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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述軌道與公路運輸的特性，並比較兩種運輸方式在客、貨運上的優缺點。（25分） 

【擬答】 

（一）公路運輸與軌道運輸特性： 

1.公路運輸：是指以公路為道路，利用汽車等陸路運輸工具，做跨地區或跨國的移動，以

完成貨物位移的運輸方式。它是對外貿易運輸和國內貨物流程的主要方式之一，既是獨

立的運輸體系，也是車站、港口和機場物資集散的重要手段。 

2.鐵路運輸：利用鐵路進行貨物運輸的方式，是利用鐵路設施、設備運送旅客和貨物的一

種運輸方式，是大陸國家貨運之重要手段。 

（二）兩種運輸方式在客、貨運上的優缺點： 

公路運輸 軌道運輸 

機動靈活，適應性強 不易受氣候條件的影響 

可及性高可達成及戶運輸 可保障全年的正常運行 

在中、短途運輸中，運送速度較快具有優勢 具有高度的連續性 

沉沒成本(sunk cost)較低，進入門檻低 載運量較大 

運量較小，運輸成本較高 運行速度較快 

安全性較低，污染環境較大 運費較低廉 

駕駛進入門檻較低 運輸準確 

二、大眾運輸事業補貼之目的與補貼的方式為何？並說明各種補貼方式的優缺點。（25 分） 

【擬答】 

（一）大眾運輸補貼目的： 

1.提供適當之運輸服務以滿足民眾行的需求，並降低私有運具之使用情形。 

2.使偏遠地區能適時與都市地區交流。 

3.維持大眾運輸業者經營能力，避免因虧損降低服務品質。 

4.政府可協助業者達成社會福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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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貼之優缺點： 

補貼

方式 
說明 優點 缺點 

資本

補貼 

透過補助設備與購置車

輛方式提升硬體設施 

可提高營運效率及服務水

準，降低營運成本 

可擴充服務至新路線及偏

遠路線 

容易控制和估計 

易造成投資過度，導致資源浪費與設

備閒置 

偏向改善硬體設備，對於經營不善之

業者，未必有直接效益  

虧損

補貼 

對於業者營運服務路線

所生之虧損予以補貼 

減輕業者財務負擔 

補貼方式簡單且易管理 

可維持較低票價 

可維持營收較差路線的經

營 

不公平：缺乏效率業者，反而獲得較

多的補貼 

惡性循環：業者不積極控制成本，造

成更大虧損 

無促使業者改善績效之動機 

造成政府財政沉重的負擔 

成本

補貼 

針對特定成本給予補

貼，如油價補貼機制 

可減輕業者財務負擔 

資金分配方式簡單且易管

理 

可補貼特殊服務之成本 

 

成本比例分配不易 

容易造成鼓勵高成本之現象 

補貼金之分配與績效無關 

補貼金難以預估 

資源分配不當 

績效

補貼 

針對產出或服務績效給

予補貼，促進業者提高

經營效率 

 依績效分配資金，符合公平

原則 

 有促進經營效率之動機 

 促進業者更努力經營 

需要業者提供完整且正確之營運資

料 

補貼金額難以預估，預算編列不易 

費用分配困難且不易管理 

難以建立合理績效指標 

無法配合業者財務之需要，部分難以

提高運量之服務路線無法獲得補貼 

導致業者不願意開發新路線服務  

費率

補貼 

對於因管制單位訂定之

費率不敷成本時，短缺

部分由政府補貼，如：

轉乘優惠、國道客運連

假補貼 

 達照顧乘客之目的 

 吸引更多人使用大眾運輸 

 配合業者財務之需要 

 補貼金分配方式簡單 

若轉乘大眾運輸之人數有限，恐未能

達補貼之目標  

業者將損失之責推給政府  

無法監督業者加強成本控制及改善

營運績效  

造成政府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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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述如何以無縫運輸（seamless transportation）之概念檢視服務的缺口，並說明大眾運輸系

統營運整合的可能方式與具體措施。 

【擬答】 

（一）無縫運輸定義 

交通無縫服務 (Seamless Service)指使用者在旅次過程中能完整的無縫接續，由旅次的起點

到旅次的迄點，是一種及戶(Door to Door)的完整服務。因此，包含各種運輸系統及交通運

具，故含括各級道路的私人運輸及各種公共運輸的公共運輸部分。有關私人運具及各級道

路的交通無縫服務可以分別在建置交通控制、管理及資訊系統時，透過各種交通順暢服務

的措施及各種合作協控的機制來完成。 

（二）四大無縫與整合之具體措施： 

運輸空間無縫 在可接受之距離範圍內，搭乘、轉乘或使用各類運輸系統。 

運輸時間無縫 
在可接受之旅行時間、公共運輸時刻表或與行駛時間落差範圍

內，搭乘、轉乘或使用各類運輸系統 

運輸資訊無縫 
在搭乘、轉乘或使用各類運輸系統時，能夠即時取得動態的交

通資訊、停車資訊及公共運輸資訊等 

運輸服務無縫 

在搭乘、轉乘或使用各類運輸系統時，運具及場站之周邊服務

設施（例如：連通道、票證機制、網路服務、服務台等），應以

一致性、方便性及通用性設計為要求。 

四、在智慧運輸系統與資通訊科技快速的發展下，資通訊科技的應用已普及到貨物運輸，

試說明何謂智慧物流？其重要元素為何？ 

【擬答】 

（一）智慧物流： 

智慧物流系應用網路資通科技、大數據、雲端管理等現代化科技設備，應用於傳統貨物運

輸領域，從寄貨、運送、轉運至顧客手中均能有效掌握時間及品質，對於貨運業者之營運

管理以及貨主寄物、領物均提供更便利之服務。 

（二）智慧物流之重要元素： 

1.即時資訊之蒐集： 

為能掌握貨物即時資訊，須透過網路即時將每一件貨物狀態及位置傳輸雲端，以利貨運

業者及貨主隨時掌握貨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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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數據分析： 

透過資料庫建置及歷史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了解貨主需求並適時調整運輸能量，以符合

需求。 

3.GPS 即時衛星定位： 

物流業者可透過即時定位系統了解車輛及貨物目前的位置，可更有效率進行車輛調度並

預估到達時間，使貨物傳輸效率大幅提升。 

4.演算法之應用： 

在電腦計算能力日漸優異下，物流業者可透過演算法規畫最佳路徑，利用最短時間將貨

物運送到使用者手中。 

5.專業的資訊通訊人才： 

貨運傳統而言是勞力密集的第一線工作，透過資訊科技的進步，可透過最佳路徑等方式

降低成本，因此，找尋具有資訊能力之運輸規劃人員為重要之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