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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計畫緣起與目的 

根據世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統計報告顯示，目前全球貿易

量統計 85%的貨物仍是採用海上運輸，全球海運貿易價值約佔貿易總

價值的 50%，可見全球貿易物流的主要方式仍以海洋運輸為大宗。伴

隨船舶海上交通量增加，衍生海事事件。因此，國際海事組織（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簡稱 IMO）於 2000 年通過「海上人

命安全國際公約」第 5 章第 19 條，強制要求所有客船、航行國際航線

總噸位 300 以上的貨船及非航行國際航線總噸位 500 以上的貨船於

2008 年底前裝設船舶自動識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藉以強化海上船舶監控。 

此外，國際海事組織於 2008 年訂定「e-化航行策略」，2014 年 11

月的海事安全委員會通過 e-化航行策略實現計畫（e-Navigation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Plan，簡稱 SIP）積極推動的「e-化航行」，使「e-化航

行」從概念與策略的研擬進入實現階段。其目的正是為了建立系統性

的國際架構，使科技發展得以協調應用於提升海上安全、保安與海洋

環境之保護。 

臺灣地理位置四面環海，位處東北亞與東南亞海上船舶來往航運

的交通樞紐，在既有航行海域空間不變，而船舶數量迅速增加的狀況

下，導致船舶航行發生事故的案件數逐漸提高。交通部於 2008 年配合

「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修訂「船舶設備規則」，依公約規定要求

符合噸位條件的國籍船舶應裝設 AIS；為強化船舶航行安全，交通部於

2018 年 7 月進一步修正「船舶設備規則」，規定除第十四級漁船可裝

設 B 級規範之自動識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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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等級之船舶皆須安裝符合 A 級規範之 AIS，並於 2019 年 7 月實

施第一次定檢，若發現未裝設 AIS，將依船舶法禁行並懲處。 

交通部航港局為提升船舶航行安全，減少海難發生，強化海難救

助，監控臺灣海域交通流，以利持續評估航行風險並規劃或調整航標

與航路系統之設置，於 2018 年底完成以全國燈塔地點為基礎，建置自

動識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 AIS)，藉由與鄰近船舶、

AIS 岸臺、以及衛星等設備交換電子資料，除了可以將 AIS 資料供應

到海事雷達，以優先避免在海上交通發生碰撞事故，亦可廣播海象資

料、危險警示區，供船舶接收，增進航行安全。 

為有效提升船舶於海上航行的安全，以及強化我國航安技術發展

，利用航港局船舶自動識別系統之船舶航行資料進行加值應用分析，

以強化我國港口服務及船舶監控預警之技術發展，期能達成運輸科技

深入智慧化航運的目標。 

1.2 計畫範圍與對象 

本所自 108 年 6 月起介接交通部航港局之船舶自動識別系統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之船舶動態資訊，考量該系統數據

量相當龐大，且耗費軟硬體資源，限縮應用系統開發之能量，實有必

要針對其大數據資料庫進行分析探討，始可做為加值應用之參據。因

此，本計畫將針對已品管之 AIS 資料，探討加值應用之內容，包括進

行海域船舶交通量及事故熱點分析，並探討船舶進出港受風速風向之

影響，以強化我國港口服務及船舶監控預警之技術發展，期能達成運

輸科技深入智慧化航運的目標，並將相關成果提供航港局、港務公司

做為海上交通管理及港區營運管理應用。 

1.3 計畫內容與工作項目 

(一) 進行航港局 AIS 資料庫之接收資料品質探討 

資料品質是系統加值應用開發之重要關鍵因素，如若使用無效

且錯誤的資料，可能影響未來系統開發之可用性。本計畫首先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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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航港局 AIS 資料庫之接收資料品質，並進一步針對重複接收

、錯誤資訊、非船舶之訊號…等資料進行清理，以壓縮數據量，

並提出未來系統應用之數據處理建議。本計畫透過結構化查詢語

言(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SQL)進行資料篩選、比對及統計分

析，針對重複接收、錯誤資訊、非船舶之訊號…等資料進行清理

，並提出資料應用之可行方法及機制。 

(二) 進行臺灣周圍海域及商港船舶及交通量統計分析 

利用 AIS 船舶動態歷史資料庫，分析臺灣周圍海域及主要商港

之進出港船舶種類統計分析，同時針對各類船舶往(來)及返(回)的

交通流統計量與航跡密度分佈，探討區域性的交通流量分布情況

，藉以提供管理單位分散航線的規劃，減少海上航行碰撞事故發

生可能的機率。計畫利用 SQL 及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軟體，計算分析臺灣周圍相關海域及港

口其船舶種類與交通流量，並將分析結果繪製於 GIS 地圖。另外

，本計畫將分析離岸風電建置過程，鄰近海域之交通量變化趨勢

，及航港局劃設航道上之船舶分布趨勢。 

(三) 進行海域船舶事故資料統計及分析 

利用航港局海事資料庫，分析臺灣周圍海域海事事故分布，建

立事故熱點地圖，提供航港局做為海上交通管理之參據。蒐集航

港局 108 年海事事件資料庫，針對海事之船舶種類、座標、事故

類型進行建檔、格式轉換(匯入 GIS)及資料前處理，並進行基本統

計、事故分布圖、熱點地圖標繪。 

(四) 探討風對主要商港船舶進出港航速影響分析(以臺中港為例) 

利用 AIS 船舶航速資料、港務公司船舶進出港報到資料，以及

本所在國際商港設置風速計之風速風向資料，進行比對分析並探

討船舶進出港速度受風速及風向之影響，做為港務單位營運管理

之參據。蒐集臺中港務分公司船舶進出港報到資料，比對 AIS 資

料進行船舶軌跡及動態資訊繪出，同時計算船舶分段(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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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浬)航速資料，其次利用本所在臺中港設置風速計之風速風

向資料進行比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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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船舶監控及預警技術推動現況 

為強化海上船舶管理、航行安全、海域違法查緝與海難事件之快

速反應及應變處置能力，交通部航港局、基隆海岸電臺、臺北任務管

制中心、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農業委員會漁

業署等機關(單位)均建置相關之船舶監控系統。本章節蒐集國內外船舶

監控及預警技術推動現況，以做為未來我國相關技術發展方向之參據

。 

2.1 我國 AIS 接收站建置及運作現況 

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簡稱 IMO）於

2000 年通過「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第 5 章第 19 條，強制要求所有

客船、航行國際航線總噸位 300 以上的貨船及非航行國際航線總噸位

500 以上的貨船於 2008 年底前裝設船舶自動識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藉以強化海上船舶監控。 

船舶自動識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 AIS)，旨在掌

控海域船舶航行動態，以利追蹤遇險船舶，可有效提升救助效率，該

系統藉由與鄰近船舶、AIS 岸臺、以及衛星等設備交換電子資料，除了

可以將 AIS 資料供應到海事雷達，以優先避免在海上交通發生碰撞事

故，亦可廣播海象資料、危險警示區，供船舶接收，增進航行安全。 

本所自 98年起陸續推動智慧化海運系統之技術研發工作，如表 2-1

，於 99 年起投入我國 AIS 系統建置工作，於 106 年底共完成臺灣本島

18 處（基隆港、臺北港、苗栗外埔漁港、臺中港、彰化王功漁港、嘉

義布袋港、臺南安平港、高雄港、屏東東港、貓鼻頭、旭海、臺東富

岡、長濱、花蓮港、蘇澳港、宜蘭頭城、新北瑞芳、石門）與離島 9

處（澎湖馬公港、吉貝嶼、蘭嶼開元港、金門水頭港、烏坵、馬祖北

竿、東引、東莒、福澳港等），總計 27 處接收站，並利用所建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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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 接收站推動各項船舶預警監控系統之研發工作，並提供相關航港管

理單位應用。 

表 2-1 本所 AIS 相關研究計畫 

年度  名        稱 

98  在 e‐化航行的國際架構下實現智慧型海運系統(1/4) 

99  智慧化海運系統建立之研究(2/4) 

100  智慧化海運系統建立之研究(3/4) 

101  智慧化海運系統建立之研究(4/4) 

102  結合動態船舶與環境資訊之綠色航路智慧領航計畫(1/4) 

103  結合動態船舶與環境資訊之綠色航路智慧領航計畫(2/4) 

104  結合動態船舶與環境資訊之綠色航路智慧領航計畫(3/4) 

105  結合動態船舶與環境資訊之綠色航路智慧領航計畫(4/4) 

106  行動中繼傳輸技術應用於 AIS 系統之研發 

106  離岸風電建置與航安技術發展計畫 

107  AIS 系統訊號干擾研究與訊號全解碼資料庫建置 

107  離岸風電區之船舶監控及急難救助 

108  臺灣周圍海域及港口之船舶 AIS 應用分析 

108  船舶航行安全大數據資料庫應用與分析 

108  整合 AIS 與海洋陣列雷達系統之航安應用評估 

配合交通部航港局推動「我國智慧航安服務建置暨發展計畫」，

自 107 年起由航港局主導推動 AIS 整合工作，該局採用丹麥 GateHouse

系統，以全國燈塔地點為基礎，建置 19 個航標站及 14 個基站，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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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可提供電子導航、預警、監控等服務，以提升船舶航行安全，減

少海難發生，強化海難救助，監控臺灣海域交通流，並持續評估航行

風險並規劃或調整航標與航路系統之設置。同時該系統亦整併本所原

架設之 16 處 AIS 接收站，以作為 AIS 訊號補強及備援使用。 

 
圖片來源：交通部航港局 

圖 2.1 航港局建置之 AIS 接收站設置地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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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國其他船舶監控技術推動概況 

