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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輔考－高考交通行政 運輸經濟學 

109年 

一、試研析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對我國公共運輸之影響,並研擬主

管機關及營運業者之因應對策。（25分） 

【擬答】 

（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公共運輸的影響 

1.新冠肺炎為傳染病防制法公布的第四類法定傳染病，在全球引發大流行，且

造成數千萬人確診，數百萬人死亡。我國於2020年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簡稱指揮中心），在疫情肆虐本國前就先關閉國境，禁止外國人入境，

並要求全國民眾應常洗手、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 

2.新冠肺炎不僅對旅客、貨物的流動性有極大影響，也對運輸服務產生深遠影

響，如航空業因客流量大減，轉而以貨運為主，但仍面臨鉅額虧損需由政府

補貼。 

(1)國際各類運輸工具影響程度： 

①公共運輸：公車與共享乘車平台如Uber等客運量均有下降趨勢。 

②船舶運輸：貨櫃船及貨櫃車閒置，貨運價格暴跌（後因全球疫情好轉經

濟復甦，貨運產業展望佳，且受長賜號塞蘇伊士運河之影響，貨運價格

大漲），船員活動亦受限。 

③航空運輸：民航客運旅客數大減8~9成以上，民航公司連連虧損。 

(2)國內各類運輸工具影響程度： 

①公共運輸：高鐵、台鐵、北捷等進站人數均有所下降，主因尖峰時刻，

列車內較為擁擠，無法維持社交距離。如高鐵禁止飲食、取消自由座；

台鐵禁止站票，北捷要求實名制、宣導維持社交距離等。 

②海洋運輸：政府宣布國際郵輪均禁止靠港，因敦睦艦隊及鑽石公主號均

有群聚感染情形，導致郵輪業損失慘重，且無任何遊客願意搭乘。 

③航空運輸：旅客人數大減，桃機出入境人數創近年新低。 

（二）主管機關及營運業者的因應對策： 

1.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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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應疫情對經濟可能造成嚴重衝擊，立法院於2020/03通過600億元紓困振

興方案，及提供多項振興紓困貸款，提供企業利息補貼，核准金額近兆元。 

(2)成立專案應變小組：除配合指揮中心要求外，交通部亦成立專案應變小組，

要求陸海空運輸部門均應落實防疫工作，並依疫情狀況隨時做好應變措施。 

(3)衛生福利部訂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因應指引：大眾運輸」，提供交通

運輸部門各項防疫指引，避免疫情擴大的可能性。 

(4)推動運輸產業相關的紓困方案： 

交通部、公路總局等針對汽車運輸業、汽機車租賃業、鐵路運輸業、航空、

船舶運輸業等，設有「交通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

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提供汽車燃料費補貼、牌照稅補貼、融資貸款

利息補貼、短期專業職能培訓、計程車油料補貼、航空業降落費、地勤業

者防疫所需用品經費等補助，以協助受嚴重影響之業者能順利度過難關。 

2.空運業者： 

(1)應密切配合航空客運的邊境管制，並對機場的公共區域、設施等進行每日

至少3次以上消毒，並對通關區域、潛在確診病例的動線場所，加強消毒

措施。 

(2)航空公司應配合疾病管制署提供的「入（出）境航空器疑似傳染病旅客（含

機組員）之處理作業建議原則」對航空器進行一般消毒，若航空器自高風

險地區飛回，亦應執行標準的檢疫消毒措施。 

(3)透過機場排班計程車，提供自機場返家的民眾（需居家檢疫）點對點交通

服務，並嚴格要求居家檢疫者返家後不得搭乘大眾運輸，若有違規離家，

則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處以新臺幣

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3.海運業者： 

候船室每日均進行至少 1 次以上之消毒，國內客運船舶及港埠每日均進行 1

次以上消毒次。另國際貨輪部分，若有來自高風險地區的船員不得下船。 

4.陸運業者： 

(1)高鐵、台鐵、捷運（如北捷）：旅客常使用設施（如把手、座椅等）每 4

小時應清潔消毒 1 次，其他二等以上車站（如高雄、台中等）或捷運站

（忠孝復興、中山站等）亦應加強清潔；另高鐵要求，連假疏運期間，

應實施全車對號座，台鐵則在人口密集車站實施減少民眾群聚的加強管

理措施，並停止租借場地。 

(2)汽車客運：公路總局已要求所轄長途客運業者、遊覽車、計程車及市區公

車等，均應於每日發車前後及間隔 8小時各消毒 1 次。長途客運應於乘

客上車前量體溫，若有發燒症狀則應婉拒搭乘；客運轉運站則要求應依據

旅客量加強消毒清潔，並勸導民眾應戴口罩，落實體溫量測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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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何「超越對數函數(Translog Function)」被認為是最具彈性之成本函數

