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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動機與目的



動機與目的

◆ 2016年台北捷運搭乘人次達7.39億，

每日平均運量約200萬。

◆ 政府在進行大型交通建設之前，一般

會先針對周圍區域進行評估，但在建

設完成之後，較少關於後續驗證及成

效追蹤的報告，然而，地區之人口結

構與交通需求等仍會隨著時間推移而

改變。



動機與目的

1. 利用數學方法劃分各捷運涵蓋區域。

2. 以最小統計區為單位將區域內人口數納入考量，以估算捷運站使用

人口。

3. 搭配臺北捷運 2016 年度運量紀錄，計算出各捷運站之效率值。

4. 透過描述周遭環境並建立模型，找出對於捷運使用效率較重要之考

慮因素。



2.
變數定義與使用資料



效率值定義

利用voronoi diagram，即中垂線劃分

法，定義各捷運站的涵蓋人口數。



效率值定義



效率值與流量間的關係

平日

假日



效率值與流量間的關係

平日

假日

流量高但效率低

流量低但效率高



是否為轉運站

捷運站是否有一條以上之路線通過可能會影響該站流量，舉例而言，捷運忠

孝復興站的進出站流量便會包含搭乘文湖線及板南線的旅客，因此是否為

轉運站也是必須考量的因素之一。



附近有無Youbike站點

參照googlemap，計算各捷運站步

行至最近Youbike站點所需之距離

，統計各捷運站有無200公尺內(步

行約3分鐘)可抵達之Youbike站

點。



附近有無Youbike站點

108個捷運站中有34個沒有步行200公尺內可抵達的Youbike站點，效率值平

均為0.87，略低於整體平均0.98。



附近公車路線數



附近公車路線數

從左圖可看出，效率值較高之捷運站

大致上擁有較完善的公車系統，相關

係數約為0.33，其中效率值偏低但公

車路線數量多的車站為劍潭及淡水

站。



公共停車場車位數

目的地停車方不方便可能為民眾選

擇是否要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之考量，

本次研究計算了各捷運站涵蓋範圍

內公共路外停車場之汽車與機車

停車位數量。



車輛持有情形



產業結構

從雙北各行政區的產業從業人口

推斷，製造業的從業比例似乎和本

文定義的效率值有反比的關係(相

關係數為-0.43)，因此將各捷運站

覆蓋範圍內的製造業從業人口比

例作為建立模型的變數。



國土利用情形

利用社會經濟資料庫中的國土利用

調查資料集，本文搜集了交通使用

土地總數、商業、住宅、工業、政府

機關、學校、醫療保健、社會福利設

施、遊憩使用土地總數等相關資料

並轉為各捷運站涵蓋範圍內的使用

比例。



年齡與教育程度

區域內的年齡組成對於交通使用

的情形可能會造成差異，學齡人數

和老年人口較多的區域對於大眾

運輸的需求可能較高，因此，本文

將使用捷運站涵蓋範圍內各年齡

及學齡層之比例作為分析變數。



變數間相關係數熱圖



3.
研究方法與結果



效率值分布情形

平日效率值散佈圖 假日效率值散佈圖



效率值盒鬚圖

效率值盒鬚圖 log(效率值)盒鬚圖

台北車站

台大醫院

台北車站

台大醫院



模型配適

● 將流量定義為進站人數和出站人數的加總，並使用的捷運進出站人數為105一

整年扣除12/31日的統計資料，並區分平日和假日。

● 引入前面所述變數，共21個。

● 使用逐步回歸挑選最佳模型。



逐步迴歸挑選結果

平日

假日



結果

◆ 模型之調整後R^2分別為0.694(平日)及0.699(假日)

◆ “是否為轉運站”、“商業用地比例”及“附近公車路線總數”在兩模型中皆達到顯

著(p-value<0.05)

◆ 殘差符合假設

◆ 模型穩健性評估



4.
結論與建議



結論

◆ “是否為轉運站”、“商業用地比例”及“附近公車路線總數”對於捷運效率值有較

大關聯性。

◆ 將效率值分為平日及假日，但從配適的結果來看，差異並不大，使用雙樣本t

檢定平日與假日效率值亦顯示差異不顯著(p-value>0.1)。

◆ 台北市與新北市許多的開放資料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格式，本次研究整合了這

些資料，並期能將資料取式及計算方法供後續研究使用。



討論與建議

◆ 資料搜集的部分，本研究利用了最小統計區去搜集資料與分析，但許

多開放資料並沒有以此為劃分的統計資料。

◆ 本研究試圖利用交通量、路邊停車格位的資料，但交通部以及政府開

放資料並不齊全，造成資料整理上的困難。

◆ 大部分的政府開放資料缺少良好的資料敘述。



討論與建議

◆ 若能針對各個變數取得更深入的資訊(例如除了各教育程度的人口外，

還能取得各區內學校的就學人數資料及補習班家數、規模等)，能在解

釋模型上有很大的幫助。

◆ 計算最外圍邊界的涵蓋人口需要透過主觀判斷，因此往後進行相關研

究時或許能透過問卷之類的形式來得到這個範圍更加合理的資訊。

◆ 依照食、衣、住、行去更深入的搜集資料是未來可以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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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最小統計區補充



最小統計區補充



效率值與流量間的關係

平日

假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