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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將說明新型態旅運規劃方法，是一套專門針對自由行背包客需求而設計的系統，其特點具彈性、

動態規劃客製化行程、多樣性交通工具、單一窗口等等特性。 

 

本系統做法包含維護景點、餐廳、飯店、交通等等之旅遊點(POI，Point of Interest)即時資訊，並更新

於後端系統，再搭配餐飲喜好與可替代交通工具來做整體旅運行程規劃與安排此方法也支援臨時旅運行

程變動；人機介面除網頁外，也提供手機軟體，支援旅運行程外，也當成旅客旅遊群組溝通工具；系統

同時也支援付款機制，支付旅運行程規劃所衍生相關費用，以達到單一窗口解決旅遊規劃、下訂與付款

一條龍服務。 

關鍵詞：旅運規劃、旅客行為模式、動態關係聚集法、Points-of-Interests (POIs) 

 

Abstract 
This paper shows a novel framework, an itinerary planning system, for online itinerary planning based on 

traveler behavior models, especially for backpackers whose properties are itinerary flexibility and customization, 

multi-modal transportation, and single window for their travelling.  

 

This system maintains an up-to-date Points-of-Interests (POIs) information in database, including attractions, 

hotels, and restaurants, in combination with traveler’s dining preference and transport options as overall travel 

planning. The system also supports prompt itinerary change. In addition to the web page, human interfaces 

includes mobile apps for planning,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the payment mechanisms end to end service.  

 

 

Keywords: Itinerary planning, Traveler Behavior Models, Dynamic Relational Clustering Method, Points-of-Interests 

(P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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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紹 

網路上旅遊心得、美食文章、精雕工藝與

奇特風景的圖片或影片宛如魔女般呼喚著普

羅大眾，只要確保能到、便宜，人人都願意與

文化、自然共舞，這儼然一種生活型態。 

最方便直接就是搭乘大眾交通的背包

客，只要有充足旅遊資訊即可成行，但選擇飯

店、安排景點、尋找餐廳，再加上諸多限制條

件下，如白天沒夜市、晚上故宮沒開放等等條

件，安排這樣行程是不容易的。通常這類旅行

常有驚喜，如誤點、延遲、改道等等特性，需

要更改行程，改訂交通班次，改訂餐廳或飯

店，這會讓行程規劃變得很困難。 

旅行社也因應這樣趨勢，提供代訂飯店、

車票、機票，安排景點之服務，目前都是固定

行程，行程客製化與臨時變動較難支援。  

市面上也提供規劃行程的工具，但客製化

之費用都太貴。有文獻[4-7]探討這方面問

題，讓旅客選擇景點(POIs)規劃行程，不過景

點範圍有其侷限性；也有文獻[1,8]提便宜解

法，卻較不考慮旅客行為模式或偏好。 

本系統是針對客製化旅程規劃設計的，主

要考量都是為了符合各式各樣行為模式，第一

項是旅遊天數景點開放時間以及旅客景點停

留時間來安排行程；第二項是規劃準備拜訪景

點附近的餐廳；第三項就是根據不同旅客喜好

規劃不同交通旅運。 

系統維護旅遊點(POIs)間之旅運時間供

旅運行程規劃之用，來源有，現有網路上或觀

光局庫之旅遊點(POIs)，再算出彼此間之旅運

時間後再存於資料庫中，如圖 1上半部分；另

一部分為旅客自行新增之旅遊點(POI)，先算

出與各旅遊點間之旅運時間，再存入資料庫，

如圖 1下半部分。圖 2是規劃流程概觀，旅客

告訴系統欲前往之景點(POIs)，本系統會依據

旅運時間資料庫與旅客行為模式規劃行程，結

果則參照[6,9]方式顯示於網頁。除網頁外，

本系統亦提供手機軟體，方便旅客隨時查閱與

更動行程。 

 

圖 1：旅運時間資料之儲存與更新之概觀 

除了對背包客旅運規劃外，這套系統也可

以提供旅行社使用，可有效提供其客戶規劃客

製化個人旅運行程與行程變更，這將會增加旅

行社服務與廣告收入一個重要工具。 

 

圖 2：旅運規劃流程概觀 

 

