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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地區便利商店普及化，時常在各角落可以看到便利商店，想

了解如何選址，以避免與相同性質的店家除競爭並且增加獲利之機會，店

家的位置就成為了很重要的因素。 

本文使用 QGIS 軟體分析地區人口的分布及交通等地理位置，藉

以了解便利商店佈店的情況。本研究內容於針對原台中市八個行政區

之便利商店於民國 105 年的分佈加以蒐集資料，製作地理資訊。其中

研究對象包含 7-11、全家、OK 及萊爾富等國內四大便利商店。 

藉由地理資訊呈現便利商店(7-11、全家、萊爾富、OK)及人口之

分佈，分析其關聯性及分佈特性。分析內容包含八個行政區四大便利

商店的分佈數量、密度與人口分佈的關係。另外，本研究亦利用

Google Earth 測量路寬，藉以分析四家便利商店分佈所在之道路與路

寬的特性。 

  

關鍵字：QGIS 、便利商店、路寬、人口、原台中市、Googl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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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台灣隨著商業型態的改變帶來的是配合人性化的「便利商店」。這種零

售業的創立漸漸地取代古早的柑仔店。在現代化社會中，形成在台灣一種不

可或缺的零售新勢力。對於人口密度高的都會區，便利商店是一個非常方便

的商業熱點，隨時提供人們基本的食衣住行所需。然而在享受它便利的同

時，不禁感到訝異─它到底是如何橫掃台灣的零售市場？便利商店服務之多

元性還提供許多便利服務，舉凡儲值悠遊卡、繳交所得稅、水電費、停車

費、代訂票、到店取貨付款，甚至是預購年菜、節慶商品，樣樣俱全，還有

宅急便配送服務，儼然已成為一個提供全方位服務的萬能便利商店。本專題

主要內容在於分析整理出台灣四大便利商店分布與人口分布和路寬的特性，

研究範圍選擇原台中市區域，民國 105 年便利商店地址資源，使用 QGIS 及

輔助分析軟體製作地理資訊，進行空間分析。 

 

1.2研究目的 

台灣地區便利商店普及化，時常在各角落都可以看到便利商店的蹤跡，為了

想了解如何與相同性質的店家分佈排除競爭並且增加獲利之機會。店家的位置就

成為了很重要的因素；而本團隊使用 QGIS 分析地區人口的分布、路寬及交通等

位置，了解便利商店分佈的特性與人口及路寬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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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文獻回顧與探討  

以下為針對本研究所蒐集之文獻資料: 

 

1.3.1  關於四大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 (譬如：7-11、全家、OK、萊爾富) 彼此競爭的非常激烈，每

一家便利商店都想先找到適合便利商店之區位，確立最好的商機，因為影響

便利商店成功的關鍵因素即是「區位」。利用 QGIS 給出相關圖資，並且進

一步的整理出與便利商店相關的重要指標，以利於決策者做展店決策時之參

考。本文旨在探討這些指標與便利商店的關聯性的重要問題。 

 

圖 1.1 四大超商數量分布圖(105 年) 

 

圖 1.1 為 2016 年資料[4]，指出在全台灣四大便利商店佔有的比例圖。由圖

可知 7-11 為最多間數，佔了 52%，其他依序為全家(32%)、OK(9%)及萊爾

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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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四大超商於各行政區數量長條圖 

 
由於本研究針對原台中市八個行政區分析便利商店資料，因此根據 2016 年收集

之資料將四大便利商店數量對應於八個行政區的長條圖繪於圖 1.2。由圖 1.2 可知

除了中區的全家店數略多於 7-11，其他行政區均以 7-11 店數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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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原台中市地理位置介紹 

