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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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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技術 
科目：運輸規劃概要 

劉奇老師 
 
一、試說明旅次發生分析之「多元迴歸分析」與「類目分析法」之差異，何者較適合用於政策敏

感度分析？原因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偏易）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係「多元迴歸分析法」與「類目分析法」，均屬「總體運輸需求模式」的

「旅次發生」步驟之重要預測方法，過去國家考試曾多次考過類似題目，一般考生如有準備考

古題者即可申論作答。但要答案架構完整且條理分明恐仍有些許難度。 
【擬答】 
「多元線性迴歸分析法」（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之意涵 
又簡稱「多元迴歸分析法」，利用自變數與因變數存在線性關係之假設，建立旅次發生

數與其影響因素間之線性方程式，以預測未來之旅次產生數或旅次吸引數。 
公式： nnxaxaxaaY ＋＋＋＝ 22110  

式中：Y：旅次產生數或吸引數 
a0～an：參數或迴歸係數值（多由 SAS 等電腦軟體求出） 
x1～xn：影響因素 
如 Y 為旅次產生數，x1～xn 代表自用車輛持有數、家庭人口數、所得、就業數、就學數

等；另如 Y 為旅次吸引數，x1～xn 代表已發展土地面積比率、分區內土地使用面積、分

區內樓地板使用面積、分區內之及業數或及學數等。 
「類目分析法」（Category Analysis Method）之意涵 
本法應用於預測「旅次產生」階段時，係以交通分區內之住戶為分析主體，再將住戶依

社經特性等變數分類，例如：選擇「家戶人口數」（可分成 1 人、2 人、3 人及超過 3
人）及「小汽車持有數」（可分成 0 輛、1 輛及超過 1 輛）兩項變數細分類目，則先依

調查得到現況各類目之旅次數及住戶數資料，兩者相除得到旅次發生率，再蒐集得到預

測年各類目對應之住戶數，經兩矩陣相乘再加以總計後，即可預測未來該交通分區之旅

次產生數。 
另本法如應用於預測「旅次吸引」階段時，則按土地使用特性（如：CBD、學校、工業

區、住宅區等）、土地使用強度（如：及業人數、及學人數等）及旅次目的（如：家－

工作、家－學校、家－購物、家－其他等旅次），先依調查得到各類目之旅次數、及業

人數、及學人數等資料，建構旅次吸引（率）預測矩陣，再蒐集得到預測年各類目對應

之及業人數、及學人數、住戶數等數據，經兩矩陣相乘再加以總計後，即可預測未來該

交通分區之旅次吸引數。 
「多元迴歸分析法」與「類目分析法」除在上述方法意涵（含假設條件等）有所不同外，

其最大的差異在於： 
「多元迴歸分析法」係假定個人或住戶之特性具有明顯之均質性，故以交通分區之住戶

或個人總計資料平均值代表全體特性，忽略了分區內仍有變異，只著重分區間之異同。 
「類目分析法」則不僅考量分區間之異同，更一步將分區內住戶依各項影響旅次發生之

因素加以歸類，以縮小分區內變異，使其預測較為準確。 
「多元迴歸分析法」較適合用於政策敏感度分析，其理由如下： 
「類目分析法」僅能選定影響旅次產生（或吸引）的兩個影響變數以建立二維矩陣來運

算（若選定三個以上的影響變數所構成的多維矩陣間之運算過於繁複）。 
「多元迴歸分析法」則採逐步增加或減少自變數個數（不限）之「逐步迴歸分析法」，

來建立「迴歸分析方程式」，再藉由判定係數（R2 值是否接近 1）、是否通過 F 檢定或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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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等統計檢定程序來檢核方程式之預測解釋能力。 
「多元迴歸分析法」經蒐集現況資料進行模式驗證後，所校估出的參數值（a0～an）可

直接用來預測未來旅次發生數，亦可進一步透過「政策敏感度分析」，針對各參數值

（a0～an）進行微調，將對於未來各種「不確定情境」（如樂觀、中估、悲觀等情境）

之預測結果有較高程度之解釋能力。 
 
二、試說明運輸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之意義，並說明可如何運用運輸

需求管理的方式以促進公共運輸之發展。（25 分） 
《考題難易》★（簡單）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係「『運輸需求管理』（TDM）策略及相關措施」，屬交通運輸領域之超

