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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考試試題 

類 科：交通行政、交通技術 

科 目：運輸規劃學 劉奇老師解題 

 

一、探討都市幹道交通事故問題（problem）時，若以「提升用路秩序」作為規劃目標（goal）： 

說明都市幹道之運輸特性，並針對上述目標，提出兩個較具體的達成標的（objective），

針對每個標的提出效益量測指標（measure of effectiveness, MOE）及可能之執行策略或行動

方案（actions）。（15 分） 

說明對應上述各項 MOE 及策略或方案需要收集之資料。（10 分） 

《考題難易》★★（簡單）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係「目標管理策略與資料蒐集」，均屬較常考章節之基本理論及實務方

法，過去亦曾考過類似題目，一般考生只要具有基本觀念即可論述作答，但如要

求答案之架構及論述完整仍有些許難度。 

《命中特區》正規班、題庫班、總複習等講義。 

【擬答】 

都市幹道運輸特性、具體標的及執行策略（或行動方案） 

都市幹道運輸特性 

交通量大、車種多元：如汽車、公車、機車、自行車等混合車流。 

路口密集、交織頻繁：如行人穿越、汽機車左轉、右轉等動線複雜。 

通勤與商業活動集中：如尖峰時段交通壅塞明顯，交通事故風險高。 

人車互動密集：行人、機慢車騎士與汽車駕駛人共享空間，易發生交通衝突。 

規劃目標：提升用路秩序 

標的 MOE（效益量測指標） 執行策略 / 行動方案 

降低路口交通

衝突率 

●路口事故件數變化 

●行人與車輛衝突事件數 

●號誌違規率（如闖紅燈） 

●設置行人專用時相與左轉保護時相 

●優化路口交通號誌週期與動態調控 

●增設交通標線型圓環或導流島，簡化

車流動線 

●強化路口車流監視與違規取締（科技

執法） 

提升車道使用

規範性 

●車道偏移率（如機車誤入

快車道比例） 

●違規變換車道件數 

●車道使用正確率（依標誌

標線行駛） 

●推動機車退出快車道與騎樓 

●強化交通標誌標線設計（如箭頭導

引、漸變段） 

●設置分隔設施與物理導引（如導流

桿） 

●教育宣導與駕駛人行為介入（如道安

講習） 

MOE 與策略所需資料 

交通事故資料 

主要蒐集各路口發生交通事故件數、肇因、時間分布等資料，可應用於評估衝突率與改

善成效等用途上。 

交通流量與車種分布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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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蒐集各類車輛通行量、機車比例、尖峰時段流量等資料，可應用於分析車道使用與

設計需求等用途。 

違規紀錄資料 

主要蒐集汽機車駕駛人闖紅燈、變換車道、未依標線行駛等資料，可應用於評估用路秩

序與執法成效等用途。 

交通號誌與標線設施等資料 

主要蒐集路口交通號誌週期、交通標線配置、設施位置等資料，可應用於支援交通號誌

優化與設施改善等用途。 

行人與機車行為觀察等資料 

主要蒐集行人穿越行為、停等位置、路口反應時間等資料，可應用於分析人車互動與風

險熱點等用途。 

民眾滿意度與認知調查等資料 

主要蒐集民眾對改善措施的接受度與使用習慣等資料，可應用於評估宣導成效與行為改

變等用途。 

 

二、人口及產業的時間趨勢與空間分布變化常對運輸需求推估造成影響。請從資料收集、推估方

法、不確定因素⋯等面向闡述運輸需求推估時面臨之困難。（25分） 

《考題難易》★★★（普通）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係「運輸需求推估困難之原因」，屬較不常考「運輸規劃未來展望」章

節之實務觀念，雖一般考生只要具有基本觀念即可申論作答，但如考生非交通運

輸本科系畢業，要求其答案之架構及論述完整仍有一定難度。 

《命中特區》正規班、題庫班、總複習等講義。 

【擬答】 

  運輸需求推估係運輸規劃的核心工作，但在實務操作中，常因人口與產業的時間趨勢與

空間分布變化而面臨多重挑戰。茲從資料收集、推估方法、不確定因素等面向分析如下： 

資料收集等面向 

資料取得不易 

如旅次特性、運具使用、起訖分布等需透過家庭訪問或面訪調查，但常發生拒訪率高、

樣本代表性不足等情形。 

資料更新頻率低 

如規劃所需多數資料如人口特性、產業分布、車輛持有等大多為年度統計數據，難即時

反映快速變化的社會趨勢。 

空間尺度不一致 

如規劃所需不同資料來源（如交通分區、行政區、統計區等）之尺度不一，如要符合研

究規劃所需時整合困難。 

新興資料應用限制 

如手機信令、GPS、電子票證等新興資料雖具有大量且收集成本低等優勢，但受限於個

資隱私性法規與資料解析度等難處。 

推估方法等面向 

運輸需求模式參數老舊 

多數運輸需求預測模式的參數來自舊年度資料，現行旅次行為已有所改變，大多須重新

校估後始能進行模式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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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需求模式結構限制 

