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產業實戰應用人才淬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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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戰場域人才選拔競賽

數據創新服務生態系推動計畫

主辦單位：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議題單位：臺北市商業處、臺北市政府交通局、天母商圈發展協會
資料單位：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臺北市大數據中心

解析商圈數據，實現 "跨店行銷相互送客"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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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場域簡介-天母商圈

� 範圍：天母西路磺溪橋以東、天母圓環(中山北路7段)以南、

東山路以西、福林橋以北

� 鬧區：天母廣場、天母運動公園、SOGO三大熱點

●場域類型：成熟型商圈 (知名度高、業態業種多

元、人潮較為活絡且有地方組織共識的商圈)

●選定商圈標準：商圈數位化程度高、具備良好數

據基礎、商圈協會與商家間連結性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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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介紹

多元數據進行疊合分析，建立商圈數據累積機制
實現「跨店行銷，相互送客」共榮發展

議題背景

● 透過多元數據之相互

疊合分析應用，挖掘

商圈內部整合服務的

新方向和可能性

● 建立以數據分析為核

心之跨店聯合行銷，

相互導客共榮發展

屬性分類

數據分析類

議題痛點

● 商圈為開放型區域商業聚落，目前

各樣數據散落在商圈中各關係人手

中，難以蒐集彙整。

● 中、大型店家或連鎖品牌擅蒐集數

據進行行銷決策，營造人流複利。

微型、小型店家難以應用數據並預

測消費行為改善產品與服務或共享

人流紅利。

資源

● 相關數據集

● 商圈實證場域：天母

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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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集描述-臺北市商業處

資料型態

● 商圈店家分佈圖資

● 臺北市商圈通訊錄 
● 臺北市核准商業設立、

變更及歇業登記等異動

資料清冊…等

數據整備度

● 去個資與機敏性之數據資料

數據集說明

更新頻率

按年度每月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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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集描述-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資料型態、筆數

● 臺北市公共自行車2.0
租借紀錄 (每月約3百多

萬筆)
● YouBike2.0臺北市公共

自行車即時資訊(每分

鐘即時資訊)

數據整備度

● 去個資與機敏性之數據資料

● 臺北市公共自行車2.0借車、還

車時間及場站資料

● 臺北市公共自行車2.0站點即

時資訊

數據集說明

sno(站點代號)、sna(場站中文名稱)、tot(場
站總停車格)、sbi(場站目前車輛數量)、
sarea(場站區域)、mday(資料更新時間)、
lat(緯度)、lng(經度)、ar(地點)、sareaen(場
站區域英文)、snaen(場站名稱英文)、
aren(地址英文)、bemp(空位數量)、act(全站

禁用狀態)、srcUpdateTime(YouBike2.0系
統發布資料更新的時間)、updateTime(大數

據平台經過處理後將資料存入DB的時

間)、infoTime(各場站來源資料更新時間)、
infoDate(各場站來源資料更新時間)

更新頻率

視各數據集更新頻率

每月 / 每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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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集描述-臺北大數據中心 

資料型態

● 臺北市合法資訊休閒業者清冊 
● 臺北市運動產業業者名單

● 臺北市公有免費停車場

● 臺北市公廁點位資訊

● 取締併排停車前十大路口件數

表…等

數據整備度

去個資與機敏性之數據

資料

數據集說明

更新頻率

視各數據集更新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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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集描述-雲端行動電子發票(待定)

資料型態、筆數

數據資料與格式洽談中

● 發票流水號

● 品項號(Id)
● 品項名稱

● 品項單價

● 數量 
● 品項小計 
● 店家名稱 / 店家地址 
● 發票開立時間

(yyyy/mm/dd hh:mm:ss) / 
會員編號 

數據整備度

去個資與機敏性之數據資料

數據集說明

將持續更新補充

時間

2022.01.01-2023.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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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AI成果 

數據應用

● 透過公、私有之多元

數據，相互疊合分析

，找到消費者輪廓、

消費路徑。

● 挖掘商圈內部整合服

務的新方向和可能

性。

● 協助商圈建立以數據

分析為核心之跨店聯

合行銷策略。

實證情境

● 未來大型活動商圈

人流與消費偏好預

測

● 透過多元數據之相

互疊合分析，挖掘商

圈內部服務新方向

和可能性

● 累積並建立商圈發

展決策的數據參考

依據

預期效益

1.1商圈動態掌握即時，服務決策及時

● 客流-人流動向掌握，提前預備

● 消費-消費偏好與趨勢，企劃最得勢

● 輿情-洞察行為轉變，行銷最當時

1.2商圈數據應用機制導入

● 商業景氣隨時掌握

● 來客人流動向、消費輪廓、消費行為標籤累積

● 消費趨勢洞察：輿情、關鍵字、熱門話題追蹤 
1.3預測天母商圈平日及大型活動中人流變化，妥善

安排行進動線

後續合作

視實證情境及預期效益評估洽談。



數位發展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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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提問 
Q&A 

感謝您的聆聽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