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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一、目的： 

  此報告的研究目的是為了對於台灣大眾運輸工具之台灣高鐵票券收入的相關

因素之影響進行相關統計分析。在這一個研究階段，台灣高鐵票券收入之因素

影響將利用簡單迴歸模型，來判斷總發車數及客座利用率之相關性，以及財務

報表票券收入和國民個人所得之相關性，對台灣高速鐵路的票券收入所造成的

影響，並利用大站（南港、台北、台中、台南、左營）與小站（桃園、新竹、

苗栗、彰化、雲林、嘉義）之進出站總人數和 7月分及 11月分的各站運疏量比

較圖來判斷變化量。 

 

二、過程及方法： 

（一） 過程: 

各組員分別至高鐵官方網站蒐集疏運人數與天數且透過台灣高鐵之財務報表調

查票券收入與淨值；交通部統計處蒐集延人公里、總發車數、客座利用率、進

出站使用率、各站使用人數；行政院主計處蒐集國民個人所得，最後做相關統

計分析。 

（二） 方法：1、採用網路上和政府所公布之資料進行研究與分析。2、將數

據圖像化處理，做敘述統計。3、使用迴歸分析，觀察其相關性。 

 

三、結果： 

（一） 各站進出人數比較: 

當高鐵各站進出站人數越多，票券收入也將越多。另外，新站中，南港站進出站

人數逐漸逼近舊站的嘉義站，所以臺灣高鐵未來應設法提升嘉義站的人數流量，

例如與旅行社配合提出旅遊優惠方案，並提升小站的出入流量，積極與地方政府

合作，舉辦相關活動，進而提升民眾搭高鐵的意願。 

（二） 客座利用率與列車行駛總次數關聯性: 

客座利用率與列車行駛總次數呈高度正相關，隨著客座利用率的增加，列車行駛

總次數也隨之增加，而票券收入也將因此而提升。如欲改善，應決定未來是否需

在疏運期間增開班次以因應人數過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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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所得收入總每人所得分配與票券收入的關聯性:  

票券收入與所得收入總每人所得分配呈現正相關，當每人每年之所得收入

上升時，民眾將更有意願搭乘臺灣高鐵，進而使得搭乘率上升，而票券收

入也一併上升。若想要提高臺灣高鐵營收，可以透過政府的政策來操作。 

 

關鍵字：  

臺灣高鐵,票券收入,轉虧為盈,客座利用率,所得分配,列車行駛總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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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e use Taiwan High Speed Railway of big stations (Nangang, Taipei, 

Banqiao, Taichung , Tainan , Zuoying) and small stations (Taoyuan, Xinzhu, 

Miaoli, Zhanghua, Yunlin, Chiayi) of total number's inbound and outbound 

stations. 

  Based on the traffic volume of each stations in July and November from 

2007 to 201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verage number of vehicles and 

the passenger usage rate,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come of 

the treasurer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income of the country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venue of the Taiwan High Railway coupons 

and the relevant factors in sequence. 

 

 

Keyword : 

  Taiwan High Speed Railway (THS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venue 

of the Taiwan High Railway coupons and the relevant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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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高鐵在營運初期，也就是 96年（2007年）至 98年（2009年），幾乎都是

虧損大於盈餘，而 99年（2010年）以後反而盈餘大於虧損，且盈餘逐年增

加，因此我們想透過這份研究報告，使大家更了解影響高鐵公司票券收入的相

關因素。 

 

第二節 研究目標 

  此報告的研究目的是為了對於臺灣大眾運輸工具之臺灣高鐵票券收入的相

關因素之影響進行相關統計分析。在此研究階段，臺灣高鐵票券收入之因素影

響將利用簡單迴歸模型，來判斷列車行駛總次數及客座利用率之相關性，以及

財務報表票券收入和所得收入總每人所得分配之相關性，對臺灣高速鐵路的票

券收入所造成的影響，並利用大站（南港、臺北、板橋、臺中、臺南、左營）

與小站（桃園、新竹、苗栗、彰化、雲林、嘉義）之進出站總人數和民國 96年

（2007年）至 107 年（2018年）7月份及 11月份的各站運疏量比較圖來判斷

變化量。 

 

