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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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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學概要 

劉奇 老師 

一、航空運輸業推動安全管理系統（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SMS）已多年，國內也開始發展適

用鐵道營運的安全管理系統。請說明 SMS 與以往處理安全的思維有何不同？（9 分）並詳

述 SMS 四大要素（支柱）的內容。（16 分） 
《考題難易》★★★（難易適中） 
《破題關鍵》本題「安全管理系統」係鐵路運輸章節之重要理論，一般考生應有所準備不難作

答；另子題問及 SMS 四大要素（支柱）內容，此與今年鐵特高員級「軌道經營與

管理」科目之「SMS 的 12 要項目標及執行程序」類似，如考生有事先詳加研讀考

古題則不難申論， 惟要求答案架構及論述完整仍難度頗高。 

【擬答】 
 運輸安全管理系統（SMS）之意義及內涵 
近期運輸安全之理念從傳統之「安全宣示」，引進「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之理

論，逐漸演變成「接受風險」及「管理風險」，期能有效降低風險大小，以及在風險形成

時可減少非預期結果的發生。整體而言，「運輸安全管理系統」（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SMS）可定義為「運輸經營者為達成整體運輸安全之目標，採取系統化的方法來有

效地運用各種資源，其充分辨識、分析及衡量各項風險因素，並事先加以有效控制及處

理，以降低運輸系統之事故（或事件）發生率及達成零事故之終極目標」。 
歐盟制訂了一套歐洲標準（European Norm），如 EN 50126、EN 50128 及 EN 50129 等
規範，以「系統性管理」方法，從系統概念設計之初即將安全需求及分析技術融入設計，

並於「系統生命週期」（Life cycle）各階段執行必要之分析、評估、驗證、修改、監測等

工作，以確保從設計、製造到營運乃至於最後報廢的整個生命週期，系統所承受之風險都

維持在可接受的程度。 
 鐵道運輸 SMS 的四大要素（支柱）旨在使鐵道機構達成確保營運安全目標，茲將各四大要

素（支柱）內容說明如下： 
安全政策及目標  
安全政策、目標與資源  

指宣示鐵道營運機構對安全管理之承諾及實施策略，及達成安全目標之方向、所需的資

源等項。 

安全責任與關鍵人員  

指確保高階管理者負起整體安全管理責任，各級人員亦兼負與職務匹配之安全責任。 

緊急應變  

指緊急事件發生時，應迅速啟動緊急應變相關作業，並於作業完成後回饋至一般作業。 

安全文件  

指鐵道安全管理系統的相關程序應予文件化保存、控管。  
安全風險管理  
事件、事故之通報與調查  

指鐵道事故及事件應作通報及後續調查，以找出其根本原因及適當之改善方案，以避免

其再度發生。 

安全風險評估及緩解措施  

指利用風險管理手段，經由執行控制措施等，將安全風險降至可接受範圍內。  

安全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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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系統稽核、審查與績效評估  

指稽核、審查安全管理系統的有效性，訂定安全績效指標評估安全績效。 

變革管理  

指建立並維持一套正式的流程，以檢視主要作業的改變是否影響既有的安全風險、程序

或作業流程。  

.持續改進  

指持續地改善安全管理系統。 

安全提升 
設備管理與作業管理 

指確保鐵道營運機構之營運與維修作業符合安全規定。  

安全教育訓練與適任性管理 

指應制定並維持安全教育訓練計畫，以確保所有人員獲得訓練並可勝任於安全管理系統

中的職責。  

安全資訊傳達與溝通 

指組織應建立並維持一個有效的安全溝通管道，確保所有人員接收到並理解安全資訊。 

二、請說明歧視定價（discriminatory pricing）的意義？（6 分）企業欲實施歧視定價的先決條件

為何？（9 分）試舉一運輸企業為例，說明其如何實施歧視定價。（10 分） 
《考題難易》★★（偏易） 
《破題關鍵》 
本題「歧視定價」（discriminatory pricing）在廣義的合法定義上與「差別定價」（different 

pricing）相近，但如深究有無符合「差別取價」之先決條件來定奪其屬合法或非法行為時，

通常非法的「差別取價」亦可稱為「價格歧視」（price discrimination）。 
本題可視為「差別定價」（different pricing）來作答，其屬運輸學及運輸經濟學之重要理

