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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子昀（仔仔）

•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

• 天龍本地人

• 飯店最美櫃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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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佳萱

•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

• 彰化的純樸囡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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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伊翎

•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

• 高雄捷運公司的小小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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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欣頻

•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

• 土生土長的高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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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存旻

• 虎尾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碩士

• 來自新竹被風吹長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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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姿蘋
• 港都客運營業部專員

• 任職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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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疫情影響全球大眾運輸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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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較107年

42%

5,235萬
4,973萬

3,985萬f

107 108 109

262萬

1,009萬

58%

42%

1

舉高雄公車為例

n 運量減少約2382萬人次
n 每公里人次減少 37%

10
班次減少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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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運輸已面臨不得不改善營運效率之壓力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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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次減少、乘客流失、服務水準再下降惡性循環

班次減少

乘客流失

服務水準再下降

乘客再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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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多數縣市(台北、新北、桃園、新
竹、台中、台南、屏東……)曾進
行公車路網改善計畫



各縣市公車改善計畫工作項目

主要進行路網層級規劃、路線調整

 

臺北 l 文獻回顧  

l 現況分析  

l 公車路網通盤檢討(聯營公車營運)  

l 公車路線調整方案  

l  執行計畫(9 人座、預約公車) 

桃園 

 

l 現況與案例  

l 大數據分析與平台建構  

l 買一送一優惠政策實施檢討 

l 幹線與免費公車路線檢討規劃  

l 轉運據點接駁公車路線檢討規劃  

l 公共運輸發展計畫構想  

新竹 

 

l 文獻蒐集與回顧 

l 電子票證和手機信令分析 

l 重要據點運具接駁調查 

l 幹支線路網和轉乘節點規劃  

高雄 l 公路公共運輸發展現況與案例分析 

l 高雄市公路公共運輸路網發展策略制訂 

l 公路公共運輸發展層級與架構修訂 

l 短中長期具體行動計畫研擬 

l 方案可行執行可行性分析 

屏東 l 公共運輸現況資料蒐集與分析 

l 公共運輸服務縫隙掃描 

l 圖像式資訊無縫候車介面資訊呈現邏輯規劃 

l 根據分析結果具體建議公車路網及班次服務之優化方案 

l 短、中、長期公共運輸發展方向與策略及效益分析 

l 轉運場站候車及轉乘資訊看板規劃設計(轉運中心及臺鐵車站) 

l 新型通用式(集合式)站牌規劃設計(1~2 款) 

l 辦理相關客運業者座談會及轉乘資訊規劃地方說明會 

l 配合將本案成果協助申請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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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案例不多

不能客觀掌握每個站點、班次的乘客數量下

擔心民意反彈

過去，公車路線改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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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公車路線調整方法

0201 03

台北 桃園 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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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

應用電子票證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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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調整流程

公車班次
供給現況

電子票證
旅次分析

指認幹線路廊

路線檢討與調整

公車路線
營運資料

是否與幹線
路廊重疊
30%以上

路線營運
績效篩選

幹線公車

營運
績效佳

是 營運
績效不佳

否

支線公車

• 建立主要起迄目的端全日雙向公
車旅次量門檻(運量/日)

• 路線直截(直)、少轉向與彎繞(捷)

路
廊
挑
選

路
線
挑
選

公車路線
功能定位

微循環公車

n先 挑 選 路
廊、路線

n再 依 營 運
績 效 、 重
疊 度 決 定
是 否 調 整
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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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專業顧問公司無法完成

實施課題~分析作業繁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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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參賽計畫」提供簡易改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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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社會組

心錢瞻8.6米智慧空間~大數據、新支付、新科技、新能源

讓 AIGIS 成為優化公車路線好幫手提出電子票證大數據優
化路線、班次之作法

姿蘋
18



「前期參賽計畫」提供簡易改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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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旻

110年，學生組

讓 AIGIS 成為優化公車路線好幫手

應用AIGIS 進行公車路線優化

Goal：提升營運效率(每公里載客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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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調整示例 提升營運效率作法

每公里載客數= 乘客數
營運里程

可有效提升營運效率(每公里載客數)