第貳章、研究背景與現況介紹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一） 決定目標：調查與分析之範圍為臺灣高鐵各站，南港站、臺北站、板

橋站、桃園站、新竹站、苗栗站、臺中站、彰化站、雲林站、嘉義站、臺

南站、左營站。 

（二） 現況分析：透過臺灣高鐵官方網站可以得知臺灣高鐵自 96 年（2007

年）開通臺北站到左營站，104年（2015年）年底苗栗站、彰化站、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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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開始營運，105年（2016年）7月 1日南港站－臺北站路段正式納入營

運區間，高鐵全線開業。 

（三） 規劃流程：各組員分別至高鐵官方網站蒐集疏運人數與天數且透過臺

灣高鐵之財務報表調查票券收入；交通部統計處蒐集延人公里、列車行駛

總次數、客座利用率、進出站使用率、各站使用人數；行政院主計處蒐集

所得收入總每人所得分配，最後做相關的一些統計分析。 

 

第二節 變數介紹 

・民國 96年（2007 年）至 107年（2018年）各站進出站總人數 

（1）7月與 11 月總人數比較 

（2）大站與小站總人數 

・客座利用率：延人公里占客座公里之百分比。 

・列車行駛總次數：所有行駛列車班次之總和。 

・票券收入：財務報表內之鐵路運輸收入。 

・所得收入總每人所得分配：受僱人報酬、產業主所得、財產所得收入、自用

住   

宅設算租金收入、經常移轉收入、雜項收入之加總。 

 

第參章、研究分析方法 

第一節 資料收集 

  我們以 96年（2007年）至 107年（2018年）月資料及年資料來比較南港

站、臺北站、板橋站、桃園站、新竹站、苗栗站、臺中站、彰化站、雲林站、

嘉義站、臺南站及左營站 12站對票券收入的個別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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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站進出人數比較 

敘述統計 （Descriptive Statistics） 

  統計學中用來描繪或總結觀察量的基本情況的統計總稱。可以透過對數據

資料的圖象化處理，將資料摘要轉換為圖表，以直接觀察瞭解整體資料分布的

情況，例如長條圖、散佈圖等工具。 

 

第三節 客座利用率與列車行駛總次數關聯性 

（1）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 

  迴歸分析的目的在於了解兩個或多個變數間是否相關、相關方向與強度，

並透過建立模型圖，以便觀察特定變數之間的相關性，如正相關、負相關、零

相關。 

  迴歸分析是建立因變數 Y（或稱依變數，反應變數）與自變數 X（或稱獨立

變數，解釋變數）之間關係的模型。亦可依自變數的數量分為簡單線性迴歸，

其中簡單線性迴歸使用一個自變數 X。 

 

（2）相關係數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相關係數為兩變數間線性關係的一種量數，由於沒有單位的問題，因此相

較於共變異數其值的大小更適合於衡量線性相關的強弱程度。我們定義

Pearson樣本相關係數為 𝑟𝑥𝑦 =
𝑆𝑥𝑦

𝑆𝑥𝑆𝑦
；Pearson母體相關係數為 𝜌𝑥𝑦 =

𝜎𝑥𝑦

𝜎𝑥𝜎𝑦
，其

中 −1 ≤ 相關係數 ≤ 1，當相關係數值越接近 1，表一種強的正線性關係；越

接近 −1，表示一種強的負線性關係；而越接近 0 則表示越缺乏線性關係。 
 

（3）R平方值 （R Square） 

  R平方值用來解釋線性迴歸模式的適配度，當 R平方值越高時，該迴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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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就越適配，但是 R平方值會受到樣本大小的影響而呈現高估現象，樣本數愈

小，愈容易出現問題。 

 

 

第四節 所得收入總每人所得分配與票券收入的關聯性 

（1）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 

（2）相關係數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3）R平方值 （R Square） 

 

