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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輔考－高考交通行政 運輸學 

109年 

運輸學是運輸領域中最基礎的科目，其內容相當廣泛，除了傳統的陸、海、空運輸系統，更

包含新興的物流、管道運輸議題，不論是高考的運輸學或是普考的運輸學概要，其問題之靈活度

是日漸增加，或許考生們會認為讀課本依然拿不到分數而萌生放棄的念頭，然而事實上要在運輸

學這科拿到高分，閱讀基礎知識依舊是必要的，唯有在解題時將時事以及立場配合專業知識綜合

於考題中，才能在該科目拿到理想成績。 

一、試說明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的目的與管理方式。另說明目前高齡汽車與機車駕駛人

的用路安全問題，並提出高齡駕駛人安全管理建議作法。 

【擬答】 

（一）高齡駕駛人駕駛執照管理目的及管理方式 

1.管理目的： 

考量身體老化造成某些身體機能改變，包括反應時間的延長、整體動作速度變慢、知覺

動作表現衰退、認知方面有關注意力及辦識力的改變，以及視覺方面的改變等，影響安

全駕駛能力。爰對於其身心狀況應建立適當的檢測機制，讓高齡年長者瞭解自身身體狀

況是否適合駕駛車輛，並推動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制度，俾利維護高齡年長者自身及其

他用路人之交通安全。 

2.管理方式： 

透過法規針對 75 歲以上之高齡駕駛人建立駕照管理制度，針對 75 歲以上高齡駕駛人須

每滿三年換發一次駕照，換發時需經過體格檢查合格，並檢附汽車駕駛人認知功能測驗

或檢附無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證明文件始得換發駕駛執照。 

（二）高齡汽車與機車駕駛人的用路安全問題及改善方式 

1.高齡駕駛人不願意主動換照： 

解決方案：落實執法措施 

(1)須落實道交通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第 7 款「駕駛執照逾有效期間仍駕車」處新臺幣 1800

元以上 3600 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駕駛；惟於舉發通知單日期三個月內依規定完成

換發駕照，不予處罰之規定。 

(2)逾 75 歲實施日期後有特定違規或吊扣駕照者不依通知期限申請換照者，通知繳回駕

照，未繳回者監理單位逕行公告註銷駕照。 

2.道路上行駛風險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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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決方案 1：降低使用私有運具需求，政府應提高民眾使用公共運輸之意願: 

①敬老優惠票優惠 

②無障礙公車之推廣  

③提高公共運輸可及性，如透過需求反應式運輸模式(DRTS) 

④規劃復康巴士 

(2)解決方案 2：降低私有運輸使用之困難程度，可持續強化自駕車之推動，減少人為疏

失的發生。 

3.法規認知可能較不足或已過時： 

解決方案：於高齡者聚集處提高新交通法規概念之宣導頻率並提供防衛駕駛等相關課

程。 

二、試論述連續假期道路壅塞的原因，並利用活動導向需求分析，提出壅塞管理策略以

及壅塞管理績效評估指標。 

【擬答】 

（一）連續假期道路壅塞的原因 

1.時間集中度高: 

連續假期通常為我國重要返鄉時節，惟民眾返鄉時間集中，造成短時間重要道路擁入較

高車流，使道路容量無法負擔。 

2.方向性明顯： 

我國因地區發展不均，造成北部地區工作機會較多，因此連假期間開始返鄉、回工作崗

位車潮集中同一方向，造成道路壅塞。 

3.私有運具使用比例高： 

我國私有運具使用比例高，而私有運具相對於公共運輸使用道路效率較低，於尖峰時段

流量遠超過道路設計容量，運輸系統無法負荷。 

4.道路系統容量不足： 

部分道路設計容量較低，在車輛數日漸增加下已無法滿足現有需求。 

5.高快速道路匝道設置不當： 

高快速道路匝道隨著地方要求，匝道設置間距過短，使車輛上下交流道頻繁，使道路容

量降低。 

（二）壅塞管理建議策略 

1.重大節日運用活動調整車輛方向性： 

返鄉時間集中可能造成壅塞，政府透過車票及住宿優惠鼓勵長者北上過節，降低節慶時

交通方向性之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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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旅行者資訊系統： 

蒐集即時交通資訊並利用 App 及網頁，提供即時性之交通資訊以改善交通壅塞問題。 

3.管理式車道： 

透過公路車道的使用權分配，提升公路運行效率，配合車流特性指定車道的使用方式，

充分應用高乘載車道、車種專用道、收費管理車道、出入管制、繞道控制、調撥車道、

路肩車道等方式，彈性使用車道以提升公路運行效率。 

4.鼓勵使用大眾運輸： 

連假期間提供高、臺鐵、公路客運搭乘優惠，鼓勵民眾多加使用公共運輸，降低道路壅

塞程度。 

5.實施國道部分匝道封閉管制措施： 

為避免交流道車流進入主線影響道路容量，而在某時段將某特定入口匝道完全「封閉」，

以禁止車輛進入主線之交通管制措施。 

6.實施大客車優先、專用車道： 

除透過優惠手法鼓勵使用公共運輸外，亦須透過大客車優先或專用車道方式減少公共運

輸旅行時間，吸引民眾搭乘。 

7.加強公共運輸無縫連結： 

連假期間出遊人潮眾多，前往郊區之民眾亦大幅增加，考量郊區之公共運輸可及性較差，

因此建議於假期間強化地區性交通，以降低民眾不便。 

（三）壅塞程度績效指標 

一般高速公路使用者所關心的服務品質可分成壅塞程度及平均速率，密度反映壅塞程度。 

1.V/C 指標 

一路段的 V/C 值在 0.6 以下時，駕駛對壅塞程度的變化不太敏感，因此相關平均速率的

增減很有限。而 V/C 值達 0.95 時，車流就有不穩定的趨勢。在這狀況下，只要流率稍

微增高，車流可能很快的進入壅塞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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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速率： 

