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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主題 13 種數據API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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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公車、Ubike公共運輸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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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值效益 提供整體運輸趨勢洞察，整合後能更全面反映市民的外出習慣和長期需求變化。
有助於制定交通政策與優化資源配置。

◼ 彙整後資料欄位 年度、月份、類別、數量、人次

◼ 整合資料與來源 桃園大眾捷運各場站運量每月統計表 (桃園開放資料檔案-每月)

桃園市公車運量每月統計 (桃園開放資料API-每月)

桃園市公共自行車使用次數資料 (桃園開放資料API-每季)

◼ 前台呈現圖表 折線圖—公共運輸量分析-平均運輸量 (X軸:年度月份 / Y軸:人次)

交通管理部門

年度/月份的總量變化，分析整體公共
運輸需求的增減與政策影響(TPASS)。

都市規劃人員

整體運量趨勢，評估與確認交通政策
或基礎建設投資的效果與未來規劃。

公共運輸營運廠商

可依全年不同月份的運量數據，調整
車輛配置和服務時間。

預
期
使
用
情
境
與
對
象

交通運輸

環境氣候

交通運輸

水情資訊

民生經濟



YouBike 即時服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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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值效益 提供桃園市各區內的即時借還車位資訊。有助於使用者掌握區域內車位情況，
並協助政府在交通規劃中的決策，提升桃園市綠色交通的效能。

◼ 彙整後資料欄位 場站區域、總車位數、可借車位數、已借車位數、可還空位數、未使用率、
已使用率

◼ 整合資料與來源 YouBike即時服務資料 (桃園開放資料API-即時)

◼ 前台呈現圖表 左右長條圖—YouBike借還車位數 (X軸：左-可借車位數/右-可還車位數、
 Y軸：場站區域)

◼ 更多類型圖表 半甜甜圈圖—YouBike使用情況 (分子：可借車位數、分母：總車位數)

交通管理部門

依各行政區域的使用情況，進行設施
優化、資源分配與政策調整。

企業與商業團體

識別高需求區域，針對特定區域
展開精準的商業合作與推廣。

預期使用情境與對象

交通運輸

環境氣候

交通運輸

水情資訊

民生經濟



停車率(路外、路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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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值效益 提供各地區的路外或路邊的總車位數及剩餘車位數等關鍵指標。為未來停車場建設和
改進提供數據支持，提升都市交通系統的便利性及協助公共交通營運等決策。

◼ 彙整後資料欄位 類別、地區、場域名稱、經度、緯度、總車位數、剩餘車位數

◼ 整合資料與來源 即時路外停車場剩餘車位 (桃園市政府交通局API-即時)

路邊停車場資訊 (桃園市政府交通局API-即時)

◼ 前台呈現圖表 長條折線圖—停車位使用情況 X軸：地區、Y軸：總車位數(長條圖)、停車率(折線圖)

◼ 更多類型圖表 圓餅圖—路外、路邊停車位數、地圖—停車位分佈

交通管理部門

分析不同區域停車需求，以優化交通管
理和政策調整。如調整收費或增設車位。

停車場營運廠商

依據停車率數據浮動調整收費機制。
或可動態調整營業時間。

一般駕駛人

在外出前查詢特定地區的停車資訊，
方便規劃行程。

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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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交通運輸

環境氣候

交通運輸

水情資訊

民生經濟



充(換)電站(配合淨零減碳)

199

◼ 加值效益 透過數據整合，提供充(換)電站資訊，幫助優化電動車使用體驗並促進綠色運輸發展。

◼ 彙整後資料欄位 類別、地區、名稱、地址、營業時間、經度、緯度、備註

◼ 整合資料與來源 桃園市電動二輪車充電站 (桃園市開放資料API-每年)

取得指定[縣市]充電站基本資料 (交通部TDX運輸資料流通服務API-每日)

中油-電動機車/電動汽車充換電站據點 (中油網頁爬蟲-每日)

◼ 前台呈現圖表 桃園行政區圖—充(換)電站地區分布 單位：地區、數值：充換電站數量

◼ 更多類型圖表 圓餅圖—充(換)電站比例、橫條圖—充(換)電站數量

交通管理部門

評估電動車普及程度及基礎設施建設需
求，制定充(換)電設施的建設規劃。

電動車用戶

規劃外出路線時可查詢鄰近區域的充(換)
電站資訊，以便提高充電與行車效率。

預
期
使
用
情
境
與
對
象

交通運輸

環境氣候

交通運輸

水情資訊

民生經濟



道路施工、災害路段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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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值效益 透過數據整合，提供充(換)電站資訊，幫助優化電動車使用體驗並促進綠色運輸發展。

◼ 彙整後資料欄位 類別、地區、名稱、地址、營業時間、經度、緯度、備註

◼ 整合資料與來源 取得營運通阻資料(台鐵) (交通部TDX API-每10分鐘)

