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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台北捷運站進站人流 
Predicting the flow of people entering Taipei MRT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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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北捷運系統由多條地鐵路線組

成，包括新北市。它是台灣最大的捷

運系統。有許多關於預測大眾運輸工

具運量的研究，但是對於專為捷運進

站量所設計的預測法卻沒有。方便政

府制定大眾運輸工具的政策，來緩解

捷運的人潮。 

 

研究問題與目的 
  民眾在使用大眾交通工具的時

候，能夠享受到快速便利的移動方

式，但同時也需要承擔大量的人流

所產生的等候效應，台北的最方便

快速的運輸方式為捷運，為了避免

長時間的等候或是人流過大所造成

的堵塞危險。 

 

季節性 

2021 進站量 

2022 進站量 

SARIMA 
季節性移動平均法 

F3=(A1+A2)/2 ； F4=(A2+A3)/2 

季節性指數平滑法 

α=0.1： F2=A1 ； F3=[A2*α+F2*(1-α)] 

異常值 

1.移動平均法和指數平滑法預測出來的誤差都差不多，SARIMA皆為最佳。 

2.疫情爆發，導致人流變少，2023年疫情緩和，流量變正常，但是成長的趨勢不

大，猜測可能是因為有些工作者變成在家辦公的原因。 

3.使用 2018年~2020年的資料去預測 2023年，明顯看出這次的預測效果不好，認

為還是有受到疫情的影響。 

 五期的季

節性移動平

均法、

α=0.3的季

節性指數平

滑法，結果

呈現最好。 

 

 補班、補假或是連假的時候，數值突然增加，導致預測的準確性下降。將當

月的平均進站量，替換掉異常值，以確保準確性的維持。 

SARIMA 滾動殘差圖 

SARIMA 訓練預測圖 

 透過 2015年~2020年的三年滾動式預測，

SARIMA的表現都為最好。因為 2021和 2022

年受疫情影響，所以納入考慮。 

衡量指標結果 

2015~2023 的每月進站量 

 右圖為 2015年~2023年的每月進站

量，可以看出疫情爆發的時候，旅客進

站量有明顯的驟降。這現象將會影響預

測的準確度。 

最終結果 

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