原台中市位於臺灣中部。與周邊相對的地理位置上，北與苗栗縣、新竹

縣接壤，南與彰化縣、南投縣為鄰(如圖 1.3)，東隔中央山脈與花蓮縣相鄰，

東北有中央山脈和雪山山脈之分水嶺毗鄰宜蘭縣，西望臺灣海峽面臨。總面

積約 163 平方公里，設籍人口約 114 萬人。以下介紹其交通、氣候、溪流及

區界[3]。 

交通: 原臺中市中心區域的道路規劃呈蜘蛛網狀分布，由數條放射狀的連外    

幹道及環狀幹道所組成的，自中區界線五權路放射出去。臺中火車站

附近的舊市區街道路網，大致上呈棋盤狀。 

            原臺中市與週邊的衛星城市構成臺中都會區，市區的交通流量十分龐

大，再加上該市汽車擁有率高居全國前三名。  

            大眾運輸部分，目前臺中市有許多條市公車路線以及臺中市公共自行

車租賃系統（iBike）正在營運中，而台中捷運綠線與紅線（臺鐵捷運 

化）正在興建中，尚有其它捷運、iBike 站點正在規劃與建構中。 

氣候: 原臺中市各轄區大都為副熱帶氣候，地處於臺灣中西部，受中央山脈

群保護因而遭受颱風的影響相對減低了許多。 

區界: 原臺中市政府對於市政規劃的發展，分為中區、西區、南區、北區、

東區、西屯區、南屯區、北屯區(如圖 1.4)，共八區在調整後每區的人

口約在一萬八至三十萬以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97%E6%A0%97%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AB%B9%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AB%B9%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D%B0%E5%8C%96%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8A%95%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5%B1%B1%E8%84%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A%B1%E8%93%AE%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AA%E5%B1%B1%E5%B1%B1%E8%84%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C%E8%98%AD%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6%B5%B7%E5%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6%E7%B1%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6%E7%B1%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6%AC%8A%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4%B8%AD%E9%83%BD%E6%9C%83%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4%B8%AD%E5%B8%82%E5%85%AC%E8%BB%8A%E8%B7%AF%E7%B7%9A%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4%B8%AD%E5%B8%82%E5%85%AC%E5%85%B1%E8%87%AA%E8%A1%8C%E8%BB%8A%E7%A7%9F%E8%B3%83%E7%B3%BB%E7%B5%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4%B8%AD%E5%B8%82%E5%85%AC%E5%85%B1%E8%87%AA%E8%A1%8C%E8%BB%8A%E7%A7%9F%E8%B3%83%E7%B3%BB%E7%B5%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4%B8%AD%E6%8D%B7%E9%81%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4%B8%AD%E6%8D%B7%E9%81%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4%B8%AD%E6%8D%B7%E9%81%8B%E7%B4%85%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4%B8%AD%E9%83%BD%E6%9C%83%E5%8D%80%E9%90%B5%E8%B7%AF%E9%AB%98%E6%9E%B6%E6%8D%B7%E9%81%8B%E5%8C%96%E8%A8%88%E7%95%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4%B8%AD%E9%83%BD%E6%9C%83%E5%8D%80%E9%90%B5%E8%B7%AF%E9%AB%98%E6%9E%B6%E6%8D%B7%E9%81%8B%E5%8C%96%E8%A8%88%E7%95%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5%B1%B1%E8%84%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5%B1%B1%E8%84%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4%B8%AD%E5%B8%82%E6%94%BF%E5%BA%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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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原台中市地理位置(摘自網路) 

 

 

 

圖 1.4 原台中市行政區圖例(摘自網路-樂愛生活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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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原台中市人口數、面積與人口密度 

表 1 原台中市人口數  

區名 面積（km²） 人口數 人口密度（人/km²） 

原臺中市 163.4256 1,141,638 6,985.67 

中區 0.8803 18,748 21,297.29 

東區 9.2855 75,357 8,115.56 

南區 6.8101 123,284 18,103.11 

西區 5.7042 115,658 20,275.94 

北區 6.9376 147,527 21,264.85 

北屯區 62.7034 270,191 4,309.03 

西屯區 39.8467 224,313 5,629.40 

南屯區 31.2578 166,560 5,328.59 

                  * 資料時間：2016 年 11 月；來源：臺中市政府民政局[7] 

