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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論題解答 

一、（參考解題） 

「自由貿易港區」定義及業務範疇： 

依據「自由貿易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3 條，自由港區指經行政院核定，於國際航空站、國際港口管制區域內；

或毗鄰地區劃設管制範圍；或與國際航空站、國際港口管制區域間，能運用科技設施進行周延之貨況追蹤系統，

並經行政院核定設置管制區域進行國內外商務活動之區域。至於毗鄰區域範圍則包括：與國際航空站、國際

港口管制區域土地相連接寬度達 30 公尺以上；土地與國際航空站、國際港口管制區域間有道路、水路分隔，

仍可形成管制區域；土地與國際航空站、國際港口管制區域間得闢設長度 1 公里以內之專屬道路。 

自由港區可從事之事業包括： 

自由港區事業：經核准在自由港區內從事貿易、倉儲、物流、貨櫃（物）之集散、轉口、轉運、承攬運送、

報關服務、組裝、重整、包裝、修理、裝配、加工、製造、檢驗、測試、展覽或技術服務之事業。 

自由港區事業以外之事業：指金融、裝卸、餐飲、旅館、商業會議、交通轉運，及其他前款以外經核准在自

由港區營運之事業。 

從營運面、效率面、成本面及服務面等四個層面，說明我國推動自由貿易港區之優勢： 

「自由貿易港區設置管理條例」於民國 92 年 7 月 23 日公布施行，至 101 年底，經交通部核准並開始營運的自

由貿易港區（以下簡稱自由港區）包括基隆港、臺北港、蘇澳港、臺中港、高雄港等 5 處（不含空港，以下統

計資料均僅含海港部分），自由港區之主管機關亦於 98 年由經建會轉移至交通部。 

營運面 

交通部為自由貿易港區主管機關，已積極配合行政院推動之「國際物流服務業發展行動計畫」方案，推動

自由貿易港區業務，以達爭取增值創量之效。 

自由港區營運涉及包括關務、關稅等諸多財政部業務，且為使自由港區業務能有效推展，諸多關務法令朝

自由化目標修訂。 

推動自由港區『前店後廠』，鏈結腹地及產業。 

效率面 

配合行政院推動之「國際物流服務業發展行動計畫」方案，積極提昇產業供應鏈與自由貿易港區發展的關

聯性，有效產業供應鏈效率。 

興建公共倉儲及推動多國加值併貨服務，增進企業運作效率。 

辦理港埠物流與經營策略分析暨長期行動方案，提升物流效率。 

成本面 

推動高雄港加入倫敦金屬交易所（LME）遞交港計畫，有效降低產業成本。 

持續推動法規鬆綁及革新制度，降低企業營運成本。 

設立國際物流子公司計畫，降低企業物流成本。 

服務面 

為自由港區多元發展，鬆綁與革新相關法規。 

以產業思維推動自由貿易港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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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產業與港區之發展鏈結，逐步構建產業適宜的投資環境，達到自由貿易港區創值增量之目的。 

成立農特產品專區，有效提供企業服務。 

資料來源：運輸政策白皮書 102 年：海運／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編，二版，臺北市。 

二、（參考解題） 

偏鄉地區公共運輸存在之問題： 

民國 98 年之前因補貼經費不足，每年皆有客運路線停駛，影響基本民行。 

偏鄉地區公路客運車輛過於老舊且服務性路線較少，中南部民眾有二等公民之無奈感受，誤解政府政策存有

南北與城鄉偏頗。 

服務性路線或偏遠、離島地區之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皆係客源較少、居民依賴度較高路線，具有高度社會

福利特性，業者本無經營意願，非如一般市場機制路線，該等地區基本民行受阻。 

從政府角度提出各項問題之改善對策： 

偏遠服務性路線服務不減：民國 99 年補助 959 條營運虧損路線，金額 11.62 億元，民國 100 年補助 1,050 條

路線，金額 11.31 億元，維持基本民行不致中斷，除確實無經營價值及需求之路線透過整併結束服務外，已

無路線因經費問題而停駛，甚至具有能力得以配合需要開發新路線，如風災後開闢臨時路線維繫災區復建期

間其居民生活不致受影響。 

加速汰換老舊公車：於民國 99～100 年 2 年間已補助公路客運及市區公車汰換 1,660 輛老舊公車，且優先投

入離島、中南部偏遠或服務性路線服務。此外，並藉由補助購置 263 輛全新公車用以開發新興高潛力路線，

以全新形象爭取民眾認同擴大市場。新購車輛除車體與性能煥然一新外，車上並配備最新智慧型運輸系統，

有助於車輛動態及事件紀錄與掌握，期使民眾對公路及市區客運的認識全面改變。 

結合生活習慣模式、保障基本民行、支持當地產業發展。 

幹線服務採固定班表、提高準點率；接駁服務採彈性運作、盡量通達社區。 

建置區域轉運站，提高與幹線接駁服務品質與縮減縫隙。 

補貼服務性路線營運虧損，並要求縣市政府提出市區公車改善策略。 

檢討及改善公路公共運輸偏遠服務路線營運虧損補貼制度。 

研議建立計畫型（競標型）補貼制度或政府購買服務委託經營制度。 

推動以區域轉運中心結合軸輻路網觀念，規劃偏遠路線，引進適地性之需求反應式（DRTS）運輸服務作為

接駁路線。 

資料來源：運輸政策白皮書 101 年：公路共共運輸政策／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編，初版，臺北市。 

