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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變革精進獎勵項目 

首創巨量分析技術（Hadoop）探勘交通大數據

首創巨量分析技術（Hadoop）

探勘交通大數據
大數據（Big Data）已為近年全球熱門之話題，我國亦將「大數據」列為政府施政重點，亦為交通部

積極發展及應用推動之項目，本文運用創新的巨量分析技術，探勘交通大數據進而瞭解高速公路整

體交通資訊特性，對提供交通政策擬訂之參據，極具效益。

　交通部統計處（郭專員昌儒）

壹、前言

近 年 來， 大 數 據（Big 

Data）已成為全球最炙手可熱、

最具創新思維之話題，其因資

訊科技快速發展，突破傳統資

料處理之思維方式，巨量資料

之探勘已於不同領域獲致多元

之創新價值，而我國亦將「大

數據」列為產業技術發展及應

用推動之重點項目，在政府統

計工作持續與時俱進同時，交

通部統計處（以下簡稱本處）

亦引進大數據資料處理之創新

思維，透過 102 年 12 月 30 日

高速公路正式實施計程收費，

迄今累積超過 60 億筆車輛通行

資料，深入採掘交通領域巨量

資料，以萃取更具政策意涵之

資訊。

貳、巨量分析技術

隨高速公路收費制度的變

革，24 小時不間斷的車流資

料湧入，每小時累積超過 100

萬筆，無論技術、效率及資訊

設備等皆面臨前所未有的挑

戰。本處突破上述困難，採用

Hadoop 巨量資料分析平臺，

該平臺擁有兩大核心元件，

即 MapReduce 與 HDFS，其中

MapReduce 是處理巨量資料的

程式平行運算架構，HDFS 則

是一個分散式檔案儲存系統，

大大提升資料運算效能，並輔

以中華電信之 Hicloud 雲端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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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服務，採彈性租用雲端核心

處理器之方式，免除購置昂貴

伺服器。依據本處以本研究實

作經驗，採每小時新臺幣 8.5

元之高運算型雲端處理器，即

可有效處理大量資料（2000 萬

筆／ 30 秒），並自行撰寫資料

處理程式，以最低預算、最高

效益探究高速公路交通特性，

進一步瞭解國道運輸現況對我

國整體經濟、社會的影響，創

造資訊之運用價值。

參、精煉萃取有價值

的資訊

本處首次利用巨量分析技

術（Hadoop），探究高速公路

計程收費資料，除本月刊 2 月

號（第 710 期）已刊登之高速

公路易壅塞路段分析成果外，

本文提出近期陸續完成之研析

結果提供作為政策擬訂之參

據。

一、服務區車輛停靠特性

（一）清水服務區車輛停靠居

各服務區之冠

國道各服務區車輛停靠

以國道 1 號湖口及國道 3 號

清水服務區停靠車輛數分居

各該國道之冠，另國道 3 號

假日旅次成長 1.7 倍，以致

關西、清水、南投、古坑及

東山服務區之假日停靠車輛

成長率（大於 180％），高

於其他服務區，顯示民眾假

日利用國道 3 號做為旅遊運

輸路線之比例高於平常日，

致該服務區假日車輛停靠成

長顯著（圖 1），亦表現國

道 3 號服務區因應假日爆量

車潮及人潮之特性；另觀

察各服務區車輛停靠機率，

雖清水路段之平均每日通行

輛不及中壢、湖口等北部高

通行量之路段，但其車輛進

入機率卻達 5.5％（平均為

3.2％），係各服務區之最，

假日更高達 7.3％，顯示清水

服務區具備絕佳的吸引力及

休憩環境，為用路人最常造

訪的服務區之一。

（二）七成車輛停留時間小於

1 小時

國道各服務區停留休息

時間小於 1 小時之車輛占整

體比率 72.1％，介於 1 ～ 2

小時占 22.5％，2 小時以上

則占 5.4％，說明高速公路

服務區車輛停靠以短時間（1

小時）為主，且以中午時段

（11 ～ 13 時）停靠比率最

高，達 26.3％。若以平、假

日觀察，平日僅中午 12 ～

13 時為車輛停靠之高峰，

圖 1　高速公路各服務區車輛停靠情形

948

3,563 

2,839 

3,453 
3,286 

1,789 

3,374 

2,679 

3,687 

1,365 
1,525 

2,893 

1,262 

699

-21.0 %

34.0 %

104.7 %

72.0 %

36.2 %

3.6 %

180.4 %

99.0 %

181.0 %

199.8 %
213.7 %

182.2 %

159.4 %

121.1 %

60

0

60

120

180

240

0

800

1,600 

2,400 

3,200 

4,000 

-21.0 %

-60 0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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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日 2,727 旅次；假日

則出現雙峰現象，以 12 ～

13 時與 16 ～ 17 時為尖峰車

流湧入時段，平均每日各為

3,828 與 3,368 旅次（圖 2），

故為提供完善之休憩服務機

能，服務區應有效提升短時

間之高品質服務能力與充足

之停車空間，以提高用路人

之服務滿意度。

二、易超速路段旅次探討

（一）六成超速車輛集中國道

3 號，超速 10 公里內之

車輛逾六成

高 速 公 路 超 速 車 輛

圖 3　國道超速輛次按速度別分

圖 2　高速公路服務區車輛進入量按每小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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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整理。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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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集中國道 3 號（國道

3 號車流量占整體國道約

35.4％），平均每日達 7.2 萬

輛次，國道 3 號因路幅寬廣

筆直，車流順暢度優於國道

1 號，致駕駛人易加速行駛，

且以超速 10 公里內（120 ～

130km ／ h） 為 大 宗，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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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假日超速輛次較非

假日增加 52.6％，其中時速

達 160 ～ 200km ／ h 輛次增

幅更逾八成（上頁圖 3），

為避免用路人超速行駛，影

響行車安全，加強道路安全

宣導與取締超速違規，以提

供更安全及快捷之交通運輸

環境。

（二）苑裡－大甲居易超速路

段之冠

觀察國道行駛車輛超

速情況，其中以國道 1 號臺

中－南屯及國道 3 號苑裡－

大甲分居各該國道最易超速

路段，平均每日超速車輛分

別為 1.2 千輛次及 1.5 千輛

次，其中行車時速最高前 1％

車輛之平均車速為 153.1km

／ h 及 156.4km ／ h，國道

3 號超速幅度明顯高於國道 1

號（圖 4）。

肆、結語

由於近年來掀起大數據

（Big Data） 分 析 的 科 技 浪

潮，當數據躍升為新的價值資

產，在持續深化探勘運用下，

不僅能開創政府統計創新視

野，更能強化政策擬訂及決策

支援之參考價值。本創新精進

項目具備新穎的大數據資料

分析思辨與自行研發作業技

術，跳脫以往政府統計分析工

作的藩籬，拋開統計抽樣的侷

限框架，而以母體宏觀角度去

找出資料間的相關性，實証結

果顯示，該技術確實可提升高

速公路巨量資料處理分析效

率，迅速掌握機先深化資料之

應用價值，萃取出富有政策意

涵之關係及現象，甚具政策參

考價值。展望未來，仍需持續

以嶄新思維，積極擘劃交通統

計工作策略藍圖，充實政府統

計大數據分析之發展內涵，迎

向數據分析新時代。

圖 4　各國道前三大易超速路段超速輛次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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