第肆章、結果分析與應用價值 

第一節 各站進出人數比較 

分析大站與小站的車站使用率 

  將既有車站區分為大站與小站，並用進出站總人數來觀察臺灣高鐵這 12年

自 96年（2007年）至 107年（2018年）來 12站的乘客流量變化與趨勢分析。 

 

註：板橋、桃園、新竹、臺中、嘉義、臺南、左營於 96年（2007年）1月 5日

開始正式營運，臺北於 96年（2007年）3月 2日，苗栗、彰化、雲林於 104年

（2015年）12月 1 日開始營運，而南港於 105年（2016年）7月 1 日開始營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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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進站與出站比較圖（大站） 

 

  透過圖 1可發現大站南港、臺北、板橋、臺中、臺南、左營中的進站與出

站人數呈現正相關，因此，我們挑選了其中進出站人數最高的三站: 南港、臺

北、左營來做假設檢定。 

 

南港站 

  透過大站各站之總進站人數（詳見附錄表 1）與大站各站之總出站人數

（詳見附錄表 3），並根據以下假設檢定使用 EXCEL試算表做迴歸分析，可以得

知𝑅2 =0.999773，相關係數為√𝑅2 = 0.9999，觀察到南港站的進站與出站呈現

高度正相關 

𝐻0：𝜌𝑥𝑦 = 0 & 𝐻𝑎：𝜌𝑥𝑦 ≠ 0 

檢定統計量的值為 t =𝑟𝑥𝑦√
𝑛−2

1−𝑟𝑥𝑦
2 =0.9999√

12−2

1−0.999773
=209.77976，查自由度為

12-2=10的 t分配表得知 p-value趨近於 0 < α = 0.05，在顯著水準α = 0.05之

下，拒絕𝐻0，即證實南港站的進站與出站是有相關性的。 

 

臺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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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大站各站之總進站人數（詳見附錄表 1）與大站各站之總出站人數

（詳見附錄表 3），並根據以下假設檢定使用 EXCEL試算表做迴歸分析，可以得

知𝑅2 = 0.998607，相關係數為√𝑅2 = 0.9993，觀察到臺北站的進站與出站呈

現高度正相關 

𝐻0：𝜌𝑥𝑦 = 0  & 𝐻𝑎：𝜌𝑥𝑦 ≠ 0 

檢定統計量的值為 t =𝑟𝑥𝑦√
𝑛−2

1−𝑟𝑥𝑦
2 =0.9993√

12−2

1−0.998607
= 84.66816，查自由度為

12-2=10的 t分配表得知 p-value趨近於 0 < α = 0.05，在顯著水準α = 0.05之

下，拒絕𝐻0，即證實臺北站的進站與出站是有相關性的。 

 

左營站 

  透過大站各站之總進站人數（詳見附錄表 1）與大站各站之總出站人數

（詳見附錄表 3），並根據以下假設檢定使用 EXCEL試算表做迴歸分析，可以得

知𝑅2 = 0.999655，相關係數為√𝑅2 = 0.9998，觀察到左營站的進站與出站呈

現高度正相關 

𝐻0：𝜌𝑥𝑦 = 0  & 𝐻𝑎：𝜌𝑥𝑦 ≠ 0 

檢定統計量的值為 t =𝑟𝑥𝑦√
𝑛−2

1−𝑟𝑥𝑦
2 =0.9998√

12−2

1− 0.999655
= 170.1525，查自由度為

12-2=10的 t分配表得知 p-value趨近於 0 < α = 0.05，在顯著水準α = 0.05之

下，拒絕𝐻0，即證實左營站的進站與出站是有相關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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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進站與出站比較圖（小站） 

 

  透過圖 2可發現小站（桃園、新竹、苗栗、彰化、雲林、嘉義）中的進站

與出站人數呈現正相關，因此，我們挑選了其中進出站人數最低的三站：苗

栗、彰化、雲林來做假設檢定。 

 

