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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交通行政 
科 目：運輸經濟學概要 
 
一、試繪圖說明為何「完全競爭市場」在長期之下最具經濟效率？為何「獨占市場」會有效率損

失？（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容易: ★ 
《破題關鍵》本題為傳統經濟學之市場模型，同學可以依據經濟原理與模型畫圖作答即可。 

【擬答】 

「完全競爭市場」在長期之下最具經濟效率說明 
完全競爭市場（perfect competition）定義：一種特定的市場型態，市場中有許多的生產者

銷售同質的商品（或服務），進入市場是件相當容易的事情，沒有任何廠商或消費者可以

控制商品（或服務）的價格，另外，便是資源間的轉換是相對容易地，多數的農產品市場

都具有該類市場的特徵。 
市場特性：當生產者與消費者眾多，所以消費者個人與廠商均是價格的接受者。因此會由

所有的廠商形成的產業共同決定價格與產量。而消費者與廠商本身均只能接受其價格。廠

商所生產的商品品質均相同，消費者不需選擇特定廠商所生產的商品。生產者可以隨意進

出市場，對廠商而言不會有超額利潤。對生產者與消費者而言，市場裡的所有的資訊都是

完全流通的，因此掌握價格資訊以決定生產與消費。(如圖) 
市場均衡價格決定：當市場為完全開放，任何人均可以自由加入時，該市場屬於完全競爭

市場，該市場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可以試繪圖如下圖所示，其均衡價格為 P*，均衡數量為

Q*。假定該市場有許多家廠商時，會先由整個產業市場之市場需求與供給曲線決定均衡價

格（P*）與均衡數量（Q*）後，其他任何個別廠商經過整體競爭後，都會在其平均成本的

最低點時生產，而在此時的價格 P* = AR = MR = AC = MC。由於完全競爭市場的長期均衡

中，任何廠商都不會有超額利潤，此即為長期之下最具經濟效率。 

 
完全競爭市場圖 

「獨占市場」效率損失說明 
獨占市場（monopoly）定義：為市場型態的一種，市場中只有一個商品（或服務）的生產

者存在，在本市場中。只有一家賣方，產品沒有相近的替代品，而且加入這個行業的途徑，

幾乎被完全被封鎖，外人沒有機會加入該市場。 
市場特性：由於只有一家廠商獨佔整個產業，其中並沒有產業與廠商的區分，換言之，產

業等於廠商，而該廠商便代表整個產業。獨占者同時扮演兩種角色，即廠商與產業的角色，

對廠商來說，廠商需要單獨面對整個產業的需求曲線，因此廠商面對的便是一條向右逐漸

下降的需求曲線（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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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市場圖 

獨占市場均衡：若我們假設廠商的利潤等於總收入減去總支出，以數學式表示如下： 
π＝TR－TC 
為使 π為最大，有兩條件必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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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部份產業需龐大（固定）投資且具備規模經濟特性，如運輸事業又常被稱為自然獨占

（natural monopoly）使得獨占廠商本身即為產業，相較於完全競爭市場其經濟效率明顯損

失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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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某一產品在產地 A 生產，並銷售至市場 B。產地 A 之供給函數為：Q = 1,000 Ps；市場 B 的

需求函數為：Q = 10,000 – 1,000 Pd。其中，Q 為供給量或需求量、Ps 為產地的價格、Pd 為

市場的價格。試推導 A、B 間運輸的需求函數。（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容易: ★ 
《破題關鍵》命題老師並沒有給 AB 兩地間運輸費用計算說明，爰同學可以自行假設喜歡的變數

加入題目中自行依據個人假設進行演算與作答即可。 

【擬答】 

因本題並未有 AB 兩地間運輸費用之說明爰可以自行假設舉例如下: 
假設產地 A 與市場 B 很近，近到可以免收運費，亦即運費趨近於 0 或是免運費時 
供給函數為：Q = 1,000 Ps。 
需求函數為：Q = 10,000 – 1,000 Pd。令供給函數等於需求函數 
 Q = 1,000 Ps = 10,000–1,000 Pd  1,000 Ps = 10,000–1,000 Pd 
1,000 Ps +1,000 Pd = 10,000 ∵同一市場∴Ps=Pd 2,000 P = 10,000 P = 5 代回需求曲線 Q= 
5,000。 