本研究擬分析便利商店與人口之關係，因此於台中市政府民政局網站收集人

口資料如表 1，截至 2016 年之原台中市人口總數約有 114 萬人。將表 1 人口之資

料繪於圖 1.5 圓餅圖。由圖 1.5 可知北屯區之人口數最多，中區人口數最少。並進

一步將面積、人口數、人口密度分別繪於圖 1.6 至圖 1.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0_(%E8%87%BA%E4%B8%AD%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5%8D%80_(%E8%87%BA%E4%B8%AD%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8D%80_(%E8%87%BA%E4%B8%AD%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8D%80_(%E8%87%BA%E4%B8%AD%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8D%80_(%E8%87%BA%E4%B8%AD%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B1%AF%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B1%AF%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B1%AF%E5%8D%80
http://www.civil.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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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原台中市八個行政區人口圓餅圖 

 

圖 1.6 是原台中市八個行政區的面積長條圖，其中以北屯區面積最大，其次是西

屯、南屯區，再來是東區、北區、南區、西區及中區。由圖 1.7 市人口數最高的

區為北屯區，其次為西屯區，最低是中區，因面積為最小，但密度最高。由圖

1.8 人口密度公式：人口總數(人)/總面積(km²)計算各行政區的人口密度，亦即由

圖 1.6、圖 1.7 計算結果可得圖 1.8，由圖可知原台中市中區人口密度最高；北區

其次；北屯區最低。 

 

    
圖 1.6 原台中市八區面積長條圖 

中區 

2% 
東區 

6% 

南區 

11% 
西區 

10% 

北區 

13% 
西屯區 

20% 

南屯區 

14% 

北屯區 

24% 

台中八大行政區人口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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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原台中市八區-人口數長條圖 

 

 

 
圖 1.8 原台中市八區-人口密度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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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前人研究 

本團隊發現歷年來有關便利商店的研究報告，通常都是關於顧客滿意度、行

銷手法、經營模式、員工訓練等[6]。 

例如：李偉誠(1999)[11]探討便利商店加盟考量之因素。楊士鋐(2001)[12]分析連

鎖商店經營管理之比較研究，其以在台灣之日本、美國、本土型便利商店為例。賴雨苗

(2001)[13]分析臺灣連鎖便利商店之環境管理現況。潘子惇(2015)[14]探討促銷策

略、服務品質和產品品質對顧客滿意度和顧客忠誠度的影響─以台灣便利商店為

例。林麗芳(2015)[15]研究台北市捷運車站周邊地區便利商店的商業模式。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ty16ER/record?r1=8&h1=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ty16ER/record?r1=8&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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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本章研究方法將分小節介紹本文使用之座標說明、KML 檔說明、研究流程及研究

工具。 

2.1坐標說明 

    由於圖層之建置會根據選取座標而有差異，台灣使用的圖層座標較常見的經緯

度座標有 TWD67、TWD97、WGS84 而使用的座標有 TM2 、TM3、 TM6，以下

將這些名詞說明何謂 TM2、97TM2 與 67TM2 之區別定義?[9] 

大地基準:  TWD67、TWD97、WGS84。 

座標格式: 經緯度、UTM (六度分帶)、TM2 (二度分帶) 、電力座標等。 

TM2:所謂二度分帶就是以經度差二度,以東經 121 度為中央子午線(或稱中央經

線)，橫跨東經 120~122 二度的範圍,正好涵蓋整個台灣島,也和台灣南北狹

長的地形相符。 

TM3:三度分帶是以 121° 為中央經線，適用於 119° 至 122°，台灣和澎湖都屬

於同一投影帶，但台灣西部平原的的比例誤差仍嫌過大，因此這個系統十

分短命。 

TM6:目前世界各國軍用地圖所採用之 UTM 座標系統，即為橫麥卡托投影的一  

種。係將地球沿子午線方向，每隔 6 度切割為一帶，全球共切割為 60 個

投影帶。台灣與澎湖分別位於 UTM 第 51 帶與第 50 帶，此種分帶方法稱

為「6 度分帶」。 

  

http://www.sunriver.com.tw/grid_taipow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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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使用之二度分帶座標系共有 TWD67 與 TWD97 兩種,其差別如下: 