2.2.1 遠端識別和追蹤系統 (LRIT) 

為了防範海上恐怖襲擊，加強海上保全已成為國際航運界當務之

急。2002 年 12 月，國際海事組織海上安全委員會（MSC）第 76 屆會

議審議並在 IMO 海上保全外交大會透過了兩項決定：將《國際保全規

則》納入 SOLAS 公約；把遠端識別和追蹤系統 (Long Range 

Identification and Tracking System，LRIT)作為海上保全的特別措施交付

給航行安全分委會和通信及搜救分委會研究。2006 年 5 月，第 81 屆海

上安全委員會通過了關於 LRIT 上的 SOLAS 公約修正案，對船舶配備

LRIT 提出了強制要求：從事國際航行的客船、300 總噸及以上的貨船

和海上移動鑽井裝置須按規定配備自動發送資訊的系統，自動發送遠

距離識別與追蹤資訊。LRIT 系統的組成如下： 

1. 發送 LRIT 資訊的船載設備。 

2. 通訊服務提供者(Commun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CSP)。 

3. 應用服務提供者(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ASP)。 

4. 資料中心或稱數據中心(Data Center, DC)，包括相關的船舶監控系統

(Vessel Monitoring System, VMS)。 

5. LRIT 資料分送計畫(Data Distribution Plan, DPP)伺服器。 

6. 國際資料交換(International Data Exchange, IDE)。 

7. LRIT 資料使用者(Data Users)。 

其中資料中心(DC)可分為國家  資料中心(National LRIT Data 

center, NDC)、區域資料中心(Regional LRIT Data Center, RDC)、協同資

料中心(Cooperative LRIT Data center, CDC)、國際資料中心(International 

LRIT Data Center, IDC)等幾種。LRIT 船載設備必須每日 4 次(每 6 小時

1 次)自動向數據中心傳送船舶識別、船舶位置(經緯度)及提供船舶位置

之日期、時間等基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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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交通部航港局於 97 年 12 月公告採用「遠距識別與追蹤系統

」(LRIT)規定，自 98 年 1 月 1 日起施行。目前運作係透過所建置之 LRIT

系統蒐集各船利用 Inmarsat C 發出信號至衛星，再經由 CSP 過濾出中

華民國籍船舶，將資料透過 ASP 網際網路系統傳輸至基隆數據中心。 

2.2.2 漁船監控系統 (VMS) 

為落實國內漁船作業動態管理，及考量區域性漁業管理組織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RFMOs)紛紛訂定漁船監

控系統(Vessel Monitoring System, VMS)管理辦法， 

漁船監控系統係透過通訊設備將漁船全球定位系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船位資料傳送岸上至監控中心，俾隨時掌握漁

船作業動態。目前所使用之通訊系統有衛星通訊及高頻(HF)、超高頻

(VHF)無線通訊等，惟因 HF、VHF 無線通訊受氣候及地形等因素影響

較為嚴重，因此對於遠洋漁業漁船監控，國際間大多採用穩定性較高

之衛星通訊系統進行船位資料傳輸之工具。在衛星通訊系統中又以

ARGOS、 Inmarsat-C 及 Iridium 三種衛星通訊系統佔大多數。 

漁業署於 89 年首度實施赴西南大西洋作業之魷釣漁船、運搬船及

在大西洋作業之鮪延繩釣漁船，必須裝設漁船監控系統，同時規定漁

船出海期間，該系統須全程維持開機狀態且須每天透過衛星將船位自

動傳回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並於 98 年要求所有

赴公海作業的中小型鮪延繩釣船均須安裝 VMS 並回報船位。 

在沿近海漁船方面，於 97 年起監控養殖活魚運搬船，98 年為加強

管理寶石珊瑚漁業，規定每船均須裝設 VMS 並回報船位。99 年為能

有效掌握兼營娛樂漁業漁船動態資訊，使其減少前往爭議水域活動並

保障乘客安全，每船須裝設 VMS 回報船位。為加強管理日漸減少之鯖

魚資源，102 年起規定扒網漁船需安裝 VMS。截至 108 年底，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監控之漁船類別有鮪延繩釣、魷釣

暨秋刀棒受網，鰹鮪圍網、漁獲物運搬船及沿近海漁船等，共計 2,233

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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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國外相關技術回顧 

為解決 AIS 擴展應用所導致 VHF 負載顯著增加問題，國際航標協

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rine Aids to Navigation and Lighthouse 

Authorities, IALA) 最初開發了甚高頻數據交換系統  (VHF Data 

Exchange System，VDES)的概念，並在 2015 年世界無線電通訊大會 

(World Radio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in 2015, WRC15) 上通過了

VDES 國際標準。世界無線電通訊大會在 2019 年 WRC19 第 1.9 項自

動化海事設備與 VDES 衛星議題上，具體建議各會員國未來應藉由導

入 VDES 衛星元件的方式，支持歐洲海洋事務領域之發展。建議各會

員國支持核配 156-162MHz 給海洋衛星服務使用。 

VDES 將包括船舶自動識別系統（AIS）、特定應用信息（

Application-specific messages, ASM）與甚高頻數據交換系統所傳輸的數

據，如圖 2.2。其中 157.1875-157.3375 MHz 和 161.7875-161.9375 MHz

頻段（對應於 24、84、25、85、26、86、1024、1084、 1025、1085

、1026、1086、2024、2084、2025、2085、2026 和 2086 通道）已被確

認用於 VDES。 

在WRC-19最新版 ITU-R M.2092建議書對VDES的地面和衛星部

分做出描述，通道使用如下所示：  

1. 1024、1084、1025 和 1085 通道被確認用於船對岸、岸對船和船對

船通信，但在非施加限制情况下之船對岸、岸對船和船對船通信，

亦可能實現船對衛星和衛星對船之通信。 

2. 2024、2084、2025 和 2085 通道被確認用於岸對船和船對船通信，

但在非施加限制情况下之岸對船和船對船通信，亦可能實現船對衛

星和衛星對船之通信。 

3. 1026、1086、2026 和 2086 通道被確認用於船對衛星和衛星對船通

信，不可用於 VDES 地面部分。 

4. 24、84、25 和 85 通道被確認用於船對岸和岸對船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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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DES 的地對空部分不得對運行在相同頻段的地面系統造成有害干

擾，不得要求其予以保護，亦不得限制其未來發展。 

6. 2030 年 1 月 1 日前，24、84、25、85、26 和 86 通道可由主管部門

依據其意願用於最新版 ITU-R M.1084 建議書之模擬調變，但前提

是不得對其它使用數位調變所發射之水上移動業務電臺造成有害

干擾，並需要與受影響之主管部門進行協調。 

 
圖片來源：ITU-R M.2092-0 

圖 2.2 VDES 架構及頻段圖 

2.4 前期計畫成果 

為因應臺灣海域管理與航行安全的迫切需求，本所於 106 年提出

利用數位選擇性傳呼(Digital Selective Calling, DSC)與船舶自動識別系

統（AIS）整合應用之概念，並於 107 年完成海難救助 DSC 與 AIS 整

合系統，如圖 2.3，提供海岸電台人員一目瞭然的操作介面及簡易的操

作方式。系統於接收到遇險警報時，會立即呈現 DSC 遇險船舶警報畫



 2-8

面並以警報聲作為警示功能，利於海岸電台人員第一時間進行船舶救

援調度，以爭取黃金救援時間，降低生命財產的損失。 

 

 
圖片來源：本所「離岸風電區之船舶監控及急難救助」，107 年 

圖 2.3 海難救助 DSC 與 AIS 整合系統 

隨著全球暖化日益嚴重與氣候變遷持續地發生，各國對溫室氣體

排放的議題其關注度不斷提升。為協助交通部所屬之臺灣港務股份有

限公司積極推動「臺灣港群綠色港口推動方案」，本所 107 年開發「

臺灣港埠船舶減速查核系統」，如圖 2.4 及圖 2.5，並介接航港局 AIS

資訊，提供港務公司監控進出港船舶的減速情況，期望有效降低港區

空氣汙染的排放量，達到港埠環境保護的目標。本系統為提供港務管

理單位決策支援應用，亦介接氣象局之氣象雲圖、雷達回波、颱風資

訊、閃電落雷資訊，以及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資料，航管人員可參考

相關資訊，進行船舶通訊及調配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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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來源：本所「臺灣周圍海域及港口之船舶 AIS 應用分析」，108 年 

圖 2.4 臺灣港埠船舶減速查核系統之船舶動態監控畫面 

 
圖片來源：本所「臺灣周圍海域及港口之船舶 AIS 應用分析」，108 年 

圖 2.5 臺灣港埠船舶減速查核系統之統計報表功能 

為進一步提升船舶於海上航行的安全，本所於 108 年利用航港局船

舶自動識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資料庫進行大數

據分析研究，進而建置船舶航行安全大數據資料庫，如圖 2.6，其目的

係利用大數據分析方式透過資料探勘技術挖掘 AIS 資料庫的船舶資訊

，以取得船舶相關資訊，並過濾掉重複或是數據不正確的資料，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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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有效且正確之我國海域船舶航行資訊，再將分析後的基礎資料依

