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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論題解答 

一、試述重現性交通壅塞（Recurrent congestion）及非重現性交通壅塞（Non-recurrent congestion）之差別及其因應對

策。 

分析：此題屬於道路交通管理範疇，屬於基本題，也與智慧型交通系統相關。 

【參考答案】 

 重現性擁塞（Recurrent Congestion）與非重現性交通壅塞（Non-recurrent congestion）是道路交通問題的兩大因素。

重現性擁塞是指經常發生而且可能重複出現於特定區域、路段的交通壅塞情況，例如：平常工作日反覆出現之上、

下班尖峰時段擁塞（例如內湖上下班的塞車狀況），或假日旅遊景點重覆發生之交通擁塞（例如國道五號台北宜

蘭假日塞車的狀況）。非重現性交通壅塞是指非重複性的交通壅塞事件，可分為預期性與突發性兩種。預期性事

件是指事先已知之事件，如道路封閉、施工管制、路段清潔管制等，突發性事件是指一般交通意外事件，發生之

原因係來自公路行車上之隨機性因素，例如交通事故、車輛故障、掉落物品或駕駛人操作不當等。以系統分析的

觀點來看，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重現性壅塞屬於系統內的問題，可以先行設計解決方案。而非重現性壅塞則是屬

於系統外的問題，不易掌握，需要通盤考量可能發生的情境，針對即時資訊產生出相對應的解決方案，此時如果

可以利用智慧型交通系統蒐集即時資訊、即時分析，動態產生解決方案，將有相當大的助益。 

其因應對策是透過實體交通系統調整、交通控制方法與交通資訊系統來降低交通壅塞情況，下表以高速公路管理

局之高速公路交通管理為例，說明兩者的因應策略。 

 重現性擁塞 非重現性交通壅塞 

實體交通系統調整 

定時定期性的增加道路容量： 

針對重現性壅塞路段實施開放路

肩、增闢輔助車道等措施 

現場性與時段性的交通管制措施，例如道路封閉

等。 

交通控制方法 

定時性匝道儀控管制調節車流 

靜態路網導引 

透過即時性的交通監測或是民眾回報，即時進行流

量分析，提供即時性的動態路網導引、動態性匝道

儀控管制。 

交通資訊系統 

電子看板發布即時路況資訊（偏

重大尺度、範圍的交通資訊） 

透過即時性的交通監測數據（儀器、民眾），提供

即時性的電子看板（點的資訊）與透過警廣發布即

時路況資訊。 

 

二、道路交通事故成本是道路交通安全改善計畫之效益推估的重要參數。請說明交通事故成本包括哪些項目?又該如

何推估? 

分析：運輸安全問題，主要是測驗考生對於道路交通事故成本定義與應用瞭解的廣度與深度。 

【參考答案】 

▓ 交通事故成本項目 

參考 1994 年美國公路交通安全署（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NHTSA）在「The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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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 of Motor Vehicle Crashes,1994」研究報告中所訂定之事故經濟成本項目，道路交通事故成本可以區分為有