TWD67:是只適用於台灣地區的座標系統，若要與其它國家銜接就會發生問題。 

TWD97:與全球座標系統一致。兩者所採用的基準不同，所以同一地點在兩套  

系統中的座標就不會相同。 

WGS84:通過遍布世界的衛星觀測站觀測到的坐標建立，其精度為 1-2m。1994 

年 1 月 2 日，通過 10 個觀測站在 GPS 測量方法上改正，得到了 WGS84

（G730），G 表示由 GPS 測量得到，730 表示為 GPS 時間第 730 個周。 

由於原台中市圖層是 97TM2，因此選用此程式將原有座標 67TM2 轉成

97TM2。 (67TM2 及 97TM2 為二度分帶。二度分帶顧名思義，是將地表每隔二度

切為一個投影帶，因為切割更細)。 

通過遍布世界的衛星觀測站觀測到的坐標建立，其精度為 1-2m。1994 年 1

月 2 日，通過 10 個觀測站在 GPS 測量方法上改正，得到了 WGS84（G730），G

表示由 GPS 測量得到，730 表示為 GPS 時間第 730 個周。 

表 2 座標說明 

大地基準 經緯度座標 二度分帶座標 

TWD67 
120° 58' 26" 

23° 58' 32" 

247342 

2652336 

TWD97 
120° 58' 55" 

23° 58' 26" 

248172 

265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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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KML檔案說明  

本研究利用 google earth 進行便利商店的路寬測量，採用之方法為利用 QGIS

將資料轉檔為 KML 檔(如圖 2.1)，再將 KML 檔匯入至 Google Earth 中測量路寬。 

 

 
圖 2.1 KML 檔案說明 

 

KML 全稱：Keyhole Markup Language，是語法標準的一種標記語言，採用標

記結構，含有嵌套的元素和屬性。由 Google 旗下的 Keyhole 公司發展並維護，用

來表達地理標記。根據 KML 語言編寫的文件則為 KML 文件，格式同樣採用的

XML 文件格式，應用於 Google 地球相關軟體中（Google Earth，Google Map， 

Google Maps for mobile...），用於顯示地理數據（包括點、線、面、多邊形，多

面體以及模型...）。而現在很多 GIS 相關企業也追隨 Google 開始採用此種格式進

行地理數據的交換。 

KML 文件是種多功能的地理數據格式，在 Google 發展下，它可以將網頁、

圖片、模型..等各種媒體檔案在 Google Earth 作完整的呈現。 

本研究主要利用 Google Earth 套繪便利商店住址之 KML 檔，在辨識店家在

Google Earth 的鄰近通路，再次 Google Earth 測量工具取得寬。此詳細步驟可參考

附錄 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87%E8%AE%B0%E8%AF%AD%E8%A8%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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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流程  

本節主要說明研究流程(如圖 2.2)，以下逐一說明：首先流程(1):評估原台中

市八個行政區與 105 年四大超商分佈範圍。流程(2):蒐集四大超商在原台中市的分

店地址等資料。流程(3):將蒐集的地址利用轉換網址將此轉換為座標。流程(4):利

用 QGIS 建立店家與人口圖資。流程(5):發現座標與地圖不合，並將座標利用網頁

轉換 97TM2 再匯入，並針對錯誤座標重新查詢資料，清楚分析得知台中八大各

區及四大超商的分佈。流程(6):成果分析部份包含，匯出圖表上的成品以及加上

標題、圖例、比例尺和方位。並使用 Google Earth 測量路寬，再進行分析路寬與

四大超商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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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研究流程 

 

 

  

