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大型遊覽車疏運」建議報告說明 

動機目的 

近年來由於觀光業在東部地區蓬勃發展，太魯閣國家公園面臨相當大的遊憩壓力。多數團體遊客

多集中在下午 3至 6點抵達太魯閣，但因當地腹地小且停車空間不足，造成沿線嚴重回堵。經本中心

陳正杰博士多次在花蓮縣政府道安會議中反映，太管處在縣政府、鄉公所、交通隊等協助之下，規劃

一處臨時停車場。並藉由通知領隊導遊，沿著長春隧道往西方向行駛到出口，經派駐員警指揮，由隧

道口左轉進入長春祠載客。自臨時停車場完工啟用後，沒有再出現中橫沿線塞車的狀況。由於目前大

多仰賴人力進行通知調度，又太魯閣國家公園境內通訊品質較差，聯繫上往往需耗費多餘人力且易造

成時程延宕。 

資料來源與整理分析方式 

本研究資料來源主要透過花蓮交通隊黃增樟隊長提供，配合網站資料蒐集，再由本研究彙整分析

而成。惟因計畫尚在執行，同時因應未來蘇花改通車後之交通衝擊，本研究團隊將持續追蹤整體疏運

成效，協助太管處與花蓮縣交通隊擬定更周全的改善策略。 

結論 

本中心擬持續協助太管處發展以下幾點改進方向： 

1. 強化資通訊系統之建置，減少園區內訊號不良之影響，且能落實即時指派功能，進而減少指揮調

度人力需求。 

2. 建立線上預約機制，讓遊覽車業者能事先掌握團體遊客之遊園行程，也有助於太管處管理。 

3. 透過動態定價與競標機制，讓遊覽車業者選擇是否付費使用尖峰時段停車空間，亦或是選擇轉移

需求至相對離峰時段，同時收費將有助於投入後續園區內設施與步道之維護。 

 

「利用科技進行車隊管理與資料收集之應用」之可行方案暨成果報告說明 

動機目的 

本中心在瞭解花東地區的情況後，為了有效解決以及發展花東地區公共運輸，發現花東地區缺少

一些基礎的軟性工程，特別是在民眾日常最容易使用也是使用成本最低的公路客運部分，因此，急需

公路客運營運及起迄資料，來最為後續路網規劃或營運規劃的參考依據。 

再者，花東地區目前並無適當的資料收集與管理平台，目前多透過業者人工收集數據或鍵入數據

建檔，無較為有效率的資料收集方式，且公路客運路線多處於虧損由政府補貼之情況，業者也無足夠

動機或意願投入設備建置。因此，本中心透過與斗立科技合作，提供業者車隊管理的相關平台，並透

過平台的使用收集數據資料。 

管理平台建置效益 

1. 利用管理平台，除了讓業者可以進行有效的管理外，更可以提供資料的收集，以利後續分析，其

可收集資訊包含業者營運管理相關資料、車輛即時位置資訊、車輛歷史位置查詢、車輛營運資訊、

GPS停等判斷以及每日人車資訊等，亦可進行政府或外部資料的介接。 

2. 在經營績效的提升效果方面，可讓業者有效降低營運成本，業者依據其平台進行車隊營運管理帶

來用油效率提升 8.4%，以該客運的規模 50輛車來計算，一年可省下約 540萬，對於花東地區虧

損的業者來說，應當有足夠的動機來投入建置。 

 

「臺東縣東河鄉偏遠鄉鎮聯外公共運輸系統之分析-以北源、泰源、尚德村為例」執行報告暨推廣說

明手冊 

動機目的 

偏鄉交通運輸一直是政府和民眾長期所重視及待解決的重要課題，尤其東部地區因就業市場限制、



醫療資源缺乏、偏鄉公共運輸市占率低等因素，如何在少子化及人口外流與老化等問題衝擊下，透過

改善偏鄉交通運輸系統，穩定地方產業發展，增加就業市場，為當前亟需克服之課題。本中心藉由研

究臺東縣東河鄉縱谷三村（泰源、北源、尚德）為研究對象，透過觀察與訪談偏鄉居民所遭遇之運輸

癥結，進而尋找有效的解決方案，並經由訪談和舉辦座談會的過程中，辦理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之資

