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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單選題【共 35 題，每題 2 分，共 70 分】 

1. 如何減少旅次產生與旅次吸引的過度集中現象？ 

(A)增設道路  (B)改善大眾運輸系統 

(C)抑制小汽車成長  (D)對土地使用的型態進行合理安排 

2. 在進行都市內大規模的家戶旅運調查研究時，下列何者是較常採用的抽樣方式？ 

(A)雪球抽樣 (B)分層隨機抽樣 (C)配額抽樣 (D)便利抽樣 

3. 下列何者屬於運輸系統服務範圍的指標？ 

(A)易行性 (B)快速性 (C)可及性 (D)移動性 

4. 李四早上開車從家裡出發去上班，傍晚下班時先繞路去超市買菜再回家。試問李四共

產生了多少旅次？ 

(A) 2個家工作旅次   

(B) 2個家工作旅次，1個家購物旅次  

(C) 2個家工作旅次，1個家購物旅次  

(D) 1個家工作旅次，1個非家旅次，1個家購物旅次 

5. 若表1為家旅次PA表，試問轉成OD表後，分區1至分區

2的旅次數為何？ 

(A) 20 (B) 30  

(C) 25 (D) 50 

6. 若表1為非家旅次PA表，試問轉成OD表後，分區1至分

區2的旅次數為何？ 

(A) 20 (B) 30 (C) 25 (D) 50 

7. 下類哪個項目不是從事運輸規劃工作時應考慮的三C原則之一？ 

(A)協調性(Coordination) (B)方便性(Convenience) 

(C)合理性(Comprehension) (D)連續性(Continuity) 

8. 假設消費者對某一運輸服務業者所提供服務之需求價格彈性大於1，若該運輸服務業者

採取降低價格措施時，對總營收的影響為？ 

(A)不變 (B)減少 (C)增加 (D)不一定 

9. 政府進行運輸費率的管制，通常是基於公平合理的原則，但仍常採取什麼策略，以促

使業者增加運能並維持服務品質？ 

(A)補貼 (B)牌照監理 (C)安全管制 (D)環保管制 

10. 在交通量指派方法中，假設起迄點間有兩條以上替代路線，而依據各路線特性分派某

比例的旅次到各路線上，則此種指派方法稱之為？ 

(A)轉換曲線指派法  (B)多重路徑比例分派法 

(C)全或無指派法  (D)容量限制分派法 

表 1 

P    A 分區 1 分區 2 

分區 1 50 20 

分區 2 3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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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用於調查人、車橫越某些地形或主要的交通界線，以核對家訪OD資料正確性的是哪一

種調查？ 

(A)周界調查  (B)路口轉向交通量調查 

(C)土地使用調查  (D)屏柵線調查 

12. 在運輸建設的效益評估中，通常如何將系統的時間節省轉換成可衡量的效益？ 

(A)利用專家問卷調查  (B)利用工商普查 

(C)利用時間價值  (D)利用使用者偏好調查 

13. 下列何者是運輸規劃中旅次發生之常用方法？ 

(A)容量限制分派法  (B)底特律法 

(C)類目分析法  (D)重力模式法 

14. 某研究範圍有大、小兩種分區方式，其中大分區可分10區，小分區則細分至50區。該研

究利用兩種不同的分區方式分別計算各分區的旅次產生率，試問以下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大分區的組內變異大於小分區  

(B)大分區的組內變異小於小分區  

(C)大分區的組間變異大於小分區  

(D)大分區的總變異大於小分區 

15. 以下何者不是交通運輸系統管理的主要目的？ 

(A)有效利用現有道路交通設施 

(B)降低對社會環境的不良影響 

(C)透過增建捷運強化大眾運輸系統 

(D)改善運輸系統的服務品質 

16. 運輸建設的投資都相當龐大，一旦停止使用，難以改為其他用途，且殘值偏低，此係

屬何種特性？ 

(A)變動成本 (B)固定成本 (C)沉沒成本 (D)會計成本 

17. 下列何者是屬於管制車輛持有之策略？ 

(A)調高路邊及路外停車費 

(B)提高車輛牌照稅 

(C)將汽車燃料使用費由隨車徵收改為隨油徵收 

(D)徵收擁擠稅 

18. 軌道運輸由起站至終點站之總距離除以行駛時間(含抵達各站之停靠時間)稱為？ 

(A)列車最高車速 (B)列車設計速度 (C)列車平均速度 (D)列車運轉速度 

19. 以下何者是在進行交通量指派時，最常被使用的路線選擇評準？ 

(A)最短時間  (B)最短距離  

(C)最小成本  (D)最大效用 

20. 在運輸系統的相關成員中，較關心運輸費率、旅運時間、安全性、舒適性與可靠性等

的角色是： 

(A)使用者 (B)營運者 (C)非使用者 (D)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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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以下何者不是用來衡量大眾運輸服務績效的績效指標？ 

