐濱 靜浦

07:50

13:00

13:00

07:50

10:10

10:10

11:30

11:30

靜浦 豐濱 花蓮

07:50

13:00

08:40

10:45

12:40

10:10

11:30

14:35

09:15

12:55



火數銀花－照耀城鄉的最後一哩路

方案概述：

延駛至慈濟醫院

延駛至
慈濟醫院

29

02 規劃方法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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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駛至慈濟醫院(1/2)

發

現

問

題

• 就醫需求為1140路線之大宗

• 需求者多為高齡者或身心障礙者

• 現況須至花蓮市區下車，轉乘其他路線

提

出

對

策
• 挖掘潛在客源：加強宣傳，透過站牌資訊與醫院布告欄，鞏固現有市場，挖掘潛在客源

• 延駛慈濟醫院：根據民眾需求與延駛路線規劃，特定班次延駛至慈濟醫院

30

02 規劃方法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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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確認民眾需求，研擬延駛路線

延駛至慈濟醫院

加強宣傳，挖掘潛在客源

31

延駛至慈濟醫院(2/2)

可滿足就醫需求之旅客1

鞏固現有客群，開發新客群2

業者成本提高，須經評估3

小結

02 規劃方法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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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關係人參與

需
求

供
給

當地居民

• 豐濱國中、豐濱國小：

班表設計滿足就學需求，

方便上下學

觀光旅客

• 海洋公園：

多搭乘臺鐵抵達花蓮，希望能

配合轉乘接駁；同時班表設計

應考量海洋公園閉園時間。

業者

• 站務員、駕駛員：提供第一

線觀察之旅次特性與建議。

32

• 當地居民：

以敬老卡與愛心卡為主，

需求以就醫與購物為大宗

• 襄理：針對各方案進行探討

與研析，並給予專業意見。

02 規劃方法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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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可行性評估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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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財務可行性分析：營運成本計算

以1140路線103年至105年間之每車公里成本作為上下界，

上界為30.42(元/公里)、下界為24.72(元/公里)

1

營運里程與營運收入皆採用花蓮客運業者105年之實際數據2

由上述計算結果可得，每年總成本約落在11,051,472(元)至13,599,748(元)之間

總成本上界 = 營運里程(年) * 每公里客運成本

= 447,066(公里) * 30.42(元/公里)   =  13,599,748 (元/年)

總成本下界 = 營運里程(年) * 每公里客運成本

= 447,066(公里) * 24.72(元/公里)   =  11,051,472 (元/年)

03 方案可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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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駛至
慈濟醫院

35

區間車

班表整合
與最佳化

營運成本 營運收入

營運里程及相關成本皆未變動

營運成本持平且不受影響

財務可行性分析與效益分析

上界：870,384 (元/年)

下界：707,294 (元/年)

減少
改為區間車模式對路線總營收

微乎其微可將其忽略不計

上界：44,414(元/年)

下界：36,092(元/年)

增加

吸引轉乘旅客，減少路線間搶客

預期因運量提高使營收增加

預期因延駛而開拓市場

營收可增加

03 方案可行性評估

效益分析

• 過去缺乏通盤性檢討，成效不彰

• 透過票證資料分析旅次特性，媒
合臺鐵班表，改善接駁縫隙，提
高運量。

• 豐濱設站成本與節省成本相去不遠

• 成本效益無明顯差異，犧牲豐濱至
靜浦區間乘客權益

• 門諾醫院就醫需求較高，需透過調
查了解，延駛至慈濟醫院需求量

• 延駛慈濟醫院距離遠優於門諾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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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駛至
慈濟醫院

36

區間車

班表整合
與最佳化

優點 缺點

1.減少路線競爭搶客

2.縮短時間縫隙

3.媒合臺鐵提高運量

方案評選
財務可行性 業者意願

較難預估
預期增加營收

成本持平
營收可望提高

若班表完善
業者樂意採納

減少行車成本

1.便利就醫需求旅客

2.開發潛在新市場

1.潛在需求難以預估

2.營收增減具不確定性

成本提高
營收不確定

若潛在需求足夠
業者則願意採納

1.犧牲部分乘客權益

2.設站與節省成本相近

成本節省
之效益不彰

業者較無意願採納

03 方案可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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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成果與結論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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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發現

