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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implementation project of upgrading and diversifying island round cycling routes, conducted by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MOTC) from 2020 to 2023, was approved on October 1st, 
2019, by the Executive Yuan. The amended project, with an extended duration to 2024 and an additional 2.8 
billion NT dollar budget, was approved on May 21st, 2021. Based on the island round cycling routes 
implemented from 2009 to 2018, this plan aimed to integrate cycling routes that reach national scenic areas and 
tourist attractions or sightseeing spots promoted by local administrations. The target outcome of the amendment 
project was to plan seamless cycling routes to link up with existing diversified cycling route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upgrading and diversifying island round cycling routes, conducted by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MOTC), was accomplished in 2019. The project’s first phase has been 
implemented, including 16 diversified leisure routes, 5 local characteristic routes, and 5 cross-the-ridge 
challenge routes. The duration of the amended project was five (5) years. MOTC has published “An Integrated 
Technical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of Upgrading and Diversifying Island Round Cycling Routes (I),” which 
confirmed consolidation and diversified items of island round cycling routes in 2020. Follow-up plans (II, III, 
IV) will be carried out over three years (from 2021 to 2023). This report was the follow-up plan for 2023. The 
output will be a baseline for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 and Tourism Bureau in a consistent and 
timely manner to track their progress and drive the action items to resolution. 

This report will review the new completion route in 2012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the completed route. The surve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atisfaction rate for the round-island route reached over 98%; the satisfaction rate for the multiple routes 
reached over 97%. Collect bicycle traffic volume from the Highway Bureau, MOTC, conduct supplementary 
surveys, and conduct benefit assessments based on this.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tourism output value will reach 
NT$170 million per year, the health benefits can reach NT$5.2 billion per year, the energy saving is 
approximately NT$20.32 million per year, harmful gas emissions will be reduced by 1.1 metric tons per year, 
and CO2 emissions will be reduced. Can reduce 700 metric tons/year. Revise the “Bicycle Lane System 
Planning and Design Reference Manual (2017 Edition),” to conduct an inventory review of existing bicycle 
routes and develop ideas for route consolidation and optimization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next phase of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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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s, and conduct benefit assessments based on this.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tourism output value will reach 
NT$170 million per year, the health benefits can reach NT$5.2 billion per year, the energy saving is 
approximately NT$20.32 million per year, harmful gas emissions will be reduced by 1.1 metric tons per year, 
and CO2 emissions will be reduced. Can reduce 700 metric tons/year. Revise the “Bicycle Lane System 
Planning and Design Reference Manual (2017 Edition),” to conduct an inventory review of existing bicycle 
routes and develop ideas for route consolidation and optimization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next phase of the 
project. 

 
 DATE OF PUBLICATION 

April 2025 
NUMBER OF PAGES 

596 
PRICE 

Not for Sa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publication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2. The budget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contributed by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 M.O.T.C. 

 

II 

PUBLICATION ABSTRACTS OF RESEARCH PROJECTS 

INSTITUTE OF TRANSPORTATION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ITLE: Research on Capacity Analysis of Intercity Railways and Its Applications (1/2) – Rail Capacity Model for the Classification Yard and 
Terminal Station 

ISBN(OR ISSN) 
ISBN 978-986-531-665-5(pbk.)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NUMBER 
1011400329 

IOT SERIAL NUMBER 
114-038-1474 

PROJECT NUMBER 
112-PDB003 

DIVISIO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Land Transport Division 
DIVISION DIRECTOR: Shuen-Yuan Chang 
PRINCIPAL INVESTIGATOR: Shuen-Yuan Chang 
PROJECT STAFF: Yi-Ching Lu, Jau-Rong Liu, Shao-Wei Wang 
PHONE: +886-2-23496809 
FAX: +886-2-25450428 

PROJECT  PERIOD 
 

FROM March 2023 
TO December 2023 

RESEARCH AGENCY: Sinotech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Inc. 
PRINCIPAL INVESTIGATOR: Sheng-Hsuan Huang 
PROJECT STAFF: Jyh-Cherng Jong, En-Fu Chang, Chung-Wei Hu, Yi-Chen Chen 
ADDRESS: No. 280, Xinhu 2nd  Rd., Neihu Dist., Taipei City, Taiwan (R.O.C.) 
PHONE: +886-2-87919198 

KEY WORDS: Intercity Railway, Rail Capacity Analysis, Simulation Model 
ABSTRACT: 

To meet the construction needs of various railway systems in Taiwan, the Institute of Transportation has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rail capacity research projects. In terms of conventional railway systems, railway capacity analysis models 
and software have been developed as assessment tool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bottleneck mitigation measures 
and capacity enhancement. However, the capacity analysis issues at classification yards and terminal stations still need 
future investigations. Therefore, the Institute of Transportation launched this two-year project called “Research on 
Capacity Analysis of Intercity Railways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the first year (2023) of the project, this study reviewed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built a simulation-based model 
to evaluate station capacity for intercity railway systems, considering factors such as routes, paths, traffic composition, 
dwell times, and signal times. In the case study, we designed several test cases to confirm that the behavior of the 
proposed model is consistent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Furthermore, to verify the model, we took some stations of 
Taiwan Railways as examples to evaluate its capacity. The analysis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Taiwan Railway 
Administration’s estimation. Finally, through sensitivity analysis, the impact of various factors on station capacity was 
clarified. The outcomes of this study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Comple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ion capacity evaluating model. 
2. Evaluate the capacity of the terminal station, classification station and turnaround station with testing cases to verify 

the model. 
3. Evaluate the capacity of stations with real cases including Keelung, Suao, Shulin, Hualien and Hsinchu Stations of 

Taiwan Railway. 
4. Conduct sensitivity analysis and discover the impact factors of station capacity as follows: 

(1) Dwelling time of trains in station. 
(2) Signal time. 
(3) Track layout in station. 
(4) Traffic 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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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認知 

1.1 計畫背景與目的 

依據行政院 2030 年公車全面電動化之目標，交通部、經濟部與環境

部持續推展 2030 年電動大客車推動策略，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

所)於 108 年開始建置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監控管理平臺(以下簡稱電動大

客車數據平臺)並建立資料傳輸作業機制，於 109~111年進行平臺維運、資

料傳輸與檢核作業；並於 112 年 1 月 1 日將平臺移交公路局。 

相較於國際現況多以商用軟體或小規模資料蒐集的方式進行研究，我

國建置之電動大客車數據平臺係蒐集全國性的電動大客車數據，藉由政府

補助電動大客車的契機，將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納入資料提報項目，以追

蹤與掌握導入之電動大客車輛營運績效、長期行駛特性等關鍵指標，累積

之電動大客車輛營運動靜態數據。 

電動大客車數據平臺自 110 年起開始蒐集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本所

於 112~113 年度辦理兩年期計畫，以電動大客車數據平臺所累積之數據資

料為基礎，考量資料可取得性與分析主軸，建立營運數據關鍵應用指標與

數據研析，並探討 AI 應用，就分析結果研提營運面與政策面之建議，以

精進電動大客車之營運與管理。 

其中第 1年期(112年度)已蒐集營運痛點與資料應用需求、建立數據分

析關鍵應用指標、洽談合作推動數據導向之業者與場站，進行平臺營運數

據資料初步分析，並建立能耗 AI 預測分析模型，探討不同營運情境與變

數對於用電效率指標之影響程度；第 2年期(113年度)則進一步進行指標分

析應用及資料視覺化，本期主要工作內容包括： 

1. 以第 1 年期規劃成果為基礎，依需求掌握與可蒐集資料程度調整

規劃分析應用指標。 

2. 依第 1 年期洽談之合作對象，進行營運數據分析指標案例探討與

應用。 

3. 分析成果進行資料視覺化呈現與展示，提供相關單位快速掌握。 

4. 依分析成果研提營運面與政策面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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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計畫範圍與對象 

本計畫之研究範圍與研究對象說明如下： 

1. 研究範圍 

本計畫研究範圍主要為 109年以後申請補助上路電動大客車(包

含市區公車及公路客運)之營運管理、績效指標分析所需資料，以

及電動大客車數據分析與應用相關案例資料。 

2. 研究對象 

依前述工作項目及研究範圍，研究對象包含電動大客車數據分

析關鍵指標與應用發展方向案例、合作推動數據導向之客運業者

或場站、電動大客車製造商、充電設施廠商、政府單位等類別，

各類別對象如表 1.2-1 所示。 

表 1.2-1 本計畫研究對象 

類別 對象 備註 

電動大客車數

據分析關鍵指

標與應用發展

方向案例 

國內外電動大客車

數據分析與應用案

例 

 國內電動大客車車隊、充電管理軟體應

用現況掌握 

 國外以歐洲與亞太地區為主要優先參考

對象 

視覺化分析軟體  如 Tableau、Microsoft Power BI 等 

客運業者 

電動大客車營運數

據監控管理平臺傳

輸業者 

 以平臺蒐集資料之業者與路線為原則 

 合作推動數據導向、提供分析資料之業

者或場站 

電動大客車 

製造商 

國內電動大客車製

造商 
 平臺資料蒐集之電動大客車製造商 

充電設施廠商 
國內電動大客車充

電設施製造商 

 平臺資料蒐集之電動大客車所使用充電

設施製造商 

政府機關 

交通部(路政司、公

路局) 

 補助政策與推動策略制定單位 

 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監控管理平臺管理

單位 

地方政府 
 經營環境建置單位 

 營運路線補貼單位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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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對象與研究目的關聯性 

本計畫主要研究對象包括客運業者、電動大客車製造商、充電

設施廠商及政府單位，政府單位主要負責政策制定與監督管理，

車輛製造商及充電設施廠商提供路線營運之車輛設備，客運業者

則為最終使用者。 

本計畫研究目的為藉由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監控管理平台之資

料為基礎，建立營運數據分析關鍵指標，以案例分析成果回饋客

運業者後續指標觀察重點，建立車輛使用履歷與充電調度、性能

追蹤、營運穩定性等應用建議，有助於維持使用車輛性能、充電

運作穩定與營運妥善率，另針對整體發展趨勢整理與不同車型之

營運數據分析比較，則有助於主管機關檢討調整政策與推動策略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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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計畫內容與工作項目 

本計畫工作項目說明如下： 

1. 蒐集掌握國際電動大客車數據分析與應用發展方向，已蒐集國內

及美國、德國、英國、中國等國外電動大客車之營運數據管理及

智慧充電管理相關案例並整理納入報告。 

2. 依據文獻回顧、國際標竿案例與前期計畫研究成果，分別針對交

通部與公路主管機關監理以及客運業者營運需求，研提電動大客

車數據分析關鍵指標(KPI)、資料分析方法與視覺化設計，因出席

專家邀約時程協調，於 113 年 6 月 14 日召開座談會，與相關單位

代表與專家學者確認規劃內容。 

(1) 前期計畫已針對電動大客車數據應用與分析方向採專家學者

個別訪談交流方式(陸續訪談 7 位產學研專家學者)，彙整分析

指標與探討應用方向。 

(2) 本計畫辦理專家學者座談會之重點為進一步蒐集意見確認指

標分析方向合適性，邀請單位對象包括合作推動客運業者、

政府單位及學者，共 5 位。 

3. 針對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進行大數據與視覺化分析並研提相關

建議： 

(1) 依據車輛用電效率、電量曲線追蹤、低電量追蹤、充電車位

時間利用率及節能減碳效益五大項應用指標進行數據分析，

並針對分析結果研提政策與監理調整建議。 

(2) 挑選合適之客運業者路線或場站案例，依客運業者營運面向

之關鍵指標進行數據分析並探討AI應用，針對分析結果研提

客運業者營運制度或排班調度改善建議。 

(3) 本計畫使用商業智慧分析軟體 Tableau 設計與開發視覺化呈

現介面，呈現上述數據分析成果，以供交通部、公路主管機

關與客運業者能快速掌握電動大客車資料的特性。 

4. 針對計畫重要成果，製作海報及影片電子檔，並協助相關行政事宜： 

(1) 本計畫已於 113 年 11 月 14 日辦理成果發表會，活動紀錄詳

見 5.3節及附錄三，另配合電動大客車系列計畫執行「第 7屆

政府服務獎-數位創新加值項」評選製作海報，相關內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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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5.2 節。 

(2) 製作本計畫期末報告之成果說明影片(中英文各 1 份)、期末

成果摘要報告(中英文各 1 份，Word 檔案)與期末成果發表簡

報(中英文各 1 份，Powerpoint 檔案)。 

5. 綜合考量國際發展趨勢與計畫推動成果，參與 APEC 運輸工作小

組 SECI競賽參賽，研提相關申請資料並獲獎，於推動國際交流與

合作事宜。 

6. 本期計畫成果投稿事宜，已於 113/9/6 投稿「中華民國運輸學會

113 年學術論文研討會」，以及 113/12/11 投搞「運輸計劃季刊」，

並配合電動大客車系列計畫投稿參與中華智慧運輸協會 ITS 年會

之相關獎項評選。 

7. 綜整摘要說明 112-113 年各年度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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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計畫流程 

計畫流程如圖 1.4.1所示，本計畫據以執行相關作業。 

 
圖 1.4.1 本計畫執行流程圖 

 

蒐集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分析應用之文獻與案例

掌握前期計畫研究成果

建立資料分析關鍵指標、分析方法與視覺化呈現介面

掌握交通部與公路
主管機關監理需求

掌握客運業者營運需求

界定研究範圍與對象

辦理成果發表會並製作中英文海報
製作中英文之成果說明影片、
成果摘要報告與成果發表簡報

協助參與競賽、展覽與推動工作
相關行政事宜

計畫成果應用推廣

協助推動國際交流與合作事宜

投稿研討會、運輸計劃季刊或
國內外期刊至少2篇

投稿運輸年會或中華智慧運輸協會
年會相關獎項評選

研提電動大客車營運面、政策面與監理面建議

研提政策與監理制度
調整建議

研提客運業者營運制度
或排班調度改善建議

依管理者需求
提供視覺化分析成果

辦理研究方向說明座談會，
蒐集相關單位與專家學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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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計畫藉由回顧前期計畫成果、公路局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監

控管理平台及國內電動大客車數據分析軟體資訊，掌握目前的應用

發展狀況，並蒐集國內外研究論文與實際案例，做為計畫後續執行

方向之參考。 

2.1第一年期計畫成果綜整 

第一年期計畫透過文獻回顧與蒐集客運業者於營運面關注之痛點，建

立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分析之應用架構，並建立數據驅動模型進行初探與

分析。以下先說明數據分析應用主題與關鍵指標，與各項電動大客車數據

分析成果之數據種類、分析程序及對應營運管理與政策推動建議之間的關

聯性。各項目內容說明如下。 

1. 數據分析應用主題與關鍵指標 

藉由文獻蒐集及業者訪談回饋，掌握實務的應用需求，研擬具

分析價值且有感的關鍵指標。根據實務需求篩選分析主題包含用

電效率(可轉換為更直覺的 SOC 使用量或續航里程)、充電效率、

電池安全及營運成本等，同時針對分析上建議使用到的數據項目

進行綜整，作為後續應用參考。 

2. 針對分析主題與關鍵指標進行數據蒐集與分析 

對應分析主題規劃，依據計畫可取得之相關資料來源，優先結

合既有電動大客車平臺蒐集數據、部分營運業者提供數據(駕駛/

排班明細)、運輸資料流通服務平臺(TDX)與其他既有外部開放平

臺數據，針對用電效率、充電效率等指標應用項目進行分析初探。 

因車輛運行紀錄為每 5 秒 1 筆、充電紀錄為單次充電前後各 1

筆，故在數據分析上，主要針對用電效率建立能耗數據驅動模型，

進行不同預測方法訓練與測試，充電效率則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充

電紀錄，掌握分析對象現況之充電特性反映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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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耗預測分析模型 

優先針對營運特性對於用電效率之影響進行探討，應用電動大

客車營運數據監控管理平臺數據，串聯其他既有開放平臺可取得

資料，透過資料蒐集、處理、融合、模型建立等流程，建立初步

用電效率-營運特性數據驅動模型，分析流程如圖 2.1.1 所示。 

(1) 原始資料定義 

依照用電效率-營運特性分析目標，找尋可能影響因子，來源

可分為基本資料、設備偵測資料，以及營運紀錄資料，並將

資料依照每班次維度，進行資料處理。 

(2) 變數建立 

彙整國內外案例，以及與業者訪談回饋，由可蒐集資料面向

上，定義資料可計算的變數項目，並進行影響變數建立。 

(3) 資料樣態分析 

針對建立變數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掌握資料特性與品質，

以利後續納入模型資料評估。 

(4) 變數相關性分析 

初步探勘變數之間關聯性，掌握用電效率與各變數間相關程

度，了解是否有相關性過高，甚至產生共線性之變數，以供

後續最終模型建立，並評估是否排除共線性較高的變數。 

(5) 分析標的確認 

依照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依照分析標的確認最終投入

模型變數。 

(6) 模型建立 

先使用隨機森林進行初探模型之建立，並透過數量參數設定、投

入可能影響變數，進行變數篩選，再建立指數回歸、分層回歸、

深度學習、機器學習、移動平均等模型方法，比較預測效果。 

(7) 模型驗證 

針對階段性初步模型進行準確度驗證，研擬後續模型優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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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7]。 

圖 2.1.1 用電效率-營運特性分析流程 

4. 驅動模型後續應用推動建議 

將模型運作方式分為數據輸入層、模型驅動層與模型應用層等

三個面向(圖 2.1.2)，透過模型所需資料輸入、模型自動化執行運

算，並藉由視覺化儀表板進行模型結果輸出。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7]。 

圖 2.1.2 模型分析應用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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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數據輸入層：透過客運業者輸入基本路線營運資料，及介接電

動大客車平臺取得車載數據，以及結合其他動態開放平臺資料，

進行外部變數串接，並整合完成數據輸入層變數產製。 

(2) 模型驅動層：將數據輸入層資料依照模型輸入格式進行投入，

模型自動化進行目標路線平假日別及時段別之用電效率預測。 

(3) 模型應用層：模型預測結果可透過資料庫表單進行輸出，亦可

透過儀表板進行結果查詢，儀表板結合既有營運數據，包含班

表、車輛資料、場站資料等，進行綜合性呈現，以供使用者營

運管理調整。儀表板規劃之呈現方式如圖 2.1.3~圖 2.1.4 所示。 

能耗資料分析應用方向-剩餘 SOC 監控表板 

業者可透過儀表板掌握當前車輛之回站時間、回站剩餘

SOC，藉由驅動模型可預測各時段 SOC，得知該車輛下一個

預排班表預計 SOC使用量，並與當前剩餘 SOC進行比對，提

醒調度人員車輛是否需進行補電與充電時間需求。藉以降低

場站因車輛 SOC 不足，造成過度頻繁的臨時調度或脫班情形，

並以剩餘 SOC 示警以提高電動巴士調度服務穩定性、可控性。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7]。 

圖 2.1.3 能耗資料分析應用方向-剩餘 SOC 監控儀表板(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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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資料分析應用方向-SOC 健檢儀表板 

業者可掌握車輛 SOC 使用狀況是否正常，如出現異常可

知是哪一輛車、哪一班次，或是調度不佳造成 SOC 剩餘低於

30%的班次比率，以清楚掌握潛在問題車輛，提早對該車輛

進行檢查，並進行調度管理調整避免造成車輛損耗，以及降

低因 SOC 異常造成途中故障的風險。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7]。 

圖 2.1.4 能耗資料分析應用方向-SOC 健檢儀表板(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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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國內電動大客車數據分析與應用發展方向 

2.2.1 國內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監控管理平臺運作現況 

交通部規定自 108 年起所有電動大客車補助計畫，均須將相關數據資

料介接至指定平臺進行分析，為利累積示範計畫及一般型計畫導入車輛績

效與特性掌握，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 108 年建置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監控

管理平台與建立資料傳輸作業機制，提供後續電動大客車營運績效數據之

持續蒐集與分析，掌握營運關鍵指標及關鍵課題，並做為示範計畫與一般

型計畫分年檢核資料參據；配合後續電動大客車補助績效掌握需求，平台

於 112 年起移交至交通部公路局辦理系統維運及管理。 

對應平臺資料建立之資料傳輸欄位項目，客運業者可取得營運路線車

輛之電動大客車動靜態數據，進一步整合如班表資料、車隊管理、充電管

理、交通大數據等其他外部資料，進行資訊化、數位化營運管理加值應用。 

平臺自 110 年開始陸續接收資料，配合 109 年以後之補助計畫核定與

上線營運情形，截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平臺已正式納管之車輛共 1,154

輛，包含 10 個路線主管機關、23 個客運業者，統計資訊如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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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電動大客車平臺正式營運納管車輛統計表 

主管

機關 
客運業者 營運路線 車廠/充電廠 車輛數 

臺
北
市
政
府 

大南汽車 承德幹線 華德動能/車王電子 48 

大都會客運 262、262 區 華德動能/車王電子 20 

大都會客運 敦化幹線 成運汽車/飛宏科技 38 

大都會客運 685 成運汽車/飛宏科技 18 

大都會客運 612、277 鴻華先進/特爾電力 15 

指南客運 902 金龍汽車/起而行 23 

指南客運 208 金龍汽車/起而行 35 

指南客運 957 金龍汽車/起而行 10 

首都客運 信義幹線 華德動能/車王電子 30 

首都客運 
307、284、民權幹

線、藍 36 
創奕能源/飛宏科技 110 

首都客運 292、292 副 成運汽車/飛宏科技 38 

中興巴士 557、紅 12 金龍汽車/起而行 20 

中興巴士 311、616 金龍汽車/起而行 15 

光華巴士 北環幹線 金龍汽車/起而行 20 

光華巴士 中山幹線 金龍汽車/昊德科技 14 

臺北客運 307 創奕能源/飛宏科技 20 

臺北客運 307 創奕能源/飛宏科技 9 

欣欣客運 羅斯福路幹線 成運汽車/飛宏科技 27 

欣欣客運 236 區、251、251 區 華德動能/車王電子 16 

欣欣客運 棕 2 成運汽車/飛宏科技 8 

欣欣客運 棕 6 成運汽車/飛宏科技 3 

欣欣客運 235、671 成運汽車/馳諾瓦 22 

新
北
市
政
府 

欣欣客運 819 華德動能/車王電子 6 

欣欣客運 綠 2 左/右 華德動能/車王電子 6 

國光客運 578、579、582 成運汽車/飛宏科技 30 

三重客運 640 華德動能/車王電子 10 

三重客運 637 華德動能/車王電子 20 

三重客運 857 鴻華先進/特爾電力 13 

臺北客運 656 華德動能/車王電子 26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資料最後更新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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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電動大客車平臺正式營運納管車輛統計表(續 1) 

主管

機關 
客運業者 營運路線 車廠/充電廠 車輛數 

新
北
市
政
府 

臺北客運 57 成運汽車/飛宏科技 23 

基隆客運 788、791、856 金龍汽車/起而行 20 

淡水客運 紅 28 直 金龍汽車/起而行  2 

光華巴士 813 金龍汽車/起而行 10 

指南客運 紅 27 金龍汽車/起而行 10 

臺
中
市
政
府 

中鹿客運 52、123 創奕能源/飛宏科技 18 

中鹿客運 89 創奕能源/飛宏科技 2 

中鹿客運 45、99、105、525 華德動能/車王電子 33 

台中客運 

304 華德動能/車王電子 29 

200 成運汽車/飛宏科技 22 

323 華德動能/車王電子 8 

巨業交通 368 華德動能/車王電子 2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彰化客運 6903 等 7 條 成運汽車/飛宏科技 23 

彰
化
縣
政
府 

彰化客運 7 路 成運汽車/飛宏科技 6 

嘉
義
市
政
府 

國光客運 
0714、0714A、0715、

0716、0716A 
成運汽車/飛宏科技 22 

臺
南
市
政
府 

府城客運 5 凱勝綠能/凱勝綠能 15 

府城客運 2 鴻華先進/特爾電力 5 

府城客運 
6、10、11、15、

901、902 
鴻華先進/特爾電力 15 

新營客運 

棕幹線(含區間)、棕

3、棕 10、黃幹線(含

區間)、黃 1 

凱勝綠能/能海電能 7 

興南客運 棕幹線、橘幹線 創奕能源/飛宏科技 8 

興南客運 藍幹線 華德動能/車王電子 20 

漢程客運 橘 9、橘 9-1、橘 13 華德動能/車王電子 18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資料最後更新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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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電動大客車平臺正式營運納管車輛統計表(續 2) 

主管

機關 
客運業者 營運路線 車廠/充電廠 車輛數 

高
雄
市
政
府 

南台灣客運 3、16、90 華德動能/車王電子 20 

南台灣客運 紅 52、紅 61 華德動能/車王電子 3 

港都客運 40 條 總盈汽車/銥智新能源 54 

漢程客運 紅 62 創奕能源/飛宏科技 6 

漢程客運 
72、76、紅 30、紅

31、紅 35 
創奕能源/飛宏科技 26 

漢程客運 168 東、168 西 成運汽車/飛宏科技 28 

漢程客運 77、92 成運汽車/飛宏科技 20 

宜
蘭
縣
政
府 

國光客運 1792 成運汽車/飛宏科技 6 

臺
東
縣
政
府 

普悠瑪客運 陸海空快線 鴻華先進/特爾電力 3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資料最後更新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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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國內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管理系統概況 

國內就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管理系統發展，多由電動大客車製造商或車

隊管理系統之開發商所創建，客運業者多數由電動大客車製造商協助提供之

管理介面追蹤車輛與充電營運數據，少部分業者會另行委託系統開發商協助

與既有車隊管理系統整合，建立對應電動車輛營運的功能模組。 

本計畫蒐集華德、總盈、唐榮、凱勝、創奕、成運等國內電動大客車車

廠之視覺化儀表板或管理系統案例；另客運業者端自行開發整合之系統難以

取得相關參考資料，與業者交流過程中了解，主要以車輛業者之電動車運行、

充電平台數據為基礎，另行結合營運班表、駕駛管理、成本管理等資源。本

計畫蒐集之案例說明如下： 

1. 華德動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華德動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94 年成立，主要業務為電

動商用車的研發與製造，其車輛管理系統包含自行開發之電池管

理系統及整車操控系統，能監控所有電池效能，且其車輛零件皆

經電子化處理，包含儀表顯示、控制開關及電池管理等功能皆可

透過車內控制系統呈現於觸控螢幕，已無設置傳統客車機械式開

關及按鈕(圖 2.2.3)。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11]。 

圖 2.2.3 華德動能車輛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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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德動能於民國 107 年起與佳世達科技合作，導入佳世達「智

慧車輛管理系統」(圖 2.2.4)，藉由車隊即時監控狀況、影像即時

傳輸，以大數據解決方案提供行車數據分析、影像監控、車輛設

備狀況掌握、車輛調度優化及最佳化行駛路線規劃等智慧應用，

以達到落實車隊管理、行車安全性以及能耗分析，並可依據客運

業者使用需求進行功能客製化，因此為另外付費系統，其系統功

能包含： 

(1) 車輛軌跡查詢：查詢車隊位置與時間。 

(2) 車輛監控與紀錄管理：記錄車輛營運數據資料，包含： 

路線基本資料：班表、路線、車號、駕駛姓名與聯絡方式。 

車輛營運資料：行駛車速、行駛里程數與運作時間。 

電池狀況：電池 SOC、電壓、電流、電池溫度。 

其他資料：外界溫度、異常事件。 

(3) 車輛異常警示：當車輛狀況或行駛路線出現異常時，將會收到

警示資訊。 

(4) 駕駛認證與 VIO 數據監控：供管理者編輯車輛使用權限，指定

駕駛使用特定車輛。 

(5) 行動管理：可透過行動裝置掌握系統資訊。 

(6) 車輛維修即時提示：針對車輛即時行駛數據進行診斷分析，事

先提醒系統管理員更換車輛零組件。 

有關資料傳輸部分，華德動能車載機以 4G 通訊方式即時回傳

資料至系統，資料通訊傳輸協定為 AMQP，上傳頻率為每 30秒一

筆，並可根據資料量進行傳輸頻率調整；另充電設施資料傳輸主

要依據 CNS15511-24規範，於充電時將資料傳輸至後台。表 2.2-2

為華德動能智慧車輛管理系統蒐集資料項目。 



 

2-12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華德動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資料。 

圖 2.2.4 華德動能車輛管理系統架構 

表 2.2-2 華德動能智慧車輛管理系統蒐集資料項目 

車號 
空調 

狀態 

馬達 

內溫 

馬達 

外溫 

剩餘 

電量 

最高 

電池 

電壓 

最低 

電池 

電壓 

時間 狀態 速度 位置 
總 

電壓 

總 

電源 

行駛

總里

程 

今日

行駛

里程 

馬達

電壓 
空壓 

充電

狀態 

電池

最高

溫度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華德動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資料。 

2. 總盈汽車有限公司 

總盈汽車有限公司成立於民國 92 年，為國內大客車產值前三

大的車輛製造廠，領先導入客車半自動化生產組裝技術，並於民

國 107 年透過經濟部「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整合型研發計

畫」，與銥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港都客運共同合作辦理「快

充式電動公車關鍵技術開發計畫」，導入數位式行車紀錄器，連

接車上無線網路透過 API 將行車資料以 key-value pair 形式即時回

傳至雲端伺服器(圖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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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總盈汽車有限公司提供資料。 

圖 2.2.5 總盈汽車行車紀錄器資料分析系統 

將行車紀錄器回傳資料透過其智慧公車管理平臺(圖 2.2.6 與圖

2.2.7)進行數據監控、分析及呈現，其平臺架構主要分為營運管理、

行車管理及場站管理三大功能，營運管理功能主要針對旗下路線、

車輛營運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行車管理功能包含車輛及電池即時

動態監控、電耗分析、行車分析及路線管理，可即時監控電池電

力消耗狀況、分析各路線或各車輛用電效率，並透過報表查詢各

路線電動大客車行駛次數；場站管理功能則紀錄車輛充電次數、

場站能源消耗量、充電樁使用狀況，用以掌握場站及充電設施電

力消耗狀況及使用頻率。 

表 2.2-3 行車紀錄資料封包回傳格式 

資料欄位 資料格式及說明 

序號 車機序號(max. 10 byte) 

行車紀錄資料封包開始日期 UTC 日期，日月年(6 byte) 

行車紀錄資料封包開始時間 UTC 時間，時分秒(6 byte) 

行車紀錄資料封包開始之衛星定

位狀態 
[A]定位, [V]為定位(1 byte) 

行車紀錄資料封包開始之 CSQ 網路訊號強度(2 byte) 

行車紀錄資料封包開始之衛星數 衛星顆數值(2 byte) 

行車紀錄資料封包開始里程 公尺(6 byte) 

行車紀錄資料封包筆數 共兩碼(2 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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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行車紀錄資料封包回傳格式(續 1) 

資料欄位 資料格式及說明 

行車紀錄資料封包 

根據行車記錄資料封包筆數累加，固定筆

數 30 筆(Binary 360 byte)，未滿 30 筆之資

料為 null。 

行車紀錄資料封包 CRC 

checksum 

使用行車紀錄資料封包所有筆數產生 CRC 

checksum(ASCII 4 byte)，使用 CRC-16 的

格式為 CRC-CCITT，initial code 為 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快充式電動公車關鍵技術開發計畫，總盈汽車有限公司，

民國 107 年】。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12]。 

圖 2.2.6 總盈汽車智慧公車管理平臺系統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12]。 

圖 2.2.7 總盈汽車智慧公車管理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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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蒐集電動大客車相關數據資料進行即時監控及視覺化呈現外，

並針對電動大客車營運指標如妥善率、用電效率及續航力進行分

析，以各指標長期趨勢變化，掌握不同季節或特殊環境、路線之

影響；此外，透過比較不同車輛之相關資料，找出對應之問題駕

駛，以進一步進行駕駛溝通、教育訓練，達到改善整體營運效率

(圖 2.2.8)。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12]。 

圖 2.2.8 總盈汽車電動大客車用電效率及行車分析 

3. 唐榮車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唐榮車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91年成立，民國 103年起量

產唐榮申沃電動大客車上市，並於桃園、臺中、臺南、高雄及金

門等縣市設有充電站。其針對商用電動大客車建有 BMS電池管理

系統，由唐榮車輛內部監控電池狀況使用，車載機透過 4G 方式

將資料傳輸至系統(圖 2.2.9)，充電裝置則於充電時傳輸資料，

BMS 電池管理系統功能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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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車輛電池及充電裝置即時監控：即時車輛電池與充電狀況。 

(2) 互動式智慧儀表板：透過裝設之監控設備以 4G 即時傳送至車

載系統，並由互動式智慧儀表板顯示即時提醒駕駛。 

(3) 即時車輛分析：有關車輛之行車資訊同步傳送至雲端平臺，由

遠端車輛控制中心進行即時分析、判斷車輛狀況。 

(4) 異常排除：透過遠端方式針對車輛異常問題進行排除。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唐榮車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資料。 

圖 2.2.9 唐榮車輛 BMS 電池管理系統 

4. 凱勝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能海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凱勝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101 年成立，主要業務為電

動車研發、組裝生產及銷售。凱勝綠能於民國 107 年與研華科技

共同開發車載機設備平臺，惟因開發成本問題，現已暫停開發，

並於 108 年與詮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洽談，將以詮鼎現有柴油車

載機平臺為基礎，另外開發電動大客車的車載機平臺(圖 2.2.10)。 

凱勝綠能亦與以電動車充電站之設置、儲能系統研發、機電能

源技術、租賃服務銷售為主之能海電能合作，開發充電設施搭配

營運管理系統(大數據+物聯網+APP)，可於後台針對充電相關資

料進行數據分析，包含電池單體及電池組健康狀況診測，透過比

對新品電池及受測電池數據資料評估電池健康狀況，並透過視覺

化儀表板呈現包含儲能站狀態、電能轉換運行、電池運行狀態等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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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能海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資料。 

圖 2.2.10 凱勝綠能使用之能海電能營運管理系統 

5. 創奕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創奕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100 年成立，在民國 107 年

為臺灣電動大客車最大供應商，並對動力及儲能材料、元件、系

統有專業的開發技術及創新。創奕能源之雲端車管系統可遠程監

控車輛狀況，並利用預防式維護，根據之前所蒐集的資料及經驗

提早進行排程修復，提升產品之妥善率。其電動車輛也安裝動力

電池，使用BMS電池管理系統進行車輛電池即時監控，估測電池

剩餘電量、電池異常警告、電池電流測量、電池溫度測量等讓電

池發揮最佳效能，達到最長壽命（圖 2.2.11 與圖 2.2.12）。 



 

2-18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10]。 

圖 2.2.11 創奕能源公司車隊管理系統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10]。 

圖 2.2.12 創奕能源公司電池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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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運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成運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92 年成立，主要業務為柴

油、電動大客車及其零件製造。成運汽車有成運汽車管理雲系統，

監控車輛狀況並針對電動大客車營運指標進行大數據分析，同時

也可追蹤巴士排班狀況及車輛零件維護資訊(圖 2.2.13)。成運汽車

管理雲系統功能主要包含： 

(1) 車輛即時狀態：顯示車輛即時整體資訊，包括剩餘電量、電

壓、馬達平均轉速、溫度.....等，並透過車上 GPS 顯示座標、

車輛位於地址、車速，有效監控車輛狀態。 

(2) 車輛電池資訊：電池電量、剩餘電量、及電芯環境狀態，提

升車輛安全性，有效監視電池狀況，並為未來工程研發單位

掌握實際數據。 

(3) 系統溫度：車輛馬達及附屬系統溫度顯示，使後台管理單位

以及駕駛可提前發現問題進行有效排除。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9]。 

圖 2.2.13 成運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車隊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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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國外電動大客車數據分析與應用發展方向 

2.3.1 國外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分析與應用概況 

本計畫初步蒐集包括 TWAICE、Silver Power Systems、宇通客車、

Proterra、Volvo、Chariot Motors 等國外業者導入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分析

與應用的實際案例，掌握各個案例的分析項目、視覺化呈現與數據分析

技術等應用發展趨勢，藉以做為本計畫之參考。說明如下： 

1. TWAICE 

TWAICE 常年致力於電池資料處理與分析軟體開發，其軟體透

過 AI技術建立模式與龐大資料庫，將多項電池資料整合存取於其

自家開發的分析平台，以滿足其系統設有之電池管理系統(BMS)、

電能管理系統(EMS)、資料採集與監視系統(SCADA)及系統資料

的要求，且 TWAICE 從汽車電池和電池儲能系統(BESS)蒐集相關

數據並即時上傳至雲端平台。此外，系統會訓練開發模型，改進

對電池壽命的預測，以深入了解電池的當前狀態，滿足每個案例

的需求並獲得最準確的結果。 

此外，TWAICE 的車輛電池預測分析軟體，有提供儀表板以監

控車輛或能源儲存系統中的電池狀況和效能，使車隊管理人員深

入了解電池的健康狀態和剩餘壽命，進而能制定具體的優化措施，

這將有助於提高電池的使用壽命、降低維護成本，並確保車隊的

營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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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23]。 

圖 2.3.1 TWAICE 電池分析平臺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23]。 

圖 2.3.2 TWAICE 電池監控軟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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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ilver Power Systems 

Silver Power Systems 利用電池資料及車輛遠端資料，以機器學

習與數位孿生等技術為基底開發模式與能源管理平台 EV-OPS，

系統會透過車機不斷將車輛旅程歷史、旅行距離、行駛速率、車

輛休息時間、行程消耗之 SOC、充電位置、電池的充放電事件、

電池溫度變化、相關環境條件及位置等資料上傳至平台以分析車

輛電池壽命與用電效率，並藉以提供訓練模式所需的大數據，使

更精確地分析結果。 

系統會將所蒐集之車載記錄、通訊資料、雲端資料、複雜環境

參數分析及其他相關蒐集數據，與即時車輛資訊、電池使用生命

週期及即時電池狀態等，透過平台與儀表板以視覺化方式呈現給

使用者。使用者可透過電腦或手機即時掌握車輛電池使用效能、

電池退化情形及車輛運行效能，以提升營運效率與車輛使用安全。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22]。 

圖 2.3.3 EV-OPS 平台資料蒐集與上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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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22]。 

圖 2.3.4 EV-OPS 功能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22]。 

圖 2.3.5 EV-OPS 平台電池與車輛監控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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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宇通客車 

宇通客車位於中國大陸，是一家集電動大客車之產品研發、製

造與銷售為一體的大型企業，為國際主流電動大客車供應商之一。

宇通近年亦致力於電動大客車車隊數據管理平台「睿控 E 平台」

之研發，其平台具備龐大資料庫，蒐集車隊基本資料、車輛與電

池之使用與用電紀錄、駕駛行為紀錄、車內外溫度記錄、充電費

率等，應用 AI技術，分析營運數據並可即時監控車隊使用情形，

以降低人工操作時間與達成智慧化管理，並解決過往電動車車輛

續航力不佳、營運管理不易等痛點。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8]。 

圖 2.3.6 宇通客車「睿控 e 平台」具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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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roterra 

Proterra 為美國電動大客車廠商，開發智慧連網車輛系統

Proterra® APEX™。客戶可透過該系統，取得電動巴士車隊之歷

史與即時營運資訊，亦可透過大數據分析進行車輛及充電樁遠端

診斷、異常排除與預防性維護作業，進而減少充電站及維修站到

場處理(on-site visits)的頻率，並提供降低成本及提高營運效率之

建議，達到車隊及充電營運最佳化。其功能包含：  

(1) 車輛即時軌跡查詢：查詢車隊即時位置、路線與時間。 

(2) 車輛監控與紀錄：以 15秒 1筆之頻率回傳車輛營運資料，已進

行監控與紀錄車輛營運數據資料，上傳資料包含行駛車速、行

駛時間與行駛里程數。 

(3) 電池狀況監控與紀錄：以 15秒 1筆之頻率回傳電池資料，上傳

資料包含電池溫度、電池 SOC、電池用量(Energy Usage)(kWh)、

電池效率(kWh/英哩)。 

(4) 充電狀況監控與紀錄：於車輛充電時依據 OCPP1.6 充電協定進

行資料傳輸，另可手動開啟或關閉監控系統，上傳資料包含充

電開始時間、充電結束時間和充電設定限制。 

(5) 車輛異常警示：當車輛狀況或行駛路線出現異常時，客戶將會

由電子信件或簡訊通知收到警示資訊，Proterra 公司客服也會

接收通知並從旁提供服務。 

(6) 行動介面：系統上提供資料，客戶亦可透過行動裝置觀看，掌

握系統資訊。 

(7) 其他資料蒐集：如車輛行駛時之外部氣候、氣溫與該次行駛減

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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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19]。 

圖 2.3.7 Proterra 智慧連網車輛系統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19]。 

圖 2.3.8 Proterra 充電管理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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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olvo 

瑞典車廠 Volvo 之 I-COACHING 系統可即時追蹤多項動態參數、

技術事件與地理位置，藉以即時擷取、處理資料並分析駕駛行為，

藉以建議駕駛以更節能、安全且可提高乘客舒適之方式行駛。另

外系統可透過車輛事件統計資料(如溫度警示、車門開啟次數等)，

辨識系統性且重複發生的問題，進而針對每輛車提出個別的保養

與維修計畫，以達到最大的成本效益。其功能包含： 

(1) 追蹤駕駛行為參數：駕駛於行駛時若出現轉速(rpm)、怠速

(hh:mm:ss)、煞車(m/s2)、加速度(m/s2)、車速(km/h)與彎曲度

(m/s2)6 種參數異常時，系統會立即提供駕駛警示燈號。 

(2) 追蹤與管理車輛行為參數：追蹤車輛溫度、車門開啟的次數與

車輛技術事件的警示，進行電池與車輛的監控與管理。 

(3) 提供即時駕駛建議：系統會根據駕駛行駛狀況提供即時的駕駛

建議與如何省油/省電的建議。 

(4) 保養排程建議：提供駕駛人保養排程建議，並根據車輛使用狀

況進行即時排程調整。\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24]。 

圖 2.3.9 Volvo I-COACHING 車隊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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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hariot Motors 

Chariot Motors為保加利亞一家提供電動車相關產品及服務之公

司。其開發與電動巴士相關之軟體系統分為兩類，Gemamex 和

Abrites，分別專攻充電場站監測管理和車況監測管理。Gemamex

系統之特色為： 

(1) 提供場站狀態訊息 

(2) 充電歷程紀錄 

(3) 電動大客車的能源消耗和歷程紀錄 

(4) 歷史數據庫編制 

(5) 對紀錄進行時間同步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14]。 

圖 2.3.10 Gemamex 管理系統 

Abrites 系統之使用者功能包括，遠程診斷電動巴士出現的問題，

實時監控電動巴士的技術狀態和運動情況，並將其生成報告。

Abrites 系統之電力模組提供實時追蹤功能，包括每輛電動巴士不

同部分的能量消耗和再生能量、當前超級電容器電壓及各子系統

的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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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14]。 

圖 2.3.11 Abrites 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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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資料視覺化之 AI技術應用-Microsoft Azure AI 

本年度工作包含針對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進行大數據與視覺化分

析，並探討於 AI 應用。過去常用視覺化工具包含商業智慧分析軟體

Tableau、Microsoft Power BI、GIS軟體或透過 R/Python語言套件開發呈現

之視覺化頁面，以及自行撰寫網頁程式語言開發的圖表視覺化介面等。

隨著 AI 技術的日益成熟，其應用範疇也愈加多元化，包含透過 AI協助視

覺化分析及呈現。目前市場上結合 AI 進行視覺化呈現較成熟的產品之一

為微軟的 Power BI，本計畫探討該產品相關內容，評估 AI 工具於本計畫

應用之可行性。 

1. 視覺化分析工具-結合 Copilot 的 Power BI 

微軟推出的 Azure AI，不僅具備自然語言處理、計算機視覺、

語音識別和機器學習等功能，還能與各種應用程式相互整合，其

中亦包含將 Azure 服務整合到 Power BI 中，可以輕鬆實現資料的

連接、轉換和模型建立，還能運用 AI自動生成見解等，依照使用

者需求產製 Power BI 報表和出色的儀表板視覺效果，不僅簡化資

料處理流程，亦使得使用者能快速進行數據分析，實現 AI與視覺

化的強大結合。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微軟官方網站。 

圖 2.3.12 Copilot 整合應用於 Power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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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資料整合平台能提高作業流程外，生成式 AI 的協助能夠

進一步提升互動體驗。雖然 Azure AI 幫助開發人員在 Azure 雲端

平台上建立智能應用程式，提供多種 AI相關功能，但由於其需要

透過程式鑲嵌至應用程式中，對於沒有程式經驗的使用者來說上

手較為困難。相較之下，透過大型語言模型訓練的生成式 AI聊天

機器人Microsoft Copilot則適合所有使用者，能以自然語言對話，

用於微軟應用程式中，使用者可以用簡單的語句生成複雜的視覺

化結果，快速達成使用者的需求。 

Copilot 在應用程式中接收使用者輸入提示、預先處理提示並探

索相關文字內容、大型語言模型訓練並檢核安全性和隱私權，最

後回應至應用程式及使用者。Power BI 結合 Copilot 並應用自然語

言查詢，能協助完成以下工作： 

(1) 建議報表內容：根據提供之資料協助建立報表，包含報表大綱、

報表內容及個別頁面的視覺化效果。 

(2) 建立報表頁面：透過識別資料的資料表、欄位、量值和圖表協

助建立報表頁面，並可給予相關提示進行報表分析，此外使用

者可依據介面編輯工具進行自訂及修改。 

(3) 透過自然語言詢問問題：透過自然語言詢問有關報表和資料集

的問題，Copilot會檢查是否可以在報表視覺效果中找到答案，

如無法，則會建立新的視覺效果頁面。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微軟官方網站。 

圖 2.3.13 Copilot 接收至回應流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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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料整合分析工具-Fabric 

