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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IS)、地理資訊系統(GIS)、大數據分析 

一、 研究緣起 

海難事故的發生往往造成了重大的經濟損失、人員傷亡及環境破壞，近年來，

海巡署在海難事故的救援上投入了相當多的資源及人力，因此有效降低船舶航行

風險是目前海上交通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隨著網路及雲端各多元訊息與資料大

量且快速的累積，大數據分析已成為近年來取代傳統抽樣與資料統計的方法，是預

測行為模式及提供決策支援上之一項重要分析機制。 

二、 目的 

目前船舶上所裝設之自動識別系統(AIS)除可供各船舶間即時掌握彼此航行資

訊外，陸上的接收站台亦可同步蒐集所屬水域內各船舶的動態軌跡和航行相關資

訊等，是進行海上交通分析的典型大數據資料。本計畫藉以此發展各項分析機制，

期研究之分析結果，可供航行員或航政單位進行相關海上交通規劃與決策時之參

考，進而減少海難事故的發生，甚至是日後智能水道系統發展的主要元素之一。 

三、 研究方法及過程 

源自於營銷業務的資料探勘技術是從大量資料中獲取有價值資訊的模式，本

研究將商業營銷問題重新定義為海洋交通問題並以類似的方式解決。巨量的分析

資料，若缺乏合適的研究方法，便難以將隱含其中的重要資訊有效展現，因此，本

研究係於電子海圖 ECDIS 的架構下，整合海上交通大數據之船舶 AIS 歷史紀錄，

與具備優異空間統計分析技術的 GIS，將原本僅依時間序列所累積大量且雜亂之

AIS 歷史紀錄，逐一綜整及建立可用於 GIS 之空間資訊並加以識別呈現，再運用

圖層套疊和空間計量數值分析發展系統化機制，以視覺化具體展現不同船舶在承

受季節性風流等環境因素作用下，實際且具成敗關鍵的進出港操船行為模式、海上

交通流密度、周遭海域船舶操航特性及其航路軌跡分佈情形等，本研究以資料探勘

技術針對船舶 AIS 之歷史紀錄及港口周遭海、氣象紀錄，透過資料清理、精簡、彙

整與倉儲等上述程序，進而與 GIS 平台整合成基隆港船舶 AIS 大數據分析資料。 

四、 重要發現 

經由分析結果顯示，將船舶航跡的描繪不僅可具體呈現交通流之分布、密度、

熱區、分道航行成效等海上交通行為徵象；藉由整理基隆港海、氣象資料發現其季

節性之差異，並初步與船舶進出港操航模式及航行參數進行分析，可發現基隆港船

舶在冬季時因受強烈東北季風之影響，採取的操船模式明顯較夏季時來的規律嚴

謹，而建議後續研究將更深入對其進行探討。 

五、 結論與展望 

本研究之成果除可供後續 AIS 與 GIS 之整合應用外，亦期能在兼顧船舶航行

實務需求與確保航行安全下，協助航行員、港務公司或貴會未來進行相關海上交通

規劃與決策時的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