重要基本觀念，過去國家考試運輸相關科目均曾多次考過類似題目，一般考生如有準備考古題

者應很容易申論作答。 
【擬答】 
運輸需求管理（TDM）之意義 
「運輸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 TDM）主要係應用非運輸手段

（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通信電子科技等）來改變旅運型態及頻率，包括減少旅運次

數、轉移或分散旅運時間，以紓緩都會區交通擁擠問題，並可減少高造價運輸系統之興建

與擴充，同時減少其對環境之影響（如空氣污染、噪音）。另因 TDM 乃是從 TSM 衍生而

來的，大部分學者亦認為採運輸手段（如交通管理）之策略作法，可將之歸類為 TDM 策

略。 
運用「運輸需求管理」（TDM）方式以促進公共運輸之發展之目標為「改變旅次從『低乘

載率運具』移轉到『高乘載率運具』」，茲將 TDM 策略之相關措施分述如下； 
推動「大眾運輸導向之都市發展策略」（TOD） 
「大眾運輸導向之都市發展策略」（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係希望建立一

個有別於傳統都市發展之規劃方式與程序，從「永續都市」發展理念出發，以高效率的

大眾運輸系統為主幹，全方位落實大眾運輸優先觀念，其規劃重點在於創造緊密的鄰里

社區，使居住、工作、購物、社區服務、娛樂等活動，均可透過步行距離內的大眾運輸

車站達成。換言之，透過鼓勵搭乘大眾運輸，抑制私人運具使用，創造高品質之都市環

境，以達到永續發展的目的。 
推動設置地區「機動力管理中心」策略 
所謂「機動力管理」（Mobility Management, MM）是一種需求的軟性管理策略方式（如

MaaS 措施），期能藉由鼓勵旅運者的態度與行為之轉變，達到促進永續運輸與管理車

輛使用需求之目標。而設置「機動力管理中心」可提供整合性且客製化的交通資訊（含

大眾運輸、步行、自行車、共乘、汽車共用、計程車等）給旅運者，並透過資訊通信技

術及運輸整合方式，將可有效降低對機動車輛之倚賴、而達到全程無隙縫及永續運輸之

目標。 
推動「加強改善都市公車系統」策略 
藉由提高公車營運績效，並使公車業者在合理利潤下、提供良好的大眾運輸服務。其相

關措施包括： 
推行搭乘前 10 公里免費公車措施，並由政府編列差額補貼預算。 
配合大部分乘客之需求，適當調整公車班表等措施。 
減少公車路線重複及彎繞程度調整等措施 
建立大眾運輸動態資訊查詢系統（含行前資訊及站上資訊等）。 
持續採行大眾運輸營運虧損補貼，以減輕公車業者成本負擔。 
調整公共汽車客運業之稅費，以減輕其營運成本，增強其財務能力。 
推行公車與捷運系統的票證及時刻表之整合。 
推行公車、捷運、台鐵與高速鐵路之場站資訊系統整合。 
推動「提高私人運具使用稅費」策略 
透過提高旅運成本之方式，以達到抑制私人運具之使用之目標，其相關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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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路邊停車費率，並推動尖離峰差別費率或尖峰時段累進費率等措施。 
提高國道通行費，並推動尖離峰差別費率等措施。 
將汽燃費由隨車徵收改為隨油徵收等措施，期達以價制量之效。 
管制小汽車進口牌照發放數量之措施。 
實施高乘載車輛（HOV）管制措施 。 
推動市中心商業區（CBD）道路定價等措施（如收取道路擁擠費）。 
限制自用車之車齡以加速淘汰等措施。 
加速推動燃油車輛之汰換措施。 

 
 
三、試說明屏柵線調查之意義及目的，以及主要採用的調查方法或技術。（25 分） 
《考題難易》★（簡單）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係「柏拉斯矛盾（Braess’ Paradox）現象」，屬「總體運輸需求模式」的

「路網指派」步驟之重要基本觀念，過去國家考試曾多次考過類似題目，一般考生如有準備考

古題者應很容易申論作答。 
【擬答】 
「屏柵線調查」之意義及目的 
「屏柵線調查」（Screen-Line Survey）常為研究單位進行「運輸系統特性」方面資料蒐