假設該商品於 A 生產並銷售至 B。運費係採距離費率制度，假設每單位里程運費率固定不變

為 t，假設 A 至 B 地距離為 K 公里。 
供給函數為：Q = 1,000 Ps Ps= Q / 1,000。 
商品運送數量為 Q 其商品運費即為運送距離(K)與單位里程費率(t)的乘積單位運費為

tK以重量計算總運費總運費為 tKQ運費與商品價格總和為 Ps+ tKQ 且全數反映於商

品價格上Ps’ =Ps+ tKQ 
市場 B 的需求函數為：Q = 10,000–1,000 Pd Q = 10,000–1,000 Pd  1,000 Pd = 10,000–Q  
 Pd = 10-Q/1,000。令供給函數等於需求函數 Pd = 10-Q/1,000 = Ps’ = Ps+ tKQ 
Pd = 10-Q/1,000 = Ps’= Ps+ tKQ∵同一市場∴Ps’=Pd 10-Q/1,000 = Ps+ tKQ 
 10= Ps+ tKQ + Q/1,000  
 10- Ps = tKQ + Q/1,000= Q(tK+0.001) 
 Ps= 10- Q(tK+0.001) 

假設該商品於 A 生產並銷售至 B。運費計收係採重量(數量)計費，即運費與運送數量(或重量)
成正比假設運費率為 T%。 
供給函數為：Q = 1,000 Ps Ps= Q / 1,000。 
商品運送數量為 Q，假設運費率為 0.0T 運費為 0.0QT運費與商品價格總和為 Ps+ 

0.0QT 且全數反映於商品價格上Ps’ =Ps+ 0.0QT 
市場 B 的需求函數為：Q = 10,000–1,000 Pd Q = 10,000–1,000 Pd  1,000 Pd = 10,000–Q  
 Pd = 10-Q/1,000。令供給函數等於需求函數 Pd = 10-Q/1,000 = Ps’ =Ps+ 0.0QT 
Pd = 10-Q/1,000 = Ps+ 0.0QT∵同一市場∴Ps’=Pd 10-Q/1,000 = Ps+ 0.0QT 
 10= Ps+ 0.0QT + Q/1,000  
 10- Ps = 0.0QT + Q/1,000= Q(0.0T+0.001) 
 Ps= 10- Q(0.0T+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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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分析那一種運輸系統比較適合採用遞遠遞減的費率結構？那一種運輸系統比較適合採用遞

遠遞增的費率結構？為什麼？（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容易: ★ 
《破題關鍵》本題為傳統運輸學或運輸經濟之考點，同學可以盡量以運輸實務進行作答即可。 

【擬答】 

遞遠遞減費率制度（Tapering rate system）：隨著運送距離增加，單位里程費率減少。又可以

分成以下兩種，分級直捷法與分段累計法： 
分級直捷法：依照運送距離分級，費率為運送距離與各級單位費率的乘積。 
分段累計法為上式的改良法，係依照運送距離分段，每段適用不同費率。 

距離費率表 

 分級標準 單位費率 

搭乘里程 100 公里（不含）以下 N.T.$ 2 元/公里 

100 － 300 公里（不含）以內 N.T.$ 1.5 元 / 公里 

300 公里以上 N.T.$ 1 元 / 公里 

舉例說明如下：若假設某乘客搭乘該運具里程為 140 公里。 
分級直捷法：其運費為運送距離與各級單位費率的乘積，140 公里查表屬於 1.5(元 / 公

里)，直接將 140 公里(運送里程) x 1.5(費率，元/公里) = 210 元。 
分段累計法：係依運送距離分段(每段適用不同費率)。140 公里= 100 公里 + 40 公里，

前 100 公里單位費率查表為每公里 2 元，後 40 公里查表屬於 1.5(元 / 公里) 其運費為

100 公里 x 2(元/公里) +40 公里 x 1.5(元/公里) =200+ 60 = 260。 
運輸實務應用：目前國外鐵路經營業者，為鼓勵旅客使用鐵路運輸工具進行長途旅行，增

加其客運收入，多會採取此類遞遠遞減費率之制度，以增加其營業收入。 
遞遠遞增的費率結構： 
制度說明：本制恰與遞遠遞減費率制度相反係隨著收入(或使用量)增加，其單位費率反而

增加。如我國所得稅法第 5 條第 2 項：「對於(個人綜合所得稅)及累進稅率如下：一、全

年綜合所得淨額在 52 萬元以下者，課徵百分之五。二、超過 52 萬元至 117 萬元者，課徵

2 萬 6 千元，加超過 52 萬元部分之百分之十二。三、超過 117 萬元至 235 萬元者，課徵 10
萬零 4 千元，加超過 117 萬元部分之百分之二十。四、超過 235 萬元至 440 萬元者，課徵

