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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科：交通行政、交通技術 

科目：運輸規劃學 

劉奇老師 

一、都市發展與交通建設息息相關，交通計畫之落實，一般需經過評估、規劃、設計、施工、營

運及維護等階段，請問具有運輸規劃專業之公務人員，應具備之本職學能為何？（25分） 

《考題難易》★★（偏易）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係「具有運輸規劃專業之公務人員應具備之本職學能」，此處「應具備之本

職學能」與捷運系統（或鐵路立體化）等重大建設計畫之審查作業要點有關，老師曾

在上到運輸學的「運輸業未來展望」議題其中一項「培育跨領域之交通運輸管理人才」

時，即舉現行重大建設計畫之審議人員為例，指出為深入了解前開審查作業要點的

TIF效益及 TOD效益，該審議人員應為「具跨領域專業之交通運輸人才」，亦即不僅

具有「運輸規劃」專業能力，尚應兼具會計、財稅、都計、地政等專業理念。因此，

本題學員只要記得老師上課所舉案例，即不難申論作答。 

《命中特區》正規班、題庫班等講義。 

【擬答】 

前言 

都市發展與交通建設之間的「循環關係」 

所謂「都市發展」係指進行都市計畫的檢討變更程序，以變更土地使用類別及強度，而土

地使用之改變將導致增加旅次發生數，旅次數增加將造成運輸需求增加，其結果勢必須增

加運輸設施以疏導運輸需求，此將提高可及性，而人潮擁向之處其土地價值日益增加，土

地價值增加其土地使用情形又因而起了變化，如此形成之循環關係，如下所示： 

土地使用之改變  增加旅次發生  運輸需求增加 

     

增加土地價值  提高可及性  增加運輸設施 

運輸事業具有「長週期的特性」（Long Cycles） 

運輸需求是即時發生的，而交通建設從評估、規劃、設計、施工、營運及維護等階段則屬

於「長週期」，又重大交通建設（如捷運系統或鐵路立體化等建設）經費需求龐大，動輒

數百億元、甚至上千億元，故運輸投資決策尤其需要謹慎。而在現行重大建設計畫審議機

制下，如地方政府所報計畫未達到最低自償率門檻將免予審議，又未達一定自償率亦無法

獲得中央最高補助比例，此可能使得地方首長好大喜功，不排除鋌而走險來高估計畫自償

率，故中央應嚴格審慎把關，針對於風險高之不成熟計畫，不宜輕易核定。 

當具有運輸規劃專業之公務人員進行「重大交通建設計畫」審議工作時應具備之本職學能 

目前交通部審議重大建設計畫（如捷運系統或鐵路立體化等建設）之程序，係依據報奉行

政院訂頒之「大眾捷運系統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申請與審查作業要點」（107年 2月 9

日修正）及「鐵路平交道與環境改善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審查作業要點」（107年 2

月 21日頒布）相關規定辦理，地方政府需經過可行性研究及綜合規劃兩階段程序，經交

通部核轉行政院核定後始得辦理設計施工。 

茲以「捷運系統建設計畫之可行性研究報告」為例，依前開審查作業要點規定，該報告內

容應包括路廊運具競合關係及其改善方案、路線場站規劃初步評估分析、土地開發初步評

估分析、財務分析專章、公共運輸系統整合初步規劃、風險分析專章、地方政府承諾事項

等項。其中「財務分析專章」所包含財務可行性分析、財源籌措評估分析及財務策略分析

等項均涉及計畫之「自償率」。鑑於過去傳統的計畫「自償率」往往偏低，為有效提高地

方政府承擔之財務責任，在前開審查作業要點已重新修正「自償率計算公式」，在「分子

項」除包含原有之捷運系統票價收入、聯開及附屬事業收入等「內部效益」外，並已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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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可挹注本計畫之周邊影響區域的租稅增額效益（TIF效益）（含地價稅、房屋稅、土