形成本與無形成本兩大項，詳細說明如下： 

一、有形成本： 

主體直接成本 

醫療成本：急診和住院醫療成本、身體治療、復健、藥方等。 

復職成本：事故傷害所引起之事故當事人失能而造成的工作或事業停止至重新恢復或找尋新工作期間

所需成本。 

財物損失成本：車輛毀損、貨物和道路設施損毀成本。 

突然之喪葬成本：喪葬費。 

家庭生產力降低成本：損失之家庭活動力生產力，雇用其他人代為完成的費用。 

市場生產力成本：薪資損失。 

客體間接成本 

保險行政成本：處理保險索賠等行政成本。 

工作場所成本：雇員損失或缺席之工作場所的成本。 

緊急事件服務成本：拖吊車或救護車的運輸成本等。 

事故處理成本：處理事故之警察人員等行政成本。 

法院或訴訟成本：關於事故訴訟方面的法律費用和法院成本。 

社會成本 

行旅延滯：個人行旅時間延滯價值並不包括在事故中，但其被事故所引起之壅塞延滯則算入社會成本。 

事故延誤所引生之經濟損失及商譽、信用損失。 

二、無形成本 

事故之無形成本則包括事故發生後所引起之間接損失，如：社會成本、傷痛的代價、精神損失及生活品質

降低損失等。 

 
▓交通事故成本推估 

交通事故成本推估，以「交通事故衍生成本之探討」（陳高村，曾招雄，民八十八年）研究論文為例，該研究

經參酌國內、外文獻對於人命價值之探討後，利用問卷調查方式，透過對事故當事人於事故發生前後之變動情

形比較，來加以估算評估因交通事故發生，所導致損失的各項金錢價值，並且找出事故發生對當事人影響的貨

幣化程度。以下以醫療成本與復職成本為例，說明其推估方法。 

一、醫療成本： 

在醫療費用方面，理應精算除了救護車運輸外，所有事故傷害之醫療處理。包括：急救室和住院成本、追

蹤照顧訪談成本、身體治療、復健、藥方、醫療修補器材、居家修繕等。但由於上述各項醫療相關成本推

估資料取得不易，在參酌國內外相關對事故傷害成本推估之研究，以及公勞保給付計算方式後，本研究以

人命價值估算方法中，較為簡便且廣為賠償制度中應用之「人力資本法」（或稱放棄所得法），配合流行病

學中之「盛行率法」觀念，假設一個人的薪資足以反應其能力，而對該人在傷害方面之所有醫療成本不超

過該人之薪資能力（因超過者將造成家庭收支不平衡而無法持續相同之醫療行為），來加以估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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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觀念，本研究將事故傷害分為二大類，其一為永久性傷害另一為非永久性傷害。所謂永久性傷害

在此本研究定義為因傷害造成需三個月以上在家休養無法外出工作者。其中對死亡與非永久性傷害醫療成

本做以下之假設： 

IHC＝Wd ×（4D1+2D2+D3） 

其中 

IHC：為一個人因事故受傷所需之醫療費用。 

Wd ：為該人之平均日薪資所得。 

D1 ：為加護病房住院天數。 

D2 ：為一般病房住院天數。 

D3 ：為在家修養天數。 

二、復職成本： 

該研究以人力資本法及盛行率法之觀念，以事故發生時之工作薪資乘上損失工作天數視為復職成本。即： 

RWC＝Wd×Ld 

其中 

RWC ：為復職成本。 

Wd ：為該人平均日薪資所得。 

Ld ：為損失工作天數。 

 因此，詳細的交通事故成本的估算方式，應該針對上述之各項成本，逐項蒐集相關的成本公式，進行模式的建

立與估算，將各項子成本加總之後，即可得出總成本。有關於交通事故成本的估算方式，目前都還沒有一套固

定的、可供參考的估算方式，建議交通主管部門建立統一化、定期更新之交通事故成本估算法，並訂定合理賠

償制度，作為交通安全改善計畫與投資之依據。 

三、某地方政府正擬規劃推動 Ucar（汽車共享），試評析此一政策的優缺點及配套措施。 

分析：運輸政策分析題，開放性答案，本題是 Ubike 相關考題的延伸，主要是測驗考生對於準大眾運輸系統（副

大眾運輸系統）定義與應用瞭解的廣度與深度。 

【參考答案】 

一、定義 

汽車共享的概念與 Ubike 類似，希望藉由公共租賃的方式滿足現代人「臨時性」、「短時間」、「彈性」、「隨性」

的用車需求，以短期按時收費的方式，提供汽車租賃服務。 

二、優點 

對於某些民眾而言，可以減少養車停車支出，降低購買汽車後的閒置成本。 

對於政府而言，此政策可以減少小汽車持有率、減少交通流量，小汽車將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共乘的

比率會提升），與大眾運輸系統配合良好的取車、停車點，共享汽車將成為良好的準大眾運輸系統，與公

車、捷運形成良好的接駁網，有效促進公共運輸發展。 

經由汽車共享與共享經濟概念，個別的旅次將整合成有效的團體旅次，有效地達到節能簡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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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汽車公司帶來的新顧客和收入來源，創造新商業模式。 

