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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政府 104 年度自行研究成果摘要表 

計 畫 名 稱 
改善高(快)速公車路線等候時間之研究-以 939 路線

為例 

期 程 104 年 10 月 1 日至 12 月 25 日 

經      費 1 萬元 

緣起與目的 

本市因地理環境特性，民眾居住於衛星城鎮(例如：三

峽區、林口區、汐止區等)往返市中心通勤需求，故具

許多高(快)速公車路線服務。依據道路交通管理處罰

條例規定，高(快)速公車禁止乘客站立，產生民眾抱

怨無法上車等而遲到等問題。 

方法與過程 

於上高(快)速公車前末 2站「臺北大學(三峽校區)」

候車亭內安裝攝影機，提供調度人員視人數調度車

輛，(人工)紀錄市民等候時間，以 t 分配統計分析，

比較攝影機安裝前、安裝後等候時間比較是否具有顯

著差異。輔以市民(電腦)悠遊卡刷卡紀錄分析佐證，

比較前、後載客人數是否具有差異。 

研究發現及

建 議 

調度人員適應期不足、配車數核定需待審核通過故無

法立即改變供給量。 

為了解決民眾通勤問題，建議持續觀察提供候車亭即

時影像後，對於調度人員調整派車的正面幫助。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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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針對研究主題進行概括性描述，共分三節，第一節說明研究

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範圍，第三節為研究目的。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新北市民眾居住、工作與地理環境特性，使本市具有 44 條高(快)

速公車路線，佔全市路線近 2 成比例，主要服務林口、三峽、新店等

衛星地區，提供經高(快)速道路至市中心通勤就學或辦公等快速直達

需求。 

然依據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33 條第 1項第 5 款及高速公路

交通管制規則第 7款規定，高(快)速公車禁止乘客站立。因此，公車

路線規劃為公車繞駛當地主要節點後，再上高速公路。於平常日上午

尖峰時間，近高速公路最後末 2 站候車民眾反映，易有公車座位滿

載，無法上車，需久候或等下一班，致民眾上班遲到情形。 

由於市區公車尖峰(上午 2小時)乘客需求雖大，離峰(15 小時)

卻常常空車營運，倘若配置過多車輛，將使公車路線空駛耗油亦會造

成虧損過大無法持續經營問題；公車車輛數過少，又會造成民眾久候

無法搭車問題，客源流失。每日調度公車車輛數是固定的，本研究需

思考如何提昇調度發車效率，以進而達到減少民眾等候時間。 

 

1.2  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是依據法規限制高(快)速公車禁站立，民眾反映無法

搭車問題延申，研究範圍如下： 

一、本研究僅針對939公車路線乘客於臺北大學(三峽校區)公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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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等候情形。 

二、在臺北大學(三峽校區)公車站安裝 1 台攝影機，收集 939 公

車路線乘客候車時間，以該站每日(平日)影像檔，當有人排

隊(第 1位)時，至公車到達載客關門，紀錄該時間。 

三、收集 939 公車路線上午尖峰悠遊卡刷卡紀錄，分析提供調度

人員攝影影像前、後，是否有助於其增加載客量。 

 

1.3  研究目的 

一、提供調度人員「臺北大學(三峽校區)」即時候車排隊影像，

是否有助於提升 939 公車路線之載客量。 

二、當調度人員可以獲知候車情形，調整班距與發車時間，是否

有助於每日需搭乘 939 公車路線民眾，減少其等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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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分析 

本章針對高(快)速 939 公車路線規劃研究流程，第一節研究現

況，第二節研究流程，第三節資料收集。 

 

2.1  研究現況 

939 公車路線核定路線起於「三峽」、迄於「臺北市政府」，平日

尖峰班距尖峰 8-15 分。 

本研究選擇以 939 公車路線為例，係該路線自民國 101 年 6 月

27 日通車後，提供從三峽地區民眾搭乘公車往返臺北市東區通勤、

通學之需，替代過往需搭乘 916、922 等公車路線公車至捷運永寧站

轉乘捷運(運具)再至捷運市政府站，或轉乘公車 275 路線經由土城、

中永和至臺北市府站，因此大幅節省車上時間達 30 分鐘以上，是目

前民眾搭乘最多的高(快)速公車路線。 

為服務高(快)速公車搭乘需求，公車業者因應民眾需求調派服務

人員於現場進行乘車服務，提供該站候車排隊狀況資訊給三峽調度人

員，並於「臺北大學(三峽校區)」公車站區畫設 939 公車路線排隊位

置，如圖 2.1-1。 

目前三峽站調度人員，是透過公車動態資訊系統，圖 2.1-2，及

經由現場服務人員透過 Line 或其他通訊方式，於必要時告知之現場

等候排隊人數，判斷是否需要增派車輛，調整適當路線車輛間距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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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臺北大學(三峽校區)候車亭照片 

 

 

