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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我國都會區的大部分高中生搭乘大眾交通工

具上下學，由於功課壓力極大，耗費在通勤的時間

是一個難以承受的負擔。本研究透過大量的實地觀

察搭配台中市交通大數據分析，研究台中市高中生

(含高職生)上下學搭乘公車的搭車行為。冀望能提

供給市政當局以及各高級中學，作為交通政策的參

考。研究結果顯示，除了極為少數學生搭車超過一

小時之外，絕大多數學生的搭車時間都在一小時以

下。上午上學花費的時間較少，而下午則花費的時

間則較多。我們並對各校的主通勤族的通勤時間做

了敘述性統計。實地觀察的結果與台中市交通大數

據分析結果互相印證，兩者所得結果相當一致，沒

有明顯差異，為未來更進一步利用大數據資料分析

奠定實證基礎。 

 

關鍵詞：智慧交通、電子票證大數據、台中市公

車、高中生 

 

 

壹、前言 
 我國都會區的大部分高中生搭乘大眾交通工

具上下學，為了進入較好的大學，高中生的功課壓

力極大，耗費在通勤的時間是一個難以承受的負

擔，地方政府的交通單位莫不絞盡腦汁，設法提高

公共交通的便利性以期降低通勤時間，例如台中市

政府所推出的跳蛙式公車，類似早期公路局時代的

直達車，只停大站不停小站。本研究透過大量的實

地觀察搭配台中市交通大數據分析，研究台中市高

中生(含高職生)上下學搭乘公車的搭車行為，冀望

能提供給市政當局以及各高級中學，作為交通政策

的參考。 

 

近幾年，在交通部積極推動之下以及科技的進步，

現今大眾運輸已經越來越便利，例如公車上到站前

站名廣播，到站時間預估的 App 等，有利於公車族

規畫乘車與轉車。收費方式，則從傳統投幣式為主

轉變成電子票證(RDID 卡)為主，未來甚至不排除

支援行動支付。更進一步，全國公車配合交通部的

「電子票證系統之多功能卡片規劃書」均已建置電

子票證系統設備，只要使用者手持電子票證，即可

方便搭乘大眾運輸。電子票證在大眾運輸的交易紀

錄則隱含著旅客本身的搭乘紀錄，例如：搭乘的運

輸工具、搭乘的路線與上下車站牌(視計費方式)，

可以透過統計與分析可更進一步得到上下車人

數、搭乘時間，甚至轉乘行為與搭乘者的類別等資

訊，對於未來運輸工具路網規劃和營運管理具有極

大的參考價值。 

 

公車為台灣各縣市最常見的大眾運輸工具，而目前

電子票證在公車上的計費方式可分為兩種：第一種

是以里程計費，乘客於上下車皆需刷卡。上車時先

扣除基本里程數費用，下車時再視搭乘里程計費，

若在基本里程內無須再次付費，反之則須追加收

費；第二種則以段次計費，一段票的乘客在上車或

下車時刷一次卡，二段票的乘客在分段點前上車時

刷一次卡，並於分段點後下車時刷一次卡。前者以

台中市市區公車及公路客運為代表，後者以台北市

聯營公車及基隆市公車為代表。以里程計費方式，

不僅可統計各公車站乘客上下車數量外，更可直接

獲得各路線站點與站點間的載客量，以進行後續相

關應用與分析。因此，本研究著眼於台中市高中生

搭乘公車行為分析，希冀可為交通政策提供參考價

值。  

 

本研究的電子票證資料來源為「台中市智慧交通大

數據資料庫」，我們擷取資料較為齊全的區間， 

2015/01/01 至 2015/12/31，約 9 千萬筆台中市公

車電子票證交易紀錄。本篇論文的第二節根據臺中

市政府交通局官網(民 106)簡介台中市公車的電

子票證分類與計費機制；第三節報告實地觀察高中

生上下學的搭車行為獲得的結果；第四節則以大數

據分析技術研究，並與實地觀察結果互相印證，並

於最後一節提出結論與發現。 

 

貳、台中市公車電子票證分類與計費機制

  

一、電子票證分類 

使用中的電子票證包括:台中市敬老愛心卡、外縣

市敬老愛心卡、半票卡、全票卡、與代幣卡。代幣

卡係給無卡乘客使用，上車時投入現金於收銀設

備，司機發給代幣卡並感應卡卡通設備；下車時，

乘客感應卡卡通設備將顯示應付金額，此時乘客根

據顯示金額繳交車資並歸還代幣卡。 

  