2. 智慧旅運行程規劃 

這節將說明本系統運作方式，同時也是規

劃步驟，茲分述如下： 

一、 收集(詢問)旅客行為模式：凡影響旅客

行程的因素就是旅客偏好與旅遊點特性

稱之，可再區分成三個類別： 

(1). 旅運日期(天數)：行程規劃是依據

旅客旅遊日期(天數)、景點開放時

段、景點推薦時間點等等作為規劃

基礎，每天之旅運時間都盡可能一

致，避免有些長有些短狀況。 

(2). 旅客飲食偏好：如在飯店吃早餐，

在景點附近吃午晚餐等等偏好。 

(3). 交通工具偏好：如家庭旅遊之客人

偏好開車，背包客偏好大眾交通工

具，也就是說交通工具是一個重要

旅運規劃因素，且交通替代性也是

在旅程中非常重要選項。 

 

二、 初始行程規劃：根據步驟一收集之資

料，依以下因素初步排定行程： 

(1). 景點開放時間：此條件一定要滿

足，因此所輸入之景點可能不會納

入行程。 

(2). 景點受歡迎程度。 

(3). 與中心點距離：通常行程會分成好

幾段，每段之分隔是以飯店為依

據，所有滿足旅客行為模式之計算

都會以飯店為中心，此法稱之動態

關聯叢聚法(Dynamic Relational 

Clustering Method)。 

(4). 該景點之旅運成本：亦即該景點與

中心點間之旅運時間。 



以三天旅遊為例說明演算法：(1). 三天

就分三層，分別代表某日旅遊，(2). 先依飯

店距離，從近到遠排列，並表相對應一層，(3).

計算或查詢每景點與飯店間之旅運時間，距離

某飯店最近景點就安排到相應層，(3). 針對

每層上之景點是否有未符合開放時間者，那就

移往不同層，如圖 3所示，此步驟會得出一個

初始行程。 

圖 3：動態變動結構 

 
三、 行程更新與調整： 

主要精神是依據步驟二之初始行程與步

驟一旅客行為模式，調整出最適解法，採動態

關聯叢聚法，以飯店為中心來計算旅運時間與

距離，並決定景點該放在那層(天)，會使用到

以下函數，用來計算某景點加入某天行程(最

初就是初始行程)之效益值，數值越大越有效

益 

aj1(某景點，某天行程):某景點加到某天

行程，計算某景點對行程之其他景點

型態重複個數，函數值可為某一常數

-重複個數。 

aj2(某景點，某天行程): 某景點加到某

天行程，某景點對某天行程之景點最

靠近之距離，函數值可為某一常數/

最靠近之距離。 

aj3(某景點，某天行程): 某景點加到某

天行程，計算最短旅運時間，函數值

可為某一常數/最短旅運時間。 

aj4(某景點，某天行程): 某景點加到某

天行程，某景點對某天行程開放時間

衝突時間，函數值可為某一常數/衝

突時間，其中衝突時間最少要 1。 

aj5: (某景點，某天行程): 某景點加到

某天行程，某景點開放日期在某天行

程是否符合，函數值若是 = 1；否 = 

0。 

w1: 系統或使用者調整 aj1 數值之權重 

w2: 系統或使用者調整 aj2數值之權重 

w3: 系統或使用者調整 aj3數值之權重 

w4: 系統或使用者調整 aj4 數值之權重 

w5: 系統或使用者調整 aj5 數值之權重 

sn1: 某景點之位置 

sn2: 某景點之停留時間 

sn3: 某景點之開放時間 

sn4: 某景點之開放日期 

sn5: 某景點熱門程度 

sn6：某景點旅運成本 

圖 4 是動態關聯叢聚法之行程規劃示意

圖，最左邊 Cluster表示截至目前為止已排好

之行程，Clusterj表示某層(天)之行程，中間

POIs 表示行程景點，針對每個景點分別計算

加入到任何一天(Clusterj)之效益值，會是

aj1~aj5 函數值乘上調整之權重並加總而得

到，以下是計算某景點加入某天之效益值為

SUMij= aj1(第 i 景點，第 j 天)  w1+ aj2(第 i 景

點，第 j 天)  w2+ aj3(第 i 景點，第 j 天)  w3+ 

aj4(第 i 景點，第 j 天)  w4+ aj5(第 i 景點，第

j 天)  w5。 

依相同要領，可以算出中間偏右之 SUM1j ~ 

SUMNj值，在這 N個執中找最大者就是效益值對

大者，得出某景點應該加入某天行程中之相對

新行程，此新行程再當成最左邊 Cluster的輸

入，再計算其他景點，每次一個，直到算到最

後，會得到一個最佳解。 

圖 4：動態關聯叢聚法之行程規劃 

 

