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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交通行政 
科  目：運輸學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一、試就無縫運輸的四個面向各列舉一個現況中最需要解決的無縫運輸問題，並提出問題改善建議。(25 分) 
答： 【本題可參考 1P06 第 569 頁，為臺灣客運業與其他公共運輸之無縫運輸配合服務】 

無縫運輸：建構以公共運輸（臺鐵、高鐵、公路客運、市區公車及高鐵接駁）為主的運輸服務網路。以高鐵及 

臺鐵等軌道運輸定型化時刻表為基準，搭配相互協調的公車及公路客運班表，以即時管道與方式提供乘客確切 

的公路客運動態資訊以利接駁，使城際客運與在地客運能提供密合服務，使公共運輸「端到端」的接駁服務普 

及全島。無縫運輸維度包含以下幾項概念： 

空間無縫：旅客能在可接受步行距離內搭乘公共運輸工具。 

時間無縫：旅客能在可接受等待時間內搭乘公共運輸工具。 

資訊無縫：旅客能迅速便利地取得所需交通資訊。 

服務無縫：公共運輸服務品質符合旅客預期。 

以下就「都會區」與「偏遠區」就各維度政策運用最須解決的問題加以說明，並提出改善建議： 

都會區： 

空間無縫：雖然都市中有各種不同的運具，但運具之間轉換的無縫接軌仍是問題，為解決大眾運輸的最後

一哩問題，可建置大型轉運場站、建置停車轉乘設施、開闢場站間接駁服務。 

時間無縫：不同運具間有不同班表，若無法整合，會浪費許多時間在轉乘上，應整合轉乘班表、提高接駁

服務頻次。 

資訊無縫：隨著網際網路的發展與智慧型手機的盛行，資訊的取得應該越來越容易，應建置行前資訊系統、

建置公車動態站牌，開發手機 APP 查詢系統。 

服務無縫：各種運具間，因經營團隊的不同，對於服務也會有差異，應興建高品質公共運輸系統、提昇接

駁車輛品質，並整合不同運具間的服務。 

偏遠區： 

空間無縫：因偏遠地區需求較少，往往許多地區沒有大眾運輸工具到達，應提供虧損補貼，以提高路線覆

蓋率、引進彈性公車服務、提昇營運效率提供租車服務，滿足觀光旅次需求。 

時間無縫：偏遠地區需求較少，往往班距較大，容易造成誤點或脫班等狀況，應維持班表之可靠度、確保

服務班次與需求間之切合度、減少服務車輛故障機率。 

資訊無縫：偏遠地區班次較少，車輛動態系統更形重要，應於場站及站牌公佈正確班表、維持營運班次之

準確性。 

服務無縫：因偏遠地區的大眾運輸服務往往虧損，營運商難以提供高品質服務，應建立監督與補貼機制，

維持服務車輛之整潔與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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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試說明輕軌運輸系統的路權種類。另說明平面方式輕軌的交通安全問題，並提出創新的 3E 交通安全問題改善建

議。(25 分) 
答： 【請參考鼎文公職出版 T5A43 運輸學 P241 頁】 

一般運輸系統的路權有三大類型，依照路權隔離程度分為 A、B、C 三型路權。 

 A 型路權：採用與外界交通完全隔離之車道或軌道，無平交道且不與其他車輛混合行駛，其型式可以高架、

地下、地面。例如：大眾捷運系統，臺北捷運系統均屬於 A 型路權。 

 B 型路權：採用部份與外界隔離之軌道或部份與外界混合行駛的車道。例如：輕軌運輸系統（Light Rail Transit, 

LRT）。 

 C 型路權：一般之交通混合行駛之車道或軌道。遇紅燈時，仍需停車。例如：公車、地面電車（Streecar）。 

輕軌運輸系統（Light Rail Transit, LRT）：使用 B 型路權為主，亦可使用 C 型或 A 型路權，由動力推動的鐵路

車輛，可以單節或列車的方式來營運，以目前試營運的高雄輕軌來說，就屬平面式輕軌，全線除愛河段採高架

A 型路權外，其餘採平面 B 型路權，軌道與車道分開，電聯車擁有路口優先通過權。但因軌道並未完全隔離，

仍有撞上其他車輛或行人的風險。其餘風險均與軌道運輸相同。 

一般所提到的「3E」為交通教育（Education）、交通工程（Engineering）及交通執法（Enforcement） 

交通教育方面，檢視目前國內交通違規行為，常見大人帶著小孩違規，顯示我國用路人從幼童時未被「充足

有力之資訊」教育與灌輸遵守交通規則，應從小學的教育開始做起，培養優先路權的觀念，從小建立用路人

遵守交通規則的基本觀念，並利用手機 APP 或網際網路，教育民眾交通法規的概念與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以建立安全的交通環境。 