據特徵及類別進行分類，完成分類後則運用深度學習演算法建置船舶

航行行為預測模型使其能對船舶航行行為異常、偏航、碰撞做出預測

判斷，如圖 2.7。 

資料來源：本所「船舶航行安全大數據資料庫應用與分析」，108 年 

圖 2.6 船舶航行安全大數據資料庫架構圖 

 
  圖片來源：本所「船舶航行安全大數據資料庫應用與分析」，108 年 

圖 2.7 船舶航行行為預測模型開發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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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船舶動態資訊分析與探討 

為提供船舶監控及預警技術發展及應用，首要工作即是針對資料

源進行分析及探討，包括資料結構、資料品質，始可進一步針對重複

接收、錯誤資訊、非船舶之訊號…等資料進行清理，以壓縮數據量，

進而針對後續提供加值應用之系統建立可靠及有效率之基本資料庫。 

3.1 介接航港局 AIS 資料源 

配合交通部航港局推動「我國智慧航安服務建置暨發展計畫」，

自 107 年起由航港局主導推動 AIS 整合工作，該局採用丹麥 GateHouse

系統，以全國燈塔地點為基礎，建置 19 個航標站及 14 個基站，可提

供電子導航、預警、監控等服務，以提升船舶航行安全，減少海難發

生，強化海難救助，監控臺灣海域交通流，並持續評估航行風險並規

劃或調整航標與航路系統之設置。同時該系統亦整併本所原架設之 16

處 AIS 接收站，以作為 AIS 訊號補強及備援使用。其整體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片來源：本所「臺灣周圍海域及港口之船舶 AIS 應用分析」，109 年 

圖 3.1 航港局 AIS 系統網域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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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為持續推動航安技術相關研究工作，自 108 年 6 月起介接航

港局 AIS 資料，其資料源可分為 3 種，包括：全接收資料庫(Full_Data)

、經初步處理之每分鐘間隔資料庫 (Interval_Data)、訊號原始碼

(Original_Data)，其資料類型、更新頻率及檔案格式如表 3-1。 

表 3-1 本所介接航港局 AIS 資料庫說明表 

資料類型 更新頻率 資料集說明 檔案格式

全接收資料庫 
(Full_Data) 

每分鐘介接

前 1 分鐘全

資料 

經航港局解碼後之船舶資料

庫，所有接收到之資料(不排

除重複)。 

SQL 

每分鐘間隔資

料庫 
(Interval_Data) 

每分鐘介接

前 1 分鐘不

重覆船舶資

料 

經航港局解碼後之船舶資料

庫，其船舶取 1 分鐘內最新

一筆資料(排除重複及每艘

船只取一筆最新資料)。 

SQL 

訊號原始碼 
(Original_Data) 

逐秒接收 航港局接收到之原始碼。 txt 

從本所自 108 年 8 月至 109 年 7 月介接之各月份 AIS 資料庫之數

據量來看，其資料包括靜態訊息、動態訊息及航程訊息，如表 3-2，其

中 Interval_Data 資料庫之每月數據量約在 5 千 5 百萬筆至 8 千萬筆左

右，而 Full_Data 資料庫之每月數據量約在 4 億至 7 億筆左右，數據量

差距 6.5~9 倍之間，如表 3-3。 

表 3-2  AIS 資料內容 

靜態訊息 動態訊息 航程訊息 

水上行動業務識別碼 經緯度 船舶吃水深度 

IMO 編號 世界協調時間 危險貨物 

呼號與船名 對地航向 目的港口 

船長與船寬 對地航速 預計抵達時間 

船舶類型 船艏向  

船舶定位天線位置 航行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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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各月份 AIS 資料庫接收之數據量 

   項目 

月份 

每分鐘間隔資料庫 

(Interval_Data) 

全接收資料庫 

(Full_Data) 

差異 

比例 

108.8 
55,216,967 筆 

(9.44GB)
400,997,232 筆 

(105GB)
7.26 倍 

108.9 
59,444,349 筆 

(10.2GB)
417,807,319 筆 

(110GB)
7.03 倍 

108.10 
77,121,418 筆 

(13.0GB)
479,228,960 筆 

(125GB)
6.21 倍 

108.11 
61,894,342 筆 

(10.5GB)
452,880, 030 筆 

(117GB)
7.32 倍 

108.12 
64,746,782 筆 

(11.0GB)
554,204,244 筆 

(143GB)
8.56 倍 

109.1 
63,090,253 筆 

(10.7GB)
490,723,280 筆 

(127GB)
7.78 倍 

109.2 
57,578,545 筆 

(9.85GB)
390,340,890 筆 

(102GB)
6.78 倍 

109.3 
80,904,691 筆 

(13.7GB)
483,401,795 筆 

(125GB)
5.97 倍 

109.4 
72,398,487 筆 

(12.3GB)
587,495,770 筆 

(152GB)
8.11 倍 

109.5 
71,238,178 筆 

(12.3GB)
486,192,092 筆 

(127GB)
6.82 倍 

109.6 
58,119,637 筆 

(10.0GB)
628,560,642 筆 

(163GB)
10.81 倍

109.7 
80,187,320 筆 

(13.9GB)
718,655,831 筆 

(186GB)
8.9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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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AIS 資料庫特性及處理 

3.2.1 重複資料處理 

AIS 資料處理可分為兩步驟，第一步驟是數據清理，其次透過資

料統計分析，並據以建立應用資料庫。從本所先前相關研究指出，AIS

資料係以被動接收，常見問題包括：AIS 資料重複、MMSI 不足 9 碼、

航向異常、航速異常、經緯度座標異常等。其中在不考慮資料品質問

題下，可先針對 AIS 資料重複接收問題進行處理，始可提高後續分析

及應用之效率。 

船載 AIS 設備會依船舶航速航向及航行狀態等調整時間間隔，分

別以動態位置報告（訊息別 1,2,3）以及每 6 分鐘一筆的靜態報告（訊

息別 5）持續對外廣播其識別碼、船位動態及其他靜態與航程相關資料

。因此，從 Interval_Data 係船舶取 1 分鐘內最新一筆資料，並且排除

重複及每艘船只取一筆最新資料，其優點在於可壓縮數據量(數據量僅

Full_Data 資料量之 15%~20%)，達到資料快速處理之目的，但也可能

產生部分資料被捨棄的狀況，如船舶在高於 23 節之報告間隔為 2 秒，

所產生之軌跡斷點，如圖 3.2。 

 
圖 3.2  Interval_Data 之軌跡斷點 

而 Full_Data 則是全部接收之船舶資料，可提供船舶最即時之動態

資訊，但因我國接收站密度高，同一船舶之資訊可能同時由不同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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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接收到，因此，會產生重複資料之情形。經分析 108 年 8 月至 109

年 7 月介接之各月份 AIS 資料庫之數據量，Full_Data 資料庫之重複比

例約在 20%~30%間，如表 3-4。因此，如欲利用 Full_Data 進行分析，

則需要先將重複資料剃除。 

表 3-4  Full_Data 資料庫數據重複統計表 

   項目 

月份 

全接收資料庫 

(Full_Data) 
重複資料量 

重複 

比例 

108.8 400,997,232 筆 87,217,530 筆 21.75% 
108.9 417,807,319 筆 100,075,666 筆 23.95% 

108.10 479,228,960 筆 109,165,065 筆 22.78% 
108.11 452,880, 030 筆 118,055,851 筆 26.07% 
108.12 554,204,244 筆 146,659,427 筆 26.46% 
109.1 490,723,280 筆 94,935,009 筆 19.35% 
109.2 390,340,890 筆 75,255,137 筆 19.28% 
109.3 483,401,795 筆 92,796,840 筆 19.20% 
109.4 587,495,770 筆 168,187,881 筆 28.63% 
109.5 486,192,092 筆 129,491,915 筆 26.63% 
109.6 628,560,642 筆 185,359,927 筆 29.49% 
109.7 718,655,831 筆 205,225,717 筆 28.55% 

 

為確保 Interval_Data 及 Full_Data 資料庫之資料完整性，本計畫針

對 2 個資料庫選擇 108 年 9 月份之資料庫進行資料比對工作，比對欄

位包括 IMO_Number、Call-Sign、ShipName、MMSI (水上行動業務識

別碼)、SOG (航速)、Longitude、Latitude (經緯度)、Record_Time (紀錄

時間 ) ，惟經分析結果發現， Full_Data 資料庫並未完整涵蓋

Interval_Data 之資料，缺漏數據量約 993,240 筆(0.312%)，該比例雖不

影響實務應用，但仍應持續關注資料傳遞及儲存架構是否有資料丟失

的狀況。另為進一步確認 2 個資料庫在船舶 MMSI 資料庫是否有缺漏

之問題，本計畫特別針對各月份進行 MMSI 之差集分析，如表 3-5 所

示，分析結果顯示 Interval_Data 資料庫中，僅涵蓋 92.62%之船舶(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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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漏 7.02%)，而 Full_Data 資料庫可涵蓋 99%之船舶，在後續加值應用