地增值稅及契稅）及周邊影響區域的土地開發效益（TOD 效益）（含公有地開發淨收入、

增額容積處分收入及容積移轉收入）等「外部效益」項目，而 TIF效益及 TOD 效益均屬

「創新」的財源籌措構想，期能落實「外部效益內部化」之目的。 

前述「自償率」及「TIF（Taxes Increment Financing）效益」等之估算，涉及會計、財稅

等專業能力; 另「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效益」之估算，則涉及都計、地政

等專業能力。因此，交通部在進行「重大交通建設計畫」審議工作時，該承辦公務人員不

僅應具有運輸規劃專業素養（包括交通工程、經濟學、管理學及公共政策等專業知識）外，

尚應兼具之本職學能包括會計、財稅、都計、地政等專業理念，此即現行交通主管機關正

積極培養之所謂「跨領域專業之交通運輸管理人才」。 

二、在應用個體運輸需求模式中，運輸規劃專業人員於分析旅運者選擇運輸工具替選方案

（Alternatives）的偏好程度（Preference）時，通常採用兩類不同的問卷調查方法之一進行調

查，請分別說明此兩類調查方法之特性、適用範圍，及何種調查方法可應用於臺灣推動無人

機作為都市交通計程車之政策分析參考依據？（25分） 

《考題難易》★（簡單）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係「顯示性偏好（RP）與敘述性偏好（SP）」，屬「個體需求模式」重要章

節之熱門考題，國家考試亦曾多次出過類似題目，一般考生如有準備考古題即可申論

作答，務必力求答案的架構完整且條理分明。 

《命中特區》正規班、題庫班、總複習等講義。 

【擬答】 

常採用之兩類問卷調查方法 

「個體旅運需求模式」係透過對個人訪問獲得資料為基礎，以進行建立模式及分析，故如何

有效設計問卷以反應受訪者之真實狀況係一項重要課題。而「個體旅運需求模式」之問卷調

查方法可分成「顯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及「敘述性偏好（Stated Preference）」

兩種。茲分別說明如下： 

「顯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RP）問卷調查方法 

特性 

1980年代中期以前，個體旅運需求模式大部分採用「顯示性偏好」（RP）調查蒐集

資料，此方法常適用於旅運者對於替選方案之各種運具已有搭乘經驗，且熟悉各種運

具之屬性變數。此種觀察個體實際選擇行為之資料，可作為實證分析研究之數據來源。 

「顯示性偏好」（RP）係根據已發生的結果，直接透過問卷調查方式，將真實狀況記

錄下來，「顯示」在問卷的答案上，並比較實際選擇與未選擇之替選方案之屬性

（Attributes）及其水準值（level），再推導出旅運者所隱含之偏好效用函數。 

適用範圍 

「顯示性偏好」（RP）常應用於建立個體對於現有運輸系統（含私人運具及公共運具）

之偏好效用函數，可反映民眾對於現行整體運輸政策方向之施政成效的評價，如與政府

原設定之目標有所落差時，即應適時修正整體運輸政策方向或調整執行策略，以提高民

眾對於整體運輸政策之支持度。 

「敘述性偏好」」（Stated Preference，SP）問卷調查方法 

特性 

「敘述性偏好」（SP）係藉由受控制的實驗設計以模擬真實情境，研究者以一些事先

決定的屬性（Attributes）及其水準值（level）組合成各種運輸情境，再由這些客觀的運

輸情境構成多個替選方案，供受訪者予以評分、等級排序或優先選擇之方式，以評估其

對各個替選方案之整體偏好情形。 

適用範圍 

「敘述性偏好」（SP）已被廣泛地適用於交通運輸、區域科學及行銷等領域，可用於

預測新產品或服務之需求。在交通運輸方面，「敘述性偏好」（SP）常應用於建立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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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對於新興運輸系統（如磁浮鐵路）與現有運輸系統之偏好效用函數，此可反映民眾對