 

從速率的角度而言，平均速率接近或高於速限的服務品質最佳。且當流量容量比較小時

可能是處於壅塞情形，因此僅透過 V/C 作為衡量指標可能精準度不足，因此透過速率作

為第 2 指標進行衡量。 

三、試論述無縫運輸之意涵。目前多個縣市推行幸福巴士或幸福小黃運輸服務，試說明

其運輸服務特性是否符合無縫運輸服務？ 

【擬答】 

（一）無縫運輸之意涵 

交通無縫服務之目的係提供用路人於旅次鏈之及戶運輸(Door to Door)過程中，能完整取得

各級道路及各類型運輸工具所提供之整合服務，並促成公共運輸及私人運具之時間、空間、

資訊與服務之無縫接續。並透過建立整合性複合運具資訊系統，提供即時資訊及行程規劃

等服務，整合無縫的交通資訊及彼此合作的控制策略，以達成運輸系統間之無縫服務目

標。 

（二）無縫運輸之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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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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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幸福巴士或小黃公車服務特性及是否符合無縫運輸條件 

1.「幸福巴士」透過需求反應式之服務型態提供運輸服務路線，除可解決偏鄉地區基本民

行需求外，亦可滿足平、假日漫遊郊外風景區之遊客需求 

2「幸福小黃」係考量部分地區人口密度較低，以運量較高之公車服務較不符合經濟效益，

因此透過計程車依照需求提供服務，以完成偏鄉公共運輸最後一哩路。 

3.前開「幸福巴士」及「幸福小黃」均符合無縫運輸精神，透過 DRTS（需求反應式運輸

服務）服務方式，於民眾真正有需求時及時提供服務，可降低等待時間，並能與主運具

（高鐵、台鐵、國道客運等）班次資訊加以配合，達到無縫運輸成效。 

四、試舉例說明我國汽車客運業運價公式及計費制度。另考量永續運輸之社會公平面

(social equity)，說明原民部落地區適合那一種汽車客運業計費及補貼制度？並說明

這些地區的運輸問題現況及改善策略。 

【擬答】 

（一）我國汽車客運業運價公式及計費制度 

1.依「汽車運輸業客貨運運價準則」第 4 條規定： 

「公路汽車客運以一級路面普通車全票旅客每一延人公里之運價訂為基本運價，各級路

面、各等級客車及各種不同身分旅客之運價，依據基本運價配合國家運輸政策，衡量負

擔能力、服務價值、服務成本、競爭情形等因素分別訂定之。 

2.依「汽車運輸業客貨運運價準則」第 5 條規定，公路汽車客運基本運價之訂定，依左列

公式計算之： 

每延人公里之基本運價＝每車公里合理成本 (1＋合理經營報酬率) 平均每車公里全票

乘客人數＋平均每車公里各種義務性優待票人數換算成全票人數公式計算項目說明及

運用準則如左： 

(1)公式中每車公里合理成本，包括燃料、附屬油料、輪胎、車輛折舊、修車材料、行車

人員薪資、行車附支、修車員工薪資、修車附支、業務員工薪資、業務費用、各項設

備折舊、管理員工薪資、管理費用、財稅費用、稅捐費用等計算項目、由公路主管機

關審定之。 

(2)每車公里全票人數及每車公里各種義務性優待票人數，由公路主管機關參考上年度營

運實績審定之。 

(3)各種促銷業務性之優待票人數，一律按全票人數計算。 

(4)合理經營報酬率，得參照銀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 

(5)每張票價尾數不滿一元者，得進整數為一元計算，此項進整加收之金額，於計算每人

公里基本運價率中，以平均值減除之。 

3.「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46 條規定：「客票票價除按里程乘基本運價計算為原則外，

並得採用或兼採區域制。」，客運票價的單位為（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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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民部落地區適合之汽車客運業計費及補貼制度 

1.原民部落地區汽車客運業之計費方式式路線型態分為公路汽車客運與市區汽車客運 2類，

其中公路汽車客運係採用里程計費方式計算，市區汽車客運則有部分縣市採用段次計費

方式計算。 

2.補貼制度則採因地制，針對各縣市經費充足與否訂定補貼標準，其中原民鄉自籌款比率

比照財力分級第五級者（至少 5%）計算，而原民鄉因多屬人口密集度較低之地區，可

考量採用需求反應式之運輸模式，並以此方式適時補貼。 

（三）運輸問題現況及改善策略 

1.原民部落人口密集度較低且居住較為分散，固定路線之公路客運難以達到經濟永續之目

標，故改善方案上建議採用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方式，如幸福巴士或小黃公車作為運輸

工具。 

2.偏遠路線因班次數量較少，接駁轉乘之無縫運輸程度更顯重要，因此需事前提供搭乘者

完善之交通資訊，並透過妥當之時刻表之安排，促進民眾願意使用公共運輸。 

3.白牌車輛有條件之合法化，透過修正「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開放特定地區白牌車加

入營業，提高偏鄉地區交通便利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