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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人員由於勤務眾多且繁重，各項勤務
的排班問題一直都是各派出所很重要的課題。
本研究主要在於安排警察人員勤務的班表，並
以瑞芳派出所為研究案例，利用整數規劃的方
法，考量到各項勤務安排的限制、警察人員的
工作時間限制、休息時間要求、技能要求等約
束條件，目標是要讓每位員警在休假以及輪班
上都有一個最適當的平衡，並將整數規劃的排
班結果與現行派出所之結果做一對照，提出管
理及規劃上的實務建議。

A. 錢漢恩(2016)，「整數規劃法於警察人員排
班最佳化之應用」，這篇文章主要是輔助我
們做規劃模型以及在建構一些數學式上有極
大的幫助。

B. 楊光宗(2002)，「警察派出所人員排班問題
之研究」，一般在研究人員排班問題，多以
成本最小、或效益最大、或滿足一定需求下，
來考量人員排班問題。

C. 鄭鈺晴(2022)，「可適應短時間基本單位的
多目標排班之離散最佳化決策模型」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基本資訊

• 人數：25人
• 上班時段：8：00~8：00 (2小時為一班)

• 輪班制度：五休二、四休二、五休二
• 每人每日工作時數：小於12小時，休假

前一天彈性上班8~12小時
• 每日輪休人數：15人(含當日請假)

目標函數

勤務類別

Max Z =  σ𝑖=1
23 σ𝑗=1 σ𝑘=1

12 (𝑎 ∗ 𝐴𝑖𝑗𝑘 + 𝑏 ∗ 𝐵𝑖𝑗𝑘

+ 𝑐 ∗ 𝐶𝑖𝑗𝑘 + 𝑑 ∗ 𝐷𝑖𝑗𝑘 + 𝑒 ∗ 𝐸𝑖𝑗𝑘 + 𝑓 ∗ 𝐹𝑖𝑗𝑘 + 𝑔 ∗ 𝐺𝑖𝑗𝑘)

a~g為各勤務之權重，而權重衡量依照勤務之

重要性為考量。

權重如下：值班（ 𝑎:0.25 )、巡邏（ 𝑏:0.25 )、

守望（ 𝑐:0.1 )、交整（ 𝑑:0.1 )、勤區查察

（ 𝑒:0.15 )、備勤（ 𝑓:0.05 )、臨檢（ 𝑔: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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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使用LINGO軟體可以有效的利用數據進行

排班規劃

➢ 撰寫限制式能更清楚了解整數規劃對於實

務上的應用

➢ 不斷的修正程式模型，也讓我們對於撰寫

程式有一定的了解與認識

➢ 未來可以利用這一套軟體解決很多對於整

數規劃上不利於人力去計算的艱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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