於整體運輸政策未來引進新興運輸系統之接受程度，而當調查分析結果與政府原設定之

目標有所落差時，即應進一步評估該整體運輸政策之施行可行性。 

可應用於「臺灣地區推動無入機作為都市交通計程車」政策分析參考依據之問卷調查方法 

「臺灣地區推動無人機作為都市交通計程車」政策 

近年來無人機展現在更多不同的應用領域，在外國已研發出可載送乘客的無人機，並正積

極布設基礎設施中。此種全智能無人機能垂直起降，完全不需要跑道，主要在低空空域飛

行，其單次飛行最長直線距離約 30公里，最大飛行速度可達每小時 130公里以上。無人

機交通系統主要仰賴 5G行動通訊技術，無人機可蒐集提供無人機本體的飛行位置及飛行

距離等資訊，主伺服器所在的管控中心系統運作可確保無人機維持安全距離的程式。未來

臺灣地區如推動「無人機作為都市交通計程車」之政策，則需在確保多架無人機可同時在

空中完成安全且井然有序的無人駕駛飛行之前提下。始能建立宛如「空中計程車」的無人

機交通系統。 

「敘述性偏好」（SP）之問卷調查方法可應用於上述政策分析參考依據 

考量「無人機作為都市交通計程車」政策係屬未來引進新興運輸系統之政策，最適合採用

「敘述性偏好」（SP）之問卷調查方法。該方法最大優點係可模擬未存在運輸設施之情境，

以進行旅運需求預測，而蒐集此個體對各替選方案之整體偏好資料，可供研究者校估偏好

效用函數之參數。惟「敘述性偏好」之實驗設計原則，應避免出現特定替選方案之絕對優

勢現象，各替選方案屬性數目應與替選方案數目相互配合，設定屬性水準值須符合經驗法

則，並應在合理範圍數值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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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院推出 TPASS 方案後，持續執行全國整體運輸規劃，期望透過運具選擇模式了解個別旅

運者選擇汽車、機車、臺鐵、捷運及公車等交通工具之機率，交通規劃同仁研議以多項羅吉

特模式（Multinomial Logit Model）或巢式羅吉特模式 （Nested Logit Model），請問其應選

擇何種模式，並說明此兩類模式之適用性。（25分） 

《考題難易》★★（偏易）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係「多項羅吉特模式及巢式羅吉特模式」，屬「個體需求模式」重要章節之

基本模式理論，過去國家考試曾多次考過類似題目，一般考生只要具有基本觀念及充

分準備考古題即可作答，但仍應力求答案的架構完整且論述清楚。 

《命中特區》正規班、題庫班、總複習等講義。 

【擬答】 

前言 

行政院自 112年 7月起推出「TPASS通勤月票」政策，係交通部推動的生活圈或單一縣

市公共運輸通勤月票措施，其針對北中南三大生活圈推出專屬方案，價格可因地制宜，給

予通勤族便利又低廉的公共運輸服務。以「基北北桃」生活圈 1200元通勤月票為例，其

適用公共運輸系統包括北捷、機捷、輕軌、臺鐵（含縱貫線、宜蘭線、深澳線、平溪線各

站）、市區公車、公路客運（含國道客運）及公共自行車（除桃園市前 60分鐘免費外，其

餘地區均前 30分鐘免費）。 

行政院「TPASS通勤月票」政策之實施，除使得全國公共運輸運量已有明顯提升外，另

透過全國通勤族使用 TPASS 通勤月票可蒐集旅運者選擇汽車、機車、臺鐵、捷運及公車

等運具相關數據，可建立個體運輸需求模式之旅運者偏好效用函數，以應用於各都會區整

體運輸規劃程序上。 

「多項羅吉特模式」（MNL Model）可否適用於本題案例之探討 

本模式相關公式 

個體需求模式一般均假設效用函數為線性式如下： 

Uit＝X
，

it·βt＋εit =X
，

it·（β＋δt）＋εit= X
，

it·β＋（X
，

itδt＋εit）， 

前者（X
，

itβ）稱為可觀測之平均效用，後者（X
，

itδt＋εit）稱為不可觀測之平均效用， 

其中 β稱為平均數，δt為離差，εit為誤（殘）差。 

如 δt＝0，εit為多變量極端值（Extreme Value）分配且為獨立同一分配（IID分配）， 

若某 t 員由替選方案之集合群 At中選擇了某替選方案 i 之機率，以公式表示如下： 

)()( jtit UUPAt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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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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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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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方案數 n=2時，稱為「二項羅吉特模式」（Binary Logit Model）， 

