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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研究動機 

    過去台灣地區為了發展經濟而推動國家十大建設，其中交通建設為提供其他

經濟建設與帶動經濟發展之基本條件，因此於當時屬重要的建設之一。近幾年隨

著我國正由開發中國家走向已開發國家，雖交通建設亦隨之興起。然根據調查資

料亦可知，台灣地區公路車輛每年仍持續增加當中，因此對於大量成長之交通工

具而言，交通設施之供給仍略顯不足。故欲就現有之市區道路面積容納持續成長

之汽車總數，將導致產生許多都市交通問題，如直接地將造成道路面積供給不

足、道路服務水準低落、交通擁擠等問題；而間接地則將導致空氣等其他對環境

造成之污染等。 

由於多年來國內外大多數的研究報告往往著重於解決都市交通問題，甚少從

其根本上探討都市交通問題因何產生，因此常有交通問題週而復始發生等治標而

非治本之情形。其中最常見者，即是各重大路口每到尖峰時間往往因流率過大造

成該路口與路段車輛擁擠，以致服務水準下降。究其原因，或許與本國駕駛者行

為特性相關。如駕駛者之駕駛行為急躁且未遵守行車秩序規則，導致現有車道數

可能原本兩車道卻有三輛以上之車輛數佔用兩車道之情形發生，因此導致大多數

交通問題之發生；其次則可能與道路設計等因素具關聯性，如我國道路設計大多

延續國外之研究，並未針對我國之交通特性，如車輛實體大小、我國駕駛行為特

性、道路使用特性等規劃設計適當之道路型式，以致於造成過寬或過窄之車道寬

度，而使道路上的行車秩序混亂，此亦為造成都市交通問題之一大原因。 

綜合上述因素，本研究首先從駕駛者行為特性與交通工程角度切入，分別以

客觀與主觀之方法探討目前我國所採用之車道寬度是否合理且適用於我國駕駛

特性。再者，研究中將分析影響車道寬寬度之變數，並考量人車路之特性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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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寬度分析模式進行研析，並與現行市區車道寬度分析比較，以提出較為合理

且適用於我國駕駛者之市區車道寬度範圍。未來期望本模式能提供相關都市計畫

與交通設施規劃之專業人員參考，並配合現有成熟之交通控制技術，使硬體與軟

體設施能相得益彰，以作為都市設計規劃之依據，避免發生所規劃道路型式不符

合我國駕駛特性，而造成都市空間的浪費或類似之都市交通問題週而復始。 

1.2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動機，本研究主要目的為建立車道寬度分析模式，以檢討現行國內

市區合理且適合國人駕駛行為之車道寬度範圍，避免浪費過多之都市空間於車行

道路設計上，而造成都市地區其他公共設施之用地不足。研究中客觀地以問卷從

駕駛人駕駛行為特性、車流行為特性與交通工程角度切入，並主觀地以攝影調查

某路口與路段探討現行市區車道寬寬度是否過寬或過窄。透過問卷與攝影調查分

析，並輔以專家經驗判斷，探討影響車道寬寬度之變數，以研擬合理且適合國人

駕駛行為之車道寬度範圍。因此，本研究目的包含以下項目： 

1. 探討市區車道寬度是否合適：以駕駛者心理與攝影調查分析探討國內現行市區

車道寬度是否合適。 

2. 分析可能影響變數：利用調查結果與專家經驗分析可能影響車道寬度之變數。 

3. 分析模式構建：將分析之變數配合其他考慮因素構建市區車道寬度範圍。 

4. 情境模擬：利用本研究所構建之模式，與現行規範所規定之車道寬度相互比

較，並配合實例分析之。 

1.3研究內容 

      目前國內對於車道寬度之設計尚未有一定之規劃程序，因此為求取符合國

內地方民情、駕駛者駕駛特性之車道寬度，本研究首先評估現行所採用之車道

寬度是否適用於國人。其次針對影響設計車道寬度相關之變數進行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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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利用此些變數配合考量因素進行車道寬度範圍之分析模式構建。最後以本研