(A)搭乘大眾運輸的人口比率 

(B)平均承載率 

(C)載客延人公里數 

(D)對大眾運輸的年投資金額 

22. 表2是某研究為旅次產生所製作的類目分

析表，如果研究範圍內有一家戶，其人口

為2並擁有1輛小汽車，試問該家戶每日共

會產生多少旅次？ 

(A) 3.05次  

(B) 6.1次 

(C) 2.61次  

(D) 3.76次 

23. 運輸系統方案評估方法中，將方案產生的各層面影響，皆換算為貨幣數值的方法，稱

之為？ 

(A)目標矩陣達成法 (B)數學規畫法 (C)工程經濟分析法 (D)線性代數法 

24. 下列哪一種身份的就學旅次較難從家戶訪問調查中取得？ 

(A)大學生 (B)高中生 (C)國中生 (D)國小生 

25. 依定價理論，當價格決定於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之價格水準，此乃屬於何種定價法？ 

(A)差別定價法 (B)非線性定價法 (C)最大利潤法 (D)邊際成本定價法 

26. 運輸系統的服務水準是交通流量的函數，當流量接近飽和容量時，服務水準會？ 

(A)急遽下降 (B)急遽提升 (C)平緩下降 (D)平緩提升 

27. 以下哪一種評估方法對於執行計畫產生的正負影響不予以貨幣化，而完全以效益值來

表現，決策的評準取決於作業目標的最大效益與成本的比值？ 

(A)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B)成本有效性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C)多目標達成矩陣法 

(D)多元評準分析法 

28. 以下規劃程序的步驟，其正確的順序為何？ 

(A)擬定方案→分析方案→界定問題→評估與決策 

(B)界定問題→擬定方案→分析方案→評估與決策 

(C)界定問題→分析方案→擬定方案→評估與決策 

(D)分析方案→界定問題→擬定方案→評估與決策 

29. 以旅次起迄點間的旅次數構成的旅次矩陣稱為： 

(A)OD表 (B)PA表 (C)混亂矩陣 (D)類目分析表 

 

表 2 每日旅次產生率(次/人) 

小汽車

持有數 

家戶人數 

1 2 3
+
 

0 1.19 1.43 1.45 

1 2.57 3.05 4.55 

2
+
 2.61 3.16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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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運輸規劃中所謂的家旅次(Home Based Trip)的定義乃指？ 

(A)旅次的起迄點都是家 (B)旅次的起迄點只要有一個是家 

(C)旅次的起點是家、迄點不是家 (D)旅次的起點不是家、迄點是家 

31. 廠商生產的產品藉由良好的運輸系統，適時地由產地運送至市場，使消費者能購買享

用，這是運輸所能創造的何種效用？ 

(A)時間效用 (B)消費效用 (C)形式效用 (D)乘數效用 

32. 都市運輸受通勤旅次的影響，尖峰時段的道路常有一個方向交通流量遠大於另一個方

向的交通流量，此種現象稱之為？  

(A)季節性 (B)通勤性 (C)方向性 (D)尖峰性 

33. 以下對重力模式的描述何者是不正確的？ 

(A)短程旅次的預測準確度常較長程旅次為高 

(B)它利用各分區旅次產生數與吸引數來代表產生端與吸引端的影響因子 

(C)它使用阻力函數來納入空間阻撓的影響 

(D)它未考慮社會經濟因素的校正 

34. 以下何者屬於二級產業？ 

(A)自由業 (B)電子業 (C)畜牧業 (D)金融業 

35. 在進行客運旅次的旅行成本分析時，通常僅計算什麼成本？ 

(A)實際支出成本 (B)運具成本 (C)時間成本 (D)維修成本 

貳、多重選擇題【共 15 題，每題 2 分，共 30 分】 

每題有4個選項，其中至少有1個是正確的選項，請將正確選項劃記在答案卡之「答案區」。

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所有選項均答對者，得2分；答錯1個選項者，得1分；所有選項均未