除數據分析的視覺化呈現，本計畫關鍵指標分析包含從資料蒐

集、清理至運算過程，微軟亦提供資料整合分析工具，Fabric 為

一數據資料取得、清洗、處理、轉換、正規化、分析至介面呈現

的整合服務平台，將資料透過資料湖(OneLake)以集中方式儲存，

能提供跨使用者、應用程式共同讀取，避免因資料移轉重複讀取

的資源浪費，達到更高效、便捷的資料應用，此整合平台加速資

料處理流程的進展，使得各種應用程式能夠無縫協同工作。

Fabric 產品特色如下： 

(1) 完整的資料分析平台：提供統一的資料分析架構，滿足不同

分析角色的需求，包括數據工程師、數據科學家和數據分析

師等，核心功能包含 Data Factory、Synapse Data Engineering、

Synapse Data Science、Synapse Data Warehousing、Synapse 

Real-Time Analytics、Power BI 及 Data Activator。 

(2) 以資料湖為中心：以資料湖(OneLake)方式提供每個用戶使用，

所有 Fabric 工作負載皆會自動連接到資料湖，解決由不同開

發人員自行配置獨立的儲存帳戶之資料混亂及資源重複問題。 

(3) 以 AI技術驅動：Fabric中結合 Azure OpenAI及 Copilot，開發

人員能夠利用生成式 AI 的強大功能處理數據，並使用自然語

言進行相關操作，建立資料流和數據管道、生成程式碼和整

個函數、構建機器學習模型或視覺化結果。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微軟官方網站。 

圖 2.3.14 Fabric 平台與 OneLake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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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結 

綜整本計畫相關案例回顧情形與後續之執行方向，說明如下。 

1. 第一年期計畫成果 

第一年期計畫藉由運研所電動大客車系列計畫初步掌握資訊，

並持續與客運業者交流，依據計畫可蒐集之資料，優先研究使用

機器學習、深度學習方法，建立用電效率-營運特性數據驅動模型，

測試掌握影響能耗之重要變數，提供後續數據分析應用參考。此

外，依分析結果規劃資料視覺化呈現，包含剩餘 SOC 監控儀表板

與 SOC 健檢儀表板，提醒調度人員車輛是否需進行補電、需補多

少 SOC、預計補電時間，並且掌握車輛回站時 SOC使用量是否正

常、是否因潛在問題或車輛調度不佳造成 SOC 剩餘低於 30%，提

早對該車輛進行檢查或進行調度管理調整，讓使用者快速掌握實

況，以制定相關的決策。 

2. 國內外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分析應用 

本計畫蒐集國內外實際應用案例以掌握發展現況，相關儀表板、

監控平台等系統功能多由電動大客車製造商或車隊管理系統之開

發商所創建，客運業者多數由電動大客車製造商協助提供之管理

介面追蹤車輛與充電營運數據，少部分業者會另行委託系統開發

商協助與既有車隊管理系統整合，建立對應電動車輛營運的功能

模組。 

國內案例部分，多數案例應用於追蹤車輛即時狀態、電池即時

狀態，部分系統會進一步整合駕駛行為分析、歷史狀態監管，提

供人員訓練、車輛維修之參考資訊。國外案例部分，包含宇通客

車、Proterra、Volvo、Chariot Motors 等電動大客車製造商之案例，

多應用於追蹤單一車隊之車輛與電池之即時狀態，輔助車隊管理

者掌握維運資訊，其中宇通客車結合 AI技術，其系統除了管理數

據，亦根據運行狀態自動調整車輛能耗速度，以維持續航力。此

外，國外亦有 TWAICE、Sliver Power System等車隊管理系統開發

商之案例，除了具備國外車輛製造商系統所應用功能，亦透過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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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車輛與電池之運行數據與結合 AI技術以分析車輛用電效率、電

池壽命，並支援跨車隊整合，與藉由儀表板向車隊管理者呈現相

關數據。有關國內外案例應用功能比較如表 2.4-1 所示。 

綜合來看，由車廠或營運商建置之系統，主要蒐集個別服務對

象之車輛、充電資訊，提供駕駛與車隊管理者掌握車輛營運狀態。 

多數系統係由車輛業者自行開發，僅做為檢視自家生產車隊之

營運數據，亦有少數系統開發商開發跨車隊整合分析之系統，可

因應市場需求與管理重點，制訂營運績效、維修保養、營運成本

與減碳計算等指標分析項目，部分系統也可針對特定狀況設定警

示提醒。 

本計畫之分析應用資料主體之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監控管理平

台，係由本所建置、移交公路局維運，因屬政府所建置之資料平

台，主要蒐集受補助客運業者之車輛、充電及營運資訊，相對個

別業者建置之系統，更具有跨業者、跨車種之資料全面性，但考

量共通屬性，可進行指標分析應用的範圍較為侷限，主要做為營

運績效與特性初判，業者需對應營運需要與實際營運狀況整合，

進一步分析決策。 

國內案例相較於國外，較少有結合 AI 技術應用之案例。AI 技

術可不斷透過累積巨量數據與強大運算能力，協助進行分析、即

時監控、提出改善方案，除了為未來趨勢，亦可藉以減輕人工作

業壓力。在電動大客車數據分析應用面上，不論在主管機關監管

輔導與客運業者端營運服務上，皆可協助掌握電動大客車車隊在

不同外在環境條件下之營運特性與績效，因此國內未來若能引進

AI 技術，不失為提升運作效率之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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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國內外案例功能比較 

   案例 

功能 

國內案例 

華德 總盈 唐榮 凱勝 創奕 成運 

車輛行駛

里程監控 
✓ ✓     

車輛用電

監控 
✓ ✓ ✓ ✓ ✓ ✓ 

車輛異常

警示 
✓  ✓    

充電樁用

電監控 
 ✓ ✓ ✓   

溫室氣體

排放量 
      

燃料成本

分析 
      

案例 

功能 

國外案例 

TWAIC

E 

Silver 

Power 

System 

宇通 

客車 

Proterr

a 
Volvo 

Chario

t Motors 

車輛行駛

里程監控 
   ✓   

車輛用電

監控 
✓ ✓ ✓ ✓ ✓ ✓ 

車輛異常

警示 
✓  ✓ ✓   

充電樁用

電監控 
     ✓ 

溫室氣體

排放量 
   ✓   

燃料成本

分析 
    ✓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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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國內外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應用案例比較 

應用功能 
具備應用功能之案例 

國內案例 國外案例 

車隊之營運數據分析 全部 

全部 

(TWAICE、Sliver Power 

System 有跨車隊管理功能) 

結合 AI 技術應用 無 
TWAICE、Sliver 

Power System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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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電動大客車數據分析指標、分析方法與

視覺化設計研提 

有鑒於本計畫初擬之電動大客車數據分析與資料呈現之作法，

需要藉由對外召開座談會以確認執行內容，故本章主要說明本計畫

所研提之關鍵指標、視覺化設計初步規劃與對外座談會辦理後之構

想調整。 

3.1 電動大客車數據分析指標與視覺化設計初步規劃 

本計畫彙整由電動大客車平台資訊結合業者端資訊，提出營運管理

面與績效監理面之指標項目與資料參數說明(表 3.1-1)，另外對應現況指標

應用之資料分析方法，考量業者或機關應用之操作需求主要為歷史資料

之分析與追蹤，初步建議朝向大數據資料資料庫清理與程式運算，並結

合參數資料統計與數據趨勢分析，取得指標計算結果。 

另為利數據分析應用成果之展示，本計畫規劃運用 Tableau 數據視覺

化軟體產出數據圖表，方便查詢檢視與評估判斷。 

表 3.1-1 初步歸納可包含指標項目與資料參數說明 

應用 

面向 
指標計算項目 資料參數說明 資料來源與分析方法 

政策 

監理面 

班次妥善率 

(平臺完整接收

班次比率) 

 核定班次數、正常行駛班次數 
 派車憑單、車載機紀錄 

 資料統計運算 

行駛里程  車輛行駛里程數 
 派車憑單、車載機及車型紀錄 

 資料統計運算 

節能減碳效益 

 路線數、車輛數、車輛年行駛

里程數、車公里節能減碳效益

係數 

 環境部線源資料庫、交通建設

計畫經濟效益評估手冊 

 資料統計運算 

營運 

管理面 

用電效率  行駛里程、充電設施充電度數 

 車輛資料、車載機紀錄 

 充電樁紀錄 

 資料統計運算 

SOC預估 
 每趟次 SOC 需求量、當日剩

餘趟次數、車輛當前 SOC 

 班表登打 

 車載機紀錄 

 資料統計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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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初步歸納可包含指標項目與資料參數說明(續 1) 

應用 

面向 
指標計算項目 資料參數說明 資料來源與分析方法 

營運 

管理面 
低 SOC追蹤 

 充電前 SOC 電量紀錄、車輛

分時 SOC、行駛趟次數 

 班表登打 

 車載機紀錄 

 充電樁紀錄 

 分月、分季節統計分析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3.1-2 分析關鍵指標與資料視覺化應用對應表 

應用 

面向 
指標計算項目 資料視覺化應用面向 

政策 

監理面 

班次妥善率 

(平臺完整接收班次比率) 

 應用面向與資料來源：可應用於追蹤申請補助

之車輛路線資料傳輸檢核情形，現階段從平臺

接收數據資料彙整。 

 呈現資料：車輛完整接收班次比率(補正前紀

錄)、未達標準(98%)之路線或車輛，以及傳輸

比率低於 80%之車輛資料等。 

 應用限制：因客運業者向地方政府提報的補正

紀錄為班次發車紀錄、行駛軌跡等佐證資料，

並未再補上車載機傳輸資料，故傳輸紀錄未隨

之補正。 

行駛里程 

 應用面向與資料來源：可應用於追蹤路線車輛

行駛里程狀況及異常未發車之情形，需藉由車

載機回傳之里程數據資料計算。 

 呈現資料：近三日未發車之車輛列表、查詢單

一車輛累積里程數、日平均里程數、進一日發

車日里程數等。 

 應用限制：現況車輛行駛里程資料由平臺取

得，故針對未納入平臺之紀錄無法納入計算。 

節能減碳效益 

 應用面向與資料來源：可應用於掌握電動大客

車於 CO2排放、PM2.5 及燃油成本等節能減碳

相關之效益，依車輛行駛里程數據、預設計算

公式及參數資料計算。 

 呈現資料：區域範圍及年份之車輛數(市區公

車或公路客運)、行駛里程數、PM2.5 減量、

CO2減量、燃油成本減少等。 

 應用限制：現況車輛行駛里程資料由平臺取

得，故針對未納入平臺之紀錄無法納入計算。 

資料來源：本計畫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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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分析關鍵指標與視覺化應用對應表(續 1) 

應用 

面向 
指標計算項目 資料視覺化應用面向 

營運 

管理面 

用電效率 

 應用面向與資料來源：可應用於追蹤實際行駛

時對應不同路線之車輛平均用電效率，藉由車

載機回傳之行駛里程與用電量(SOC)資料計

算。 

 呈現資料：路線別、廠牌/車型別、車號之平

均用電效率。 

班次 SOC預估 

 應用面向與資料來源：可應用於提供客運業者

車輛排班調度與充電規劃的參考，結合班次耗

電量(SOC)累積紀錄、進站時剩餘電量及考量

當日班表(需由業者另行提供匯入)，提供充電

規劃建議。 

 呈現資料：每趟次 SOC需求量、剩餘趟次

SOC需求量、預估充電量、進站時剩餘

SOC、充電警示(電量不足完成當日趟次)。 

 應用限制：需由客運業者依當日實際班表狀況

更新，且需介接車輛即時資料回傳，否則無法

達到即時運算與警示效益。 

低 SOC追蹤 

 應用面向與資料來源：可應用於追蹤車輛回站

時電量偏低之發生頻次與改善情形，作為業者

排班調度、充電調整之參考，依每趟車輛到路

線終點(或進調度站前)車載機回傳之 SOC值計

算。 

 呈現資料：特定期間、充電站或路線別之車輛

回站 SOC低於 30%之車次數，進行各季資料

趨勢追蹤，並提供車輛單日行駛趟次、每趟次

SOC使用平均值與 SOC使用軌跡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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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電動大客車應用指標分析架構調整說明 

彙整前一節所研提之電動大客車數據分析關鍵指標(KPI)、資料分析

方法與資料視覺化方向，本計畫於 113 年 6 月 14 日邀請包括淡江大學陶

治中教授、交通部路政與監理司、交通部公路局運輸組、邀請參與數據

分析應用示範之兩家客運業者等專家學者與相關單位代表召開座談會，

藉以進一步掌握實務與學術界對於電動大客車數據關鍵指標之意見與探

討可能面臨課題與執行內容參考。(會議簽到表詳見附錄一) 

依據座談會意見綜整及期中審查委員意見，在考量本計畫執行限制

下，綜整調整電動大客車應用指標分析架構，透過工作會議討論收斂，

調整建議從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監控管理平台取得資料之可分析應用指

標呈現重點，如圖 3.2.1。 

1. 政府與客運業者關心議題 

(1) 電能管理與車輛耗能：此部分相對於柴油大客車，為電動大客

車營運績效相關性最高之議題，影響車輛選擇、排班調度與營

運安全性，相關影響指標項目包括續航里程、電池健康度、用

電效率與班次耗電量(SOC)等。 

(2) 乘客體驗與滿意度：此部分為地方政府針對公車評鑑時對應乘

客滿意度之議題，主要與提供舒適、穩定服務水準之乘客體驗，

相關影響指標項目包括冷氣舒適度(剩餘電量影響空調溫控或

開閉)、發車準點性(充電時間不確定性)、加/減速轉換舒適性

(電動車無動力延遲、受車款設計與駕駛行為影響)、是否路故

(車輛品質穩定性)…等， 

(3) 營運成本與車輛品質：此部分為影響客運業者穩定營運之議題，

業者主要針對電動大客車與柴油大客車之差異性進行考量，相

關影響指標項目包括實質班次妥善率、車輛購置成本(含車輛、

電池、充電設施等)、燃料成本、整體營運成本與補助標準等。 

(4) 節能減碳與碳權效益：此部分為政府就推動電動大客車與淨零

排放關聯之議題，相關影響指標項目包括電動車輛數(及占比)、

年行駛里程、碳排放及其他汙染減量、碳權減量及額度分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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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計畫應用限制 

(1) 平臺可取得資料限制 

針對充放電安全性之追蹤，現況平臺雖有蒐集行駛過程之

車輛電池平均溫度，然第 1 年期計畫專家學者回饋意見為

至少需觀察電池 pack 之最高及最低溫度，才有機會做為電

池安全性粗判指標，此項目主要為車輛業者自行追蹤之細

項，從平台資料無法取得與進行觀察。 

有關班次妥善率之追蹤，平臺主要依照車輛車載機傳輸資

料與車輛上傳至 TDX 之 A2 動態定點資料比對結果進行分

析，針對缺漏紀錄部分，客運業者雖可進一步提供佐證資

料進行補正，但因補正資料並不會對回到平臺之單一班次

紀錄，只能提供總百分比之補正結果；此外，目前公路局

就電動大客車補助之作業方式已調整為分層管理，公路局

主要掌握各縣市推動數量進度，地方政府責主要負責班次

妥善率之追蹤，多數地方政府過去已與客運業者建立班次

妥善率之檢核方式；依現行補助要點規定定義之電動大客

車班次妥善率，兩種數據都要達標才列入計算。 

針對節能減碳效益估算部分，從平台取得電動大客車行駛

里程資料能夠計算減碳量，其中考量之碳排放係數計算基

準為整體平均之尾氣碳排放減量，若依碳權計算之公式，

需額外取得個別路線燃油車之碳排量，才能個案比較計算

減碳額度。 

(2) 計畫分析指標議題關聯性低 

專家學者座談會中，委員提及乘客體驗為公車服務評鑑重

要之一環，相關項目雖與公車營運相關，然本計畫主要分

析項目係針對電動車特性進行車輛能耗、用電、性能穩定

等追蹤分析，另可比對紀錄初步判斷車輛是否路故，但有

關冷氣舒適度、發車準點性、加/減速轉換舒適性等項目不

在分析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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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平臺目前搜集與電動車成本相關之項目主要為購置成

本、用電度數與保修成本，其中除用電度數為傳輸資料外，

其餘皆為人工填寫，更新之有效性較難以追蹤，且蒐集資

料項目以車輛為基礎，並非以整體路線營運成本為標的進

行整理分析，較難從平臺取得資料對應路線應用需求。 

有關碳權額度分配議題，從平台取得資料計算之減碳效益

可做為碳權估算之基礎，做為碳權分配之總分配額度，故

平台資料計算結果可提供總額度應用參考；然經了解國內

進行計畫型抵換專案申請之地方政府與客運業者執行經驗，

碳權分配細節係依相關單位出資比例或推動情形協議分配。 

3. 調整之指標項目 

依據計畫執行考量，本計畫後續分析指標主要以車輛能耗、電

量追蹤、充電車位利用(充電時間)與節能減碳等指標為主，包括

車輛用電效率、電量曲線追蹤、回站時低電量追蹤、充電車位時

間利用率、燃料成本節省、推動現況掌握、行駛里程統計、節能

減碳效益計算等。 

另綜觀本計畫所蒐集之國內外案例，多應用於分析車輛用電效

率、行駛里程、節能減碳效益計算、車輛與充電樁現況監控、燃

料成本節省之建議等，較無針對用電曲線追蹤、低電量追蹤、充

電車位時間利用率等項目分析。有關國內外案例與本計畫指標項

目差異，如表 3.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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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分析指標調整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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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本計畫指標項目與國內外案例應用 

本計畫指標項目 國內外案例 

車輛用電效率 

• 華德、總盈、唐榮、凱勝、創奕、成運、TWAICE、

Silver Power System、宇通客車、Proterra、Volvo、

Chariot Motors 

電量曲線追蹤 • 無 

低電量追蹤 • 無 

充電車位 

時間利用率 
• 無 

燃料成本節省 • Volvo 

推動現況掌握 

(車輛/充電樁) 

• 華德、總盈、唐榮、凱勝、創奕、成運、TWAICE、

Silver Power System、宇通客車、Proterra、Volvo、

Chariot Motors 

行駛里程 

(里程計量表) 
• 華德、總盈、Proterra 

節能減碳計算 

(尾氣 CO2、PM2.5) 
• Proterra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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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關鍵指標分析與 AI

應用 

延續第三章電動大客車數據分析關鍵指標研擬成果，本章將挑

選合適之公車路線，運用車載機及充電設施資料，實際進行指標應

用及案例分析，並透過 Tableau 數據視覺化軟體，將大數據分析結果

進行視覺化呈現，使主管機關與客運業者能快速掌握相關分析成果，

並透過展示運用資料分析，快速掌握電動大客車資料特性，以數據

應用提升電動公車政策與營運管理面等效益。 

4.1 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關鍵指標案例分析 

為了解車輛電池能耗以及充電紀錄情形，並針對本計畫於 3.3 節所提

出之關鍵指標進行實務應用，針對車輛用電效率、電量曲線追蹤、低電

量追蹤、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等指標進行實際案例分析，並應用現行統

計之電動大客車數量，進行節能減碳效益指標估算，各指標分析重點成

果將於本節進行說明，細部分析圖表請參閱附錄二，而分析所提及之車

輛號碼皆為部分資訊擷取。 

本節數據分析所呈現之視覺化圖表，係採用 Tableau 數據視覺化軟體，

該軟體可匯入車載機以及充電設施等大數據資料，並透過儀表板及資料

篩選呈現，將大數據資料以較容易判讀的視覺化方式，呈現其資料特性，

相關軟體操作介面如圖 4.1.1 所示。 

本節指標分析所應用之公車路線資料特性、充電站特性如表 4.1-1、

4.1-2 所示，所分析之公車路線案例共計 8 條，皆位於雙北地區，分別以

代碼 R1~R8 表示，路線服務型態涵蓋市區型、公車專用道以及市郊通勤

等類型，市區型路線之特性為範圍多位於市區內，路線單趟里程約位於

10~15 公里；公車專用道型之特性為公車專用道佔路線長度 40%以上，路

線單趟里程約位於 10~15公里；市郊通勤型之特性則為行駛範圍貫通郊區

至市區，路線單趟里程約位於 20~3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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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關鍵指標分析路線特性對照表 

路線 

代碼 

路線 

範圍 

路線 

服務型態 

路線單趟 

里程(km) 

使用 

車輛數 

車輛 

電池形式 

車輛 

出廠年份 

對應 

分析指標 

R1 

雙北 市區型 

10~13 30 

(共同 

調度) 

鈦酸鋰 2021/04 用電效率 R2 11~14 

R3 11~14 

R4 臺北 市郊通勤 21~22 20 磷酸鋰鐵 2021/11 電量曲線 

R5 雙北 市郊通勤 24~26 67* 

磷酸鋰鐵 
2022/03 

2022/04 

用電效率 

電量曲線 

R6 臺北 公車專用道 15~16 21* 電量曲線 

R7 雙北 市郊通勤 24~25 7* 電量曲線 

R8 雙北 市郊通勤 26~30 20 三元鋰 2021/12 
用電效率 

電量曲線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註：1. R1、R2、R3 路線為 30 輛車輛共同調度，各車輛無主要行駛路線，以下分析之各車 

      輛代碼則以 C1-1 ~ C1-30 進行呈現。 

2. R5、R6、R7 為同一客運集團路線，本表之使用車輛數僅依主要行駛路線認列，但必要

時，車輛可於各路線間調度行駛，以下分析之各車輛代碼則以 C5-1 ~ C5-95 進行呈現。 

表 4.1-2 關鍵指標分析充電站特性對照表 

充電站 

代碼 

所在 

區域 

契約容量

(kwh) 

介面

標準 

充電

樁數 

充電

槍數 

充電

形式 

充電樁 

最大功率 

(kw) 

單一充電槍

最大功率 

(kw) 

車輛 

規模 

對應分

析指標 

S1 
北部 

360 GB/T 3 6 直流 120 60 
26 

低 SOC

追蹤 

S2 900 GB/T 15 30 直流 120 60 

S3 

中部 

499 

CCS1 

2 3 

直流 150/180 150/180 

23 

S4 499 2 3 29 

S5 499 2 3 23 

S6 中部 990 CCS1 6 9 直流 180 180 22 

S7 南部 499 Type2 7 7 交流 67 33.5 7 

S8 

北部 

660 GB/T 11 22 直流 120 60 110 

充電車

位時間

利用率 

S9 840 GB/T 14 28 直流 120 60 103 

S10 1,800 CCS1 27 54 直流 120 120 63 

S11 1,800 CCS1 10 15 直流 150/180 150/180 38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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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用電效率指標 

1. 分析目標及方法說明 

分析目的及案例 

本計畫定義之用電效率為車輛平均消耗每度電之可行駛公里

數(km/kwh)，用電效率指標之分析目的為欲觀察用電效率是

否會隨電池使用時間、季節，而產生明顯變化，並了解各路

線、車輛電池形式之用電效率差異。 

分析標的及時間彙整如表 4.1-3 所示，包含 R1、R2、R3 路線

三年份以及 R5、R8 路線各一年七個月之資料，其中 R1、R2、

R3 路線為共同調度 30 輛車輛，各車輛無主要行駛路線，故

除了分析各車輛於各路線上之用電效率，亦將進行三條路線

合併統計計算。 

分析方法 

統計分析方式為擷取車機及充電設施資料中，各車輛耗電對

應之累積行駛里程數，進而計算各車輛每日之平均用電效率

(km/kwh)以及平均電池溫度，並針對各車輛、各路線之平均

用電效率，進一步進行分季分析，觀察不同年期、季節、車

輛之用電效率是否有明顯差異。 

表 4.1-3 用電效率指標分析路線時間表 

路線 

代碼 

路線 

範圍 

路線 

服務型態 

路線單趟 

里程(km) 

使用 

車輛數 

車輛 

電池形式 

車輛 

出廠年份 

分析資料 

時間範圍 

R1 

雙北 市區型 

10~13 30 

(共同 

調度) 

鈦酸鋰 2021/04 
2021/09 

 ~ 2024/08 
R2 11~14 

R3 11~14 

R5 雙北 市郊通勤 24~26 42 磷酸鋰鐵 
2022/03 

2022/04 

2023/02 

 ~ 2024/08 

R8 雙北 市郊通勤 26~30 20 三元鋰 2021/12 
2023/02 

 ~ 2024/08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註 1：R1、R2、R3 路線為 30 輛車輛共同調度，各車輛無主要行駛路線。 

2：因本計畫計算用電效率係採全日皆行駛同一路線資料進行計算，認列主要行駛  

   R5 路線之部分車輛會支援其他路線，故本表之 R5 路線使用車輛數與表 4.1-1 會   

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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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1、R2、R3 路線用電效率分析 

(1) R1 路線用電效率分析 

各車輛行駛於 R1路線之各季平均用電效率以及各年期同季用

電效率變化率分別如附表 2-1 以及附表 2-2 所示，整體而言，

受天氣溫度及冷氣使用影響，各車輛多以夏季之用電效率最

低，全年所有車輛之平均用電效率，於三年間並未有明顯差

異，約介於 0.95 ~ 1.02 (km/kwh)。 

(2) R2 路線用電效率分析 

各車輛行駛於 R2路線之各季平均用電效率以及各年期同季用

電效率變化率分別如附表 2-3 以及附表 2-4 所示，與 R1 路線

分析趨勢一致，各車輛多以夏季之用電效率最低，全年所有

車輛之平均用電效率，於三年間亦未有明顯差異，約介於

0.96 ~ 1.02 (km/kwh)，各車輛分析結果與 R1 路線差異不大。 

(3) R3 路線用電效率分析 

各車輛行駛於 R3路線之各季平均用電效率以及各年期同季用

電效率變化率分別如附表 2-5 以及附表 2-6 所示，與 R1、R2

路線分析趨勢一致，各車輛多以夏季之用電效率最低，全年

所有車輛之平均用電效率，於三年間亦未有明顯差異，約介

於 0.91 ~ 0.93 (km/kwh)，整體而言，同一車輛於 R3 路線行駛，

用電效率普遍會略低於 R1 以及 R2 路線。 

(4) R1、R2、R3 路線用電效率綜合分析 

依據上述 R1、R2 以及 R3 各路線之個別分析結果，可以得知

三條路線共同調度之車輛，於各季間會進行輪調排班，各車

輛並無主要行駛路線，為綜觀各車輛整體之用電效率，故除

了分析各車輛於各路線上之用電效率，以下亦將三條路線合

併分析之用電效率成果進行說明。 

用電效率與電池溫度變化分析：每日所有車輛之平均用電效

率以及電池溫度變化呈現如圖 4.1.2 所示，可以觀察出車輛平

均用電效率約介於 0.83 ~ 1.10 (km/kwh)，電池溫度則約介於 



 

4-6 

19.8 ~ 36.9 (度)，整體用電效率與季節變化及電池溫度呈現負

相關，氣溫及電池溫度較高時，用電效率相對較低。 

各車輛用電效率分析：各車輛用電效率分布情形可參照附表

2-7、附表 2-8 以及圖 4.1.3，整體而言，車輛 C1-1、C1-2、

C1-6 於各季之用電效率普遍較其他車輛低，其他車輛間之用

電效率則沒有明顯差異。 

各路線用電效率分析：各路線用電效率以及各季變化率綜整

於表 4.1-4，分析結果顯示，各車輛行駛 R3 路線時，各季用

電效率普遍略低於另外兩條路線，但差異不大。若以全年平

均用電效率角度進行分析，各路線三年之用電效率無顯著差

異，整體而言，第二年用電效率略佳、第三年有微幅降低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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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統計繪製。 

資料統計區間：2021 年 9月~2024 年 8月 (秋：9 月~11 月、冬：該年 12 月~隔年 2 月、

春：3 月~5 月、夏：6 月~8 月)。 

圖 4.1.3 R1、R2、R3 路線各車輛/各季用電效率散布圖 

3. R5 路線用電效率分析 

各車輛用電效率分布情形可參照附表 2-9、附表 2-10 以及圖

4.1.4，整體而言，第二年之用電效率略低，與前一年同季相比略

為下滑，第一年、第二年之平均用電效率分別為 0.84、0.83 

(km/kwh)。 

車輛 C5-75 分季平均用電效率普遍較其他車輛高；車輛 C5-32

分季平均用電效率普遍較其他車輛低；車輛 C5-84 普遍接近平均，

但於 2024 年夏季大幅低於各車輛平均，建議持續觀察。其他車輛

全年平均用電效率則普遍差異不大。

用
電
效
率

Km/kwh

2021秋 2021冬 2022春 2022夏 2022秋 2022冬 2023春 2023夏 2024夏2023秋 2023冬 2024春

圖例

季別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1-10

C1-11

C1-12

C1-13

C1-14

C1-15

C1-16

C1-17

C1-18

C1-19

C1-20

C1-21

C1-22

C1-23

C1-24

C1-25

C1-26

C1-27

C1-28

C1-29

C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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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8 路線用電效率分析 

各車輛用電效率分布情形可參照附表 2-11、附表 2-12 以及圖

4.1.5，整體而言，第二年之用電效率普遍較低，與前一年同季相

比，整體均呈現下滑趨勢，第一年、第二年之平均用電效率分別

為 0.81、0.75 (km/kwh)。 

車輛 C8-4、C8-10、C8-11、C8-18 分季平均用電效率普遍較其

他車輛低，其中，車輛 C8-11、C8-18的用電效率於兩年內同季間

變化較小，但每季皆低於各車輛平均；車輛 C8-4 於 2023 年秋、

冬季之用電效率特別低，並於 2024 年夏季未有運行紀錄；車輛

C8-10 的用電效率於 2023 年秋開始大幅下降，建議進一步安排釐

清下降原因。其他車輛全年平均用電效率則普遍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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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電量曲線追蹤指標 

1. 分析目標及方法說明 

(1) 分析目的及案例 

為了解分析案例路線中各車輛行駛里程對應之耗電情形，並

觀察車輛電池是否有異常掉電之情形，本計畫先行採用 R4路

線之 2023 年 5~8 月進行分析試算，各車輛行駛 5 公里之 SOC

使用量(%)進行探討，藉此對照各車輛耗電差異情形，分析結

果發現依據電池特性，各電池各電量區間(%)之可行駛公里數

可能會有明顯差異，僅使用行駛 5 公里之 SOC 使用量(%)進

行分析，可能無法完全反映各電量區間之耗電差異，故經本

計畫考量，電量曲線追蹤指標調整為各電量區間之平均可行

駛公里數分析，以下亦將針對分析方法進行說明。 

整體分析標的及時間彙整如表 4.1-5 所示，包含 R4、R5、R6、

R7 以及 R8 路線一年份資料，其中 R5、R6、R7 路線為同一

客運集團路線，各車輛有主要行駛路線，但必要時，車輛可

於各路線間調度行駛。 

表 4.1-5 電量曲線追蹤指標分析路線時間表 

路線 

代碼 

路線 

範圍 

路線 

服務型態 

路線單趟 

里程(km) 

使用 

車輛數 

車輛 

電池形式 

車輛 

出廠年份 

分析資料 

時間範圍 

R4 臺北 市郊通勤 21~22 20 磷酸鋰鐵 2021/11 

2023/02 

 ~ 2024/01 

R5 雙北 市郊通勤 24~26 80* 

磷酸鋰鐵 
2022/03 

2022/04 
R6 臺北 公車專用道 15~16 21* 

R7 雙北 市郊通勤 24~25 7* 

R8 雙北 市郊通勤 26~30 20 三元鋰 2021/12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註*：R5 、R6、R7 為同一客運集團路線，各車輛有主要行駛路線，但必要時，車輛

可於各路線間調度行駛，為完整觀察全日電量變化曲線，只要當日有行駛過該

路線，即納入觀察分析，故本表 R5 路線使用車輛數與表 4.1-1 及表 4.1-3 會有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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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方法-各車輛里程區段耗電 

本計畫透過 Python 語言撰寫車輛耗電程式，將 R4 路線車載

機內之行駛里程欄位進行區段切分，並以連續行駛 5 公里作

為單位，先行以 4 個月份資料，計算該行駛里程區間之車輛

SOC 使用量，並排除中間有進行充電(SOC 增加)或車機傳輸

資料異常(里程/SOC等異常)之資料，藉此觀察 R4路線各車輛

之耗電情形差異。 

(3) 分析方法-各電量區間平均可行駛公里數 

本計畫擷取 R4、R5、R6、R7 以及 R8之 1年份車機資料，並

由車機各筆資料中，各 SOC 對應之累積總里程數，計算各電

量區間所行駛之里程數，藉此針對每耗電 5%之平均可行駛公

里數進行統計，並針對低電量時掉電較快之車輛，進一步進

行分季分析，觀察全年前後時段是否有明顯差異，而各電量

區間之統計分析皆採用連續運行之資料，已排除中間有停等、

充電等情形。 

2. R4 路線各車輛里程區段耗電分析 

(1) 車輛行駛 5 公里之 SOC 使用量統計 

依據本計畫與前期計畫之各路線用電效率分析成果對照，此

路線車輛行駛 5 公里消耗 SOC 6%以下(含)為正常耗電範圍，

消耗超過 7%以上即屬高耗電情形，若消耗超過 10%以上，即

有可能為異常耗電情形，必要時須要安排車輛檢修。 

本計畫針對 2023 年 5~8 月於 R4 路線有行駛紀錄的 18 輛車輛，

進行各 5 公里里程段數之 SOC 消耗%進行統計，如附表 2-13

所示。綜觀所有車輛，排除異常資料後，各車輛 5 公里之行

駛里程區段數約介於 1,500~3,000 段，僅有車輛 C4-16 於該段

時間內較少行駛。 

整體而言，所有車輛正常耗電占比皆可達 98.0%以上，但有

部分車輛高耗電占比超過 1.0%，包含 C4-20、C4-19、C4-17、

C4-16、C4-14 以及 C4-9 等六輛車輛。 

  



 

4-15 

(2) 車輛高耗電(7%↑)段數統計分析 

本計畫檢視車輛車機原始資料(5 秒 1 筆)，R4 路線車輛行駛 5

公里耗時約介於 20~30 分鐘，並對照電門深度、GPS 位置、

累積行駛里程等資料項目，若超過 40 分鐘，多有車輛休息停

等情形(應為司機停等休息)，停等調度期間衍生之耗電不在

本次探討範圍內，故以下所述之高耗電及異常耗電統計分析

結果皆不納入行駛 5 公里耗時 40 分鐘以上資料，各車輛高耗

電段數統計如圖 4.1.6 所示，高耗電(7%↑)段數最多之車輛為

車輛 C4-9、C4-19、C4-20，皆達 20 段以上，又以車輛 C4-20

最常發生高耗電情形，異常耗電(10%↑)就達到 20 段。 

 

資料來源：本計畫統計繪製。 

註：1.停等所衍生之耗電不在本次分析範圍內，故本圖內之段數統計不包含行駛 5 公

里耗時 40 分鐘以上資料。 

2.車輛 C4-16、C4-15 於本次分析期間，未發生正常行駛 5 公里，耗電 7%以上之

情形，車輛 C4-6、 C4-7於本次分析期間則未運行。 

圖 4.1.6 R4 路線高耗電(7%↑)段數統計 

各車輛單一區段最高耗電量如表 4.1-6 所示，單一區段最高耗

電之車輛為車輛C4-8、C4-2、C4-20以及C4-14，SOC分別消

耗 33、31、27 以及 25%，各車輛之異常耗電情形統計亦將於

後進行說明。  

車牌號碼

高
耗
電
段
數

圖例

耗電7~9%

耗電10%↑

5

1

13

6

2

6 6

1
2 2

25

11

13
14

24

37

C4-1 C4-2 C4-3 C4-5C4-4 C4-8 C4-9 C4-10 C4-11 C4-12 C4-13 C4-14 C4-17 C4-18 C4-19 C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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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R4 路線高耗電(7%↑)段數-單一區段最高耗電分析 

車牌號碼 
單一區段 
最高耗電 

車牌號碼 
單一區段 
最高耗電 

車牌號碼 
單一區段 
最高耗電 

C4-20 27% C4-19 12% C4-18 8% 

C4-17 11% C4-14 25% C4-13 12% 

C4-12 8% C4-11 13% C4-10 12% 

C4-9 12% C4-8 33% C4-5 7% 

C4-4 7% C4-3 7% C4-2 31% 

C4-1 11% - - - - 

資料來源：本計畫統計整理。 

註：1.停等所衍生之耗電不在本次分析範圍內，故本表內之段數統計不包含行駛 5 公

里耗時 40 分鐘以上資料。 

2.車輛 C4-16、C4-15 於本次分析期間，未發生正常行駛 5 公里，耗電 7%以上之

情形，車輛 C4-6、 C4-7於本次分析期間則未運行。 

(3) 異常耗電(10%↑)情形分析 

本計畫針對 R4路線各車輛之異常耗電(10%↑)情形進行分析，

故根據車載機資料進行彙整，列出發生異常耗電情形之行駛

時段、區段起迄里程、區段起迄電量、行駛 5 公里花費時間、

電量 SOC 使用量(%)，如附表 2-14 所示，並進一步檢視車載

機原始資料，藉此了解各車輛可能導致異常耗電情形發生之

原因。 

車輛 C4-2、C4-8 分別有 1、2 個區段有耗電超過 20%情形，

皆有車載機資料回傳中斷約 3~10 分鐘之情形，且行駛里程幾

乎沒有增加，但資料回傳中斷前後之SOC則減少 18%~30%。 

車輛 C4-14有 3個區段發生耗電超過 20%情形，分別發生在 5

月 7 日、 6 月 21 日以及 7 月 4 日，5 月 7 日之車載機資料回

傳約中斷 7 分鐘，里程增加 0.1 公里，資料回傳中斷前後之

SOC 減少 23 %；6 月 21 日以及 7 月 4 日之車載機資料回傳則

未中斷，但 SOC減少至 35%後，就以每 30秒~2分鐘減少 1%

之頻率，快速下降至 17%。 

車輛 C4-20 有 8 個區段發生耗電超過 20%情形，7 月 17 日之

車載機資料回傳約中斷 10 分鐘，里程增加 0.2 公里，資料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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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中斷前後之 SOC 減少 21 %；其他異常耗電區間，車機資料

回傳皆未中斷，但 SOC 減少至 35%後，以每 30 秒~2 分鐘減

少 1%之頻率，快速下降至 17%，此現象與車輛 C4-14發生之

情形相似。 

3. R4 路線各電量區間平均可行駛公里數分析 

(1) 所有車輛各電量區間平均可行駛公里數分析 

20 輛車輛之各電量區間平均可行駛公里數分析如表 4.1-7 所

示，並呈現趨勢散布圖如圖 4.1.7 所示，各車輛於 100 % ~ 

55%之可行駛里程差異不大，僅 100 % ~ 95 % 可行駛里程較

少(電池放電特性)。 

若電量低於 55%後，各車輛平均可行駛公里數開始出現較明

顯差異，其中，車輛 C4-3、C4-7 以及 C4-20 於電量達到 45%

以下之後，電量會開始快速下降，又以車輛 C4-20 最明顯，

以下各季電量區間行駛公里數分析，亦針對上述提及快速掉

電車輛作為分析對象。 

有鑑於車輛 C4-20 於低電量期間之快速掉電情形，特此挑選

R4 路線其中 1 日之各車輛資料，進行電量變化曲線呈現，如

圖 4.1.8 所示，藉由各車輛電量變化曲線，可觀察車輛於各電

量區間之耗電情形，車輛 C4-20 於該日電量下降至 50%後，

電量快速下降，電量從 35%下降至 17%，僅能行駛 2.3公里。 

(2) 快速掉電車輛各季/電量區間平均可行駛公里數分析 

根據上述分析成果，進一步針對車輛 C4-3、C4-7、C4-20 等

易於較低電量區間快速掉電車輛，進行分季分析，如表 4.1-8

所示。 

車輛 C4-3 在橫跨夏季的兩個時間區間時，各電量區間平均可

行駛公里數較低，整體而言，電量達到 35 以下後，開始快速

下降，但前後的 2~4 月以及 11 月~1 月之公里數並無太大差

異，故電池未因時間而明顯衰退；車輛 C4-7 於 2023 年 2 月

~8 月間並無行駛紀錄，且全年僅有 2 日(10/7、1/4)低於電量

40 仍在行駛，故無法明確判斷該車輛於電量 35以下之耗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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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車輛 C4-20 在橫跨夏季的兩個時間區間時，各電量區間

平均可行駛公里數較低，整體而言，電量達到 35 以下後，開

始快速下降，且其前後的 2~4月以及 11月~1月之公里數有明

顯差異(35 %~25 %)，故電池可能已因時間而產生衰退，建議

業者盡速釐清該現象，或安排該車輛進行電池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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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5、R6、R7 路線各電量區間平均可行駛公里數分析 

(1) 所有車輛各電量區間平均可行駛公里數分析 

80 輛車輛之各電量區間平均可行駛公里數分析如附表 2-15 所

示，並呈現趨勢散布圖如圖 4.1.9 所示，各車輛於各電量區間

之可行駛里程差異不大，僅 100 % ~ 95 % 可行駛里程較少(電

池放電特性)，且車輛於低電量區間亦沒有顯著之可行駛公里

數下降現象。 

因車輛調度因素，部分耗電車輛行駛 R5路線之時段較少，故

僅挑選運行天數較多且相對耗電的車輛(車輛 C5-50、C5-56、

C5-64、C5-65)進行分季分析。 

(2) 相對耗電車輛各季/電量區間平均可行駛公里數分析 

根據上述分析成果，進一步針對車輛 C5-50、C5-56、C5-64、

C5-65 等相對耗電車輛，進行分季分析，如附表 2-16 及圖

4.1.10 所示。 

各車輛於天氣較炎熱的 5~10 月，可行駛公里數皆顯著較少，

車輛 C5-50 相較其他車輛，電量區間達 40%以下後，各區間

可行駛公里數快速下降，建議安排車輛檢修，確認電池使用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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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8 路線各電量區間平均可行駛公里數分析 

(1) 所有車輛各電量區間平均可行駛公里數分析 

20 輛車輛之各電量區間平均可行駛公里數分析如附表 2-17 所

示，並呈現趨勢散布圖如圖 4.1.11 所示，與前述幾條路線分

析結果趨勢一致，各車輛於各電量區間之可行駛里程差異不

大，僅 100 % ~ 95 % 可行駛里程較少(電池放電特性)，且車

輛於低電量區間亦沒有顯著之可行駛公里數下降現象。 

整體而言，車輛 C8-1、C8-3、C8-11 以及 C8-13 之可行駛公

里數相對較少，幾乎各區段皆低於所有車輛平均值，其他車

輛間則沒有明顯差異，以下亦會針對該四台車輛，進一步進

行相對耗電車輛分季分析。 

(2) 相對耗電車輛各季/電量區間平均可行駛公里數分析 

根據上述分析成果，進一步針對車輛 C8-1、C8-3、C8-11、

C8-13 等相對耗電車輛，進行分季分析，如表 4.1-9 及圖

4.1.12 所示。 

各相對耗電車輛於各電量區間，平均可行駛公里數亦沒有明

顯變化趨勢，多數位於 8.2 ~ 11.3公里之間，車輛 C8-1於 2月

~10 月之平均可行駛公里數差異不大，其他車輛則於天氣較

炎熱的 5~10 月，可行駛公里數顯著較少。 

R8 路線相對另外兩條路線，各車輛間、所有電量區間可行駛

里程數差異不大，建議可持續觀察上述提及之相對耗電車輛，

確認後續是否有電池衰退或變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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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低 SOC追蹤指標 

1. 分析目標及方法說明 

(1) 分析目的及案例 

為了解業者車輛調度情形，了解車輛是否常運行至低電量後，

才返回充電站進行充電，故本計畫針對各路線車輛回站進行

充電時，其電量低於 30% 之充電紀錄比例進行探討，分析結

果可提供業者進行調度參考，並針對充電低起始電量比例較

高之車輛進行排班調度調整。 

分析標的及時間彙整如表 4.1-10 所示，包含代碼 S1~S7 等七

個充電站各一年份資料，本計畫已於期中階段完成位於北部

的S1、S2充電設施資料分析，分季分析結果顯示充電站S1、

S2 內的車輛，其於低電量回站充電情形已經有明顯改善。 

故本計畫於期末階段之分析標的篩選，係依據電巴平台充電

設施紀錄資料，篩選車輛回站低電量(SOC 低於 30%)充電比

例較高(高於 30%)且具有一定車隊規模之充電站，進而挑選

位於中南部的充電站 S3~S7。 

表 4.1-10 低 SOC 追蹤指標分析充電設施時間表 

充電

站 

代碼 

所在 

區域 

契約容量

(kwh) 

介面

標準 

充電

樁數 

充電

槍數 

充電

形式 

充電樁 

最大功率

(kw) 

單一充電槍

最大功率

(kw) 

車輛 

規模 

分析資料

時間範圍 

S1 
北部 

360 GB/T 3 6 直流 120 60 
26 

2023/01 

~2023/12 
S2 900 GB/T 15 30 直流 120 60 

S3 

中部 499 CCS1 

2 3 

交流 150/180 150/180 

23 

2023/09 

~2024/08 

S4 2 3 29 

S5 2 3 23 

S6 中部 990 CCS1 6 9 直流 180 180 22 

S7 南部 499 Type2 7 7 交流 67 33.5 7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註：1. S1、S2為同一業者營運，同路線、同批車輛共同使用，故併同分析。 