景點開放時間對行程規劃絕對要滿足，經

過系統產生或規劃之行程後，每次會檢查此條

件，若無法，系統會放棄不滿足之景點，或檢

查每層符合之景點取代不滿足之景點(如僅晚

上開放行程被安排到白天，則將白天可交換至

晚上行程移至晚上，若無可交換，則捨棄該晚

上行程)，圖 5 說明此運作，交換後就不再更

動。 



圖 5：景點移動範例 

 

3. 系統設計 

系統採 No-SQL 系統架構，後端分析機制

是對所有景點間與大眾交通之旅行時間之計

算，資訊量很大，此情況下系統採： 

A. 旅運時間儲存：旅運時間在排定行程時

會用到，且會隨景點數目與時間經過會

快速變得非常龐大，任何查詢與更新就

變得不容易，系統採 No-SQL 架構 [10]。 

B. 分析機制： 

因為旅運時間計算跟旅遊點(POIs)有

關，旅運時間之計算量 P(n) = n × (n-1)  

O(n2)，其中 n 是旅遊點(POIs)的數目。 

POI 資料分類：給定 A 熱門景點、H 間飯

店、R 間餐廳，I 包含 A、H 與 R，I 可以被安

排到 N天中，並滿足以下條件： 

(1). A ⊂ I；H ⊂ I；R ⊂ I ，也就是說 A ∪ 

H ∪ R = I 

(2). 不同飯店間不計算旅運時間 

(3). 不同餐廳間不計算旅運時間 

(4). 同天不算飯店與餐間旅運時間 

(5). 每天旅運時間就是 Ii = Ai + Hi + Ri， 其

中 i表示某層(天) 

(6). 都市間旅運時間為所有層(天) 都市間

旅運時間之總和，T = T1 + T2 +…+ TN 

這將問題切割成 N 層(天)，再依某層(天)

去計算旅運時間，都市間之旅運假定以大眾交

通工具為主，除此外，不同都市不同旅遊點將

不會計算計算旅運時間(如 B 城市的旅遊點不

會計算與 A 城市旅遊點的交通時間)，所以旅

運時間 P(N) 估算會簡化成下式。 

P(N) = Σi<=N Pi + T × (T-1) 
這樣安排大大減少旅運重複運算之時間。 
  

C. 旅運時間更新 

本系統採社群分享方式建置，透過照片與

位置等等資訊來設計即時旅運時間資訊： 

 

(1). 被動模式 

當被動系統偵測到一個新旅遊點(POI)上

傳，系統會尋找該旅遊點附近旅遊點(POIs)，

評估旅運時間，並儲存於資料庫中，若同時間

有很多新旅遊點(POIs)上傳，則依其上傳順序

估計其與附近旅運時間，圖 6 說明這個順序。 

圖 6：旅遊點上傳處理順序 

 
(2). 社群分享模式 

若使用者自行新增之旅遊點，或尚有未計

算之旅遊點間旅遊時間，則由使用者端逕行運

算，再將運算結果分享社群供其他使用者使

用，從而避免重複運算。 

 

