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鼎文公職  解題      鼎文公職  解題 

 
 

 

答案以正式公告為準

《公職、國營事業、證照》 
線上解題：http://www.ezexam.com.tw面、函授課程【憑准考證則享優惠】  

電話：02-2331-6611

最 新 考 情

課 程 諮 詢

 
 
 
 
 
 
 
 

 



    鼎文公職  解題      鼎文公職  解題 

 
 

 

答案以正式公告為準

《公職、國營事業、證照》 
線上解題：http://www.ezexam.com.tw面、函授課程【憑准考證則享優惠】  

電話：02-2331-6611

最 新 考 情

課 程 諮 詢

❏ 申論題解答 

一、【擬答】 
交通政策是指政府在運輸之施政，由理念架構研提，至政策策略、措施擬定，最後落實為各級運輸機關實際推

動政令之執行計畫，由上而下整合於一體。至於交通政策的呈現，可經由交通法規之制定與修正、交通政策白

皮書的出版、政府機關首長的宣示和各種研討會、會議之機關首長的結論等方式，說明如後： 

交通政策呈現的方式及實例 

交通法規之制定與修正：例如為防制酒後駕車，以避免交通肇事，對於交通處罰條例，予以修正，展示防制

酒後駕車的交通政策。 

交通政策白皮書的出版：以我國交通部為例，分別在民國 84 年、91 年及 101 年分別出版交通（運輸）政策

白皮書，以作為政府推行交通政策、理念架構、交通建設之依據。 

政府機關首長的宣示：例如交通部長在端午節前，於記者會中說明高速公路夜間收費政策的改變；在尼伯特

颱風來襲前，表示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將不再港水的保證宣示。 

各種交通運輸的研討會、會議的宣示和結論：例如在運輸學會的年會中，進行宣示式的說明，均是表達交通

政策的方式。 

二、【擬答】 
 PDCA 模式介紹 

P（Plan）計劃：通過集體討論或個人思考進而確定某一行動或某一系列行動的方案。  

D（Do）執行：按照計畫去做，落實計劃； 

C（Check）檢查或研究執行人的執行情況：計劃執行有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或要求 

A（Action）行動：對檢查的結果進行評鑑，採取認可或否定的態度。 

應用 PDCA 模式推動我國大眾運輸政策 

計畫：透過民眾公聽會或者政府官員相關的討論來決定如何有效推動我國大眾運輸政策的相關計畫訂立，提

出交通工程改善方案並配合規劃執法作為 

執行：實地執行了解問題並獲取心得，溝通說明解決爭議，實現交通計畫中的內容。 

檢查：總結執行計畫的結果，瞭解效果為何及找出問題點， 分別對外部顧客（用路人）暨內部顧客（政府

官員）實施意見調查。 

行動：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暨現場成效提報改善方案，將成 功的經驗加以適當推廣、標準化；將產生的問題

點加以解決，以免重複發生類似問題，尚未解決的問題再進行下一個 PDCA 循環，繼續進行改善。 

三、【擬答】 
交通政策是指政府在運輸之施政，由理念架構研提，至政策策略、措施擬定，最後落實為各級運輸機關實際推

動政令之執行計畫，由上而下整合於一體。至於交通政策能否成功推動之關鍵要素在於交通政策必須不能違反

憲法及法令規章、符合民意、能永續發展、節能環保，有組織、計畫可以落實及迎合世界潮流。 

交通政策能否成功推動之關鍵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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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違反憲法及法令規章：例如鐵路國營是法規之規定，因此若要讓臺鐵民營化，必先修改法規。 

符合民意：必須大多數人的贊同，例如防治酒後駕車，為大多數國民所支持，可以順利形成交通政策。 

能永續發展：交通政策必須能有持續性，才能發揮功能，例如大眾運輸的捷運系統之建設，必須持續，才能

有成果。 

節能環保：國內的資源有限，交通政策必須考慮節能減碳，讓資源作有效的配置。 

有組織、計畫可以落實：例如要取締違規停車的交通政策成功，必須有違規拖吊的組織和計畫。 

要迎合世界潮流：例如要人本、綠能、環境保護，這是世界潮流，更能獲得民意支持。 

中央及地方政府一體：交通政策要全國一致，才能成功。 

四、【擬答】 
評估定義 

根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專案報告的說法，「評估」就是針對某一計畫、政策方案作評價，不論是主觀的或者客

觀的價值判斷，都是屬於評估得過程。為了避免純屬個人之偏見所引起的偏差，評估應該包含一連串科學方法

與科學精神之運用，使評估之結果與可行性可以真正代表一種合理價值判斷。 

績效評估導入交通政策之運用 

評估的目的主要在促進決策之正確性，在相關交通政策之層次中，交通政策之訂立與改善，可以根據不同的考

慮進而研擬出幾個方案，而評估是一種決策過程，用來幫助決策者或規畫者從幾個方案中選擇出一個最佳方案

付之實施。規畫者應該對方案進行相關優劣分析。 

政策績效評估－以酒後駕車防治政策為例 

有效而可以執行方案，根據運研所之見解，通常會進行政策績效評估，考量該方案在實行上的績效，相關的評

估指標有五，分別敘述如下： 

前瞻性： 

績效評估是一種理性的思維及針對現在及未來的行動評估，但是對於未來的未知和不確定性應該要更謹慎的

評估。對於酒後駕車的防治政策而言，應該考量到未來政策施行後，對於交通運作上是否產生長遠正面的影

響以及是否達到治本的目標。 

必要性： 

績效評估是一種應用性質的工作，換言之，當一項政策對於社會並無多大影響性時，即不需要進行相關評估

工作。以酒後駕車防治政策為例，需考量到投入此項政策評估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是否達到效益，換言之，

應考量到其所提供的貢獻與該項計畫的重要性作一對等的分析，才可投入評估相關工作。 

可靠性： 

投入酒後駕車防治政策得相關人員是否舉有一定的專業性，換言之，評估人員的能力和態度應該受到尊重，

如此才能使評估結果具有公信力和權威性。 

可行性： 

一項政策的施行，需考量到各方面的方案以及計畫，政策評估人員也應該加強和群體的溝通來減少衝突，以

酒後駕車防治政策為例，評估人員應該考量到諸如增加警察臨檢時間、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或者擴大臨檢設

點，都應該要通盤整體的考量以及完善瞭解民眾的想法和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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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 

評估的目的主要是提供相關資訊給與決策者，以幫助瞭解其所下決策之成效。以酒後駕車防治政策為例，評

估者應該將政策前後相關的車禍數據統計資料給與決策者，藉由數據的分析讓決策者可以瞭解到此項政策的

實詩之績效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