    2. S3、S4、S5 為同一業者營運，同路線、同批車輛共同使用，故併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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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方法 

本計畫以充電設施之傳輸資料進行分析，車輛每進行一次充

電，便會產生一筆充電資料，資料欄位包含充電站名、充電

時間、車牌號碼、充電起始電量 SOC 等資訊，可做為本分析

之資料樣本，本次分析之低充電起始電量範圍定義，則依實

務經驗及多數車廠建議之電量 SOC 30%以下進行認定，藉此

針對各充電站、各車輛之低電量回站充電比例，進一步進行

分季分析，觀察不同季節之回站電量分布情形是否有明顯差

異。 

2.  S1、S2 充電站充電起始電量分析 

(1) 各充電站/車輛低充電起始電量綜合分析 

各車輛於兩個充電站之起始電量低於 30%充電次數如圖

4.1.13 所示，起始電量低於 30%之比例，則統計如附表 2-18

所示。 

充電站 S2 之起始電量低於 30%之比例顯著較充電站 S1 高，

意即業者安排車輛至充電站 S2 充電時，普遍已於該日行駛較

多班次，各車輛於充電站 S2 進行充電時，起始電量低於 30%

之比例多高於 15%，整體而言，又以車輛 S1-1、S1-3、S1-4

以及 S1-8 之起始電量低於 30%之比例最高，皆超過 30%。 

(2) 特定車輛/各充電站低充電起始電量分季分析 

如上述分析結果，本計畫亦針對 S1-1、S1-3、S1-4 以及 S1-8

等起始電量低於 30%之比例較高之車輛，進行各季起始電量

低於 30%充電次數分析，如圖 4.1.14 所示。 

車輛 S1-8 之低起始電量充電次數以第三季最高，且幾乎都是

在充電站S2充電時發生;其他車輛之低起始電量充電次數分布

趨勢，皆在第二季達到高峰，而後逐季下降。 

綜觀低起始電量比例較高之車輛，其低起始電量充電之情形

以充電站 S2 較多，並以第二季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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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1.14 S1、S2 充電站低起始電量比例高之車輛分析圖 

若分季別進行兩個充電站之充電起始電量分析，兩站之各季

起始電量低於 30%充電次數以及總充電次數如圖 4.1.15 所示。 

充電站 S1 之總充電次數從第一季至第三季呈現顯著上升趨勢，

第四季則略降;充電站S2之總充電次數亦從第一季至第三季呈

現略為上升趨勢，但全年充電次數差異相對較小。 

充電站S1之低起始電量充電次數以第一季最多，並逐季下降;

充電站 S2 之低起始電量充電次數則在第二季達到高峰，而後

逐季下降。 

充電站 S1 之低起始電量充電次數占比，以第一季最高，達到

33.4%，而後逐季下降，第四季僅占 2.3%，顯示調度策略改

善有顯著成效;充電站S2之低起始電量充電次數占比，顯著較

充電站 S1 高，並在第二季達到高峰，而後逐季下降，第四季

顯著較其他季低，顯示低電量充電情形已有逐漸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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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1.15 S1、S2 充電站充電起始電量分析(分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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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3、S4、S5 充電站充電起始電量分析 

(1) 各充電站/車輛低充電起始電量綜合分析 

各車輛於三個充電站之起始電量低於 30%充電次數如圖

4.1.16 所示，起始電量低於 30%之比例，則統計如附表 2-19

所示。 

在充電站 S3、S4、S5 中，總充電次數以充電站 S3 最多，但

三個場站之低充電起始電量之比例差異不大，約介於 24.9% 

~27.9%，全部 29 輛車輛之低充電起始電量比例為 25.7%，多

數車輛之比例約介於 20 %~ 30%，僅有車輛 S3-13之比例低於

20%，共計有 8 輛車輛之比例高於 30%。 

(2) 特定車輛/各充電站低充電起始電量分季分析 

如上述分析結果，本計畫亦針對各車輛，進行各季起始電量

低於 30%充電次數分析，如表 4.1-11 所示，各車輛之分布趨

勢皆顯示冬季及春季之低充電起始電量比例較高。 

若分季別進行三個充電站之充電起始電量分析，兩站之各季

起始電量低於 30%充電次數以及總充電次數如圖 4.1.17 所示。 

充電站 S3之各季總充電次數皆最多，其次則分別為充電站 S5

以及充電站 S4，各站之總充電次數皆以夏季最多，冬季及春

季次數差異不大，秋季次數則皆為最少。 

若就低起始電量充電次數進行分析，各站之低起始充電次數

皆以冬季及春季最多，次數皆顯著較秋季及夏季多，各站之

低起始電量充電次數占比，皆以冬季及春季最高，約介於

32.0% ~ 43.5%，秋季及夏季低起始電量充電次數占比，則顯

著較冬季及春季低，約介於 10.3 % ~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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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1.17 S3、S4、S5 充電站充電起始電量分析(分季別) 

4.  S6 充電站充電起始電量分析 

本計畫針對 S6 充電站之各車輛，進行各季起始電量低於 30%

充電次數分析，如表 4.1-12 所示，各車輛低充電起始電量比例皆

以 2024 春季最高，總計達 40.5%，2024 夏季之比例則相較前兩季

有明顯下降，總計僅有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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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7 充電站充電起始電量分析 

本計畫針對 S7充電站之 7台車輛，進行各季起始電量低於 30%

充電次數分析，如表 4.1-13 所示，考量各季低充電起始電量比例

皆超過 90%，故特別針對各車輛充電起始電量區間分布進行分析，

如表 4.1-14 所示。 

雖該車輛原廠建議之安全電量為 10 %，但有高達 71 % 之充電

紀錄為電量介於 21% ~30%進行充電，且業者多於夜間才進行充

電，後續隨著電池年齡增加，可能會產生車輛電量不足以負擔日

間運行需求。 

6.  各充電站車輛行駛里程/低充電起始電量比例分析 

為了解車輛是否會因總行駛里程增加，而導致回站低電量比例

增加，本計畫亦進行各充電站車輛行駛里程與低充電起始電量比

例分析，如表 4.1-15 所示，根據分析結果，無法判斷車輛行駛里

程增加，與充電站之低充電起始電量比例有直接相關，低充電起

始電量比例主要還是與業者調度策略以及車輛排班較相關。 

7.  不同類型電池之最大放電深度(DoD)建議範圍 

目前內市場上的電動大客車選用不同之電池類型，常見的電池

包括磷酸鐵鋰電池(LiFePO4, LFP)、三元鋰電池(Lithium Nickel 

Cobalt Manganese Oxide, NCM)以及鈦酸鋰電池(Lithium-titanate 

Battery, LTO)。而根據國內外電池應用相關文獻提及電池放電深

度(Depth of Discharge, DoD)會對其健康度產生影響，若長時間過

度充放電可能導致電池循環週期縮短，以及加速電池老化等問題。

而不同電池在放電深度上有不相同的耐受能力，因此各項研究中

針對不同的電池，給予的放電深度(DoD)最高值範圍有不同的建

議，分述如下： 

(5) 鈦酸鋰電池：在探討電動化公車所需的電池設計之研究中指

出鈦酸鋰電池在深度放電的情況下，表現出良好的耐久性，

尤其是在放電深度(DoD)至 80%時，仍能維持良好的穩定性，

使其在電動大客車應用中是一個理想的選擇(Rothgang, S.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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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磷酸鐵鋰電池：綜合 Polinovel 鋰電池廠商建議和印度市區電

動大客車之研究，磷酸鐵鋰電池之最高放電深度(DoD)應控制

在 70%至 80%之間，以保留部分電池電量，以避免加速電池

老化(Sasidharan , C. et al., 2019)。 

(7) 三元鋰電池：在探討如何準確預測鋰電池的健康狀態研究建

議中，限制三元鋰電池的放電深度(DoD)範圍在 20%至 80%之

間，以減緩損耗並延長電池壽命(Merrouche , W. et al., 2024).。

另外，實驗室建議延緩三元鋰電池容量衰減之情形，建議最

高放電深度(DoD)應控制在 70%以內(Wendi Guo et al., 2024)。 

放電深度(DoD)與電量狀態(SOC)是電池狀態的關鍵指標，前

者衡量電池已釋放出的電量佔總容量的比例，而後者則表示電池

當前剩餘電量的百分比。透過維持放電深度(DoD)與電量狀態

(SoC)，有助於有效管理電動大客車電池在日常使用中充放電的過

程，避免過度充放電，從而保持電池的健康度，以提升電動大客

車整體耐用性，不同類型電池之建議放電最高深度如表 4.1-16。 

表 4.1-16 不同特性之電池建議最大放電深度及最低剩餘電量範圍 

電池類型 

電池資訊 

鈦酸鋰電池 

(LTO) 

磷酸鐵鋰電池 

(LFP) 

三元鋰電池 

(NCM) 

建議放電最高深度 

(DoD) 
80% 70%~80% 70%~80% 

建議最低剩餘電量 

(SOC) 
20% 20%~30% 20%~30% 

註：蒐集文獻包括實驗室數據及應用經驗，磷酸鐵鋰、三元鋰電池在實驗室數據建議

放電深度(DoD)值較低(20%)、應用經驗建議放電深度(DoD)值值較高(3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根據上述國內外電池應用相關文獻，鈦酸鋰電池建議之安全電

量相對較低，鋰三元電池、磷酸鋰鐵電池建議之安全電量建議值

相對較高(30%)，故建議使用鋰三元電池以及磷酸鋰鐵電池之車

輛，亦須特別注意充電站之低充電起始電量比例，避免車輛因低

電量而停止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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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指標 

1. 分析目標及方法說明 

(1) 分析目的及案例 

為探討在充電場站滿足營運需求的情況下，仍存在剩餘的充

電車位量能，本計畫挑選不同車型對應之充電場站特性各一

至二處，共針對四處場站之充電樁運作資料進行分析，分析

場站分別簡稱為 S8、S9、S10、S11 充電場站，其中 S8、S9

場站為同區域鄰近充電調度站，充電規模數高，實際作業採

多站分配之方式，故挑選同區域之 2 站，時間涵蓋 113 年 9

月，共計1個月資料。分析標的及時間彙整如表4.1-16所示，

包含代碼 S8、S9、S10、S11充電場站，四個充電場站各一個

月份之資料。 

表 4.1-16 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指標分析充電設施時間表 

充電

站 

代碼 

所在 

區域 

契約容量

(kwh) 

介面

標準 

充電

樁數 

充電

槍數 

充電

形式 

充電樁 

最大功率

(kw) 

單一充電槍

最大功率

(kw) 

車輛 

規模 

分析資料

時間範圍 

S8 

北部 

660 GB/T 11 22 直流 120 60 110 

2023/09 

(一個月) 

S9 840 GB/T 14 28 直流 120 60 103 

S10 1,800 CCS1 27 54 直流 120 120 63 

S11 1,800 CCS1 10 15 直流 150/180 150/180 38 

 

(2) 分析方法 

平均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擷取充電場站 S8、S9、S10、S11

之充電設施中，充電站名、各充電槍充電起始時間以及充電

結束時間之資料，計算充電樁於整個月中每日的充電分鐘數，

再將其轉換為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 

用電離峰平均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考量到台電提供之充電

設施專用時間電價尖離峰價差，業者於實務上多避免於用電

尖峰(日間 6 小時)充電，本計畫將充電場站 S8、S9、S10、

S11 之充電設施資料排除用電尖峰 6 小時之數據，並以 18 小

時為基準，計算非充電尖峰時段之平均車位時間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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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均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統計分析 

充電場站 S8、S9、S10 平均車位時間利用率為 7~14%，如圖

4.1.18 至圖 4.1.21 所示，意即每日利用約 1.7~3.4 小時。若考量部

分充電車位有單日完全未使用的情況，平均車位使用率為

53%~83%。若僅針對有使用之充電車位進行統計，充電車位時間

利用率為 11%~16%，意即每日利用約 2.6~3.8 小時。而充電場站

S11 平均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為 26%，意即每日利用約 6.2 小時，

且各充電車位均有使用紀錄，故不討論部分充電車位有單日完全

未使用的情況。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 4.1.18 充電場站 S8 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散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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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 4.1.19 充電場站 S9 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散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 4.1.20 充電場站 S10 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散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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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 4.1.21 充電場站 S11 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散布圖 

3. 用電離峰平均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統計分析 

充電場站 S8、S9、S10 用電離峰平均車位時間利用率為 5~17%

如圖 4.1.22 至圖 4.1.24 所示，意即每日利用約 1.2~4.1 小時。而充

電場站 S11 因各充電車位均有使用紀錄，故不討論用電離峰平均

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的情況。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 4.1.22 充電場站 S8 用電離峰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散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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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 4.1.23 充電場站 S9 用電離峰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散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 4.1.24 充電場站 S10 用電離峰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散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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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推動政策績效指標 

1. 分析標的 

統計自電動大客車數據平臺蒐集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之 67 處場

站、561 座充電樁、1,154 輛電動大客車資料，因電動大客車數據

平臺傳輸資料未包含 109 年以前申請導入之電動大客車及尚在檢

核中之申請案，故與現況實際上線之電動大客車數會有落差。 

2. 電動大客車分布 

統計之 1,154 輛車輛廠牌以成運汽車、華德動能最多，主要原

因為平臺統計資料僅包含 109 年起申請補助之電動大客車輛，因

109~111 年示範計畫申請所致；另縣市別以臺北市導入數量最多，

新北市、高雄市次之。(圖 4.1.25 與圖 4.1.26) 

 
圖 4.1.25 電動大客車車輛廠牌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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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6 電動大客車縣市導入情形 

3. 充電樁設置情形 

充電樁充電介面部分，因 112 年起要求 CCS1+N 充電規格，充

電介面 CCS1占比提高至 51%，充電樁以雙槍配置為主(占 82%)，

充電槍數量 10 槍以上之充電站占 64%，充電樁功率以 120kW 為

大宗(占 87%)。(圖 4.1.27~圖 4.1.28) 

 

 
圖 4.1.27 充電樁充電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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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8 充電樁單、雙槍配置比例 

 
圖 4.1.29 充電站充電槍數量 

 

圖 4.1.30 充電樁各功率數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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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節能減碳計算指標 

1. 分析標的 

依照統計至 113 年 12 月之累積電動大客車車輛數 1,940 輛，及

2030 年預估達成公車客運電動化之總數 12,170 輛(包括市區公車

增加之 9,400 輛、一般公路客運及短程國道客運 2,770 輛)。 

2. 節能減碳之效益評估項目與計算參數 

(1) 尾氣 CO2排放係數  

依據 108 年交通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手冊訂定，市區公車

390.9249 克/車公里、公路客運 283.8916 克/車公里。 

(2) PM2.5 排放係數(尾氣)  

考量市區公車以六都營運路線為大宗，依據環境部線源資料

庫(TEDS10.0)，計算六都平均值為 0.1250 克/車公里。 

(3) 燃料成本 

依據 108 年交通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手冊訂定，市區公車

2.4497 元/車公里、公路客運 2.1754 元/車公里。 

(4) 車輛行駛里程  

目前設定為營運里程補助上限 50,000 公里/年初估，後續可從

車載機回傳數據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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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節能減碳效益估算 

(1) 尾氣 CO2排放減量  

以現況 1,940 輛市區公車與未來達成 12,170 輛而言，年尾氣

CO2排放減量效益分別為 3.79 萬公噸及 22.3 萬公噸。 

(2) PM2.5 排放 

以現況 1,940輛市區公車與未來達成 12,170輛而言，年 PM2.5

排放減量效益分別為 12.1 公噸及 76.1 公噸。 

(3) 燃料成本節省  

以現況 1,940 輛市區公車與未來達成 12,170 輛而言，年燃料

成本節省效益分別為 2.4 億元及 14.5 億元。 

4.1.7 小結與建議 

1. 車輛用電效率指標 

(1) 整體車隊下降趨勢 

R8 路線於第二年之用電效率與前一年同季相比，整體均呈現

下滑趨勢，第一年、第二年之平均用電效率分別為 0.81、

0.75(km/kWh)。 

比較 R8 路線車隊平均用電效率，前後兩年同季節下滑約

0.09~0.11(km/kWh)，降幅約 10.7~14.7%。 

R1~R3、R5 路線觀察期間用電效率下降趨勢不明顯。 

(2) 個別車輛下降趨勢 

R8 路線車輛 C8-4、C8-10、C8-11、C8-18 分季平均用電效率

普遍較其他車輛低，其中車輛 C8-10 用電效率於 2023 年秋季

開始大幅下降，其後每季皆大幅低於各車輛平均，建議進一

步釐清原因。 

R5 路線車輛 C5-32 分季平均用電效率普遍較其他車輛低，車

輛 C5-84 接近平均，但於 2024 年夏季大幅低於各車輛平均，

建議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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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量曲線追蹤指標 

(1) 電量區間行駛里程 

各路線於 100%~55%之可行駛里程差異不大，僅 100%~95%可

行駛里程較少。 

R4 路線之車輛於電量達 50%以下之後，可行駛公里數開始略

微下降，電量下降至 35%以後，則會呈現加速下降趨勢。 

R5、R6、R7、R8路線之車輛於低電量區間之可行駛公里數沒

有顯著下降之現象。 

(2) 電量變化曲線追蹤 

R4 路線車輛 C4-3、C4-7 以及 C4-20，於電量達到 45%後可行

駛公里數開始快速下降，又以車輛 C4-20 最明顯。 

車輛 C4-20 於電量 35%以下之快速掉電情形尤為明顯，且隨

使用時間持續加劇，建議釐清原因，評估是否安排車輛電池

檢修。 

3. 低 SOC 追蹤指標 

(1) 低充電起始電量 

充電站 S3、S4、S5 三個充電站於 2023 冬季、2024 春季之低

充電起始電量比例皆較高，約介於 32.0%~43.5%，2024 夏季

總充電次數增加，但低充電起始電量比例明顯降低，多低於

15%，可能業者在充電調度作業模式已有轉變。 

追蹤車輛充電情形，低充電起始電量比例高之狀況主要發生

在特定車輛，可再進一步檢討特定車輛之調度排班策略。 

(2) 電池老化關聯性 

根據國內外電池應用相關文獻，電池經常處於低充電起始電

量，對於電池老化速度會產生影響。 

建議對應電池特性，注意與改善充電站之低充電起始電量比

例，有助於減緩電池老化速度，延長電池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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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指標 

(1) 充電車位利用率 

充電站 S8、S9、S10 平均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為 7~14%(即每

日利用約 1.7~3.4小時)；考量部分充電車位有單日完全未使用

情況(平均車位使用率為 53~83%)，僅針對有使用之充電車位

統計，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為 11~16%(即每日利用約 2.6~3.8

小時)。 

充電站 S11 平均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為 26%，各充電車位均

有使用紀錄。 

(2) 用電離峰特性 

考量台電提供之充電設施專用時間電價尖離峰價差，業者實

務上多避免於用電尖峰(日間 6 小時)充電，扣除用電尖峰，粗

估平均車位時間利用率為 5%~17%(即每日利用約 1.2~4.1 小

時)。 

因客運路線採定班定線服務，受到路線屬性、尖離峰班距…

等影響，未必能有效提高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 

5. 推動政策績效指標 

藉由電動大客車與充電樁統計資料，可掌握電動大客車導入進

展及對應政策之變化趨勢與服務樣態，提供電動大客車政策績效

追蹤與檢視。 

6. 節能減碳計算指標 

追蹤與運用車輛行駛里程資料，可以藉由計算公式評估公車客

運電動化之節能減碳效益，計算單一車輛及車隊規模下包括尾氣

CO2 排放、PM2.5、燃料成本節省，做為客運業者與地方政府掌

握電動大客車推動對社會經濟價值之參考基礎。然若需評估碳權

效益，則需依業者營運狀況與細部資料進一步計算。 

7. 各指標分析時間單位建議 

考量本計畫所訂定之各項關鍵指標，其欲反應之營運特性有所

差異，故本計畫綜合本節之案例分析成果，針對各項關鍵指標應

用監控時間單位提出建議，如表 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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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7 各指標分析時間單位建議說明 

指標名

稱 

建議應用

監控時間

單位 

說明 

車輛用

電效率 
季 

因用電效率易受單一日之天氣、溫度影響，建議依季節進行統

計，以每季之平均用電效率變化進行觀察，較能觀察用電效率

是否隨電池年齡增加而產生明顯變化。 

電量曲

線追蹤 
日 

因多數業者皆會於夜間用電離峰時間，將日間即將要運行的車

輛電量充滿，故可比較各車輛於各電輛區間之可行駛公里數，

亦可藉由每日電量曲線，觀察各車輛於該月/季統計時間內，

快速掉電/異常掉電天數，進而了解各車輛掉電情形，評估是

否需要進行檢修。 

低電量

追蹤 
日 

營運業者可於當日營運結束後，觀察有哪些車輛於當日運行至

低電量才進行充電，若有車輛連續數日皆有發生此情形，業者

可以即時調整隔日之車輛調度排班，減少低電量充電頻率，考

量調度需要，故建議以日作為單位進行分析。 

充電車

位時間

利用率 

季 

因業者較難以透過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分析結果，於短時間內

新建/租用充電設施，考量實務應用需求，建議以每季之利用

率進行觀察，並同步考量各季充電設施契約容量規範、供電時

間，評估各季之充電設施是否滿足營運需求。 

推動政

策績效

指標 

年 

考量業者購置車輛、建置充電設施、平台傳輸資料檢核，作業

流程長達半年至一年以上，電動大客車數量、充電設施配置情

形於短時間內變化較少，故建議以年期進行統計追蹤即可。 

節能減

碳計算 
年 

考量節能減碳指標內之計算項目，多以車公里作為計算，且業

者從購置車輛至實際營運需耗費較長時間，故建議併同推動政

策績效指標內之電動大客車數量，以年期進行統計追蹤。 

8. 數據分析應用策略建議 

綜整前述之數據分析指標及分析議題進行探討，提供電動大客

車營運調度策略予客運業者做為應用參考。 

(1) 追蹤用電效率變化與應變 

依國外電動車相關應用文獻及客運業者營運經驗，車輛電池

會隨使用時間延長而出現電池衰退；故建議於車輛上線營運

後，持續針對路線整體車隊或個別車輛之用電效率進行追蹤，

以利對於車輛效能變化及早因應。 

若觀察到用電效率有明顯降低之趨勢，建議評估下列作法： 

先判斷是否有行駛路線、班次派車時段等營運模式變化，或

是轉換不同駕駛使用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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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營運特性或駕駛特性之影響因素存在，則建議檢視車輛

是否有存在明顯耗電增加之設備。 

再者則與車輛業者聯繫，確認車輛電池是否出現異常，必要

時進行電池平衡。 

(2) 建立車輛電量曲線履歷與追蹤 

電動大客車輛因使用之電池特性不同，反映在單位電量區間

可行駛里程明顯下降之轉折點可能會有差異，建議可建立車

輛電量曲線履歷與持續追蹤，觀察單一車輛是否有異常情形，

以及是否有隨營運年期提早開始下降，做為電池是否產生衰

退或變異之初判。 

若路線有部分車輛相對同批車隊有明顯異常掉電之情形，且

隨使用時間持續加劇，建議釐清是否為下列原因，評估與安

排車輛電池檢修。 

觀察是否發生頻次與是否隨使用時間持續加劇。 

釐清是否因通訊傳輸中斷或是 BMS 訊號傳輸問題所致。 

若非通訊傳輸緣故，評估是否安排車輛電池檢修(系統校正、

充放電檢測、電池平衡)。 

(3) 降低低充電起始電量比例 

建議對應電池特性，注意充電站車輛之低充電起始電量比例，

避免過度充放電，以維持電池健康度，減緩電池老化速度，

提升電動大客車整體耐用性。 

若追蹤到特定車輛經常性出現回站充電起始電量偏低之情形，

則進一步檢視實際發生情形與原因，判斷充電調度調整作法。 

車輛營運班次服務時段造成耗電量較高，建議依服務時段評

估出車前剩餘電量 SOC，維持單趟行駛需求電量加計安全電

量之總值。 

駕駛特性影響造成耗電量較高，建議檢視影響原因，並輔導

改善。 

出車前剩餘電量 SOC 較低，建議車輛待班時提早充電或必要

時換車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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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AI應用探討 

4.2.1 視覺化應用測試 

1. 測試規劃 

目前市場上對於 Microsoft Power BI 結合 Copilot 之可參考應用

案例不多，因此本計畫以用電效率為主題，測試應用 Microsoft 

Power BI 及其 Copilot，結合自然語言視覺化呈現效果，測試重點

如下： 

(1) 探討視覺化圖表生成結果與資料正確性。 

(2) 以中文與英文對話提問的差異性。 

(3) 關鍵字跟完整句子提問成效展現之異同。 

2. 測試情境與成果說明 

(1) 測試條件 

以用電效率為測試主題，採用 2023 年 5 月 1日至 2023 年 5月

30 日的資料，共計 34,493 筆資料，此一個月的資料已事先進

行車機資料與 A2資料的串接、清洗，以及去識別化的處理過

程。欄位名稱以中文命名，資料欄位型態包含文字、整數、

小數與日期時間，如圖 4.2.1、圖 4.2.2。 

 

資料來源：本計畫提供。 

圖 4.2.1 測試資料欄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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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提供。 

圖 4.2.2 測試資料欄位(二) 

(2) 測試情境 

共規劃五個測試情境，同時檢視測試規劃重點的效果。測試

情境及結果說明如下： 

英文及中文自動化生成圖表(表 4.2-1、表 4.2-2、表 4.2-3)。 

關鍵字或簡短描述測試(表 4.2-2、表 4.2-3)。 

完整語意及詳細敘述測試(表 4.2-4、表 4.2-5)。 

問答測試、統計運算(表 4.2-6、表 4.2-7、表 4.2-8)。 

篩選特定條件測試，如日期區間(表 4.2-9、表 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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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1

 以
英
文
指
令
創
建
新
頁
面

 

內
容

 
C

re
at

e 
a 

n
ew

 r
ep

o
rt

 p
ag

e 
fo

r 
p

o
w

er
 e

ff
ic

ie
n
cy

. 
M

ay
b
e
 y

o
u
 c

an
 u

se
 d

at
a 

co
lu

m
n
 [
用
電
效
率

].
 

測
試

結
果

畫
面

 

 

效
果

 
可
依
據
指
令
自
動
生
成
數
據
統
計
、
顯
示
相
對
應
的
視
覺
化
頁
面
，
但
需
要
時
間
等
待
回
應
且
所
摘
要
部
分
資
訊
較
無
意
義

(如
電
池
容
量
的
總
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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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2

 以
中
文
簡
短
指
令
創
建
新
頁
面

 

內
容

 
請
創
建
一
頁
有
關
用
電
效
率
的
主
題

 

測
試

結
果

畫
面

 

 

效
果

 
可
依
據
指
令
自
動
生
成
數
據
統
計
、
顯
示
相
對
應
的
視
覺
化
頁
面
，
但
需
要
時
間
等
待
回
應
，
所
呈
現
的
內
容
與
英
文
指
令
部
分
不
同
，
且
所
摘
要
部
分

資
訊
較
無
意
義

(如
馬
達
功
率
、

S
O

C
變
化
量
的
總
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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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3

 以
英
文
創
建
摘
要
頁
面

 

內
容

 
C

re
at

e 
a 

P
o

w
er

 E
ff

ic
ie

n
cy

 S
u
m

m
ar

y
 p

ag
e.

 

測
試

結
果

畫
面

 

 

效
果

 
依
據
指
令
生
成
數
據
統
計
、
顯
示
相
對
應
的
視
覺
化
頁
面
，
但
需
要
時
間
等
待
回
應
，
且
用
電
效
率
平
均
或
總
和
與
班
次
起
始
時
間
的
圖
表
資
訊
較
無
意

義
、
顯
示
凌
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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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4

 以
英
文
詳
細
敘
述
頁
面
呈
現

 

內
容

 
C

re
at

e 
a 

n
ew

 r
ep

o
rt

 p
ag

e 
fo

r 
p

o
w

er
 e

ff
ic

ie
n
cy

 a
n
al

y
si

s.
 T

h
is

 p
ag

e 
n
ee

d
s 

to
 u

se
 d

at
a 

fr
o
m

 '班
次
測
試
資
料

'. 
P

le
as

e 
cr

ea
te

 a
 b

ar
 c

h
ar

t 
w

it
h

 t
h

e 
x
-a

x
is

 

as
 路

線
名
稱

 a
n

d
 t

h
e 

y
-a

x
is

 a
s 
用
電
效
率

 o
n
 t

h
e 

le
ft

 s
id

e 
o
f 

th
e 

p
ag

e.
 O

n
 t

h
e 

ri
g
h
t 

si
d
e 

o
f 

th
e 

p
ag

e,
 c

re
at

e 
a 

ta
b
le

 t
h

at
 i

n
cl

u
d
es

 車
牌

, 
用
電
效
率

, 
車

廠
, 
an

d
 車

型
. 
A

ls
o

, 
en

su
re

 t
h
at

 t
h
e 

p
ag

e 
ca

n
 b

e 
fi

lt
er

ed
 b

y
 路

線
名
稱

 a
n
d
 車

型
. 

測
試

結
果

畫
面

 

 

效
果

 
依
據
詳
細
英
文
指
令
描
述
，
需
要
長
時
間
等
待
回
應
，
卻
未
顯
示
相
對
應
的
視
覺
化
頁
面
、
無
出
現
描
述
中
要
求
呈
現
的
資
料
表
，
另
外
多
了
一
些
無
關

係
的
圖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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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5

 以
中
文
詳
細
敘
述
頁
面
呈
現

 

內
容

 
請
創
建
一
頁
有
關
用
電
效
率
分
析
的
主
題
，
資
料
表
需
運
用
班
次
測
試
資
料
。
請
在
左
半
邊
頁
面
設
計

x
軸
為
子
路
線
名
稱
、

y
軸
為
用
電
效
率
的
直
條

圖
，
並
命
名
為
用
電
效
率
。
請
在
右
半
邊
頁
面
設
計
資
料
表
，
欄
位
包
含
車
牌
、
用
電
效
率
的
平
均
、
車
廠
、
車
型
。
另
外
，
此
頁
面
要
有
車
型
、
子
路

線
名
稱
的
篩
選
器
。

 

測
試

結
果

畫
面

 

 

效
果

 
依
據
詳
細
中
文
指
令
描
述
，
需
要
長
時
間
等
待
回
應
，
相
較
於
表

4
.2

-5
之
測
試
畫
面
結
果
，
中
文
描
述
顯
示
近
於
指
令
需
求
的
視
覺
化
頁
面
，
然
而
左
右

方
式
呈
現
卻
變
成
上
下
區
隔
，
未
按
照
指
令
要
求
進
行
版
面
配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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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6

 問
與
答
視
覺
效
果
以
英
文
測
試
統
計
圖
表

 

內
容

 
C

o
u

n
t 

o
f 
班
次
測
試
資
料

 g
ro

u
p

 b
y
 班

次
起
始
時
間

 年
, 
月

, 
日

 

測
試

結
果

畫
面

 

  

效
果

 
視
覺
化
問
與
答
功
能
可
以
對
其
搜
尋
欄
提
問
，
並
於
提
問
過
程
中
顯
示
相
關
提
示
，
並
快
速
依
據
指
令
生
成
數
據
統
計
、
顯
示
相
對
應
的
視
覺
化
效
果
，

並
可
添
加
至
頁
面
之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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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7

 敘
事
視
覺
效
果
以
中
文
測
試
並
要
求
中
文
回
應

 

內
容

 
針
對
資
料

(本
頁
面

)進
行
摘
要
，
並
以
中
文
呈
現
，
且
字
型
設
為

1
2
 

測
試

結
果

畫
面

 

 

效
果

 
視
覺
化
敘
事
功
能
可
依
據
指
令
生
成
頁
面
摘
要
的
視
覺
化
效
果
，
對
於
該
頁
面
的
統
計
數
據
進
行
簡
單
的
統
計
分
析
，
且
能
以
中
文
顯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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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8

 以
英
文
測
試
資
料
統
計
運
算

 

內
容

 
In

se
rt

 a
 l

in
e 

ch
ar

t 
ab

o
u
t 

ca
lc

u
la

ti
n
g
 e

ac
h
 [
車
牌

] 
w

h
o
se

 [
S

O
C
變
化
量

] 
is

 d
iv

id
ed

 b
y
 [
班
次
行
駛
里
程

] 

測
試

結
果

畫
面

 

 

效
果

 
依
據
指
令
進
行
運
算
、
快
速
生
成
數
據
統
計
，
並
顯
示
相
對
應
的
視
覺
化
效
果
於
對
話
框
之
中
，
亦
能
新
增
至
視
覺
化
頁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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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9

 以
中
文
測
試
篩
選
日
期
區
間

 

內
容

 
創
建
一
頁
用
電
效
率
的
主
題
，
其
中
資
料
範
圍
需
要
在

[班
次
起
始
時
間

]在
2
0
2
3
年

5
月

1
0
日
至

2
0

2
3
年

5
月

2
0
日
之
間

 

測
試

結
果

畫
面

 

 

效
果

 
依
據
指
令
描
述
生
成
數
據
統
計
，
卻
未
進
行
特
定
條
件
篩
選

(未
過
濾
選
擇
的
日
期

)，
無
正
確
顯
示
相
對
應
的
視
覺
化
頁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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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1

0
 以

英
文
測
試
篩
選
日
期
區
間

 

內
容

 
C

re
at

e 
a 

n
ew

 r
ep

o
rt

 p
ag

e 
ab

o
u

t 
用
電
效
率

. 
T

h
e 

d
at

as
et

 i
s 

'班
次
測
試
資
料

' a
n
d
 [
班
次
起
始
時
間

] 
is

 b
et

w
ee

n
 1

0
/5

/2
0

2
3

 a
n
d

 2
0
/5

/2
0

2
3

. 

測
試

結
果

畫
面

 

 

效
果

 
依
據
指
令
描
述
生
成
數
據
統
計
，
卻
未
進
行
特
定
條
件
篩
選

(未
過
濾
選
擇
的
日
期

)，
無
正
確
顯
示
相
對
應
的
視
覺
化
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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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結 

由前述測試結果可知，應用 Microsoft Power BI 結合 Copilot 進

行視覺化呈現，可以快速的自動化從無到有產製出新一頁的儀表

板介面，並依據不同欄位排列組合生成豐富的圖表畫面，然而，

無論透過英文或中文皆有部分語意表達無法被正確理解，導致呈

現結果與預期不符的情況發生。表 4.2-11 歸納現階段初步應用

Power BI 與 Copilot 進行視覺化呈現測試之應用優劣及限制。 

表 4.2-11 Power BI+Copilot 初步測試應用優缺點歸納 

測試 

內容 
優點 缺點及限制 

圖表 

生成 

 可快速的從空白介面自動化產出新的

視覺化介面、提供相關敘述摘要 

 但生成結果部分資訊或圖表內容不具

意義(不符合專業分析判斷所需) 

 指定圖表樣式及字型大小可對應生成

產出 

－ 

中英文 

 可透過英文或中文提問  不同語言、同樣語意問法，生成結果

不盡相同 

 相同語言、問法，每次生成結果不盡

相同 

數據 

運算 

 可針對資料進行簡單統計運算，如數

據加總、平均，且運算結果正確 

 無法針對異常資料進行剃除或篩選，

分析資料需先進行前置處理作業，再

匯入 Power BI應用 

提問 

方式 

 透過關鍵字或完整句子皆可自動化生

成圖表 

 對話理解需要等待一段時間(本次測試

案例等待時間多大於 30秒) 

 過於精簡文字或關鍵字之對話，難以

理解該指令 

 詳細描述之對話，部分結果不吻合或

無法做出反應 

 －  無法透過時間範圍篩選生成相對應的

圖表 

 問與答問法(copilot 提供輸入關鍵字提

示相關運算)生成圖表結果較為精確符

合需求、速度較快 

 呈現資訊較為精簡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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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能耗排班應用 

前期計畫「電動大客車數據分析及應用計畫(1/2)」已探討用電效率數

據驅動模型，透過模型建構可提供業者於新路線導入電動巴士車輛時，

先行評估該路線之用電效率及 SOC 使用量，作為業者營運前規劃或營運

時排班調度之參考。基於用電效率為目前電動車廣為探討應用、發展成

熟度較高的指標，因此本計畫延續前期計畫成果，分析業者導入用電效

率 AI 模型，據此作為排班調度及充電排程之依據，透過改善既有隨到隨

充、盡量充飽等作業方式，有效節省整體用電量或充電時間，本節即進

行應用用電效率 AI 模型，搭配排班調度及充電排程後之效益分析。 

1. 能耗預測與排班充電應用 

(1) 基本資料說明 

分析標的 

以雙北地區 A 場站為應用分析標的，A 場站包含 4 條市區通

勤型路線停站。 

應用模型 

應用前期市區通勤型用電效率-營運特性數據驅動模型。 

分析資料 

應用 A 場站實際一周運行之班次行駛車機回傳資料及充電樁

紀錄之充電資料，A 場站一周實際充電量為 32,833 kwh、車

輛實際用電資料為 22,638 kwh，充電量較需求量約高 45%，

彙整如圖 4.2.3 及表 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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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2.3 A 場站實際一周運行資料 

表 4.2-12 A 場站實際一周運行資料 

日期 班次數 
總消耗

SOC(%) 

總行駛里

(KM) 

車輛實際用

電(kwh) 

充電樁實際

充電(kwh) 

5/15 198 1,109 2,233 2,773 4,249 

5/16 163 756 1,396 1,890 3,075 

5/17 376 1,868 3,252 4,670 6,454 

5/18 384 2,002 3,257 5,005 7,321 

5/19 237 1,184 2,393 2,960 4,574 

5/20 233 1,223 2,592 3,058 3,976 

5/21 181 913 1,745 2,283 3,183 

總計 1,772 9,055 16,867 22,638 32,833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2) 班次能耗預測 

應用用電效率模型，透過一周每班次用電效率預測，推算所

需用電量(kwh)，預測結果如表 4.2-13 及圖 4.2.4 所示，實際

用電量為 22,638 kwh、預測用電量為 23,022 kwh，能耗預測

平均誤差為 1.7%。 

  

0

100

200

300

400

50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班
次
數

k
w

h
班次數 車輛實際用電 充電樁實際充電



 

4-78 

表 4.2-13 能耗 AI 模型預測結果 

日期 實際用電(kwh) 預測用電(kwh) 誤差值 

5/15 2,773 2,985 7.7% 

5/16 1,890 1,857 -1.8% 

5/17 4,670 4,779 2.3% 

5/18 5,005 5,018 0.3% 

5/19 2,960 3,054 3.2% 

5/20 3,058 3,039 -0.6% 

5/21 2,283 2,291 0.4% 

總計 22,638 23,022 1.7%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2.4 能耗 AI 模型預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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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班充電規劃 

依據每班次能耗預測結果，作為班次充電排程之依據，並考

量實際營運之充電限制，建立排班充電流程如圖 4.2.5，充電

排程分析情境如下： 

場站採用電動車充換電設施電價，避免於尖峰 6 小時充電 

班次運行結束時車輛剩餘電量需高於安全電量(20%) 

僅充至當天剩餘排班班次所需電量及滿足隔天排班所需 

充電樁、充電槍最大功率限制 

場站契約容量限制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2.5 排班充電流程圖 

2. 效益分析 

現行實際充電模式為車輛回場站時有空位就充電，無形中增加

駕駛作業時間與充電樁占用率，基於排班充電流程，僅在車輛當

日尚有班次未發班時，若下一班次運行結束後剩於電量會低於安

全電量(20%)前進行補電，及末班車運行結束後，輪流補滿至隔

日排班所需電量，惟前一日會先行補滿隔日排班所需電量，因此

隔日所需電量多寡會提前反應在前一日所需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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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充電量 

充電樁實際總充電量為 32,833 kwh，依排班充電規劃方式之

排程總充電量為 24,062 kwh，總充電量減少 26.7%，如表 4.2-

14 及圖 4.2.6 所示。 

表 4.2-14 實際充電與排程充電之充電量差異 

日期 實際充電(kwh) 排程充電(kwh) 差異比例 

5/15 4,249 1,820 -57.2% 

5/16 3,075 4,684 52.3% 

5/17 6,454 4,770 -26.1% 

5/18 7,321 3,188 -56.5% 

5/19 4,574 4,676 2.2% 

5/20 3,976 2,964 -25.4% 

5/21 3,183 1,960 -38.4% 

總計 32,833 24,062 -26.7%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2.6 實際充電與排程充電之充電量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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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充電時間 

實際總充電時間為 37,577 分鐘、排程總充電時間為 27,042 分

鐘，總充電時間減少 28.0%，以 A 場站充電樁及充電槍數量

換算，實際每支充電槍每日平均使用 1.66 小時，排程充電每

支充電槍每日平均使用 1.19 小時，如表 4.2-15 及圖 4.2.7 所

示。 

表 4.2-15 實際充電與排程充電之充電時間差異 

日期 實際充電時間(分鐘) 排程充電時間(分鐘) 差異比例 

5/15 4,620 2,045 -55.7% 

5/16 2,993 5,264 75.9% 

5/17 7,943 5,361 -32.5% 

5/18 9,039 3,582 -60.4% 

5/19 4,806 5,255 9.3% 

5/20 4,439 3,331 -25.0% 

5/21 3,735 2,203 -41.0% 

總計 37,577 27,042 -28.0%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2.7 實際充電與排程充電之充電時間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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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充電時段與用電分布 

以插槍起始時間觀察充電樁使用情形，實際資料充電樁於尖

峰小時仍有充電情形，排程充電則是避開尖峰 6 小時充電，

使需插槍充電時間有往回推之情形，實際及排程充電時段分

布如圖 4.2.8~圖 4.2.9 所示，排程充電於每小時使用電量如圖

4.2.10 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2.8 實際充電樁充電時段分布(以插槍起始時間計算)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2.9 排程充電時段分布(以插槍起始時間計算)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2.10 排程充電時段內用電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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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車輛充電情形 

觀察單一車輛實際電量與充電情形，其車輛剩餘 SOC 常態保

持在 60%以上，充電頻率也較高，而排班充電以不低於安全

電量為原則，因應車輛排班所需，剩餘 SOC 保持在 20~100%

之間，減少駕駛回站充電頻率，如圖 4.2.11~圖 4.2.12 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2.11 單一車輛實際排班與充電情形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2.12 單一車輛排程充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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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結 

由 A 場站應用分析可知，結合 AI 能耗預測之排程充電所需總

電量較實際總電量減少 26.7%，排程充電所需充電時間則是較實

際減少 28%。透過能耗預測結合排班及充電排程管理，預期效益

包含成本面及人員管理面，具體效益說明如下： 

(1) 因總用電量降低，節省充電電費，並進而可依據實際車輛用

電需求，評估降低與台電契約容量。 

(2) 因充電時間減少，提高充電樁可服務車輛數，在既有場站規

模不變情形下，可提高車樁比(車輛與充電樁比例)。 

(3) 因提高車樁比，同時亦可降低場站建置及用地成本。 

(4) 因排程充電降低充電頻率，可減少駕駛頻繁充電情形，提高

駕駛充份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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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後續應用建議 

因應目前 AI發展浪潮，本計畫透過文獻回顧及實際應用相關 AI技術

進行測試分析，包含期中階段以 Microsoft Power BI 結合 Copilot 進行 AI

應用探討，期末階段以 AI 能耗預測模型結合排班調度及充電排程，測試

結果歸納及後續建議如下： 

1. 視覺化應用(生成式 AI) 

除於 4.2.1 節透過單一主題測試歸納相關優缺點，對於資料分

析端及應用端等不同的使用者而言，Power BI 結合 Copilot 帶來的

用途與效果亦會有所差異，說明如下： 

(1) 分析端(如本計畫開發團隊) 

分析端的使用者對於程式或儀表板的認知較為熟悉，Copilot

能讓空白頁直接產出新的介面，將節省手動產出圖表的時間，

能有效提升製圖時間；但其產出多為簡易圖表，對於想要深

入分析資料及生成複雜的圖表，目前僅能輔助人工方式處理，

Copilot 還未能高度客製化。 

(2) 應用端(如政府機關或客運業者) 

相較於分析端，應用端的使用者可能對資料結構、儀表板軟

體運用較為陌生，而 Copilot 可透過自然語言直接創建新的介

面，讓沒有程式語言基礎的使用者也能簡易操作，使用上較

為友善；但由於應用端熟知資料程度不如分析端使用者，易

出現下達 Copilot 無法理解之指令，無法達成相關效果。 

綜上所述，Power BI搭配Copilot應用上各有利弊，如以現階段

測試結果尚未如預期效果，隨著 AI技術不斷發展與使用者回饋，

目前所測試之缺點或限制預期隨著技術的進步逐漸優化，建議後

續視技術發展情形再評估以自然語言結合數據分析進行視覺化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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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耗排班應用(分辨式 AI) 