評估研究對象範圍與時間 

收集四大便利商店在台中市各分店地址 

利用各超商地址取得座標 

QGIS建置圖資 

利用QGIS分析出四大超商與原台中市
人口分布之關係 

店家、人口、路寬之關聯分析成果 

(1) 

(2) 

(3) 

(4) 

(5)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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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作分配 

以下為本團隊的分配情形及工作進度甘特圖： 

 

表 3  工作分配表 

工作項目 吳佳璇 江心瑀 莊凱婷 胡美秀 施雅譯 

1.文獻資料收集  S P S S 

2.統整資料 S P S  S 

3.軟體操作 S   P  

4.資料分析 S S S S P 

5.成果撰寫 P S S S S 

P:主要工作人員      S:次要工作人員 

 

本組成員有五人，依工作內容共分為五個工作項目，成員各司其職，在工作

項目中有分主要工作人員與次要工作人員。 

本研究進行時間由 2016 年三月至 2017 年五月，依工作項目進行之時程進度

如圖 2.3 所示。 

 

 

 

  
圖 2.3 本研究之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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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研究工具 

本團隊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列表如下，並於下方個小節逐一說明： 

表 4 開發及應用使用軟體 

名稱 主要用途 

Excel 建立表單資料 

QGIS 建立圖表地理資訊系統 

ShpTrans 座標轉換 

Google Earth 量測路寬 

環境地理資訊系統 地址轉座標 

    

2.5.1  關於 Excel 

         Excel是美國微軟(Microsoft)公司所發展出來的，為目前Windows環境下非常

受歡迎的整合性套裝軟體。本研究首先以Excel整理四大便利商店的地址，然後利

用環境地理資訊系統將其地址轉換成經緯度座標[1]，並將得到的座標轉換成97二

度分帶座標，如圖2.4所示然因篇幅有限，在此僅呈現部分資料，而四大便利商店

的詳細表資料則可參見附錄A。 

 

 
圖 2.4 藉由地址轉換經緯度及 97 二度分帶座標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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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關於 QGIS 

QGIS是一套Open Source的免費軟體，其全名Quantum GIS[2]，此軟體相關的

功能亦包含利用坐標與區界圖統整匯出圖層。QGIS整個介面非常平易近人，加上

一些針對透過已經很成熟的服務資源也都很齊備，所以非常適合初學者學習。可

以使用QGIS檢視、編輯及建立不同向量格式。  

資料的匯出與匯入: 

-匯入 CSV 純文字檔資料及作為圖層瀏覽、匯入 OGC WMS 及 WFS 圖層 

-從 GPS 下載航跡、航線、航點及展示、在 QGIS 建立圖徵，並上傳至 GPS 

-將 shapefiles 匯入至 PostgreSQL/PostGIS 

   跨平台: 

-GNU/Linux、Unix、Mac OS X、Windows XP 作業系統 

核心圖徵: 

-支援影像與向量圖資、數化工具、整合 GRASS GIS 伺服器、延伸附加結構 

-出圖設計(print composer)、支援 Python 語言開發、支援 OGC(WMS, WFS) 

-預覽、空間書籤、識別/選取 圖徵、編輯/檢視 屬性、圖徵文字標籤 

-投影座標即時轉換 

  附加元件: 

-CSV 純文字檔匯入、開啟模組(open modeller)、格網建立器、網路圖徵服務 

-指北針、比例尺、PostGIS 匯入工具、影像幾何校正工具、GPS 工具 

 

圖 2.5 QGIS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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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關於 ShpTrans  

(1) 因為原台中市圖層是 97TM2，因此選用中央研究院提供之 ShpTrans 程式將 

(2)程式說明：針對 SHP 格式之影像檔進行坐標轉換，TM2 (二度分帶)、TM3(三

度分帶)、 UTM (六度分帶) 、蘭勃特投影與經緯度坐標相互間的轉換，可批次大

量處理。 

(3)操作方法：步驟一選擇坐標轉換方式：TM2、TM3、UTM、蘭勃特投影轉經緯 

度或經緯度轉 TM2、TM3、UTM、蘭勃特投影(如圖 2.6) 步驟二選擇欲轉換檔案

之路徑並核取要轉換的 SHP 檔(如圖 2.6)，步驟三執行轉換(如圖 2.6)。 

 
圖 2.6 ShpTrans 向量檔坐標轉換程式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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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關於 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 是一款 Google 公司開發的虛擬地球儀軟體(如圖 2.7) 它把衛星相