而當方案數 n≧3時，此即所謂「多項羅吉特模式」（Multinomial Logit Model，MNL Model）。 

本模式適用性 

「多項羅吉特模式」（MNL Model）具有 IIA特性（即不相干替選方案獨立性），故可

僅抽出部分替選方案來預測選擇行為，不致耗費太多人力及經費；又「多項羅吉特模式」

之機率形式為封閉型，具有容易校估之優點。 

但「多項羅吉特模式」之 IIA特性須假設各替選方案間完全獨立，忽略客觀事實之存在，

與一般人的選擇行為略有不同，致「多項羅吉特模式」在替選方案間具有相關性時，即

無法直接進行預測。 

本模式對於本題案例適用性之探討 

本題擬藉由行政院 TPASS 方案所蒐集相關數據資料，期望透過「運具選擇模式」了解個

別旅運者選擇汽車、機車、臺鐵、捷運及公車等運具之機率，其選擇之各運具方案間均具

有某種相關程度，亦即各運具方案間並非完全獨立，故無法以「多項羅吉特模式」（MNL 

Model）直接進行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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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式羅吉特模式（Nested Logit Model） 

本模式之特性 

在「巢式羅吉特模式」的架構中，各替選方案具有多種向度，先假設同一巢內方案間具

有同等的相似程度，並假設決策之替選方案的選擇有先後順序關係，亦即可將決策行為

拆解成數個階段（層次），而每個階段（層次）的決策都可分別以適當的變數予以解釋。 

每一決策階段（層次）均可列出個體模式的偏好效用函數式，並利用「羅吉特模式」（Logit 

Model）之選擇機率公式計算各階段（層次）各該運具的選擇機率 ; 最後，將各該運具

在各層次的選擇機率相乘後，始為各該運具真正的選擇機率。 

本模式對於本題案例適用性之探討 

本題擬藉由行政院 TPASS 方案所蒐集相關數據資料（包括選擇汽車、機車、臺鐵、捷

運及公車等運具方案），並透過個體運輸需求模式進行預測。由於其中汽車、機車等運

具屬私人運輸系統，而臺鐵、捷運及公車等運具屬大眾運輸系統，私人運輸系統內各運

具間有其相關性，大眾運輸系統內各運具間亦有其相關性，並未符合適用「羅吉特模式」

（Logit Model）的 IIA特性（即不相干替選方案獨立性），而其改善方法之一即為採用

「巢式羅吉特模式」（Nested Logit Model）。 

有關「巢式羅吉特模式」運作步驟，茲簡述如下： 

第一層運具市場結構先列出「大眾運輸方案」及「私人運輸方案」，分別建立兩方案

的偏好效用函數式，再輸入相關數據資料以計算兩方案被選擇之機率。 

第二層運具市場結構再將「大眾運輸方案」細分成「臺鐵方案」、「捷運方案」及「公

車方案」，另「私人運輸方案」細分成「汽車方案」及「機車方案」，並分別建立各運

具方案的偏好效用函數式，而本層之各運具方案效用函數式僅針對與其他運具方案相

異部分設定各變數，再輸入相關數據資料以計算各運具方案被選擇之機率。 

四、面臨日益複雜的交通運輸環境，永續發展及包容理念已漸成為交通專業之共識，請說明交通

規劃工程師以運輸規劃軟體作為分析工具時，如何於運輸計畫形成的過程中，綜合考量運輸

系統特性、旅運行為、能源消耗及永續發展之關聯性。（25分） 

《考題難易》★★★（難易適中）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係「如何於運輸計畫形成過程綜合考量運輸系統特性、旅運行為、能源消耗