(1) 模型精進建議 

以過去發展成熟的深度學習、機器學習等 AI 技術建構能耗預

測模型，結果顯示模型具備一定的預測準確度，考量業者於

實務應用，進一步結合班次充電排程後，分析結果顯示亦具

實務應用效益，惟此模型建構受限於作業時程與資料取得限

制，建構時使用之資料時間與路線範圍較為受限，建議於應

用上應持續累積數據資料，滾動更新與精進模型，以掌握與

時間維度相關(如季節及電池年齡對用電效率)變數之影響程

度。 

(2) 模型應用建議 

建議參考本計畫圖 2.1.3 建議之模型應用架構，部分屬於營運

面資料由客運業者蒐集，其餘資料透過介接電巴平臺或其他

動態開放平臺資料，匯集後依所建模型輸入相關參數，由模

型自動化進行目標路線平假日別及時段別之用電效率預測，

並結合相關輸出介面提供客運業者進行查詢，或進一步與排

班資料、充電排程軟體結合，整合應用提供於充電規劃調度

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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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計畫成果推廣與應用 

5.1 APEC運輸工作小組 SECI競賽參賽 

1. 本計畫對應執行工項推動國際交流事宜(如APEC運輸工作小組)。

結合本計畫及「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服務驗證(1/2)-智慧充電管理

系統實證計畫」，協助研提 APEC 運輸工作小組 2024 年第 6 屆

ESCI 最佳實踐獎之提案申請。 

2. 該競賽包括 13 個經濟體 62 個案例參賽，本所代表交通部之中華

臺北團隊參與提案計畫獲得智慧運輸組金獎。獲獎名單如表 5.1-1，

獎牌如圖 5.1.2。 

  
圖 5.1.1 SECI 競賽申請內容摘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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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2024 年第六屆 ESCI 最佳實踐獎-智慧運輸獲獎名單 

類別 獎別 計畫名稱 獲獎單位 

智慧運輸 

金獎 
Smart and Sustainable E-Bus Solution: 

Shaping the Future of Smart City Energy 

Management 

中華臺北 

(本計畫參與) 

銀獎 
Canada’s Action Plan for Clean On-Road 

Transportation 
加拿大 

智慧建築 

金獎 
Takenaka Corporation Higashi Kanto Branch 

Office 
日本 

銀獎 
The E&M AI Lab: Driv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Building Facilities 

Management 

香港 

智慧電網 

金獎 
Power-hawk Inspector: a drone-based power 

grid defect inspector with embedded AI using 

few-shot learning and federated learning 

香港 

銀獎 
Renewable Energy and Retired EV Battery 

Solution for Smart Grid Integration 
香港 

智慧工作

與消費 

金獎 
Aquavoltaics Development,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 Social Review 
中華臺北 

銀獎 Green Generation MX 美國 

低碳示範

城鎮 

金獎 
The near-zero carbon campus of Georgia Tech 

Shenzhen Institute, Tianjin University 
中國 

銀獎 Hu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中國 

資料來源：https://www.esci-ksp.org/archives/15709。 



 

5-3 

 
圖 5.1.2 2024 年第六屆 ESCI 最佳實踐獎獎牌 

5.2第 7 屆政府服務獎評選 

1. 整合本計畫第一年期執行成果及「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服務驗證

(1/2)-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實證計畫」，本所以「電動公車服務數位

創新加值計畫-驅動智慧城市能源管理新思維」參與行政院「第 7

屆政府服務獎」數位創新加值項評選。展板海報設計如圖 5.2.1，

展場布置如圖 5.2.2，現場訪視當日紀錄照片如圖 5.2.3。 

2. 該獎項計有 142個機關(構)參獎，經書面評審、實地訪視及評審會

議嚴謹討論，最終評選出 26 個機關(構)得獎。本所與另外 8 個機

關獲得數位創新加值項獎項(圖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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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展示海報設計檔(中間為電視鑲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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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展場看板布置 

  

圖 5.2.3 政府服務獎評選現場紀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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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4 第 7 屆「政府服務獎」數位創新加值項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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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計畫成果發表會 

1. 本計畫對應執行工項，於 113年 11月 14日辦理計畫成果發表會，

邀請與電動大客車推動相關之中央單位、地方政府、客運業者、

學協會等進行成果發表，以利相關人員了解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

應用之分析成果。 

2. 本次計畫成果發表會總計 41 人參與(含現場與線上)，現場活動照

片如圖 5.3.1，成果發表會活動說明及成果簡報詳請參閱附錄三。 

3.綜整參與單位回饋意見，說明計畫執行成果效益與後續應用參考。 

(1) 肯定計畫從數據分析觀點進行電動大客車營運議題探討，分

析項目已涵蓋營運面可掌握重點。 

(2) 從數據分析的成果，除有助於日常充電調度，亦可回饋提供

業者後續購車之參考資訊。 

(3) 依兩年期交流經驗，業者分享已從過去夜間慢充補電至 SOC 

100%模式，調整為類快充之日間離峰分次補電、充電至滿足

營運需求電量，降低用電費用及維持電池穩定性。 

(4) 考量公車路線服務屬性相近，較難有效提高充電車位時間利

用率，有待後續其他車隊(如物流車、遊覽車等)電動化進展，

方有機會建立共享機制與提高充電樁效率。 

 

圖 5.3.1 成果發表會現場紀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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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以電動大客車數據平臺所累積之數據資料為基礎，建立營

運數據關鍵應用指標與數據研析，並依分析結果研提營運面與政策面

之建議，以精進電動大客車之營運與管理。 

藉由資料持續分析與追蹤，可建立電動大客車之健康履歷，除提

供主管機關與客運業者掌握出廠數據與實際營運數據之差異外，亦可

即早針對路線車隊之異常狀況，進一步探究與調整改善，維持車輛穩

定營運與路線服務品質。彙整本研究重點提出結論與建議說明如后。 

6.1 結論 

1. 本計畫蒐集本所建置、移交公路局維運之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監

控管理平台數據，因屬政府所建置之資料平台，蒐集受補助客運

業者之車輛、充電及營運資訊，具有跨業者、跨車種之資料全面

性，應用累積數據進行應用指標分析。 

2. 電動大客車數據分析指標、分析方法與視覺化設計 

在考量本計畫執行限制下，綜整調整電動大客車應用指標分析

架構，分析指標包括以車輛能耗、電量追蹤、充電車位利用(充電

時間)與節能減碳等指標為主，包括車輛用電效率、電量曲線追蹤、

回站時低電量追蹤、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燃料成本節省、推動

現況掌握、行駛里程統計、節能減碳效益計算等。 

3. 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關鍵指標分析與資料視覺化  

(1) 本計畫挑選合適之公車路線，運用車載機及充電設施資料，

實際進行指標應用及案例分析，資料來源主要使用電巴平臺

傳輸資料，因業者傳輸資料齊全度不一，加以部分指標分析

時間期程較長，需先進行資料篩選、清理、整合等步驟，確

保資料可用性後，再進行指標計算與案例分析，並透過

Tableau 數據視覺化軟體，將大數據分析結果進行資料分析視

覺化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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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車輛用電效率：針對路線整體車隊或個別車輛是否因使用時

間延長產生用電效率降低之趨勢，其中 R8 路線於資料分析的

第二年在路線整體平均用電效率已經呈現下滑趨勢，降幅約

10.7~14.7%；針對同車隊中各車輛之比較，R5、R8 路線有部

分車輛用電效率發生明顯低於同車隊其他車輛之情形。 

(3) 電量曲線追蹤：分析之各路線於 100%~55%之可行駛里程差

異不大，僅 100%~95%可行駛里程較少。另 R8 路線之車輛於

電量達 50%以下，可行駛公里數略微下降，當電量下降至

35%以後，會呈現快速下降趨勢；此外，R8 路線有部分車輛

相對同批車隊有明顯異常掉電之情形，且隨使用時間持續加

劇，建議釐清原因，評估是否安排車輛電池檢修。 

(4) 低 SOC追蹤：各充電站車輛回站充電前低 SOC比例的追蹤，

多數於營運初期會出現較高之低充電起始電量比例，時間拉

長至較近之分析季度，低充電起始電量比例明顯降低，顯示

業者隨營運過程逐步調整其充電調度作業模式。 

(5) 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依案例分析資料來看，各充電站設置

慢充樁之充電車位每日平均充電時間約在 2~3 小時不等，且

部分充電站存在單日完全未使用之充電車位(約占充電樁總數

之 27%~47%)，設置快充樁之案例約為 6小時。充電車位時間

利用率低之主因為客運路線採定班定線服務，受到路線屬性、

尖離峰班距…等影響。 

(6) 推動現況掌握：藉由電動大客車與充電樁統計資料，可掌握

電動大客車導入進展及對應政策之變化趨勢與服務樣態，提

供電動大客車政策績效追蹤與檢視。 

(7) 節能減碳計算：追蹤與運用車輛行駛里程資料，可以藉由計

算公式評估公車客運電動化之節能減碳效益，計算單一車輛

及車隊規模下包括尾氣 CO2 排放、PM2.5、燃料成本節省，

做為客運業者與地方政府掌握電動大客車推動對社會經濟價

值之參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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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I 應用案例分析 

(1) 結合 Microsoft Power BI與 Copilot應用，評估是否可結合自然

語言進行資料視覺化分析應用呈現，依初步測試結果，以目

前 Copilot 發展進程，尚需要由分析端於 Power BI 先進行儀表

板內容規劃設計，再搭配 Copilot 提供應用端進行提問互動。 

(2) 運用第 1 年期建置之能耗 AI 預測模型進行測試場站之路線班

次能耗預測，以單周 7 天測試結果，能耗預測平均誤差為

1.7%；另一預測班次能耗結果做為班次充電排程之依據，做

為排程充電與人工充電之情境比較，顯示透過班次規劃充電

排程，可降低總充電量 26.7%、總充電時間 28.0%。 

5. 計畫執行限制性 

(1) 本計畫分析應用以電動大客車平臺蒐集之資料為主軸，佐以

少部分向合作推動客運業者提供之營運資料，故於應用指標

分析項目受限於可蒐集資料項目。 

(2) 因電動大客車平臺設計目的不包含即時資料介接，且大量資

料介接運算會影響平台系統運作穩定性，本計畫分析應用資

料為歷史資料，非客運業者運行即時資料，無法針對即時營

運調度安排、智慧充電排程等具時效性項目進行應用，需回

歸客運業者各自管理系統運作。 

(3) 現況業者傳輸至電動大客車平臺之動態資料，受到車載機、

充電設施資料傳輸品質影響，可能出現資料缺漏之情形，因

平臺端針對資料缺漏的補正重點在確認班次確實發車，不會

重新傳輸缺漏之資料筆數，故分析資料會受到車載機資料傳

輸穩定性與準確度影響，與實際營運數據可能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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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後續建議 

1. 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分析應用與延伸價值 

本計畫旨在運用電動大客車平臺所蒐集資料，進行營運關鍵指

標數據分析，所蒐集的數據及分析成果具後續應用及參考價值，

可回饋予主管機關及業者端作為政策檢討與營運管理參考，對於

後續相關單位持續追蹤與延伸應用價值說明如下： 

(1) 政府政策面：對應政策補助運用情形、電動大客車與相關技

術發展及產生效益進行掌握追蹤，回饋做為市場秩序管理、

產業技術輔導及基礎建設布建之政策方向參考，以利依市場

條件及發展重點，合理分配政府端資源投入面向。 

(2) 營運管理面：支持客運業者實際營運，協助客運業者提高對

車輛電池特性掌握程度，以數據資料佐證，輔助營運決策判

斷，對應電動大客車技術發展進程，逐步建立適車適用、滿

足營運需求與顧及營運成本的產品選擇與營運調度模式。 

(3) 社會環境面：對應運具電動化的淨零減排推動路徑，從數據

分析角度提供能源使用、效能追蹤等管理資訊，建立電池與

能源管理的觀念與機制，強化智慧城市治理與能源管理韌性。 

2. 考量電動大客車尚在持續發展階段，建議後續主管機關及業者可

長期累積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有助於建立車輛使用履歷，進行

績效追蹤與加值應用。 

3. 從國內外電池應用相關文獻，建議業者可藉由電量曲線追蹤，觀

察單一車輛是否有異常情形，以及是否有隨營運年期提早開始下

降，做為電池是否產生衰退或變異之初判；並對應電池特性，注

意各充電站車輛之低充電起始電量比例，以減緩電池老化速度，

延長電池壽命。 

4. 在場站服務車輛規模增加、充電樁設置數量增加、使用車輛特性

多元(如單站混合車款使用)之情況下，建議客運業者導入自動排

程充電，藉由系統自動偵測、運算充電需求，降低人工作業負擔，

亦可進一步結合 AI 能耗預測，滿足日常調度與用電尖峰節電之應

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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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議車輛製造商依車輛電池特性提供充放電必要資訊，供客運業

者依營運特性選擇合適車款，並建立維持車輛用電/充電效率與電

池健康度之營運調度方式；主管機關亦應鼓勵大客車電池廠商共

同協作精進大客車電池效率(續能)與降低成本，以增進續航力，

促進電動公車推動。 

6. 因應公車客運電動化政策，建議地方或路線主管機關可檢視客運

營運資料提報項目，督導與建立客運業者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應

用指標追蹤機制，掌握車輛實際使用情形，以維持車輛營運穩定；

有關營運數據追蹤項目部分，建議可優先對應與政策追蹤延續性

相關之整體績效應用指標，如用電效率、行駛里程、減碳量計算

等，列為優先建立項目，再視個別政府數位治理應用需求，逐步

增加應用指標追蹤項目。 

7. 電動大客車充電場站的建置與營運耗費業者許多土地、人力等，

考量充電樁布設用地、設置成本與城市能源運用效率，建議地方

或路線主管機關可關注客運業者充電車位時間利用率，納入未來

車輛與充電樁配置檢視機制，並建議主管機關未來可評估公共運

輸充電樁接電補助或提供客運業者最佳共享計畫方案；中長期則

透過主管機關或民營單位協調規劃，建立專業集中充電場域或發

展共享充電站，以滿足公車客運全面電動化之運轉順暢。 

8. 目前已有地方政府建置城市交通大數據應用平台，建議地方政府

可於平台納入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應用指標，蒐集與分析電動大

客車營運大數據，並與相關應用數據(如車輛 ADAS)整合，進一

步進行電動大客車駕駛運作與安全營運等相關研究，達到智慧交

通管理加值與城市治理之綜效。 

9. 「管理循環」(Plan/Do/Check/Act，PDCA)為計畫推動執行之重要

管理工具，亦可應用於電動大客車各利害關係人於系統供應、營

運使用、監控管理與策略修訂機制上，針對本計畫執行成果，建

議各利害關係人導入 PDCA 應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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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管機關： 

計畫(Plan)：掌握業者就電動大客車推動政策執行遭遇的議題，

進行跨單位溝通，從政策面制定推動策略方案計畫。 

執行(Do)：依策略方案公布訂定作業要點、規範與執行。 

檢核(Check)：定期追蹤業者導入電動大客車及各項策略方案

之推動進度與情形。 

改善(Act)：再次掌握業者導入電動大客車是否仍存在推動議

題，並透過執行經驗回饋調整推動策略方案。 

(2) 客運業者端： 

計畫(Plan)：依營運路線特性、調度場域等，規劃選擇導入之

電動大客車與充電設施軟硬體。 

執行(Do)：進行採購與上線營運。 

檢核(Check)：從車輛營運開始建立車輛營運履歷，定期追蹤

車輛營運績效與充電情形，掌握是否有造成營運效率降低或

異常情形。 

改善(Act)：釐清與蒐集造成營運效率降低或異常情形之原因，

進一步對應進行改善，提升車輛營運效率或避免異常狀態發

生。 

(3) 製造商端： 

計畫(Plan)：依市場需求掌握與設計開發符合規範之電動大客

車輛及充電設施。 

執行(Do)：生產製造電動大客車輛及充電設施，通過相關驗

證檢測後，提供給客運業者實際使用。 

檢核(Check)：追蹤產品在電動大客車服務市場的接受度、使

用情形，掌握是否滿足客運業者營運條件與穩定營運。 

改善(Act)：針對客運業者使用經驗反饋，進一步改善與提高

產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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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監控管理平臺未來發展建議 

(1) 電動大客車相關數據資料應持續蒐集及累積長期性資料，並

建議部分資料納入政府資料開放平臺，除可應用於如本計畫

關鍵指標分析外，未來亦可提供各縣市政府或業者介接，作

為智慧城市及運輸管理等應用，提升整體數據分析應用價值；

惟資料開放涉及主管機關以外之第三方單位，建議由平臺主

管機關主辦，研議資料開放項目及資料相容性等議題，確保

研議內容符合實務運作。 

(2) 未來配合公車客運電動化推動時程，視車輛汰換規模數增加

及車輛穩定性提升等時機，建議推動電動大客車平臺與公車

動態系統車載機數據整合。 

(3) 配合前述整合時機，檢討既有傳輸作業規範蒐集資料項目，

包含車機資料整併、充電設施及保修等其他資料項目是否持

續蒐集等，並與既有其他規範同步考量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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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1 

附錄 I-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辦理情形 

本團隊依據工作會議決議事項，舉辦專家學者座談會，舉辦地點

整理如附表 1-1，議程內容如附表 1-2。主要邀請與電動大客車推動相

關之中央單位、客運業者、學者等進行座談，匯集不同領域專家學者

之專業見解，以利掌握最新趨勢。 

附表 1-1 專家學者座談會舉行時間表 

時間 主題 地點 參與人數 

113/06/14(五) 

09:30~11:30 

電動大客車數據分

析與應用計畫(2/2)-

專家學者座談會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6F 會議室 
14 

 

附表 1-2 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內容摘要 

時間 內容摘要 

09:00~09:30  報到 

09:30~09:35  主席致詞(運研所) 

09:35~09:40  執行單位代表致詞(鼎漢) 

09:40~10:10 

 專家學者座談會簡報(鼎漢) 

-電動大客車數據分析與資料視覺化應用構想 

 補充說明事項(由本所運輸科技與資訊組針對簡報進行補

充) 

10:10~10:50 

 討論事項 

-邀請專家學者針對簡報內容提供建議 

-其他建議事項(如可評估新增之數據分析與視覺化應用方

向) 

10:50~11:20  臨時動議 

11:20-11:30  主席結論 

 

  



 

附 1-2 

本次專家學者座談會總計 14 人參與，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運輸資

訊及科技組—吳東凌組長擔任主持人，現場與會單位包含交通部公路

局運輸組梁郭國組長、淡江大學運輸管理系陶治中教授、首都客運股

份有限公司、中興大業巴士股份有限公司，鼎漢國際工程顧問公司團

隊等。專家學者座談會現場照片如附圖 1-1 所示，專家學者座談會簽

到情形如下呈現。 

  

附圖 1-1 專家學者座談會現場照片 

  



 

附 1-3 

 

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簽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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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1 

附錄 II-營運數據關鍵指標案例分析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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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2

%
 

7
6

.8
%

 
2

1
.4

%
 

3
.8

%
 

1
0

.4
%

 
- 

-2
.9

%
 

- 
-1

3
.1

%
 

-4
.8

%
 

C
1

-2
 

2
9

.7
%

 
- 

- 
- 

2
9

.6
%

 
-5

.8
%

 
-2

.9
%

 
1

3
.9

%
 

3
4

.2
%

 
0

.2
%

 
2

2
.2

%
 

- 
- 

- 
2

9
.8

%
 

C
1

-3
 

1
2

.0
%

 
1

4
.6

%
 

5
.3

%
 

0
.6

%
 

1
4

.0
%

 
-1

7
.8

%
 

-1
9

.1
%

 
-6

.9
%

 
-6

.0
%

 
-1

8
.4

%
 

-7
.9

%
 

-7
.3

%
 

-1
.9

%
 

-5
.4

%
 

-7
.0

%
 

C
1

-4
 

1
5

.3
%

 
- 

- 
- 

0
.4

%
 

-1
1

.2
%

 
- 

1
.6

%
 

-1
1

.7
%

 
-0

.1
%

 
2

.4
%

 
1

0
.6

%
 

- 
- 

0
.4

%
 

C
1

-5
 

- 
- 

- 
6

.6
%

 
1

2
.2

%
 

-7
.3

%
 

-5
.7

%
 

- 
-1

1
.5

%
 

-9
.5

%
 

- 
- 

- 
-5

.6
%

 
1

.5
%

 

C
1

-6
 

- 
- 

-2
6

.1
%

 
- 

-1
.6

%
 

- 
-1

2
.5

%
 

3
5

.2
%

 
- 

-0
.4

%
 

- 
- 

-0
.1

%
 

1
.9

%
 

-1
.9

%
 

C
1

-7
 

5
.3

%
 

- 
5

.3
%

 
- 

-5
.7

%
 

-1
0

.2
%

 
3

.9
%

 
8

.2
%

 
- 

3
.9

%
 

-5
.4

%
 

- 
1

4
.0

%
 

7
.3

%
 

-2
.0

%
 

C
1

-8
 

- 
-1

8
.3

%
 

- 
- 

-1
2

.5
%

 
- 

2
.5

%
 

0
.9

%
 

- 
5

.2
%

 
6

.7
%

 
-1

6
.3

%
 

- 
- 

-7
.9

%
 

C
1

-9
 

1
1

.0
%

 
-5

.5
%

 
1

5
.4

%
 

- 
-9

.1
%

 
-1

7
.9

%
 

-8
.6

%
 

-1
.7

%
 

-1
3

.8
%

 
-2

.3
%

 
-8

.8
%

 
-1

3
.6

%
 

1
3

.5
%

 
- 

-1
1

.2
%

 

C
1

-1
0
 

-8
.8

%
 

- 
9

.1
%

 
- 

-2
.6

%
 

5
.1

%
 

- 
2

.0
%

 
1

2
.4

%
 

5
.0

%
 

-4
.1

%
 

2
.1

%
 

1
1

.3
%

 
- 

2
.2

%
 

C
1

-1
1
 

- 
- 

- 
- 

-1
2

.0
%

 
- 

1
2

.5
%

 
- 

-1
0

.7
%

 
3

.7
%

 
-4

.8
%

 
- 

- 
- 

-8
.7

%
 

C
1

-1
2
 

9
.0

%
 

- 
-1

5
.2

%
 

-1
4

.5
%

 
-3

.2
%

 
-6

.3
%

 
- 

-2
.9

%
 

1
.0

%
 

-6
.4

%
 

2
.1

%
 

- 
-1

7
.7

%
 

-1
3

.6
%

 
-9

.4
%

 

C
1

-1
3
 

1
0

.6
%

 
1

1
.1

%
 

-2
.7

%
 

-8
.6

%
 

4
.0

%
 

-1
5

.6
%

 
-1

5
.9

%
 

-1
4

.2
%

 
-1

3
.4

%
 

-1
6

.1
%

 
-6

.6
%

 
-6

.6
%

 
-1

6
.5

%
 

-2
0

.9
%

 
-1

2
.7

%
 

C
1

-1
4
 

1
2

.8
%

 
1

4
.2

%
 

1
4

.3
%

 
3

.0
%

 
1

3
.4

%
 

-4
.5

%
 

-1
1

.9
%

 
-6

.7
%

 
-2

.5
%

 
-8

.1
%

 
7

.8
%

 
0

.6
%

 
6

.6
%

 
0

.5
%

 
4

.1
%

 

C
1

-1
5
 

1
3

.8
%

 
-2

0
.9

%
 

-8
.7

%
 

-4
.0

%
 

-1
.0

%
 

-1
1

.0
%

 
9

.5
%

 
-6

.1
%

 
-4

.7
%

 
-2

.4
%

 
1

.2
%

 
-1

3
.4

%
 

-1
4

.2
%

 
-8

.5
%

 
-3

.3
%

 

C
1

-1
6
 

1
3

.3
%

 
6

.7
%

 
2

.5
%

 
0

.3
%

 
5

.2
%

 
-1

4
.1

%
 

-1
6

.0
%

 
-1

1
.8

%
 

-1
4

.7
%

 
-1

4
.1

%
 

-2
.7

%
 

-1
0

.3
%

 
-9

.6
%

 
-1

4
.4

%
 

-9
.7

%
 

C
1

-1
7
 

-0
.8

%
 

-0
.6

%
 

8
.1

%
 

-5
.8

%
 

-0
.3

%
 

0
.6

%
 

4
.2

%
 

-1
.4

%
 

4
.2

%
 

2
.4

%
 

-0
.2

%
 

3
.6

%
 

6
.6

%
 

-1
.9

%
 

2
.1

%
 



  

附 2-5 

 
附
表

2
-2

 R
1
路
線
各
年
期

/各
車
輛
平
均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續
1
) 

車
牌

 

號
碼

 

第
2
年
與
第

1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第

3
年
與
第

2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第

3
年
與
第

1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2
0

2
1
秋

 
2

0
2
1
冬

 
2

0
2
2
春

 
2

0
2
2
夏

 
平
均

 
2

0
2
2
秋

 
2

0
2
2
冬

 
2

0
2
3
春

 
2

0
2
3
夏

 
平
均

 
2

0
2
3
秋

 
2

0
2
3
冬

 
2

0
2
4
春

 
2

0
2
4
夏

 
平
均

 

C
1

-1
8
 

3
2

.7
%

 
- 

4
.0

%
 

-6
.7

%
 

7
.5

%
 

-2
5

.0
%

 
- 

-8
.1

%
 

-2
.9

%
 

-4
.6

%
 

-0
.4

%
 

- 
-4

.4
%

 
-9

.4
%

 
2

.5
%

 

C
1

-1
9
 

1
4

.3
%

 
6

.3
%

 
7

.0
%

 
-7

.7
%

 
6

.0
%

 
-8

.4
%

 
-1

.9
%

 
-7

.3
%

 
2

.8
%

 
-5

.5
%

 
4

.7
%

 
4

.3
%

 
-0

.8
%

 
-5

.1
%

 
0

.2
%

 

C
1

-2
0
 

2
0

.6
%

 
1

3
.3

%
 

3
.2

%
 

-1
.2

%
 

8
.5

%
 

-9
.9

%
 

-1
0

.1
%

 
-8

.7
%

 
-4

.1
%

 
-7

.5
%

 
8

.6
%

 
1

.8
%

 
-5

.8
%

 
-5

.3
%

 
0

.4
%

 

C
1

-2
1
 

1
0

.1
%

 
2

.9
%

 
-6

.0
%

 
-4

.7
%

 
0

.9
%

 
-1

0
.8

%
 

-8
.1

%
 

-0
.2

%
 

1
.4

%
 

-5
.5

%
 

-1
.8

%
 

-5
.4

%
 

-6
.2

%
 

-3
.3

%
 

-4
.7

%
 

C
1

-2
2
 

4
.0

%
 

4
.4

%
 

-6
.9

%
 

-5
.4

%
 

-0
.8

%
 

-1
0

.7
%

 
-8

.1
%

 
-0

.3
%

 
-2

.6
%

 
-5

.2
%

 
-7

.1
%

 
-4

.1
%

 
-7

.2
%

 
-7

.8
%

 
-5

.9
%

 

C
1

-2
3
 

3
.3

%
 

2
.8

%
 

-1
3

.2
%

 
-1

4
.1

%
 

-7
.6

%
 

-1
4

.6
%

 
-4

.1
%

 
7

.9
%

 
-6

.3
%

 
-1

.2
%

 
-1

1
.8

%
 

-1
.3

%
 

-6
.4

%
 

-1
9

.5
%

 
-8

.7
%

 

C
1

-2
4
 

- 
7

.3
%

 
-2

2
.0

%
 

-1
0

.1
%

 
-1

0
.1

%
 

- 
- 

9
.7

%
 

8
.5

%
 

-0
.4

%
 

-2
.1

%
 

- 
-1

4
.4

%
 

-2
.5

%
 

-1
0

.4
%

 

C
1

-2
5
 

-1
6

.4
%

 
-5

.5
%

 
-5

.5
%

 
-4

.8
%

 
-3

.6
%

 
-5

.5
%

 
-7

.2
%

 
0

.5
%

 
-2

.2
%

 
-5

.3
%

 
-2

1
.0

%
 

-1
2

.3
%

 
-5

.0
%

 
-6

.9
%

 
-8

.8
%

 

C
1

-2
6
 

- 
5

0
.3

%
 

1
3

.0
%

 
2

.2
%

 
1

1
.9

%
 

-1
.1

%
 

-1
8

.6
%

 
-1

7
.8

%
 

-1
3

.3
%

 
-9

.1
%

 
- 

2
2

.3
%

 
-7

.2
%

 
-1

1
.3

%
 

1
.7

%
 

C
1

-2
7
 

1
1

.9
%

 
1

3
.7

%
 

2
3

.0
%

 
-9

.8
%

 
1

2
.5

%
 

-2
9

.5
%

 
-1

7
.5

%
 

- 
- 

-2
2

.0
%

 
-2

1
.1

%
 

-6
.1

%
 

- 
- 

-1
2

.2
%

 

C
1

-2
8
 

- 
1

9
.0

%
 

1
1

.2
%

 
8

.3
%

 
1

7
.5

%
 

-6
.7

%
 

-1
2

.9
%

 
-6

.8
%

 
-3

.8
%

 
-7

.4
%

 
- 

3
.7

%
 

3
.7

%
 

4
.1

%
 

8
.8

%
 

C
1

-2
9
 

3
0

.4
%

 
- 

3
.1

%
 

-1
2

.1
%

 
9

.9
%

 
-1

5
.2

%
 

- 
- 

- 
-6

.9
%

 
1

0
.5

%
 

- 
- 

- 
2

.3
%

 

C
1

-3
0
 

1
1

.6
%

 
8

.6
%

 
-1

5
.7

%
 

-2
.4

%
 

-3
.2

%
 

-1
6

.3
%

 
-3

.9
%

 
9

.8
%

 
-2

.2
%

 
-3

.7
%

 
-6

.6
%

 
4

.3
%

 
-7

.5
%

 
-4

.6
%

 
-6

.8
%

 

總
計

 
1

0
.3

%
 

7
.9

%
 

0
.3

%
 

-3
.7

%
 

3
.7

%
 

-9
.8

%
 

-8
.7

%
 

-3
.0

%
 

-3
.3

%
 

-6
.5

%
 

-0
.5

%
 

-1
.6

%
 

-2
.7

%
 

-6
.9

%
 

-3
.0

%
 

資
料
來
源
：
本
計
畫
彙
整
。

 

資
料
統
計
區
間
：

2
0

2
1
年

9
月

~
2

0
2

4
年

8
月

 (
秋
：

9
月

~
1
1
月
、
冬
：
該
年

1
2
月

~
隔
年

2
月
、
春
：

3
月

~
5
月
、
夏
：

6
月

~
8
月

)。
 

備
註
：
“

-”
為
該
車
輛
於
比
較
變
化
的
兩
年
同
季
，
有
任
一
季
未
有

R
1
路
線
行
駛
紀
錄
，
另
因
本
表
為
兩
季

/兩
年
之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
因
車
輛
路
線
調
度
，
部

分
車
輛
於

R
1
路
線
之
單
季
行
駛
天
數
可
能
較
少
，
導
致
單
季
用
電
效
率
容
易
受
少
數
天
數
用
電
效
率
影
響
，
進
而
使
兩
季
之
變
化
率
正
負
數
值
較
大
。

 



  

附 2-6 

附
表

2
-3

 R
2
路
線
各
季

/各
車
輛
平
均
用
電
效
率

 

車
牌

 

號
碼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第
三
年

 

2
0

2
1
秋

 
2

0
2
1
冬

 
2

0
2
2
春

 
2

0
2
2
夏

 
平
均

 
2

0
2
2
秋

 
2

0
2
2
冬

 
2

0
2
3
春

 
2

0
2
3
夏

 
平
均

 
2

0
2
3
秋

 
2

0
2
3
冬

 
2

0
2
4
春

 
2

0
2
4
夏

 
平
均

 

C
1

-1
 

 -
 

- 
- 

0
.9

5
 

0
.9

5
 

- 
- 

- 
0

.8
6
 

0
.8

6
 

0
.9

8
 

1
.0

8
 

0
.9

4
 

0
.8

9
 

0
.9

7
 

C
1

-2
 

- 
- 

- 
- 

- 
- 

- 
0

.7
9
 

0
.9

2
 

0
.8

8
 

0
.9

2
 

0
.9

4
 

0
.9

2
 

0
.8

9
 

0
.9

2
 

C
1

-3
 

1
.0

0
 

1
.0

2
 

1
.0

6
 

1
.0

1
 

1
.0

3
 

1
.1

2
 

1
.1

3
 

0
.9

8
 

0
.8

9
 

1
.0

5
 

0
.9

3
 

0
.9

6
 

0
.9

5
 

0
.9

3
 

0
.9

4
 

C
1

-4
 

- 
0

.9
5
 

0
.9

6
 

- 
0

.9
6
 

- 
- 

0
.9

3
 

0
.8

7
 

0
.8

9
 

0
.9

2
 

1
.1

5
 

0
.6

7
 

- 
0

.9
9
 

C
1

-5
 

- 
0

.9
6
 

- 
0

.9
5
 

0
.9

5
 

- 
1

.2
7
 

0
.8

6
 

0
.9

0
 

0
.9

4
 

0
.9

7
 

0
.9

7
 

- 
0

.9
0
 

0
.9

3
 

C
1

-6
 

- 
- 

- 
- 

- 
- 

1
.0

7
 

0
.6

9
 

0
.8

5
 

0
.9

2
 

0
.9

1
 

0
.9

2
 

0
.9

3
 

0
.9

1
 

0
.9

2
 

C
1

-7
 

- 
- 

1
.1

2
 

1
.0

1
 

1
.0

9
 

1
.0

3
 

1
.0

7
 

1
.0

8
 

- 
1

.0
4
 

0
.9

8
 

1
.0

3
 

0
.9

7
 

1
.0

8
 

1
.0

0
 

C
1

-8
 

- 
- 

- 
- 

- 
0

.9
5
 

- 
- 

0
.9

6
 

0
.9

6
 

0
.9

9
 

1
.0

6
 

1
.0

3
 

0
.9

2
 

1
.0

3
 

C
1

-9
 

0
.9

5
 

1
.0

1
 

1
.2

3
 

1
.2

1
 

1
.0

8
 

- 
1

.1
1
 

0
.9

3
 

0
.9

2
 

0
.9

6
 

0
.9

4
 

1
.0

1
 

0
.9

0
 

0
.8

8
 

0
.9

0
 

C
1

-1
0
 

- 
- 

0
.9

6
 

- 
0

.9
6
 

- 
1

.0
2
 

- 
0

.8
5
 

0
.9

4
 

0
.9

2
 

0
.9

5
 

0
.9

9
 

0
.9

7
 

0
.9

8
 

C
1

-1
1
 

0
.6

7
 

- 
- 

- 
0

.6
7
 

- 
- 

- 
0

.8
5
 

0
.8

5
 

1
.1

8
 

1
.0

6
 

0
.9

7
 

0
.8

6
 

1
.0

3
 

C
1

-1
2
 

1
.1

3
 

1
.1

1
 

1
.1

4
 

- 
1

.1
3
 

- 
1

.1
0
 

0
.9

4
 

0
.8

7
 

0
.9

7
 

1
.0

1
 

1
.0

1
 

1
.0

0
 

0
.9

9
 

1
.0

0
 

C
1

-1
3
 

0
.9

8
 

0
.9

9
 

1
.0

0
 

0
.9

7
 

0
.9

9
 

0
.9

7
 

0
.9

7
 

0
.9

5
 

0
.8

7
 

0
.9

2
 

0
.9

0
 

0
.9

0
 

0
.8

5
 

0
.7

9
 

0
.8

6
 

C
1

-1
4
 

0
.6

6
 

1
.0

0
 

1
.0

0
 

1
.0

0
 

0
.9

7
 

0
.9

8
 

1
.0

9
 

1
.0

6
 

0
.9

7
 

1
.0

5
 

0
.9

4
 

1
.0

2
 

0
.9

9
 

0
.9

1
 

0
.9

7
 

C
1

-1
5
 

1
.0

7
 

1
.1

1
 

1
.0

3
 

1
.0

0
 

1
.0

6
 

1
.0

2
 

1
.0

8
 

1
.0

7
 

1
.0

2
 

1
.0

5
 

0
.9

6
 

1
.0

1
 

- 
0

.8
7
 

0
.9

5
 

C
1

-1
6
 

1
.1

0
 

1
.1

2
 

1
.0

9
 

1
.0

6
 

1
.0

8
 

1
.1

2
 

1
.1

0
 

0
.9

1
 

0
.7

5
 

0
.9

9
 

0
.8

8
 

0
.9

3
 

1
.0

1
 

1
.0

6
 

0
.9

7
 

C
1

-1
7
 

1
.1

1
 

1
.5

3
 

1
.0

8
 

0
.9

9
 

1
.1

9
 

0
.9

3
 

1
.0

6
 

1
.0

1
 

0
.8

8
 

1
.0

0
 

0
.9

8
 

1
.0

5
 

1
.0

5
 

0
.9

4
 

1
.0

0
 



  

附 2-7 

附
表

2
-3

 R
2
路
線
各
季

/各
車
輛
平
均
用
電
效
率

(續
1
) 

車
牌

 

號
碼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第
三
年

 

2
0

2
1
秋

 
2

0
2
1
冬

 
2

0
2
2
春

 
2

0
2
2
夏

 
平
均

 
2

0
2
2
秋

 
2

0
2
2
冬

 
2

0
2
3
春

 
2

0
2
3
夏

 
平
均

 
2

0
2
3
秋

 
2

0
2
3
冬

 
2

0
2
4
春

 
2

0
2
4
夏

 
平
均

 

C
1

-1
8
 

1
.0

9
 

1
.0

8
 

1
.0

1
 

0
.9

7
 

1
.0

3
 

1
.1

3
 

1
.0

9
 

1
.0

3
 

0
.9

0
 

1
.0

9
 

- 
- 

- 
- 

- 

C
1

-1
9
 

0
.9

2
 

1
.0

8
 

0
.9

8
 

0
.9

6
 

0
.9

8
 

0
.9

9
 

1
.0

7
 

0
.9

6
 

0
.9

0
 

0
.9

6
 

0
.9

5
 

1
.0

2
 

1
.0

2
 

0
.9

4
 

0
.9

7
 

C
1

-2
0
 

- 
1

.1
1
 

1
.0

9
 

0
.9

6
 

1
.0

2
 

1
.1

1
 

1
.1

2
 

0
.9

6
 

0
.9

0
 

1
.0

8
 

0
.9

6
 

1
.0

1
 

1
.0

1
 

0
.9

0
 

1
.0

1
 

C
1

-2
1
 

1
.1

4
 

1
.0

7
 

1
.1

6
 

1
.0

5
 

1
.1

0
 

1
.0

6
 

1
.0

9
 

0
.9

9
 

0
.9

0
 

1
.0

2
 

1
.0

3
 

1
.0

8
 

1
.0

1
 

0
.9

8
 

1
.0

3
 

C
1

-2
2
 

1
.0

1
 

1
.0

4
 

1
.0

3
 

0
.9

1
 

0
.9

9
 

0
.9

7
 

1
.0

7
 

0
.9

8
 

0
.8

7
 

0
.9

8
 

0
.9

2
 

1
.0

1
 

0
.9

7
 

0
.8

7
 

0
.9

5
 

C
1

-2
3
 

- 
- 

1
.0

7
 

1
.0

0
 

1
.0

2
 

1
.0

2
 

1
.1

1
 

0
.9

1
 

0
.9

0
 

1
.0

0
 

0
.8

7
 

1
.0

0
 

0
.9

3
 

0
.9

0
 

0
.9

3
 

C
1

-2
4
 

1
.0

3
 

1
.0

2
 

1
.0

3
 

0
.9

2
 

0
.9

9
 

1
.0

0
 

1
.0

0
 

0
.8

4
 

0
.8

1
 

0
.9

2
 

0
.8

8
 

0
.8

4
 

0
.9

2
 

0
.9

2
 

0
.8

8
 

C
1

-2
5
 

1
.0

7
 

1
.0

9
 

1
.0

4
 

0
.9

6
 

1
.0

5
 

0
.9

6
 

1
.0

4
 

0
.9

9
 

0
.9

1
 

0
.9

6
 

0
.9

1
 

1
.0

4
 

1
.0

4
 

0
.9

2
 

0
.9

5
 

C
1

-2
6
 

0
.9

7
 

1
.0

1
 

1
.0

0
 

1
.0

1
 

1
.0

0
 

1
.0

7
 

1
.0

9
 

1
.0

1
 

0
.9

2
 

1
.0

4
 

0
.9

1
 

1
.0

0
 

0
.9

4
 

0
.8

9
 

0
.9

4
 

C
1

-2
7
 

0
.9

9
 

0
.9

9
 

0
.9

8
 

0
.9

8
 

0
.9

9
 

1
.0

6
 

1
.1

1
 

1
.0

9
 

0
.9

4
 

1
.0

3
 

1
.0

2
 

1
.0

4
 

1
.0

2
 

0
.9

0
 

1
.0

0
 

C
1

-2
8
 

1
.0

0
 

1
.0

0
 

0
.9

9
 

0
.9

7
 

0
.9

9
 

1
.1

4
 

1
.1

1
 

1
.0

6
 

0
.9

5
 

1
.0

6
 

1
.0

3
 

1
.2

5
 

1
.0

3
 

0
.9

6
 

1
.0

2
 

C
1

-2
9
 

0
.9

9
 

0
.9

9
 

1
.0

1
 

0
.9

5
 

0
.9

9
 

0
.9

7
 

1
.0

3
 

0
.9

6
 

0
.8

7
 

0
.9

6
 

0
.9

4
 

- 
0

.8
7
 

0
.8

5
 

0
.9

1
 

C
1

-3
0
 

0
.9

9
 

1
.0

1
 

1
.0

1
 

1
.0

1
 

1
.0

1
 

0
.9

4
 

0
.9

9
 

0
.9

3
 

0
.9

3
 

0
.9

5
 

0
.9

6
 

1
.0

2
 

1
.0

0
 

0
.9

6
 

0
.9

8
 

總
計

 
1

.0
2
 

1
.0

5
 

1
.0

2
 

0
.9

8
 

1
.0

2
 

1
.0

3
 

1
.0

7
 

0
.9

8
 

0
.9

1
 

1
.0

0
 

0
.9

6
 

1
.0

1
 

0
.9

6
 

0
.9

2
 

0
.9

6
 

資
料
來
源
：
本
計
畫
彙
整
。

 

資
料
統
計
區
間
：

2
0

2
1
年

9
月

~
2

0
2

4
年

8
月

 (
秋
：

9
月

~
1
1
月
、
冬
：
該
年

1
2
月

~
隔
年

2
月
、
春
：

3
月

~
5
月
、
夏
：

6
月

~
8
月

)。
 

備
註

 1
：
表
內
“

-”
為
該
車
輛
於
當
季
，
未
有

R
2
路
線
行
駛
紀
錄
。

 

  
  

  
  

 2
：
本
表
為
平
均
數
值
，
因
車
輛
路
線
排
班
調
度
，
各
車
輛
於
部
分
季
數
之
行
駛
天
數
可
能
較
少
，
導
致
平
均
數
值
容
易
受
少
數
天
數
用
電
效
率
影
響
。

 
 



  

附 2-8 

附
表

2
-4

 R
2
路
線
各
年
期

/各
車
輛
平
均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車
牌

 

號
碼

 

第
2
年
與
第

1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第

3
年
與
第

2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第

3
年
與
第

1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2
0

2
1
秋

 
2

0
2
1
冬

 
2

0
2
2
春

 
2

0
2
2
夏

 
平
均

 
2

0
2
2
秋

 
2

0
2
2
冬

 
2

0
2
3
春

 
2

0
2
3
夏

 
平
均

 
2

0
2
3
秋

 
2

0
2
3
冬

 
2

0
2
4
春

 
2

0
2
4
夏

 
平
均

 

C
1

-1
 

- 
- 

- 
-9

.3
%

 
-9

.3
%

 
- 

- 
- 

3
.6

%
 

1
3

.5
%

 
- 

- 
- 

-6
.0

%
 

2
.9

%
 

C
1

-2
 

- 
- 

- 
- 

- 
- 

- 
1

5
.7

%
 

-3
.6

%
 

5
.0

%
 

- 
- 

- 
- 

- 

C
1

-3
 

1
2

.4
%

 
1

0
.4

%
 

-7
.6

%
 

-1
2

.0
%

 
2

.3
%

 
-1

6
.7

%
 

-1
4

.5
%

 
-3

.0
%

 
4

.4
%

 
-1

0
.3

%
 

-6
.4

%
 

-5
.6

%
 

-1
0

.4
%

 
-8

.1
%

 
-8

.2
%

 