論，只要考生具有基本觀念即可作答， 惟能否獲高分仍須視考生論述之完整度。 
【擬答】 
歧視定價（discriminatory pricing）的意義  

屬於「差別取價」之一種策略，通常指商品或服務的供給者在向不同的需求者提供相同等

級、相同質量的商品或服務時，在不同需求者之間實行不同的銷售價格或收費標準，如供

給者無正當理由，就同一種商品或服務，向條件相同的需求者收取不同的售價，即構成

「價格歧視」行為。 
企業欲實施「歧視定價」的先決條件 

「歧視定價」策略並不一定明顯造成壟斷市場而減少競爭，或可能係基於該商品或服務之

取得成本不同（如增加進口關稅及運輸費用等）等合理原因，將可使該「差別取價」策略

被正當化。茲將實行「歧視定價」之成功條件包括： 
銷售者在經濟市場中有主導定價之能力、 
銷售者充分了解不同消費者的需求與購買能力、 
不同市場區隔之價格彈性不同。 
試以「民用航空運輸業」為例，說明其實施歧視定價之策略如下： 
發行「早鳥機票」策略 
係引用「早起的鳥兒有蟲吃」之隱喻，亦即「愈早購買者，愈能買到限量優惠票」，來鼓勵

預算有限的學生、背包客或薪水不高的上班族等乘客，儘量及早規劃旅遊行程，若其配置的

優惠票之折扣愈大或數量愈少，常伴隨有搭乘時間的變更次數限制或將收取較高的變更手續

費，此隱含有該運輸服務之取得成本（如風險成本或懲罰成本）較高，其可視為一種合法促

銷行為的「差別取價」策略。 
發行「優惠折扣機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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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航空在不同季節之座位利用率相差不少，故可實施「優惠折扣機票」策略，優惠折

扣機票的折扣成數及數量多寡亦與淡季或旺季、熱門或冷門時段等因素有關。雖看似同樣

商品在不同時間點進行「跨期差別取價」，但其優惠折扣票的數量係依據尖離峰乘載率而

定，且有一定的數量限制，此種定價策略並不會明顯造成壟斷市場而減少競爭，仍可認定

屬於合法促銷行為的「差別取價」策略。 
三、以航空運輸而言，何謂航權？（5 分）「非商業目的」的航權，包含那幾種？另請舉出三種

與「商業目的」有關的航權？請繪圖並說明各航權之意義。（20 分） 

《考題難易》★（簡單） 
《破題關鍵》本題「航權」係運輸學的航空運輸章節之重要理論，而「航權」的分類共有九

種，均源自 1944 年在芝加哥國際民用航空會議共同簽署「芝加哥公約（協定）」

之五大航權，其中前兩項航權為「非商業目的」的航權，後三項航權為「商業目

的」有關的航權，只要考生具有基本觀念即可作答，不難論述完整及條理分明。 
【擬答】 
航權之定義： 
「航權」（Freedoms of the air）又稱為「空中自由」，係為國家主權之一，指政府核准航

空公司之班機無害於其領空或領土上通航或停站營運的權利。 
在不同國家間交換與協商「航權」時，一般採取「對等」之原則，有時候某一國會提出較

高的交換條件或收取補償費以適當保護該國航空企業的權益。而須俟相關國家之民航當局

（或代表機構、團體）商議完成飛航路線、降落場站、飛行班次、使用機種與票價等項目

後，並簽訂協定後方可飛航，此簽訂之協定稱為「航權協定」（Freedom Agreement）。其

中「芝加哥公約（協定）」係在 1944 年於芝加哥國際民用航空會議共同簽署，後來成為各

國間協商航空運輸條款之藍本，原先僅規範五大航權，之後逐漸發展至現今的九種航權。 
所謂「非商業目的」的航權，包含超越領空之航權及技術降落之航權兩種，茲分別說明﹙含