片、航空照相和 GIS 佈置在一個地球的三維模型上，支援多種作業系統平台。 

圖層包含:地理資訊、道路、交通、公共運輸、社群設施、3D 建築、街景視

圖、邊界、地名、氣象圖片庫、海洋等……。 

圖 2.7 Google Earth 

 

https://zh.wikipedia.org/wiki/Google%E5%85%AC%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9%9B%E6%93%AC%E5%9C%B0%E7%90%83%E5%84%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9%9B%E6%93%AC%E5%9C%B0%E7%90%83%E5%84%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B%E6%98%9F%E7%85%A7%E7%89%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B%E6%98%9F%E7%85%A7%E7%89%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AA%E7%A9%BA%E7%85%A7%E7%9B%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90%86%E4%BF%A1%E6%81%AF%E7%B3%BB%E7%B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90%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7%B6%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7%B6%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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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環境地理資訊系統 

 
環境地理資訊系統是環保署建置得網站，此網站提供之功能之一可將大量的

地址資料利用批次轉換，可以直接求得 97TM2。其操作過程如下: 

本研究將收集好的地址資料彙整到 Excel，轉檔成 CSV，利用此網站批次進

行大量資料轉換。 

 

圖 2.8 利用「環境地理資訊系統」-使用地址批次轉換 97T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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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轉換後，有些地址無法求得，利用此網頁的單一功能利用經緯度一一轉

換。將點轉換座標下的輸入坐標系統更改為 WGS84(座標系統)後貼上，再來就複

製我們所需商店的經、緯度座標，圖 2.9 為商店範例。將經、緯度輸入經緯度後

會有轉換結果，地圖會顯示出該商店的標誌圖如下: 

 

 
圖 2.9  利用「環境地理資訊系統」-使用單點地址轉換 97TM2 

  



-22- 

 

第三章  結果與討論 

3.1  便利商店分布情形 

以下為原台中市與四大超商分佈圖(分別為圖 3.1、圖 3.2、圖 3.3、圖 3.4)。

又以 7-11 為例分為原台中八區分佈圖(圖 3.5)，以不同顏色的點區隔區域，由圖

可看出其點位分佈，在外圍屯區的部分有較少的分佈。最後將四大超商整合圖(圖

3.6)，OK 超商為紫色、萊爾富為藍色、全家為綠色、7-11 為紅色的點做為區分。 

圖 3.1 台中八大行政區 7-11 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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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台中八大行政區全家分布圖 

 

圖 3.3 台中八大行政區 OK 超商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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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台中八大行政區萊爾富分布圖 

 

 

圖 3.5 原台中各區 7-11 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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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原台中四大超商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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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口與超商間數的關聯性 

 本研究將原台中市行政區的人口數與便利商店的數量同時繪圖，藉以觀察它

們之關聯性。圖 3.7 至圖 3.10 分別繪出 7-11、全家、OK 及萊爾富的相關圖。 

由圖可看出 7-11 的間數與人口數相關性顯著，而 OK 的顯著性較低。此可進

一步以無因次化的關係分析之。由圖 3.7 可知間數西屯區最多，東區最少；人口

數北屯區最多，中區最少。由圖 3.8 可知間數西屯區最多，東區最少；人口數北

屯區最多，中區最少。由圖 3.9 可知間數北區最多，東區最少；人口數北屯區最

多，中區最少。由圖 3.10 可知間數西屯區最多，中區最少；人口數北屯區最多，

中區最少。 

 

 
圖 3.7 7-11 原台中市八區之間數對應人口數之折線圖 

 