C
1

-4
 

- 
- 

-3
.4

%
 

- 
-6

.9
%

 
- 

- 
-2

8
.3

%
 

- 
1

0
.8

%
 

- 
2

1
.5

%
 

-3
0

.7
%

 
- 

3
.1

%
 

C
1

-5
 

- 
3

2
.6

%
 

- 
-4

.9
%

 
-1

.0
%

 
- 

-2
3

.8
%

 
- 

-0
.1

%
 

-1
.3

%
 

- 
1

.0
%

 
- 

-5
.0

%
 

-2
.2

%
 

C
1

-6
 

- 
- 

- 
- 

- 
- 

-1
4

.8
%

 
3

3
.8

%
 

7
.0

%
 

0
.2

%
 

- 
- 

- 
- 

- 

C
1

-7
 

- 
- 

-4
.2

%
 

- 
-4

.9
%

 
-5

.6
%

 
-3

.6
%

 
-1

0
.1

%
 

- 
-3

.7
%

 
- 

- 
-1

3
.9

%
 

7
.4

%
 

-8
.4

%
 

C
1

-8
 

- 
- 

- 
- 

- 
3

.9
%

 
- 

- 
-3

.5
%

 
7

.7
%

 
- 

- 
- 

- 
- 

C
1

-9
 

- 
9

.2
%

 
-2

4
.2

%
 

-2
3

.8
%

 
-1

1
.7

%
 

- 
-8

.8
%

 
-3

.9
%

 
-4

.3
%

 
-5

.6
%

 
-1

.1
%

 
-0

.4
%

 
-2

7
.2

%
 

-2
7

.1
%

 
-1

6
.6

%
 

C
1

-1
0
 

- 
- 

- 
- 

-1
.8

%
 

- 
-7

.2
%

 
- 

1
3

.9
%

 
4

.2
%

 
- 

- 
4

.1
%

 
- 

2
.4

%
 

C
1

-1
1
 

- 
- 

- 
- 

2
6

.3
%

 
- 

- 
- 

1
.7

%
 

2
1

.3
%

 
7

5
.3

%
 

- 
- 

- 
5

3
.2

%
 

C
1

-1
2
 

- 
-1

.4
%

 
-1

7
.6

%
 

- 
-1

4
.2

%
 

- 
-8

.1
%

 
7

.3
%

 
1

2
.9

%
 

3
.3

%
 

-1
0

.2
%

 
-9

.3
%

 
-1

1
.6

%
 

- 
-1

1
.3

%
 

C
1

-1
3
 

-1
.3

%
 

-2
.1

%
 

-4
.7

%
 

-9
.7

%
 

-6
.3

%
 

-7
.2

%
 

-7
.8

%
 

-1
1

.1
%

 
-9

.2
%

 
-7

.5
%

 
-8

.4
%

 
-9

.7
%

 
-1

5
.2

%
 

-1
8

.0
%

 
-1

3
.4

%
 

C
1

-1
4
 

4
8

.1
%

 
8

.8
%

 
6

.0
%

 
-2

.7
%

 
7

.3
%

 
-4

.0
%

 
-6

.2
%

 
-5

.9
%

 
-6

.0
%

 
-7

.0
%

 
4

2
.2

%
 

2
.1

%
 

-0
.3

%
 

-8
.5

%
 

-0
.2

%
 

C
1

-1
5
 

-5
.1

%
 

-3
.3

%
 

3
.8

%
 

1
.7

%
 

-0
.7

%
 

-5
.1

%
 

-5
.8

%
 

- 
-1

5
.0

%
 

-9
.8

%
 

-9
.9

%
 

-9
.0

%
 

- 
-1

3
.5

%
 

-1
0

.4
%

 

C
1

-1
6
 

2
.2

%
 

-1
.9

%
 

-1
6

.7
%

 
-2

9
.5

%
 

-8
.8

%
 

-2
1

.8
%

 
-1

5
.2

%
 

1
0

.9
%

 
4

1
.7

%
 

-2
.4

%
 

-2
0

.1
%

 
-1

6
.8

%
 

-7
.6

%
 

0
.0

%
 

-1
1

.1
%

 

C
1

-1
7
 

-1
6

.2
%

 
-3

0
.5

%
 

-6
.9

%
 

-1
1

.6
%

 
-1

5
.6

%
 

5
.1

%
 

-1
.3

%
 

4
.0

%
 

7
.6

%
 

0
.2

%
 

-1
1

.9
%

 
-3

1
.5

%
 

-3
.3

%
 

-4
.9

%
 

-1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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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2
-4

 R
2
路
線
各
年
期

/各
車
輛
平
均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續
1
) 

車
牌

 

號
碼

 

第
2
年
與
第

1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第

3
年
與
第

2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第

3
年
與
第

1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2
0

2
1
秋

 
2

0
2
1
冬

 
2

0
2
2
春

 
2

0
2
2
夏

 
平
均

 
2

0
2
2
秋

 
2

0
2
2
冬

 
2

0
2
3
春

 
2

0
2
3
夏

 
平
均

 
2

0
2
3
秋

 
2

0
2
3
冬

 
2

0
2
4
春

 
2

0
2
4
夏

 
平
均

 

C
1

-1
8
 

3
.4

%
 

0
.8

%
 

1
.5

%
 

-7
.7

%
 

5
.1

%
 

- 
- 

- 
- 

- 
- 

- 
- 

- 
- 

C
1

-1
9
 

7
.3

%
 

-1
.0

%
 

-1
.8

%
 

-6
.1

%
 

-2
.2

%
 

-3
.5

%
 

-4
.1

%
 

6
.7

%
 

4
.2

%
 

1
.0

%
 

3
.6

%
 

-5
.1

%
 

4
.9

%
 

-2
.2

%
 

-1
.2

%
 

C
1

-2
0
 

- 
0

.1
%

 
-1

1
.8

%
 

-5
.9

%
 

5
.4

%
 

-1
3

.0
%

 
-9

.2
%

 
5

.7
%

 
0

.4
%

 
-6

.3
%

 
- 

-9
.1

%
 

-6
.8

%
 

-5
.5

%
 

-1
.3

%
 

C
1

-2
1
 

-7
.2

%
 

2
.1

%
 

-1
4

.3
%

 
-1

4
.6

%
 

-7
.8

%
 

-2
.4

%
 

-1
.3

%
 

1
.7

%
 

9
.6

%
 

1
.6

%
 

-9
.4

%
 

0
.8

%
 

-1
2

.9
%

 
-6

.5
%

 
-6

.4
%

 

C
1

-2
2
 

-3
.3

%
 

3
.0

%
 

-4
.6

%
 

-4
.4

%
 

-1
.5

%
 

-5
.3

%
 

-5
.1

%
 

-1
.0

%
 

-0
.4

%
 

-3
.1

%
 

-8
.4

%
 

-2
.2

%
 

-5
.6

%
 

-4
.7

%
 

-4
.6

%
 

C
1

-2
3
 

- 
- 

-1
5

.3
%

 
-1

0
.4

%
 

-1
.7

%
 

-1
5

.1
%

 
-9

.7
%

 
2

.2
%

 
0

.5
%

 
-6

.8
%

 
- 

- 
-1

3
.4

%
 

-1
0

.0
%

 
-8

.4
%

 

C
1

-2
4
 

-3
.6

%
 

-2
.1

%
 

-1
8

.3
%

 
-1

1
.0

%
 

-7
.7

%
 

-1
1

.9
%

 
-1

5
.8

%
 

9
.3

%
 

1
3

.0
%

 
-3

.8
%

 
-1

5
.1

%
 

-1
7

.7
%

 
-1

0
.7

%
 

0
.5

%
 

-1
1

.2
%

 

C
1

-2
5
 

-1
0

.5
%

 
-4

.8
%

 
-5

.4
%

 
-5

.7
%

 
-8

.9
%

 
-5

.6
%

 
-0

.6
%

 
5

.1
%

 
1

.2
%

 
-0

.6
%

 
-1

5
.6

%
 

-5
.3

%
 

-0
.6

%
 

-4
.5

%
 

-9
.4

%
 

C
1

-2
6
 

9
.7

%
 

7
.9

%
 

0
.6

%
 

-8
.2

%
 

3
.5

%
 

-1
4

.4
%

 
-8

.1
%

 
-7

.0
%

 
-3

.6
%

 
-9

.3
%

 
-6

.0
%

 
-0

.8
%

 
-6

.5
%

 
-1

1
.6

%
 

-6
.1

%
 

C
1

-2
7
 

6
.4

%
 

1
2

.2
%

 
1

0
.9

%
 

-4
.4

%
 

4
.7

%
 

-3
.9

%
 

-7
.1

%
 

-6
.4

%
 

-4
.4

%
 

-3
.3

%
 

2
.3

%
 

4
.3

%
 

3
.8

%
 

-8
.6

%
 

1
.3

%
 

C
1

-2
8
 

1
4

.2
%

 
1

0
.9

%
 

7
.2

%
 

-1
.2

%
 

7
.1

%
 

-1
0

.3
%

 
1

2
.5

%
 

-3
.2

%
 

1
.0

%
 

-3
.5

%
 

2
.4

%
 

2
4

.7
%

 
3

.7
%

 
-0

.2
%

 
3

.3
%

 

C
1

-2
9
 

-1
.7

%
 

3
.7

%
 

-4
.4

%
 

-8
.6

%
 

-2
.9

%
 

-3
.8

%
 

- 
-1

0
.1

%
 

-2
.6

%
 

-5
.0

%
 

-5
.4

%
 

- 
-1

4
.1

%
 

-1
1

.0
%

 
-7

.7
%

 

C
1

-3
0
 

-5
.1

%
 

-2
.3

%
 

-8
.4

%
 

-7
.7

%
 

-6
.1

%
 

1
.9

%
 

3
.0

%
 

7
.1

%
 

3
.3

%
 

3
.8

%
 

-3
.3

%
 

0
.6

%
 

-1
.9

%
 

-4
.6

%
 

-2
.6

%
 

總
計

 
1

.0
%

 
1

.8
%

 
-4

.3
%

 
-7

.4
%

 
-1

.9
%

 
-7

.3
%

 
-5

.0
%

 
-1

.5
%

 
1

.2
%

 
-3

.6
%

 
-6

.3
%

 
-3

.3
%

 
-5

.7
%

 
-6

.3
%

 
-5

.4
%

 

資
料
來
源
：
本
計
畫
彙
整
。

 

資
料
統
計
區
間
：

2
0

2
1
年

9
月

~
2

0
2

4
年

8
月

 (
秋
：

9
月

~
1
1
月
、
冬
：
該
年

1
2
月

~
隔
年

2
月
、
春
：

3
月

~
5
月
、
夏
：

6
月

~
8
月

)。
 

備
註
：
“

-”
為
該
車
輛
於
比
較
變
化
的
兩
年
同
季
，
有
任
一
季
未
有

R
2
路
線
行
駛
紀
錄
，
另
因
本
表
為
兩
季

/兩
年
之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
因
車
輛
路
線
調
度
，
部

分
車
輛
於

R
2
路
線
之
單
季
行
駛
天
數
可
能
較
少
，
導
致
單
季
用
電
效
率
容
易
受
少
數
天
數
用
電
效
率
影
響
，
進
而
使
兩
季
之
變
化
率
正
負
數
值
較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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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2
-5

 R
3
路
線
各
季

/各
車
輛
平
均
用
電
效
率

 

車
牌

 

號
碼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第
三
年

 

2
0

2
1
秋

 
2

0
2
1
冬

 
2

0
2
2
春

 
2

0
2
2
夏

 
平
均

 
2

0
2
2
秋

 
2

0
2
2
冬

 
2

0
2
3
春

 
2

0
2
3
夏

 
平
均

 
2

0
2
3
秋

 
2

0
2
3
冬

 
2

0
2
4
春

 
2

0
2
4
夏

 
平
均

 

C
1

-1
 

0
.7

3
 

0
.7

8
 

0
.7

7
 

0
.7

8
 

0
.7

7
 

0
.8

6
 

0
.8

1
 

0
.7

7
 

0
.7

5
 

0
.8

0
 

1
.0

3
 

1
.0

6
 

0
.9

7
 

0
.8

7
 

0
.9

9
 

C
1

-2
 

0
.8

0
 

0
.8

4
 

0
.7

8
 

0
.7

3
 

0
.7

9
 

0
.8

0
 

0
.8

6
 

0
.9

2
 

0
.8

2
 

0
.8

5
 

0
.8

4
 

0
.9

2
 

0
.8

7
 

0
.8

4
 

0
.8

7
 

C
1

-3
 

0
.7

9
 

1
.0

6
 

0
.9

5
 

1
.0

0
 

0
.8

1
 

1
.1

0
 

1
.1

8
 

0
.8

9
 

0
.9

6
 

0
.9

3
 

0
.9

2
 

0
.9

5
 

0
.9

3
 

0
.8

6
 

0
.9

2
 

C
1

-4
 

0
.9

2
 

1
.0

0
 

0
.9

7
 

0
.8

8
 

0
.9

4
 

0
.9

4
 

1
.0

3
 

1
.0

1
 

0
.8

6
 

0
.9

5
 

0
.9

4
 

1
.0

3
 

0
.9

5
 

0
.8

9
 

0
.9

6
 

C
1

-5
 

0
.9

0
 

1
.0

4
 

0
.9

3
 

0
.9

0
 

0
.9

5
 

1
.0

1
 

0
.9

9
 

0
.9

6
 

0
.9

0
 

0
.9

7
 

0
.9

1
 

0
.9

4
 

0
.9

3
 

0
.8

6
 

0
.9

1
 

C
1

-6
 

0
.8

9
 

0
.9

3
 

0
.8

6
 

0
.8

6
 

0
.8

8
 

0
.8

5
 

0
.8

7
 

0
.8

8
 

0
.8

8
 

0
.8

7
 

0
.8

8
 

0
.9

4
 

0
.9

2
 

0
.8

4
 

0
.8

8
 

C
1

-7
 

0
.9

0
 

0
.9

9
 

0
.9

6
 

0
.8

9
 

0
.9

4
 

0
.9

5
 

1
.0

2
 

0
.9

4
 

0
.8

6
 

0
.9

6
 

0
.9

3
 

0
.9

7
 

0
.9

4
 

0
.8

9
 

0
.9

3
 

C
1

-8
 

0
.9

1
 

1
.0

2
 

1
.0

0
 

0
.8

8
 

0
.9

5
 

0
.9

4
 

0
.8

9
 

0
.9

8
 

0
.8

8
 

0
.9

3
 

0
.8

6
 

1
.0

7
 

0
.9

4
 

0
.9

0
 

0
.9

1
 

C
1

-9
 

0
.9

0
 

1
.0

7
 

0
.9

8
 

0
.8

7
 

0
.9

5
 

0
.9

2
 

1
.0

0
 

0
.9

1
 

0
.8

3
 

0
.9

0
 

0
.8

9
 

0
.9

9
 

0
.9

4
 

0
.8

3
 

0
.9

0
 

C
1

-1
0
 

0
.7

7
 

0
.8

7
 

0
.8

2
 

0
.7

7
 

0
.8

1
 

0
.9

9
 

1
.0

5
 

0
.9

3
 

0
.8

4
 

0
.9

5
 

0
.9

1
 

0
.9

7
 

0
.9

4
 

0
.9

1
 

0
.9

4
 

C
1

-1
1
 

1
.0

1
 

1
.1

3
 

1
.0

8
 

0
.9

8
 

1
.0

5
 

1
.0

5
 

1
.1

2
 

1
.0

8
 

0
.9

3
 

1
.0

5
 

0
.9

7
 

1
.0

4
 

0
.9

9
 

0
.9

2
 

0
.9

8
 

C
1

-1
2
 

0
.9

6
 

1
.0

7
 

1
.0

4
 

0
.9

5
 

1
.0

1
 

1
.0

2
 

1
.0

5
 

0
.8

9
 

0
.9

3
 

0
.9

9
 

0
.9

7
 

- 
1

.0
4
 

0
.9

1
 

0
.9

7
 

C
1

-1
3
 

- 
0

.9
5
 

1
.0

1
 

- 
0

.9
8
 

0
.9

9
 

- 
0

.8
3
 

0
.7

5
 

0
.9

1
 

0
.8

1
 

- 
- 

0
.7

8
 

0
.8

0
 

C
1

-1
4
 

0
.9

7
 

1
.1

8
 

- 
0

.8
6
 

0
.9

9
 

1
.1

2
 

1
.2

0
 

1
.2

3
 

0
.7

9
 

1
.0

8
 

0
.9

4
 

- 
0

.9
3
 

0
.9

3
 

0
.9

3
 

C
1

-1
5
 

0
.9

3
 

1
.1

5
 

1
.0

7
 

0
.8

4
 

1
.0

3
 

1
.0

7
 

- 
1

.0
8
 

0
.9

5
 

1
.0

1
 

0
.9

4
 

1
.2

6
 

1
.0

7
 

0
.8

0
 

0
.9

5
 

C
1

-1
6
 

1
.0

6
 

1
.0

4
 

- 
0

.8
8
 

1
.0

1
 

1
.0

7
 

1
.2

1
 

- 
- 

1
.1

5
 

0
.8

2
 

0
.9

7
 

1
.0

2
 

0
.7

8
 

0
.8

3
 

C
1

-1
7
 

0
.9

7
 

0
.9

8
 

0
.8

7
 

0
.8

1
 

0
.9

2
 

0
.9

4
 

0
.9

2
 

0
.9

6
 

0
.9

5
 

0
.9

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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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2
-5

 R
3
路
線
各
季

/各
車
輛
平
均
用
電
效
率

(續
1
) 

車
牌

 

號
碼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第
三
年

 

2
0

2
1
秋

 
2

0
2
1
冬

 
2

0
2
2
春

 
2

0
2
2
夏

 
平
均

 
2

0
2
2
秋

 
2

0
2
2
冬

 
2

0
2
3
春

 
2

0
2
3
夏

 
平
均

 
2

0
2
3
秋

 
2

0
2
3
冬

 
2

0
2
4
春

 
2

0
2
4
夏

 
平
均

 

C
1

-1
8
 

0
.7

9
 

- 
0

.8
2
 

- 
0

.8
0
 

1
.1

2
 

- 
1

.0
4
 

- 
1

.0
5
 

- 
- 

- 
- 

- 

C
1

-1
9
 

- 
1

.1
0
 

- 
0

.8
9
 

0
.9

8
 

1
.0

3
 

1
.0

6
 

1
.0

2
 

0
.8

5
 

1
.0

2
 

1
.0

1
 

1
.0

5
 

1
.0

0
 

0
.8

9
 

0
.9

7
 

C
1

-2
0
 

0
.8

6
 

1
.2

5
 

0
.9

8
 

- 
0

.9
9
 

0
.9

5
 

1
.0

1
 

1
.1

3
 

- 
1

.0
2
 

- 
0

.9
8

 
1

.0
3
 

- 
1

.0
1
 

C
1

-2
1
 

0
.9

3
 

1
.1

9
 

- 
- 

1
.0

4
 

1
.1

0
 

0
.9

8
 

0
.9

9
 

0
.9

0
 

0
.9

9
 

1
.0

0
 

1
.0

3
 

0
.9

7
 

0
.9

0
 

0
.9

6
 

C
1

-2
2
 

0
.9

0
 

1
.0

9
 

0
.9

6
 

0
.9

0
 

1
.0

0
 

1
.1

2
 

- 
- 

- 
1

.1
2
 

- 
1

.2
1

 
1

.0
6
 

0
.8

5
 

0
.9

4
 

C
1

-2
3
 

0
.7

7
 

0
.9

0
 

0
.9

2
 

0
.8

6
 

0
.8

8
 

- 
1

.1
1
 

- 
0

.8
5
 

0
.9

8
 

0
.7

9
 

1
.0

1
 

0
.8

8
 

0
.8

7
 

0
.9

1
 

C
1

-2
4
 

- 
- 

- 
0

.8
5
 

0
.8

5
 

- 
- 

- 
- 

- 
- 

- 
0

.8
5
 

0
.8

7
 

0
.8

6
 

C
1

-2
5
 

- 
1

.1
8
 

0
.9

3
 

- 
0

.9
5
 

1
.1

3
 

0
.9

8
 

- 
0

.8
7
 

0
.9

9
 

0
.9

1
 

1
.0

2
 

0
.9

2
 

0
.8

2
 

0
.9

0
 

C
1

-2
6
 

0
.9

8
 

0
.7

5
 

0
.8

1
 

0
.6

8
 

0
.7

8
 

- 
- 

- 
- 

- 
- 

1
.1

8
 

- 
- 

1
.1

8
 

C
1

-2
7
 

- 
0

.9
2
 

1
.0

4
 

0
.9

2
 

0
.9

7
 

0
.9

4
 

1
.1

7
 

1
.1

8
 

- 
1

.0
8
 

- 
- 

- 
- 

- 

C
1

-2
8
 

- 
- 

1
.1

1
 

0
.8

8
 

1
.0

3
 

- 
1

.1
7
 

0
.7

9
 

- 
0

.8
8
 

0
.9

4
 

1
.0

0
 

1
.0

1
 

0
.9

3
 

0
.9

8
 

C
1

-2
9
 

- 
1

.1
6
 

0
.9

9
 

0
.8

5
 

0
.9

1
 

- 
1

.1
1
 

0
.5

4
 

0
.8

5
 

0
.8

4
 

1
.0

1
 

- 
- 

- 
1

.0
1
 

C
1

-3
0
 

- 
- 

0
.9

6
 

0
.8

7
 

0
.9

1
 

- 
- 

0
.9

4
 

1
.0

4
 

1
.0

0
 

- 
- 

- 
0

.9
5
 

0
.9

5
 

總
計

 
0

.8
8
 

0
.9

7
 

0
.9

2
 

0
.8

6
 

0
.9

1
 

0
.9

4
 

0
.9

8
 

0
.9

4
 

0
.8

5
 

0
.9

3
 

0
.9

3
 

0
.9

9
 

0
.9

5
 

0
.8

7
 

0
.9

3
 

資
料
來
源
：
本
計
畫
彙
整
。

 

資
料
統
計
區
間
：

2
0

2
1
年

9
月

~
2

0
2

4
年

8
月

 (
秋
：

9
月

~
1
1
月
、
冬
：
該
年

1
2
月

~
隔
年

2
月
、
春
：

3
月

~
5
月
、
夏
：

6
月

~
8
月

)。
 

備
註

 1
：
表
內
“

-”
為
該
車
輛
於
當
季
，
未
有

R
3
路
線
行
駛
紀
錄
。

 

  
  

  
  
 2
：
本
表
為
平
均
數
值
，
因
車
輛
路
線
排
班
調
度
，
各
車
輛
於
部
分
季
數
之
行
駛
天
數
可
能
較
少
，
導
致
平
均
數
值
容
易
受
少
數
天
數
用
電
效
率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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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2
-6

 R
3
路
線
各
年
期

/各
車
輛
平
均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車
牌

 

號
碼

 

第
2
年
與
第

1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第

3
年
與
第

2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第

3
年
與
第

1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2
0

2
1
秋

 
2

0
2
1
冬

 
2

0
2
2
春

 
2

0
2
2
夏

 
平
均

 
2

0
2
2
秋

 
2

0
2
2
冬

 
2

0
2
3
春

 
2

0
2
3
夏

 
平
均

 
2

0
2
3
秋

 
2

0
2
3
冬

 
2

0
2
4
春

 
2

0
2
4
夏

 
平
均

 

C
1

-1
 

1
6

.9
%

 
3

.8
%

 
0

.2
%

 
-4

.1
%

 
3

.9
%

 
1

9
.7

%
 

3
0

.6
%

 
2

5
.8

%
 

1
7

.0
%

 
2

3
.7

%
 

3
9

.9
%

 
3

5
.5

%
 

2
6

.0
%

 
1

2
.2

%
 

2
8

.6
%

 

C
1

-2
 

-0
.2

%
 

3
.4

%
 

1
7

.2
%

 
1

1
.6

%
 

7
.7

%
 

5
.6

%
 

7
.0

%
 

-5
.3

%
 

3
.1

%
 

2
.2

%
 

5
.4

%
 

1
0

.7
%

 
1

1
.0

%
 

1
5

.1
%

 
1

0
.0

%
 

C
1

-3
 

3
9

.4
%

 
1

1
.0

%
 

-7
.3

%
 

-3
.9

%
 

1
3

.9
%

 
-1

6
.5

%
 

-1
9

.6
%

 
5

.0
%

 
-9

.8
%

 
-1

.1
%

 
1

6
.4

%
 

-1
0

.7
%

 
-2

.7
%

 
-1

3
.3

%
 

1
2

.7
%

 

C
1

-4
 

2
.8

%
 

3
.0

%
 

4
.0

%
 

-2
.6

%
 

1
.2

%
 

-0
.5

%
 

-0
.2

%
 

-5
.8

%
 

4
.0

%
 

0
.9

%
 

2
.3

%
 

2
.8

%
 

-2
.1

%
 

1
.3

%
 

2
.0

%
 

C
1

-5
 

1
1

.9
%

 
-5

.1
%

 
3

.3
%

 
-0

.1
%

 
2

.8
%

 
-9

.6
%

 
-4

.9
%

 
-3

.4
%

 
-4

.7
%

 
-6

.5
%

 
1

.1
%

 
-9

.7
%

 
-0

.1
%

 
-4

.8
%

 
-3

.9
%

 

C
1

-6
 

-4
.5

%
 

-6
.1

%
 

2
.0

%
 

2
.8

%
 

-2
.1

%
 

3
.9

%
 

7
.9

%
 

4
.4

%
 

-4
.5

%
 

1
.9

%
 

-0
.8

%
 

1
.3

%
 

6
.5

%
 

-1
.9

%
 

-0
.3

%
 

C
1

-7
 

4
.7

%
 

2
.8

%
 

-2
.6

%
 

-2
.7

%
 

2
.8

%
 

-2
.1

%
 

-5
.2

%
 

0
.1

%
 

3
.2

%
 

-3
.3

%
 

2
.5

%
 

-2
.6

%
 

-2
.5

%
 

0
.4

%
 

-0
.6

%
 

C
1

-8
 

3
.1

%
 

-1
2

.6
%

 
-1

.5
%

 
0

.2
%

 
-2

.8
%

 
-8

.2
%

 
2

0
.5

%
 

-3
.8

%
 

1
.2

%
 

-2
.1

%
 

-5
.3

%
 

5
.3

%
 

-5
.3

%
 

1
.4

%
 

-4
.9

%
 

C
1

-9
 

2
.1

%
 

-7
.2

%
 

-7
.0

%
 

-4
.5

%
 

-5
.7

%
 

-3
.0

%
 

-0
.3

%
 

2
.6

%
 

-0
.1

%
 

0
.5

%
 

-0
.9

%
 

-7
.5

%
 

-4
.6

%
 

-4
.6

%
 

-5
.3

%
 

C
1

-1
0
 

2
8

.2
%

 
2

1
.1

%
 

1
3

.1
%

 
8

.4
%

 
1

7
.5

%
 

-8
.2

%
 

-7
.4

%
 

2
.0

%
 

8
.7

%
 

-1
.2

%
 

1
7

.8
%

 
1

2
.2

%
 

1
5

.3
%

 
1

7
.8

%
 

1
6

.1
%

 

C
1

-1
1
 

3
.6

%
 

-0
.3

%
 

-0
.5

%
 

-4
.9

%
 

-0
.5

%
 

-8
.0

%
 

-7
.0

%
 

-8
.4

%
 

-0
.9

%
 

-6
.4

%
 

-4
.7

%
 

-7
.3

%
 

-8
.9

%
 

-5
.7

%
 

-6
.8

%
 

C
1

-1
2
 

6
.2

%
 

-1
.5

%
 

-1
3

.7
%

 
-2

.3
%

 
-1

.9
%

 
-4

.4
%

 
- 

1
6

.1
%

 
-2

.3
%

 
-1

.9
%

 
1

.5
%

 
- 

0
.2

%
 

-4
.6

%
 

-3
.7

%
 

C
1

-1
3
 

- 
- 

-1
7

.7
%

 
- 

-7
.3

%
 

-1
8

.6
%

 
- 

- 
4

.7
%

 
-1

2
.3

%
 

- 
- 

- 
- 

-1
8

.8
%

 

C
1

-1
4
 

1
5

.2
%

 
1

.9
%

 
- 

-8
.2

%
 

9
.3

%
 

-1
6

.3
%

 
- 

-2
4

.4
%

 
1

7
.2

%
 

-1
4

.2
%

 
-3

.6
%

 
- 

- 
7

.6
%

 
-6

.3
%

 

C
1

-1
5
 

1
5

.2
%

 
- 

1
.1

%
 

1
4

.3
%

 
-2

.0
%

 
-1

2
.2

%
 

- 
-1

.6
%

 
-1

6
.0

%
 

-6
.1

%
 

1
.1

%
 

9
.1

%
 

-0
.5

%
 

-4
.1

%
 

-8
.0

%
 

C
1

-1
6
 

0
.7

%
 

1
5

.4
%

 
- 

- 
1

4
.0

%
 

-2
3

.2
%

 
-1

9
.7

%
 

- 
- 

-2
7

.9
%

 
-2

2
.6

%
 

-7
.3

%
 

- 
-1

1
.5

%
 

-1
7

.8
%

 

C
1

-1
7
 

-3
.1

%
 

-6
.8

%
 

1
1

.3
%

 
1

7
.1

%
 

4
.2

%
 

- 
- 

- 
- 

- 
- 

- 
- 

- 
- 



  

附 2-13 

 
附
表

2
-6

 R
3
路
線
各
年
期

/各
車
輛
平
均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續
1
) 

車
牌

 

號
碼

 

第
2
年
與
第

1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第

3
年
與
第

2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第

3
年
與
第

1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2
0

2
1
秋

 
2

0
2
1
冬

 
2

0
2
2
春

 
2

0
2
2
夏

 
平
均

 
2

0
2
2
秋

 
2

0
2
2
冬

 
2

0
2
3
春

 
2

0
2
3
夏

 
平
均

 
2

0
2
3
秋

 
2

0
2
3
冬

 
2

0
2
4
春

 
2

0
2
4
夏

 
平
均

 

C
1

-1
8
 

4
1

.6
%

 
- 

2
5

.9
%

 
- 

3
1

.5
%

 
- 

- 
- 

- 
- 

- 
- 

- 
- 

- 

C
1

-1
9
 

- 
-3

.4
%

 
- 

-4
.1

%
 

3
.2

%
 

-1
.7

%
 

-0
.8

%
 

-1
.8

%
 

4
.2

%
 

-4
.7

%
 

- 
-4

.2
%

 
- 

0
.0

%
 

-1
.7

%
 

C
1

-2
0
 

1
0

.5
%

 
-1

9
.3

%
 

1
5

.3
%

 
- 

3
.2

%
 

- 
-2

.5
%

 
-8

.9
%

 
- 

-0
.2

%
 

- 
-2

1
.3

%
 

5
.0

%
 

- 
3

.0
%

 

C
1

-2
1
 

1
8

.0
%

 
-1

7
.2

%
 

- 
- 

-5
.4

%
 

-9
.5

%
 

4
.5

%
 

-2
.5

%
 

-0
.3

%
 

-2
.7

%
 

6
.8

%
 

-1
3

.4
%

 
- 

- 
-8

.0
%

 

C
1

-2
2
 

2
4

.6
%

 
- 

- 
- 

1
1

.6
%

 
- 

- 
- 

- 
-1

5
.9

%
 

- 
1

0
.6

%
 

1
1

.3
%

 
-5

.0
%

 
-6

.1
%

 

C
1

-2
3
 

- 
2

2
.6

%
 

- 
-1

.6
%

 
1

1
.3

%
 

- 
-8

.6
%

 
- 

3
.4

%
 

-6
.4

%
 

2
.7

%
 

1
2

.1
%

 
-4

.3
%

 
1

.7
%

 
4

.2
%

 

C
1

-2
4
 

- 
- 

- 
- 

- 
- 

- 
- 

- 
- 

- 
- 

- 
2

.8
%

 
1

.5
%

 

C
1

-2
5
 

- 
-1

6
.8

%
 

- 
- 

3
.5

%
 

-1
9

.4
%

 
4

.0
%

 
- 

-5
.9

%
 

-8
.5

%
 

- 
-1

3
.4

%
 

-0
.5

%
 

- 
-5

.3
%

 

C
1

-2
6
 

- 
- 

- 
- 

- 
- 

- 
- 

- 
- 

- 
5

7
.7

%
 

- 
- 

5
1

.7
%

 

C
1

-2
7
 

- 
2

7
.1

%
 

1
3

.1
%

 
- 

1
1

.9
%

 
- 

- 
- 

- 
- 

- 
- 

- 
- 

- 

C
1

-2
8
 

- 
- 

-2
8

.5
%

 
- 

-1
4

.0
%

 
- 

-1
4

.3
%

 
2

7
.9

%
 

- 
1

0
.3

%
 

- 
- 

-8
.5

%
 

6
.7

%
 

-5
.2

%
 

C
1

-2
9
 

- 
-4

.2
%

 
-4

5
.4

%
 

0
.1

%
 

-7
.7

%
 

- 
- 

- 
- 

2
0

.0
%

 
- 

- 
- 

- 
1

0
.7

%
 

C
1

-3
0
 

- 
- 

-2
.0

%
 

2
0

.3
%

 
1

0
.5

%
 

- 
- 

- 
-9

.2
%

 
-5

.4
%

 
- 

- 
- 

9
.2

%
 

4
.5

%
 

總
計

 
7

.1
%

 
1

.0
%

 
1

.9
%

 
-0

.7
%

 
2

.3
%

 
-1

.2
%

 
1

.2
%

 
0

.4
%

 
2

.1
%

 
0

.3
%

 
5

.8
%

 
2

.2
%

 
2

.3
%

 
1

.4
%

 
2

.7
%

 

資
料
來
源
：
本
計
畫
彙
整
。

 

資
料
統
計
區
間
：

2
0

2
1
年

9
月

~
2

0
2

4
年

8
月

 (
秋
：

9
月

~
1
1
月
、
冬
：
該
年

1
2
月

~
隔
年

2
月
、
春
：

3
月

~
5
月
、
夏
：

6
月

~
8
月

)。
 

備
註
：
“

-”
為
該
車
輛
於
比
較
變
化
的
兩
年
同
季
，
有
任
一
季
未
有

R
3
路
線
行
駛
紀
錄
，
另
因
本
表
為
兩
季

/兩
年
之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
因
車
輛
路
線
調
度
，
部

分
車
輛
於

R
3
路
線
之
單
季
行
駛
天
數
可
能
較
少
，
導
致
單
季
用
電
效
率
容
易
受
少
數
天
數
用
電
效
率
影
響
，
進
而
使
兩
季
之
變
化
率
正
負
數
值
較
大
。

 



  

附 2-14 

附
表

2
-7

 R
1
、

R
2
、

R
3
路
線
各
季

/各
車
輛
平
均
用
電
效
率
綜
合
分
析

 

車
牌

 

號
碼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第
三
年

 

2
0

2
1
秋

 
2

0
2
1
冬

 
2

0
2
2
春

 
2

0
2
2
夏

 
平
均

 
2

0
2
2
秋

 
2

0
2
2
冬

 
2

0
2
3
春

 
2

0
2
3
夏

 
平
均

 
2

0
2
3
秋

 
2

0
2
3
冬

 
2

0
2
4
春

 
2

0
2
4
夏

 
平
均

 

C
1

-1
 

0
.7

3
 

0
.7

9
 

0
.7

7
 

0
.7

9
 

0
.7

7
 

0
.8

6
 

0
.8

1
 

0
.7

7
 

0
.7

5
 

0
.8

0
 

1
.0

2
 

1
.0

7
 

0
.9

6
 

0
.8

7
 

0
.9

8
 

C
1

-2
 

0
.8

0
 

0
.8

4
 

0
.7

8
 

0
.7

3
 

0
.7

9
 

0
.8

0
 

0
.8

7
 

0
.9

2
 

0
.8

2
 

0
.8

5
 

0
.8

5
 

0
.9

3
 

0
.8

7
 

0
.8

5
 

0
.8

8
 

C
1

-3
 

0
.8

3
 

1
.0

3
 

0
.9

9
 

0
.9

3
 

0
.9

4
 

1
.1

0
 

1
.1

7
 

0
.9

4
 

0
.9

4
 

1
.0

5
 

0
.9

2
 

0
.9

5
 

0
.9

5
 

0
.8

7
 

0
.9

2
 

C
1

-4
 

0
.9

2
 

1
.0

0
 

0
.9

7
 

0
.8

8
 

0
.9

4
 

0
.9

4
 

1
.0

3
 

1
.0

0
 

0
.8

6
 

0
.9

5
 

0
.9

3
 

1
.0

4
 

0
.9

5
 

0
.8

8
 

0
.9

6
 

C
1

-5
 

0
.9

0
 

1
.0

4
 

0
.9

3
 

0
.9

0
 

0
.9

5
 

1
.0

1
 

0
.9

9
 

0
.9

6
 

0
.9

0
 

0
.9

7
 

0
.9

1
 

0
.9

4
 

0
.9

3
 

0
.8

6
 

0
.9

1
 

C
1

-6
 

0
.8

9
 

0
.9

3
 

0
.8

7
 

0
.8

5
 

0
.8

8
 

0
.8

5
 

0
.9

4
 

0
.8

2
 

0
.8

8
 

0
.8

7
 

0
.8

8
 

0
.9

3
 

0
.9

2
 

0
.8

5
 

0
.8

9
 

C
1

-7
 

0
.9

0
 

0
.9

9
 

0
.9

7
 

0
.8

9
 

0
.9

4
 

0
.9

6
 

1
.0

2
 

0
.9

4
 

0
.8

4
 

0
.9

7
 

0
.9

3
 

0
.9

7
 

0
.9

4
 

0
.8

9
 

0
.9

4
 

C
1

-8
 

0
.9

1
 

1
.0

2
 

1
.0

0
 

0
.8

8
 

0
.9

5
 

0
.9

4
 

0
.8

9
 

0
.9

8
 

0
.8

9
 

0
.9

3
 

0
.9

4
 

1
.0

5
 

0
.9

7
 

0
.9

0
 

0
.9

6
 

C
1

-9
 

0
.9

0
 

1
.0

8
 

0
.9

8
 

0
.8

7
 

0
.9

6
 

0
.9

2
 

1
.0

0
 

0
.9

3
 

0
.8

3
 

0
.9

1
 

0
.9

0
 

1
.0

0
 

0
.9

4
 

0
.8

4
 

0
.9

1
 

C
1

-1
0
 

0
.7

7
 

0
.8

7
 

0
.8

2
 

0
.7

7
 

0
.8

1
 

0
.9

9
 

1
.0

5
 

0
.9

3
 

0
.8

4
 

0
.9

5
 

0
.9

1
 

0
.9

7
 

0
.9

7
 

0
.9

7
 

0
.9

5
 

C
1

-1
1
 

1
.0

1
 

1
.1

3
 

1
.0

8
 

0
.9

8
 

1
.0

5
 

1
.0

5
 

1
.1

2
 

1
.0

8
 

0
.9

3
 

1
.0

5
 

0
.9

7
 

1
.0

4
 

0
.9

9
 

0
.8

9
 

0
.9

7
 

C
1

-1
2
 

0
.9

6
 

1
.0

7
 

1
.0

5
 

0
.9

6
 

1
.0

1
 

1
.0

2
 

1
.0

8
 

0
.9

3
 

0
.8

9
 

0
.9

9
 

0
.9

9
 

1
.0

1
 

1
.0

0
 

0
.9

7
 

0
.9

9
 

C
1

-1
3
 

0
.9

5
 

0
.9

6
 

0
.9

7
 

0
.9

4
 

0
.9

6
 

1
.0

2
 

1
.0

6
 

0
.9

4
 

0
.8

6
 

0
.9

7
 

0
.8

8
 

0
.9

0
 

0
.8

4
 

0
.7

8
 

0
.8

5
 

C
1

-1
4
 

0
.9

0
 

0
.9

8
 

0
.9

3
 

0
.9

0
 

0
.9

3
 

1
.0

2
 

1
.1

1
 

1
.0

8
 

0
.9

0
 

1
.0

5
 

0
.9

6
 

1
.0

1
 

0
.9

8
 

0
.9

0
 

0
.9

6
 

C
1

-1
5
 

1
.0

1
 

1
.1

2
 

1
.0

5
 

0
.9

9
 

1
.0

4
 

1
.0

3
 

1
.0

7
 

1
.0

7
 

0
.9

8
 

1
.0

4
 

0
.9

6
 

1
.0

1
 

0
.9

6
 

0
.8

8
 

0
.9

6
 

C
1

-1
6
 

1
.0

1
 

1
.0

9
 

1
.0

4
 

0
.9

8
 

1
.0

3
 

1
.1

3
 

1
.1

7
 

1
.0

4
 

0
.9

6
 

1
.0

8
 

0
.9

7
 

0
.9

8
 

0
.9

4
 

0
.8

3
 

0
.9

2
 

C
1

-1
7
 

0
.9

8
 

1
.0

8
 

0
.9

9
 

0
.9

7
 

1
.0

1
 

0
.9

6
 

1
.0

2
 

1
.0

4
 

0
.9

2
 

0
.9

9
 

0
.9

7
 

1
.0

5
 

1
.0

5
 

0
.9

6
 

1
.0

1
 



  

附 2-15 

 
附
表

2
-7

 R
1
、

R
2
、

R
3
路
線
各
季

/各
車
輛
平
均
用
電
效
率
綜
合
分
析

(續
1
) 

車
牌

 

號
碼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第
三
年

 

2
0

2
1
秋

 
2

0
2
1
冬

 
2

0
2
2
春

 
2

0
2
2
夏

 
平
均

 
2

0
2
2
秋

 
2

0
2
2
冬

 
2

0
2
3
春

 
2

0
2
3
夏

 
平
均

 
2

0
2
3
秋

 
2

0
2
3
冬

 
2

0
2
4
春

 
2

0
2
4
夏

 
平
均

 

C
1

-1
8
 

0
.9

8
 

1
.0

8
 

1
.0

1
 

0
.9

7
 

1
.0

1
 

1
.1

3
 

1
.0

9
 

1
.0

5
 

0
.9

2
 

1
.0

5
 

0
.8

9
 

1
.0

1
 

0
.9

8
 

0
.9

0
 

0
.9

5
 

C
1

-1
9
 

0
.9

2
 

1
.0

0
 

0
.9

7
 

0
.9

4
 

0
.9

6
 

1
.0

3
 

1
.0

5
 

1
.0

0
 

0
.8

8
 

0
.9

9
 

0
.9

6
 

1
.0

3
 

0
.9

9
 

0
.9

0
 

0
.9

6
 

C
1

-2
0
 

0
.8

9
 

1
.0

3
 

1
.0

5
 

0
.9

4
 

0
.9

8
 

1
.0

8
 

1
.1

4
 

1
.0

5
 

0
.9

2
 

1
.0

5
 

0
.9

7
 

1
.0

2
 

0
.9

9
 

0
.8

9
 

0
.9

8
 

C
1

-2
1
 

1
.0

1
 

1
.0

9
 

1
.0

7
 

0
.9

9
 

1
.0

4
 

1
.1

0
 

1
.1

1
 

0
.9

9
 

0
.9

3
 

1
.0

4
 

1
.0

0
 

1
.0

4
 

0
.9

9
 

0
.9

3
 

0
.9

9
 

C
1

-2
2
 

0
.9

5
 

1
.0

1
 

0
.9

9
 

0
.9

1
 

0
.9

7
 

0
.9

9
 

1
.0

5
 

0
.9

3
 

0
.8

6
 

0
.9

6
 

0
.8

9
 

0
.9

8
 

0
.9

3
 

0
.8

4
 

0
.9

1
 

C
1

-2
3
 

0
.9

7
 

1
.0

2
 

1
.0

3
 

0
.9

8
 

1
.0

0
 

1
.0

2
 

1
.0

9
 

0
.9

1
 

0
.8

7
 

0
.9

7
 

0
.8

4
 

1
.0

1
 

0
.9

2
 

0
.8

8
 

0
.9

2
 

C
1

-2
4
 

1
.0

4
 

1
.0

2
 

1
.0

3
 

0
.9

1
 

0
.9

9
 

1
.0

0
 

1
.0

0
 

0
.8

4
 

0
.8

1
 

0
.9

2
 

0
.9

2
 

0
.8

4
 

0
.8

9
 

0
.8

9
 

0
.8

9
 

C
1

-2
5
 

1
.0

8
 

1
.1

0
 

1
.0

2
 

0
.9

6
 

1
.0

4
 

0
.9

7
 

1
.0

5
 

0
.9

9
 

0
.9

0
 

0
.9

8
 

0
.9

1
 

1
.0

1
 

0
.9

9
 

0
.8

6
 

0
.9

4
 

C
1

-2
6
 

0
.9

7
 

0
.9

8
 

0
.9

9
 

0
.9

7
 

0
.9

8
 

1
.0

6
 

1
.1

1
 

1
.0

1
 

0
.9

2
 

1
.0

3
 

0
.9

2
 

1
.0

0
 

0
.9

4
 

0
.8

8
 

0
.9

4
 

C
1

-2
7
 

0
.9

9
 

0
.9

9
 

0
.9

9
 

0
.9

8
 

0
.9

9
 

1
.0

6
 

1
.1

3
 

1
.1

1
 

0
.9

4
 

1
.0

6
 

1
.0

1
 

1
.0

3
 

1
.0

2
 

0
.9

0
 

1
.0

0
 

C
1

-2
8
 

1
.0

0
 

1
.0

0
 

0
.9

9
 

0
.9

5
 

0
.9

9
 

1
.1

5
 

1
.1

2
 

1
.0

5
 

0
.9

6
 

1
.0

6
 

1
.0

4
 

1
.1

1
 

1
.0

2
 

0
.9

6
 

1
.0

2
 

C
1

-2
9
 

0
.9

8
 

0
.9

9
 

1
.0

1
 

0
.9

4
 

0
.9

8
 

0
.9

9
 

1
.0

4
 

0
.9

6
 

0
.8

7
 

0
.9

6
 

0
.9

4
 

- 
0

.8
7
 

0
.8

5
 

0
.9

1
 

C
1

-3
0
 

0
.9

9
 

1
.0

1
 

1
.0

2
 

0
.9

9
 

1
.0

1
 

0
.9

6
 

1
.0

0
 

0
.9

4
 

0
.9

3
 

0
.9

6
 

0
.9

5
 

1
.0

2
 

1
.0

0
 

0
.9

5
 

0
.9

8
 

總
計

 
0

.9
2
 

1
.0

0
 

0
.9

7
 

0
.9

1
 

0
.9

5
 

0
.9

9
 

1
.0

4
 

0
.9

7
 

0
.8

8
 

0
.9

7
 

0
.9

4
 

1
.0

0
 

0
.9

6
 

0
.8

9
 

0
.9

5
 

資
料
來
源
：
本
計
畫
彙
整
。

 