交通執法方面，台灣相關交通法規其實已相當完備，但許多用路人心存「僥倖」心態。故建議執法機關及人

員應以「取締嚴重違規並影響他人安全之行為」為執法重點，增加違規取締頻率，並加重懲罰，提高用路人

交通違規成本，利用大數據檢討違規熱點，加強該路段取締。 

交通工程方面，部分路口交通管制設施之設計可能不夠周延，行人或車輛有可能穿越軌道時發生危險，應加

強號誌與標示，避免車輛或行人誤闖軌道，輕軌車站的設置在動線上也須注意，增加引導人力，避免乘客發

生危險。 

三、試舉例說明大數據(Big Data)分析在交通運輸之應用，包含分析主題、相關分析課題、所需大數據的資料內容、分

析方法和預期分析結果。(25 分) 
答： 【參閱鼎文公職網站 104 年地特三等運輸學解題】 

巨量資料（Big data），或稱大數據、海量資料，指的是所涉及的資料量規模巨大到無法透過人工，在合理時間 

內達到擷取、管理、處理、並整理成為人類所能解讀的形式的資訊。在總資料量相同的情況下，與個別分析獨

立的小型資料集（data set）相比，將各個小型資料集合併後進行分析可得出許多額外的資訊和資料關聯性，可 

用來察覺商業趨勢、判定研究品質、避免疾病擴散、打擊犯罪或測定即時交通路況等；這樣的用途正是大型資

料集盛行的原因。 

巨量資訊可以分析未來、創造商機，透過巨量資料的分析技術，人類在社群媒體上的互動與喜好，生活周遭的

各種數據，都可以被歸納整理成有意義的資訊，只要能夠掌握巨量資料並且即時分析，就能有效的改變交通、

運輸、能源、等產業，進而創造龐大商機。例如，駕駛可以透過巨量資料來了解汽車運作的狀況，在適當的時

機通知車主更換零件，大幅降低維修成本，汽車製造商不只是生產硬體，更能夠成為貼近人心的服務業。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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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車運輸方面，巨量資訊能有效的調控貨櫃的冷藏系統，並掌握貨櫃箱的內部狀況，減少運輸過程中商品的壞

損率。 

未來交通大數據將優先應用於公共運輸服務之創新、重大交通路況疏導以及提升交通安全等三大方向。交通主

管機關未來將透過數據思維進行施政，優先達成政府和政府間（G2G）資料開放，透過資料交換平台反映地方

政府對於中央部會資料之需求，並利用交通數據與其他領域資料之相互交流，啟發更多創新應用的可能，大數

據整合將可改善客運業經營模式和公車路線效率，研擬改善交通路網瓶頸套案，並提供用路人最短的旅行時

間，另也可整合路口交通量、監理資料、肇事分析等，研擬防治策略降低車禍死傷人數。 

 以下舉例說明大數據分析在交通運輸之應用，包括分析主題，相關分析課題，所需大數據資料內容，分析方法

及預期分析結果，分別說明在重大交通路況疏導及提升交通安全兩方面的應用。 
大數據應用領域 重大交通路況疏導 提升交通安全 

分析主題 高速公路擁塞疏導 易肇事路段 
相關分析課題 上下匝道儀控率分析 各種路段路口型態肇事分析 
所需大數據資料內容 上下匝道車輛數、行駛速率等 肇事事件、交通事故、死傷人數等

分析方法 計量分析以整體最小延滯為目

標 
歸納肇事路段，計量其影響差異 

預期分析結果 得出各匝道的最佳儀控率 找出路口及路段幾何型態及車流量

瓶頸，作為改善方法 

 

四、試說明號誌時相設計目的，另說明目前常見用路人通過路口時與號誌時相有關問題，號誌時相設計需如何將這些

問題納入考慮。(25 分) 
答：號誌時相（Signal Phasing）設計的目的乃是藉號誌交叉路口各方向的燈號，來區隔各路口相互衝突的不同車流

方向，以維持各方向車流行進之秩序，同時降低因車流衝突所造成 的肇事危險。應注意的是，在增加號誌時

相數，以增強交叉路口通行安全的同時，也必然會增加因號誌暫時受阻停等車流的交通延滯，而降低交叉路口

的整體車流運作效率。因此，交通安全與號誌運作效率號誌時相設計無法兼顧，必須加以取捨並權衡目的。 

例如有交叉路口的左轉車流有不少被對向直進車流阻擋，而導致堵塞於路口中的情況，若能藉增加時相數來加

以區隔及改進，或可降低路口的整體延滯，同時提升路口的交通容量。 

路口時相設計均需依據一套標準化的設置規則，而且需要與相關之標誌、標線、標字、車道劃設和車道使用指

定配合，來進行整體規劃設計，方能獲得成功。 

從事號誌時相設計時，也需要一併考量路口的幾何條件、車道使用、交通流量、車速、行人穿越數量，以求達

到設計成果的一致性。 

用路人通過路口時，其駕駛行為，路口延滯及安全等問題，均在號誌時項設計時必須加以考慮，說明如下: 

當路口的幾何條件無法設置左轉專用車道時，就不適合設計左轉專用時相。 

時相設計時，是考慮二時相，或是三個以上時相，可以根據車流量、路口幾何條件等，以模擬或演算法，求

得最佳時相及時比的號誌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