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長程運輸系統之規劃 
 
◎ 規劃目的： 

 現在與未來之需求、可行方案、影響評

估、選定方案(系統方法) 

 
◎ 規劃作業之限制： 

 運輸建設與土地使用之循環變化(圖1-1)
 土地一般徵收 v.s. 區段徵收 

 
◎ 規劃程序： 

 規劃機構之籌組、資料蒐集、模式構建、

預測、方案研擬及評估、實施 等六階段 
(+ 回饋研究) (系統方法) 

 長程規劃15年以上、中短程規劃5~15年 



 長程運輸系統規劃程序圖(圖1-2) 

 



 1. 規劃機構之籌組： 

  籌組規劃機構(成員)、確立目標與標的 

 

 2. 資料蒐集： 

   a. 研究範圍之界定與分區 

分區作業原則：活動同質性、大

小及數目適當、分區邊界應配合

指派網路之結構(圖1-3) 

   b. 資料蒐集及分析(最耗時費錢) 

所需資料：人口、土地使用、社

經、運輸設施與需求 

旅次起迄點特性調查：家庭訪問

調查、商用車調查、周界調查(表
1-1, 1-2) 

(放大係數公式1-1不適用，一般

均直接依比例放大) 

資料分析：以圖表表示(圖1-4 ~ 
1-10) 



 

c. 指派網路之構建： 

功用： 

(1)計算分區間之距離、行駛時

間、或行駛成本以驗證旅次分

佈與交通量指派模式 

(2)獲取各競爭運具之相對時間或

成本以進行運具分配 

(3)模擬旅次產生者選擇路線以進

行交通量指派 

 [網路=結點+連線，分區中心 (圖1-11)] 

  
  



 





  
3. 模式構建： 

  總體程序式運輸需求模式(最常用) 

  [旅次發生、旅次分佈、運具分配、與交

通量指派] 

 



 4. 預測： 

影響旅運行為之因素：人口分佈、就

業機會分佈、所得與消費型態、

車輛擁有率 

預測方法：成長趨勢法、類目分析

法、迴歸分析法 

 

 5. 方案研擬及評估： 

 

 6. 實施： 

 
◎ 規劃作業之重要問題(回饋研究)： 

 1. 能源使用效率：減少運輸需求、改用能

源使用效率高之車輛、提高車輛承載率、

提高車輛能源效率、改善交通管理作業 

 2. 環境衝擊 

 3. 社會公平 

 4. 民意參與 



【例題】 

一、長程運輸系統規劃：長程運輸系統規劃之程序可分為那六個階段？

請簡要說明之。 

二、資料蒐集：近幾年來國內盛行民主，各種選舉接踵而來。假設您今

日必須負責全省民意之調查，由於調查範圍甚廣，以抽樣式的「電話訪

問調查」似乎是目前最佳之選擇。試問您首先該從何處著手？所需蒐集

與分析之資料項目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