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運輸需求預測模式 
 
◎ 本質： 
 描述眾人之旅運型態及一般人產生旅次

的決策過程以估算未來之運輸需求 
 
◎ 總體程序式運輸需求模式(最常用)： 
 - 總體模式：以旅次起迄點家庭訪問調查

之資料為基礎 
 - 程序式的涵義：旅次行程之決策過程依

序處理 
 - [旅次發生、旅次分佈、運具分配、與交

通量指派] 
 
◎ 旅次發生： 
  [旅次=為某特定目的使用運輸工具從

一點到另一點的單一行程] 
  [旅次之兩個端點=產生點、吸引點] 
  [家旅次=均以家為產生點，另一端為吸

引點，80%以上] 
  [非家旅次=以旅次的起點為產生點，迄

點為吸引點] 
 



分析方法：(特性與優缺點比較) 
a.土地使用之旅次發生率法(成長趨勢法) 
b.多元線性迴歸分析(迴歸分析法) 
 因果關係??? 
c.類目分析法(交叉分類法) 
 旅次產生分析：居住旅次為主(住戶人

口、汽車擁有率、所得) 表2-1 
 旅次吸引分析：非居住旅次為主(土地使

用特性) 表2-2 



 



◎ 旅次分佈： 
 表2-3旅次分佈矩陣表 
 

 
分析方法：(特性與優缺點比較) 

  a. 成長因素法(底特率法) 
假設：分區之旅次產生與吸引數成正

比例成長、並依研究區域之

總成長率調整 
  b. 綜合性模式法(重力模式) 

 依萬有引力之原理以分析旅次分佈

與旅次產生、吸引、及旅運阻力因素

之關係。(i.e.與旅次產生、吸引數成

正比；與旅運阻力因素成反比) 



 



 



 
 
 
 



◎ 運具分配： [大眾運輸、個人運具] 
 運具分配步驟：(圖2-1) 
 1. 旅次端點運具分配模式(旅次分佈在

後) 
 2. 旅次交替運具分配模式(旅次分佈在

前) 
 
影響旅次產生者選擇運具之因素： 
1. 旅次特性 
   (旅次目的、長度、發生時間等 ) 
2. 旅次產生者之特性 
   (所得、車輛擁有率、就業人數、地區 ) 
3. 運具之相對服務水準 

 
 美國TRC之旅次交替運具分配模式： 
 1. 相對旅次時間(=大眾運輸/個人運具) 
 2. 相對旅次成本 
 3. 相對旅行服務(車外的時間) 
 4. 旅次產生者的經濟狀況 
 建立運具分配之轉換曲線(圖2-2) 



 



 



 



 
 



◎ 交通量指派：(特性與優缺點比較) 
 選擇路線之準則：最短時間、最短距離、

最低成本 
 
 指派方法： 
 1. 全或無指派法 
   (不穩定性、不能反應實際行為) 
 2. 轉換曲線指派法 
   (若路線過多則不適用) 
 3. 容量限制指派法 
   (V/C比與行車速率之關係) 
 4. 多重路線指派法 
   (考慮對行駛時間估算之偏差與變

異) 
 
◎ 總體直接式需求模式(略) 
  [旅次發生、旅次分佈、與運具分配同時

處理] 
 
◎ 個體需求模式(略) 
 



 



 



【例題】 

一、總體程序式需求模式：在預測未來運輸需求之模式中，試簡述總

體程序式需求模式之特點與涵義，並以一般人產生旅次之決策過程的

四個主要步驟舉例說明之。 

 

二、旅次分佈：旅次分佈之分析方法，大致可分為成長因素法與綜合

性模式法，請簡要說明二者之基本假設及優缺點。 

 

三、運具分配：依美國華盛頓特區 Traffic Research Corporation 

(TRC) 所研究之運具分配模式，其主要考慮之四個變數為何？各變數

之定義為何？請簡要說明各變數與「搭乘大眾運輸之百分比」之關係。 

 

四、交通量指派：交通量指派的方法甚多，其中較常被採用的四種方

法為何？並請簡要敘述各種指派方式之基本概念及優缺點比較。 

 

五、解釋名詞： 

 (a)總體程序式需求模式 

 (b)相對旅行服務與相對旅次時間 

 
1、 影響旅運行為的主要因素有哪四項：人口分佈、____________、所得與消

費型態、____________。 

2、 總體模式的特點，主要係以____________調查之資料為基礎，程序式的涵

義則將旅次行程的決策過程分成旅次發生、旅次分佈、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四個步驟依序處理。 

3、 In a conventional long-term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process, please list the four 

major components of an aggregate sequential demand mod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