4. 系統建置 

A. 資料(Data) 

(1). 旅遊點(POIs): 含景點、飯店與餐

廳，來源含觀光局資料庫與旅客提

供。目前資訊至少有 2000 筆以上。 

(2). 旅運點間旅運時間估計：約有 600,000

筆旅運時間資料，含交通時間及旅運

點間旅運時間，系統依旅運點間實際

距離與平均旅運時間推估各種可能替

代方案提供旅客選擇。 

B. 資料庫(Database)：本系統採用 Redis 

No-SQL 系統架構，並架構在 Windows 伺

服器上，以提升反應時間。 

C. 線上旅遊服務：線上旅遊服務整合到網

頁上，使用者可以透過網頁取得服務，

其步驟分述如下： 

(1). 網頁提供旅客輸入旅遊條件，如起始

城市、旅遊期間、旅遊人數、交通模

式(大眾運輸或是私人運輸如汽車)。 

(2). 提供旅遊景點供旅客選擇，因為景點

資料多，也提供景點分類、鄰近區域

景點、景點文字查詢等等工具。 

(3). 系統依旅客提供資料產生行程，並用

JavaScript 與 Google 地圖呈現完整

行程，畫面顯示如圖 7 所示。行程產

生後，使用者可以調整、新增私人景

點，系統會依據前兩節所述之方法規



劃旅行行程。 

圖 7：行程規劃呈現 

(4). 線上服務依據規劃行程列出所有可以

訂購項目與行程費用，具線上付款能

力。旅行社收到訂單後，可檢查訂單

與代訂各項作業，並在機場、車站交

付訂購文件與機(車)票，賺取服務之

利潤。 

D. 手機程式：提供動態行程規劃，讓旅客

更有彈性與方便管理行程。 

(1). 可更改旅遊點停留時間。 

(2). 支 援 旅 客 在 動 態 新 增 新 旅 遊 點

(POI)、查詢鄰近旅遊點、具備動態插

入該旅遊點重新計算與排定行程。 

(3). 容許旅客臨時需求，如取消某個景點。 

(4). 到達景點後，顯示景點資訊與音樂。 

(5). 提供管理同伴狀況及訊息等，如圖 8。 

圖 8：群組旅遊輔助管理 

 

5. 實驗評估 

本系統數據建置了 1935的 POIs。就我們

所知而引用的論文觀察數據，在[1]實驗中建

置僅使用到 400多 POIs，而在[2]則使用了 163

個 POIs。在實驗中我們使用了不同選擇數量

的來做為測試速度的依據，如圖 8。 

圖 9：優化的影響(處理時間) 

 

即使在選擇的數量越來越多的情況下，計

算完成的時間依舊保持不錯的呈現，這是因為

我們將大量需要先運算的資料，以此論文分散

式的方式來儲存，並且套用了分析機制框架。 
 

6. 結論 

本文發展是規劃行程工具，是依旅客行為

模式來達成個人行程規劃，快速整合旅遊點限

制、飲食偏好、以及交通替代方案，以滿足目

前個人與深度旅遊需求。如圖 810顯示之商業

模式，本系統可協助旅客動態規劃其個人旅遊

行程，旅行社可代訂與廣告服務之收益，手機

版本可接收行程狀況與動態交通資訊，系統營

運者可依回傳狀況發送特定資訊或廣告至特

定族群，可以是 B2C，亦可以 B2B。過去執行

狀況有 

(1). 提供旅行社執行個人客製化旅遊規

劃與代訂服務。 

(2). 參與法國 Living Lab實驗，運用在

法國巴黎團客領隊與團客間溝通。 

圖 10：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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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以下一個簡單例子說明操作方法，茲分述如下 

(1). 連上系統第一步選擇日期、人數、交通工

具與出發城市，畫面如下 

(2). 選擇景點，可以查詢景點與景點說明，畫

面如下 

  
(3). 景點新增與刪除，畫面如下 (4). 行程表刪改，畫面如下 

  
(5). 完成後會顯示消費明細，畫面如下  

 

 

 

 

附件 2 

以下一個簡單有三天初始行程規劃之例子說明，茲分述如下 

使用者輸入三天日期與欲前往景點與飯店，旅遊景點與初始行程規劃如下 

 時間：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景點：飯店 1、景點 1、景點 2、景點 3、景點 4、飯店 2、景點 5、景點 6、景點 7、景點 8、

飯店 3、景點 9、景點 10、景點 11、景點 12 

 初始行程規劃 

 先依飯店距離從近到遠排列，得到結果是依序是飯店 1→飯店 2→飯店 3，分別代表第

一天、第二天與第三天 

 將每景點歸類到最近飯店，歸類條件就是該景點與飯店間之旅運時間，得出結果為 

 第一天(飯店 1)：景點 2、景點 5、景點 6、景點 10 與飯店 1 旅運時間比與飯店

2與飯店 3旅運時間還短，故歸類到第一天。 

 第二天(飯店 2)：景點 1、景點 3、景點 7、景點 9、景點 11 與飯店 2 旅運時間

比與飯店 1 與飯店 3旅運時間還短，故歸類到第二天。 

 第三天(飯店 3)：景點 4、景點 8、景點 12與飯店 3旅運時間比與飯店 1與飯店

2旅運時間還短，故歸類到第二天。 



 每層上之景點是否有未符合開放時間者，那就移往不同層，得出結果為 

 假設第一天景點 10在第一天不開放，那麼就將景點 10移到第二天 

 假設第二天景點 3與景點 11在第二天不開放，那將兩景點移往第三天 

 得出結果 

 第一天(飯店 1)：景點 2、景點 5、景點 6。 

 第二天(飯店 2)：景點 1、景點 7、景點 9、景點 10。 

 第三天(飯店 3)：景點 3、景點 4、景點 8、景點 11、景點 12 

 