傳統總體程序性運輸需求四步驟模式（旅次發生、分布、運具分配、路網指派）難反映

複合型旅次與多運具轉乘行為。 

旅次空間分布預測困難 

研究區域內人口與產業的空間遷移常受政策、房價、交通建設等多重因素影響，造成旅

次空間分布難以精準預測。 

旅次目的呈現多樣化 

除上班、上學等固定通勤旅次外，其他休閒、購物、醫療等非通勤旅次日益增加，但傳

統模式較偏重通勤旅次，將使得預測偏誤率提高。 

不確定因素與外部變數等面向 

相關政策變動因素 

交通建設、土地使用管制、運具補貼、社會經濟、產業結構等政策，雖均屬外在環境面

因素，但均可能快速改變旅次行為特性。 

先進科技創新因素 

近年來先進科技與創新技術突飛猛進，舉凡電動車、共享運具、自駕車等新技術均將影

響旅次分布與運具選擇等模式預測結果。 

社經結構改變因素 

近年來高齡化、少子化、都會化、遠距工作等社經結構因素改變，將顯著影響通勤需求

與旅次頻率，亦造成運輸需求推估之困難。 

突發事件等其他估因素 

近年來發生疫情（如新冠肺炎等）、天災（如地震、颱風等）等突發事件，均可能造成

旅次量劇烈波動，而運輸需求模式難以即時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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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說明容量限制交通指派法（capacity-restrained traffic assignment）之意義及指派方式，並說明

其與傳統全有全無指派法（all-or-nothing assignment）之差異與優缺點。（25 分） 

《考題難易》★★（簡單）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係「容量限制交通指派法及全有全無指派法」，均屬常考「總體運輸需

求模式」章節之重要理論，過去亦曾考出類似題目，一般考生只要有準備考古題即可申論

作答，但如要求答案之架構及論述完整仍有些許難度。 

《命中特區》正規班、題庫班、總複習等講義。 

【擬答】 

容量限制交通指派法（capacity-restrained traffic assignment method）之意義 

本法係將交通分區間之流量作一連串分次之全數最短路徑指派法，直到各路段之速率或

行駛時間趨於某一定數。 

本法模擬用路人選擇路徑時，考量道路容量與交通壅塞效應，使指派結果更貼近實際交

通狀況。另本法可解決傳統容量無限制指派法忽略道路容量限制、導致流量過度集中於

最短路徑等問題。 

容量限制交通指派法（capacity-restrained traffic assignment method）之指派方式 

FHWA 指派法（美國聯邦公路局容量限制指派法），其運作過程如下： 

先計算各分區間之行駛時間，找出最短路徑。 

將各 OiDj間之全部旅次數投入二者間之最短路徑上。 

重新計算各 OiDj間各條路徑的行駛時間。 

公式：T＝T0（1+0.15（V/C）4） 

T：指派流量後路段行駛時間 

T0：零流量時路段行使駛時間 

重新找出各 OiDj間之最短路徑，再將各 OiDj間之全部旅次投入。 

將步驟 ～ 之過程重覆共四次，然後計算各路段上的平均流量（四次指派後的平均

值）即為最後指派結果。 

CATS 指派法（芝加哥地區運輸研究容量限制指派法），其運作過程如下： 

先計算各分區間之行駛時間，找出最短路徑。 

隨機選取某一起訖點 OiDj，將此一起迄點間之全部旅次數指派於相對應之最短路徑上。 

重新計算各 OiDj間各條路徑的行駛時間。 

公式：𝑇 = 𝑇𝑜 × 2
𝑣

𝑐 

T：指派流量後路段行駛時間 

T0：零流量時路段行使駛時間 

V：路段分派的旅次數 

C：路段之容量 

重新找出各 OiDj 間的最短路徑，然後再隨機選取另一旅次分佈，全部指派至相對應的

最短路徑上。 

將步驟 ～ ，直到所有分區間的旅次分佈均已指派至路徑上，此時最後各路段上之

旅次數即為指派結果。 

STEP 指派法（逐步指派法），其運作過程如下： 

首先計算各分區間的行駛時間，找出最短路徑。 

將各分區間旅次分佈數的某一百分比（a％）量指派於各相對應之最短路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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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計算各 OiDj間各條路段的行駛時間。 