訊分享推廣與說明。 

資料來源與整理分析方式 

本研究資料來源主要透過地方訪談與座談會（訪談對象：東河鄉公所曾主秘與許技士、尚德村村

長、北源村村長、泰源村村長）、網站資料蒐集（含交通部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臺東縣政府

統計資訊網），再由本研究彙整分析而得。 

結論 

偏鄉交通運輸一直是政府、業者與在地居民長期所重視及待解決的重要課題，尤其政府每年投注

大量金額補貼、業者普遍認為難以永續經營、民眾不耐候車時間過長與不便，往往造成政府、業者與

在地居民三輸的局面，為當前亟需克服之課題。 

本研究團隊透過幾次地方座談與訪談，深入了解在地居民之交通需求，擬定初步之改善建議，惟

未來仍有賴中央與地方政府和客運業者通力合作，方能善用有限資源並根據在地居民需求，構建出真

正符合基本民行之公共運輸系統。 

「花蓮交通事故肇事特性分析」案例報告說明 

動機目的 

根據內政部提供的資料發現，臺灣交通事故量自 2001年至今其交通事故量年年上升，截至 2015

年 9 月總車禍量甚至高達 526,050 件。我國盛行交通工具為機車，根據交通部交通統計月報顯示至

2014 年 9 月底累積汽車輛為 768.6 萬輛，累積機車數為 1369 萬輛，每萬輛肇事率來到歷年新高的

13.49（件/萬輛），如何有效的預防、避免、讓傷害降到最低是政府目前急需面對的課題。而近年來花

東地區觀光客大增，造成當地肇事數量增加，在花蓮縣總人口只有 331,323人（占全國總人口 1.4%）、

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 71.58人的狀況下，車禍數量卻超過全國車禍數量的 2.8%。對於觀光客日益

增加的趨勢下，如何減少花蓮的交通事故變成政府需要迫切解決的事項。 

資料來源與整理分析方式 

本研究由花蓮縣交通警察隊協助提供內部資料，並搭配蒐集公開資料，以內政部警政署為主，其

他交通主管機關為輔。內部資料經交通警察隊資料專業人士去除個人資料後使用。資料範圍涵蓋民國

100至 104年 10月登錄建檔之 A1類、A2類、A3事故，計 40861件交通事故、88823筆當事人資料。

其中當事人資料去除資料不齊全、受傷程度不明、交通事故當事人因為非人或者是肇事逃逸無資料等

共 5602筆，剩餘資料共 83221筆資料。 

根據以上所述，本研究以臺灣花蓮縣做為研究區域，整理並研究交通事故資料庫，統整後以現行

已發展之資料探勘研究方法分析，找出影響交通事故之變數，藉以觀察交通事故可能發生原因並防範

未來交通事故的發生。具體歸結，本研究之目的探討投入選定變數之模型效率，有助於在使用龐大資

料庫進行預測時，能夠運用時間或成本效益上能夠相互配合之模型，其為 CHAID模型。 

結論 

1. 駕駛包覆性較佳之車種發生車禍時造成傷亡的可能性較低，但某些狀況下還是容易有傷亡。 

2. 騎乘機車或行人發生車禍時皆有較高機率造成傷亡（平均超過 8成）。 

3. 騎乘輕型機踏車或無照駕駛者，發生車禍時容易有傷亡（超過 6成）。 

此三點結論印證一般性的認知，然而此模型之建立，對於交通安全管理機關具有應用價值，除了

從事故分析的結果去了解主要肇因，進而去加強輔導教育或強化設施外，若能搭配監理系統資料，輔

以適當個資，相信可以針對容易發生傷亡的駕駛人施行防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