三、（參考解題） 

1997 年，臺北市開始明定「汽機車分流專案」、1999 年，則由交通部提出「機車交通管理政策白皮書」，其中明

確訂定汽機車分流的推動政策，此後，「機車專用道」與「機、慢車兩段式左轉」的設置漸行普遍。 

機車在路口採取「直接左轉」及「兩段式左轉」兩種管制措施之優缺點： 

機車在路口採取「直接左轉」管制措施之優缺點： 

優點 

節省機車騎士時間與成本。 

可提升機車騎士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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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加路口容量和減少擁擠。 

可減少車輛燃料消耗及廢氣排放。 

缺點  

機車行駛內側車道，直接左轉恐釀更多糾紛與意外。 

少數機車騎士不顧自身安全與道路安全，不看路就直接轉彎，會造成很大的危險。 

需增加相關之交通工程管制設施之配置方式。 

干擾其他方向車流行進之路權，增加肇事之衝突點。 

機車在路口採取「兩段式左轉」管制措施之優缺點 

優點 

機車騎士採兩段式左轉行駛較為安全。 

提升號誌指示的權威性與明確性。 

缺點  

增加機車騎士停等時間與成本。 

號誌的設置因沒考量到個別路口特殊情況，而設兩段式左轉標誌，會引起用路人與執法者的爭議。 

主管機關在評估機車於路口之左轉管制措施時，應該考慮之層面。 

主管機關在評估機車於路口之左轉管制措施時： 

安全層面 

考量機車左轉車輛與擁有合法路權的對向車流產生衝突，會導致不必要之肇事。  

考量地區號誌設置的一致性，使民眾可以遵守交通安全規定。 

交通工程層面 

需考慮配合調整相關之交通管制措施以告知駕駛人遵循。 

需重新考慮設置槽化設施。 

在車流量大的交叉路口，左轉是否會造成車流干擾，降低路口容量。  

考量左轉保護時相。 

教育與宣導層面 

須有效宣導與教育駕駛人車速分道、車流分向（左轉前打方向燈、看後視鏡，並禮讓它車循序變換至左側

車道等待左轉號誌）。 

教育與宣導民眾學習機車直接左轉方式的安全與禮讓駕駛觀念，以避免事故發生。 

考量民眾的接受度。 

法規層面 

開放直接左轉，需配合修改現行法令。 

考慮執法的有效性。 

資料來源：機慢車兩段左轉標誌，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王建仁，台灣地區機車使用者風險感認與駕駛行為關聯之研究，交通大學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碩士論文，民 91。 

四、（參考解題） 

財源持續不中斷是確保智慧型運輸系統（ITS）永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眾所周知，公共環境的改善須仰賴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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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相關政府機關的重視與主動辦理，但因不同機關單位之關注焦點不同，致預算編列常無法全盤符合 ITS 推動之

需要。因此必須引導各級相關政府機關配合 ITS 推動策略建立持續穩定的財務機制，以確保 ITS 能永續推動。 

 ITS 計畫推動，經由中央政府的帶動，中央與地方政府、公車經營者與電信系統業者等建立之合作關係，不僅

可成功地降低系統建置風險與成本，而且可順利地將 ITS 的效益帶入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中央政府輔導協助

地方政府推動 ITS 計畫，並輔導地方政府依其運輸系統發展需要自行推動 ITS 計畫推動的預算。 

我國電子、電機與通訊等產業具有研發 ITS 相關基礎設施產品如影像及微波雷達車輛偵測器等的潛力，若能成

功研發產品及商品化，不但能降低車輛偵測器的售價，廣為佈設及應用，亦能進軍國際市場，促進 ITS 相關產

業發展。 

未來汽車電子及智慧型車輛產業有樂觀的前景，我國相當產業界亦有堅強的實力，若能由售後市場進入零組件

生產廠商，甚至成為大廠的協力廠商，對 ITS 相關產業發展將有很大助益。 

推動交控系統標準化：推展標準化軟體，以降低建置及維運系統成本。提供具共通標準的開放競爭環境，藉以

擴大廠商參與使設備價格合理化。 

透過交通部編列預算，以公開評選方式，選定縣市，配合縣市自籌款及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技術協助，輔導受補

助縣市建置「智慧交控」系統、輔導受補助縣市建置及擴充公車動態資訊系統。 

交通部依公平性、多元性、與永續性擬訂補助原則： 

公平性：透過公開評選機制，依照工作計畫書內容（含地方現況條件與優勢）、配合款比例、維運人力與財

務機制等，選定受補助縣市。 

多元性：補助縣市考量區域平衡（分佈於北、中、南區），涵蓋不同規模（含大、中、小型），並兼顧系統新

建、更新與擴充。 

永續性：受補助縣市需提出並承諾維運人力與財務機制之現況與未來具體構想。 

交通服務ｅ網通計畫則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編列預算執行。 

可考量將公路工程建設經費提出一定比例作為 ITS 建置經費，可表現交通部政績最好的方法。此外，應適時規

劃我國未來接續之 ITS 行動方案，作為各級政府相關主管機關編列年度預算以推動 ITS 建置計畫的依據。 

資料來源：國家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政策，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編，臺北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