 

附件 3 

以下一個簡單有兩天行程更新與調整之例子說明，茲分述如下 

 初始行程：由初始行程規劃排出之結果如下 

 禮拜一(Cluster_1)：旅館 1、景點 1、景點 2、景點 3 

 禮拜二(Cluster_2)：旅館 2、景點 4；景點 5、景點 6 

 行程更新與調整步驟 

 針對禮拜一景點 1放在禮拜一比較好還是放在禮拜二比較好 

 放在禮拜一得分計算 

景點 1放在禮拜一行程效益值 函數值計算 權重 

aj1(景點 1，禮拜一行程) aj1=某一常數-重複數=3-3 = 0 1 

aj2(景點 1，禮拜一行程) aj2=某一常數/最近距離=3/1=3 2 

aj3(景點 1，禮拜一行程) aj3=某一常數/最短旅運時間

=3/1.5=2 

2 

aj4(景點 1，禮拜一行程) aj4=某一常數/衝突時間=3/3=1 3 

aj5(景點 1，禮拜一行程) aj5= 1 10 

SUM11=01+32+22+13+110=23 

 

 放在禮拜二得分計算 

景點 1放在禮拜二行程效益值 函數值計算 權重 

aj1(景點 1，禮拜二行程) aj1=某一常數-重複數=3-0 = 3 1 

aj2(景點 1，禮拜二行程) aj2=某一常數/最近距離=3/1=3 2 

aj3(景點 1，禮拜二行程) aj3=某一常數/最短旅運時間=3/3=1 2 

aj4(景點 1，禮拜二行程) aj4=某一常數/衝突時間=3/3=1 3 

aj5(景點 1，禮拜二行程) aj5= 1 10 

SUM12=31+32+12+13+110=24 

 

 新行程 

 禮拜一(Cluster_1)：旅館 1、景點 2、景點 3 

 禮拜二(Cluster_2)：旅館 2、景點 1、景點 4；景點 5、景點 6 

 針對禮拜一景點 2放在禮拜一比較好還是放在禮拜二比較好 

 放在禮拜一得分計算 

景點 2放在禮拜一行程效益值 函數值計算 權重 

aj1(景點 2，禮拜一行程) 1 1 

aj2(景點 2，禮拜一行程) 1 2 

aj3(景點 2，禮拜一行程) 6 2 

aj4(景點 2，禮拜一行程) 3 3 

aj5(景點 2，禮拜一行程) 1 10 

SUM21=34 

 

 放在禮拜二得分計算 



景點 2放在禮拜二行程效益值 函數值計算 權重 

aj1(景點 2，禮拜二行程) 1 1 

aj2(景點 2，禮拜二行程) 3 2 

aj3(景點 2，禮拜二行程) 1 2 

aj4(景點 2，禮拜二行程) 1 3 

aj5(景點 2，禮拜二行程) 0 10 

SUM22=12 

 新行程 

 禮拜一(Cluster_1)：旅館 1、景點 2、景點 3 

 禮拜二(Cluster_2)：旅館 2、景點 1、景點 4、景點 5、景點 6 

 針對禮拜一景點 3放在禮拜一比較好還是放在禮拜二比較好 

 禮拜一(Cluster_1)：旅館 1、景點 2、景點 3 

 禮拜二(Cluster_2)：旅館 2、景點 1、景點 4、景點 5、景點 6 

 針對禮拜二景點 1放在禮拜一比較好還是放在禮拜二比較好 

 禮拜一(Cluster_1)：旅館 1、景點 2、景點 3 

 禮拜二(Cluster_2)：旅館 2、景點 1、景點 4、景點 5、景點 6 

 針對禮拜二景點 4放在禮拜一比較好還是放在禮拜二比較好 

 禮拜一(Cluster_1)：旅館 1、景點 2、景點 3、景點 4 

 禮拜二(Cluster_2)：旅館 2、景點 1、景點 5、景點 6 

 針對禮拜二景點 5放在禮拜一比較好還是放在禮拜二比較好 

 禮拜一(Cluster_1)：旅館 1、景點 2、景點 3、景點 4 

 禮拜二(Cluster_2)：旅館 2、景點 1、景點 5、景點 6 

 針對禮拜二景點 6放在禮拜一比較好還是放在禮拜二比較好 

 禮拜一(Cluster_1)：旅館 1、景點 2、景點 3、景點 4 

 禮拜二(Cluster_2)：旅館 2、景點 1、景點 5、景點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