苗栗站 

  透過小站各站之總進站人數（詳見附錄表 2）與小站各站之總出站人數

（詳見附錄表 4），根據以下的假設檢定使用 EXCEL試算表做迴歸分析，可以得

知𝑅2 = 0.999983066，相關係數為√𝑅2 = 0.99999153，觀察到苗栗站的進站與

出站呈現高度正相關。 

𝐻0：𝜌𝑥𝑦 = 0  & 𝐻𝑎：𝜌𝑥𝑦 ≠ 0 

檢定統計量的值為 t=𝑟𝑥𝑦√
𝑛−2

1−𝑟𝑥𝑦
2 =0.99999153√

12−2

1−0.999983066
=768.4616204，查自

由度為 12-2=10的 t分配表得知 p-value趨近於 0 < α = 0.05，在顯著水準α =

0.05之下，拒絕𝐻0，即證實苗栗站的進站與出站是有相關性的。 

 

彰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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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小站各站之總進站人數（詳見附錄表 2）與小站各站之總出站人數

（詳見附錄表 4），並根據以下的假設檢定使用 EXCEL試算表做迴歸分析，可以

得知𝑅2 =0.99986769，相關係數為√𝑅2 = 0.99993384，觀察到彰化站的進站與

出站呈現高度正相關。 

𝐻0：𝜌𝑥𝑦 = 0  & 𝐻𝑎：𝜌𝑥𝑦 ≠ 0 

檢定統計量的值為 t=𝑟𝑥𝑦√
𝑛−2

1−𝑟𝑥𝑦
2 =0.999934√

12−2

1−0.99986769
=234.902349，查自由度

為 12-2=10的 t分配表得知 p-value趨近於 0 < α = 0.05，在顯著水準α =

0.05之下，拒絕𝐻0，即證實彰化站的進站與出站是有相關性的。 

 

雲林站 

  透過小站各站之總進站人數（詳見附錄表 2）與小站各站之總出站人數

（詳見附錄表 4） ，根據以下的假設檢定使用 EXCEL試算表做迴歸分析，可以

得知𝑅2 =0.99998102，相關係數為√𝑅2 = 0.99999051，觀察到雲林站的進站與

出站呈現高度正相關。 

𝐻0：𝜌𝑥𝑦 = 0  & 𝐻𝑎：𝜌𝑥𝑦 ≠ 0 

檢定統計量的值為 t=𝑟𝑥𝑦√
𝑛−2

1−𝑟𝑥𝑦
2 =0.99999051√

12−2

1−0.99998102
=725.8558297，查自

由度為 12-2=10的 t分配表得知 p-value趨近於 0 < α = 0.05，在顯著水準α =

0.05之下，拒絕𝐻0，即證實雲林站的進站與出站是有相關性的。 

  自 105年（2016 年）7月 1日自南港興建以來，臺北的乘客人數（詳見附

錄表 1及表 3）有些微的被分散，從 104年（2015年）到 105年（2016 年）與

105年（2016年）到 106年（2017年）來看，發現 104年（2015年）到 105年

（2016年）的乘客人數增加了 739,930人，而 105年（2016年）到 106年

（2017年）比 104 年（2015年）到 105年（2016年）的乘客人數減少了

426,326人，由此得出南港雖然會分散掉臺北的進站乘客人數，但是就高鐵各

站總乘客人數來說是一直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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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鐵於 96 年（2007年）1月 5日正式通車，不過以高鐵公司的資料而

言，96年（2007年）1月 5日至 2月 1日間稱為「試營運」，對於最關鍵的臺

北站則於 96年（2007 年）3月 2日才正式營運。從每月列車行駛總次數（詳見

參考文獻（三）3、高速鐵路行駛次數及行駛公里）除以該月的天數，可得知從

96年（2007年）2 月的平均每日 38班、到 11月已經成長到平均每日 107班。

到了 97年（2008年），平均每日 130班已經成為營運的常態，甚至到了尖峰月

份（例：過年、連續假期），還曾經達到該月平均每日 145班的服務運量。 

  從圖 1及圖 2得知 103年（2014年）、104年（2015年）為轉折點，在這

兩年之前小站的進站人數大於出站人數，而在這兩年之後，小站的進站人數卻

小於出站人數，原因是 105年（2016年）興建了苗栗站、彰化站及雲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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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96年（2007 年）至 107 年（2018年）7月份各站旅客進站總人數折線圖 