資
料
統
計
區
間
：

2
0

2
1
年

9
月

~
2

0
2

4
年

8
月

 (
秋
：

9
月

~
1
1
月
、
冬
：
該
年

1
2
月

~
隔
年

2
月
、
春
：

3
月

~
5
月
、
夏
：

6
月

~
8
月

)。
 

備
註

 ：
車
輛

C
1

-2
9

 於
 2

0
2
3
年
冬
季
，
全
路
線
皆
未
有
行
駛
紀
錄
。

 
 



  

附 2-16 

附
表

2
-8

 R
1
、

R
2
、

R
3
各
年
期

/各
車
輛
平
均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綜
合
分
析

 

車
牌

 

號
碼

 

第
2
年
與
第

1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第

3
年
與
第

2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第

3
年
與
第

1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2
0

2
1
秋

 
2

0
2
1
冬

 
2

0
2
2
春

 
2

0
2
2
夏

 
平
均

 
2

0
2
2
秋

 
2

0
2
2
冬

 
2

0
2
3
春

 
2

0
2
3
夏

 
平
均

 
2

0
2
3
秋

 
2

0
2
3
冬

 
2

0
2
4
春

 
2

0
2
4
夏

 
平
均

 

C
1

-1
 

1
7

.9
%

 
3

.2
%

 
0

.1
%

 
-4

.3
%

 
3

.8
%

 
1

8
.3

%
 

3
1

.6
%

 
2

4
.6

%
 

1
6

.3
%

 
2

3
.1

%
 

3
9

.5
%

 
3

5
.9

%
 

2
4

.8
%

 
1

1
.3

%
 

2
7

.8
%

 

C
1

-2
 

0
.7

%
 

4
.1

%
 

1
7

.0
%

 
1

2
.0

%
 

8
.0

%
 

6
.0

%
 

6
.6

%
 

-4
.8

%
 

3
.3

%
 

2
.4

%
 

6
.7

%
 

1
0

.9
%

 
1

1
.4

%
 

1
5

.7
%

 
1

0
.7

%
 

C
1

-3
 

3
1

.6
%

 
1

3
.4

%
 

-5
.4

%
 

1
.2

%
 

1
1

.1
%

 
-1

6
.2

%
 

-1
8

.3
%

 
0

.9
%

 
-7

.0
%

 
-1

2
.3

%
 

1
0

.3
%

 
-7

.3
%

 
-4

.6
%

 
-5

.9
%

 
-2

.6
%

 

C
1

-4
 

3
.0

%
 

3
.1

%
 

2
.8

%
 

-2
.1

%
 

0
.9

%
 

-1
.0

%
 

0
.7

%
 

-5
.0

%
 

2
.7

%
 

1
.1

%
 

2
.0

%
 

3
.8

%
 

-2
.3

%
 

0
.6

%
 

2
.0

%
 

C
1

-5
 

1
1

.8
%

 
-4

.7
%

 
3

.3
%

 
0

.1
%

 
2

.8
%

 
-9

.4
%

 
-5

.1
%

 
-3

.3
%

 
-4

.6
%

 
-6

.5
%

 
1

.3
%

 
-9

.6
%

 
-0

.1
%

 
-4

.5
%

 
-3

.8
%

 

C
1

-6
 

-4
.5

%
 

0
.8

%
 

-5
.9

%
 

2
.6

%
 

-1
.5

%
 

4
.3

%
 

-0
.3

%
 

1
3

.4
%

 
-3

.2
%

 
2

.2
%

 
-0

.4
%

 
0

.6
%

 
6

.8
%

 
-0

.6
%

 
0

.6
%

 

C
1

-7
 

6
.3

%
 

2
.8

%
 

-3
.1

%
 

-5
.0

%
 

2
.8

%
 

-3
.5

%
 

-4
.7

%
 

-0
.2

%
 

5
.9

%
 

-3
.3

%
 

2
.6

%
 

-2
.0

%
 

-3
.3

%
 

0
.6

%
 

-0
.6

%
 

C
1

-8
 

3
.1

%
 

-1
2

.4
%

 
-1

.5
%

 
0

.5
%

 
-2

.8
%

 
-0

.1
%

 
1

8
.0

%
 

-1
.0

%
 

0
.9

%
 

3
.4

%
 

3
.0

%
 

3
.4

%
 

-2
.5

%
 

1
.5

%
 

0
.5

%
 

C
1

-9
 

2
.2

%
 

-6
.7

%
 

-5
.7

%
 

-4
.7

%
 

-5
.3

%
 

-2
.4

%
 

-0
.8

%
 

0
.9

%
 

0
.8

%
 

0
.2

%
 

-0
.3

%
 

-7
.4

%
 

-4
.8

%
 

-3
.9

%
 

-5
.0

%
 

C
1

-1
0
 

2
7

.9
%

 
2

1
.0

%
 

1
2

.9
%

 
8

.4
%

 
1

7
.3

%
 

-7
.8

%
 

-7
.7

%
 

4
.5

%
 

1
5

.3
%

 
0

.0
%

 
1

7
.9

%
 

1
1

.7
%

 
1

8
.0

%
 

2
5

.0
%

 
1

7
.4

%
 

C
1

-1
1
 

4
.1

%
 

-0
.4

%
 

-0
.5

%
 

-5
.1

%
 

-0
.5

%
 

-7
.4

%
 

-6
.8

%
 

-8
.0

%
 

-3
.8

%
 

-6
.8

%
 

-3
.6

%
 

-7
.2

%
 

-8
.5

%
 

-8
.8

%
 

-7
.3

%
 

C
1

-1
2
 

5
.7

%
 

1
.6

%
 

-1
1

.1
%

 
-6

.8
%

 
-2

.1
%

 
-2

.8
%

 
-6

.8
%

 
7

.7
%

 
9

.2
%

 
0

.3
%

 
2

.7
%

 
-5

.3
%

 
-4

.2
%

 
1

.8
%

 
-1

.9
%

 

C
1

-1
3
 

7
.9

%
 

1
0

.2
%

 
-3

.2
%

 
-8

.4
%

 
1

.1
%

 
-1

4
.0

%
 

-1
5

.8
%

 
-1

0
.7

%
 

-8
.8

%
 

-1
2

.3
%

 
-7

.2
%

 
-7

.1
%

 
-1

3
.6

%
 

-1
6

.4
%

 
-1

1
.4

%
 

C
1

-1
4
 

1
2

.5
%

 
1

3
.0

%
 

1
6

.8
%

 
-0

.3
%

 
1

2
.9

%
 

-5
.3

%
 

-9
.1

%
 

-9
.7

%
 

0
.4

%
 

-8
.3

%
 

6
.5

%
 

2
.7

%
 

5
.5

%
 

0
.0

%
 

3
.6

%
 

C
1

-1
5
 

2
.1

%
 

-4
.1

%
 

1
.6

%
 

-0
.6

%
 

-0
.4

%
 

-6
.9

%
 

-5
.7

%
 

-9
.7

%
 

-1
0

.5
%

 
-8

.0
%

 
-5

.0
%

 
-9

.6
%

 
-8

.3
%

 
-1

1
.0

%
 

-8
.3

%
 

C
1

-1
6
 

1
2

.1
%

 
6

.9
%

 
0

.8
%

 
-1

.8
%

 
4

.3
%

 
-1

4
.7

%
 

-1
6

.1
%

 
-1

0
.5

%
 

-1
3

.8
%

 
-1

4
.1

%
 

-4
.4

%
 

-1
0

.3
%

 
-9

.8
%

 
-1

5
.3

%
 

-1
0

.4
%

 

C
1

-1
7
 

-2
.3

%
 

-5
.4

%
 

5
.5

%
 

-5
.5

%
 

-2
.1

%
 

1
.3

%
 

2
.1

%
 

1
.1

%
 

4
.8

%
 

2
.0

%
 

-1
.0

%
 

-3
.4

%
 

6
.6

%
 

-0
.9

%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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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2
-8

 R
1
、

R
2
、

R
3
路
線
各
年
期

/各
車
輛
平
均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綜
合
分
析

(續
1
) 

車
牌

 

號
碼

 

第
2
年
與
第

1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第

3
年
與
第

2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第

3
年
與
第

1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2
0

2
1
秋

 
2

0
2
1
冬

 
2

0
2
2
春

 
2

0
2
2
夏

 
平
均

 
2

0
2
2
秋

 
2

0
2
2
冬

 
2

0
2
3
春

 
2

0
2
3
夏

 
平
均

 
2

0
2
3
秋

 
2

0
2
3
冬

 
2

0
2
4
春

 
2

0
2
4
夏

 
平
均

 

C
1

-1
8
 

1
4

.8
%

 
0

.8
%

 
4

.5
%

 
-5

.3
%

 
3

.0
%

 
-2

1
.0

%
 

-7
.1

%
 

-7
.0

%
 

-2
.7

%
 

-9
.2

%
 

-9
.3

%
 

-6
.4

%
 

-2
.8

%
 

-7
.9

%
 

-6
.5

%
 

C
1

-1
9
 

1
2

.1
%

 
5

.5
%

 
2

.5
%

 
-5

.7
%

 
3

.5
%

 
-6

.4
%

 
-2

.4
%

 
-1

.2
%

 
1

.6
%

 
-3

.2
%

 
4

.9
%

 
2

.9
%

 
1

.2
%

 
-4

.2
%

 
0

.2
%

 

C
1

-2
0
 

2
1

.3
%

 
1

0
.9

%
 

0
.6

%
 

-2
.0

%
 

8
.0

%
 

-1
0

.3
%

 
-1

0
.3

%
 

-5
.4

%
 

-3
.9

%
 

-6
.7

%
 

8
.7

%
 

-0
.5

%
 

-4
.9

%
 

-5
.7

%
 

0
.7

%
 

C
1

-2
1
 

9
.0

%
 

1
.6

%
 

-7
.3

%
 

-6
.4

%
 

-0
.5

%
 

-9
.3

%
 

-6
.4

%
 

-0
.3

%
 

0
.6

%
 

-4
.9

%
 

-1
.1

%
 

-5
.0

%
 

-7
.6

%
 

-5
.8

%
 

-5
.4

%
 

C
1

-2
2
 

3
.7

%
 

4
.2

%
 

-5
.8

%
 

-5
.1

%
 

-0
.6

%
 

-9
.7

%
 

-7
.2

%
 

0
.0

%
 

-2
.1

%
 

-4
.7

%
 

-6
.3

%
 

-3
.4

%
 

-5
.8

%
 

-7
.1

%
 

-5
.3

%
 

C
1

-2
3
 

5
.0

%
 

7
.0

%
 

-1
2

.0
%

 
-1

1
.5

%
 

-3
.1

%
 

-1
7

.3
%

 
-7

.6
%

 
1

.3
%

 
1

.2
%

 
-4

.4
%

 
-1

3
.2

%
 

-1
.0

%
 

-1
0

.9
%

 
-1

0
.4

%
 

-7
.4

%
 

C
1

-2
4
 

-3
.8

%
 

-1
.5

%
 

-1
8

.7
%

 
-1

0
.8

%
 

-7
.7

%
 

-7
.9

%
 

-1
6

.4
%

 
6

.7
%

 
8

.7
%

 
-3

.1
%

 
-1

1
.4

%
 

-1
7

.6
%

 
-1

3
.2

%
 

-3
.0

%
 

-1
0

.6
%

 

C
1

-2
5
 

-9
.8

%
 

-4
.6

%
 

-3
.4

%
 

-5
.7

%
 

-6
.3

%
 

-6
.4

%
 

-3
.4

%
 

0
.3

%
 

-4
.1

%
 

-4
.0

%
 

-1
5

.6
%

 
-7

.9
%

 
-3

.1
%

 
-9

.6
%

 
-1

0
.1

%
 

C
1

-2
6
 

9
.1

%
 

1
2

.7
%

 
2

.6
%

 
-5

.9
%

 
5

.1
%

 
-1

3
.4

%
 

-9
.2

%
 

-7
.5

%
 

-4
.0

%
 

-9
.0

%
 

-5
.4

%
 

2
.3

%
 

-5
.0

%
 

-9
.6

%
 

-4
.4

%
 

C
1

-2
7
 

6
.6

%
 

1
4

.1
%

 
1

2
.7

%
 

-4
.8

%
 

6
.8

%
 

-4
.6

%
 

-8
.8

%
 

-8
.0

%
 

-4
.1

%
 

-5
.4

%
 

1
.8

%
 

4
.1

%
 

3
.7

%
 

-8
.7

%
 

1
.1

%
 

C
1

-2
8
 

1
4

.9
%

 
1

1
.6

%
 

5
.7

%
 

0
.8

%
 

7
.9

%
 

-9
.2

%
 

-1
.2

%
 

-3
.3

%
 

-0
.3

%
 

-4
.6

%
 

4
.4

%
 

1
0

.3
%

 
2

.3
%

 
0

.5
%

 
2

.9
%

 

C
1

-2
9
 

0
.7

%
 

4
.2

%
 

-4
.4

%
 

-8
.0

%
 

-1
.9

%
 

-4
.9

%
 

- 
-9

.9
%

 
-2

.4
%

 
-5

.1
%

 
-4

.3
%

 
- 

-1
3

.8
%

 
-1

0
.2

%
 

-6
.9

%
 

C
1

-3
0
 

-3
.0

%
 

-1
.5

%
 

-8
.4

%
 

-5
.7

%
 

-5
.0

%
 

-0
.7

%
 

2
.2

%
 

6
.6

%
 

2
.2

%
 

2
.7

%
 

-3
.7

%
 

0
.6

%
 

-2
.4

%
 

-3
.6

%
 

-2
.4

%
 

總
計

 
8

.1
%

 
3

.5
%

 
0

.1
%

 
-3

.2
%

 
2

.1
%

 
-5

.3
%

 
-3

.5
%

 
-1

.2
%

 
0

.3
%

 
-2

.8
%

 
2

.4
%

 
-0

.2
%

 
-1

.1
%

 
-3

.0
%

 
-0

.7
%

 

資
料
來
源
：
本
計
畫
彙
整
。

 

資
料
統
計
區
間
：

2
0

2
1
年

9
月

~
2

0
2

4
年

8
月

 (
秋
：

9
月

~
1
1
月
、
冬
：
該
年

1
2
月

~
隔
年

2
月
、
春
：

3
月

~
5
月
、
夏
：

6
月

~
8
月

)。
 

備
註
：
車
輛

C
1

-2
9

 於
 2

0
2
3
年
冬
季
，
全
路
線
皆
未
有
行
駛
紀
錄
，
故
無
法
與
前
兩
年
同
季
比
較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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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2
-9

 R
5
路
線
各
季

/各
車
輛
平
均
用
電
效
率

 

車
牌
號

碼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2
0

2
2
冬

 
2

0
2
3
春

 
2

0
2
3
夏

 
2

0
2
3
秋

 
平
均

 
平
均

(不
含
秋
季

) 
2

0
2
3
冬

 
2

0
2
3
春

 
2

0
2
4
夏

 
平
均

 

C
5

-2
9
 

0
.9

5
 

0
.9

2
 

0
.8

1
 

0
.8

3
 

0
.8

6
 

0
.8

7
 

0
.8

7
 

0
.9

5
 

- 
0

.8
8
 

C
5

-3
1
 

0
.9

4
 

0
.8

6
 

0
.6

7
 

0
.8

5
 

0
.8

1
 

0
.7

9
 

0
.9

4
 

0
.8

3
 

0
.7

1
 

0
.8

3
 

C
5

-3
2
 

0
.8

8
 

0
.7

9
 

0
.6

8
 

0
.8

3
 

0
.7

8
 

0
.7

5
 

0
.8

3
 

0
.7

9
 

0
.5

8
 

0
.7

4
 

C
5

-3
3
 

0
.8

8
 

0
.8

5
 

0
.7

4
 

0
.8

5
 

0
.8

2
 

0
.8

1
 

0
.8

5
 

0
.8

3
 

0
.7

2
 

0
.8

0
 

C
5

-3
4
 

0
.9

2
 

0
.8

8
 

0
.7

7
 

0
.8

2
 

0
.8

3
 

0
.8

4
 

0
.8

6
 

0
.8

3
 

0
.7

1
 

0
.8

0
 

C
5

-3
5
 

0
.9

5
 

0
.8

9
 

0
.7

8
 

0
.8

7
 

0
.8

5
 

0
.8

5
 

0
.8

5
 

0
.8

2
 

0
.7

2
 

0
.8

0
 

C
5

-3
6
 

0
.9

5
 

0
.8

9
 

0
.7

9
 

0
.8

7
 

0
.8

6
 

0
.8

5
 

0
.8

9
 

0
.8

7
 

0
.6

5
 

0
.8

0
 

C
5

-3
7
 

0
.9

5
 

0
.9

0
 

0
.8

0
 

0
.8

4
 

0
.8

6
 

0
.8

6
 

0
.8

7
 

0
.8

5
 

0
.7

3
 

0
.8

2
 

C
5

-3
8
 

0
.8

6
 

0
.8

9
 

0
.7

6
 

0
.8

3
 

0
.8

3
 

0
.8

2
 

0
.8

8
 

0
.8

2
 

0
.7

0
 

0
.8

1
 

C
5

-3
9
 

0
.9

1
 

0
.8

1
 

0
.7

4
 

0
.7

9
 

0
.7

9
 

0
.7

9
 

0
.8

3
 

0
.8

1
 

0
.7

0
 

0
.7

8
 

C
5

-4
0
 

0
.8

6
 

0
.8

4
 

0
.7

5
 

0
.8

3
 

0
.8

1
 

0
.8

0
 

0
.8

2
 

0
.8

1
 

0
.7

0
 

0
.7

8
 

C
5

-4
1
 

- 
- 

- 
0

.9
7
 

0
.9

7
 

- 
0

.9
5
 

0
.8

4
 

0
.7

5
 

0
.8

4
 

C
5

-4
2
 

0
.8

4
 

0
.8

0
 

0
.7

1
 

0
.8

3
 

0
.7

8
 

0
.7

6
 

0
.8

5
 

0
.7

9
 

0
.6

3
 

0
.7

6
 

C
5

-4
3
 

0
.8

9
 

0
.8

3
 

0
.7

6
 

0
.8

5
 

0
.8

2
 

0
.8

1
 

0
.8

6
 

0
.8

4
 

0
.6

8
 

0
.7

9
 

C
5

-4
4
 

0
.8

6
 

0
.7

9
 

0
.6

9
 

0
.7

8
 

0
.7

6
 

0
.7

5
 

0
.8

8
 

0
.8

2
 

0
.6

7
 

0
.8

1
 

C
5

-4
5
 

0
.8

9
 

0
.8

1
 

0
.7

4
 

0
.8

3
 

0
.8

0
 

0
.7

9
 

0
.8

3
 

0
.8

0
 

0
.7

1
 

0
.7

8
 

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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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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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路
線
各
季

/各
車
輛
平
均
用
電
效
率

(續
1
) 

車
牌

 

號
碼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2
0

2
2
冬

 
2

0
2
3
春

 
2

0
2
3
夏

 
2

0
2
3
秋

 
平
均

 
平
均

(不
含
秋
季

) 
2

0
2
3
冬

 
2

0
2
3
春

 
2

0
2
4
夏

 
平
均

 

C
5

-7
1
 

0
.9

2
 

0
.8

7
 

0
.7

8
 

0
.8

5
 

0
.8

4
 

0
.8

4
 

0
.8

6
 

0
.8

1
 

0
.7

1
 

0
.7

9
 

C
5

-7
2
 

0
.9

5
 

0
.9

1
 

- 
0

.9
2
 

0
.9

2
 

0
.9

3
 

0
.9

0
 

0
.8

3
 

0
.7

4
 

0
.8

2
 

C
5

-7
3
 

0
.9

4
 

0
.8

7
 

0
.7

4
 

0
.8

9
 

0
.8

4
 

0
.8

2
 

1
.0

0
 

0
.8

6
 

0
.7

1
 

0
.8

6
 

C
5

-7
4
 

0
.8

9
 

0
.8

5
 

0
.7

6
 

0
.8

6
 

0
.8

3
 

0
.8

2
 

0
.8

9
 

0
.8

1
 

0
.7

2
 

0
.8

2
 

C
5

-7
5
 

1
.0

9
 

1
.0

0
 

0
.8

3
 

0
.9

3
 

0
.9

4
 

0
.9

4
 

1
.0

1
 

0
.9

4
 

0
.7

5
 

0
.9

1
 

C
5

-7
6
 

1
.0

3
 

0
.9

6
 

0
.8

5
 

0
.9

5
 

0
.9

3
 

0
.9

2
 

0
.9

5
 

0
.8

7
 

0
.7

9
 

0
.8

8
 

C
5

-7
7
 

0
.8

2
 

0
.8

8
 

0
.7

6
 

0
.8

6
 

0
.8

3
 

0
.8

2
 

0
.8

5
 

0
.8

2
 

0
.7

1
 

0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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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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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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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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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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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5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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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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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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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9

6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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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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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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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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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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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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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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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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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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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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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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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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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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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8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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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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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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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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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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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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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5

-8
3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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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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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8

7
 

0
.8

6
 

0
.9

1
 

0
.8

1
 

0
.6

4
 

0
.7

9
 

C
5

-8
4
 

0
.9

1
 

0
.8

7
 

0
.7

9
 

0
.8

5
 

0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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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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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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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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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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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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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7

8
 

0
.9

0
 

0
.8

6
 

0
.8

5
 

0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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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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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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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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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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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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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9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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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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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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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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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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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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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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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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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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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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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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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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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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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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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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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8

9
 

0
.8

8
 

0
.9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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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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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
 

0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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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8

8
 

0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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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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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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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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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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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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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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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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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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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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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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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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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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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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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冬
」
季
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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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2
0

2
3
年

2
月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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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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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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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線
各
年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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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輛
平
均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車
牌

 

號
碼

 

第
2
年
與
第

1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車
牌

 

號
碼

 

第
2
年
與
第

1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車
牌

 

號
碼

 

第
2
年
與
第

1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2
0

2
3
冬

 
2

0
2
4
春

 
2

0
2
4
夏

 
平
均

 
2

0
2
3
冬

 
2

0
2
4
春

 
2

0
2
4
夏

 
平
均

 
2

0
2
3
冬

 
2

0
2
4
春

 
2

0
2
4
夏

 
平
均

 

C
5

-2
9

 
-8

.7
%

 
3

.1
%

 
- 

1
.3

%
 

C
5

-4
4

 
2

.3
%

 
4

.2
%

 
-1

.6
%

 
7

.7
%

 
C

5
-8

2
 

-1
.9

%
 

-1
0

.2
%

 
-1

.7
%

 
-1

.7
%

 

C
5

-3
1

 
0

.4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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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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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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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5
-4

5
 

-6
.0

%
 

-1
.7

%
 

-3
.0

%
 

-0
.7

%
 

C
5

-8
3

 
-4

.5
%

 
-1

1
.1

%
 

-1
9

.3
%

 
-8

.3
%

 

C
5

-3
2

 
-5

.5
%

 
0

.3
%

 
-1

4
.3

%
 

-2
.3

%
 

C
5

-4
6

 
-0

.1
%

 
-0

.7
%

 
-4

.6
%

 
-0

.4
%

 
C

5
-8

4
 

-0
.1

%
 

-3
.3

%
 

-2
6

.3
%

 
-7

.0
%

 

C
5

-3
3

 
-3

.6
%

 
-2

.3
%

 
-2

.4
%

 
-0

.4
%

 
C

5
-7

1
 

-6
.1

%
 

-7
.7

%
 

-8
.1

%
 

-5
.2

%
 

C
5

-8
5

 
-7

.9
%

 
-0

.3
%

 
4

.4
%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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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4

 
-6

.7
%

 
-5

.2
%

 
-6

.9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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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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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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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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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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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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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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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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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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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

 
5

.1
%

 
C

5
-8

7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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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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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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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2

.4
%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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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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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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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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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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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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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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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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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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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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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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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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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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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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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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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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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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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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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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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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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8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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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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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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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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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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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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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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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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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5

-3
9

 
-8

.6
%

 
-1

.0
%

 
-4

.1
%

 
-0

.8
%

 
C

5
-7

7
 

3
.3

%
 

-6
.3

%
 

-6
.9

%
 

-2
.1

%
 

C
5

-9
1

 
-1

.2
%

 
-2

.7
%

 
-6

.5
%

 
-0

.6
%

 

C
5

-4
0

 
-4

.7
%

 
-2

.9
%

 
-6

.2
%

 
-2

.2
%

 
C

5
-7

8
 

- 
- 

- 
- 

C
5

-9
2

 
-8

.1
%

 
-6

.2
%

 
-1

2
.4

%
 

-7
.7

%
 

C
5

-4
1

 
- 

- 
- 

- 
C

5
-7

9
 

-3
.6

%
 

-2
.6

%
 

-1
2

.4
%

 
-3

.7
%

 
C

5
-9

3
 

-0
.4

%
 

0
.9

%
 

-4
.1

%
 

1
.9

%
 

C
5

-4
2

 
1

.0
%

 
-0

.8
%

 
-1

1
.1

%
 

0
.0

%
 

C
5

-8
0

 
1

.6
%

 
-4

.4
%

 
-8

.5
%

 
-0

.2
%

 
C

5
-9

4
 

-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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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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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4
.5

%
 

C
5

-4
3

 
-2

.9
%

 
0

.9
%

 
-1

0
.4

%
 

-1
.9

%
 

C
5

-8
1

 
-2

.6
%

 
-5

.1
%

 
-5

.3
%

 
-2

.3
%

 
C

5
-9

5
 

0
.5

%
 

-2
.5

%
 

-3
.0

%
 

-0
.5

%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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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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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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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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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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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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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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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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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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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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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線
各
季

/各
車
輛
平
均
用
電
效
率

 

車
牌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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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年

 
第
二
年

 

2
0

2
2
冬

 
2

0
2
3
春

 
2

0
2
3
夏

 
2

0
2
3
秋

 
 平

均
 

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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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秋
季

) 
2

0
2
3
冬

 
2

0
2
3
春

 
2

0
2
4
夏

 
平
均

 

C
8

-1
 

0
.8

2
 

0
.7

8
 

0
.6

8
 

0
.7

5
 

0
.7

5
 

0
.7

5
 

0
.7

6
 

0
.6

8
 

0
.6

2
 

0
.7

2
 

C
8

-2
 

0
.9

2
 

0
.8

8
 

0
.8

1
 

0
.8

2
 

0
.8

4
 

0
.8

5
 

0
.8

2
 

0
.7

2
 

0
.6

9
 

0
.7

6
 

C
8

-3
 

0
.9

1
 

0
.8

4
 

0
.7

4
 

0
.7

8
 

0
.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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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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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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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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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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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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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

2
 

0
.8

1
 

0
.9

0
 

0
.7

5
 

0
.4

4
 

0
.8

1
 

C
8

-1
8
 

0
.8

1
 

0
.7

5
 

0
.6

6
 

0
.7

3
 

0
.7

2
 

0
.7

2
 

0
.7

8
 

0
.6

5
 

0
.4

9
 

0
.7

1
 

C
8

-1
9
 

0
.8

8
 

0
.8

2
 

0
.7

7
 

0
.7

8
 

0
.8

0
 

0
.8

1
 

0
.8

5
 

0
.7

8
 

0
.4

6
 

0
.8

1
 

C
8

-2
0
 

0
.9

4
 

0
.8

7
 

0
.8

2
 

0
.8

1
 

0
.8

4
 

0
.8

6
 

0
.8

7
 

0
.9

5
 

0
.6

2
 

0
.8

2
 

總
計

 
0

.9
0
 

0
.8

4
 

0
.7

5
 

0
.7

6
 

0
.8

0
 

0
.8

1
 

0
.8

0
 

0
.7

5
 

0
.6

4
 

0
.7

5
 

資
料
來
源
：
本
計
畫
彙
整
。

 

資
料
統
計
區
間
：

2
0

2
3
年

2
月

~
2

0
2

4
年

8
月

 (
秋
：

9
月

~
1
1
月
、
冬
：
該
年

1
2
月

~
隔
年

2
月
、
春
：

3
月

~
5
月
、
夏
：

6
月

~
8
月

)。
 

備
註
：
「

2
0

2
2
冬
」
季
僅
包
含

2
0

2
3
年

2
月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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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2
-1

2
 R

8
路
線
各
年
期

/各
車
輛
平
均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車
牌

 

號
碼

 

第
2
年
與
第

1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車
牌

 

號
碼

 

第
2
年
與
第

1
年
用
電
效
率
變
化
率

 

2
0

2
3
冬

 
2

0
2
4
春

 
2

0
2
4
夏

 
平
均

 
2

0
2
3
冬

 
2

0
2
4
春

 
2

0
2
4
夏

 
平
均

 

C
8

-1
 

-7
.3

%
 

-1
3

.4
%

 
-8

.1
%

 
-4

.3
%

 
C

8
-1

1
 

0
.6

%
 

-9
.1

%
 

-4
.0

%
 

-1
.7

%
 

C
8

-2
 

-1
0

.3
%

 
-1

8
.1

%
 

-1
3

.8
%

 
-1

0
.1

%
 

C
8

-1
2
 

-7
.3

%
 

-9
.2

%
 

-5
.5

%
 

-3
.9

%
 

C
8

-3
 

-5
.2

%
 

-1
1

.4
%

 
-1

0
.8

%
 

-6
.9

%
 

C
8

-1
3
 

-3
.2

%
 

-4
.3

%
 

-1
6

.4
%

 
-1

.3
%

 

C
8

-4
 

-3
4

.3
%

 
-1

6
.8

%
 

- 
-1

8
.0

%
 

C
8

-1
4
 

-7
.9

%
 

-8
.0

%
 

-8
.9

%
 

-5
.9

%
 

C
8

-5
 

-1
4

.7
%

 
-1

3
.7

%
 

-0
.4

%
 

-6
.8

%
 

C
8

-1
5
 

-1
7

.3
%

 
-1

8
.2

%
 

-1
5

.8
%

 
-1

4
.5

%
 

C
8

-6
 

-1
9

.1
%

 
-1

1
.8

%
 

-2
2

.7
%

 
-1

4
.9

%
 

C
8

-1
6
 

-5
.0

%
 

-7
.0

%
 

-2
6

.5
%

 
-1

.9
%

 

C
8

-7
 

-2
5

.9
%

 
-1

7
.2

%
 

-2
0

.9
%

 
-1

7
.3

%
 

C
8

-1
7
 

1
.3

%
 

-6
.8

%
 

-4
3

.7
%

 
-0

.1
%

 

C
8

-8
 

-1
2

.0
%

 
-1

6
.2

%
 

-2
8

.4
%

 
-8

.8
%

 
C

8
-1

8
 

-3
.6

%
 

-1
3

.6
%

 
-2

5
.6

%
 

-2
.2

%
 

C
8

-9
 

-1
9

.3
%

 
-1

6
.3

%
 

-3
5

.9
%

 
-1

3
.3

%
 

C
8

-1
9
 

-2
.8

%
 

-4
.9

%
 

-3
9

.9
%

 
0

.0
%

 

C
8

-1
0
 

-1
9

.0
%

 
-2

6
.7

%
 

-2
8

.5
%

 
-2

2
.2

%
 

C
8

-2
0
 

-7
.6

%
 

1
0

.0
%

 
-2

4
.4

%
 

-4
.5

%
 

總
計

 
-1

1
.0

%
 

-1
0

.6
%

 
-1

5
.5

%
 

-7
.8

%
 

資
料
來
源
：
本
計
畫
彙
整
。

 

資
料
統
計
區
間
：

2
0

2
3
年

2
月

~
2

0
2

4
年

8
月

 (
秋
：

9
月

~
1
1
月
、
冬
：
該
年

1
2
月

~
隔
年

2
月
、
春
：

3
月

~
5
月
、
夏
：

6
月

~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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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2
-1

3
 R

4
路
線
車
輛
行
駛

5
公
里
之

S
O

C
使
用
量
統
計

 

車
牌

 

號
碼

 

正
常
耗
電
段
數

(6
%
含
以
下

) 
高
耗
電
段
數

(7
%
以
上

) 

段
數
合
計

 
小
計

 
正
常
耗
電
占
比

(%
) 

7
%

 
8

%
 

9
%

 
1

0
%
以
上

 
小
計

 
高
耗
電

 

占
比

 

C
4

-2
0
 

2
,3

9
4
 

9
8

.0
%

 
1

7
 

7
 

3
 

2
1
 

4
8
 

2
.0

%
 

2
,4

4
2
 

C
4

-1
9
 

2
,7

4
5
 

9
9

.0
%

 
8
 

1
0
 

3
 

7
 

2
8
 

1
.0

%
 

2
,7

7
3
 

C
4

-1
8
 

2
,5

1
7
 

9
9

.8
%

 
2
 

2
 

0
 

2
 

6
 

0
.2

%
 

2
,5

2
3
 

C
4

-1
7
 

1
,8

9
3
 

9
8

.7
%

 
1

2
 

6
 

3
 

4
 

2
5
 

1
.3

%
 

1
,9

1
8
 

C
4

-1
6
 

2
7
5
 

9
8

.9
%

 
3
 

0
 

0
 

0
 

3
 

1
.1

%
 

2
7
8
 

C
4

-1
5
 

2
,8

2
3
 

9
9

.8
%

 
3
 

0
 

1
 

1
 

5
 

0
.2

%
 

2
,8

2
8
 

C
4

-1
4
 

1
,9

2
3
 

9
9

.0
%

 
8
 

1
 

0
 

1
1
 

2
0
 

1
.0

%
 

1
,9

4
3
 

C
4

-1
3
 

2
,6

1
4
 

9
9

.5
%

 
7
 

2
 

0
 

4
 

1
3
 

0
.5

%
 

2
,6

2
7
 

C
4

-1
2
 

1
,4

1
8
 

9
9

.9
%

 
1
 

1
 

0
 

0
 

2
 

0
.1

%
 

1
,4

2
0
 

C
4

-1
1
 

2
,5

6
6
 

9
9

.6
%

 
4
 

0
 

1
 

5
 

1
0
 

0
.4

%
 

2
,5

7
6
 

C
4

-1
0
 

2
,4

8
0
 

9
9

.2
%

 
9
 

3
 

2
 

5
 

1
9
 

0
.8

%
 

2
,4

9
9
 

C
4

-9
 

1
,8

0
2
 

9
8

.4
%

 
7
 

5
 

6
 

1
1
 

2
9
 

1
.6

%
 

1
,8

3
1
 

C
4

-8
 

2
,7

6
6
 

9
9

.6
%

 
3
 

2
 

1
 

5
 

1
1
 

0
.4

%
 

2
,7

7
7
 

C
4

-5
 

1
,9

7
0
 

9
9

.8
%

 
3
 

0
 

0
 

0
 

3
 

0
.2

%
 

1
,9

7
3
 

C
4

-4
 

2
,1

0
3
 

9
9

.5
%

 
9
 

1
 

1
 

0
 

1
1
 

0
.5

%
 

2
,1

1
4
 

C
4

-3
 

2
,2

0
6
 

9
9

.2
%

 
6
 

5
 

3
 

4
 

1
8
 

0
.8

%
 

2
,2

2
4
 

C
4

-2
 

2
,8

8
5
 

9
9

.8
%

 
2
 

1
 

0
 

4
 

7
 

0
.2

%
 

2
,8

9
2
 

C
4

-1
 

2
,6

7
3
 

9
9

.6
%

 
3
 

2
 

0
 

7
 

1
2
 

0
.4

%
 

2
,6

8
5
 

資
料
來
源
：
本
計
畫
統
計
整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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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2
-1

4
 R

4
路
線
異
常
耗
電
情
形
分
析
表

 

車
牌

 

號
碼

 
區
段
起
始
里
程

(K
M

) 
區
段
起
始
電
量

(%
) 

區
段
結
束
里
程

K
M

) 
區
段
結
束
電
量

(%
) 

區
段
結
束
時
間

 
行
駛

5
公
里

 

花
費
時
間

 (
分
鐘

) 
S

O
C
使
用
量

(%
) 

C
4

-1
 

4
8

,7
2
8

.6
 

2
9
 

4
8

,7
2
3

.6
 

1
8
 

2
0

2
3

/5
/6

 下
午

 0
6

:3
5

:0
0
 

3
6

.0
 

1
1
 

6
0

,6
3
8

.3
 

3
6
 

6
0

,6
3
3

.3
 

2
5
 

2
0

2
3

/8
/1

5
 下

午
 0

4
:2

1
:0

0
 

2
2

.2
 

1
1
 

C
4

-2
 

6
0

,6
4
6

.9
 

6
7
 

6
0

,6
4
1

.9
 

3
6
 

2
0

2
3

/7
/2

3
 上

午
 1

0
:5

9
:0

0
 

3
6

.2
 

3
1
 

C
4

-3
 

4
2

,4
0
6

.4
 

3
9
 

4
2

,4
0
1

.4
 

2
9
 

2
0

2
3

/5
/2

0
 下

午
 1

0
:1

5
:0

0
 

1
7

.0
 

1
0
 

4
2

,5
7
5

.2
 

3
8
 

4
2

,5
7
0

.2
 

2
8
 

2
0

2
3

/5
/2

2
 下

午
 1

0
:5

2
:0

0
 

1
8

.0
 

1
0
 

5
0

,0
3
5

.4
 

4
0
 

5
0

,0
3
0

.4
 

2
9
 

2
0

2
3

/8
/1

5
 下

午
 0

7
:3

4
:0

0
 

2
5

.8
 

1
1
 

5
0

,0
4
0

.4
 

2
9
 

5
0

,0
3
5

.4
 

1
7
 

2
0

2
3

/8
/1

5
 下

午
 0

7
:5

4
:0

0
 

2
0

.3
 

1
2
 

C
4

-4
 

6
1

,8
3
0

.0
 

7
8
 

6
1

,8
2
5

.0
 

6
6
 

2
0

2
3

/7
/1

7
 下

午
 1

2
:0

1
:0

0
 

3
2

.9
 

1
2
 

6
2

,6
1
8

.6
 

8
9
 

6
2

,6
1
3

.6
 

6
8
 

2
0

2
3

/7
/2

4
 上

午
 0

8
:1

2
:0

0
 

2
1

.6
 

2
1
 

6
5

,1
1
7

.9
 

7
0
 

6
5

,1
1
2

.9
 

3
7
 

2
0

2
3

/8
/1

3
 下

午
 0

6
:1

0
:0

0
 

2
9

.2
 

3
3
 

C
4

-9
 

5
2

,2
3
8

.7
 

3
8
 

5
2

,2
3
3

.7
 

2
8
 

2
0

2
3

/5
/1

8
 下

午
 0

4
:1

7
:0

0
 

2
4

.0
 

1
0
 

5
7

,5
8
0

.0
 

3
8
 

5
7

,5
7
5

.0
 

2
8
 

2
0

2
3

/7
/8

 下
午

 0
2

:2
4

:0
0
 

1
7

.7
 

1
0
 

5
7

,5
8
5

.0
 

2
8
 

5
7

,5
8
0

.0
 

1
7
 

2
0

2
3

/7
/8

 下
午

 0
2

:4
5

:0
0
 

2
0

.9
 

1
1
 

5
8

,4
1
1

.2
 

3
7
 

5
8

,4
0
6

.2
 

2
6
 

2
0

2
3

/7
/1

5
 下

午
 0

2
:2

6
:0

0
 

2
2

.1
 

1
1
 

5
8

,4
1
6

.2
 

2
6
 

5
8

,4
1
1

.2
 

1
6
 

2
0

2
3

/7
/1

5
 下

午
 0

2
:5

3
:0

0
 

2
7

.0
 

1
0
 

5
8

,9
5
6

.1
 

2
8
 

5
8

,9
5
1

.1
 

1
8
 

2
0

2
3

/7
/1

9
 下

午
 0

9
:0

1
:0

0
 

1
7

.6
 

1
0
 

5
9

,6
8
0

.4
 

3
7
 

5
9

,6
7
5

.4
 

2
7
 

2
0

2
3

/7
/2

6
 下

午
 0

8
:2

6
:0

0
 

1
8

.4
 

1
0
 

6
0

,4
9
6

.7
 

2
9
 

6
0

,4
9
1

.7
 

1
8
 

2
0

2
3

/8
/1

 下
午

 0
6

:0
0

:0
0
 

3
3

.0
 

1
1
 

6
1

,5
7
2

.6
 

3
5
 

6
1

,5
6
7

.6
 

2
5
 

2
0

2
3

/8
/2

3
 下

午
 0

9
:2

9
:0

0
 

1
4

.1
 

1
0
 

6
1

,8
8
0

.4
 

3
8
 

6
1

,8
7
5

.4
 

2
6
 

2
0

2
3

/8
/2

6
 下

午
 0

3
:0

5
:0

0
 

2
0

.3
 

1
2
 

C
4

-1
0
 

5
6

,9
6
9

.9
 

3
2
 

5
6

,9
6
4

.9
 

2
0
 

2
0

2
3

/5
/2

8
 下

午
 0

5
:4

2
:0

0
 

3
9

.0
 

1
2
 

6
0

,7
3
8

.0
 

3
0
 

6
0

,7
3
3

.0
 

2
0
 

2
0

2
3

/6
/2

8
 下

午
 0

7
:5

2
:0

0
 

1
4

.2
 

1
0
 

C
4

-1
1
 

4
6

,7
2
6

.2
 

1
0

0
 

4
6

,7
2
1

.2
 

8
7
 

2
0

2
3

/5
/2

7
 上

午
 0

6
:2

9
:0

0
 

3
9

.0
 

1
3
 

5
0

,8
0
4

.4
 

2
8
 

5
0

,7
9
9

.4
 

1
8
 

2
0

2
3

/6
/2

8
 下

午
 0

9
:3

7
:0

0
 

1
7

.2
 

1
0
 

C
4

-1
3
 

5
5

,3
5
4

.8
 

5
2
 

5
5

,3
4
9

.8
 

4
0
 

2
0

2
3

/7
/1

0
 上

午
 0

8
:3

9
:0

0
 

3
0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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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2
-1

4
 R

4
路
線
異
常
耗
電
情
形
分
析
表

(續
1
) 

車
牌

 

號
碼

 
區
段
起
始
里
程

(K
M

) 
區
段
起
始
電
量

(%
) 

區
段
結
束
里
程

K
M

) 
區
段
結
束
電
量

(%
) 

區
段
結
束
時
間

 
行
駛

5
公
里

 

花
費
時
間

 (
分
鐘

) 
S

O
C
使
用
量

(%
) 

C
4

-1
3
 

5
0

,8
7
0

.2
 

6
3
 

5
0

,8
6
5

.2
 

3
8
 

2
0

2
3

/5
/7

 下
午

 1
2

:1
0

:0
0
 

2
4

.0
 

2
5
 

5
4

,7
1
7

.1
 

3
3
 

5
4

,7
1
2

.1
 

2
0
 

2
0

2
3

/6
/4

 下
午

 0
2

:5
4

:0
0
 

2
3

.3
 

1
3
 

5
5

,0
0
8

.1
 

4
0
 

5
5

,0
0
3

.1
 

1
7
 

2
0

2
3

/6
/2

1
 下

午
 1

2
:2

3
:0

0
 

1
6

.3
 

2
3
 

5
6

,2
9
1

.1
 

3
6
 

5
6

,2
8
6

.1
 

1
7
 

2
0

2
3

/6
/3

0
 下

午
 0

9
:3

1
:0

0
 

2
0

.3
 

1
9
 

5
6

,9
2
9

.3
 

3
8
 

5
6

,9
2
4

.3
 

1
7
 

2
0

2
3

/7
/4

 下
午

 0
6

:2
8

:0
0
 

2
3

.2
 

2
1
 

5
7

,2
6
0

.6
 

4
0
 

5
7

,2
5
5

.6
 

2
3
 

2
0

2
3

/7
/6

 下
午

 0
8

:3
3

:0
0
 

1
7

.1
 

1
7
 

5
7

,7
3
1

.4
 

4
1
 

5
7

,7
2
6

.4
 

2
6
 

2
0

2
3

/7
/1

0
 下

午
 0

7
:5

4
:0

0
 

1
7

.4
 

1
5
 

C
4

-1
7
 

5
2

,9
7
1

.0
 

2
7
 

5
2

,9
6
6

.0
 

1
7
 

2
0

2
3

/5
/2

7
 下

午
 0

3
:2

1
:0

0
 

2
0

.0
 

1
0
 

5
9

,1
9
2

.2
 

3
9
 

5
9

,1
8
7

.2
 

2
8
 

2
0

2
3

/8
/1

6
 下

午
 0

9
:5

3
:0

0
 

1
9

.4
 

1
1
 

5
9

,1
9
7

.2
 

2
8
 

5
9

,1
9
2

.2
 

1
8
 

2
0

2
3

/8
/1

6
 下

午
 1

0
:1

0
:0

0
 

1
7

.5
 

1
0
 

C
4

-1
9
 

5
2

,3
4
4

.3
 

3
8
 

5
2

,3
3
9

.3
 

2
6
 

2
0

2
3

/6
/6

 下
午

 1
0

:1
1

:0
0
 

1
6

.4
 

1
2
 

5
9

,4
6
9

.5
 

3
6
 

5
9

,4
6
4

.5
 

2
6
 

2
0

2
3

/8
/2

 下
午

 0
9

:3
1

:0
0
 

1
8

.0
 

1
0
 

6
0

,6
4
1

.3
 

2
7
 

6
0

,6
3
6

.3
 

1
7
 

2
0

2
3

/8
/1

1
 下

午
 1

0
:2

2
:0

0
 

1
9

.5
 

1
0
 

6
1

,0
1
8

.7
 

4
0
 

6
1

,0
1
3

.7
 

3
0
 

2
0

2
3

/8
/1

5
 上

午
 0

8
:3

3
:0

0
 

2
2

.1
 

1
0
 

6
1

,0
2
3

.7
 

3
0
 

6
1

,0
1
8

.7
 

2
0
 

2
0

2
3

/8
/1

5
 上

午
 0

8
:5

5
:0

0
 

2
2

.0
 

1
0
 

6
3

,2
9
9

.2
 

3
6
 

6
3

,2
9
4

.2
 

2
6
 

2
0

2
3

/8
/3

1
 下

午
 1

0
:2

8
:0

0
 

1
7

.1
 

1
0
 

C
4

-2
0
 

5
4

,9
9
6

.3
 

4
4
 

5
4

,9
9
1

.3
 

2
8
 

2
0

2
3

/5
/7

 下
午

 0
6

:1
5

:0
0
 

3
6

.0
 

1
6
 

5
7

,6
0
9

.9
 

3
7
 

5
7

,6
0
4

.9
 

1
6
 

2
0

2
3

/5
/2

8
 下

午
 0

7
:4

6
:0

0
 

1
9

.0
 

2
1
 

5
8

,8
0
1

.1
 

5
0
 

5
8

,7
9
6

.1
 

4
0
 

2
0

2
3

/6
/6

 下
午

 1
2

:4
9

:0
0
 

1
5

.9
 

1
0
 

5
8

,9
0
8

.0
 

5
0
 

5
8

,9
0
3

.0
 

4
0
 

2
0

2
3

/6
/7

 下
午

 1
2

:3
7

:0
0
 

2
0

.6
 

1
0
 

5
8

,9
1
3

.0
 

4
0
 

5
8

,9
0
8

.0
 

1
6
 

2
0

2
3

/6
/7

 下
午

 0
1

:0
4

:0
0
 

2
7

.4
 

 
2

4
 

 