作答、答錯2個(含)以上選項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36. 下列哪些是運輸規劃方案之方案評估的原則？ 

(A)評估項目要儘量涵蓋相關的主要項目 

(B)評估各項目時要保持客觀 

(C)應儘量採定量分析而非定性分析 

(D)評估或預測均以規劃目標年為準 

37. 下列哪些是綠色運輸(Green Transportation)的政策努力方向？ 

(A)提升運輸能源使用效率  

(B)加強運輸需求管理 

(C)發展低碳運輸系統   

(D)廣設汽機車停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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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程序性旅運需求分析的四大步驟，其施行的順序哪些是可行的？  

(A)旅次發生→旅次分佈→運具分配→路網指派   

(B)旅次發生→旅次分佈+運具分配→路網指派   

(C)旅次分佈→旅次發生→運具分配→路網指派   

(D)旅次發生→運具分配→旅次分佈→路網指派 

39. 下列哪些資料可以經過適當處理後推估出OD矩陣？ 

(A)停車場停車資料   

(B)高速公路ETC收費資料   

(C)屏柵線調查資料     

(D)手機信令資料(Signaling Data) 

40. 下列對於時間價值的描述哪些是正確的？ 

(A)旅行時間的時間價值可由運具選擇模式的效用函數的參數計算得出   

(B)等車時間的時間價值常低於車內旅行時間的時間價值   

(C)時間價值可用工資率來衡量   

(D)高鐵乘客的車內旅行時間價值常高於國道客運的乘客 

41. 下列哪些是運輸規劃中運具分配常用之方法？ 

(A)羅吉特分析法  (B)區別分析法 

(C)普羅比分析法  (D)重力模式法 

42. 用於交通量指派的旅行時間函數，其最重要的組成是以下哪幾個成份？ 

(A)自由車流速率 (B)路寬 (C)流量 (D)路段容量 

43. 下列哪些方法適用於運輸計畫之評估？ 

(A)多準則決策分析(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Analysis) 

(B)成本有效性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C)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D)自我效能分析(Self-Efficiency Analysis) 

44. 運輸業者欲採行差別定價(Price Discrimination)的市場，下列何者是須具備之條件？  

(A)業者以成本最小為主要原則  

(B)市場可以區隔，並具不同需求彈性 

(C)業者必須有能力防止不同族群間的消費者轉售商品 

(D)具有獨占的力量 

45. 交通量指派主要是依據下列哪三種基本要素？ 

(A)交通分區間的旅次需求強度   

(B)路網結構 

(C)交通分區間的阻抗因子  

(D)旅運者之路線選擇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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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以下對於旅次特性的描述哪些是正確的？ 

(A)旅運需求是一種直接需求   

(B)旅次發生的頻率與旅行者的社會經濟特性有關   

(C)不同的旅次目的會產生不同的旅次分佈型態   

(D)「旅次發生的強度與交通服務水準無關」是旅次發生模式常被批評的地方 

47. 下列名詞解釋何者正確？ 

(A)旅行時間(Travel Time)係指車輛行駛於路段兩點間之時間，包括一切延滯及中途停

車時間 

(B)行駛時間(Running Time)係指車輛在路段兩點間實際之行駛時間，此不包括延滯時間 

(C)旅行時間(Travel Time)係指車輛行駛於路段兩點間之時間，包括一切延滯及中途停

車時間  

(D)行駛時間(Running Time)係指車輛在路段兩點間實際之行駛時間，此不包括延滯時間 

48. 在車流特性的課題上，以下哪些情況下流量為零？ 

(A)速率達到臨界速率(Critical Speed)時    

(B)速率為零時   

(C)密度為零時     

(D)密度達到最大時 

49. 以下對使用者均衡的描述哪些是正確的？ 

(A)它是以系統的平均旅行時間最小為目標   

(B)同一OD有被使用的路徑其旅行時間均相同   

(C)它相當於經濟理論中邊際定價的概念   

(D)同一OD沒有被使用的路徑其旅行時間均不小於有被使用的路徑 

50. 旅次的構成要素有哪些？ 

(A)目的 (B)起迄點 (C)運具 (D)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