 

圖 4 96年（2007年）至 107 年（2018年）11月份各站旅客進站總人數折線圖 

 

圖 3、圖 4是高鐵在近 12年、12座車站的進站人次數變化。 

  我們在民國 96 年（2007年）至 107年（2018年）間挑選兩個比較特別的

月份，7月份則是許多家庭會優先選擇出門的暑假時間，也是高鐵除了過年時

期外，需求相對比較高的月份；而 11月份則是臺灣相對最平靜，最沒有特殊狀

況（包含過年、國定假日、選舉、颱風、寒流）的月份，因為相對穩定，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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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顯示高鐵在常態性的需求配置。從兩個不同月份的比較資料顯示，高鐵各

站的人次數呈現相對一致的狀態，臺北站的人次一直是最高，接著是臺中和左

營，接下來桃園和新竹的運量狀況相似，板橋與臺南相似，在未興建苗栗站、

彰化站與雲林站之前，最低一直是嘉義站。有趣的是，臺中與左營兩站的進站

人數，在 98年（2009 年）至 99年（2010年）發生了變化，96年（2007年）

至 98年（2009年）間，左營站始終是高鐵進站總人數中的第二大站，但自從

99年之後，就被臺中站超越了。 

  雖然南港站在 105年（2016年）7月 1日才開始營運，但從 105 年（2016

年）到 107年（2018 年）間，南港站卻是新站（包含苗栗站、彰化站、雲林

站）中進出站人數最多之最大站，而且其進出站人數逐漸逼近舊站嘉義站。 

 

第二節 客座利用率與列車行駛總次數關聯性 

  透過交通部既有資料表 9（詳見附錄表 9）做敘述統計製出圖 5，可以得知

客座使用率從 96年（2007年）至 107年（2018年）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其

中，因下述之事故導致乘客人數下降，使客座利用率降低，且由表 9（詳見附

錄表 9）與圖 5得知，102年（2013年）至 103年（2014年）的客座利用率從

57.5%下降至 57.12%，即客座利用率的變動易受到事故及新聞事件的影響，因

此若臺灣高鐵欲增加票券收入，需盡可能避免以上非不可抗力發生之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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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96年（2007年）至 107 年（2018年）客座利用率長條圖 

 

  造成 102年（2013 年）至 103年（2014年）客座利用率下降的原因（事

故）： 

（1）2013年（2014 年）3月 27日早上 10點 36分時因受南投地區規模 6.1地

震影響，導致行經苗栗至雲林路段之列車暫時停駛。 

（2）2013年（2014 年）4月 12日早上 9時 10分在第 616次北上列車車廂廁

所內發現疑似汽油彈之不明行李， 行控中心緊急安排該列車停靠在桃

園車站以疏散車上所有乘客，並報 請警方派員處理，即胡宗賢炸彈

案，為營運後首例。 

（3）2013年（2014 年）4月 25日早上 6時 30分因臺中站區附近之號誌電子

聯鎖系統零件故障而造成訊號異常，高鐵緊急宣布至上午 9時 30分前之列車全

線停駛，此為高鐵營運以來第二度非因天災因素全線停駛事件。客座利用率就

是延人公里/總座位公里*100%，而其中延人公里是年度內所有旅客搭乘里程數

的總和，總座位公里則是每班列車的座位數*該班次列車行駛里程之總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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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96年（2007年）至 107 年（2018年）列車行駛總次數長條圖 

 

透過交通部既有資料（詳見附錄表 11至表 22）可以繪出此長條圖，由此圖可

觀察到列車行駛總次數也逐年增加。於是，我們使用客座利用率與列車行駛總

次數進行迴歸分析後，可得下圖 7。 

 

圖 7 客座利用率與列車行駛總次數迴歸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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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 96年（2007 年）至 107年（2018年）的總列車行駛總次數和客座利

用率做趨勢分析製出圖 7，從數據上來看列車行駛總次數與客座利用率呈現正

相關，當客座利用率上升時，列車行駛總次數會隨之增加。 

 