應用電子票證掌握站點、班次
運量，刪除乘客數少的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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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作法之具體方案

方法 1 : 空間上，減少彎繞區段無人搭乘的里程(路線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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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作法之具體方案

方法 2 : 時間上，減少無人搭乘的班次(班次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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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優化



走直線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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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為何會慢？
因為路線常因民意的要求越來越彎繞

25



截彎取直，公車就會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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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道理簡單，為何做起來很難
因為，不曉得每個站有多少人坐?
刪除後會不會引起民意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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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實施案例並不多見



03
應用成果

路線優化:AIGIS
班次優化: SQL SEVER



前期計畫應用AIGIS進行路線優化SOP

n 步驟 1：計算路線彎繞度，彎繞度大於1.52，進行下
述步驟。

n 步驟 2：結合電子票證資料，分析彎繞區段各站點運
量。

n 步驟 3：彎繞區段各站點運量皆小於門檻值(250人
次/月)，考慮調整。

n 步驟 4：檢視步驟3考慮調整區段是否有其他路線完
全重疊，若是，刪除彎繞區段；若否，維持原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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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調整示例
實例分析-高雄市12路公車

KM

彎繞度為2.57,
大於1.52

步驟 1:
應用GIS獲得最短路徑距離，
並計算路線彎繞度，彎繞
度大於1.52，考慮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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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調整示例步驟 2：
使用AI圖像辨識方式來判斷彎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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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調整示例

步驟 3：
n 結合電子票證資料，顯示彎繞區段各站點運量
n 彎繞區段各站點運量皆小於門檻值(250人次/月)

實例分析-高雄市公車12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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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調整示例

步驟 4：應用GIS overlap功能檢視步驟3考慮調整彎
繞區段是否有其他路線完全重疊

實例分析-高雄市公車12路

該區段與63路
線完全重疊

＊建議刪除該彎繞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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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應用過程
港都客運依SOP研提9條路線調整
u 245、218、69：
△245與218左南到高雄車站一帶路線重疊，將245路線後段裁撤由班次密集度較高的218服務
△245改繞駛左營高鐵，便於民眾轉乘 △245刪減里程移至69增班，提升服務水準

u 紅2、62路、63路、12路：
△紅2、62與63在山東里至大坪頂路線重疊，取消紅2繞駛提升路線直截性，路線整併為63環線

△ 12路在宏平路及山東里一帶重疊部分亦由紅3及63環線替代，延駛班次減半

u 217路：加昌站至左南站有條路線行經且重疊，配合時刻表引導民眾至左南站轉乘

u 紅27：減少繞駛中都一帶里程

實施效果為何?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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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里程 營收 運量 每公里營收 每公里運量

改善前 22,862.00 153,180 13,873 6.700 0.607 

改善後 14,706.00 103,189 10,222 7.017 0.695 

路線調整實際應用成果~12路

每公里運量率提升14.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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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優化之小結

n 調整9路線，刪除100,848公里/年，每公里人數提升12.3%

n 部分路線公告期間即逢民眾陳情需轉乘，致最終未予調整

路線截彎取直可提升營運效率，但亦遭民意反彈
37



班次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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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調整示例

時段 班次門檻 運量門檻 調整標準
晨尖峰

(0600~0800) 大於6班 低於25人 考慮減班，調整班距為20分

離峰
(0800~1500) 大於14班 低於25人 考慮減班，調整班距為30分

昏尖峰
(1500~1800) 大於9班 低於25人 考慮減班，調整班距為20分

次尖峰
(1800~2000) 大於4班 低於25人 考慮減班，調整班距為30分

夜間
(2000後) 大於3班 低於15人 考慮減班，調整班距為40分

高雄市交通局進行「公路公共運輸整體發展推動案」
研擬班次優化SOP

39



晨峰為例之班次優化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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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調整示例實例-高雄公車紅2路

步驟 1：
應用電子票證蒐集各班次運量，並分析各班次去程、返程的運量

 
路線紅 2檢核及調整彙整表	

晨峰(07:59 前)	 離峰(08:00-14:59)	 昏峰(15:00-17:59)	 次昏峰(18:00-19:59)	 夜間(20:00 後)	