及永續發展之關聯性」，屬「運輸規劃未來展望」章節之涵蓋內容，只要考生了解「傳

統運輸規劃程序與永續發展之運輸規劃程序之差異性」即可申論作答，惟如要求考生

答案的架構完整且論述清楚，恐有一定難度。 

《命中特區》正規班、題庫班、總複習等講義。 

【擬答】 

前言 

在全球氣候異常變遷的衝擊下，運輸規劃師所面臨的交通運輸環境亦日益複雜，惟更應秉持

永續發展及包容理念坦然應變。過去行政院曾在聽取交通部簡報交通建設計畫後，作出「在

安全、共生與永續的觀念下，高山公路原則上應不再開闢，亦不宜輕易拓寬。」及「台 8

線因 921地震造成谷關德基段路基嚴重損毀，交通部基於生態維護、國土復育及安全考量，

暫不修復通車，待地質穩定後再予評估; 另持續維持現有公路系統及備援公路系統正常服

務，同時加強水土保持相關措施，以免災害發生並確保國土安全。」等裁示，即可看出現行

主管機關在綜合考量運輸系統特性、旅運行為及永續發展所作決策。 

永續發展導向運輸規劃之規劃考量重點 

永續發運輸系統除應在既有財務水準下，達到經濟永續性、環境永續性及社會永續性等三

大目標外，並應能同時解決運輸系統所產生的 3E問題（含經濟面、環境面及能源面），

茲將上述目標整合為永續運輸綜合評估之四大構面（包括經濟效率、社會公平、能源使用、

環境保護等構面），因此，政府推動永續運輸政策應兼顧經濟效率、社會公平、能源使用、

環境保護及等四大構面及減量之目標。 

永續發展導向運輸規劃程序與傳統運輸規劃程序有別，茲就運輸系統特性、旅運行為、能

源消耗及永續發展等項考量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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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運輸規劃程序 永續發展導向運輸規劃程序 

規劃重點 

 

較重視事前規劃評估 

•滿足旅運需求 

•促進經濟發展 

•加強交通安全 

•有效土地利用 

兼顧事前評估及事後滾動檢討 

•有效使用與管理現有設施 

•以生態觀點提供適度運輸設施 

•減少車旅次需求及資源耗損 

•運輸建設永續經營 

經濟政策考量 

•鼓勵開發未發展空地 

•提高產業生產力為政策目標 

•政策分析不重視附帶影響 

•有限程度進行開發 

•經濟政策與環境政策完全整合 

•政策分析包含附帶影響 

評估分析重點 

•旅次發生及旅次分佈的特性 

•經濟利益 

‧環境影響 

•重視運輸系統、生態環境、經濟發

展、社會公平間之關係 

•考慮間接影響及累積影響 

運輸技術的角色 

 

•鼓勵個人的易行性 

•達到政府設定的最低評估準則 

•改進系統營運 

•多種方法替代旅次 

•低副作用的運輸技術 

•總成本以整個生命週期計算 

•有效率使用現有的系統 

主要規劃目標 

 

•改善交通擁擠 

•可及性與易行性 

•以宏觀角度處理環境影響 

•經濟發展 

•社會公平 

•因應全球溫室效應 

•生物多樣化與經濟發展 

•社區生活品質 

•能源消費 

•社會公平 

運輸規劃軟體作為分析工具時，在運輸計畫形成的過程中綜合考量運輸系統特性、旅運行

為、能源消耗及永續發展之關聯性，茲說明其作法如下： 

為強化運輸計畫評估體系之完整性，應深入瞭解車輛能耗排放與運輸規劃作業關聯性，可

先調查研究各型車輛之動態能耗排放特性，再以實測資料建構各型車輛動態之能耗排放推

估模式，將可有效評估運具移轉對於道路服務績效及能耗排放之影響。 

現行各型車輛動態能耗排放特性之研究調查工作，有別於過去傳統以旅次特性為分析基礎

（trip-base），以行車距離衡量公路運輸之能源消耗與污染排放的概念（g/km）；而係著重

探討道路之節線特性（link-base），分析各種類道路之路段交通量與速度變化下，車輛能

耗與排放特性的差異（g/sec），期能建構各型車輛動態之能耗排放推估模式。 

為研究車輛能耗、污染排放與公路運輸系統及旅運行為之關聯性，除調查分析車輛於道路

實際運行動態之能耗、排放及相關特性等參數外，並應進一步進行實際案例分析作業，以

分析旅運行為與能源消耗與污染排放之關聯性，並建構國內公路運輸系統、旅運行為與能

源消耗、污染排放之綜合評估能力的關聯模式，再搭配運輸規劃程序的運輸需求預測模式

之路網或節線旅行時間、旅行速率，將可估算公路運輸系統之能源消耗與排放總量。 

此種由運輸規劃角度出發，建構公路運輸行為與能源消耗、污染排放之關聯性，所發展出

一套整合性評估架構，可對於公路運輸計畫形成過程之運輸規劃評估作業，提供一套能針

對永續發展面的能源消耗、汙染排放等可能影響之評估分析工具，將有助於達成「增進運

輸資源使用效率、減少環境污染與衝擊、推動永續發展策略」等決策目標。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研所，能源消耗、污染排放與運輸規劃作業關聯分析之研究，97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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