旅次

特性

•主要組成為高齡者，朝高齡友善方向發展

•學生卡與一般卡具可培養潛力，可進一步規劃

•確實滿足城鄉往返需求，【花蓮市－靜浦】為最高起迄對

04 預期成果與結論

38

規劃

結論

•以大數據分析為依據，打造無縫運輸，提高運量

•班表調整為整點，媒合臺鐵班表

•藉海線觀光資源培養城際旅次轉乘運量

•穩固現有市場，積極開發潛在客源，穩健培養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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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方案

對
營
運
的
衝
擊
及
影
響
程
度

利害關係人關心程度

高

高低

優惠策略提高運量

• 實施並宣導轉乘優惠

• 推出定期票卡，吸引學生族群

• 與遊客中心合作，提供加值服務

• 觀光周遊通行券

同業結盟互利互惠

• 增加路線可及性

• 與鼎東客運相互配合

• 改善原有時間縫隙

• 減少相互搶客的情形

大力宣導眾所皆知

• 班次變動之宣傳

• 提供清楚候車與轉乘資訊

• 提供容易辨識之班次名稱

• 配合觀光景點，宣傳乘車資訊

汰舊換新增強硬體

• 老舊車輛汰換

• 電子票證儲值設備更新

03 方案可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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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建議

預期

成果

未來

建議

• 確實執行配套，定期檢討班表，提高服務水準

• 開放資料，欄位格式標準化，建立資料庫

04 預期成果與結論

• 以大數據分析方式，掌握旅次特性，擬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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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運輸系學生，希望能在畢業前，
將所學實際應用於我們所生長，所熱愛的土地上

在這次參與競賽的過程中，
我們一次兩次三次好多次走訪花蓮，豐富了閱歷
我們從實際應用課本裡的知識技能，瞭解了運規
我們經過不斷的error 和debug之中，磨練了技術

最重要的是，我們更靠近了運輸規劃的意義
運輸民行是人民的基本需求，每一個人都應該平等擁有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次的規劃以及往後的每一次努力
讓每一個人都得以擁有更好的生活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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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交通分區

編號 交通分區

1 花蓮市-吉安

2 南埔-花蓮溪橋

3 海洋公園-鹽寮

4 水璉-蕃薯寮

5 磯崎-新社

6 東興-豐濱

7 石門-靜浦

69個站點
地理範圍

旅次產生及吸引特性
7個交通分區

附錄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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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補貼金額計算公式

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汽車客運偏遠服務路線營運虧損補貼審議及執行管理要點」

最高補貼金額 ＝
〔（合理營運成本×W1）＋（合理資本設備投資成本×W2）－實際營運收入〕×班次數×路線里程×路線補貼分配比率〕

W1：合理營運成本權重值

W2：合理資本設備投資成本權重值

W1+W2=1

路線補貼分配比率＝

路線服務品質因子×路線經營績效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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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電子票證資料處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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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票證資料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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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花蓮客運票證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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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臺鐵票證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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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成本計算

區間後降低成本上界 = 營運里程(年) * 減少所佔比例 * 每公里客運成本

= 447,066(公里) * 6.4% * 30.42(元/公里)   =  870,384 (元/年)

區間後降低成本1

延駛後增加成本2

區間後降低成本下界 = 營運里程(年) * 減少所佔比例 * 每公里客運成本

= 447,066(公里) * 6.4% * 24.72(元/公里)   =  707,294 (元/年)

延駛後增加成本上界 =  增加營運里程(年) *  每年天數 * 每公里客運成本

= 4(公里) * 365(天) * 30.42(元/公里)   =  44,414 (元/年)

延駛後增加成本下界 =  增加營運里程(年) *  每年天數 * 每公里客運成本

= 4(公里) * 365(天) * 24.72(元/公里)   =  36,092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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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下行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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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上行班表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