圖 2.1-2、939 公車路線動態資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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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流程 

    首先了解到高(快)速公車受限於法規及公車原有特性(例如：尖

峰滿座、離峰空駛)，再想辦法解決民眾搭乘需求，亦需兼顧業者經

營成本。訂定研究目的使調度人員在車輛、座位及核定班距限制下，

如何能提昇載客率且減少民眾候車時間。參考現況調查，業者於有限

的資源下，派員至候車亭服務兼回報民眾候車情況。所以研擬先於候

車亭安裝攝影機，讓公車調度人員在調度站即時觀看車輛位置及候車

亭乘車排隊狀況，以減少回報延遲。再進行等候時間紀錄及悠遊卡刷

卡紀錄，分析上午尖峰公車乘客搭車需求，研究增加即時現場影像是

否有助於減少等候時間之統計分析。最後，對於此次 939 公車路線的

研究過程提出結論及建議。 

 

圖 2.2-1、研究流程 

瞭解問題 

資料收集 

研究方法 

現況說明 

統計分析 

結論與建議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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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資料收集 

一、候車亭影像紀錄，期間為 104 年 11 月 21 日(六)至 11 月 27

日(五)，該期間公車調度人員並不知道有攝影機錄影紀錄，

於 104 年 12 月 11 日通知公車調度人員使用網路攝影機進行

排班調度，再次進行影像紀錄，期間為 104 年 12 月 12 日(六)

至 104 年 12 月 18 日(五)。為了解變化情形，再增加收集 104

年 12 月 22 日(二)至 12 月 25 日(五)。 

二、同時收集悠遊卡刷卡紀錄，期間為 104 年 11 月 23 日(一)至

11 月 27 日(五)及 104 年 12 月 15 日(一)至 104 年 12 月 18

日(五)，比較載客變化情形。 

三、依據調查公車乘客搭乘習慣，數據變化情形將以星期二至星

期五為主，排除星期日放假後的第 1天，即星期一。 

四、公車載客量與氣候狀況相關，由於 104 年 11 月 23 日(一)至

11 月 27 日(五)及 104 年 12 月 15 日(一)至 104 年 12 月 18

日(五)期間，氣候屬於陰天與晴天，另外收集每日氣象溫度，

安裝後續週氣溫下降，可併與載客量變化參考。 

五、利用量化統計分析等候時間與載客量變化，最後，再以 T 分

配檢定，具相同變異數之兩樣本數值，在安裝網路攝影機後，

是否有顯著影響減少民眾等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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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統計分析 

本章針對資料變化與結果做深入的解析，共分三節，第一節等候

時間紀錄分析，第二節悠遊卡刷卡紀錄分析，第三節為改善情形與效

益分析。 

提供觀察期間氣溫變化，作為外在因素參考；另提供使用車輛

數，作為調度人員派車上限。因為天氣會影響民眾搭乘公車的意願，

部分民眾會因天氣選擇其他運具前往目的地；可使用的車輛數，為容

量限制，調度人員將受到核定班距及使用車輛數，短期間內，是無法

臨時增加或減少，僅能略為調整出車時間。 

 

圖 3-1、每日臺北溫度變化(氣象局)及每日 7點營運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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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等候時間紀錄分析 

第 1 段觀察期間：調度人員不知道「臺北大學(三峽校區)」公車候車

亭即時影像資料以前。 

觀察等候時間期間，無提供調度人員「臺北大學(三峽校區)」

公車候車亭即時影像資料，首先紀錄民眾等候時間變化情形作為基礎

樣本，變化情形如圖 3.1-1。 

針對紀錄 104年 11月 24日至 104年 11月 27日上午 6時 30分

至 8 時 30 分，這段時間內，第 1位和第 2位在排隊動線上等候 939

公車路線民眾，而且實際搭乘 939 公車路線民眾。如果民眾臨時走掉

或換其他路線搭車，不納入。因此，會紀錄每位民眾走到候車亭定點

等時，直到 939 公車路線車輛關門駛離為止，視為本研究樣本之等候

時間。 

觀察到該區間之等候時間資料內，民眾在 5分鐘以內可以搭到

公車比例，為該期間全體樣本數之 50%，資料內有 1 位等最久為 40.5

分鐘，屬於離群值。 

 

圖 3.1-1、每日等候時間變化-調度人員無即時候車停影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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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段觀察期間：調度人員知道「臺北大學(三峽校區)」公車候車亭

有即時影像資料以後。 

通知調度人員可以查看候車亭即時影像資料後，再依規調整調

度，並且紀錄民眾等候時間變化情形作為對照樣本，變化情形如圖

3.1-2。 

在 104年 12月 16日至 104年 12月 19日上午 6時 30分至 8時

30 分，可以發現等候時間在 5 分鐘以內佔該期間全體樣本數 57%，有

2 個離群值為 29.6 分鐘及 30.1 分鐘。 

 

 