或查詢時，應留意其資料完整性。 

表 3-5  Full_Data 及 Interval_Data 資料庫之 MMSI 比對結果 

單位：艘 

 差集 A 交集 差集 B 聯集 

108.08 7242(11.95%) 53259(87.86%) 114(0.19%) 60615 

108.09 6875(10.18%) 60479(89.59%) 155(0.23%) 67509 

108.10 4408(5.74%) 70792(92.13%) 1637(2.13%) 76837 

108.11 6138(8.90%) 58583(84.93%) 4257(6.17%) 68978 

108.12 10299(13.59%) 63677(84.01%) 1818(2.40%) 75794 

109.01 6993(11.07%) 54937(86.94%) 1259(1.99%) 63189 

109.02 3610(9.97%) 31027(85.69%) 1573(4.34%) 36210 

109.03 1329(1.85%) 68965(96.10%) 1473(2.05%) 71767 

109.04 10016(11.83%) 73994(87.41%) 639(0.75%) 84649 

109.05 643(1.01%) 53891(84.54%) 9211(14.45%) 63745 

109.06 2899(5.31%) 51238(93.88%) 443(0.81%) 54580 

109.07 4384(6.07%) 67410(93.30%) 457(0.63%) 72251 

全部彙整 18002(7.02%) 237440(92.62%) 926(0.36%) 256368 

備註： 

1. 差集 A 為 Full_Data 扣除 Interval_Data 之差集 

2. 差集 B 為 Interval_Data 扣除 Full_Data 之差集 

3. 109 年 5 月份 Interval_Data 資料庫較 Full_Data 資料庫多，需再進一步檢視資料

是否有異常。 

3.2.2 非船舶之 AIS 態樣 

AIS 定位功能常裝設在海上非船舶之設施及設備，如觀測浮標及

漁網，從航港局AIS資料，以漁網(如net, fishing)初步篩選，大約有4.85%

的 AIS 裝置係裝載於漁網上，資料量約佔 4~6% (Full_Data 資料庫約佔

1.5~3%)，其分布區位集中在宜蘭-蘇澳外海、臺灣東部沿海、澎湖西南

外海、馬祖周邊海域、金門周邊海域等，如圖 3.3。其所接收到之船舶

類型(ship_and_Cargo Type)以 0、30 及 39 為主，分別為 82.4%、14.99%

及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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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疑似漁網之 AIS 資料量分析表 

 資料庫 
 

月份 

疑似漁網之 AIS 資料量 

Interval_Data 資料庫 Full_Data 資料庫(扣除重複)

108.08 2,783,519 筆 5.04% 5,702,773 筆 1.82% 

108.09 2,515,855 筆 4.23% 6,524,478 筆 2.05% 

108.10 5,027,100 筆 6.52% 10,646,076 筆 2.88% 

108.11 3,320,286 筆 5.36% 8,496,701 筆 2.54% 

108.12 3,688,216 筆 5.69% 12,699,053 筆 3.12% 

109.01 3,819,263 筆 6.05% 11,047,268 筆 2.79% 

109.02 3,790,630 筆 6.58% 7,822,849 筆 2.48% 

109.03 4,519,911 筆 5.59% 8,376,325 筆 2.14% 

109.04 3,018,883 筆 4.17% 6,576,913 筆 1.57% 

109.05 3,747,590 筆 5.26% 5,681,838 筆 1.59% 

109.06 2,917,163 筆 5.02% 6,034,513 筆 1.36% 

109.07 3,540,018 筆 4.41% 6,421,974 筆 1.25% 

 

 

圖 3.3  裝設在漁網上之 AIS 軌跡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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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漁網 AIS 之對地速度(Speed Over Ground, SOG)分析，其平

均速度約為 1.89 節、最小值為 0 節(約佔 17.67%)、中位數為 0.6 節、

最大值 101.8 節(可能為系統錯誤)，其整體速度有 80%落於 3.3 節以內

，顯示非船舶之 AIS 訊號，大多於固定點飄移，或者移動緩慢(拖網)

。 

非船舶 AIS 資料，對於船舶預警監控系統應用層面，將造成系統

資料處理之負荷，特別在應用於人工智慧(AI)判識或預測船舶軌跡方向

及避碰預警時，過多雜訊所造成之計算延滯及可能錯誤資訊；此外，

非船舶 AIS 所造成海面上遍布 AIS 訊號，可能造成船舶誤判鄰近海域

之船舶交通量或密度，而影響船舶操航。 

3.2.3 其他異常態樣 

從本所 108 年「船舶航行安全大數據資料庫應用與分析」研究資

料顯示，AIS 資料錯誤數據類型可概分為資料重複問題、MMSI 不足 9

碼、航向異常、航速異常及經緯度座標異常。 

本計畫於第 3.2.1 節已探討資料重複問題，顯示 Full_Data 資料庫

之重複比例約在 20%~30%間，該重複問題可透過資料庫儲存之排程設

計，如資料接收時，同步進行重複資料篩選，以壓縮儲存之資料量。 

針對 MMSI 不足 9 碼(或大於 9 碼)問題，經分析 108 年 8 月至 109

年 7月之船舶MMSI，顯示有 11.11%的船舶MMSI不足 9碼，另有 0.27%

的船舶 MMSI 超過 9 碼。除 MMSI 碼數異常外，亦有一船多 MMSI 或

多船一 MMSI 的情形，其中一船多 MMSI 約在 4.5~5.1%間，而多船一

MMSI 的情形約有 6.7%，亦凸顯 MMSI 濫用之情形。 

3.3 小結 

從航港局 AIS 資料庫分析過程，Interval_Data 係船舶取 1 分鐘內

最新一筆資料，並且排除重複及每艘船只取一筆最新資料，僅涵蓋

92.62%之船舶(仍會缺漏 7.02%)，其優點在於可壓縮數據量(數據量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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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_Data 資料量之 15%~20%)，達到資料快速處理之目的，但也可能

產生部分資料被捨棄的狀況，因此該資料庫適用在大範圍海域船舶監

控、船舶軌跡預測等加值應用。 

Full_Data 則是全部接收之船舶資料，可提供船舶最即時之動態資

訊，但因我國接收站密度高，同一船舶之資訊可能同時由不同接收站

接收到，因此會產生重複資料之情形，建議在資料接收時，可同步進

行重複資料篩選，以壓縮儲存之資料量。另 Full_Data資料庫可涵蓋 99%

之船舶，且船舶點位完整，該資料庫適用於小區域海域船舶航行分析

、單一船舶軌跡查詢等加值應用。 

此外，AIS 定位功能常裝設在海上非船舶之設施及設備，如觀測

浮標及漁網，其中大約有 4.85%的 AIS 裝置係裝載於漁網上，資料量

約佔 4~6%，對於系統資料處理造成負荷，過多雜訊易造成計算延滯及

錯誤。 

而 MMSI 異常之態樣，包括不足 9 碼(或大於 9 碼)，以及一船多

MMSI 或多船一 MMSI 的情形，這些 MMSI 濫用之態樣，亦可能造成

船舶監控管理之問題，建議相關管理單位未來可針對 MMSI 編碼原則

進行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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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交通量及事故熱點分析 

本章節利用 AIS 船舶動態資訊資料庫，分析臺灣周圍海域及主要

商港之各類船舶交通流與航跡密度，探討區域性的交通流量分布情況

，藉以提供管理單位分散航線的規劃，減少海上航行碰撞事故發生可

能的機率。另外，利用航港局海事資料庫，分析臺灣周圍海域海事事

故分布，建立事故熱點地圖，提供航港局作為海上交通管理之參據。 

4.1 臺灣周邊海域交通量分析 

為分析臺灣周邊海域交通量，計畫利用 SQL 及地理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軟體，計算分析臺灣周圍相關海

域及港口其船舶種類與交通流量，並將分析結果繪製於 GIS 地圖。考

量 AIS 資料為點位資料，為有效繪製交通流量圖，本計畫針對各船舶

資料預先處理，將同一艘船之各點位資料，如圖 4.1 轉換並儲存在同一

筆資料內，並轉換為地理資訊系統可利用之資料格式，如圖 4.2。 

 

圖 4.1 AIS 點位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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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經轉換之 AIS 地理資訊資料庫 

本計畫採用網格大小為 40 公尺，並繪製交通軌跡圖於 Q-GIS 進行

展示， 108 年 8 月至 109 年 7 月所有船舶軌跡圖繪製結果，如圖 4.3

所示。 

 
圖 4.3 臺灣周邊海域船舶交通量軌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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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4.3 可發現，臺灣周邊海域船舶以大陸沿海、東北海岸、宜蘭

外海、西南海岸及澎湖鄰近海域為主。各月份軌跡變化，請參照附錄

一。另本計畫亦針對不同船舶種類之交通量進行分析及繪製(經色調強

化)，包括貨船、客船、高速船(主要為藍色公路之交通船)、漁船及油

輪，如圖 4.4 至圖 4.8 所示。 

其中在貨船及油輪軌跡圖可以明顯發現船舶具有主要航線，貨船

主要集中在大陸沿海港口，如廈門港及福州港，而我國則以基隆港、

臺北港、臺中港及高雄港為主要進出；油輪主要以臺中港、麥寮港及

高雄港為主要泊靠港口，而客船及高速船隻軌跡圖則與我國藍色公路

之航線吻合。另外在漁船軌跡則呈現帶狀及點狀分布，初步可呈現近

岸漁場捕撈區位及漁業活動範圍。 

 
圖 4.4 貨船交通量軌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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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油輪交通量軌跡圖 

 
圖 4.6 客船交通量軌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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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高速船交通量軌跡圖 