三、缺點 

交通安全：與 Ubike 相比，汽車所造成的交通安全問題將大於自行車，對於駕駛的駕駛技術的要求也較自

行車高出許多，目前的法規與取用汽車流程可能無法審核與規範駕駛的資格與行為，可能會衍生出許多交

通安全問題。 

社會安全：汽車由於可以乘坐多人，要達到有效率的共乘的話，也會有對於共乘者的人身安全的考量。 

租賃業者定價與成本高：汽車單價較自行車高出數十倍，其負擔的保險費用也高出許多，如何計算一套吸

引人的費率制度，是此政策成功的基石。 

四、配套措施 

以下簡要說明幾項可行的配套措施。 

管理制度調整：我國運輸服務業對於業者的資本額、營業車輛數目、場域設備有其規定，對於業者之營運

項目亦有其監管框架。如何因應共享經濟時代的來臨做相對應的法規調整，與監理方式改變，是一大挑戰。

汽車共享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停車問題，所以可以嘗試的管理制度調整就是允許民間業者承租公共停車場中

的固定車位，或是路邊停車位。 

資訊系統整合：透過與交通管理機關資訊系統的整合，有效地審核租賃駕駛人的資格，降低可能發生的交

通安全與社會安全議題。也可以透過詳細的用車記錄分析，精算汽車租賃業者的成本並提出合理定價，吸

引使用者。 

有效的取車、停車場規劃與可用汽車管理：因為汽車停車所佔用的空間也比自行車多好幾倍，在政策開始

推廣期間，應該要有效地記錄、分析用車需求特性，持續進行調整，並與資訊系統整合，有效管理使用率。 

四、列舉四種各國都市市區公車的費率結構，並論述其優劣。 

分析：大眾運輸管理基本題，也是時事題。 

【參考答案】 

公車的費率結構說明如下表所示： 

費率名稱 費率內容說明 優點 缺點 

單一費率制 

（flat fare） 

整 段 運 程 為 單 一 票

價，票價跟距離沒有關

係。 

費率簡單好計算。 

收費方式單純。 

上下車收費快速。 

恐有不公平的爭議。 

段次費率制 

（stage rate） 

運程區分為若干區段

（台北都會區為兩至

三段），同區段內為單

一票價，每跨越分段

點，加收一區段票價。

對長程運輸路線較為有利。

收費方式簡單，計算方式也

算相對簡單。 
 

使用者民眾面 

不同搭乘距離卻相同票價。 

短程補貼長程，公平性疑慮。

分段點與緩衝區收費易混淆。

轉乘成本高，不利公車間短程

轉乘乘客 

業者面 

缺乏乘客公車起迄資料。 

緩衝區不斷擴大，調度困難，

增加車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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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率名稱 費率內容說明 優點 缺點 

路線班次里程與載客數、營收

不成正比。 

政府面 

無起迄資料，不易改善虧損路

線補貼與稽核。 

路線號碼與分段無明顯關係。

分區費率制 

（zonal rate） 

段 次 費 率 制 的 衍 生

版，運程區分為若干

區，同區內為單一票

價，若跨越兩區則票價

為兩區票價總和，分區

又可以分成固定分區

與可變分區。 

可 以 彌 補 段 次 費 率 的 不

足，讓收費制度較為符合彈

性與公平原則。 
 

短程補貼長程，公平性疑慮。 

收費與票價計算方式較段次費率制

複雜。 
 

距離費率制 

（distance-based rate） 

費率按照里程計算，又

稱為里程費率制度，有

標準距離制度與遞遠

遞減制度。以標準距離

費 率 制 度 （ standard 

rate）為例，每單位里

程費率是固定的，票價

為運送距離與單位里

程費率的乘積。 

民眾面 

符合使用者付費原則。

提升公車間轉乘意願。

業者面 

依據起迄資料，提供更

完善的路網服務。 

可以提升公車運量。 

提高營運績效。 

政府面 

容易進行路線稽核。 

政府補貼合理化。 

運程費率表不易取得共識。 

計費制度複雜。 

使用者習慣與利益不易改變，需要

有良好的資訊票證輔助工具才能減

少衝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