6
0

,1
6
7

.4
 

4
0
 

6
0

,1
6
2

.4
 

1
8
 

2
0

2
3

/6
/1

9
 下

午
 0

7
:0

9
:0

0
 

1
9

.7
 

2
2
 

6
0

,3
1
5

.5
 

4
6
 

6
0

,3
1
0

.5
 

3
6
 

2
0

2
3

/6
/2

1
 下

午
 1

2
:2

8
:0

0
 

1
9

.2
 

1
0
 

6
0

,3
2
0

.5
 

3
6
 

6
0

,3
1
5

.5
 

1
6
 

2
0

2
3

/6
/2

1
 下

午
 1

2
:5

2
:0

0
 

2
4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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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2
-1

4
 R

4
路
線
異
常
耗
電
情
形
分
析
表

(續
2
) 

車
牌

 

號
碼

 
區
段
起
始
里
程

 (
K

M
) 

區
段
起
始
電
量

 (
%

) 
區
段
結
束
里
程

 (
K

M
) 

區
段
結
束
電
量

 (
%

) 
區
段
結
束
時
間

 
行
駛

5
公
里

 

花
費
時
間

 (
分
鐘

) 
S

O
C
使
用
量

 (
%

) 

C
4

-2
0
 

6
0

,7
1
9

.4
 

3
5
 

6
0

,7
1
4

.4
 

1
6
 

2
0

2
3

/6
/2

4
 下

午
 0

3
:4

5
:0

0
 

2
3

.5
 

1
9
 

6
1

,1
3
1

.5
 

4
2
 

6
1

,1
2
6

.5
 

2
0
 

2
0

2
3

/6
/2

7
 下

午
 0

6
:1

7
:0

0
 

3
0

.0
 

2
2
 

6
1

,6
2
8

.7
 

3
8
 

6
1

,6
2
3

.7
 

2
0
 

2
0

2
3

/7
/1

 下
午

 0
9

:2
8

:0
0
 

1
8

.7
 

1
8
 

6
1

,7
2
3

.0
 

3
8
 

6
1

,7
1
8

.0
 

1
8
 

2
0

2
3

/7
/2

 下
午

 0
1

:0
7

:0
0
 

1
4

.7
 

2
0
 

6
2

,0
2
7

.5
 

4
0
 

6
2

,0
2
2

.5
 

2
9
 

2
0

2
3

/7
/4

 下
午

 0
5

:5
1

:0
0
 

2
5

.6
 

1
1
 

6
2

,3
6
4

.4
 

4
4
 

6
2

,3
5
9

.4
 

2
8
 

2
0

2
3

/7
/8

 下
午

 1
2

:4
0

:0
0
 

2
1

.3
 

1
6
 

6
3

,4
4
2

.9
 

8
8
 

6
3

,4
3
7

.9
 

6
4
 

2
0

2
3

/7
/1

7
 下

午
 0

6
:1

0
:0

0
 

3
4

.3
 

2
4
 

6
5

,5
7
4

.7
 

5
0
 

6
5

,5
6
9

.7
 

4
0
 

2
0

2
3

/8
/5

 下
午

 0
5

:4
9

:0
0
 

3
0

.3
 

1
0
 

6
6

,0
5
6

.6
 

4
3
 

6
6

,0
5
1

.6
 

3
3
 

2
0

2
3

/8
/9

 下
午

 1
0

:0
4

:0
0
 

1
8

.1
 

1
0
 

6
6

,0
6
1

.6
 

3
3
 

6
6

,0
5
6

.6
 

1
5
 

2
0

2
3

/8
/9

 下
午

 1
0

:2
5

:0
0
 

2
1

.5
 

1
8
 

6
6

,7
1
4

.7
 

3
7
 

6
6

,7
0
9

.7
 

2
3
 

2
0

2
3

/8
/1

4
 下

午
 0

7
:0

1
:0

0
 

1
8

.8
 

1
4
 

6
7

,2
5
6

.2
 

4
3
 

6
7

,2
5
1

.2
 

1
6
 

2
0

2
3

/8
/1

9
 下

午
 0

2
:1

7
:0

0
 

3
0

.2
 

2
7
 

資
料
來
源
：
本
計
畫
統
計
整
理
。

 

備
註
：
停
等
所
衍
生
之
耗
電
不
在
本
次
分
析
範
圍
內
，
故
本
表
內
之
段
數
統
計
不
包
含
行
駛

5
公
里
耗
時

4
0
分
鐘
以
上
資
料
。

 

 
 



  

附 2-28 

附
表

2
-1

5
 R

5
、

R
6
、

R
7
路
線
各
電
量
區
間
平
均
可
行
駛
公
里
數
分
析

 

車
牌

 

號
碼

 

主
要

行
駛

路
線

 

每
耗
電

 5
 %

 平
均
可
行
駛
公
里
數

 
 

1
0

0
%

 
~

  
9

5
 %

 

9
5

 %
 

~
  

 9
0

 
%

 

9
0

 %
 

~
  

 8
5

 
%

 

8
5

 %
 

~
  

 8
0

 
%

 

8
0

 %
 

~
  

 7
5

 
%

 

7
5

 %
 

~
  

 7
0

 
%

 

7
0

 %
 

~
  

 6
5

 
%

 

6
5

 %
 

~
  

 6
0

 
%

 

6
0

 %
 

~
  

 5
5

 
%

 

5
5

 %
 

~
  

 5
0

 
%

 

5
0

 %
 

~
  

 4
5

 
%

 

4
5

 %
 

~
  

 4
0

 
%

 

4
0

 %
 

~
  

 3
5

 
%

 

3
5

 %
 

~
  

 3
0

 
%

 

3
0

 %
 

~
  

 2
5

 
%

 

2
5

 %
 

~
  

 2
0

 
%

 

2
0

 %
 

~
  

 1
5

 
%

 

0
%

 ~
 1

0
0

 %
 

各
區
間
平
均

 

C
5

-1
 

R
6

 

- 
7

.2
5
 

1
4

.9
0
 

1
3

.2
0
 

1
6

.3
0
 

1
3

.8
0
 

1
5

.1
0
 

- 
- 

- 
- 

- 
- 

- 
- 

- 
- 

1
3

.2
2
 

C
5

-2
 

- 
- 

- 
- 

1
2

.5
0
 

1
4

.6
0
 

1
8

.5
0
 

1
3

.9
5
 

1
8

.4
0
 

1
3

.0
0
 

1
3

.5
0
 

1
5

.7
0
 

1
8

.8
0
 

1
7

.7
0
 

- 
- 

- 
1

5
.5

1
 

C
5

-3
 

- 
- 

1
2

.8
5
 

1
4

.9
0
 

1
6

.7
7
 

1
2

.4
7
 

1
4

.3
5
 

1
3

.7
0
 

1
4

.2
5
 

1
1

.8
7
 

1
3

.4
0
 

1
3

.0
2
 

1
7

.2
7
 

1
3

.5
7
 

1
6

.6
0
 

- 
- 

1
4

.0
2
 

C
5

-4
 

- 
- 

1
1

.8
0
 

1
0

.0
0
 

1
5

.0
0
 

1
5

.6
0
 

1
3

.3
0
 

- 
- 

1
8

.6
0
 

- 
- 

- 
- 

- 
- 

- 
1

4
.3

6
 

C
5

-5
 

- 
- 

1
4

.1
0
 

1
3

.5
0
 

1
6

.0
5
 

1
4

.5
0
 

1
3

.1
0
 

1
4

.8
5
 

1
8

.0
0
 

1
4

.6
0
 

2
0

.0
0
 

- 
- 

- 
- 

- 
- 

1
5

.0
5
 

C
5

-6
 

- 
- 

- 
1

4
.0

0
 

1
6

.2
0
 

1
2

.2
0
 

1
3

.6
0
 

1
1

.0
0
 

1
5

.4
0
 

1
2

.4
0
 

1
5

.3
0
 

1
4

.7
0
 

- 
- 

- 
- 

- 
1

3
.8

7
 

C
5

-7
 

- 
8

.7
5
 

1
2

.5
5
 

1
1

.8
0
 

1
3

.3
3
 

1
1

.9
3
 

1
3

.5
0
 

1
3

.1
0
 

1
5

.5
0
 

1
6

.0
0
 

- 
- 

- 
- 

- 
- 

- 
1

2
.6

7
 

C
5

-8
 

- 
- 

- 
1

3
.5

0
 

1
5

.3
5
 

1
3

.8
0
 

1
4

.5
0
 

1
4

.1
0
 

1
5

.5
0
 

- 
- 

- 
- 

- 
- 

- 
- 

1
4

.4
9
 

C
5

-9
 

- 
- 

- 
- 

1
1

.5
0
 

1
2

.2
0
 

1
3

.6
5
 

1
1

.4
5
 

1
5

.6
0
 

1
2

.9
5
 

1
5

.6
5
 

1
5

.8
0
 

- 
- 

- 
- 

- 
1

3
.5

9
 

C
5

-1
0
 

- 
- 

- 
1

7
.6

0
 

1
7

.5
0
 

1
9

.0
0
 

- 
- 

- 
- 

- 
- 

- 
- 

- 
- 

- 
1

8
.2

7
 

C
5

-1
1
 

- 
- 

- 
- 

- 
1

1
.6

0
 

1
5

.8
0
 

1
7

.0
0
 

1
8

.5
0
 

- 
- 

- 
- 

- 
- 

- 
- 

1
5

.9
8
 

C
5

-1
2
 

- 
9

.3
0
 

1
5

.0
5
 

1
3

.5
5
 

1
5

.7
5
 

1
3

.4
5
 

1
5

.3
0
 

1
6

.4
0
 

1
5

.4
5
 

1
2

.3
5
 

1
4

.1
0
 

1
1

.6
0
 

1
3

.6
0
 

8
.5

0
 

7
.1

0
 

- 
- 

1
3

.3
5
 

C
5

-1
3
 

- 
1

1
.2

0
 

1
3

.6
5
 

1
0

.0
0
 

1
4

.1
5
 

1
3

.4
5
 

1
3

.3
0
 

1
2

.5
0
 

1
4

.5
0
 

1
2

.7
5
 

1
4

.3
0
 

1
1

.5
0
 

1
4

.1
0
 

1
3

.7
0
 

- 
- 

- 
1

3
.1

7
 

C
5

-1
4
 

- 
8

.0
0
 

1
1

.9
3
 

1
1

.7
0
 

1
4

.5
8
 

1
2

.8
8
 

1
3

.0
3
 

1
1

.9
5
 

1
6

.1
7
 

1
3

.1
5
 

1
0

.8
0
 

1
0

.8
0
 

- 
- 

- 
- 

- 
1

2
.7

4
 

C
5

-1
5
 

- 
- 

- 
9

.3
0
 

1
4

.4
0
 

7
.9

0
 

1
1

.7
5
 

1
0

.4
0
 

1
4

.9
0
 

1
1

.5
0
 

1
6

.1
5
 

1
1

.6
0
 

1
6

.9
0
 

- 
- 

- 
- 

1
2

.6
3
 

C
5

-1
6
 

- 
- 

- 
1

7
.4

0
 

- 
1

6
.1

5
 

1
6

.1
0
 

1
4

.7
0
 

1
7

.9
0
 

1
5

.9
5
 

1
6

.2
0
 

1
7

.5
0
 

- 
- 

- 
- 

- 
1

6
.2

4
 

C
5

-1
7
 

- 
- 

- 
9

.7
0
 

1
4

.1
0
 

1
1

.6
5
 

1
3

.3
7
 

1
1

.4
0
 

1
3

.5
3
 

1
1

.8
5
 

1
6

.3
0
 

1
3

.3
5
 

1
7

.2
0
 

- 
- 

- 
- 

1
3

.2
6
 

C
5

-1
8
 

- 
- 

1
4

.7
5
 

1
4

.0
0
 

1
8

.1
5
 

1
3

.9
2
 

1
4

.7
3
 

1
2

.7
0
 

1
5

.1
7
 

1
4

.7
0
 

1
5

.4
5
 

1
7

.0
0
 

- 
- 

- 
- 

- 
1

4
.7

7
 

C
5

-1
9
 

- 
9

.9
5
 

1
2

.7
0
 

1
3

.1
7
 

1
5

.9
7
 

1
3

.8
3
 

1
6

.6
7
 

1
5

.6
7
 

- 
- 

- 
- 

- 
- 

- 
- 

- 
1

4
.2

0
 

C
5

-2
0
 

- 
- 

1
5

.6
5
 

1
5

.4
0
 

1
7

.0
0
 

1
3

.7
5
 

1
4

.2
0
 

1
3

.4
0
 

1
5

.7
5
 

1
4

.5
0
 

1
5

.6
5
 

1
4

.8
0
 

1
8

.9
0
 

1
7

.8
0
 

- 
- 

- 
1

5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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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2
-1

5
 R

5
、

R
6
、

R
7
路
線
各
電
量
區
間
平
均
可
行
駛
公
里
數
分
析

(續
1
) 

車
牌

 

號
碼

 

主
要

行
駛

路
線

 

每
耗
電

 5
 %

 平
均
可
行
駛
公
里
數

 
 

1
0

0
%

 
~

  
9

5
 %

 

9
5

 %
 

~
  

 9
0

 
%

 

9
0

 %
 

~
  

 8
5

 
%

 

8
5

 %
 

~
  

 8
0

 
%

 

8
0

 %
 

~
  

 7
5

 
%

 

7
5

 %
 

~
  

 7
0

 
%

 

7
0

 %
 

~
  

 6
5

 
%

 

6
5

 %
 

~
  

 6
0

 
%

 

6
0

 %
 

~
  

 5
5

 
%

 

5
5

 %
 

~
  

 5
0

 
%

 

5
0

 %
 

~
  

 4
5

 
%

 

4
5

 %
 

~
  

 4
0

 
%

 

4
0

 %
 

~
  

 3
5

 
%

 

3
5

 %
 

~
  

 3
0

 
%

 

3
0

 %
 

~
  

 2
5

 
%

 

2
5

 %
 

~
  

 2
0

 
%

 

2
0

 %
 

~
  

 1
5

 
%

 

0
%

 ~
 1

0
0

 %
 

各
區
間
平
均

 

C
5

-2
1
 

R
7

 

- 
1

4
.9

0
 

1
4

.2
0
 

1
4

.0
0
 

1
5

.9
0
 

1
3

.2
0
 

1
5

.4
0
 

1
5

.8
0
 

1
4

.2
0
 

1
1

.4
0
 

- 
- 

- 
- 

- 
- 

- 
1

4
.3

3
 

C
5

-2
2
 

- 
1

1
.6

7
 

1
5

.4
4
 

1
2

.8
6
 

1
7

.5
7
 

- 
- 

- 
1

5
.4

0
 

1
5

.0
0
 

1
7

.9
0
 

- 
- 

- 
- 

- 
- 

1
4

.6
1
 

C
5

-2
3
 

- 
1

3
.4

0
 

1
4

.7
0
 

1
5

.6
5
 

1
4

.9
0
 

1
5

.6
0
 

1
5

.9
7
 

1
2

.7
0
 

1
7

.0
7
 

1
4

.3
0
 

1
4

.5
0
 

- 
- 

- 
- 

- 
- 

1
5

.0
2
 

C
5

-2
4
 

- 
- 

- 
9

.2
0
 

1
3

.3
5
 

- 
- 

- 
1

1
.2

0
 

1
3

.8
0
 

1
4

.7
0
 

- 
- 

- 
- 

- 
- 

1
2

.4
0
 

C
5

-2
5
 

- 
1

1
.7

0
 

1
4

.2
5
 

1
4

.3
5
 

1
3

.3
0
 

1
2

.5
2
 

1
3

.5
0
 

1
3

.1
8
 

1
4

.9
7
 

1
3

.3
1
 

1
4

.7
0
 

1
3

.4
7
 

1
4

.2
0
 

- 
- 

- 
- 

1
3

.6
7
 

C
5

-2
6
 

- 
- 

8
.8

0
 

1
2

.9
5
 

1
4

.4
3
 

1
2

.8
7
 

1
2

.6
0
 

1
1

.1
0
 

1
4

.9
7
 

1
2

.6
0
 

1
2

.5
0
 

1
3

.4
0
 

1
6

.7
5
 

1
4

.4
0
 

- 
- 

- 
1

3
.0

7
 

C
5

-2
7
 

- 
1

0
.9

0
 

1
4

.0
0
 

1
3

.8
0
 

1
2

.0
5
 

1
1

.1
0
 

1
3

.8
0
 

1
0

.6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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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2
-1

5
 R

5
、

R
6
、

R
7
路
線
各
電
量
區
間
平
均
可
行
駛
公
里
數
分
析

(續
4
) 

車
牌

 

號
碼

 

主
要

行
駛

路
線

 

每
耗
電

 5
 %

 平
均
可
行
駛
公
里
數

 
 

1
0

0
%

 
~

  
9

5
 %

 

9
5

 %
 

~
  

 9
0

 
%

 

9
0

 %
 

~
  

 8
5

 
%

 

8
5

 %
 

~
  

 8
0

 
%

 

8
0

 %
 

~
  

 7
5

 
%

 

7
5

 %
 

~
  

 7
0

 
%

 

7
0

 %
 

~
  

 6
5

 
%

 

6
5

 %
 

~
  

 6
0

 
%

 

6
0

 %
 

~
  

 5
5

 
%

 

5
5

 %
 

~
  

 5
0

 
%

 

5
0

 %
 

~
  

 4
5

 
%

 

4
5

 %
 

~
  

 4
0

 
%

 

4
0

 %
 

~
  

 3
5

 
%

 

3
5

 %
 

~
  

 3
0

 
%

 

3
0

 %
 

~
  

 2
5

 
%

 

2
5

 %
 

~
  

 2
0

 
%

 

2
0

 %
 

~
  

 1
5

 
%

 

0
%

 ~
 1

0
0

 %
 

各
區
間
平
均

 

C
5

-9
5

 
R

5
 

- 
1

3
.1

0
 

1
9

.6
0
 

1
6

.7
0
 

1
8

.5
0
 

1
8

.4
0
 

1
7

.0
0
 

1
6

.7
0
 

1
8

.2
0
 

1
7

.4
0
 

1
9

.9
0
 

- 
- 

- 
- 

- 
- 

1
7

.5
5

 

總
計

 
8

.7
5
 

1
1

.5
3
 

1
3

.4
4
 

1
3

.5
0
 

1
4

.6
7
 

1
3

.2
2
 

1
3

.9
9
 

1
3

.4
2
 

1
4

.8
5
 

1
3

.2
2
 

1
4

.4
1
 

1
2

.7
0
 

1
3

.7
3
 

9
.6

4
 

1
2

.8
2
 

4
.3

5
 

- 
1

3
.6

4
 

資
料
來
源
：
本
計
畫
彙
整
。

 

註
：

1
.因

車
輛
較
少
於
電
量
低
於

2
5
%
後
仍
持
續
行
駛
，
故
最
低
僅
分
析
至
電
量

1
5
%
。

 

  
  

  
  
2
.表

內
標
註
「

-」
表
示
車
輛
未
有
於
該
電
量
區
間
連
續
行
駛
之
資
料
。

 

  
  

  
  
3
.本

次
分
析

8
0
輛
車
輛
為
該
集
團
多
路
線
共
同
使
用
車
輛
，
經
排
除
資
料
異
常
值
後
，
部
分
電
量
區
間
未
有

R
5
、

R
6
、

R
7
路
線
運
行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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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2
-1

6
 R

5
、

R
6
、

R
7
路
線
相
對
耗
電
車
輛
各
季

/電
量
區
間
平
均
可
行
駛
公
里
數
分
析

 

車
牌
號
碼

 

/月
份

 

每
耗
電

5
 %

平
均
可
行
駛
公
里
數

 

5
5

 %
~

 5
0

 %
 

5
0

 %
~

 4
5

 %
 

4
5

 %
~

 4
0

 %
 

4
0

 %
~

 3
5

 %
 

3
5

 %
~

3
0

 %
 

3
0

 %
~

 2
5

 %
 

2
5

 %
~

2
0

 %
 

2
0

 %
~

 1
5

 %
 

0
%

 ~
 1

0
0

%
 

所
有
區
間
平
均

 

C
5

-5
0
 

1
2

.4
0
 

1
3

.5
0
 

9
.6

2
 

7
.9

3
 

1
.9

0
 

5
.1

5
 

0
.0

5
 

- 
1

1
.3

5
 

2
月

~
 4
月

 
- 

- 
- 

- 
- 

- 
- 

- 
1

7
.7

0
 

5
月

~
 7
月

 
1

2
.3

5
 

1
4

.3
5
 

1
0

.5
0
 

9
.1

0
 

1
.9

5
 

4
.1

0
 

0
.0

0
 

- 
1

1
.0

5
 

8
月

~
 1

0
月

 
1

1
.7

0
 

1
0

.8
5
 

8
.3

0
 

6
.7

5
 

1
.8

5
 

6
.2

0
 

0
.1

0
 

- 
9

.4
8
 

1
1
月

~
 1
月

 
1

4
.0

0
 

1
5

.4
0
 

- 
- 

- 
- 

- 
- 

1
3

.7
7
 

C
5

-5
6
 

1
2

.1
7
 

1
2

.8
3
 

1
1

.3
4
 

1
2

.5
2
 

8
.8

7
 

1
3

.2
0
 

- 
- 

1
2

.1
1
 

2
月

~
 4
月

 
1

4
.3

0
 

1
4

.6
0
 

1
0

.2
0
 

1
4

.6
0
 

- 
- 

- 
- 

1
2

.8
6
 

5
月

~
 7
月

 
9

.5
5
 

9
.5

5
 

1
0

.2
5
 

1
1

.5
5
 

8
.8

7
 

1
3

.2
0
 

- 
- 

1
0

.6
6
 

8
月

~
 1

0
月

 
1

0
.3

5
 

1
4

.6
0
 

1
3

.0
0
 

1
2

.4
0
 

- 
- 

- 
- 

1
1

.9
4
 

1
1
月

~
 1
月

 
1

4
.4

3
 

1
4

.1
0
 

- 
- 

- 
- 

- 
- 

1
3

.9
6
 

C
5

-6
4
 

1
0

.6
2
 

1
2

.9
5
 

1
1

.6
7
 

1
1

.4
3
 

1
0

.7
3

 
1

2
.8

5
 

- 
- 

1
2

.4
6
 

2
月

~
 4
月

 
1

5
.3

0
 

1
7

.1
0
 

1
7

.3
0
 

- 
- 

- 
- 

- 
1

5
.7

5
 

5
月

~
 7
月

 
9

.3
0
 

1
1

.7
0
 

9
.9

5
 

1
0

.7
0
 

1
1

.3
0

 
1

2
.5

0
 

- 
- 

1
1

.3
9
 

8
月

~
 1

0
月

 
8

.6
0
 

1
1

.3
0
 

9
.5

0
 

1
2

.9
0
 

9
.6

0
 

1
3

.2
0
 

- 
- 

1
0

.5
6
 

1
1
月

~
 1
月

 
- 

- 
- 

- 
- 

- 
- 

- 
1

6
.6

0
 

C
5

-6
5
 

1
2

.2
2
 

1
1

.6
7
 

1
0

.6
0
 

1
0

.9
0
 

9
.8

5
 

1
2

.4
0
 

- 
- 

1
2

.4
8
 

2
月

~
 4
月

 
1

3
.7

0
 

1
3

.2
0
 

- 
- 

- 
- 

- 
- 

1
5

.1
0
 

5
月

~
 7
月

 
1

1
.2

0
 

1
0

.4
0
 

9
.5

0
 

1
1

.3
0
 

1
0

.3
0

 
1

1
.8

0
 

- 
- 

1
0

.6
6
 

8
月

~
 1

0
月

 
1

1
.2

5
 

1
1

.5
5
 

1
1

.1
5
 

1
0

.5
0
 

9
.4

0
 

1
3

.0
0
 

- 
- 

1
1

.5
0
 

資
料
來
源
：
本
計
畫
彙
整
。

 

資
料
統
計
區
間
：

2
0

2
3
年

2
月

~
2

0
2

4
年

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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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2
-1

7
 R

8
路
線
各
電
量
區
間
平
均
可
行
駛
公
里
數
分
析

 

車
牌

 

號
碼

 

每
耗
電

5
 %

 平
均
可
行
駛
公
里
數

 

1
0

0
%

 

~
  

9
5

 %
 

9
5

 %
 

~
  

 9
0

 

%
 

9
0

 %
 

~
  

 8
5

 

%
 

8
5

 %
 

~
  

 8
0

 

%
 

8
0

 %
 

~
  

 7
5

 

%
 

7
5

 %
 

~
  

 7
0

 

%
 

7
0

 %
 

~
  

 6
5

 

%
 

6
5

 %
 

~
  

 6
0

 

%
 

6
0

 %
 

~
  

 5
5

 

%
 

5
5

 %
 

~
  

 5
0

 

%
 

5
0

 %
 

~
  

 4
5

 

%
 

4
5

 %
 

~
  

 4
0

 

%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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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
 

3
5

 %
 

~
  

 3
0

 

%
 

3
0

 %
 

~
  

 2
5

 

%
 

2
5

 %
 

~
  

 2
0

 

%
 

2
0

 %
 

~
  

 1
5

 

%
 

1
5

 %
 

~
  

 1
0

 

%
 

0
%

 ~
 1

0
0

 %
 

各
區
間
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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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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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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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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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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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6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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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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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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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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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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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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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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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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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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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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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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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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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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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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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3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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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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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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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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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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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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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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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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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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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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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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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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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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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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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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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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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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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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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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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1
0

.6
9
 

1
0

.4
2
 

1
0

.8
3
 

1
0

.5
0
 

- 
- 

1
0

.6
7
 

C
8

-5
 

8
.9

1
 

1
0

.8
7

 
9

.5
6

 
1

0
.3

5
 

1
1

.0
2

 
1

0
.3

3
 

1
0

.1
6

 
1

0
.1

1
 

1
0

.1
3

 
9

.9
1
 

1
0

.4
5
 

1
0

.6
1
 

1
0

.9
8
 

1
1

.6
5
 

1
1

.5
9
 

1
1

.3
8
 

1
2

.5
3
 

- 
1

0
.3

6
 

C
8

-6
 

8
.6

9
 

1
2

.4
2

 
1

1
.9

7
 

1
1

.9
2

 
1

1
.5

7
 

1
1

.5
7

 
1

1
.9

2
 

1
2

.1
9

 
1

2
.0

0
 

1
0

.9
7
 

1
1

.1
5
 

1
1

.5
9
 

1
2

.0
2
 

1
1

.6
5
 

9
.2

0
 

9
.3

0
 

9
.6

0
 

- 
1

1
.5

5
 

C
8

-7
 

1
0

.3
3

 
1

2
.3

4
 

1
0

.0
2

 
1

2
.6

5
 

1
2

.3
4

 
1

2
.3

1
 

1
1

.6
9

 
1

1
.6

1
 

1
1

.4
3

 
1

2
.1

9
 

1
2

.0
1
 

1
1

.3
0
 

1
1

.9
6
 

1
2

.3
2
 

1
2

.0
8
 

1
2

.0
5
 

1
3

.4
0
 

- 
1

1
.7

2
 

C
8

-8
 

8
.4

2
 

1
0

.8
7

 
1

0
.1

9
 

1
0

.7
4

 
1

0
.9

6
 

1
1

.0
1

 
1

1
.1

3
 

1
1

.1
5

 
1

1
.2

1
 

1
1

.3
0
 

1
1

.1
9
 

1
1

.0
0
 

1
0

.9
9
 

9
.8

3
 

1
1

.5
2
 

1
1

.3
0
 

- 
- 

1
0

.8
2
 

C
8

-9
 

8
.9

3
 

1
1

.5
9

 
1

0
.0

6
 

1
1

.6
5

 
1

0
.9

9
 

1
1

.0
7

 
1

0
.3

3
 

1
0

.1
0

 
1

0
.6

3
 

1
0

.9
3
 

1
1

.5
8
 

1
1

.7
5
 

1
1

.5
6
 

1
1

.7
9
 

1
1

.9
1
 

1
1

.9
0
 

1
1

.2
0
 

- 
1

0
.9

0
 

C
8

-1
0
 

8
.9

5
 

1
1

.1
1

 
9

.7
8

 
1

1
.5

1
 

1
1

.3
1

 
1

1
.0

7
 

1
0

.6
2

 
1

0
.6

1
 

1
0

.2
6

 
1

0
.7

5
 

1
0

.7
5
 

1
1

.2
1
 

1
1

.4
6
 

1
1

.7
1
 

1
1

.7
2
 

1
1

.7
1
 

1
0

.5
7
 

- 
1

0
.7

5
 

C
8

-1
1
 

7
.6

2
 

1
1

.0
1

 
9

.9
9

 
9

.9
8

 
9

.8
0

 
9

.5
1

 
9

.3
9

 
9

.4
3

 
9

.7
1

 
9

.7
6
 

9
.1

8
 

9
.4

4
 

9
.1

3
 

9
.0

5
 

9
.7

9
 

1
0

.2
0
 

1
0

.8
0
 

- 
9

.6
0
 

C
8

-1
2
 

8
.5

7
 

1
1

.2
2

 
1

0
.7

6
 

1
0

.8
1

 
1

0
.9

1
 

1
0

.1
2

 
1

0
.7

0
 

1
0

.2
5

 
1

1
.1

8
 

9
.8

9
 

1
0

.5
3
 

1
1

.1
5
 

1
0

.2
7
 

1
1

.8
5
 

1
1

.0
0
 

- 
- 

- 
1

0
.6

0
 

C
8

-1
3
 

7
.2

5
 

1
0

.1
0

 
9

.0
6

 
9

.8
5

 
9

.6
2

 
9

.9
7

 
9

.1
0

 
8

.6
8

 
9

.6
8

 
9

.6
1
 

1
0

.3
5
 

1
0

.4
9
 

1
0

.9
0
 

1
1

.0
4
 

1
1

.1
0
 

8
.8

0
 

- 
- 

9
.7

6
 

C
8

-1
4
 

7
.9

5
 

1
0

.8
1

 
1

0
.4

2
 

1
1

.3
5

 
1

1
.4

1
 

1
1

.8
6

 
1

0
.5

2
 

9
.3

0
 

9
.8

3
 

1
0

.4
3
 

1
1

.5
8
 

1
2

.3
1
 

1
2

.2
5
 

1
3

.0
0
 

- 
- 

- 
- 

1
0

.9
0
 

C
8

-1
5
 

7
.8

4
 

1
0

.4
4

 
1

0
.6

0
 

1
0

.2
2

 
1

0
.1

3
 

1
0

.6
3

 
1

1
.6

5
 

1
0

.0
4

 
1

0
.0

2
 

1
0

.1
7
 

1
0

.7
9
 

1
0

.1
8
 

1
0

.8
4
 

1
0

.3
7
 

1
1

.0
0
 

- 
- 

- 
1

0
.3

1
 

C
8

-1
6
 

9
.3

7
 

1
3

.3
8

 
1

2
.6

4
 

1
1

.6
8

 
1

1
.2

0
 

1
1

.6
7

 
1

2
.1

1
 

1
2

.5
8

 
1

1
.1

3
 

1
1

.3
4
 

1
1

.8
5
 

1
2

.2
0
 

1
2

.4
0
 

1
2

.8
0
 

1
0

.7
0
 

1
2

.9
0
 

- 
- 

1
1

.8
6
 

C
8

-1
7
 

9
.0

9
 

1
2

.2
6

 
1

1
.8

1
 

1
1

.7
4

 
1

2
.1

2
 

1
1

.2
1

 
1

2
.0

7
 

1
1

.1
8

 
1

1
.5

9
 

1
0

.9
6
 

1
1

.4
8
 

1
0

.8
7
 

1
0

.2
0
 

9
.9

0
 

1
2

.0
0
 

1
1

.6
0
 

1
2

.3
0
 

- 
1

1
.4

1
 

C
8

-1
8
 

8
.3

7
 

1
1

.8
1

 
1

1
.4

9
 

1
0

.5
2

 
1

0
.1

5
 

1
0

.4
1

 
1

0
.4

5
 

1
0

.1
7

 
9

.3
4

 
9

.5
5
 

1
0

.0
5
 

1
0

.1
6
 

1
0

.0
8
 

1
0

.8
4
 

1
0

.1
5
 

1
0

.4
4
 

- 
- 

1
0

.2
4
 

C
8

-1
9
 

8
.8

7
 

1
1

.4
1

 
1

0
.7

3
 

1
1

.2
7

 
1

0
.7

5
 

1
0

.7
9

 
1

0
.0

9
 

9
.5

2
 

9
.9

3
 

1
0

.0
4
 

1
0

.3
6
 

1
1

.6
5
 

1
1

.5
8
 

1
0

.5
0
 

1
3

.3
0
 

1
1

.5
0
 

1
0

.8
0
 

- 
1

0
.5

6
 



  

附 2-35 

附
表

2
-1

7
 R

8
路
線
各
電
量
區
間
平
均
可
行
駛
公
里
數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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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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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牌

 

號
碼

 

每
耗
電

5
 %

 平
均
可
行
駛
公
里
數

 

1
0

0
%

 

~
  

9
5

 %
 

9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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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9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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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8
5

 %
 

~
  

 8
0

 

%
 

8
0

 %
 

~
  

 7
5

 

%
 

7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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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7
0

 %
 

~
  

 6
5

 

%
 

6
5

 %
 

~
  

 6
0

 

%
 

6
0

 %
 

~
  

 5
5

 

%
 

5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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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5
0

 %
 

~
  

 4
5

 

%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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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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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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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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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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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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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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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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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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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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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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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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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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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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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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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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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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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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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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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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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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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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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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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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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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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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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7
6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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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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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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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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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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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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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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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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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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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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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1

.1
2
 

1
1

.0
2
 

- 
1

0
.5

9
 

資
料
來
源
：
本
計
畫
彙
整
。

 

註
：

1
.因

車
輛
於
電
量

1
0
%
仍
在
行
駛
之
資
料
樣
本
較
少
，
故
最
低
僅
分
析
至
電
量

1
0
%
。

 

  
  

  
  
2
.表

內
標
註
「

-」
表
示
車
輛
未
有
於
該
電
量
區
間
連
續
行
駛
之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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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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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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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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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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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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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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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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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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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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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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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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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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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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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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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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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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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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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1
6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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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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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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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
 

5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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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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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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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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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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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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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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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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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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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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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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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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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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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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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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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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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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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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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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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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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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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4

4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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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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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8
5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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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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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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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2

8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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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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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資
料
來
源
：
本
計
畫
彙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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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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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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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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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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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電
起
始
電
量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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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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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電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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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牌

 
號
碼

 

充
電
站

S
3
 

充
電
站

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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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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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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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總

 

起
始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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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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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

充
電
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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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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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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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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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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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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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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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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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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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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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0
 

4
9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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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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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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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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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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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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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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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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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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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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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成果發表會辦理情形 

本團隊依據工作會議決議事項，舉辦 1場對外之成果發表，舉辦

地點整理如附表 3-1，議程內容如附表 3-2。主要邀請與電動大客車

推動相關之中央單位、地方政府、客運業者、學協會等進行成果發

表，以利相關人員了解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應用之分析成果。 

附表 3-1 成果發表會舉行時間表 

時間 主題 地點 報名人數 

113/11/14(四) 

14:00~16:00 

電動大客車數據分析與

應用計畫(2/2)-資料視覺

化與 AI 應用成果說明會 

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 6F 會議室 
41 

 

附表 3-2 成果發表會議內容摘要 

時間 內容摘要 

14:00~14:30  報到 

14:30~14:35  主席致詞(運研所、鼎漢) 

14:35~14:40  執行單位代表致詞(鼎漢) 

14:40~15:10 

 計畫成果簡報 

-電動大客車數據應用指標與案例分析 

-能耗 AI 模型應用案例分析 

-後續應用建議 

15:10~15:50  綜合座談 

15:50~16:00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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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成果發表會總計 41 人參與(含現場與線上)，由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運輸資訊及科技組—吳東凌組長、鼎漢國

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李宗益總經理擔任主持人，現

場與會單位包含首都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中興大業巴士股

份有限公司等，線上與會單位包括交通部公路局、地方政

府、客運公司等，成果發表會現場照片如附圖 3-1所示。成

果發表會簽到情形與使用之教材簡報如下呈現。 

  

附圖 3-1 成果發表會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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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會簽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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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1 

附錄 IV-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分析指標與應用建

議 

 

 

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 

分析指標與應用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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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對應公車客運電動化導入進程，客運業者在營運管理思維亦需

要隨之轉變，考量電動大客車營運特性，相較於過去柴油大客車的

營運調度，需更強化於電動大客車數據化資料蒐集與分析，追蹤與

掌握導入之電動大客車輛營運績效、長期行駛特性等關鍵指標，以

及對應電池營運特性，及早觀察發現異常狀況、釐清與進行改善。 

本計畫藉由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監控管理平台之主要數據資料，

就數據分析指標及分析議題進行探討，提供電動大客車營運調度應

用策略，並呈現資料視覺化成果案例，展示與提供客運業者作為營

運管理方向之參考應用。 

應用策略一：尖峰時段出車起始 SOC 之建議 

 分析說明： 

發車起始 SOC 低時，車輛處於電壓較低狀態，需要較高電流輸

出以維持電機設備運作與動力輸出，會增加電量消耗；依本計畫數

據分析情形(案例 1)，發現當發車起始 SOC在低區間(40~45%)時，

班次用電效率低於平均值、SOC 使用量高於平均值的比率增加。 

相較於交通離峰時段，尖峰時段車輛運行更易於受到外界環境

影響，導致行車時間延長、煞車次數增加…等對於電量消耗較一般

時間高之情形。 

 應用建議： 

為避免產生駕駛里程焦慮，建議於交通尖峰時段，出車前之起

始 SOC維持至少滿足單趟行駛需求電量加計安全電量之總值，且盡

可能不低於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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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時段車輛出車起始SOC建議維持安全區間

•建議於交通尖峰時段，出車前起始SOC建議維持單趟行駛需求電量加計
安全電量之總值，且盡可能不低於45%，降低因電量消耗較一般時間高
而產生駕駛里程焦慮。

•出車起始SOC低時，車輛處於電壓較低狀態，需要較高電流輸出以維持
電機設備運作與動力輸出，會增加電量消耗。

案例 1：車隊電量SOC行駛公里數下降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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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策略二：建立路線實際營運能耗資料庫 

 分析說明： 

車輛業者一般會提供車輛出廠之能耗數值，做為客運業者採購

之性能數據參考；然經業者實際營運電動大客車經驗，車輛出廠之

能耗數值，可能無法對應實際路線環境下之耗電需求，致使營運班

次調度上(尤其夏季尖峰)可能會出現捉襟見肘之狀況。 

路線車輛行駛耗電需求會受不同時段(尖離峰車流環境)、不同

季節(空調溫度耗電程度)等差異性影響耗電程度；此外，在不同路

線(行駛道路條件)、不同駕駛亦會產生不一致之情形。依本計畫數

據分析情形(案例 2 與案例 3)，可以看出範例路線車隊在不同時段班

次耗電量(SOC)差異可達到 2%；依不同季節班次耗電量(SOC)差異

更大，可達到 5%。 

 應用建議： 

建議業者可藉由營運經驗進行數據化分析，對應不同時段、不

同季節、不同路線建立更貼近實際營運的能耗數值，使班次耗電需

求更準確，以滿足營運需求與及早應變。 

此外，亦可進一步追蹤不同駕駛特性對於車輛能耗之影響情形，

做為電動大客車教育訓練之參考依據，提升整體車隊營運效率，穩

定車輛班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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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分時、分季節之路線/車輛營運能耗資料庫

•建議進行車輛能耗數據化分析，對應不同時段、不同季節、不同路線建
立更貼近實際營運的能耗數值，使班次耗電需求更準確，以滿足營運需
求與及早應變。

•進一步追蹤不同駕駛特性對於車輛能耗之影響情形，做為電動大客車教
育訓練之參考依據，提升整體車隊營運效率，穩定車輛班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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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發車時段與班次SOC使用量之關聯

6.45 6.51 7.77 7.56 7.54 7.43 6.39 5.97 5.79

單一路線車隊依不同時段行駛之班次耗電量會產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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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季節與班次SOC使用量之關聯

冬季班次

夏季班次

班次SOC耗電量大置集中在7%~14%，
另發車電量低於45%之班次，各班次

SOC耗電量普遍較高

班次SOC耗電量大置集中在9%~19%，
另發車電量35~60%之班次較多高SOC

耗電量，進一步觀察較多午間時段班次
(可能與炎熱空調溫控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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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策略三：追蹤用電效率變化與應變 

 分析說明： 

依國外電動車相關應用文獻及客運業者營運經驗，車輛電池會

隨使用時間延長而出現電池衰退，從車輛用電效率變化追蹤情形，

可觀察到路線體車隊或個別車輛是否因使用時間延長產生用電效率

降低之趨勢，做為電池衰退之初步判斷。 

依本計畫數據分析情形(案例 4)，分析案例在第二年資料呈現結

果，可觀察到路線整體平均用電效率已經呈現下滑趨勢，降幅約

10~15%，且部分車輛(如 Bus1 與 Bus2)用電效率發生明顯低於同車

隊其他車輛之情形，可進一步追蹤釐清造成變化之原因。 

 應用建議： 

建議業者於車輛上線營運後，持續針對路線整體車隊或個別車

輛之用電效率進行追蹤，以利對於車輛效能變化及早因應。 

若觀察到用電效率有明顯降低之趨勢，可先判斷是否有行駛路

線、班次派車時段等營運模式變化，或是轉換不同駕駛使用之情況；

若沒有營運特性或駕駛特性之影響因素存在，則建議檢視車輛是否

有存在明顯耗電增加之設備，再者則與車輛業者聯繫，確認車輛電

池是否出現異常，必要時進行電池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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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追蹤車輛用電效率變化與應變

•建議於車輛上線營運後，持續針對路線整體車隊或個別車輛之用電效率
進行追蹤，以利對於車輛效能變化及早因應。

•若觀察到用電效率有明顯降低之趨勢：

✓ 先判斷是否有行駛路線、班次派車時段等營運模式變化，或是轉換
不同駕駛使用之情況。

✓ 沒有營運特性或駕駛特性之影響因素存在，則建議檢視車輛是否有
存在明顯耗電增加之設備。

✓ 再者則與車輛業者聯繫，確認車輛電池是否出現異常，必要時進行
電池平衡。

案例 4：追蹤整體車隊及特定車輛用電效率下降情形

0

季別

Year1冬 Year1春 Year1夏 Year2夏Year1秋 Year2冬 Year2春

所有車輛平均
各季用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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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1(深紅)的用電效率於分析第二年開始大幅下
降，其後每季皆大幅低於各車輛平均

• Bus2(深紫)的用電效率於兩年內同季間變化較小，
但每季皆低於各車輛平均

分析前後兩年同季節
用電效率呈現下滑趨勢

(降幅約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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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策略四：建立車輛電量曲線履歷與追蹤 