 
圖 4.8 漁船交通量軌跡圖 



 4-6

4.2 中彰外海離岸風電區交通量分析 

為配合離岸風電政策及維護該海域船舶航行安全，交通部航港局

於 106 年 11 月 21 日修正公告兩岸直航航道，將彰化外海離岸風電潛

力場址海域之南北向航行水域框定其中(簡稱彰化風場航道)，全寬 9 浬

，規劃採南北向分流之分道航行，其組成包括，南向及北向航行巷道

各 2 浬，並於其中間設計分隔區 1 浬，以及東西側與風場潛力場址各

有 2 浬之安全區，如圖 4.9。該航道將視該海域風場建置情形，依航路

標識條例第 8 條之規定，適時公告實施。 

陸續隨著各風場的建置逐漸完成，在未來水域可預見交通繁忙情

形，為提升彰化風場航道與週遭風場海域航行安全，航港局已規劃建

置離岸風場航道 VTS 以維護船舶航行安全。 

 
   圖片來源：交通部航港局 

圖 4.9 彰化航道船舶、工作船、漁船之航行水域區劃示意圖 

 

 



 4-7

經分析中彰外海離岸風電區交通量發現，如圖 4.10，該風電區位

於我國近岸之主要航道上，在權衡船舶航行與發展離岸風電產業上，

捨棄風場區塊編號 20~25 以作為彰化風場航道之規劃，仍不可避免風

場與航道的衝突，後續風電設備建置對船舶航道航行安全的影響值得

關注。 

 

圖 4.10 中彰外海離岸風電區交通量 

4.3 事故熱點分析 

利用航港局海事資料庫，分析臺灣周圍海域海事事故分布，建立

事故熱點地圖，提供航港局做為海上交通管理之參據。蒐集航港局 108

年海事事件資料庫，針對海事之船舶種類、座標、事故類型進行建檔

、格式轉換(匯入 GIS)及資料前處理，並進行基本統計、事故分布圖、

熱點地圖標繪。 

在資料處理上，本計畫首先進行座標點位正規化、校正及補遺(尚

有 3 筆無法查到座標)，另外在針對跨行資料整理，以及針對其他事故

型態分類。各事故分布如圖 4.11 所示，事故熱點如圖 4.12 所示。從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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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來看，海事事件熱點仍集中在港區附近，如基隆港、臺北港、臺中

港、高雄港、花蓮港、馬祖港及澎湖港。 

 
圖 4.11  108 年海事事故分布圖 

 
圖 4.12  108 年海事事故熱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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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海事事件以貨船及漁船為大宗，佔 80%以上，從事故地點來

看，貨船事故地點以基隆港、臺中港及高雄港為主，漁船事故則以東

北海域、臺南-高雄外海為主，另客船事故則主要分布在澎湖-高雄等西

南海域。其分布地區大致與交通量吻合，在交通量繁忙的區域則有較

高的事故風險。 

從各船種之失事原因分析，如表 4-1，108 年我國失事主要以其他

(24.46%)、非常變故(21.46%)、兩船碰撞(17.59%)及機器故障(12.45%)

為主，進一步探究「其他」因素，大致以操作問題(31.58%)、因病死亡

(22.81%)及人員落海(19.29%)為主。此外，從失事原因中進一步分析海

氣象影響因素，可發現約有 24.3%受到惡劣天候影響。 

表 4-1  108 年海事事件各船種失事原因統計表 

        船種 

失事原因 
客船 貨船 漁船 其他 小計 

非常變故 1 46 1 2 50 

兩船碰撞 2 17 16 6 41 

機器故障 6 5 17 1 29 

與其他物碰撞 4 10 1 3 18 

失火 0 0 15 1 16 

觸礁或擱淺 0 7 5 3 15 

傾覆 0 0 6 0 6 

洩漏 0 1 0 0 1 

其他 2 13 34 8 57 

小計 15 99 95 24 233 

 資料來源：交通部航港局，本計畫統計 

另外，從事故發生月份分析，以 1 月份、4 月份、8 月份、9 月份

及 12 月份較多，如圖 4.13，其中 4 月及 12 月受到惡劣天候之影響造

成事故案件較多。而惡劣天候之事故案件，主要分布在中部外海區域

，如圖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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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交通部航港局，本計畫統計 

資料來源：交通部航港局，本計畫統計 

圖 4.13  108 年各月份海事案件失事原因統計圖 

 

圖 4.14  受惡劣天候影響之海事事故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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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小結 

本計畫利用 AIS 船舶動態資訊資料庫，分析臺灣周圍海域及主要

商港之各類船舶交通流與航跡密度，探討區域性的交通流量分布情況

；另利用航港局海事資料庫，分析臺灣周圍海域海事事故分布，建立

事故熱點地圖。從分析結果顯示，臺灣海峽之交通量十分繁忙，特別

是大陸沿海區域更是船舶航行熱區，我國船舶航行熱區則集中在西南

海域(臺中-澎湖-高雄)，其意味著海事風險遠較其他海域高，而中彰外

海離岸風電區位於船舶航行及海事風險熱區，實有必要強化海域船舶

監控及環境監測工作，以提升海域航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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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風對臺中港船舶進出港航速影響之探討 

本章節主要利用 AIS 之船舶航速資料、港務公司船舶進出港報到

資料，以及本所在國際商港設置風速計之風速風向資料，進行比對分

析並探討船舶進出港速度受風速及風向之影響，做為港務單位營運管

理之參據。 

5.1 進出港船舶基本資料 

根據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 108 年船舶進出港報

到資料統計，其進出港船舶以全貨櫃船(42.41%)、雜貨船(14.3%)、散

裝船(13.96%)、油化船(7.76%)、油輪(4.16%)為主，如圖 5.1。 

 

圖 5.1 臺中港 108 年進出港船舶統計圓餅圖 

另從各月份船舶進出港艘次統計，除二月份每日平均艘次較少外

，其餘各月份每日平均進出港艘次約在 40 艘次左右，並無顯著差異，

如圖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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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臺中港 108 年各月份進出港船舶統計圖 

從臺中港進出港各船種之總噸位(Gross Tonnage, GT)分析，其全貨

櫃船之平均總噸位約在 16,000 GT，雜貨船之平均總噸位約在 7,200 GT

，散裝船之平均總噸位約在 38,000 GT，各類船總噸位統計如圖 5.3。 

 

圖 5.3 各類船舶總噸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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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臺中港風速及風向特性 

本所於臺中港北堤綠燈塔處設置風速觀測站，其位於港口信號臺

外側，為船舶進出港之主要風速風向參考依據，其位置如圖 5.4 所示。 

 

圖 5.4 臺中港北堤綠燈塔風力觀測站位置圖 

經分析臺中港北堤綠燈塔風速觀測站 108 年之風速風向資料顯示

，臺中港 108 年風向約有 65%為北北東及東北風，並有 22%達 7 級風

以上，其全年、分月及分季風玫瑰圖，如圖 5.5、圖 5.6 及圖 5.7。 

 

圖 5.5 臺中港 108 年風玫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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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臺中港 108 年逐月風玫瑰圖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 月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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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臺中港 108 年各季風玫瑰圖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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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進出港船舶之船速分析 

本研究利用航港局 AIS 資料，篩選各船舶於各海浬數之航速資料

，各海浬數係以船舶進出港之信號臺為中心點，如圖 5.8 所示。 

 

圖 5.8 臺中港各海浬數示意圖 

從整體船舶進出港之平均速度顯示，船舶進港之平均速度約為

10.58 節低於出港平均速度 12.12 節，有顯著差異，如表 5-1。而從各海

浬之平均速度來看，各類船舶至 5 海浬處才有顯著減速行為。 

表 5-1 臺中港進出港船舶各海浬平均速度統計表 

    海浬 
月份 

各海浬平均速度 (單位：浬/時) 
20 浬 17.5 浬 15 浬 12.5 浬 10 浬 7.5 浬 5 浬 平均 

出港 12.55 12.50 12.45 12.36 12.27 12.08 10.66 12.12 
進港 11.95 11.84 11.67 11.35 10.84 9.73 6.72 10.58 
平均 12.26 12.18 12.08 11.88 11.58 10.95 8.78 11.39 

再從各月份之各海浬統計顯示，如表 5-2，各月份平均船速約在

10.80 至 11.87 節，其中在 1 月及 9 至 12 月平均船速有較小的趨勢，若

在分為季節來看，夏季船舶平均速度為 11.70 節，其次為秋季 11.39 節

、春季 11.34 節、冬季 10.96 節。對應第 5.2 節之臺中港風速風向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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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如表 5-3，冬季期間受到東北季風增強，船速仍受到一定程度之

影響。 

表 5-2 臺中港進出港船舶各月份之各海浬平均速度統計表 

    海浬 
月份 

各海浬平均速度 (單位：浬/時) 
20 浬 17.5 浬 15 浬 12.5 浬 10 浬 7.5 浬 5 浬 平均 

一月 12.00 11.93 11.79 11.62 11.35 10.73 8.72 11.16 
二月 12.18 12.11 11.99 11.83 11.58 10.98 8.77 11.35 
三月 12.41 12.31 12.20 11.96 11.69 11.14 8.96 11.53 
四月 12.45 12.35 12.25 12.07 11.77 11.11 8.80 11.54 
五月 12.83 12.75 12.62 12.42 12.03 11.32 9.14 11.87 
六月 12.62 12.56 12.44 12.19 11.86 11.26 8.84 11.68 
七月 12.60 12.57 12.46 12.24 11.98 11.27 8.97 11.73 
八月 12.27 12.15 12.12 11.92 11.64 11.05 8.64 11.40 
九月 11.69 11.59 11.48 11.25 10.92 10.37 8.33 10.81 
十月 11.65 11.58 11.49 11.29 11.01 10.41 8.31 10.82 
十一月 11.95 11.84 11.72 11.56 11.26 10.46 8.70 11.07 
十二月 11.72 11.64 11.59 11.41 11.14 10.65 8.59 10.96 