取得即時通阻事件資料(高鐵) (交通部TDX API-每10分鐘)

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時資訊服務災害路段 (數位發展部開放資料API-不定期)

高公局-一分鐘1968事件資料 (國道)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交通資料庫API-每分鐘)

◼ 前台呈現圖表 主要提供即時性的文字訊息，不適合用圖表的形式展示。

日常通勤者或物流運輸人員

可幫助避開擁堵路段或施工區域。
可及時調整路線，避免遲到。

都市規劃人員

針對常發生施工或災害區域，可識別
與評估交通基礎設施，以進行改善。

預
期
使
用
情
境
與
對
象

消防救護單位

整合後資訊提供的即時路況資訊來優
化救援路線，減少行程時間。

應用開發廠商

搭配路線規劃應用，及時提醒用路人。
最佳化路線，亦能緩解整體交通壓力。

交通運輸

環境氣候

交通運輸

水情資訊

民生經濟



交通事故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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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

環境氣候

交通運輸

水情資訊

民生經濟

◼ 加值效益 調整交通管理資源(如交警巡邏路線和執勤時間)，及改善道路設計與規劃並提高交通安
全。可針對不同區域的風險程度，提高風險管理的精準度。

◼ 彙整後資料欄位 年度、月份、地區、事故類別、場所類別、運具類別、案件總數、死亡總數、受傷總
數、案件資訊、案件號碼、案件GPS經度、案件GPS緯度、案件地區、案件地址_路街、
案件地址_段、案件路線-公路、事故類型及型態、肇事原因

◼ 整合資料與來源 事故調查表資料 (桃園市警察局檔案-視提供頻率)

事故調查表資料-案件資訊 (桃園市警察局檔案-視提供頻率)

◼ 前台呈現圖表 泡泡圖—交通事故案件分析
分類：三個泡泡圖，分別為事故類別、場所類別、
運具類別、數值：案件總數

交通管理部門

可能發現特定事故發生模式，制定針對
性的改善措施，如紅綠燈時序、標誌等，

保險公司與駕駛人

避免高風險區域行駛，或保險公司可
利用數據進行風險評估及保費調整。

預
期
使
用
情
境
與
對
象

都市規劃人員

評估現有道路設計的安全性，並在新
區域開發時優化交通規劃。



低溫、高溫、地震、豪大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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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值效益 整合針對桃園的各類預警資料，提升災害預防和應急響應的效率及應對能力。

◼ 彙整後資料欄位 類別、預警時間、預警內容、發生地區/測站、說明

◼ 整合資料與來源 天氣特報-豪大雨特報 (申請氣象開放資料-不定期)

天氣特報-低溫特報 (申請氣象開放資料-不定期)

天氣特報-高溫資訊 (申請氣象開放資料-不定期)

顯著有感地震報告 (申請氣象開放資料-不定期)

小區域有感地震報告 (申請氣象開放資料-不定期)

◼ 前台呈現圖表 主要提供即時性的文字訊息，不適合用圖表的形式展示。

企業與民眾

可提前做好防災準備，如準備雨具、
避免外出等。對於地震警報，市民可
迅速採取安全措施。

氣候敏感型產業

農業、建築業等產業可根據預警調整
工作計劃。例如：農民在高溫提醒時
調整灌溉計劃；建築工地可在豪大雨
提醒時加強防護措施。

預期使用情境與對象

交通運輸

環境氣候環境氣候

水情資訊

民生經濟



空氣品質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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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

環境氣候環境氣候

水情資訊

民生經濟

◼ 加值效益 可掌握各區的污染情況，及時應對並制定長期減排策略，改善空氣品質。也可分析空
氣品質變化，找出主要污染源，從而制定有針對性的管理措施。

◼ 彙整後資料欄位 測站名稱、監測日期、測項代碼、測項名稱、測項英文名稱、測項單位、數值

◼ 整合資料與來源 縣市(桃園市)小時值-每小時 (環境部環境開放資料API-每小時)

空氣品質監測站基本資料 (環境部環境開放資料API-不定期)

◼ 前台呈現圖表 地圖—空氣品質監測 經緯度打點各測站點位、顯示AQI 圖例

◼ 更多類型圖表 折線圖—空氣品質監測歷史記錄

一般市民

調整戶外活動安排，特別是老年人、
兒童及有呼吸道疾病的人群。
或可於購屋時評估該區域是否宜居。

預
期
使
用
情
境
與
對
象

政府環境部門

長期空氣品質趨勢分析，制定相應的
環境政策。例如：某區域長期空氣品
質不佳，可考慮增加綠化面積或調整
交通規劃。



水庫／地下水／河川水質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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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值效益 提升水資源管理效率並協助水污染治理，幫助環保及水利單位了解水源的污染情況，
並進行相應的保護措施。