 分析說明： 

電動大客車輛因使用之電池特性不同，反映在單位電量區間可

行駛里程明顯下降之轉折點可能會有差異，建立電量區間行駛里程

之履歷與持續觀察追蹤車輛電量曲線變化，可初步判斷車輛電池是

否產生異常掉電或電池老化的情形。建議可由一段時間(建議至少

2~3 個月)之穩定行駛紀錄，觀察營運車輛之電量曲線分布情形，做

為追蹤基礎。 

依本計畫數據分析情形(案例 5)，可觀察到兩組車隊案例(出廠

年份差半年內)在電量區間行駛里程呈現特性即不同，Route1 在剩

餘電量SOC降至 35%以下後，單位電量可行駛里程會呈現明顯下降

趨勢；Route2 多數車輛則在各電量區間可行駛里程無明顯差異。 

此外，可觀察個別車輛是否有異常電量曲線變化情形，依本計

畫數據分析情形(案例 6)，相較於同批車隊，Bus3 發生快速掉電之

狀況特別明顯，且比較不同時間段之狀況，行駛公里數下降加快，

可能需釐清是否有其他影響因素造成，評估是否需安排車輛電池檢

修。 

 應用建議： 

建議可建立車輛電量曲線履歷與持續追蹤，觀察單一車輛是否

有異常情形，以及是否有隨營運年期提早開始下降，做為電池是否

產生衰退或變異之初判。 

若路線有部分車輛相對同批車隊有明顯異常掉電之情形，且隨

使用時間持續加劇，建議釐清原因，評估是否安排車輛電池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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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營運數據追蹤與初判車輛電池老化方式

•不同車輛型式反映在單位電量行駛里程之特性可能有差異，建議可建立
車輛電量曲線履歷，以持續追蹤其變化趨勢。

•若路線有部分車輛相對同批車隊有明顯異常掉電之情形，且隨使用時間
持續加劇，建議釐清原因，評估是否安排車輛電池檢修。

✓ 觀察是否發生頻次與是否隨使用時間持續加劇。

✓ 釐清是否因通訊傳輸中斷或是BMS訊號傳輸問題所致。

✓ 若非通訊傳輸緣故，評估是否安排車輛電池檢修(系統校正、充放電
檢測、電池平衡)。

案例 5：建立車輛電量曲線履歷與追蹤初判異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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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1的車輛型式在低電池
電量時，單位電量行駛里程

下降的情況明顯

Route 1

Route 2

Route2車輛在
各電量區間之單
位電量行駛里程
沒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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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行駛公里數(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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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車輛電量SOC快速下降與異常掉電初判

單一車輛3月與11月紀錄，相同電量區間行
駛公里數下降，隨使用時間掉電速度加快

(3月可行駛3.7公里，11月僅可行駛2.7公里)

圖例
3月

11月

35%，
120.6(km)

35%，
150.9(km)

18%，
154.6(km)

18%，
123.3(km)

當日行駛公里數(KM)

35%，
116.6(km)

17%，
118.9(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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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隊中特定車輛發生
異常掉電的狀況

(剩餘電量35%後快速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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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策略五：降低低充電起始電量比例 

 分析說明： 

根據國內外電池應用文獻提及電池放電深度(Depth of 

Discharge, DoD)會對其健康度產生影響，若長時間過度充放電可能

導致電池循環週期縮短，以及加速電池老化等問題。不同類型電池

在放電深度之耐受能力略有差異，參考現況相關研究對於放電深度

(DoD)最高值範圍整理如表 1。 

表 1 不同特性之電池建議最大放電深度及最低剩餘電量範圍 

電池類型 

電池資訊 

鈦酸鋰電池 

(LTO) 

磷酸鐵鋰電池 

(LFP) 

三元鋰電池 

(NCM) 

建議放電最高深度 

(DoD) 
80% 70%~80% 70%~80% 

建議最低剩餘電量 

(SOC) 
20% 20%~30% 20%~30% 

註：蒐集文獻包括實驗室數據及應用經驗，磷酸鐵鋰、三元鋰電池在實驗室數據建議

放電深度(DoD)值較低(20%)、應用經驗建議放電深度(DoD)值值較高(30%)。 

依本計畫數據分析情形(案例 6)，充電站 S1及充電站 S2之回站

車輛充電起始電量低之充電次數占比，於營運初期會出現較高之低

充電起始電量比例，時間拉長至較近之分析季度，低充電起始電量

比例明顯降低，顯示隨營運過程逐步調整其充電調度作業模式。此

外，觀察同站充電車輛之狀況，同批車隊中，Bus 1與 Bus 2 充電起

始電量低的次數占比明顯高於其他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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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建議： 

建議對應電池特性，注意充電站車輛之低充電起始電量比例，

避免過度充放電，以維持電池健康度，減緩電池老化速度，提升電

動大客車整體耐用性。 

若追蹤到特定車輛經常性出現回站充電起始電量偏低之情形，

則進一步檢視是否因車輛營運班次服務時段或駕駛特性影響耗電量

較高，或是出車前剩餘電量 SOC 較低，判斷充電調度調整作法。 

 

 

追蹤與降低回站車輛低充電起始電量比例

•建議對應電池特性，注意充電站車輛之低充電起始電量比例，避免過度
充放電，以維持電池健康度，提升電動大客車整體耐用性。

•針對特定車輛經常性出現回站充電起始電量偏低之情形，進一步檢視：

✓ 車輛營運班次服務時段造成耗電量較高，建議依服務時段評估出車
前剩餘電量SOC，維持單趟行駛需求電量加計安全電量之總值。

✓ 駕駛特性影響造成耗電量較高，建議檢視影響原因，並輔導改善。

✓ 出車前剩餘電量SOC較低，建議車輛待班時提早充電或必要時換車
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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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低起始電量充電次數(S1站)

低起始電量充電次數(S2站)

總充電次數(S1站)

總充電次數(S2站)

案例 7：追蹤與降低回站車輛低充電起始電量比例

(33.4%)

(22.6%)

(14.0%)

(31.7%)

(3.8%)

(22.2%)

(7.9%)

(2.3%)

起
始
電
量
低
於
30

%

充
電
次
數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充電站紀錄
車牌號碼 起始電量低於

30%之比例
總充電次數

起始電量低於
30%充電次數

34.7%741257Bus1

34.9%1,176410Bus2

24.0%613147Bus3

20.3%816166Bus4

22.3%865193Bus5

26.8%11230Bus6

營運初期回站車輛低充電起始電量比例偏高
(20~30%)，營運一段時間後，回站車輛低充

電起始電量比例明顯降低(10%以下)

Bus1與Bus2回站充電起始電量
低於30%比例相較其他車輛明顯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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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期末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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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I-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電動大客車數據分析與應用計畫(2/2)-資料視覺化與 AI 應用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一、開會時間：113 年 8 月 8 日上午 09 時 30 分 

二、開會地點：運研所 5 樓會議室 

三、主席：王穆衡副所長                 記錄：陳翔捷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略 

五、主席致詞：(略)。 

六、簡報：(略)。 

七、出席單位意見：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陳委員勁甫 

1. 建議整理國內外文獻

比較表，比較各案例

間之差異與可借鏡之

處。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報

告書第 2.4節之第 2-35~2-

36 頁補充彙整國內外案

例比較表。 

同意 

2. 請釐清並說明本計畫

系統之主要使用者？

是提供客運業者或政

府單位使用？ 

本計畫主要目的在探討

電動大客車數據分析與

應用，並藉由資料視覺

化呈現分析成果展示，

提供客運業者或政府單

位掌握數據應用價值，

而非直接開發一套的應

用系統。 

同意 

3. 請補充說明本計畫著

重於分析車輛耗電、

電量曲線等指標之原

因、分析標的與未來

應用方式。 

本計畫彙整各訪談會議

及座談會意見，業者最

為關心的議題包含營運

成本及排班調度，皆與

電能管理相關，同時考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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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量可蒐集的營運數據資

料，訂定車輛能耗、電

量曲線追蹤等關鍵指

標。而分析標的包含考

量客運業者的參與意願

與配合度、路線車輛規

模、營運數據可蒐集及

取得時間，且資料傳輸

完整度與正確性達一定

程度等，故本計畫於期

中階段優先以雙北地區

兩家客運業者的路線作

為分析標的，相關分析

結果未來可提供業者安

排車輛調度或車輛檢修

之參考。 

4. 報告書中針對路線資

料隱蔽，建議補充說

明 R1、R2 路線之特

性、使用車輛，以釐

清分析結果如何回饋

業者做為後續決策參

考。 

考量本計畫數據來源包

含交通部公路局電動大

客車平臺，而資料所有

權屬於業者，涉及資料

公開與保密議題，無法

於報告書或其他文書資

料揭露營運路線或車型

等資訊；已於期末報告

書第 4.1 節補充各分析路

線之特性、行駛里程、

車輛所採電池形式等資

訊。 

同意 

5. 請說明本計畫大數據

分析之運算邏輯、預

測所考量變數，另數

據視覺化呈現後如何

協助使用者從中檢視

期中階段大數據分析主

要探討電量曲線追蹤相

關議題，運算邏輯以路

線每日每車行駛里程及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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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關鍵指標，與如何從

中 提 出 管 理 上之 建

議。 

電量變化進行觀察，並

針對電量進行區段分析

探討，所考量變數包含

單位里程耗電量高低、

殘電量示警值(客運業者

經驗回饋)、車輛是否補

電等項目，並依車輛原

始資料，評估車輛行駛

特定里程之耗時，藉此

排除停等所產生之耗電

情形。 

視覺化呈現分析皆以本

計畫訂定之關鍵指標進

行設計，依案例分析成

果提供應用範例予業者

參考，業者可以自行開

發相關系統。 

6. 報告書中建議將安全

電 量 示 警 設 定 成

40%，此建議是否不利

於電動大客車之未來

發展？另據了解，不

同車輛電池特性會影

響安全電量，若統一

建議設定 40%是否合

適？ 

感謝委員意見，補充說

明本計畫數據分析中應

用的之「安全電量示

警」原指客運業者營運

經驗回饋的營運參考

值，主要是針對駕駛教

育訓練，若行駛過程中

遇到電量降至 40%，提

醒駕駛留意行駛狀況、

降低外部條件對耗電量

影響跟完成趟次須充

電。 

為與「車輛原廠建議之

安全電量」有所區隔，

報 告 書 中 修 正 40%為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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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殘電量示警值」。此

參數非為定值，可依照

不同車廠、車輛/電池型

號或實際營運結果進行

調整設定。 

7. AI 功能之應用面向為

何？如何藉此幫助客

運 業 者 提 升 營運 效

率？ 

感謝委員提醒，本計畫

探討 AI 應用的主要目的

之一為協助使用者提升

業務管理效率。期中階

段測試分析工具及效果

結果發現透過自然語言

操作使用友善性高，惟

要深入分析資料及生成

複雜的圖表則需輔助人

工方式處理，建議後續

視技術發展情形，再評

估以自然語言結合數據

分析進行視覺化呈現之

應用性；期末階段以實

際場域案例資料進行實

測與情境分析導入能耗

AI 預測結合排程充電之

效益。 

同意 

李委員克聰 

1. 建議撰寫期末報告時釐

清並補充說明本計畫之

研究背景、執行目標、

限制條件、挑戰與困難

點，並針對計畫成果與

國外案例之間的差異進

行說明。 

感謝委員建議，期末報

告第一章補充補充說明

研究背景、執行目標、

限制條件、挑戰與困難

點，並於報告書第 3-8 頁

之表 3.2-1 說明計畫分析

指標與國外案例之間的

差異。 

同意 

2. 簡報第 11 頁，建議依感謝委員建議，公路局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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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計畫目標蒐集監理部

門、客運業者之案例，

若無法取得相關案例資

訊，亦請補充說明。 

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監

控管理平台為現階段監

理部門對應電動大客車

資料蒐集應用之標竿案

例，另客運業者應用之

系統多數由電動大客車

製造商協助提供之管理

介面追蹤車輛與充電營

運數據，少部分業者會

另行委託系統開發商協

助與既有車隊管理系統

整合，建立對應電動車

輛營運的功能模組，因

客運業者端自行開發整

合之系統難以公開取得

相關資料，故案例蒐集

上仍以車輛業者系統為

主。 

3. 簡報第 12 頁，建議蒐

集國外文獻，比對現況

國內業者提供之項目

(如：車輛是否有視覺

化儀表版、場站是否有

即 時 監 控 功 能 平 台

等)， 提 出 可 借 鏡 之

處。 

感謝委員建議，已補充

國內外案例比較於報告

書第第 2-35~2-36 頁。 

同意 

4. 簡報第 13 頁、第 39

頁，有關視覺化呈現與

AI 應用，請具體說明

其必要性與預期成果，

並於期末報告時進行收

斂。 

感謝委員提醒，本計畫

探討 AI 應用的主要目的

之一為協助使用者提升

業務管理效率。期中階

段測試分析工具及效果

結果發現透過自然語言

操作使用友善性高，惟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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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要深入分析資料及生成

複雜的圖表則需輔助人

工方式處理，建議後續

視技術發展情形，再評

估以自然語言結合數據

分析進行視覺化呈現之

應用性；期末階段以實

際場域案例資料進行實

測與情境分析導入能耗

AI 預測結合排程充電之

效益。 

5. 簡報第 16 頁，建議分

析資料時所考量面向需

涵蓋目前實務的狀況

(油電車混合調度、不

同電動大客車廠牌車輛

間調度…等)，針對行

駛時間相較行駛里程更

能反映耗電的影響程度

(尖、離峰特性)，請說

明是否可調整以行駛時

間為分析方向。另除進

行資料分析外，亦請從

中提出實務上可改善之

建議(如用電安全、異

常掉電應變措施等)。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

將於期末階段持續運用

車機及充電設施資料進

行關鍵指標分析，擴充

不同路線、車輛廠牌、

場站及充電設施品牌等

面向。 

有關車輛里程區段耗電

指標分析目的，主要為

透過電量放電與行駛里

程曲線圖，觀察電池是

否有提早衰退的趨勢，

因電池衰退與累積里程

數亦有相關性，故以行

駛里程作為分析。此

外，亦透過車輛用電效

率(能耗)分析，針對各季

節/月份以及分時平均用

電效率等，掌握時間對

於耗電影響程度。期末

報告亦將針對分析成果

同意 



 

附 6-7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補充對於實務上可改善

的建議。 

有關用電安全議題，本

計畫與電池特性專家學

者請益，實務應用上需

觀察細部的電池 pack、

subpack、模組及電芯資

料，由於目前於平台上

無法取得相關資料，因

此無法進行相關分析。 

6. 簡報第 17 頁，有關乘

客體驗與滿意度之議

題，建議釐清並說明乘

客關心議題與電動車營

運相關性：如冷氣舒適

度(剩餘電量影響空調

溫控或開閉)、發車準

點性(充電時間不確定

性)、是否路故…等，

並非僅列出車輛急加/

減速、超速、噪音、震

動等因素。 

感謝委員建議，參考委

員建議整理補充說明於

報告書第 3-5 頁與圖

3.2.1。 

同意 

7. 簡報第 19 頁，於專家

學者座談會後有進行分

析指標調整，建議說明

計畫指標分析成果與對

於相關需求單位之應用

價值。 

本計畫考量分析指標主

要朝向電動車與柴油車

差異關鍵的能耗特性建

立分析指標，可提供做

為電動大客車導入時日

常充電調度、長時間性

能趨勢追蹤與減碳效益

估算之應用。 

 

8. 簡報第 33 頁，有關視

覺化應用構想，建議多

蒐集客運業者之意見，

遵照辦理，本計畫將持

續與客運業者進行交

流，並依其需求進行調

同意 



 

附 6-8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因應實務需求調整設

計。 
整。 

梁郭委員國 

1. 簡報第 19 頁，班次妥

善率為監理面所需之資

料，目前電動大客車配

置公車動態系統、平臺

資料蒐集之兩種用途車

載機，監理相關參數已

可藉由公車動態系統車

載機取得，可不藉由平

臺資料蒐集車載機取

得，建議說明電動大客

車數據平臺屬長久性或

是階段性目標之應用。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期

末報告書 6.2 節提出電動

大客車數據平台後續發

展相關建議提供參考。 

同意 

2. 請研究團隊釐清並說明

本計畫成果之主要使用

者是提供機關、車廠、

還是客運業者使用？ 

本計畫主要目的是在探

討電動大客車數據分析

與應用，並藉由資料視

覺化呈現分析成果，提

供客運業者或政府單位

掌握數據應用價值；故

進行視覺化設計與展

示，並非開發一套的系

統。 

同意 

3. 建議研究團隊針對電動

大客車數據平臺之未來

發展提出相關建議。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期

末報告書 6.2 節提出電動

大客車數據平台後續發

展相關建議提供參考。 

同意 

劉委員國著 

1. 請補充說明本計畫成果

的使用對象為客運業者

或是機關？運用資料方

向為即時性或非即時

性？ 

(1)本計畫分析成果可提

供客運業者做為掌握

電動車運作時之重要

指標，另針對整體績

效(如平均用電效率、

累積行駛里程、減碳

同意 



 

附 6-9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效益估算等)之情形，

則可提供政府單位做

為長期趨勢追蹤。 

(2)本計畫主要針對電動

大客車營運數據監控

管理平臺取得之歷史

資料，再結合部份透

過客運業者提供之營

運資料做為分析標

的。 

2. 簡報第 19 頁，電池溫

度可從即時或歷史資料

取得，以化解車輛使用

問題。簡報內說法為平

均溫度無法檢視電池使

用安全，若從平均溫度

之變化，請說明是否可

提供大範圍粗略判斷依

據。如從即時資料可於

異常時進行示警；若為

歷史資料，則藉由視覺

化圖表分析做為長期追

蹤。另藉由本計畫之車

輛用電效率、電量曲線

追蹤等分析指標，並以

視覺化呈現，是否可看

出電池老化程度？ 

依平台所取得之電池平

均溫度，經實際觀察變

動範圍不明顯，主要係

因蒐集之平均溫度為各

電池 pack 整合後之結

果，雖可掌握大範圍方

向，但在電池使用安全

之實務運用面較為有

限。 

藉由本計畫之分析指標

進行長期追蹤，可提供

電池老化程度初判，詳

請參考報告書附錄四。 

同意 

3. 簡報第 23 頁，建議可

與業者就分析結果交

流，從實務觀點找出真

正造成掉電速度快之原

因。 

遵照辦理，期末階段除

擴充分析範圍外，亦會

將分析結果回饋予業

者，並進行交流，了解

各車輛可能造成異常掉

電情形之原因。 

同意 

4. 簡報第 25 頁，目前以感謝委員建議，因期中同意 



 

附 6-10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5~8 月資料分析電量曲

線，建議以整年度資料

檢視較為恰當。另建議

與前期計畫中提及低電

量時掉電速度快之理論

做連結，以完整報告書

內容。 

報告屬於初探階段，目

的為確認指標分析可行

性，加以作業時程較

短，以 5~8月資料進行分

析，期末階段已擴充至

全年，藉此檢視對照各

電量區間掉電情形，確

認低電量時掉電速度是

否快速增加，並合計進

行 5條路線之電量曲線追

蹤分析，藉此比較檢視

不同路線/車輛廠牌間之

電量曲線變化差異。 

5. 簡報第 29 頁，起始電

量充電次數下降，建議

可與車輛行駛里程做對

應，並從中探討車輛充

電排程方式。另圖表建

議新增 S1、S2 之起始

電量充電次數，以完整

說明。 

感謝委員建議，期末階

段已新增其他充電設施

之低起始電量充電分

析，並依據充電設施回

傳之車輛行駛里程，統

計各行駛里程區段內之

低起始電量充電比例，

依案例分析實際觀察，

目前尚無發現低起始電

量充電比例有隨行駛里

程增加而提高之關聯

性。 

同意 

6. 簡報第 31 頁，建議補

充說明計算節能減碳效

益之假設，考量電價、

油價等參數變化，再提

出分析成果較為恰當。 

感謝委員建議，因電價

計算會受尖/離峰時段、

限電區域以及充電站契

約容量等因素影響，油

價亦會浮動，考量計算

之可行性，本計畫以交

通部運研所出版之交通

同意 



 

附 6-11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

手冊內容進行估算，整

體估算成果可提供做為

後續政策推動之參考。 

交通部 

公路局 

1. 報告書內部分文字有誤

植、缺漏，請予以修

正。 

遵照辦理，會再檢視報

告書內容誤植與缺漏文

字，進行修正。 

同意 

2. 建議於第二章時即說明

SOC 之定義。 
感謝委員建議，SOC 意

旨車輛之剩餘電量，已

於報告書第 2-1 頁補充說

明。 

同意 

3. 報告書表 3.1-2，有關

班次妥善率之應用限

制，提及未能針對補正

後紀錄更新班次妥善率

細節，是否意指無法針

對班次傳輸紀錄做補

正？另請確認是否可視

覺化呈現班次妥善率與

班次傳輸細節之資料？ 

(1)客運業者向地方政府

提報的補正紀錄為班

次發車紀錄、行駛軌

跡等佐證資料，並未

再補上車載機傳輸資

料，故傳輸紀錄未隨

之補正。 

(2)平台目前以列表方式

呈現班次妥善率以及

每日班次傳輸完整筆

數等細節，建議後續

若有增加視覺化呈現

需求，可由公路局平

台維運案進行功能規

劃與調整。 

同意 

4. 報告書第 3-33 頁，提

及節能減碳效益估算，

請說明相關分析參數如

何取得，另藉由相關參

數分析現況與未來情況

時是否具備代表性？ 

已於期末報告書第 4.1.6

節補充各分析參數之資

料來源，因本計畫目前

僅能取得電動大客車平

臺上之車輛以及里程

數，故依此進行現況效

同意 



 

附 6-12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益估算，未來情況之效

益計算僅為估算值，仍

須隨電動大客車政策發

展推動以及實際情況進

行調整計算。 

中華民國 

商用車技術 

發展協會 

1. 報告書內容建議後續可

針對商用車產業之角

度，提出應用成果與對

於產業之影響。 

本計畫針對車輛特性相

關之分析成果，會再與

主辦單位商討以合適之

形式，於期末報告中綜

整論述，提供產業相關

參考資訊。 

同意 

2. 報告書第 2-13 至 2-21

頁，蒐集國內外各車廠

案例，建議說明可從中

借鏡之處。 

感謝委員建議，已補充

國內外案例比較於報告

書第 2-35~2-36頁。 

同意 

3. 簡報第 22 頁，目前相

關資訊隱藏，是否可補

充各車號之營運路線、

車型等資訊。 

考量本計畫數據來源包

含交通部公路局電動大

客車平臺，而資料所有

權屬於業者，涉及資料

公開與保密議題，無法

於報告書或其他文書資

料揭露營運路線或車型

等資訊。另於期末報告

書第 4.1 節補充分析路線

之特性、行駛里程、車

輛電池形式等資訊，供

委員進一步對照參考。 

同意 

4. 建議計畫成果可藉由參

與各式展覽讓其他業界

了解國內投入運具電動

化與補助機制之程度，

以助於電動化之推動。 

敬悉，電動大客車系列

計畫成果已參與包括運

輸年會、智慧城市展等

相關展覽，本計畫亦會

同意 



 

附 6-13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辦理成果發表會，藉以

與業界交流分享。 

另針對國內運具電動化

與補助機制之相關議

題，交通部與跨部會亦

有辦理成果分享會或共

識會議等，向外界說明

與追蹤階段性推動進

程。 

本所運輸計

畫及陸運組 

1. 報告書第 2.2.2 節，蒐

集國內外案例後，建議

於小結彙整比較各案例

之差異。 

感謝委員建議，補充國

內外案例比較於報告書

第 2-35~2-36 頁。 

同意 

2. 報告書第 3.1、3.2 小

節，如梁郭委員所提

及，政策監理相關參數

已可藉由公車動態車載

機取得，是否有再藉由

平臺資料車載機蒐集之

必要？另若二種車機之

資料有差異會如何處

理？ 

(1)電動大客車數據平台

建置的目在於電動車

相關參數資料蒐集與

應用，並因應補助要

點之班次妥善率要

求，故設計朝向以即

時數位化資料輔助班

次妥善率檢視。 

(2)公車動態車載機只針

對發車紀錄，平台所

呈現之資料為增加考

量電動車欄位資料完

整性之結果，代表意

義不一致；依現行補

助要點規定定義之電

動大客車班次妥善

率，兩種車機傳輸之

數據都要達標才列入

計算，若使用柴油車

則單依發車紀錄為

同意 



 

附 6-14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準。 

本所運輸科

技及資訊組 

1. 本系列計畫成果獲得國

際獎項之原因有二，第

一為我國建置之平臺為

蒐集全國性的電動大客

車數據，其他國家多以

商用軟體或小規模資料

蒐集的方式進行研究；

第二為運研所協助推動

電動大客車系列議題研

究，結合產學研建立之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

統為世界先驅，其他國

家多以乘用車、一般商

用車隊的系統提供部分

功能擴充為主。 

敬悉。 同意 

2. 本計畫考量電動大客車

平臺運作負荷，主要針

對歷史資料分析，藉以

讓客運業者、主管機關

掌握應用成果與調整管

理做法。 

敬悉。 同意 

主席結論 

1. 建議在期末報告時綜整

說明研究動機、與前期

計畫之連貫性與脈絡。 

遵照辦理，會再於期末

報告補充說明與前期計

畫之關聯性論述。 

同意 

2. 建議於報告書中完整說

明研究框架與研究範

圍，從中聚焦研究重

點，並對應本期計畫主

軸，以利收斂計畫成

果。 

遵照辦理，會再於期末

報告補充述明計畫主

軸、研究框架與範圍，

收斂計畫成果。 

同意 

3. 針對資料視覺化應用面

向，藉由歷史資料分析

可產製電動大客車健康

敬悉，期末報告補充說

明階段性計畫成果價

值。 

同意 



 

附 6-15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履歷等資訊，供主管機

關與客運業者掌握出廠

數據與實際數據之差

異。 

4. 有關 AI 應用面向，期

中階段目前針對生成式

AI 進行初步測試，再

請研究團隊與業務單位

討論後續執行方向。 

遵照辦理，期末階段將

以實際場域案例資料進

行實測與情境分析導入

能耗 AI 預測結合排程充

電之效益。 

同意 

5. 依部分委員審查意見，

請研究團隊針對委員意

見提出回應說明表，並

提送修正報告書，再由

本所再行審查期中報告

是否通過。 

遵照辦理，會再依委員

意見進行回應與修正報

告書內容，提交運研所

再行審查。 

同意 

 





 

附 7-1 

附錄 VII-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電動大客車數據分析與應用計畫(2/2)-資料視覺化與 AI 應用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一、開會時間：113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09 時 30 分 

二、開會地點：運研所 5 樓會議室 

三、主席：王穆衡副所長                 記錄：陳翔捷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略 

五、主席致詞：(略)。 

六、簡報：(略)。 

七、出席單位意見：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陳委員勁甫 

8. 請補充說明本計畫產

出的成果與公路局電

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監

控管理平臺的關係，

並說明使用對象是提

供個別業者使用或政

策研擬運用。 

本計畫主要係以電動大

客車監控管理平臺蒐集

之營運數據，進行電動

大客車數據分析與應

用，並藉由資料視覺化

呈現分析成果展示。 

本計畫產出之成果可提

供客運業者做為營運上

基本檢視項目，及未來

要求合作車廠提供功能

或自行開發管理介面之

參考；另電動大客車營

運數據監控管理平臺目

前由交通部公路局維

運，建議後續評估與整

體績效相關之應用指標

(如用電效率、行駛里

程、減碳量計算等)可納

同意 



 

附 7-2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入主管機關自建平臺進

行追蹤。相關內容補充

說明於報告書第 6-5 頁。 

9. 請補充說明本計畫的

應用指標跟國內外各

車廠提供的系統功能

與指標差異性？另文

獻回顧之國外系統以

業者個別提供居多，

此與國內由政府端統

整蒐集的做法是否有

所不同，建議補充說

明。 

綜整本計畫蒐集案例之

功能與指標於報告書第

2-35頁。針對本計畫指標

在國內外各車廠應用對

照，已補充於報告書第

3-8 頁與表 3.2-1。 

另 國 外 有 車 廠(如

Proterra、Volvo、宇通客

車)與 營 運 商(如

TWAICE、Silver Power 

System、Chariot Motors)

建置之系統，兩者與國

內的差異性主要在資料

蒐集管道與細節程度。

相關說明補充於報告書

第 2-36 頁。 

同意 

10. 建議提出後續各單

位進行電動大客車數

據分析時之應用指標

規範。 

已彙整本計畫營運面指

標分析成果可應用資訊

於報告書附錄四，可提

供客運業者做為營運檢

視參考。 

同意 

11. 目前指標分析方式

採用每季、每年的平

均值為主，因此可能

較難追蹤車輛電池產

生衰退的迅速變化情

形 ， 建 議 針 對 各 指

標，說明哪些指標需

進行較即時的監控分

析。 

感謝委員建議，針對各

指標追蹤頻率等內容，

已補充於報告書 4.1.7 節

第 4-60、4-61頁中。 

同意 

12. 本計畫指標應用多本計畫主要為研擬關鍵同意 



 

附 7-3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數為離線數據分析所

產出的成果，請釐清

是否可針對各指標對

應的門檻值建立即時

示警機制或系統。 

指標、透過電動大客車

平臺資料進行分析試

算，並應用視覺化圖表

呈現，協助於各指標中

找出資料觀察呈現方式

與門檻值，建立關鍵資

料應用範例，未來使用

者可應用本計畫建議之

關鍵指標及門檻值，依

個別營運需求(如車輛廠

牌、電池特性、路線特

性等)，於自建系統設定

系統警示，透過預警協

助日常營運或排班調度

等實務應用。 

13. 針對AI應用面向，

研 究 成 果 包 含 微 軟

Copilot 與 視 覺 化 軟

體 、 能 耗 預 測 等 方

向，再請釐清與說明

AI 應用在本計畫執行

的目的。 

本計畫於 AI 部分主要在

探討目前相關 AI 技術應

用於電動大客車數據分

析、關鍵指標追蹤的應

用性，包含過去的機器

學習與近年討論熱度高

的生成式 AI，經本計畫

初探結果，結合電動大

客車平臺數據與跨域資

料構建之能耗預測 AI 模

型，具備一定預測準確

度，與班次充電排程結

合後，在實務應用亦具

有相關的應用效益；而

在生成式 AI 探討部分，

建議未來視技術發展情

形，可持續追蹤評估合

適的 AI 應用工具。 

同意 



 

附 7-4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李委員克聰 

9. 有關研究對象(客運業

者、電動大客車製造廠

商、充電設施廠商與政

府 機關)之相關研究分

析成果及各自的 PDCA

應用機制，請完整補充

說明。 

有關研究對象對研究分

析之關聯性及分析成果

之PDCA應用機制，補充

說明於報告書第 1-3 頁與

第 6-5 至 6-6頁。 

同意 

10. AI 之運用需要仰賴

完整的大數據資料庫，

建議後續研究應朝向完

整、永續的各車型電動

大客車數據蒐集、建置

與應用，以達到資料共

享、整合應用之目標。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

建議長期累積電動大客

車營運數據，有助於建

立車輛使用履歷，進行

績效追蹤與加值應用；

補充說明後續推動建議

於報告書第 6-4 頁。 

同意 

11. 有關報告書第 1-7

頁，建議補充說明座談

會之辦理情形，是否已

涵蓋與客運業者及電動

大客車製造商之溝通說

明。 

考量本計畫主要目的為

從客運角度提供營運管

理建議，專家學者座談

會邀請對象包括計畫主

要合作客運業者(首都客

運、中興大業巴士)，並

無邀請電動大客車製造

商，惟過程中藉由客運

業者訪談掌握其與製造

商溝通釐清之狀況，做

為分析結果對應作業之

參考方向。 

同意 

12. 有關報告書第 1-7

頁，邀請相關單位與專

家學者提供意見，請說

明附錄一參與單位及專

家學者人數與代表性。 

本計畫為兩年期計畫，

第一年期針對電動大客

車數據應用與分析方向

採專家學者個別訪談交

流方式(陸續訪談 7 位產

學研專家學者)，彙整分

析指標與探討應用方

向，於本期(第二年期)辦

同意 



 

附 7-5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理專家學者座談會，邀

請單位與專家學者包括

客運業者(首都客運、中

興大業巴士)2位、政府單

位(交通部公共運輸及監

理司、公路局運輸組)2位

及學者 1 位，進一步蒐集

意見確認指標分析方向

合適性。補充說明於報

告書第 1-4 頁。 

13. 有關報告書第 1-3

及 6-3 頁，建議在後續

建議應依據本案成果，

說明政府機關與客運業

者對於電動大客車及充

電設施製造廠商之相關

回饋建議與機制。 

建議車輛製造商依車輛

電池特性提供充放電必

要資訊，供客運業者依

營運特性選擇合適車

款，並建立維持車輛用

電/充電效率與電池健康

度之營運調度方式。補

充說明於報告書第 6-5

頁。 

同意 

14. 有關報告書第 4-

60~4-82 頁，由於期中

階段 AI 測試分析效果

未如預期，建議應強化

說明期末階段之研究成

果內容及後續建議。 

遵照辦理，已新增 4.2.3

節補充期末階段研究成

果及後續建議，請參閱

報告書第 4-85 至 4-86

頁。 

同意 

常委員華珍 

4. 肯定本計畫成果，應用

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監

控平臺累積的數據，對

公車業者在電動公車電

池衰退、電池電量履歷

等趨勢觀察、充電功率

調派、智慧排程、甚至

車種選擇等應用面向，

應皆有助益。 

感謝委員肯定，計畫成

果納入報告書第 6-1 頁說

明。 

同意 



 

附 7-6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5. 有關未來擴大應用方向

提供兩點作為參考： 

(1) 電動公車充電場站的建置

與營運耗費業者許多土

地、人力等，既使提升排

程效率仍存在一定限制，

未來須透過建立專業集中

充電場域或發展共享充電

站來解決上開問題。 

(2) ADAS 已是電動公車標準

備配，臺北市將於 114年 3

月完成市區公車 ADAS 全

面建置，建議後續可透過

整合電動公車與 ADAS 等

數據，未來進行電動公車

駕駛運作與安全營運等相

關研究。 

感謝委員建議，相關內

容參考與綜整納入報告

書第 6-5 頁。 

同意 

交通部 

公路局 

7. 有關報告書第 2-9 頁，

國內電動大客車營運數

據平臺資料蒐集現況，

統計截止時間為 113 年

6月 30日，建請更新到

最新日期。 

遵照辦理，電動大客車

營運數據平臺資料已更

新至 113 年 12 月，相關

內容請參閱報告書第 2-7

至 2-9頁。 

同意 

8. 有關報告書第 2-13~2-

35 頁，國內外電動大

客車營運數據及視覺化

技術應用案例部分，再

請整理比較表，以利了

解各案例優缺點與特

色。 

感謝建議，已將國內外

案例之比較彙整成表

格，彙整於報告書表 2.4-

1 至表 2.4-2。 

同意 

9. 有關報告書第 3-3 頁表

3.1-2 的表名漏列”儀表

板”，再請確認；節能

減 碳 表 格 中 提 及

的”CO2”請 調 整 為 下

標”CO2”。 

內容誤植部分已更正於

報告書第 3-2頁。 

同意 

10. 有關報告書第 3-8

頁，有關碳權分配議

題，提及分配依各單位

補充總分配額度相關說

明於報告書第 3-6頁。 

同意 



 

附 7-7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出資比例計算，但總分

配額度仍依減碳量計

算，請釐清相關說明。 

11. 有關報告書第 4-56

頁，有關節能減碳效益

指標，針對車輛數計算

建議更新至最新日期；

另 3.的項目標題有錯

字”爛”，再請更正為”

欄”，”CO2”請 更 正

為”CO2”。 

(1)車輛數計算已更新至

113年12月，減碳效益

結果更新於報告書第

4-58 頁。 

(2)內容誤植部分已更正

於報告書第第 4-58

頁。 

同意 

12. 有關報告書 4.2.2節

及簡報第 45 頁，說明

AI 預測能耗結合排程

充 電 可 減 少 充 電 量

26.7%及 充 電 時 間

28.0%，從數據結果看

起來非常顯著，運研所

推動的電動大客車智慧

充電管理系統案，已可

達到具體成本節省效

益，再請補充說明本計

畫與智慧充電案兩案作

法之差異。 

本計畫主要運用充電場

域包括行駛路練、靜態

發車班表、車輛能耗等

小規模營運資料測試分

析 AI 能耗預測結果規劃

結合排程充電對於充電

量及充電時間之效益；

運研所推動電動大客車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案，

為結合充電場域長時間

資料累積分析與動態班

表彈性調整計算之結

果。 

同意 

臺北市 

公共運輸處 

(書面意見) 

5. 有 關 報 告 書 第 4-56

頁，本計畫於 4.1.6 節

已提出節能減碳計算指

標，並於附件 4-6 說明

因電價計算受尖離峰時

段、限電區域及油價浮

動影響，暫不納入參

數；惟建議可擇一已分

析之案例進行試作，俾

了解節能減碳指標應如

何運用，亦可透過該案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

節能減碳效益指標計算

主要引用交通部運研所

出版之交通建設計畫經

濟效益評估手冊內容進

行估算，惟該手冊目前

亦尚未納入有關電車電

價費率相關資訊，電價

資訊亦須透過客運業者

實務營運蒐集取得，現

同意 



 

附 7-8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例說明尖離峰電價、限

電等參數會對結果(效

益)帶來影響，使報告

書更為完整。 

階段較難有合理的假設

計算依據，建議未來配

合該經效手冊更新，持

續更新節能減碳計算指

標內容。 

6. 有 關 報 告 書 第 4-77

頁，圖 4.2.5 的檢核邏

輯，須確認「前一班次

回場 站是否為限電時

段」，若為限電時段須

再向前回推於非限電時

段補電，惟該邏輯是否

意味公車業者須事前輸

入一日的完整班表，始

得進行檢核？倘某班次

耗電情形超出預期，應

如何應用該流程修正排

班規劃，又倘超出預期

用電之班次恰發生在

SOC 較低的情境下，

應用該流程是否易有不

可行解，此時是否應作

跨車輛的支援？建請參

考以上實務問題，以使

流程圖更完備。 

感謝委員建議，本節內

容主要在分析應用 AI 能

耗預測模型，結合排班

調度及充電排程之效

益，圖 4.2.5 主要為說明

在本計畫效益分析之假

設情境下(即避免於尖峰

時段充電、班次運行結

束需高於安全電量、充

電僅滿足最低排班所需

電量等)所計算之效益成

果，實務上如超出預期

班次耗電，在駕駛、班

次調度的限制下，多於

尖峰時段直接補電以因

應發班需求，實務應用

上確實有不同的考量與

應用分析，因此為無法

預期之狀況，故未納入

分析計算邏輯中。 

同意 

7. 有關報告書第 6-3 頁，

針對平臺蒐集數據回饋

政府及業者端作為政策

檢討與營運管理參考一

節，建議於本報告可檢

討得開放之項目、對象

(如部分業者應認為某

些 營 運 資 料 具 機 密

性)，並確認資料相容

感謝委員建議，料開放

涉及主管機關以外之第

三方單位，建議由平臺

主管機關主辦，研議資

料開放項目及資料相容

性等議題，確保研議內

容符合實務運作。 

同意 



 

附 7-9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性，避免產生介接資料

遺漏議題。 

中華民國 

公共汽車 

客運商業 

同業公會 

全國聯合會 

(書面意見) 

5. 圖 3.3.1 有將電動大客

車營運數據分析指標調

整架構列出，並以關心

議題、議題應用限制及

指標應用等逐項列出，

後續各章節中也逐項將

此些指標應用運用於案

例分析中，建議在開發

完各項指標及應用後，

綜整所開發指標所對應

之議題是否相符、相關

問題是否有被解決，以

及業者在實務操作時該

如何加以應用，讓所開

發之功能能確切運用於

實務上。 

依本計畫建立之營運指

標與應用情形，彙整為

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分

析指標與應用建議，提

供業者做為指標實務操

作應用參考，內容整理

於報告書附錄四。 

同意 

6. 計畫所呈現之成果，多

數均將各車輛產出之數

值列於圖中，再以敘述

方式說明其中關係，然

而，部分分析內容過於

直觀，如僅透過圖說就

下定結論稱其差異不

大，建議應透過統計分

析以客觀的方式驗證其

關係後，再做結論為

宜。例如：R1、R2、

R3 路線用電效率分析

(報告書第 4-5 至 4-6

頁)、R5 路線用電效率

分 析(報 告 書 第 4-9

頁)、R8 路線用電效率

分 析(報 告 書 第 4-11

頁)、R8 路線各電量區

受限於報告本文篇幅，

本計畫較多之統計分析

表格放置於附錄二，如

附 2-4、附 2-5、附 2-8、

附 2-9、附 2-12頁、附 2-

13、附2-16、附2-17、附

2-21、附 2-23 頁，針對

R1~R3、R5、R8 之各車

輛於各季之用電效率變

化比率進統計分析，可

透過對照變化比率分

析，探討用電效率差異

性；R8 路線各電量區間

平均可行駛公里數亦可

參照附 2-34、2-35頁，本

計畫亦於表格內標示可

行駛公里數較低之車

同意 



 

附 7-10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間平均可行駛公里分析

(報告書第 4-26 頁)等。 
輛、區間。 

7. 有關進行能耗 AI 預測

模 型 應 用 部 分 ， 圖

4.2.8至圖 4.2.10縱軸充

電量最大量度應一致，

才能就三圖充電量的多

寡進行比較。 

遵照辦理，已更新圖

4.2.10 之縱軸充電量最大

量度，請參閱報告書第

4-82 頁。 

同意 

本所運輸 

安全組 

(書面意見) 

3. 簡報 15 頁可知目前

1,876 輛、報告書 4-53

頁 4.1.5 節 1.分析標的

可知目前有 529 座充電

樁，未來 6 年需擴展為

12,170 輛是現行的 5.4

倍，因交通部補助公車

業者購置車輛，但充電

樁建置之拉接電力成本

仍高，建議經濟部或臺

電公司未來可補助公共

運輸充電樁接電或提供

公車業者最佳共享計畫

方案，並設置大客車共

享充電區，促進電動公

車推動。 

感謝委員建議，相關建

議補充納入報告書第 6-5

頁。 

同意 

4. 因公車路線採定班定線

服務，經常受到民意加

密班次，長時間營運狀

態，未來確實需更佳電

池性能，以增進續航

力，促進電動公車推

動。建議除大客車製造

廠商外，亦應鼓勵大客

車電池廠商共同協作精

進大客車電池效率(續

能)與降低成本，促進

電動公車推動。 

感謝委員建議，相關建

議補充納入報告書第 6-5

頁。 

同意 



 

附 7-11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5. 請說明不同車廠所用不

同電池的壽命預估年限

為幾年？是否能有具體

的評估提供市場需求參

考。 

本計畫與業者交流過

程，初步掌握部分車廠

與客運業者採購合約之

車輛動力電池設定以 6 年

為保固年限，並設定性

能保固的條件，惟相關

資料非本計畫蒐集研究

範圍，無相關具體評估

資訊可供具體參考。 

同意 

本所運輸計

畫及陸運組 

(書面意見) 

3. 針對未來之應用，可再

思考係繼續由主管機關

維運平臺與蒐集資料，

或移轉給車商與客運業

者自行維運和保管資

料，畢竟車輛的狀況和

電池的健康程度，應是

車商要向使用者(客運

業者)負的責任，但不

一定是政府一定要蒐集

保有的資料，故此這樣

的平臺，若回歸單純的

商業模式運作，可能比

較有利於未來的推廣和

永續的維運，綜上，建

議思考這個平臺和資料

蒐集分析機制，以及需

要繼續由政府投入資源

維護到什麼程度。 

感謝委員建議，認同電

池健康或電池安全性等

議題應回歸業者端管

理，惟依現階段電動大

客車補助作業要點規

定，業者應將資料傳輸

至公路局維運平臺，同

時考量目前仍為電動大

客車導入初期階段，平

臺累積資料仍具應用分

析價值，可提供政府政

策檢討與業者營運調度

相關參考建議，未來資

料維運權責議題建議回

歸由平臺主管機關統籌

規劃。 

同意 

本所運輸科

技及資訊組 

(書面意見) 

1. 有關本計畫所完成之各

項視覺化分析成果(車

輛用電效率、低電量追

蹤、充電車位利用率、

充電車位利用率等指標

等)，可提供主管機關

督導客運業者建立電動

大客車營運管理指標追

針對本計畫營運管理指

標分析方法、分析成果

與應用建議，彙整於報

告書錄四，提供相關單

位參考應用。 

同意 



 

附 7-12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蹤機制，以維持電動大

客車車隊營運穩定，爰

請研究團隊應確實於定

稿報告中詳細說明各項

指標之分析與應用方

法，以利主管機關與客

運業者參採應用。 

主席結論 

6. 建議於定稿報告結論歸

納計畫執行過程所面對

的資料分析限制(如資

料傳輸完整性、準確性

等)，以提供未來應用

單位參考掌握。 

遵照辦理，已於報告書

第 6-3頁補充相關說明。 

同意 

7. 本計畫期末審查原則通

過，請研究團隊依據與

會委員所提意見進行檢

討修正，並製表整理回

覆辦理情形，納入定稿

報告附錄。另請研究團

隊於本(113)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五)前提交期末

報告修正定稿，以利辦

理本計畫結案程序。 

遵照辦理。 同意 

8. 建議研究團隊完整說明

本計畫在電動大客車數

據分析應用之貢獻與延

伸價值，如提升用電效

率/充電管理的分析論

證、支持客運業者適車

適用的實際營運作為，

以及不同分析面向(如

業者面、政策面、社會

面)的應用價值與落地

建議，請團隊將上開說

明納入本案最終出版報

告。 

感謝主席建議，已於報

告書第 6-4 頁補充相關說

明。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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