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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大交通建設計畫是政府部門促進區域發展的主要手段之一，而台灣高速鐵路是目前政府正在推動重大交通建設之一。 高

鐵為新加入之運輸工具 ，若沒有適當的行銷手法與競爭策略，或完整的交通網絡連結，只一味地想要以良好的供給來創造

需求，而未對乘客真正的需求特性及外在運輸環境與週邊交通聯結加以考量，將可能導致空有高品質的運輸服務，而無法

吸引旅客前來使用。 本研究以彰化地區為探討，欲了解高鐵在運輸客運市場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對外道路聯結交通網絡的

關係，以供相關單位做為參考。 首先，利用蒐集的次級資料，配合SWOT分析法分析出高鐵內部優勢(Strength)、劣

勢(Weakness)與外部環境之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 再者，利用SWOT矩陣分析圖，了解SO策略(把握優勢－利用

機會)、ST策略(把握優勢－減少威脅)、WO策略(減少弱勢－利用機會)、WT策略(減少弱勢－減少威脅)。 最後，利

用SWOT矩陣分析圖的配對，並透過座談會與結合專家意見而得出台灣高速鐵路具體之營運目標與策略方案。

關鍵詞 : 台灣高鐵 ; SWOT分析法 ; 交通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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