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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運輸部門所排放的溫室氣體約佔全球總排放量的25％（台灣地區之比例約為15％），再加上預期傳統化石能源價格將持續

處於高位，如何發展新能源及提昇既有能源使用效率將是未來全球運輸相關領域所面臨的巨大挑戰。如何建置高效能的大

眾運輸系統（包括軌道捷運、公車捷運BRT系統、自行車等），取代耗能又不環保以個人汽機車為主的運輸模式，也是未

來全球都會城市追求永續發展的最重要課題之一。 本研究應用分析層級程序法(AHP)，針對目前大眾運輸發展尚不完善的

台灣中部地區建立新興城市永續交通發展方案的評估因素評估準則、層級架構，並透過專家學者的群體方式取得評估準則

及評選方案間相對優先權重值，針對3個評選方案（軌道捷運系統、公車捷運BRT系統、廣設自行車道）進行台中市永續

交通發展近期方案優先度之評比。 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專家決策群認為永續交通方案評選中公車捷運BRT系統的權重值

為0.466；軌道捷運系統的權重值為0.306；廣設自行車道的權重值為0.228。而在影響評選方案的評估因素中，其整體權重

值重要性排序為經濟因素(0.370)、社會影響(0.267)、永續發展(0.254)、技術因素(0.109)。在各項評估準則中以對經濟發展的

長期效益(0.153)、民眾對公共運輸的使用習慣(0.122)、系統投資成本(0.121)及民眾支持度(0.111)為影響評選結果的重要權重

因素。顯示仍未達到先進工業化國家都會城市經濟發展程度的台中市，其永續交通近期發展仍應以該方案對經濟發展的長

期帶動效益為主要因素，以進一步提昇整體都市的發展及提高民眾的生活品質，讓城市更加富足更具有競爭力。「民眾對

公共運輸的使用習慣」在各項評估準則中所佔權重值最為顯著，也符合交通部長期呼籲各縣市應積極提昇民眾搭乘公共運

輸工具比例的基本政策。 綜觀AHP評選結果，儘管民眾因所謂的“台北效應”而最期待軌道捷運網路之建設，但在考慮

其資金需求巨大且工期甚長後，專家決策結果認為，在除台北市外台灣各都會區民眾出行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之比例仍低

於10％的現況下，目前應當先以培養民眾使用大眾運輸系統的習慣，短期內積極推動公車捷運BRT系統(權重0.466)才應是

台中市近期永續交通政策的優先方案；從巴黎出租自行車系統成功的城市行銷經驗來看，廣設自行車道(權重0.228)因其高

度之宣傳行銷價值與對改變市民生活風格/文化的間接效益，也被評選為短期輔助方案；若經濟財物條件許可，軌道捷運

網路建設宜爭取於2020年前完成，才能在兼顧綠色生態與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引領臺灣中部地區的全面永續發展。

關鍵詞 : 分析層級程序法(AHP)、永續交通、全球暖化、公車捷運BRT系統、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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