 

圖 8 列車行駛總次數與客座利用率迴歸分析圖（扣除 2007 年） 

 

  圖 7是客座利用率與 96年（2007年）至 107年（2018年）繪出的樣本迴

歸分析圖，從相關係數 0.6451可以得知，列車行駛總次數與客座利用率呈正相

關，但我們發現 96 年（2007年）的點偏離趨勢線太多，於是我們排除了這個

點，重新繪出了圖 8，但圖 8的相關係數為 0.9694，反而呈高度正相關，因為

96年（2007年）剛開始營運，所以班次比其它年少，而 97年（2008 年）以

後，高鐵就開始陸續增加班次。 

  透過圖 7可以觀察到客座利用率與列車行駛總次數呈現正相關，且𝑅2 =

0.4161，相關係數為√𝑅2 = 0.6451。由於𝛽1的估計值𝑏1 = 601.5173，於是我們

根據以下的假設檢定使用 EXCEL做迴歸分析 

𝐻0：𝛽1 = 0 & 𝐻𝑎：𝛽1 ≠ 0 

檢定統計量的值為 t=
𝑏1−𝛽1

𝑠𝑏1
=

601.5173−0

225.3102
= 2.66973，查自由度為 12-2=10 的 t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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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得知 p-value為 0.023503 < α = 0.05，在顯著水準α = 0.05之下，拒絕𝐻0，

即證實客座利用率與列車行駛總次數是有相關性的。 

 

第三節 票券收入與所得收入總每人所得分配的關聯性 

註：由主計處之資料得知，所得收入總每人所得分配為受僱人報酬、產業主所

得、財產所得收入、自用住宅設算租金收入、經常移轉收入、雜項收入之加

總。 

 

 

圖 9 所得收入總每人所得分配與票券收入迴歸分析圖 

 

  透過圖 9可以觀察到所得收入總每人所得分配與票券收入呈現正相關，且

𝑅2 = 0.5058，相關係數為√𝑅2 = 0.7112。由於𝛽1的估計值𝑏1 = 209.4688，於

是我們根據以下的假設檢定使用 EXCEL做迴歸分析 

𝐻0：𝛽1 = 0 & 𝐻𝑎：𝛽1 ≠ 0 

檢定統計量的值為 t=
𝑏1−𝛽1

𝑠𝑏1
=

209.4688−0

69.01917
= 3.034937，查自由度為 11-2=9 的 t分配

表得知 p-value為 0.014133 < α = 0.05，在顯著水準α = 0.05之下，拒絕𝐻0，

即證實票券收入與所得收入總每人所得分配是有相關性的，每人每年所得收入

總每人所得分配上升時，票券收入也隨之上升。因此，我們希望可以呼籲政

府，若想提高臺灣高鐵營收，可從所得收入總每人所得分配這方面著手。 



探討影響台灣高鐵票券收入的因素 

 

20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19 年) 

第伍章、結論 

・各站進出人數比較: 

透過既有資料繪製圖表，去年高鐵各站進出站人數都較前期增加，可以得知高鐵進

出站人數是呈現正成長，例如大站中，臺北站進站成長率就高達 3.13%，其出站則

高達 3.41%，也是 12站中居冠，雖然南港站的出現在短期間內對臺北站有達到人數

分散的效果，但整體來說高鐵各站的旅客人次仍然是增加的，也就是說，當高鐵各

站進出站人數越多，票券收入也將越多。另外，新站中，南港站進出站人數逐漸逼

近舊站的嘉義站，所以臺灣高鐵未來應設法提升嘉義站的人數流量，例如與旅行社

配合提出旅遊優惠方案，並提升小站的出入流量，積極與地方政府合作，舉辦相關

活動，進而提升民眾搭高鐵的意願。 

 

・客座利用率與列車行駛總次數關聯性: 