表 5-3 臺中港進出港船舶各月份之船速與風速對應統計表 

       海浬 
月份 

平均船速 
(節) 

平均風速 
(m/s) 

主要風向 
主要風向

平均風速

一月 11.16 12.96 東北(偏北)76.75% 14.78 
二月 11.35 9.87 東北(偏北)77.53% 11.16 
三月 11.53 8.38 東北(偏北)62.63% 10.48 
四月 11.54 7.55 東北(偏北)42.22% 9.48 
五月 11.87 6.94 東北(偏北)51.08% 9.36 
六月 11.68 6.73 西南(偏南)68.06% 5.83 
七月 11.73 7.11 西南(偏南)68.54% 8.35 
八月 11.40 6.06 西南(偏南)44.35% 7.44 
九月 10.81 9.23 東北(偏北)67.36% 12.12 
十月 10.82 11.23 東北(偏北)82.39% 12.70 
十一月 11.07 13.88 東北(偏北)90.14% 15.08 
十二月 10.96 12.62 東北(偏北)84.00% 14.24 

另外，經分析臺中港主要進出港船舶各海浬平均速度，如表 5-4，

其中全貨櫃船之平均速度為 13.2 節、散裝船及雜貨船約在 9.58~9.83

節，顯示不同船種之平均速度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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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臺中港主要進出港船舶各海浬平均速度統計表 

        海浬 
 
船種 

各海浬平均速度 (單位：浬/時) 
20 
浬 

17.5 
浬 

15 
浬 

12.5 
浬 

10 
浬 

7.5 
浬 

5 
浬 

平均 

全貨櫃船 14.23 14.12 13.99 13.76 13.44 12.73 10.16 13.20
散裝船 10.91 10.82 10.65 10.33 9.82 8.85 7.45 9.83 
雜貨船 10.18 10.14 10.07 9.99 9.83 9.48 7.38 9.58 
油化船 11.37 11.34 11.26 11.16 11.00 10.56 8.33 10.72
油輪 9.13 9.11 9.07 8.95 8.87 8.48 5.78 8.49 
水泥專用船 10.99 10.97 10.91 10.83 10.74 10.39 8.73 10.51
貨櫃輪 14.16 14.16 14.13 14.08 14.04 13.89 11.56 13.72
油品船 10.59 10.55 10.46 10.39 9.97 9.71 8.00 9.95 
液化天然氣船 14.23 14.10 13.52 12.70 11.89 10.81 8.60 12.26
化學液體船 11.47 11.44 11.38 11.24 11.15 10.78 8.08 10.79
工作船 8.07 8.17 8.37 8.18 7.94 7.91 6.82 7.92 

若以船舶總噸位統計分析，如表 5-5，以 10,000~40,000 總噸之平

均速度較高，但整體而言，總噸位與船速並無顯著關係。 

表 5-5 臺中港各噸位船舶平均速度統計表 

       總噸位 
 
船種 

平均速度 (單位：浬/時) 
5000 
以下 

5000~ 
10000 

10000~
20000 

20000~
40000 

40000 
~60000

60000
以上 

平均 

全貨櫃船 9.58 12.50 13.53 13.96 11.90 - 13.20 
散裝船 8.18 9.25 9.95 10.08 9.91 9.30 9.83 
雜貨船 8.58 10.45 11.23 10.08 10.54 - 9.58 
油化船 10.36 10.79 11.18 11.00 10.05 - 10.72 
油輪 7.84 8.70 10.00 9.37 10.09 10.76 8.49 
水泥專用船 - 10.44 10.67 - - - 10.51 
貨櫃輪 13.9 14.82 - - - - 13.72 
油品船 8.50 5.44 12.14 10.51 - - 9.95 
液化天然氣船 - 11.29 - 11.18 - 12.28 12.26 
化學液體船 9.99 12.35 12.24 11.02 - - 10.79 
工作船 7.49 8.37 11.19 7.95 - - 7.92 
其他船舶 9.27 11.98 10.15 12.31 10.63 11.68 10.75 
平均 9.17 11.57 12.95 11.63 10.27 10.76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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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小結 

經分析臺中港船舶進出港速度顯示，船舶進港之平均速度低於出

港速度，且有顯著差異，另從各海浬之平均速度來看，船舶距離港口

10 海浬至 20 海浬間之速度並無明顯差異，至 5 海浬處才有顯著減速行

為。另外，船種對於進出港之平均速度有顯著差異，而總噸位與船速

並無顯著關係。 

從臺中港北堤綠燈塔風速觀測站 108 年之風速風向資料顯示，臺

中港 108 年風向約有 65%為北北東及東北風，並有 22%達 7 級風以上

，另從風速及風向對船速之分析，各月份平均船速約在 10.80 至 11.87

節，其中在 1 月及 9 至 12 月平均船速有較小的趨勢，顯示冬季期間受

到東北季風增強，對於船速有受到一定程度之影響，但影響程度有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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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計畫針對航港局 AIS 資料，探討加值應用之內容，包括進行資

料分析探討、海域船舶交通量及事故熱點分析，並針對船舶進出港受

風速風向之影響進行探討，以強化我國港口服務及船舶監控預警之技

術發展，期能達成運輸科技深入智慧化航運的目標，並將相關成果提

供航港局、港務公司做為海上交通管理及港區營運管理應用。 

6.1 結論 

1. 本計畫透過航港局 AIS 資料分析過程，初步完成接收資料特性及異

常態樣之探討，可提供航港局後續進行船舶 AIS 資料管理及應用之

參據，其重要結果如下： 

(1) Interval_Data 係船舶取 1 分鐘內最新一筆資料，並且排除重複及

每艘船只取一筆最新資料，僅涵蓋 92.62%之船舶(仍會缺漏

7.02%)，其優點在於可壓縮數據量(數據量僅 Full_Data 資料量之

15%~20%)，達到資料快速處理之目的，但也可能產生部分資料

被捨棄的狀況，因此，該資料庫適用在大範圍海域船舶監控、船

舶軌跡預測等加值應用。 

(2) Full_Data 則是全部接收之船舶資料，可提供船舶最即時之動態資

訊，但因我國接收站密度高，同一船舶之資訊可能同時由不同接

收站接收到，因此，會產生重複資料之情形，建議在資料接收時

，可同步進行重複資料篩選，以壓縮儲存之資料量。另 Full_Data

資料庫可涵蓋 99%之船舶，且船舶點位完整，該資料庫適用於小

區域海域船舶航行分析、單一船舶軌跡查詢等加值應用。 

(3) AIS 定位功能常裝設在海上非船舶之設施及設備，如觀測浮標及

漁網，其中大約有 4.85%的 AIS 裝置係裝載於漁網上，資料量約

佔 4~6%，對於系統資料處理造成負荷，過多雜訊易造成計算延

滯及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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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MMSI 異常之態樣，包括不足 9 碼(或大於 9 碼)，以及一船多

MMSI 或多船一 MMSI 的情形，這些 MMSI 濫用之態樣，亦可能

造成船舶監控管理之問題，建議相關管理單位未來可針對 MMSI

編碼原則進行管理。 

2. 本計畫利用 AIS 船舶動態資訊資料庫，分析臺灣周圍海域及主要商

港之各類船舶交通流與航跡密度，探討區域性的交通流量分布情況

；另利用航港局海事資料庫，分析臺灣周圍海域海事事故分布，建

立事故熱點地圖。從分析結果顯示，臺灣海峽之交通量十分繁忙，

特別是大陸沿海區域更是船舶航行熱區，我國船舶航行熱區則集中

在西南海域(臺中-澎湖-高雄)，其意味著海事風險遠較其他海域高，

而中彰外海離岸風電區位於船舶航行及海事風險熱區，實有必要強

化海域船舶監控及環境監測工作，以提升海域航行安全。 

3. 在船舶進出港受風速風向之影響進行探討部分，經分析臺中港船舶

進出港速度顯示，船舶進港之平均速度低於出港速度，且有顯著差

異，另從各海浬之平均速度來看，船舶距離港口 10 海浬至 20 海浬

間之速度並無明顯差異，至 5 海浬處才有顯著減速行為。另外，船

種對於進出港之平均速度有顯著差異，而總噸位與船速並無顯著關

係。從臺中港北堤綠燈塔風速觀測站 108 年之風速風向資料顯示，

臺中港 2019 年風向約有 65%為北北東及東北風，並有 22%達 7 級

風以上，另從風速及風向對船速之分析，各月份平均船速約在 10.80

至 11.87 節，其中在 1 月及 9 至 12 月平均船速有較小的趨勢，顯示

冬季期間受到東北季風增強，對於船速有受到一定程度之影響，但

影響程度有限。 

6.2 建議 

1. 船舶自動識別系統屬於被動式接收，其資料正確性受到船舶發射端

影響，而造成接收到錯誤或無法使用的資料，因此需透過資料檢核

及異常資料分類，始可做為後須加值應用之參據。本計畫目前已透

過所接收之航港局 AIS 資料庫進行比對分析，惟研究發現航港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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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碼之資料庫，存在資料缺漏或不全之狀態，建議後續研究可進一