 
圖 3.8 全家原台中市八區之間數對應人口數之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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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OK 原台中市八區之間數對應人口數之折線圖 

 

 

 
圖 3.10 萊爾富原台中市八區之間數對應人口數之折線圖 

 

 

為了研究便利商店與人口數在八個行政區的趨勢相關性，所以本團隊製作了正規

化的折線圖，讓各超商人口數與間數的比較更為明顯。以下圖 3.11 至圖 3.14。 

 

圖 3.11 7-11原台中市八區之間數對應人口數之正規化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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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全家原台中市八區之間數對應人口數之正規化折線圖 

 

圖 3.13 OK原台中市八區之間數對應人口數之正規化折線圖 

 

圖 3.14 萊爾富原台中市八區之間數對應人口數之正規化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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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超商與路寬的特性分析 

路寬是影響車輛行人流動的因素之一，便利商店為了有足夠的來客量，在停

車空間及行人聚集方面的考量，會選擇適當的街道地點。因此本研究試圖分析路

寬與超商店家數量的關係。由 Google Earth 套繪店家的 KML 檔，在 Google Earth

上使用測量工具測量店家旁的路寬。先以 7-11 為目標來分析其對應的路寬，發現

其在中區的所在路寬在 5~10 米、10~15 米、15~20 米、及 20~25 米的數量差不

多，屬於比較均勻的結構，這也意味著在中區可以選擇的道路寬度並非生產考量

因素，有可能因中區的道路是屬較早起的道路與選擇的變化性並不大。而東區則

明顯以 15~20 米的數量較多；西區以 20~25 米較多；而東區則明顯以 15~20 米的

數量較多；南區較平均，西屯區以 15~20 米最多，但 5~10 米及 10~15 的數量也

不少。南屯區與北屯區均以 10~15 米及 15~20 米為主。以 7-11 而言，八個行政區

10~15 米為主的有北區、南屯區及北屯區三個區；15~20 米為主則有中區、西屯

區及東區三個區；20~25 米為主則有南區及西區兩個區。 

在此以五公尺為路寬級距並統計相對應四大超商的店家數量，整理繪於圖

3.11 至圖 3.18。圖 3.11 所示中區因面積較小，所擁有的間數最少，路寬最寬也只

有 30~35 公尺；圖 3.12 顯示東區在所有便利超商中萊爾富間數最少，路寬最為平

均，分布在 15~30 米之間；圖 3.13 說明西區便利商店最多的是 7-11，但可以看出

其他超商數平均路寬介於 5~20 米之間；圖 3.14 顯示北區的路寬最高的為 10~15

米而 7-11 店家數超過 15 家以上，表示該區域的 7-11 分布非常多，而於路寬

10~25 米之間 OK 與萊爾富展店數所占成數明顯高於其餘各區，可顯示此區應在

於市郊區；圖 3.15 指出南區的全家跟 7-11 大致上不分軒輊，凸顯出全家在南區

的重要性；圖 3.16 可知西屯區可發現家拓點在 0-10 公尺的地區全家展店數明顯

高於 7-11，由此可見全家於狹小巷弄得喜愛度大於 7-11，由此圖也可見此區各家

便利商店數也明顯大於其他各區，可表示此區人口活動密度大於其餘各區。又此

區於路寬 35 公尺以上地區也有便利商店展店，應為市政中心重要繁榮地帶；圖

3.17 可看出南屯區可之 7-11 在於 10 米以下道路並無展店企圖，而在此區路寬 20

米以上幾乎無 OK 與萊爾富展店，顯示在於重要交通路段並無與 7-11 及全家競爭

企圖；圖 3.18 顯示北屯區也可再次看出 7-11 於路寬 10 米以下巷弄地區並無展店

目標，但在路寬 30 公尺以上地區重大交通路段只有 7-11 展店，顯示 7-11 在交通

要道之展店企圖高於其餘各家便利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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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超商與路寬的特性，第十一條市區道路車