圖 3.1-2、每日等候時間變化-調度人員有即時候車停影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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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段觀察期間：調度人員知道「臺北大學(三峽校區)」及「恩主公

醫院」公車候車亭有即時影像資料以後。 

告知調度人員除了「臺北大學(三峽校區)」有即時影像可查看

民眾等候公車排隊狀況，另外還可以看「恩主公醫院」的即時影像。

並且繼續紀錄「臺北大學(三峽校區)」民眾等候時間變化情形作為對

照樣本，變化情形如圖 3.1-3。 

在 104年 12月 22日至 104年 12月 25日上午 6時 30分至 8時

30 分觀察到等候時間 5 分鐘以內即可以搭上公車的比例達到 61%，有

2 位離群值，43 分鐘及 38 分鐘。 

本期間較前期，雖然有更多比例的民眾可以在 5 分鐘內搭上

車，惟受限車輛數，故仍會有少數人等候時間增加。 

 

 

圖 3.1-3、每日等候時間變化-調度人員有即時候車停影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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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悠遊卡刷卡紀錄分析 

一、比較上午尖峰時段，每時段的總載客人數： 

收集觀察期間之 939 公車路線悠遊卡刷卡紀錄，當調度人員知道

有即時候車亭影像前、後比較，時段載客數並無太大差別。 

 

圖 3.2-1、每日時段載客數 

 

二、比較每時段的每車載客人數： 

收集觀察期間之 939 公車路線悠遊卡刷卡紀錄，當調度人員知道

有即時候車亭影像前、後比較，每車時段載客數亦無太大差別。 

 

圖 3.2-2、每日每車時段載客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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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較通知前最多載客數為104年 11月 24日及通知後最多載客數

為 104 年 12 月 18 日，這 2天當中，在 6 時 30 分至 8時 30 分到

「臺北大學(三峽校區)」的每車車班距差別。 

收集觀察期間之939公車路線電腦紀錄這2天之車輛在臺北大學

(三峽校區)站之到離站紀錄，比較調度人員知道有即時候車亭影像

前、後，每車派車間距改變增減情形。 

發現調度人員知道即時影像後，雖前班班距縮短，可以提供更多

人在 5分鐘內搭到車，但會使後班班距增長，故離群值才會增加。 

 

 

圖 3.2-3、比較班距差別情形 

 

3.3  效益分析 

    依據所觀察的到的等候時間，分為 2 組樣本，1組是 104 年 11

月 24 日至 11 月 27 日，1組是 104 年 12 月 22 日至 12 月 25 日。 

    假設等候時間屬於常態分配，在 939 公車路線、平常日、上午尖

峰時段所收集的樣本數，假設隨機且獨立抽取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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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 F檢定(F=MSb/MSw)，比較前、後樣本的變異數是否相同，結果

F=0.3751 ，F 檢定值>=0.05，表示 2組樣本具有相同的標準差。 

 

    進行 2 組小樣本等候時間(平均數)差異的檢定(獨立樣本)：獨立

樣本 T檢定(兩母體平均數差μ1 -μ2 之檢定)。 

 虛無假設  H0：μ1 ≒ μ2   (無顯著差異) 

 對立假設  H1：μ1 ≠ μ2  (有顯著差異) 

- 假設變數是常態分配，且已知平均數，從樣本估計母體變異數。 

- 假設隨機變數 X 是常態分配，具有平均數和未知的母體變異數。 

- 具有自由度 n－1。 

結果 T檢定值=0.1514，T 檢定值>=0.05，表示 2 組樣本具有相同的

平均數。 

   所以，可以知道 939 公車路線，雖然提供「臺北大學(三峽校區)、

恩主公醫院」候車亭即時影像，調度人員雖然可以讓更多人在 5分鐘

內搭到公車，但對於整體來看，民眾平均等候時間沒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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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論與建議 

4.1 結論 

一、提供調度人員「臺北大學(三峽校區)」即時候車排隊影像，

對於提升 939 公車路線之載客量，無顯著影響。 

二、當調度人員可以獲知候車情形，調整班距與派車時，對於每

日需等候搭乘 939 公車路線時間，無顯著影響。 

三、由於提供即時影像的期間，實際紀錄資料較短，在短期，公

車路線的車輛調派不會有太大差別，但仍有助於更多乘客在

5 分鐘內搭上高(快)速公車路線。 

 

4.2 建議 

一、為了解決民眾通勤問題，本研究仍要持續努力，目前研究期

間較短，仍可持續觀察提供調度人員候車亭即時影像後，對

於調度人員調整派車應有正面的幫助。 

二、該路線開通至今已 3 年，面對民眾需求，依實際調察資料來

看，提供調度人員上高速公路前末 2站之候車時即時影像，

對於調整高(快)速公車路線班距有具體效果。惟本研究仍可

以再思考提供民眾更多資訊，降低民眾候車的焦慮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