集與調查之「車流特性」資料調查時選用之方法，指調查人、車橫越地圖上某主要地

形、某主要交通界線或某兩地區間界限交通的數量。 
「屏柵線調查」又稱為「欄柵線調查」或「屏柵線交通量調查」，屬於「線」的交通量

調查方式之一，其可作為「旅次起迄調查」（O-D 調查）的一部分工作，以供檢核家庭

訪問調查資料的正確性。 
「屏柵線調查」主要採用的調查方法或技術 
車輛牌照抄錄法 
本法車輛牌照號碼調查可由記錄員駐在調查站，將經過該處每一車輛的牌照號碼依車

型、方向、時間等分別記錄之。其結果可依照登記號碼尋求觀察車輛的橫越「屏柵線」

方向，並加以追蹤其運行路徑。 
明信片徵答法 
本法調查員在路邊應先行填列車輛類型、調查時間及調查站地點後，請車輛駕駛人停

車，並給予一張已附回郵的明信片，交給駕駛人填寫旅運特性相關資料，並給予小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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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再煩請其配合填妥後寄回來。 
路邊訪問法 
本法在每條道路與屏柵線相交處設調查站，建議可採隨機抽樣方式，依道路流量或重要

性事先擬定抽樣率，在一定的時間內對經過調查站的第 n 輛車，請求停車進行訪問調

查，其訪問時間有所限制，且停車處亦不得妨礙後續車輛流動及當地交通。 
 

 
 
四、試說明交通路網中的柏拉斯矛盾（Braess’s paradox）現象，以及其在道路拓建、交通管理策

略上之意涵。（25 分） 
《考題難易》★（簡單）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係「柏拉斯矛盾（Braess’ Paradox）現象」，屬「總體運輸需求模式」之

「路網指派」步驟的重要基本觀念，過去國家考試曾多次考過類似題目，一般考生如有準備考

古題者應很容易申論作答。 
【擬答】 
交通路網中的「柏拉斯矛盾」（Braess’ Paradox）現象之意涵 
目前國內外發展之都市交通控制系統，大多著重於路口停等車輛平均延滯最小，並以如

何運用最快速有效的方式來疏解交岔路口等待線上的車輛為目標，其對於路網上車輛之

總旅行時間的增減並不加以探討。但實務上，對於強調系統最佳化的公共部門，則著重

在總旅行成本最小的旅次均衡，並以追求「整體總旅行時間最小」為目標。 
Braess 於 1968 年提出所謂的「柏拉斯矛盾」（Braess’ Paradox）理論，其研究結果顯

示：在相同的起訖點需求中，若在路網中增加一條路段（link），則其總旅行成本反而

有可能會增加的現象，即「興建新路不一定可以改善交通擁擠，倘若沒有考慮使用者之

路徑選擇行為，則新建的道路可能會增加總旅行時間」，此乃所謂「柏拉斯矛盾」

（Braess’ Paradox）的現象。  
「柏拉斯矛盾」（Braess’ paradox）現象在道路拓建、交通管理策略上之意涵 
在道路拓建策略上的意涵 
在道路工程改善策略課題上，常見較無經驗的交通工程師僅就個別研究之路段作局部道

路拓建工程，只追求「某個瓶頸路段平均旅行時間最小化」為目標，而忽略了考量「整

體路網總成本」之重要性；反觀有經驗的交通工程師則會以符合「整體路網總旅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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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化」原則之道路拓建工程方案為優先考量，亦即係追求「整個系統的最佳化」為目

標，而非僅考量「某個子系統的最佳化」。 
在交通管理策略上的意涵 
在路網交通管理改善策略課題上，常見較無經驗的交通管理師僅就個別研究之交岔路口

作局部改善，只追求「某個瓶頸路口平均車輛延滯最小化」為目標，而忽略了考量「整

體路網總成本」之重要性；反觀有經驗的交通管理師則會以符合「整體路網總旅行時間

最小化」原則之交通改善策略為優先考量，亦即係追求「整個系統的最佳化」為目標，

而非僅考量「某個子系統的最佳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