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1.1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的道路交通組成含有高比例的機車車流，在處理此一混合車

流狀態下的交通時，必定會與歐美各國學者所建構用以分析汽車車流

之模式有所不同；國內對機車之研究已在多年前起步，有不少的文獻

可供參考，但距離完整的架構尚待努力。 

國內之近期研究中，不乏鎖定在機車於專用道或優先道上之車流

特性與駕駛行為的研究，對於純機車車流當中發生的現象及機車專用

道的發展理論已有相當的基礎；然而，以一個機車使用者的觀點來

看，機車在行進中最容易遭遇的瓶頸發生點，應該是在一般的交叉路

口，其原因是從路段進入到路口時，將要面臨更多方向的車流衝擊；

又假使路口號誌與幾何型態設計得當，駕駛人得以在路口不至於遭遇

太多的交織與衝擊，但從機車進入路口臨進路段開始，駕駛者就需要

為自身行進速度作衡量，何時該加、減速與改變本車位移的方向，這

些動作都會比在路段上之機車要來的大，而且位於交叉路口當中，並

沒有明確的車道標線或是行車方向規定，而機車本身又擁有高度的機

動性，加上一般駕駛人都會有尋找最短路徑的傾向，種種因素，使得

機車在路口及其臨路段上，成為交通秩序混亂的來源。 

欲解決機車成為路口交通亂源之現象，最根本的做法還是要從疏

導車流，使其順利通過路口來做起，但是國內現今對路口混合車流

下，機車疏解之研究有限，為求理論發展之完整，本研究之目的在於

對一般號誌化路口與其臨進路段上的機車車隊疏解特性進行研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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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並探討其疏解率以建構其疏解模式，最後根據模式結果與變數之

影響大小程度，推論機車成為路口亂象的原因，以提出具體改善之建

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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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範圍與限制 

 在回顧先前研究文獻後，決定將研究範圍與調查對象限制制訂如

下： 

1、位於台北市內之重要號誌化路口以及其臨進路段，路段涵蓋自路

口上游 50公尺至路口停等線為止，在此範圍內，沒有其他巷道或

是路口等可能引起轉向衝突的車流來源。 

2、號誌化路口必須為十字路口，為使研究更接近一般化，眾路口中，

至少要有一個，除了現今法令強制規定之機車兩段式左轉之外，

對汽機車無任何轉向限制。 

3、路口之臨進路段單向至少有二車道，且無設置機車專用道，在路

口停等線之後方有劃設機車專用停等區。 

4、路口於尖峰時段中，有足夠的交通量可以形成汽機車混合車隊。 

5、將會考量到道路主要空間因素、時間因素、交通組成因素。 

8、不針對各機車駕駛人之間，由於其想法不同，而造成的特殊駕駛

行為來作探討。 

9、不考量各式機車車種外型大小、引擎性能之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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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內容與方法 

1、界定研究問題與範圍： 

 本研究將問題鎖定在機車車流分析之上，並由國內外各相關文獻

中找出既已發展之理論，並從中尋找其尚未研究與需要補充之部

分，將其定義為本研究之主要問題與研究範圍。 

2、文獻回顧： 

 文獻之回顧盡量採用較近期之研究，一來較新的研究對於早先前

之研究皆已有相當之瞭解，可以得到相當足夠之資訊，而在近期

之研究中，資訊不足夠時，則循其文獻參考再延續，直至明朗；

本研究將比較先前各研究與本身之成果，再提出建議，故文獻扮

演相當重要之角色。 

3、資料調查： 

先選定適合代表混合車流的兩個號誌化路口，該路口必須符合機

車車流量足夠形成車隊，以便於觀察在混合車流中之機車疏解特

性；並於該路口最具有代表性之尖峰時段中進行影像拍攝記錄。 

4、資料整理與分析： 

由於機車目前沒有車道化的設計，在一般平面道路上，並無可遵

循之跟車動向依據，過去量測車間時距之方式不適合在此使用；

在機車專用道中，先前之研究文獻採用以車道寬度為自變數，單

位時間內通過停止線之機車數為應變數之方式，而在混合車道

上，卻沒有「機車專用車道寬度」可以使用，故本研究參考交通

部運輸研究所［1］之調查方式，以機車後輪通過停止線為基準，

再量測各機車通過之時間點並記錄，所採用的是「疏解率」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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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並繪製各週期中，車隊之疏解型態圖，做為觀察與研究分析

的資料；為了在後續部分中能建構模式，也會將影像資料當中所

有可能的車流特性做調查與記錄，以便分析機車車隊的疏解率。 

5、變數選定與模式建構： 

為了分析機車在路口臨進路段之行為，本研究在參考文獻之後，

認定有三方面的變數對機車疏解率有最大的影響力，分別是時間

因素、空間因素、管制因素，而後再依據現場觀察之結果，判斷

模式中該放入何種可能對疏解效率有相關性質的變數，並將各變

數做分類與篩選，以其調查之數值資料來進行迴歸分析，建構出

機車的疏解率模式。 

6、模式比較與評估： 

得到兩路口個別之模式後，互相比較，針對兩者相同與不同之處

加以探討，並分析各自在一般號誌化路口中，不同環境下的準確

度，視其情況檢討可能形成誤差之原因，以求模式變數之修正或

是對模式在準確度不足的狀況下，用區隔分析的方式來探討各變

數的影響。 

7、模式分析與應用： 

得到具體的模式及其補充分析之後，判斷出本研究中具有相當影

響之因素，將該因素提出，並與國內外其他研究文獻做比較，分

析本路口發生的問題，換言之，就是探討會降低機車疏解率的關

鍵所在，與問題發生的可能原因。 

8、改善對策及措施： 

 明白發生之問題及其原因後，再提出改善之對策與具體措施，本

研究仍以機車車流疏解之效率為主要之考量，希望透過解決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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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後，原本成為交通之動亂來源的機車的問題或障礙可以得到

改善或消除，則其他之問題如汽車疏解狀況、行車安全、行人安

全等可一併收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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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研究流程 

 
 

圖 1-1 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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