圖示﹚如次： 
超越領空之航權 
簡稱「通過權」，又稱「第一航權」﹙參見下圖﹚，係指由甲國至丙國之航線，必須通過

乙國之領空，而須先得到乙國授予「第一航權」。例如國泰航空來往香港與洛杉磯的飛機

想飛越日本之領空，須先取得日本政府授予「通過權」。 

     
技術降落之航權 
簡稱「停站權」，又稱「第二航權」﹙參見下圖﹚，係指由甲國至丙國路程較遠，必須在

乙國降落加油修護或補充其他補給品始能續飛，此種得在乙國降落加油之航權，即為「第

二航權」。但是根據「第二航權」降落之客貨機，不得在當地裝卸客貨及郵件，故該航權

乃是為「非商業目的」而降落國外機場之航權。 

     
另舉出三種與「商業目的」（如裝卸客、貨或郵件等經營商業權）有關的航權，茲分別說明

﹙含圖示﹚如次： 
卸載權 
又稱「第三航權」﹙參見下圖﹚，係指自甲國至乙國之客貨機，可在乙國降落並卸下客貨

郵件，但回航時不能在乙國裝載客貨郵件。 

     
裝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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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稱「第四航權」﹙參見下圖﹚，係指甲國的航空器得在乙國的航空站降落，並裝載乙國

之客貨郵件回航甲國，但不得將來自甲國之客貨郵件在乙國航空站卸下。但一般而言，國

與國之間針對通航的談判，一般均秉持著「平等互惠」之原則，因此如能談成兩國之間通

航，最基本的就是交換第三及第四航權。 

     
貿易權 
有人稱之為「延遠權」﹐又稱「第五航權」﹙參見下圖﹚，係指甲國的航空器得在乙國的

航空站降落，不但可卸下來甲國之客貨郵件，且得裝載乙國之客貨郵件繼續飛航丙國之航

權。例如中華航空公司假如想經營「臺北-東京-紐約」航線，則臺美間（甲國與丙國間）

須交換的航權除第三及第四航權外，另也包括第五航權；另臺日間（甲國與乙國間）亦須

交換第五航權，亦即「延遠權」 

    
四、請以「雙重惡性循環」觀點，申論提高大眾運輸系統的票價對市場可能產生的影響。（15

分）政府在核准提高票價時宜考慮那些因素？（10 分） 

《考題難易》★（簡單） 
《破題關鍵》 

本題前半子題問及「從雙重惡性循環觀點申論調高票價對大眾運輸市場的影響」，只要考生

具有基本觀念即可作答，應不難發揮。 
本題後半子題考出「政府在核准提高票價時宜考慮那些因素」，其屬運輸學之重要理論課

題，只要考生有充分研讀準備即可論述說明完整。 
【擬答】 
從「雙重惡性循環」觀點申論提高大眾運輸系統的票價對市場可能產生的影響 
早期台灣地區（除北北基外）大眾運輸系統之發展並不順遂，主因地方大眾運輸路線經營

權往往被少數業者長期壟斷，獨占地位導致營運者並不積極提高服務品質，漸漸失去市場

競爭能力，再加上都市結構的更新、變遷，運輸需求亦不斷轉移，如此時業者未能適時對

公車旅次需求調整路網，將更加大幅降低民眾搭乘意願，其大眾運輸使用率低落可見一

斑。 
由於各地大眾運輸往往只剩學生族及少數未持有私人運具者在搭乘，而這些忠實的固定乘

客實無法撐起大眾運輸的營運，當長期造成業者營收短少致虧損不斷擴大，業者更無法提

供良好之大眾運輸服務品質，此時若主管機關同意業者調高票價之請求，雖短期內似可有

效減少業者部分營運虧損，但長期下來亦會使民眾紛紛轉而使用私人運具，此時大眾運輸

系統（如公車）將被鎖入(lock-in)於惡性循環之中。 
政府在核准提高大眾運輸票價時宜考慮之因素 
服務的價值：「服務的價值」為旅客對運輸勞務之「需求程度」，亦是其對運價所願付出

之「最高上限」。 
服務的成本：「服務的成本」為運輸業者提供勞務所投入之成本，可分成固定成本及變動

成本兩大類，一般係以「變動成本」作為運價管制之「最低下限」。 
旅客負擔能力：旅客所得收入較高者，運送業者的責任較重，其對運價負擔能力亦較強，

故該運價一般可訂得較高。 
競爭的情況：市場競爭情況往往會影響運價之高低，如市場獨占明顯，則運價會訂得較

高；反之如市場競爭激烈，則業者會壓低運價，以爭取較多銷售量。 
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政策方向往往是影響運價訂定之重要因素，如大眾運輸低費率政策或

各種補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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