班次

數	

車次

運量	

調整

與否	

班次

數	

車次

運量	

調整

與否	

班次

數	

車次

運量	

調整

與否	

班次

數	

車次

運量	

調整

與否	

班次

數	

車次

運量	

調整

與否	

10	 13	 是	 21	 11	 是	 10	 11	 是	 4	 18	 是	 5	 8	 是	

 
 



路線調整示例
高雄公車紅2路班次數、運量檢核

步驟 2：
檢視班次數、運量是否大於門檻值，來決定該
區段班次數是否需要進行調整

晨峰(07：59前)
離峰

(08：00-14：59)
昏峰

(15：00-17：59前)
次昏峰

(18：00-19：59前)
夜間

(20：00後)

班次
數

車次
運量

調整
與否

班次
數

車次
運量

調整
與否

班次
數

車次
運量

調整
與否

班次
數

車次
運量

調整
與否

班次
數

車次
運量

調整
與否

7 11.18 是 16 6.29 是 9 17.05 否 3 20.96 否 6 10.4 是

晨峰、離峰、夜間可調整班次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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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調整示例

步驟 3：
n晨峰：原7車次調
整為6車次

n離峰：原17車次
調整為15車次

n夜間：原5車次調
整為4車次

 時段 調整前時刻表 調整後時刻表 

平日 

晨峰 06:00  06:15  06:30  06:45  

07:00  07:20  07:45   

學生專車：06:20  06:30  

06:00  06:20  06:40 

07:00  07:25  07:50 

離峰 08:00  08:30  09:00  09:30  

10:00  10:30  11:00  11:20  
11:40  12:00  12:20  12:40   

13:00  13:30  14:00  14:25  

14:50    

08:10   08:30  09:00   09:30 

10:00   10:30  11:00   11:30  
12:00   12:30  13:00   13:30 

14:00   14:25  14:50 

昏峰 15:15  15:40  16:00  16:20 

16:40  16:50  17:20  17:40 

15:15  15:40  16:00  16:20 

16:40  16:50  17:20  17:40 

次昏峰 18:00  18:30  19:00  19:30 18:00  18:30  19:00  19:30 

夜間 20:00  20:30  21:00  21:30   

22:00  22:30 

20:00  20:40  21:20  22:00 

 

紅2路班次調整

43



44

路線調整示例簡易SOP下，客運公司面臨之實務應用課題

需由電子票證大數據分析各路線每班次之運量
EX：港都客運每天計有1,200個班次，要獲得每個月去、返程
平均運量需115萬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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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調整示例

應用SQL Sever系統匯入電子票證大數據

本計畫建立「班次優化操作系統」



輸入時段、班次門檻、運量門檻
46

路線調整示例
本計畫建立「班次優化操作系統」



路線調整示例
本計畫建立「班次優化操作系統」

系統的輸出結果，顯示各時段調整情形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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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結果

-20.00%
-15.00%
-10.00%
-5.00%
0.00%
5.00%
10.00%

依SOP調整 未依SOP調整 未調整

每公里運量變化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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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結果

-20.00%
-15.00%
-10.00%
-5.00%
0.00%
5.00%
10.00%

依SOP調整 未依SOP調整 未調整

每公里運量變化百分比(%)
4.69%

-4.31%

-16.04%

班次優化可顯著提升營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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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具推廣可行性
51

路線調整示例
可行性分析

n應用﹕路線、班次調整方法簡捷，具實務應用可行

n政治﹕客觀掌握刪除區段、班次運量，公部門有客觀
數據與外界溝通

n技術﹕已實際應用至客運公司，具技術可行



具市場性，高雄市交通局於112年編列預算建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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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調整示例

減少補助款 營收增加

政府 客運業者

實施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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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實務經驗顯示，路線調整易引起乘客陳情，於
政治面較難實施，然現今各地公車改善計畫皆
著重於路線改善。

建議



建議

n班次調整於政治面較易實施，然需考慮車輛、
駕駛排班調度，建議未來公車改善計畫可結合
客運公司致力於班次優化。

讓AIGIS、電子票證大數據成為優化公車路線好幫手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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