步將原始碼進行解碼比對分析，藉以做為後續資料庫精進之參據。 

2. 本計畫利用航港局 108 年之 AIS 船舶動態資訊資料庫及海事事故資

料，分析臺灣周圍海域及主要商港之各類船舶交通流與航跡密度與

海事事故分布，並建立事故熱點地圖。初步結果顯示交通量及海事

事故之關聯性，建議後續研究可持續彙整航港局其他年度之海事資

料，以及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之水路事故調查報告，並透過 AIS

船舶軌跡重建、海氣象及環境資料蒐集，藉以建立海事事故資料庫

及管理資訊系統，以提升航行安全。 

3. 在船舶進出港受風速風向之影響進行探討部分，研究顯示冬季期間

受到東北季風增強，對於船速有受到一定程度之影響，但影響程度

有限。建議後續研究可進一步針對不同環境因子(如波浪、流速流向

等)進行探討分析。 

6.3 成果效益與應用情形 

1. 初步完成 AIS 接收資料特性及異常態樣之探討，可提供航港局後續

進行船舶自動識別系統精進、資料管理及加值應用之參據。另相關

成果亦可提供海洋委員會、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等應用 AIS 資料

之參考。 

2. 完成 108 年臺灣周圍海域及主要商港之各類船舶交通流與航跡密度

與海事事故分布，並建立事故熱點地圖，可提供航港局及海洋委員

會做為船舶航行安全管理之參考依據。 

3. 完成在船舶進出港受風速風向之影響分析，可提供臺灣港務股份公

司臺中港務分公司做為船舶進出港管理及船舶減速查核系統之參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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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周邊海域各月份交通量軌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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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會議紀錄 

一、會議名稱：「MOTC-IOT-109-H2CA001d 船舶監控預警系統之應用(1/2)-交

通量及事故熱點分析」自行研究案第1次工作會議 

二、時間：109 年 5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 

三、地點：港灣技術研究中心3樓會議室 

四、主持人：蔡立宏主任                             紀錄：許義宏 

五、出（列）席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六、討論議題： 

(一)工作進度說明：  

1.進行航港局 AIS 歷史資料(108.8~109.3)初步探討。 

2.完成 108 年臺灣周圍海域及商港船舶軌跡圖繪製。 

3.進行海域船舶事故資料統計及分析，並完成航港局 108 年海事統計

表之資料正規化處理。 

 (二)針對目前研究方向與執行情形進行討論：     

1.航港局 AIS 資料庫之接收資料品質探討及後續管理機制。 

2.海事事件之肇事原因分析，以及船舶 AIS 軌跡資料分析方法。 

七、結論： 

(一)持續進行 AIS 資料分析，建立正確及錯誤態樣檢核機制，並朝向建立

資料檢核標準作業流程之作業化管理推動。 

(二)船舶進出港之操船受到風速及海流等影響，建議可蒐集碼頭及航道之

海事案件進行探討。 

八、散會：下午 3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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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會議紀錄 

一、會議名稱：「MOTC-IOT-109-H2CA001d 船舶監控預警系統之應用(1/2)-交

通量及事故熱點分析」自辦研究案 8 月份工作會議 

二、時間：109 年 8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三、地點：港灣技術研究中心 3 樓會議室 

四、主持人：蔡立宏主任                              紀錄：許義宏 

五、出（列）席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六、討論議題： 

(一)工作進度說明：  

1.進行航港局 AIS 歷史資料(108.8~109.7)初步探討。 

2.完成 108 年全年，以及 108 年 8 月至 109 年 7 月分月之臺灣周圍海

域及商港船舶軌跡圖繪製。 

3.進行海域船舶事故資料統計及分析，並完成航港局 108 年海事統計

表之資料正規化處理及初步分析。 

 (二)針對目前研究方向與執行情形進行討論：     

1.航港局 AIS 資料庫之接收資料品質探討及未來加值應用之資料處理

流程。 

2.海事事件之肇事原因分析，以及船舶 AIS 軌跡資料分析方法。 

七、結論： 

(一)持續進行 AIS 資料分析，建立正確及錯誤態樣檢核機制，並朝向建立

資料檢核標準作業流程之作業化管理推動。 

(二)透過大數據分析可瞭解 AIS 資料特性，有助於釐清後續加值應用之資

料處理流程、應用範圍與限制條件。 

八、散會：下午 3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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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會議紀錄 
 

一、會議名稱：109 年度自行研究計畫專家學者座談會議  

二、時間：109 年 6 月 29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三、地點：本所港研中心 2 樓簡報室 

四、主持人：蔡立宏主任           紀錄：李政達 

五、出（列）席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六、主席致詞：略。  

七、研究單位簡報：略。  

八、與會專家學者評論： 

(一) 議題一：主要商港海象觀測作業、資料檢核與特性分析 

1.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王錦榮助理副總經理 

(1) 簡報 P.5～6「109 年臺灣中南港域海象觀測與特性分析」計畫及「風

波潮流觀測」，建議增加澎湖港(龍門、尖山與馬公港)。 

(2) 簡報 P.7 海流觀測部分，建議建置水平式 H-ADCP(可量測方 向、大

小變化的)海流儀，另外港公司未來在各國際商港均陸續會建置水平式

海流儀，希望系統間可相互介接。 

(3) 簡報 P.25 臺中港海氣象觀測及特性分析與簡報 P.5-6 計畫之關聯 

性為何? 是否重覆? 

(4) 港區空汙的監測與分析研究，建議納入未來持續辦理的計畫。 

2. 交通部航港局陳賓權副局長 

(1) 相關港域、商港及港灣海象觀測及特性分析應持續進行，惟建議後續

可設計專題研究，如前陣子臺灣海灘線之位移及氣候變遷的觀測、離

岸風電等相關議題。 

(2) 針對所蒐集海象觀測資訊呈現於港灣環境資訊網上，建議可以新增個

人化的設定。 

(3) 配合藍色公路 10 年計畫政策，建議納入臺中澎湖航線、甚至未來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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輪跳島航線；另為便於推廣遊艇活動，也可將環島沿海之海象觀測資

訊整合提供遊艇玩家使用。 

3. 國立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黄清哲主任  

(1) 港研中心長久以來一直專注於臺灣主要商港之海氣象觀測作業、船舶

監控、港灣振盪及海岸漂沙；本次所報告之計畫內容 基本上是延續上

述議題，對港研中心皆是重要的課題，研究成果對國家航港之發展，

應有很大的實用價值。海氣象觀測與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有互補效果。 

(2) 波、潮、流觀測及無線傳輸資料成功率如何? 有無後續系統改進之計

畫構想? 

(3) 後續資料品管方法可與國家海洋研究院及成大近海水文中心討論，達

到一致性的標準。 

4.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滕春慈主任 

(1) 觀測系統有無規劃物聯網(智慧化)與即時警示或可以整合由其他應用

系統直接使用。 

(2) 資料初期分析，是否可以提供趨勢變遷，以因應氣候變遷造成各種海

氣象資料的變化趨勢。 

(3) 資訊網站有無規劃表格式顯示資訊及個人化網站設計。 

5. 國立臺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林銘崇前教授 

(1) 簡報內容含蓋彙整全國觀測資料是否確實可行? 

6. 本所港研中心簡仲璟前簡任研究員兼科長 

(1) 港研中心歷年來在臺灣各港口鄰近海域進行長期的海氣象觀測調查，

此不僅提升港埠營運效能及船舶航行安全，也提供港灣建設及海洋防

護於規劃、設計與施工計畫擬定時所需之環境資料。此外，在許多環

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中，也經常引用港研中心之海氣象統計年報資料。

因此港研中心所執行的長期海氣象 觀測非常具有應用價值。 

(2) 海象觀測建議後續可加強之工作重點包括 1.資料檢核(例如：資料的合

理性、相關性及連續性) 2.儀器穩定運作(例如：儀器穩 定、資料傳輸…

等) 3.資料保存(設置原始資料保管專人) 4.加強 對外合作(例如：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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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流，資料共享，資源互補…等) 5.加強特 定對象之預警能力。 

(二) 議題二：海象及船舶監控預警系統研發及應用  

1.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王錦榮助理副總經理  

(1) 目前的趨勢，港灣朝智慧化、物聯網的演進，建議系統應智慧化、自動

化、平臺化整合。 

(2) 簡報 P.23～24 商港強風及陣風特性分析計畫，建議未來可增加 高雄

港第四貨櫃中心、洲際二期的監測與分析。 

2. 交通部航港局陳賓權副局長 

(1) 航港局透過智慧航安計畫將購置衛星 AIS 資訊，未來可與港研中心進

一步合作深化船舶監控預警系統，也建議未來可針對不 同商船種類進

行 AIS 軌跡分析。 

(2) 針對臺中港強風及陣風特性分析，考量近來臺中港區空氣污染 議題經

常發生爭議，建議針對風向對港區空污的影響能加以分析，以提供政

策論述參考。 

3. 國立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黄清哲主任 

(無意見)  

4.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滕春慈主任 

(無意見) 

5. 國立臺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林銘崇前教授  

(1) 簡報內容所稱海象，實為限於風力，不過風力因素確具高度重要性。 

6. 本所港研中心簡仲璟前簡任研究員兼科長  

(1) 強風與陣風的定義宜有說明；且觀測方法是否有配合，除季節及颱風

個案差異外，建議也考量晝夜的比較。 

(三) 議題三：離岸風電區臺中基地母港海象及漂沙特性探討 

1.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王錦榮助理副總經理 

(1) 簡報 P.41 離岸風電區鄰近海岸漂沙機制探討計畫，建議應考慮臺中港 

LNG 外廓堤興建後對漂沙變化的影響與探討。 

(2) 因應海岸管理法對海岸變遷(侵淤)要有因應對策，建置未來納入布袋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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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通部航港局陳賓權副局長 

(1) 建議將 LNG 外廓堤納入水工模型試驗，並思考擴大進行高雄港洲際

二期及臺北港的觀測研究。 

3. 國立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黄清哲主任  

(1) 海岸漂沙數值模擬所用模式為何? 結果與水工模型試驗結果比較下，

誤差如何? 

