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架構

利用FB的移動(mobility)、人口數(pop_fb)資料，

1. 了解有多少人從起點 i移動至終點 j

2. 疊上土地利用資料，了解各土地利用上的人口移轉
(e.g.有多少人從住宅區移動到商業區)

3. 比較不同時間的資料，看封城前/後、白天/晚上、周間/周末等
的差異
(e.g.封城後，從住宅區移動到商業區的人減少了多少)



資料
1. FB.POP (2021-05-01_0000.csv): 紀錄每個點有多少人

• 點資料，每隔約2.2km一個點，共20,534個點

• 投影系統: WGS84 → TWD97

• 欄位:
• 人數: n_crisis，NA → 0

• 日期時間:倫敦時間→台北時間

ID 人數 台北日期 星期幾 幾點(小時，24小時制)
台北市人數



資料
2. Mobility (2021-05-01_0000.csv): 紀錄有多少人從某點移動到另一點

• 線資料，共37,991條

• 投影系統: WGS84 → TWD97

• 欄位:
• 人數: n_crisis，NA → 0

• 日期時間: 目前屬性表裡面沒有，之後可以直接從檔名抓取

ID 起始地點 抵達地點 人數 台北市人數



資料
3. 村里人口數 (csv)

• 資料來源: https://data.gov.tw/dataset/127525

4. 村里邊界 (shp)

5. 土地利用 (shp)

• 資料年分: 2013-15

• 分級程度: 3級

https://data.gov.tw/dataset/127525




台北市一級土地利用類型分布



土地利用分類方式:混合1-3類

原始一級分類 (共9類) 本研究分類方式 (共13類)

農業、森林、水利、公共、
遊憩、鹽礦、其他

維持一級分類不變，共7類

交通
分為運輸場站 (如機場、車站、港口等)、
交通 (指非運輸場站的其他交通使用土地)，共2類

建築 分為商業、住宅、工業、其他建築，共4類



台北市土地利用類型面積分布

假設人口會依照面積比例均勻分布在人為活動土地利用上，不會分布在非人為活動土地上

人為活動土地: 住宅、商業、工業、其他建築用地、公共設施、運輸場站、遊憩

非人為活動土地: 森林、農業、交通、水利、礦鹽、其他



台北市人為活動土地之面積分布

公共設施

住宅

商業

遊憩

運輸
場站

假設人口會依照面積比例均勻分布在人為活動土地利用上，不會分布在非人為活動土地上



FB使用人數 vs. 實際人口數

人數分布相似，故直接以 FB使用人數代表實際人數



研究架構

利用FB的移動(mobility)、人口數(pop_fb)資料，

1. 了解有多少人從起點 i移動至終點 j

2. 疊上土地利用資料，了解各土地利用上的人口移轉
(e.g.有多少人從住宅區移動到商業區)

3. 比較不同時間的資料，看封城前/後、白天/晚上、周間/周末等
的差異
(e.g.封城後，從住宅區移動到商業區的人減少了多少)



計算方式

利用FB的移動(mobility)、FB人口數(pop_fb)資料，

1. 了解有多少人從起點 i出發、有多少人抵達終點 j

分析單位: 
mobility 的起點所在網格，
可得到網格所對應到的FB人數、
polygon實際人數

從起點 𝑖出發到終點 j的移動比例 (%) =
FB移動人數

起點i的𝐹𝐵人數



Inner movement: 起點i = 起點j
Outer movement: 起點i != 起點j



比較不同時間之FB移動人數
(雙北升二級警戒之前) (全國升三級警戒之後)



從起點 𝑖出發到終點 j的移動比例 (%) =
移動人數

起點𝒊的𝑭𝑩人數

Inner movement: 起點i = 起點j，代表短程移動
Outer movement: 起點i != 起點j，代表長程移動



Outer movement: 起點i != 起點j，
代表長程移動

從起點 𝑖出發到終點 j的移動比例 (%) =
移動人數

起點𝒊的𝑭𝑩人數



研究區:台北市

如果只選mobility的起點終點均落在台北市
內的資料的話，則萬華、大同皆無資料

因此一開始在選資料時範圍要往外擴

Mobility的起點



1. 在mobility起點周圍打網格，以此網格為分析單位

Mobility的起點

以Mobility起點為中心打的網格



2. 在FB.POP周圍打網格，將FB人數從點資料變為面資料



3.計算包含mobility起點的網格裡的FB人數

從起點 𝑖出發到終點 j的移動比例 (%) =
移動人數

起點𝒊的𝑭𝑩人數

Mobility網格
FB使用人數



研究架構

利用FB的移動(mobility)、人口數(pop_fb)資料，

1. 了解有多少人從起點 i移動至終點 j

2. 疊上土地利用資料，了解各土地利用上的人口移轉
(e.g.有多少人從住宅區移動到商業區)

3. 比較不同時間的資料，看封城前/後、白天/晚上、周間/周末等
的差異
(e.g.封城後，從住宅區移動到商業區的人減少了多少)



4. 計算包含mobility起點的網格裡各土地利用的面積比例

可得到起點、終點各土地利用的面積比例

分母: 同一個網格裡所有人為活
動土地利用面積和



住宅(30%)

學校(50%)

商業(20%)

住宅(70%)

商業(30%) ?

土地利用之間移動的人數 = 

總移動人數*起點土地利用比例*終點土地利用比例

起點i 終點j

總移動人數:100人

土地利用之間的移轉人數

e.g. 商業→學校: 100*0.3*0.5 = 15人



研究架構

利用FB的移動(mobility)、人口數(pop_fb)資料，

1. 了解有多少人從起點 i移動至終點 j

2. 疊上土地利用資料，了解各土地利用上的人口移轉
(e.g.有多少人從住宅區移動到商業區)

3. 比較不同時間的資料，看封城前/後、白天/晚上、周間/周末等
的差異
(e.g.封城後，從住宅區移動到商業區的人減少了多少)



比較不同時間的資料

•用迴圈去跑不同時間的資料

• 5/1-6/29，一天三個檔案，共180個檔案

• 1個檔案約跑1分鐘



內、外部移動人數
前兩高的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