二、基本計費機制 

 基本里程費用：在基本里程(8 公里)之內，

無論遠近都是固定費用。  

 路線編號 1-999 號之台中市公車：全

票及代幣卡 20 元，半票及外縣市敬老

愛心卡 11 元，中市敬老愛心卡：11 點 

 路線編號 1000 號以上之公路客運：全

票及代幣卡 24 元，半票及外縣市敬老

愛心卡 12 元，中市敬老愛心卡：12 點  

 基本里程外費用: 若超過基本里程，每公里

以 2.5 元計算，半票及外縣市敬老愛心卡：

減半收費，中市敬老愛心卡：依半票價格扣

除點數。  

 

三、優惠里程 

自 2012 年起使用電子票證(不含中市敬老愛心

卡)搭乘台中市公車之乘客，可獲免費里程優

惠，其費用由市政府補貼公車業者。搭乘路線

編號 1-999 號公車者，10 公里內免費，超過 10

公里者，全程按原收費標準計費，但全票減免

26 元，半票減免 13 元。單次搭乘最高收費為

60 元。優惠措施隨著補貼政策而變動，但基本

計費機制維持不變。 

 

參、實地觀察 
自從 2016 年 2 月以來，計畫主持人每天隨著

上下學的學生搭乘各種路線公車，往返於豐原與亞

洲大學之間。本路線是台中市高中生人流最密集的

路線，主持人每天搭乘公車少則 4 輛公車，多則高

達 10 輛公車，密集的觀察高中生的上下學搭車行

為。 

 

因為台中市公車免費里程政策，很多高中生是使用

一般電子票證搭乘公車，並非使用學生專用的電子

票證，因此需要特殊的辨識技巧從眾多搭乘紀錄中

辨識學生身分。我們從實地觀察大部分高中生的搭

乘行為中，歸納出一些顯著的特徵，並據以設計辨

識技巧。以下是可供辨識身分的高中生的普遍性搭

乘行為: 

 因大部分高中要求學生在上午 7:30 到校，因

而到校時間集中在 7:00 到 7:30 之間。 

 7:00 到 7:30 之間，大部分機關公司行號尚

未開始營業，因此在這段期間在各高中站牌

下車的上班族非常稀少。再者，因本時段中，

公車常擠滿上學學生，一般人多避開此時段

搭公車，因此這段期間在各高中站牌下車

者，極大比例是通勤高中生。 

 寒暑假期間，大部分高中生不會在 7:00 到

7:30 之間到校。 

 除了寒暑假之外，大部分學生幾乎天天到學

校。 

 同一學校的學生的上下車，可能分布在數個

不同站牌。例如，興大附農的學生可能在興

大附農站或台中國小站上下車，而青年高中

的學生可能在青年高中站或大里圖書館站上

下車，而下午返程時，部分學生甚至在離校

更遠的站點上車，可能的原因之一是為了避

開擁擠的上車人潮。 

 個別學生上午下車地點與下午放學後上車地

點未必相同。可能的原因是:不同方向的站牌

相隔一段距離，在不同站牌上下車可能可以

縮短步行距離。此外，大部份學生在選擇上

車地點時，傾向在上一站而非下一站上車，

甚至為了避開擁擠的上車人潮，步行到更遠

的站牌上車。 

 學生上午上學時為了趕在指定時間前到達學

校，會以最短時間直達目的地，搭車方式較

為簡單直接，但下午返程時則可能較為複

雜，有時並非直接回家，可能結伴去逛街購

物或去補習班上課，有較多的轉乘情況。 

 學生通勤族的公車轉乘的熱點，除了眾所週

知的台中火車站之外，中友百貨附近三大

站，台中科技大學站，中友百貨站、及一心

市場站也是熱點之一。 

                                                                                                                                                                

 

肆、大數據分析 
對於任何一個高中，我們必須事先獲得該校學

生最常搭車的公車站牌，方能進行分析，限於研究

人力，無法逐一調查此項資訊，本研究只挑選出有

註明高中校名的30個站牌作為高中的樣本，某些高

中並無公車站牌，例如興大附中就不在研究範圍

內。 

當某一個持卡人從某站牌上車搭乘公車到某一站

牌下車時，我們定義首程為整個旅程的第一段，

而終程為整個旅程的最後一段。例如某一位乘客

自豐原郵局搭乘55路公車在台中火車站轉搭50路

公車到霧峰下車，而這段旅程的首程定義為55路、

而終程定義為50路。我們從3月至6月清晨

6:30-7:30之間搭乘公車上學，而終程在各高中站

牌下車超過50天的持卡人當作通勤高中生的樣

本，視為主通勤族，是本研究的研究主體。未符

合此條件的通勤學生則視為次通勤族。我們統計

每一位主通勤族上學及返程搭乘公車所耗費的時

間。平均去程或返程搭乘時間超過一小時的主通勤

族稱為超級通勤族。卡平均搭乘時間是一位持卡

人全年的平均上學或返程搭車時間。校平均搭乘

時間是某校全部主通勤族的卡平均搭乘時間之總

和除以主通勤族總數。 

 