(2) 簡報 P.44，如何利用雷達觀測求出一階及二階海洋表面波。 

4.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滕春慈主任  

(1) 臺中港因應離岸風機新增觀測設施，有無規劃推廣至其他國際港。另

外，有無針對臺中港開發海氣象預報作業。 

5. 國立臺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林銘崇前教授  

(1) 各議題之研究子題及工作內容大致符合執行單位之任務導向。  

6. 本所港研中心簡仲璟前簡任研究員兼科長  

(1) 建議在風電場設廠時建置離岸觀測樁，進行海氣象觀測，以利風電廠

維護保養工作。 

(2) 離岸風電區鄰近海岸漂沙機制探討(4/4)之計畫目標宜再明確。 

(四) 議題四：港灣振盪與防災預警系統應用 

1.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王錦榮助理副總經理 

(無意見) 

2. 交通部航港局陳賓權副局長 

(1) 建議除了蘇澳、花蓮等國際商港外，配合藍色公路對東部臺東、綠島、

蘭嶼三角航線的規劃，未來是否也可將臺東富岡港 納入評估，以分析

長浪群波對港內客貨船的影響。 

3. 國立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黄清哲主任  

(1) 花蓮港長浪預報模式為何? 準確度如何? 

4.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滕春慈主任 

(1) 因應港口作業發展可加值新增應用如：陣風、漂沙、港灣振盪對外展

示、警示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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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立臺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林銘崇前教授  

(1) 各子計畫之辦理方式及預期成果說明具體。 

(2) 建議針對年度總計畫整體性加以說明。 

(3) 離岸風電基地港需要規劃處理之課題不少，港內靜穩度亦可能是需要

考量的項目之一。 

(4) 有關長浪引致港灣振盪係多年來普受重視之課題，研究過程中建議強

化理論與資料之佐證。 

6. 本所港研中心簡仲璟前簡任研究員兼科長 

(1) 港灣風波潮流模擬及長浪預警之研究(3/4)。花蓮港內穩靜觀測系統除 

17 號及 9 號碼頭外，建議在外港區增加 1 站。觀測方法建議每小時

觀測 1 次，每次 40 分鐘。(原規劃每小時 3 次，每次 20 分鐘)。 

(2) 海岸公路浪襲路段水深測量的範圍及次數如何? 僅編列 50 萬預算是

否充足。 

九、主席裁示：專家學者所提意見，請研究單位列入計畫之研究方向及內 

容修訂辦理。 

十、散會：中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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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期末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說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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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自辦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審查意見處理情形表 

計畫名稱：船舶監控預警系統之應用(1/2)-交通量及事故熱點分析 

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執行單位說明 

(一)國立高雄科技大學翁健二教授 

1. AIS 資料品質管理部分，除報告內容

所述之重複接收、錯誤資訊、非船舶

訊號外，另有關隨機 COG、SOG、GPS
資料異常待處理。 

有關隨機 COG、SOG、GPS 資料異常部

分，其原因除船舶未設定相關動態訊息

外，在今年度資料分析時亦有發現該態

樣，推測可能受到多船一 MMSI 之影響，

造成 GPS 及各項動態訊息跳動。 

2. 航港局有 19 個航標站與 14 個基站，

與港研中心 16 處 AIS 接收站，大量

資料接收重複問題需思考如何有效

匯整處理，以提升資料準確性。 

在重複接收問題上，本研究未來規劃建

立一篩選機制，在接收資料同時，選用適

合之時間窗進行重複資料剃除。 

3. AIS 資料品質管理因資料量大，需思

考品質管理方式，提升管理效率。 
本研究後續將針對未來可能開發之應用

模組，研擬合適之資料庫結構，以減少過

多資料所造成之運算效率問題。 

(二) 國立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 江文山副所長 

1. 本計畫從 AIS 著手，透過收集、處理、

分析進而應用在航行安全，然因 AIS
資料龐大，耗費相當的資源且計算效

率是關鍵，這些部分在報告中已有詳

述。至於具體應用到航行安全應是後

續的重點。另一個思考方向從航行事

故著手，回溯事故發生過程的詳細內

容，進而歸納分析建立事故熱區、好

發時間等資料庫作參考依據。這部份

報告已就 108 年度事故進行初步分

析，後續建議收集分析各事故的詳細

過程內容，結合海氣象資料，對事故

的發生條件有更多的掌握，以利發展

航行安全預防的相關作為。 

感謝委員建議，後續研究將持續蒐集海

事事件之海氣象、AIS 軌跡及運輸安全委

員會之海事調查報到等資料進行深入分

析及探討。 

2. 港區航安事故建議納入收集探討。 從 108 年海事事件分析，港區航安事故

主要分布在基隆港、臺北港、臺中港、花

蓮港及澎湖港，後續研究將持續蒐集 109

年海事事件資料及 AIS 軌跡資料進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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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執行單位說明 

入分析及探討。 

3. 港研中心在海氣象資訊已建立非常

完整的系統，建議嘗試與 AIS 整合應

用於航行安全的提升，以提升港研中

心的重要性。 

後續研究將針對海事事件蒐集現場(或鄰

近)海氣象資料進行比對分析。 

4. 部分圖表的圖例，如交通量軌跡圖，

請加註圖例。 
已於第四章補充圖例說明，如圖 4.3~圖

4.8 及圖 4.10。 

5. 報告中惡劣天候造成事故的統計，請

進一步說明惡劣條件的具體內容。 
報告中所稱之惡劣天候，係參採航港局

海事資料庫備註欄之失事原因說明，其

並無定量之定義，後續研究將再蒐集現

場(或鄰近)海氣象資料進行比對分析。 

(三) 本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林雅雯簡任研究員 

1. 資料包括航港局 19 個航標站、14 個

基站與本中心 27 個中之 16 處 AIS
接收站之資料，資料量大，分析實屬

不易，研究成果值得肯定。 

感謝委員肯定。 

2. 第三章 Full_Data 及  Interval_Data 
資料庫資料重複、缺漏、非船舶及其

他異常態樣如何進一步分析、解決，

建議納於後續年度研究進行。 

在本年度研究中，針對異常態樣分析大

致已梳理幾項可能成因，後續將持續盤

點分析主要因素，再針對主要因素建立

篩選機制，以有效進行資料品管。 

3. 第四章交通量分析繪製所有船舶軌

跡圖，除定性描繪外，是否可能有定

量分析？ 

已於第四章補充圖例說明，如圖 4.3~圖

4.8 及圖 4.10。 

4. 目前進出港船速分析由數值判斷趨

勢，建議繪圖更能顯示趨勢，第 5-6
頁表 5-1 之最後一列小計值是否應為

平均值。 

已修正為平均值。 

5. 第 5-8 頁表 5-5 之 5000 總噸之船平

均速度較其他噸位低，最後一列應為

平均。 

已修正為平均值。 

(四) 本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劉清松研究員 

1. 資料品質探討內容，對於差集 B 的部

分，是否係因系統設置所造成，建議

後續可加強品管機制。 

差集 B 部分，推測可能原因在於系統處

理龐大 AIS 時，於資料接收後先以暫存

檔方式進行資料篩選再存入資料庫，其

篩選過程可能產生部分資料缺漏，後續

將持續觀察資料庫資料蒐集數量，以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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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執行單位說明 

清實際原因。 

2. 在船舶進出港船速分析中，港研中心

101 年曾針對臺中港操船進行模擬試

驗，建議可參考先前的操航資料。 

101 年研究計畫主要係針對大型船舶在

進出臺中港港口及靠離碼頭時之操船過

程，並藉由真時操船模擬試驗，評估臺中

港擴建工程完工及航道濬深拓寬後，在

不同環境外力作用下，船舶於航道航行

及靠泊碼頭之操航安全性，後續將參考

相關資料，針對特定船舶進出港軌跡與

海氣象條件進行分析探討。 

3. 船舶進出港之風力資料，係以北堤之

風速站(港外)做分析，而 31 號碼頭(港
內)與北堤風力可能差距 1 倍以上，建

議可考量納入分析。 

後續研究將再蒐集臺中港 31 號碼頭風力

資料進行分析。 

(五) 本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蘇青和科長 

1. 接收航港局 AIS 資料之異常嚴重情

形，請向航港局反應。 
研究過程中，已適時向航港局反應並提

出建議。 

2. 建議處理異常 AIS 資料，建立自動化

處理程序。 
在本年度研究中，針對異常態樣分析大

致已梳理幾項可能成因，後續將持續盤

點分析主要因素，再針對主要因素建立

篩選機制，以逐步建立自動化處理程序。

3. 交通量分析建議強化小區域分析，並

深入探討不同船型特性。 
後續研究將以離岸風電區之交通量分析

為主要研究對象，並進行更細緻之分析，

以提供航港局、港務公司、能源局及海洋

委員會做為離岸風電區劃設及船舶管理

之應用參據。 

4. 事故熱點分析建議強化重點小區域

特性，並深入解析。 
從 108 年海事事件分析，港區航安事故

主要分布在基隆港、臺北港、臺中港、花

蓮港及澎湖港，後續研究將持續蒐集 109

年海事事件資料及 AIS 軌跡資料進行深

入分析及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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