34 萬元，加超過 235 萬元部分之百分之三十。五、超過 440 萬元者，課徵 95 萬 5 千元，

加超過 440 萬元部分之百分之四十」。所得稅法第 5 條第 2 項此類對於個人全年綜合所得

稅採累進稅率之設計（費率如下表），即可針對國內具有較高收入之高所得者課徵較高費

率之所得稅，較低所得者課徵較低費率之所得稅。 
綜合所得稅課稅級距與稅費表 

 綜合所得稅課稅級距 稅額與單位費率 

全年綜合所得

淨額(I) 

累積停車時間 

0 萬元~52 萬元 5% 

52 萬元~117 萬元 2.6 萬+(I-52 萬元)x 12% 

117 萬.1 元~235 萬元 10.04 萬+(I-117 萬元)x 20% 

235 萬.1 元 440 萬元 34 萬+(I-235 萬元)x 30% 

440 萬.1 元~  95.5 萬+(I-440 萬元)x 40% 

運輸實務應用：目前於運輸實務應用者，為都市路邊停車格採累進費率之制度，例如臺北市

停車管理工程處目前所實施之公有路邊停車格之累進費率制，其累進費率制費率(甲類)可以

表示如下表，舉例如第 1 小時費率 30 元/時，第 2 小時費率增至 40 元/時等，依此類推。此

類「停車時間愈久，每小時費率愈高」的停車收費模式，適用於停車需求殷切之路段或地區，

提高路邊停車格車位利用率。 
臺北市政府累進費率制費率表(甲類) 

 分級標準 單位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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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停車時間 第 1 小時 N.T.30 元/小時 

第 2~3 小時 N.T.40 元/小時 

第 4~5 小時 N.T.50 元/小時 

第 6 小時以上 N.T.60 元/小時 

資料來源：韓新（2019），運輸經濟學上課講義，未出版，臺北市與韓新（2020），運輸經濟學總複習

講義，未出版，臺北市。 

 
四、試繪圖說明定額補貼（Lump-sumsubsidy）、從量補貼（Ad volume subsidy）及價格補貼

（Price subsidy）對獨占市場之價格、數量及廠商利潤之影響。（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中等難度: ★★ 
《破題關鍵》本題命題知能為傳統經濟分析之理論重點模型，考題對於相關經濟理論模型掌握較

佳的同學會比較容易下筆作答，本題作答可以參考 92 年高考第二試財政學之「請比較分析對獨占

廠商課徵從量稅和利潤稅，對其產量和價格的影響」，將補貼思考成負的稅賦進行作答即可。 

【擬答】 

設若存在一獨占市場，其補貼前若係採邊際成本定價法為例討論如下: 補貼前，廠商係以其邊

際成本作為市場上商品的價格，其特性為 P=MC，設其與需求曲線相交決定相價格為（P）且產

量為（Q）(如圖) 。 

 
 
定額補貼（Lump-sum subsidy）：現假設該廠商可以根據其生產規模獲致一定金額之補貼，

即定額補貼，發現該廠商無論其產量多寡，均能獲得定額補貼時，AC 下降 MC 不變：因為

MC 不變故價格（P）與產量（Q）均不變：此時該業者利潤(π)將由虧損[（AC － 

P1）•Q1）]轉成有盈餘[（P － AC’）•Q1]的狀態(如圖)。 

 
從量補貼（Ad volume subsidy）：現假設該廠商可以根據其生產量獲致與生產量同比例之補

貼時，即採所謂的從量補貼時，發現該廠商的每一單位產量均能獲致一定額之補貼，換言之，

其 AC 與 MC 皆下降：由於 MC 下降，其價格將由 P1 → P2；產量也同步由 Q1 → Q2：我們

可以發現其價格降低，且產量會增加，此時，消費者剩餘會增加(如圖)，此外，由圖可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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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該廠商利潤(π)是否虧損需視實際 MC 與 AR 之交點是否處於規模經濟處而定。 

 
價格補貼（Price subsidy）：現假設該廠商可以根據其生產量與價格獲致一定比例之補貼時，

即採所謂的價格補貼時，換言之，其 AC 與 MC 皆下降：由於 MC 下降，其價格將由 P1 → 
P2；產量也同步由 Q1 → Q2：我們可以發現其價格降低，且產量會增加 (圖略)，此外，由圖

可以發現該廠商是否虧損，需視實際 MC 與 AR 之交點是否處於規模經濟處而定。 
資料來源：韓新（2019），運輸經濟學上課講義，未出版，臺北市與韓新（2020），運輸經濟學總複習

講義，未出版，臺北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