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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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目：交通政策及行政 劉奇老師解題 

 

一、請詳述地方政府依據「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之規定，可透過那些作為建立安全之用路環境

及文化？（25分） 

《考題難易》★★（簡單）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係「地方政府依《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規定建立安全用路環境及文化

之具體作為」，屬最新制定之「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重要法規涵蓋內容（含各

法條重點），近年國考已有多次試題出自該法，一般考生只要有熟讀「道路交通

安全基本法」即可申論作答，惟如要求其答案之架構及論述完整恐非易事。 

《命中特區》正規班、題庫班、總複習等講義。 

【擬答】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規定，地方政府可透過多項具體作為來建立安全之用路環

境與文化。茲整理法條之重點措施分述如下： 

地方政府責任與規劃 

訂定年度道路交通安全執行計畫 

依據中央核定的道路交通安全綱要計畫與推動計畫，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每年應

制定執行計畫並落實執行。 

召開地方道路交通安全會報 

由直轄市長或縣（市）首長召集相關機關、民間團體與專家，審議道路交通安全執行計

畫及其他地方交通安全重要措施，並督導執行情形。 

定期評估與公布執行成效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檢討道路交通安全狀況，公開事故統計與會議紀錄，提升民

眾監督與參與。 

建立安全用路環境 

完備道路交通設施與安全檢核機制 

為建立「以人為本」之安全用路環境，應完備道路交通設施、道路設計規範、道路養護

與改善制度、道路交通安全法規、道路交通安全檢核機制及相關管理措施。 

推動道路無障礙設計與公共使用 

確保行人、自行車、身障者等弱勢用路人安全通行，並建立以人為本、傷害最低、無障

礙設計及落實道路公共使用等安全之用路環境。 

優先公共運輸與緊急車輛通行 

為維護改善道路交通安全，應強化公共運輸系統與緊急應變通道規劃。建立公共運輸優

先、緊急車輛可通行等安全之用路環境。 

形塑交通安全文化 

推動道路交通安全教育 

為充實全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能，培養正確用路觀念，應於各教育階段提供道路交通安全

教育，並鼓勵設立道路交通安全專業機構。 

宣導活動與社會參與 

為形塑全民道路交通安全文化，提升全民交通安全意識，鼓勵民間團體參與推廣道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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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安全宣導活動。 

聘請專家諮詢與協力推動 

地方政府應聘請道路交通安全維護有關之機關（構）、法人、團體代表及學者專家備供

諮詢，並得邀請個人或團體共同參與，以加強推動道路交通安全相關措施。 

交通執法與事故應變 

執行交通事件稽查與處罰 

為維持道路交通安全及秩序，地方政府應請交通執法人員依法規執行道路交通事件之稽

查取締與處以相當罰則。 

健全緊急醫療救護體系 

為確保道路交通事故傷患之生命及健康，地方政府應健全緊急醫療救護體系，以提升事

故後的救援效率與傷患照護品質。 

協調跨機關資源與協助 

為執行道路交通安全業務，地方政府得協調有關機關提供資料或其他必要之協助，整合

資料與行政支援，以提升執行效能。 

 

二、我國在 2020 年版運輸政策白皮書之「運輸部門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與防災分冊」中提到以

「降低脆弱度及提升韌性」為核心理念，請說明何謂運輸部門韌性（resilience）？並詳細

說明我國提升運輸部門韌性可採取之施政重點。（25分） 

《考題難易》★（非常簡單）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係「提升運輸部門韌性可採取之施政重點」，屬近年來超熱門之「運輸

政策」實務議題，過去國考曾多次考過類似題目，一般考生只要有熟讀考古題即

可論述作答，仍應力求答案之架構完整及條理分明。 

《命中特區》正規班、題庫班、總複習等講義。 

【擬答】 

  在 2020 年版《運輸政策白皮書》之「運輸部門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與防災分冊」中，我國

以「降低脆弱度及提升韌性」為核心理念。所謂「運輸部門韌性」（resilience）係指強化運

輸系統之調適能力，包括強化運輸系統預警應變力、提升運輸系統耐受力/回復力、增進運輸

系統決策支援力等三項策略，茲詳細說明我國提升連輸部門韌性可採取之施政重點，分別說

明如下： 

「強化運輸系統預警應變力」策略，可採取之施政重點包括： 

運用或研發有助提升預警精度與速度的科技與設備在氣候變遷環境下，除持續維護既有

監控、監測等設施功能，應朝科技化之監測與管理方向發展，建置精確而快速的預警資

訊做後盾，以防患未然或能及時應變減少災損。 

建立運輸系統設施的備援方案 

包括規劃陸運系統內部及跨系統的備援設施或替代路線、持續推動「維生碼頭改建工程

及規劃評估工作、研議空運系統內運輸部門間之備援體系與運作機制等項。 

「提升運輸系統耐受力/回復力」策略，可採取之施政重點包括： 

迴避高風險潛勢地區並考量周邊環境關係（同時適用軟、硬體設施）。 

檢討並修訂規劃、設計、施工及養護相關規範。 

運用或研發有助提升衝擊耐受力的材料、工程與設備。 

檢討並調整巡檢制度與風險監測。 

強化跨運輸系統介面及重要維生基礎設施聯外/聯絡道路衝擊耐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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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或研發有助提升復建效率的科技、工法與材料。 