◼ 彙整後資料欄位 類別、鄉鎮、測站名稱、採樣日期、測項名稱、監測值、測項單位

◼ 整合資料與來源 河川水質監測資料 (環境部環境開放資料API-1月)

區域性地下水水質監測資料 (環境部環境開放資料API-3月)

水庫水質監測資料 (環境部環境開放資料API-不定期)

◼ 前台呈現圖表 長條圖—水質監測數值
X軸(座標)：類別、X軸(長條圖)：測項名稱
Y軸：監測值(平均)

環保與水利部門

水質趨勢分析，識別潛在的污染問題。
評估可用和安全性，進行水資源調配。

環境科學研究人員

開發水質預測模型，或提供新的水治
理方法。長期可推動管理的技術進步。

預
期
使
用
情
境
與
對
象

水資源管理機構

可根據水庫和地下水的水質數據，調
整淨水處理流程，確保供水安全。

交通運輸

環境氣候

水情資訊

民生經濟

水情資訊



海岸水情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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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

環境氣候

水情資訊

民生經濟

◼ 加值效益 評估桃園市海岸區域的水質變化，評估海洋環境健康、監測污染狀況，
協助政府和環保機構制定海洋保護政策，推動海洋環境的永續發展

◼ 彙整後資料欄位 測站名稱、採樣日期，測項名稱、監測值

◼ 整合資料與來源 海域水質統計資訊 (海洋保育署資料倉儲系統API-不定期)

◼ 前台呈現圖表 地圖—海岸水情監測
左：地圖(以經緯度打點各測站點位)
右：文字表格(測項名稱、測項英文名稱、監測值)

水情資訊

環境保護團體

監測海岸水質的長期變化趨勢，比較分
析同測站水質變化，以評估環保政策的
效果或提出新的保護建議。

學術研究人員

研究氣候對海岸水質的影響，或分析人
類活動(如沿海開發)與水質變化的關係。

預
期
使
用
情
境
與
對
象

漁業從業者

漁民和水產養殖業者可根據水質數據來
調整他們的作業計劃。



用電民生經濟

206

◼ 加值效益 優化能源資源配置，識別高耗能行業，為節能技術的研發和應用提供方向。推動綠色能源
技術的創新，培育新的節能產業，創造就業機會並提升地區競爭力。

◼ 彙整後資料欄位 年度、用電性質、類別、子類別、售電量(度)、用電佔比(%)、合計售電量(度)、用電比例

◼ 整合資料與來源 機關及公私立大專院校售電資訊 (台灣電力公司網頁爬蟲-每月)

服務業售電資訊 (台灣電力公司網頁爬蟲-每月)

縣市工業用電資訊 (台灣電力公司網頁爬蟲-每月)

農林漁牧售電資訊 (台灣電力公司網頁爬蟲-每月)

住宅類售電資訊 (台灣電力公司網頁爬蟲-每月)

◼ 前台呈現圖表 長條堆疊圖—用電類別佔比 X軸：用電性質，堆疊分類：類別、Y軸：用電佔比

能源管理部門

依不同類別的用電量，制定能源政策，
優化電力資源配置，推動節能獎勵措施。

預
期
使
用
情
境
與
對
象

企業與研究機構

能源成本分析並了解碳排放情況，提出
行業的能源使用效率改善或減碳建議。

交通運輸

環境氣候

水情資訊

民生經濟民生經濟



用水民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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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值效益 更精準預測用水需求，有助優化水資源分配，避免過度開發或供水不足的問題。幫助制定
更有針對性的節水政策，如調整水價或鼓勵使用節水設備。

◼ 彙整後資料欄位 年度、生活用水量(立方公尺) 、年中供水人數(人) 、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公升) 、自來水
供水普及率(％)

◼ 整合資料與來源 自來水生活用水量統計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開放資料API-每年)

供水人口及普及率 (台灣自來水公司開放資料API-每年)

◼ 前台呈現圖表 面積圖—年度生活用水量 X軸：年度、Y軸：生活用水量(立方公尺)

政府水利部門

保障市民用水需求，同時推動節水措施，
以提升水資源的利用效率

環保團體和研究機構

用水數據搭配其他環境指標，可研究對
用水行為與需求影響，並提出對應策略。

預
期
使
用
情
境
與
對
象

都市規劃人員

用水量和供水人口的變化趨勢，預測未
來用水需求，並將納入都市發展規劃中。

交通運輸

環境氣候

水情資訊

民生經濟民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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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

環境氣候

水情資訊

民生經濟

◼ 加值效益
促進智慧旅遊發展，提高遊客滿意度與便利性，提升桃園的旅遊競爭力。亦可識別服
務過度集中或不足的區域，優化資源分配，提高公共資源的使用效率。

◼ 彙整後資料欄位 類別、名稱、地址、營業時間、經度、緯度

◼ 整合資料與來源 桃園觀光導覽網-借問站&旅遊資訊站 (桃園開放資料API-每日)