究分析模式所研擬之車道寬度範圍，與現行採用之車道寬度進行探討比較。因

此，本研究之研究內容如下： 

1. 蒐集國內外相關於車道寬度設計之研究進行回顧。 

2. 探討現行車道寬度之合適性。 

3. 以問卷方式調查並比較不同社經變數下之受訪者其對於市區車道寬度之感知。 

4. 攝影調查分析國內是否出現併排行駛車輛數是否超過車道數之情形。 

5. 依問卷調查結果分析並提出可能影響車道寬寬度之變數。 

6. 根據影響車道寬度之變數，建立分析模式探討合適之車道寬度範圍。 

7. 將本模式應用於實例中。 

1.4研究範圍與限制 

    有鑑於市區道路為一般駕駛者最常行駛之道路，且都市交通問題亦往往發生

於都市市區道路，因此本研究主要研究範圍即是都市市區道路，而主要目的為探

討市區道路之行駛車輛對於車道寬度之感知，瞭解國人對於現行設計車道寬寬度

是否合適，以避免浪費過多都市空間於道路之鋪設上，且發生併排行駛車輛數超

過車道數之情狀。其中市區道路之道路型式廣泛，於本研究中一方面為使探討車

道寬度之主題較為突顯；一方面為使調查及模式構建方便，因此針對道路型式有

下列限制條件： 

1. 本研究所探討之市區道路，依據交通部頒布之公路路線設計規範，屬二至五級

市區主、次要幹道之道路。 

2. 單向車道數必須具雙車道以上，方可能發生車輛並排行駛之數量超過車道數之

情形。 

3. 外側與內側路肩需足夠，以避免影響駕駛者之行為。 

4.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在市區道路上行駛之車輛，然車輛種類繁多，僅以行駛種

類最多之小客車為主要分析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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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如圖 1-1所示，大致上可分為四大階段：(1)探討現行市區車道寬

度是否合適(2)分析影響車道寬度之變數(3)建立車道寬度分析模式(4)實例分析。

各階段詳細內容分述如下： 

(1) 探討現行車道寬寬度是否合適 

  此階段主要以主客觀兩方面予以探討市區車道寬度對於車輛寬度是否合

適、過寬或過窄。客觀方面，利用問卷方式隨機調查行駛於市區道路上之駕駛者，

並以統計分析方法探討車道寬度是否合適，以探討駕駛者對於目前車道寬度之感

知。主觀方面，將選擇符合本研究範圍與限制之道路型式以實地攝影調查方式錄

攝車輛於擁擠時段之運行行為，並輔以微觀車流理論探討車輛運行特性。 

(2) 分析影響車道寬寬度之變數 

  透過問卷調查方式了解駕駛者對現行車道寬度之感知，以及攝影調查車輛運

行行為後，以調查結果與專家經驗分析探討影響車道寬度之變數。 

(3) 建立車道寬度分析模式 

  此階段將利用影響車道寬度變數進行分析模式構建，考慮道路上車輛運行行

為，與道路等級因素，如變換車道行為、剩餘寬度、行車秩序、服務水準、設計

速率、肇事率等。以及各因素與變數間相互影響之關係，針對市區道路構建車道

寬度分析模式，進而檢討適當之車道寬度範圍。 

(4) 實例分析 

  在建立了車道寬度分析模式後，本研究將以車道寬度分析模式應用於實際案

例，探討該案例目前所使用的車道寬度是否合適，並將案例中基本的交通狀況與

環境資料套入車道寬度分析模式，進而提出適合該交通狀況與環境的車道寬度。 

  由上述針對本研究結構說明後，可知所使用之理論基礎與方法有統計分析

法、微觀車流理論、變換車道判定原則等。而各理論方法將於第三章詳細介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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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模式與各理論方法如何應用於本研究上。 

 

圖 1-1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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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研究流程 

本研究主要在於探討市區道路車道寬度是否合宜，並構建一合適的車道寬度

分析模式，以研析車道寬度範圍，故本研究流程可分為下列步驟，流程圖如圖

1-2所示： 

(1) 研究方向 

確定本研究方向、動機與目的，並且針對特定的道路型式、等級與服務水準

給予範圍及限制。 

(2) 文獻回顧與理論基礎 

對於國內外相關於車道寬度、道路規劃設計及本研究引用之理論方法之文獻

進行回顧、分析與比較。 

(3) 探討現行市區車道寬度是否合適 

探討目前市區道路是否有車道寬度過寬或過窄之情狀。若發生過寬或過窄之

情形，則更加確定本研究動機；反之，若現行車道寬度雖合適，但欲求都市面積

使用率提昇，則進一步研究車道寬度可減低至何種程度。 

(4) 探討影響變數 

  對於未來模式構建之前，探討影響車道寬度之變數，以做為未來模式構

建之主要考量變數。 

(5) 車道寬度之分析模式構建 

以國內駕駛者駕駛行為與現行車道寬寬度為基礎下，考量影響變數與其他因

素，如變換車道、行車秩序、道路面積使用率、服務水準等，以建立車道寬度分

析模式，進而探討合適之車道寬度範圍。 

(6) 實例分析 

本研究將以車道寬度分析模式應用於實際案例，探討該案例目前所使用的車

道寬度是否合適，及兩者間之差異性，並將案例中基本的交通狀況與環境資料套

入車道寬度分析模式，進而提出適合該交通狀況與環境的車道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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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結論與建議 

依據本研究結果提出市區車道寬度之合理範圍，並針對本研究提供改善建

議。 

 

圖 1-2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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