考量地形、地質、植被及水流狀況與氣候組成、落石坍方歷史、規模尺寸、行車曝露度、

緩衝腹地安全等因素建立分等級復建原則。 

「增進運輸系統決策支援力」策略，可採取之施政重點包括： 

建立設施安全性與風險評估方法並定期評估。 

建立氣候變遷調適計畫投資決策評估方法。 

建置風險管理所需資料庫及支援系統工具。 

建立氣候變遷風險管理與調適專業組織及培育人才。 

建立氣候變遷調適跨域整合推動平台與機制，加強資訊共享。 

針對利害關係人進行氣候變遷風險溝通。 

【資料來源：環境部氣候變遷署全球資訊網〉資訊服務〉氣候資訊公開平臺〉國家氣候變遷

調適行動計畫（112-115年），行政院 2023.10.04核定】 

 
 

三、近年來偶有發生鐵路事故或異常事件，依據「鐵路法」之規定：鐵路機構應根據前一年度之

事故及異常事件檢討結果，於每年第一季結束前，向交通部鐵道局提出當年度安全管理報告。

請詳述鐵路機構所提安全管理報告，應涵蓋那些具體內容？（25分） 

《考題難易》★★（簡單）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係「鐵路機構每年依《鐵路法》第 56-5 條規定提出《安全管理報告》內

容」，屬「鐵路法」超重要條文，過去鐵路特考亦曾考過類似題目，一般考生只

要有熟讀條文即可申論作答，惟如要求其答案之架構完整及論述清楚恐非易事。 

《命中特區》正規班、題庫班、總複習等講義。 

【擬答】 

  依據「鐵路法」第 56條之 5第 2項規定，鐵路機構每年須向交通部鐵道局提出「安全管

理報告」，以強化鐵路營運安全。該報告應涵蓋的五項具體內容，茲分別說明如下： 

鐵路機構營運之安全理念及目標 

說明鐵路機構的安全核心價值與營運理念（如安全、準確、服務、創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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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年度安全績效指標項目與目標值（如重大事故率、旅客傷亡率等）。 

強調「以人為本」與「零事故」的長期願景。 

安全管理之組織架構及實施方式 

描述安全管理的組織架構（如安全管理委員會、營運安全處等）。 

說明安全管理系統（SMS）的運作方式，採用 PDCA循環（規劃-執行-檢討-改善）。 

列出安全管理規章與標準作業程序（SOP）的盤點與修訂情形。 

為確保及提升營運安全所採取或擬採取之措施 

回顧前一年度安全管理重點措施及其執行成果。 

說明當年度安全管理重點措施（如設備更新、教育訓練、風險改善等）。 

規劃未來擬採取之安全強化作為，以展現持續改善決心。 

事故與異常事件之檢討及預防措施 

統計並分析前一年度事故與異常事件（如出軌、火災、設備故障等）。 

提出事故摘要與預防對策（如改善調車作業、加強監控系統等）。 

檢討特定重大事故，並提出具體改善建議。 

其他與營運安全有關之重要事項 

包含職業安全績效指標（如工安事件、傷害指數等）。 

說明安全教育訓練計畫與考核稽查制度。 

涉及安全資訊傳達、變革管理、緊急應變機制等。 

 

四、請列舉四個人工智慧在交通治理或服務之可能應用案例或情境，並詳述人工智慧技術在該案

例或情境中所扮演之角色。（25分） 

《考題難易》★★（簡單）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係「列舉四個人工智慧（AI）在交通治理與服務領域的應用案例」，屬

近年熱門「交通政策」重要實務議題，一般考生只要有基本概念即可申論作答，

惟如要求其答案之架構完整及論述清楚恐非易事。 

《命中特區》正規班、題庫班、總複習等講義。 

【擬答】 

  茲列舉四個人工智慧（AI）在交通治理與服務領域的應用案例與情境，並詳述其技術角

色與功能，分別說明如下： 

《案例一》：都市智慧交通號誌控制系統 

案例情境說明 

在都市主要幹道與交叉路口，導入 AI智慧號誌系統以即時調整紅綠燈週期及時相長度。 

案例中 AI技術所扮演角色 

利用即時影像辨識與感測器資料分析車流量、行人數量與天候狀況。 

透過「機器學習演算法」預測尖峰時段交通壅塞，動態調整號誌時序。 

提升都市道路通運效率、降低路口等待時間與減少機動運具碳排放。 

《案例二》：都會區公共運輸動態排班與調度系統 

案例情境說明 

在都會區捷運與公車系統中，AI協助預測乘客需求量並動態調整班次及進行車隊調度。 

案例中 AI技術所扮演角色 

結合公共運輸歷史搭乘資料與即時定位資訊，進行乘客需求量即時預測。 

使用「深度學習模型」分析天氣、活動、節日等因素對運輸需求的影響，以適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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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調整公共運輸班次密度與車輛配置，提升整體運輸效率與乘客滿意度。 

《案例三》：自動駕駛車輛與車路協同系統 

案例情境說明： 

在特定區域（如園區、封閉道路等）導入自動駕駛車輛進行旅客接駁或物流配送等作業。 

案例中 AI技術所扮演角色 

利用電腦視覺與感測融合等先進技術進行環境感知與障礙物辨識。 

透過「強化學習演算法」進行自動駕駛車輛之路徑規劃與即時決策。 

自動駕駛車輛與路側單元（RSU）進行 V2X 通訊，以達成車路協同與安全避障。 

《案例四》：交通事故預測與風險熱點分析系統 

案例情境說明： 

交通主管機關利用 AI 分析交通事故資料，預判高風險路段並進行交通安全改善措施。 

案例中 AI技術所扮演角色 

應用資料探勘與空間分析技術，找出交通事故頻繁發生的地點與時間。 

建立交通事故預測模型，分析路況、天氣、車速等因素對交通事故風險的影響。 

提供交通安全改善之決策建議，如增設警示標誌、改善路口設計或加強執法。 

 

https://www.public.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