道寬度規定如下[10]： 

一、汽車道寬度依設計速率訂定，於快速道路者，不得小於三點二五公尺；於主

要道路及次要道路者，不得小於三公尺；於服務道路者，不得小於二點八公尺。 

二、機車道寬度不得小於一點五公尺。 

三、腳踏自行車道寬度不得小於一點二公尺。 

四、公車專用道寬度，不得小於三點二五公尺；於站臺區者，不得小於三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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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四大超商店家數量與路寬統計比較圖(中區) 

 

 

圖 3.16四大超商店家數量與路寬統計比較圖(東區) 

 

 

圖 3.17四大超商店家數量與路寬統計比較圖(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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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四大超商店家數量與路寬統計比較圖(北區) 

 

 

圖 3.19四大超商店家數量與路寬統計比較圖(南區) 

 

 
圖 3.20四大超商店家數量與路寬統計比較圖(西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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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四大超商店家數量與路寬統計比較圖(南屯區) 

 

 
圖 3.22四大超商店家數量與路寬統計比較圖(北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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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南屯區之選地建議分析  

以下為針對南屯區所做的分析: 

由圖可得知南屯區鬧區的便利商店已趨近飽和，但相對的山腳下和工業區的

設點卻不多所以本團隊發現可以在山腳下設置便利商店，讓上山的人可以買個茶

水或便利品，畢竟只要一上山就沒有這些資源了。還有一個地點是工業區，工業

區人口也很多，設置便利商店讓上班族生活更方便。 

 
圖 3.23南屯區便利商店 Google Earth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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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 
本專題主要是利用 EXCEL 統整台中市八大行政區的四大便利商店之地址為

資料，再運用座標轉址工具取得四大便利商店的經度及緯度，再選用向量檔坐標

轉換程式將原有座標 67TM2 轉成 97TM2，進而分析行政區內便利商店數量與人

口的關聯性。此外，可將 QGIS 的經、緯度資料轉換成 KML 檔繪入 Google Earth

上，可標出便利商店的位置，再以量測工具取得便利商店的路寬與人口的關係。 

本文目的在於分析人口數與便利商店店家數的關係及店家數與路寬的關聯性。

由結果可知四大便利商店人口數對應店家數基本上成正相關，除了全家的北屯區

間數與人口落差較大。由圖 3.11 至 3.18 可看出四大便利商店在台中八大行政區

店家數與路寬比較，平均 10 至 25 公尺的路寬為便利商店最多的開設據點，雖然

各便利商店在各行政區所的數量與路寬之對應不盡相同，但在各行政區大致都佔

了很重要的比例，其中 15 至 20 公尺路寬的設點更具繁榮。 但本團隊發現全家

便利商店在 5至 10公尺路寬設點數量高於其它三間便利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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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A:四大超商之地址、店名、及經緯度基本資料 

本團隊利用 Excel 把收集到的資料統整在一起，其中包括 4 大超商的地區、

店名、地址[5]、經緯度。 

 
註:台中市中區 7-11 分佈店家地址 

 

 
註:台中市東區 7-11 分佈店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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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台中市南區 7-11 分佈店家地址 

 

 
註:台中市北區 7-11 分佈店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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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台中市西區 7-11 分佈店家地址 

 

 
註:台中市南屯區 7-11 分佈店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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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台中市北屯區 7-11 分佈店家地址 

 

 
註:台中市西屯區 7-11 分佈店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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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Google Earth 套繪出 KML 測量店家附近路寬之步驟 

 

本團隊使用 Google Earth 測量路寬之步驟如下: 

 

1.先下載 Google Earth，並開啟  

 
 

2.匯入 KML 資料 

 
 

3.匯入 KML 之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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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會出現圖釘樣式，接著輸入正確地址並逐一放大檢視是否有太大誤差

 
 

5.確認正確道路後即測量路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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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使用測量工具 

 
 

7.游標會變成四方型，點選道路實的起點與終點(可設定距離單位) 

 
 

8.得到路寬後，在 Excel 上新增一格欄位，把得到的數據輸入相對應的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