桃園觀光導覽網-遊客中心 (桃園開放資料API-每日)

桃園市景點資料(中) (桃園開放資料API-即時)

◼ 前台呈現圖表 無圖表。可利用API提供其他加值應用。

政府觀光部門

評估和優化桃園市的旅遊資源分布。
識別旅遊服務覆蓋不足的區域，並計
劃新增基礎設施或改善周邊交通規劃。

加值應用開發者

利用API建立與發想各種創新的旅遊
服務，結合用戶位置和興趣偏好，
推薦最合適的桃園景點和路線。

預期使用情境與對象

民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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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 水情資訊

環境氣候 民生經濟

若可取得並整合更多資料來源…

將可有更多樣且高應用價值之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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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資料應用延伸發想
交通運輸

環境氣候

交通運輸

水情資訊

民生經濟

⚫ 道路速限與路口攝影機：結合道路速限與監控數據，優化交通流量管理。

⚫ 各區域公共運輸量及節假日公共交通加班班次：提供更準確節假日地區公共運輸流量分析。

延伸整合資料

本案提供API：交通運輸類

公共運輸量分析、ubike即時服務、停車率、充(換)電站、施工災害路段提醒、交通事故熱點

潛在加值應用

⚫ 智慧行程提醒：整合速限與事故熱點，結合行車紀錄器提供個人化行程提醒。

⚫ 交通瓶頸熱點預測：基於歷史交通流量與事故熱點，預測高峰時段瓶頸點，優化資源調度。

⚫ 節日與大型活動疏散規劃：基於各區公共運輸量分析及節假日與活動日期，提供疏運規劃。

跨主題應用發想 (交通運輸+環境氣候)

⚫ 公共運輸量分析 + 空氣品質監測：低碳出遊推薦系統，依大眾運輸能量與空汙程度安排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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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資料應用延伸發想
交通運輸

環境氣候環境氣候

水情資訊

民生經濟

⚫ 植被覆蓋與綠化率數據：與空氣品質數據結合，評估城市綠化效果。

⚫ 防空疏散避難設施與人口數據：災害或空汙時，評估疏散資源以及人口經濟活動與空品關聯。

延伸整合資料

本案提供API：環境氣候類

低溫/高溫/地震/豪大雨示警、空氣品質監測

潛在加值應用

⚫ 城市熱島效應監控：基於空氣品質和植被覆蓋數據，規劃降溫與加強綠化政策及措施。

⚫ 災害應急資源預測：整合天氣與各區人口密度數據，優化資源分配。

跨主題應用發想 (環境氣候+水情資訊)

⚫ 空氣品質監測+水庫/地下水/河川/海岸水質監測：環境健康評估工具，

根據多環境因子數據（空氣、水質)，亦可新增降雨資訊，提供區域性健康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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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資料應用延伸發想
交通運輸

環境氣候

水情資訊

民生經濟

⚫ 歷史水情數據與歷史天氣(降雨量等)資訊：分析多年水庫水位與氣候變化之趨勢。

⚫ 廢水排放監測數據及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場所：結合河川水質數據，定位與監控可能污染源。

延伸整合資料

本案提供API：水情資訊類

水庫／地下水／河川水質監測、海岸水情監測

潛在加值應用

⚫ 農業灌溉推薦系統：幫助農民根據水情和氣候情況優化灌溉計劃。

⚫ 水源污染風險評估模型：針對高污染區域制定更有針對性的政策。

水情資訊

跨主題應用發想 (水情資訊+民生經濟)

⚫ 水庫/地下水/河川/海岸水質監測+用電/水民生經濟：都市發展評估工具，

觀察不同產業或區域用水與用電需求特徵及變化，預測城市人口密集度和經濟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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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資料應用延伸發想
交通運輸

環境氣候

水情資訊

民生經濟

⚫ 住宅與工業建築數據：整合詳細住宅與建築資訊，觀察建築類型與能源使用效率的關係。

⚫ 旅遊人數統計：結合景區人流數據，分析經濟與觀光影響。

延伸整合資料

本案提供API：民生經濟類

用電民生經濟、用水民生經濟、觀光旅遊景點相關公共設施

潛在加值應用

⚫ 城鎮經濟評估：基於用水用電與交通數據，幫助政府監測城市經濟活動並制定對策。

⚫ 旅遊熱點預測模型：分析景點訪客數據，幫助商家和政府規劃資源。

民生經濟

跨主題應用發想 (民生經濟+交通運輸)

⚫ 交通事故熱點+觀光景點相關公共設施：觀光經濟影響分析工具，分析遊客活動與交通事故

的分布關聯或基於其他交通資訊與其他觀光數據評估遊客對本地商業活力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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