型式?其在推估上必須加入那些限制才能合理反應成本函數之特性?（25

分） 

【擬答】 

（一）超越對數函數模型：相較於Leontif函數（限制廠商為等規模報酬生產，且投入

要素之間是無法替代的）及Cobb-Douglas函數（限制投入要素的價格彈性為常

數，且投入要素之間的替代彈性為1，即K資本與勞工L為1換1）。 

忽略了各投入要素之間的相關性，因此學者提出 TranslogFunction 模型。此

函數限制較少，且容許「替代彈性為任意數值」（即 K 資本與勞工 L 不一定要

1 換 1），因此被認為是最具彈性的成本函數型式。 

補充： 

1.Leontif成本函數：C(K, L) =K(aT)+L(bT)，          

其中，K為資本，L為勞工，aT、bT為最佳投入要素用量 

2.Cobb-Douglas函數：C(K, L)= A    T，          

其中，K為資本，L為勞工，A為設定的常數， 、 分別為資本及勞力的生產

力彈性，T為商品數量 

（二）超越對數函數的限制： 

1.假設有一個業者使用兩種生產要素(K，L)，其超越對數函數型式可表示如下： 

Ln Y =  +   ln K +   ln L +     ln K * ln K +   ln L* ln L +   ln K * ln L 

2.該限制式相較 Cobb-Douglas 函數，多了   、   、   三者之變數，代表的

是 K 死 K、K 與 L、L 與 L 之間的替代彈性（根據上述假設，超越對數函數

容許替代彈性為任意數值，也可能含有 K、L 本身，並非只是常數） 

3.若當此三者變數值，若   、   、   皆為 0 時，該超越對數函數，就會變

為傳統 Cobb-Douglas 函數（投入要素之間的替代彈性為 1，K、L 之間為 1

換 1）。 

三、試述我國陸路運輸客運業（公路客運、傳統鐵路、都會捷運、計程車）之

運票價訂定方式（定價法則、運價公式、費率結構以及調整方式）（25

分）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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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客運、計程車 傳統鐵路 都會捷運 

定價

法則 

1.依公路法42條，汽車運輸

業客、貨運運價（簡稱運

價準則），由汽車運輸業同

業公會暨相關工會，按汽

車運輸業客、貨運價準則

共同擬訂，並報請該管公

路主管機關核定，非經核

准不得調整。 

2.運價準則第2條：對運價之

定義，指汽車客貨運輸每

一基本單位之運價。 

3.第3條：由各該管公路主管

機關依據全國或各該地區

之運輸情形核定之，在同

一區域內，除有特殊情形

外，應予劃一。 

4.目前是採平均加成定價法

訂定。 

1.鐵路法第26條第1項： 

國營鐵路運價率之計算

公式，由交通部擬訂，

報請行政院送請立法院

審定之；變更時亦同。 

2.第2項：國營鐵路之運

價，按前項公式計算，

由交通部報請行政院核

定實施；變更時亦同。 

1.大眾捷運法第29條第1

項：大眾捷運系統運價

率之計算公式，由中央

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

政院核定；變更時亦

同。 

2.大眾捷運系統之運

價，由其營運機構依前

項運價率計算公式擬

訂，報請地方主管機關

核定後公告實施；變更

時亦同。 

運價

公式 

依據運價準則第5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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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優待票人數換算成全票人

數] 

1.鐵路每人公里基本費率

＝{全年合理客貨運收

入x[全年客運列車公里

/(全年客運列車公里+全

年貨運列車公里)]}／全

年客運延人公里。 

2.鐵路每噸公里基本費率

＝{全年合理客貨運收

入x [全年貨運列車公里

/(全年客運列車公里+全

年貨運列車公里)] }／

全年貨運延噸公里。 

3.全年合理客貨運收入＝

全年合理客貨運運輸成

本＋費率基礎×合理報

酬率。 

1.大眾捷運系統全年合

理客運收入＝全年合

理客運運輸成本＋合

理投資報酬基礎×合理

投資報酬率－全年附

屬事業稅務後盈餘×合

理回饋率－其他外部

收入。 

2.大眾捷運系統每人公

里基本運價率＝全年

合理客運收入／全年

客運延人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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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率

結構 

依據運價準則第5條上開公

式各成本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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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費用、稅捐費用等計

算項目，由業者依據會計

準則依法核列後，由公路

主管機關依權責審認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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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經營報酬率，得參照