公式：
)

1

25.0
75.0(

Q

C
V

TT o

−

+=
 

Q：容量因子 1＜Q＜1.25 

重新找出各 OiDj間之最短路徑，再將各 OiDj間全部旅次分佈數的某一百分比（b％）。 

重覆步驟 ～ ，直到各分區間之起迄交通量均已全數指派為止（即 a％＋b％＋c

％……＝100％），此時最後各路段上之旅次數即為指派結果。 

容量限制交通指派法與傳統全有全無指派法之差異與優缺點比較 

「容量限制交通指派法」（capacity-restrained traffic assignment method）考慮道路容量與

壅塞之限制，採分批或迭代指派，其優缺點如下： 

優點：克服了容量無限制指派法中之容量無限制及未考慮流量與速率之間係的缺點。 

缺點： 

①假設每一車輛駕駛人均選擇最短的路線（此點與全有全無指派法同），但實際上駕

駛人各有其習慣、愛好與旅次目的的不同，故不一定選擇最短路徑行使。 

②重覆指派的方式不能真正反映旅行者需求行為，因為旅行者對路網的交通需求乃是

一次完成，而非經過數次不同的行駛速率測定最後才決定最後的行駛路線。 

「全有全無指派法」（all-or-nothing assignment）係屬「容量無限制指派法」範疇，其將

所有旅次指派至最短路徑，不考慮容量與壅塞。本法主要係使用於規劃新交通設施分析

使用，規劃師可利用本法並結合運具分配，做平均每日交通量分派，以決定主要交通運

輸走廊的最大旅運需求。其優缺點分析如下： 

優點：模式簡單、淺顯易懂。 

缺點： 

①不穩定性高，路徑稍作條件之修改即產生流量之巨大變化，不符實情。 

②指派結果因未慮及人性心理及行為，常與實際情形有很大的差距。 

 

四、為研擬臺灣西部往來東部主要城市之區域運輸改善計畫，試針對不同之區域陸運運具，分別

由供給方、使用方與環境等面向，闡述端點到端點全旅程 （door-to-door journey）之各類

成本差異。（25分） 

《考題難易》★★（簡單）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係「不同區域陸運運具在供給方、使用方與環境等面向之各類成本差

異」，屬常考「運輸方案評估」章節之基本理論，一般考生只要具有基本觀念即

可論述作答，但如要求答案之架構及論述完整仍有些許難度。 

《命中特區》正規班、題庫班、總複習等講義。 

【擬答】 

  為研擬臺灣西部往來東部主要城市之區域運輸改善計畫，可從供給方、使用方與環境等

面向，分析不同陸運運具在端點到端點全旅程（door-to-door journey）中的成本差異。茲以臺

鐵、國道客運、自用小客車等常見運具為例進行比較分析如下： 

供給方成本面向 

運具類型 興建（購置）成本 營運（維護）成本 補助（貼）需要性 

臺鐵 高（軌道、車站、電氣化） 中（人力、維修、電力） 高（需政府長期補助） 

國道客運 中（道路由政府建設） 低（車輛、人力、油料） 中（部分路線需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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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具類型 興建（購置）成本 營運（維護）成本 補助（貼）需要性 

自用小客車 低（由使用者負擔車輛） 高（油料、折舊、保養） 無（使用者自付） 

整體而言，雖臺鐵興建成本高，但具長期運輸效益；客運則依賴既有道路，成本相對低廉；

另自用小客車需完全由使用者負擔購置及維護成本。 

使用方成本面向 

運具類型 現付（金錢）成本 旅行時間成本 使用便利性 

臺鐵 中（票價合理） 高（需轉乘與候車） 低（受班次限制） 

國道客運 低（票價便宜） 中（受塞車影響） 中（班次密集） 

自用小客車 高（油費、過路費） 低（彈性高） 高（端點直達） 

整體而言，自用小客車雖便利性高但使用成本亦高；客運票價低但易受路況交通影響；臺

鐵則在舒適與準點穩定性上具優勢。 

環境成本面向 

運具類型 碳排放量 空間占用 環境衝擊 

臺鐵 低（電氣化列車） 低（集中運輸） 低（具永續性） 

國道客運 中（柴油車輛） 中（共乘減少車流） 中（視車型而定） 

自用小客車 高（單人乘坐比例高） 高（占用道路與停車空間） 高（污染與噪音） 

整體而言，在環境成本面之比較分析：臺鐵最具環保效益；國道客運次之；自用小客車對

環境衝擊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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