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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感受性系統模型理論與模糊認知圖方法之應用，建構都市永續運輸之評

量方法。並藉由不同觀點權益關係人之參與，進行都市永續運輸評量方法之模擬操作

與分析，提出以下結論與建議事項。 

6.1 結論 

一、本研究以感受性系統模型理論與模糊認知圖等系統關聯方法，建立都市永續運

輸評量架構與系統變數，基於永續發展與多樣性運輸的趨勢，多目標、多準則

及影響關聯性的多元化觀點，必須納入交通運輸系統的考量。 

二、本研究以模糊關係處理質化、量化變數間不明確之關係，利用感受性系統模型

理論及認知圖概念，並由權益關係人試行參與以證實其可行性後，提出都市永

續運輸評量架構及操作程序，茲提供未來相關應用之參考。 

三、本研究以有別於傳統效益評估或邊際效益的評估方法，利用權益關係人共識的

模糊認知觀點，考量都市運輸系統得否同時滿足經濟效率、社會公平及環境保

護等永續發展之績效表現，提出貨幣化益本比之外的評量方法，以提供規劃人

員進行評估時之參考。 

四、本研究由權益關係人定義系統中之關鍵性變數，得以由共識認知中，區分出執

行效率可能較高的政策選項，再依政策模擬方式，確認各政策組合在都市永續

運輸的績效表現，以提供選擇改善方案時之參考。 

五、本研究提出之都市永續運輸評量方法，可於操作程序中得知在專家學者與當地

民眾的共識概念中，哪一些改善方案是重要且有效的。且由政策模擬所產生狀

態變動的結果，與一般先驗知識相符，可提供公部門進行規劃應用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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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後續研究方向 

一、在系統變數關聯程度判斷上，除主觀變數可由專家學者及權益關係人之意見獲

得外，客觀變數間的關聯程度，尚可以簡單數量方法求得。但本研究進行操作

上並未加入此項模擬，建議可於續後研究中進行。 

二、量化變數尺度的量測及正規化，需要依據實際狀況進一步建立標準，以利評量

方法運算結果得以有效應用於實質規劃工作。 

三、在空間的選擇上，何種尺度最適合於應用多樣性尚無定論。範圍不夠大的話，

不僅在設施與運具的多樣性不足，甚至可能產生需求亦趨於一致的情形。若範

圍選取過大，除需求難以調查外，如何權衡效率與公平間的平衡可能是一大課

題。後續應進一步由不同空間尺度的權益關係人參與規劃與操作，依所建立之

變數集合與指標架構，以系統動態方法進行其內部回饋關係的建立，探討各系

統及變數間之相互因果關係，建構滿足需求多樣性系統的動態變化模式。根據

模糊認知圖所模擬各變數的動態變化程度，提供滿足交通運輸需求多樣性之最

適空間尺度。 

四、門檻函數為模糊認知圖系統運算之特色，故門檻函數之型態與設定，應就系統

中不同變數特性，納入不同門檻函數進行測試，以釐清不同型態之系統行為。 

五、評量方法之操作應以簡便為原則，但本研究以不同應用軟體進行資料庫建立與

分析工作，後續應整合為單一程式，以利評量方法之應用。 

六、本研究應用感受性系統模型之理論基礎，但並未進行本研究所建構之評量方法

與感受性系統模型之比較。後續可依本研究制定之變數，以感受性系統模型軟

體進行操作與分析，藉以比較評量方法與感受性系統模型之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