銀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計算之 

1.全年合理客貨運成本為

全年合理支出總額、全

年設備折舊費用、利息

及稅捐、營業損失等項

目。 

2.費率基礎為固定資產淨

值。 

3.合理報酬率得參照銀行

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計

算之。 

1.全年合理客運運輸成

本包括：人工成本、電

費、維修、折舊 

2.合理投資報酬基礎＝

平均固定資產淨值＋

籌備費淨值＋營運週

轉金。 

3.合理投資報酬率：不低

於金融機構公告一年

期大額之定期存款固

定利率為準。前項所稱

之金融機構另由大眾

捷運系統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 

4.附屬事業稅後盈餘之

合理回饋率以 40%至 

60%為原則，由主管機

關核定之。 

5.其他外部收入包括政

府補貼、相關基金之撥

補及各種捐助等 

調整

方式 

運價準則第11條規定：除遇

有特殊情形外，每兩年檢討

一次 

1.鐵路法第26條第1項：國

營鐵路運價率之計算公

式，由交通部擬訂，報

請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

定之；變更時亦同。 

2.第2項：國營鐵路之運

價，按前項公式計算，

由交通部報請行政院核

定實施；變更時亦同。 

大眾捷運法第29條第1

項：大眾捷運系統運價

率之計算公式，由中央

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

政院核定；變更時亦

同。第2項：大眾捷運系

統之運價，由其營運機

構依前項運價率計算公

式擬訂，報請地方主管

機關核定後公告實施；

變更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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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何偏鄉地區難以提供公共運輸服務?為何「白牌車」服務卻能在偏鄉地

區盛行?試由運輸服務、運輸成本以及運輸管制等角度評析「白牌車」與

公共運輸之異同，進而提出偏鄉運輸服務的解決之道。（25分） 

【擬答】 

（一）偏鄉地區難以提供公共運輸服務： 

因台灣地狹人稠，都市化程度高，惟許多偏鄉地區因缺乏就業機會，使大量人

口外移、居住人口老化。民眾多自備交通工具，若要提供公共運輸服務，需具

規模經濟，鄉鎮人口數少、願付價格低，造成公共運輸虧損，不易長久經營。 

（二）白牌車盛行： 

多數偏鄉人口屬老弱婦孺，並無自用的交通工具，若需外出購物、就醫等，則

需仰賴鄰居接送或叫計程車協助運送。惟偏鄉地區計程車少，需仰賴偏鄉地區

有自用車，且能順道載送一程的人協助載運，長久以來便形成白牌車。 

（三）「白牌車」與公共運輸之異同：運輸服務、運輸成本以及運輸管制 

 白牌車 計程車 公車 

運輸服務 

以自用車載客或載貨，

外觀與一般自用車相

同。 

黃色車身，紅色車牌。 

多元計程車車身不一定

為黃色，但為紅色車牌。 

均依規定標示行駛路線

編號及起訖點，車身有

明確標示，並設有公車

招呼站。 

運輸管制 

1.駕駛者不具執業登記

證，非合法。 

2.路上無法清楚分辨是

否為白牌車，司機總數

量不易掌握。 

3.案例：如Uber、白牌車

聯盟等 

1. 依規辦理執業登記

證，由警政署統一列冊

管理，2020/12登記數

約9.2萬輛（多元計程

車8600輛）。 

2.容易分辨是否為營業

車輛。 

3.案例：部分加入派遣車

隊如55688、大都會車

隊等，部分為個人獨立

營運，通常採隨招隨停

或排班載客。 

1.駕駛人依規需有駕

照，由業者依法統一管

理。2019年底約有5000

多輛公路客運車輛；1

萬多輛市區客運車輛。 

2.容易分辨是否為公車

車輛。 

3.案例：如欣欣客運、統

聯客運等 

運輸成本 

車資、通常費率較一般

計程車便宜（為招攬客

人），但僅有第三責任險

的保障。 

依照公告費率跳表計費

（最貴），保險含運送責

任險、乘客（公共）意外

險及第三責任險。 

依照公告費率按表計費

（最便宜），保險含運送

責任險、乘客（公共）

意外險及第三責任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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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偏鄉運輸服務的解決之道 

1.嚴格對白牌車執行取締：主管機關應加強執行取締，於法有據如下說明 

(1)公路法第 77 條第 2 項規定：而經營汽車或電車運輸業者，得依其違反情

節輕重，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其歇業，其

非法營業之車輛牌照及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並得吊扣四個月至一年，或

吊銷之，非滿二年不得再請領或考領。 

(2)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之禁止行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 3,600 元以上 10,800 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行

駛。第一款包括：一、未領用牌照行駛。 

2.導入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服務(DRTS)： 

善用 ITS（智慧型運輸系統，係利用先進電子、通信、電腦、控制及感測技

術於運輸系統中，透過即時資訊傳輸以增進安全、效率與服務，改善交通問

題），並推動 DRTS 等新型態運具，如復康巴士，當有實際需求時，才提供

運輸服務，不僅可減少日常營運成本，亦可有效服務偏鄉居民。 

3.透過公共運輸行動服務(MaaS)整合所有交通運具： 

運用資通訊技術，將各個片段的公共運輸如公車、腳踏車、計程車、租車、

共乘等服務進行整合，以滿足旅客多樣的交通需求，並消除公共運輸乘客的

兩大難題：「轉乘縫隙」及「服務不足」，促使私人運具顧客改變其交通行

為，轉而採用公共運輸運具及 MaaS 服務。 

4.推動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 

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所提出，該計畫希望透過公共政策導引及穩定資源投入下，

可改善偏鄉地區公共運輸不便問題及避免都會區交通壅塞問題惡化，以增進

高齡者及身障者的行動力，保障偏鄉民眾行的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