透過圖 7、圖 8兩張迴歸分析圖，可以發現 96年（2007年）因營運狀況尚未成熟，

故發車班次異常的少，為近 12年內之離群值，將其排除後則可以得證客座利用率與

列車行駛總次數呈高度正相關，隨著客座利用率的增加，列車行駛總次數也隨之增

加，而票券收入也將因此而提升。如欲改善，應決定未來是否需在疏運期間增開班

次以因應人數過多的情形。 

 

・所得收入總每人所得分配與票券收入的關聯性: 

透過圖 9的迴歸分析圖可以得知，票券收入與所得收入總每人所得分配呈現正相

關，當每人每年之所得收入上升時，民眾將更有意願搭乘臺灣高鐵，進而使得搭乘

率上升，而票券收入也一併上升。若想要提高臺灣高鐵營收，可以透過政府的政策

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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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團隊合作之學習與成長 

曾郁琪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學校裡面的競賽，當時也是朋友間開開玩笑就報名了，

以為會很好玩。結果光是一個題目就花了我們好幾天討論、駁回、找資料、重

新來過，最後好不容易才決定下來。 

  我們決定了臺灣高鐵的這個主題後，我們東想西想也和魏裕中教授及林文

欽教授多方討論後，想了很多可以做統計分析的因素，有時候想做的沒有資

料，有一些有了資料又不完整，最後只能放棄找尋下一個因素，中間我們一度

想放棄，但最後還是摸摸鼻子就又繼續做了。 

  這份報告漸漸接近尾聲，我卻還清楚記得當時我們一起窩在討論室、人言

研討空間、宿舍交誼廳，一做就是好幾個小時，從沒想過平常上學都在嘻嘻哈

哈的我們也可以這麼認真、這麼執著的討論、完成一份報告。 

  過程中，有很多需要溝通的，我想，我們都還在學習的路上吧，謝謝我的

組員們總是互相鼓勵和包容。 

 

黃誠彬 

  這次的競賽，讓我學習到更多統計上的知識，雖然過程中組員有過爭執與

不開心，但大家還是同心協力一起完成這份報告，我們幾乎每天都在統計的世

界裡徘徊，雖然過程真的很累，每天都沒有 12點前睡覺，但做完報告我只有一

個想法，就是感動，從 5月初到 5月底的折磨，不管有沒有得獎，我都為我與

我的組員們感到驕傲與佩服，從來沒有為了一份報告熬夜到早上 5、6點，也從

來沒有為了一份報告與教授和助教講了這麼多話，都是參加統計競賽才有的

「美好」經驗。 

  參加了這次統計競賽，更加瞭解團隊合作與分工的重要性，一份報告從無

到有，真的很不容易，謝謝學校給我們參加這次競賽的機會，接下來，我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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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加各項競賽來讓我的大學生活更加充實與精彩，謝謝辛苦的教授們與助

教們還有我最重要的組員們，沒有你們，就沒有這份報告。 

 

吳宜軒 

  從最一開始的討論，到最後的成果中，我深刻的體會到什麼叫做學以致

用，在這次的競賽中，我學會了如何將龐大的統計數據分析及圖表化，由於我

對於數學這類的事情很不上手，所以很多事情是我需要一直問組員的，謝謝組

員們不厭其煩的解釋，讓我更加了解我們所用到的每個統計資料的意義，也透

過這次的競賽，讓我對於統計學有更深入的了解及信心。 

  雖然在最一開始我們因為一個主題而搖擺不定，但在大家把所有想法提出

來的同時，將可行度納入考量後，我們的主題也確認定案。謝謝學校給予我們

機會，讓我們對於統計的相關應用不再陌生，也謝謝辛苦的組員們，相信我們

一起熬過的夜晚將會永遠存留在我們大學生涯中的一部分。 

 

林珉琪 

  此次競賽使我更加了解為什麼教授一直強調要先了解統計的定義，而不是

一味的想一步登天，只學計算技巧和軟體運用。畢竟這些電腦都會幫你算，但

你如果看不懂定義的話，也不知道自己利用電腦算出來的是什麼意思，經過這

次統計競賽我想我更加明白統計的應用方式。 

  還有團隊合作的精神，一開始組建團隊的時候，大家對於此次競賽並沒有

很多的想法，但每個人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後，經過腦力激盪與思想的碰撞，

反而產生了許多的方向，這也讓我們見識到了團隊的力量，但也因為每個人的

想法不同，有些許摩擦，但這也是我們要學習如何溝通，還有一個收穫是我從

本來不會用 excel 到後來變運用自如。謝謝辛苦的教授和助教們，還有我們團

隊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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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在這次的競賽中，我們還有待改進的地方，雖然我們技術上很容易就上