一、主通勤族搭車行為分析 

在2384個主通勤族樣本中，去程只有個位數的超級

通勤族(超過一小時通勤時間的主通勤族)，排除超

級通勤族這種極少數特例之外，我們可以得到上午



上學所花費的搭車時間的上限大約是一小時。上午

上學搭車時間最長的超級通勤族是臺中女中的某

位持卡人，固定從豐原文化新村站搭55路公車到台

中女中，平均花費75分鐘。(註，近年開通的900

跳蛙式公車可望節省約10分鐘通勤時間)。下午返

程則有較多的超級通勤族，返程搭車時間最長的超

級通勤族是從霧峰農工站搭107路公車到惠文中學

站的某位持卡人，92分鐘。研判上午上學時間交通

較為順暢，而下午放學時間交通較為擁塞，以致下

午花費較多的時間於返程。經過細緻的資料分析，

超過一小時的搭車時間，幾乎是一車到底沒有中途

轉車。例如，興大附農的一位學生每天固定從中興

嶺站搭乘31路公車直接到達興大附農站。此類超長

的旅途如果還有後續轉乘，上學的總通勤時間可能

會逼近甚至超過二小時，這是難以忍受的時間浪

費，時間壓力極高的高中生可能選擇成為住宿生而

非通勤族。 

上午上學的校平均搭車時間以嶺東高中的13分鐘

最短，而以臺中一中的30分鐘最長。而下午返程的

校平均搭車時間以嶺東高中及東山高中的20分鐘

最短，而臺中一中的35分鐘最長。除非離火車站很

近，擁有極短的校平均搭車時間的高中極可能是地

區性高中。 

高中生上午上學較為直接，直達目的地，但下學則

較為複雜，可能並非直接回家，可能是補習，例如

到一中街水利大樓補習，或結伴逛街。除了大甲高

中及興大附農之外，所有學校的下午平均搭車時間

都比上午上學平均搭車時間大。除了大甲高中之

外，所有學校的下午返程時間的標準差都比上午上

學時間標準差大。顯示下午放學時段交通狀況較為

複雜，擁塞時間較多。 

離火車站較近的學校，通勤族上午搭公車的時間較

為穩定一致，但下午放學時間則變化較大，例如豐

原高商的上午校平均時間的平均值為16分鐘、標準

差為11.5，而下午則平均值升高至27分鐘、標準差

升高至 14.6。且搭車人數也較少，除了上述原因

之外，可能與同學結伴步行到火車站，此因步行時

間可能是高中生彼此之間的交誼時間，學生寧可結

伴步行而不願搭乘免費的公車。 

二、個別高中主通勤族搭車時間分析 

我們根據與火車站的距離遠近挑選數個高中

仔細分析個別高中的主通勤族的搭車行為。圖1至

圖6是幾個樣本學校上學搭車時間分佈。圖1是豐原

高商，該校距離豐原火車站甚近，超過60%主通勤

族搭火車或客運車到達豐原客運總站然後轉搭55

路公車經過四個短距離站牌就到達豐原高商，該路

段在清晨時間從未塞車，車行時間很穩定的保持在

10分鐘左右。從另一個方向到達豐原高商的搭乘時

間就參差不齊。唯一一位超級通勤族是從中興堂站

搭55路公車直接到校。 

 

圖1 豐原高商通勤族卡平均上學搭車時間分佈圖 

我們挑出沿著100路公車的路線從台中火車站經大

里、霧峰到亞洲大學的路線上的三所高中職來觀

察，這個路線上的高中站牌較為單純，通勤族的上

下車地點幾乎都在同一個路段上，通勤族的樣本具

有高度代表性。大部份興大附農的卡平均時間在

20-40分之間，而離火車站較遠的青年高中的卡平

均時間在10-50分之間，散佈面較廣。離火車站更

遠的霧峰農工的卡平均時間在10-60分之間，散佈

面更廣，但卡平均時間在10-20分之間的學生較兩

校為多，顯示其地區性高職的特性。 

台中一中站位於雙十路上，本路段的公車密度遠低

於三民路，有很高比例的台中一中通勤族在三民路

上的中友百貨或台中科技大學站上下車，但在三民

路的站牌上下車的乘客種類很多，很難判定學生持

卡人，因此不列入統計，只能以雙十路上的站牌作

為樣本分析，樣本的代表性稍低。大部分通勤族耗

費20-40分鐘於上學去程或放學返程上。本站雖然

離台中火車站不遠，但自火車站至本站是台中市最

繁忙的道路之一，無法在10分鐘之內到達。反觀台

中女中，離火車站約兩站距離，路上交通也比較順

暢，有較多的通勤族花費10分鐘以內在公車上。 

 