手，但是理論上的應用還需要更深入的了解。 

  一開始對於本競賽沒有太多的了解，也沒有去積極地詢問教授及助教，導

致我們的主題方向一改再改，改了好幾次才決定，但決定好後，難題才正要開

始，原本我們想的題目做不出來，不知道如何將課本上的理論應用在實務生活

中，這個過程耗費了不少時間，如果我們能提早討論，提早與教授和助教們討

論，或許就能更有效率地完成這份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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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附錄 

表 1 大站各站之總進站人數 

 

表 2  小站各站之總進站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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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站各站之總出站人數 

 

表 4 小站各站之總出站人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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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大站之進出站總人數 

 

表 6 小站之進出站總人數 

 

 

表 7 96 年至 107 年 7 月份各站旅客進站總人數 

 

表 8 96 年至 107 年 11 月份各站旅客進站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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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各年客座利用率

 

表 10 96 年至 107 年營業收入及票券收入

 

 

表 11 2007 年列車行駛次數與公里數

 

表 12 2008 年列車行駛次數與公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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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09 年列車行駛次數與公里數 

 

表 15 2011 年列車行駛次數與公里數 

 

 

 

 

 

 

 

 

表 14 2010 年列車行駛次數與公里數 

 

表 16 2012 年列車行駛次數與公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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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2013 年列車行駛次數與公里數 

 

表 19 2015 年列車行駛次數與公里數 

 

 

 

 

 

 

 

 

表 18 2014 年列車行駛次數與公里數 

 

表 20 2016 年列車行駛次數與公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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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017 年列車行駛次數與公里數 

 

表 22 2018 年列車行駛次數與公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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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各項票券的意義說明 

普通票/全票 

除台灣高鐵公司內部規章或法令另有規定外，十二歲以上之旅客應購買之乘車票。 

不符合敬老票、愛心票、兒童票身份旅客應購買之車票。 

標準車廂與商務車廂全票票價均為政府備查票價。 

優待票 

優待票旅客於購票、取票、搭乘時皆須備齊相關證件以供查驗。 

敬老票 
年滿 65 歲以上之國民（以乘車當日為準），憑身分證或政府核發附有照

片、身分證字號及出生年、月、日等足以證明身分之證件，得購買敬老票。 

愛心票 

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國民及其必要之陪伴者一人，憑身心障礙手冊，得購買

愛心票。（持新式身心障礙證明者，背面「必要陪伴者優惠措施」欄依規定

須註記有「國內大眾運輸工具」字樣者，始提供陪伴者一人半價優惠） 

兒童票 
未滿 12 歲之兒童得購買兒童票。（身高未滿 115 公分且不需使用座位者得

免票） 

團體票 

1. 旅客人數在 11 人（含）以上，且起訖站、搭乘車次及車廂種類（限商務車廂及標

準車廂對號座）相同，得購買團體票。 

2. 團體票折扣僅適用於同團全票人數 11 人（含）以上團體之全票旅客，旅客另符合

優待身分者，僅能就團體或優待票折扣擇一優惠，不得同時適用。 

3. 團體旅客得於乘車日前 28 天（含乘車當日）至乘車當日辦理訂位，但遇有不可抗力

情事或本公司另有公告者，不在此限。欲購當日團體車票請至車站售票窗口購票。 

4. 為服務中長程旅客，南港─台北、南港─板橋、台北─板橋區間，不提供團體訂位優

惠。 

5. 申購團體票時，如團體成員包含敬老或愛心票者，應由團體票申購代表人出示優待

身分證明文件，於訂位時向本公司申購。透過傳真或網路申請時，請同時傳真優待

身分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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