圖2 興大附農通勤族卡平均上學搭車時間分佈圖 



 

圖3 青年高中通勤族卡平均上學搭車時間分佈圖 

 

圖4 霧峰農工通勤族卡平均上學搭車時間分佈圖 

 

圖5 臺中一中通勤族卡平均上學搭車時間分佈圖 

 

圖6 臺中女中通勤族卡平均上學搭車時間分佈圖 

 

伍、結論與討論 
 我國的高中生面臨嚴苛的升學競爭，壓力極

大，耗費在通勤的時間是一個難以承受的負擔。本

研究透過大量的實地觀察搭配台中市交通大數據

分析，研究台中市高中生(含高職生)上下學搭乘公

車的搭車行為。研究結果顯示，除了極為少數學生

搭車超過一小時之外，絕大多數學生的搭車時間都

在一小時以下。上午上學花費的時間較少也較為直

接，而下午花費的時間則較多，也有較多的轉乘需

求。實地觀察的結果與台中市交通大數據分析結果

互相印證，兩者所得結果相當一致，沒有明顯差

異，為未來更進一步利用大數據資料分析奠定實證

基礎。限於實證研究所需的龐大人力需求，現階段

無法全面觀察轉乘行為，僅能針對少數個案分析。

未來將逐步納入更廣泛的轉乘研究，方能對高中生

在通勤上所耗費的時間有更精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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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台中市各高中職主通勤族搭乘時間統計 

站牌 卡平均時間 

校總和(分) 

總卡數 卡平均時間 

校最高值(分) 

卡平均時間 

校平均值(分) 

卡平均時間 

校標準差(分) 

AM PM AM PM AM PM AM PM AM PM 

興大附農 1830 1846 60 65 67 55 31 28 13.2 11.3 

臺中一中 3127 3866 105 109 63 66 30 35 10.8 12.4 

臺中高工 3010 3311 103 103 57 55 29 32 9.3 9.2 

新民高中 2323 2687 80 84 56 62 29 32 11.3 12.6 

霧峰農工 3335 3717 116 116 58 70 29 32 11 12.5 

青年高中 792 906 29 29 59 66 27 31 13.7 13.6 

明道中學 1697 2037 63 65 61 65 27 31 11.6 11.5 

臺中二中 1871 2189 73 73 51 54 26 30 11.1 11.1 

明德高中 1723 1752 68 68 50 66 25 26 11.8 12.2 

嘉陽高中 1682 3061 67 119 68 82 25 26 13.8 18.1 

大甲高中 1957 2091 78 83 44 50 25 25 9.7 10.4 

僑泰中學 2017 2357 81 85 49 62 25 28 9.9 11.6 

豐原高中 1915 2179 79 85 45 50 24 26 10.7 11.5 

宜寧中學 1144 1590 48 48 54 61 24 33 10.5 11.1 

立人高中 1570 1842 67 67 56 73 23 27 11.2 12.5 

大甲高工 964 838 42 42 63 55 23 20 14.4 11.7 

清水高中 1914 2139 84 84 49 65 23 25 10.6 11.8 

慈明高中 1362 1671 61 61 50 57 22 27 10 11.7 

文華高中 3198 3508 144 132 42 57 22 27 7.7 9.8 

大里高中 1564 1848 72 72 50 53 22 26 12.3 11.4 

臺中女中 2318 2730 109 109 75 49 21 25 11.3 10.3 

忠明高中 1259 1412 62 60 42 43 20 23 7.4 7.7 

長億高中 925 1083 48 48 37 47 19 23 8 9.9 

惠文中學 1906 2796 106 137 52 92 18 20 11 11.6 

沙鹿高工 1834 1940 105 116 57 38 17 17 9.5 8.5 

豐原高商 1229 2057 76 76 55 69 16 27 11.5 14.6 

西苑高中 895 1188 57 51 41 53 16 23 8.4 11.4 

弘文中學 889 1324 59 59 27 70 15 22 5 8.8 

東山高中 2848 3543 191 181 51 57 15 20 8.6 10.8 

嶺東高中 682 1000 51 51 36 37 13 20 7.7 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