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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背景說明 

1.1緣起與目的 

民國 103 年之紀念日及節日有多個逢週五或週一，使得當年 3 天以

上之連續假期，由過往之 3 個增加為 6 個，也因此方便了家庭團聚以及

休閒旅遊規劃，連帶刺激國內消費、帶動經濟成長，爰行政院順應民意

指示修正「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政府機關調整上班日期處理要點」

等相關條文規定，至此每年 3 天以上之連續假期即固定有 6~7 個之多。 

由於連假期間交通量增加，疏運情形常為民眾所關注，高速公路與

鐵公路客運系統亦面臨連假期間運輸能量緊繃之疏運任務。惟高速公路

之交通量預估及疏運成效，係以延車公里呈現，不同於臺/高鐵以疏運人

次數呈現疏運成效，且可透過訂票系統掌握於運能限制下旅客之乘車區

間。因此本所於 108 年曾辦理「春節連假高速公路與鐵公路客運旅次特

性觀察」報告，利用高速公路 ETC 收費系統紀錄之資料，分析高速公路

旅次起迄特性，並比對臺、高鐵與國道客運之旅次特性差異。 

而新冠肺炎疫情於 109 年 1 月開始延燒，臺灣雖有效控制疫情，惟

對民眾運具選擇仍有影響，109 年 12 月再度出現本土確診案例，使得疫

情嚴峻而防疫升級，年底多處縣市跨年晚會亦因此取消，110 年 1 月 19

日更由行政院宣布停辦「2021 台灣燈會」，高速鐵路部分亦於 110 年春節

連假及假期前 2 天(2021/2/8~2/16)，實施全車對號座，不提供自由座服

務。 

鑑於春節連假為國人最重要且疏運壓力最大之年假，且 109 及 110

年春節連假交通疏運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因此本研究觀察 108~110

年春節期間高速公路及臺/高鐵旅次特性變化，相關研究成果可供交通部

及相關疏運單位未來管理及決策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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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春節連假天數變化 

由於高速公路於 103 年開始，延車公里可透過 ETC 收費系統統計，

爰本節彙整 103 年起，歷年春節假期天數如表 1.2.1 所示。 

依「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規定，農曆除夕放假 1 日、春節放假

3 日，且若農曆除夕及春節放假日逢例假日，均於次一個上班日補假，因

此過往(103、104、106、107 年)農曆春節至少有除夕~初五之 6 天連假。 

而因「政府機關調整上班日期處理要點」於 108 年 5 月增訂「農曆

除夕前一日為上班日者，調整該上班日為放假日」之規定，因此自 109 年

起春節連假至少為小年夜~初五之 7 天連假，如 109 及 110 年。 

再依上述要點原規定之「上班日為星期一或星期五，其後一日或前

一日逢星期二或星期四之紀念日及節日之放假，調整該上班日為放假

日」，因此若逢假期可彈性調整上班日，則春節連假可長達 9 天，如 105

及 108 年。 

而依現行規定，農曆除夕落於星期四或星期五僅有 7 天連假，落於

其他日期則因彈性調整放假及上班日，可有 9 天連假。 

本計畫以 108~110 年春節共同涵蓋之小年夜~初五為分析期間。 

 

表 1.2.1 103~110 年春節連假放假日期 
 臘月廿八 小年夜 除夕 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103 年   1/30(四) 1/31 2/1 2/2 2/3 2/4   

104 年   2/18(三) 2/19 2/20 2/21 2/22 2/23   

105 年  2/6 2/7(日) 2/8 2/9 2/10 2/11 2/12 2/13 2/14 

106 年   1/27(五) 1/28 1/29 1/30 1/31 2/1   

107 年   2/15(四) 2/16 2/17 2/18 2/19 2/20   

108 年 2/2 2/3 2/4(一) 2/5 2/6 2/7 2/8 2/9 2/10  

109 年  1/23 1/24(五) 1/25 1/26 1/27 1/28 1/29   

110 年  2/10 2/11(四) 2/12 2/13 2/14 2/15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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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08~110年春節疏運情形概要 

本節依據交通部路政司於春節連假後彙整之陸海空疏運情形摘要，

概要說明高速公路(收費路段)、臺/高鐵及國道客運疏運情形。 

一、108 年 

108 年春節連假期間為 2/2(小年夜前 1 日)~2/10(初六)，與 105 年同

為 9 天連假。 

高速公路平均每日交通量為 115 百萬車公里，初一~初五整體交通量

創新高，然壅塞情形仍與 105 年相近。 

高鐵平均每日疏運 22.2 萬人次，較 105 年春節假期增加 24%。臺鐵

平均每日疏運 69.1 萬人次，較 105 年春節期間增加 1.7%。 

國道客運運量則呈下降趨勢，西部國道客運平均每日疏運 18.8 萬人

次，較 105 年減少 19.8%；國道 5 號客運路線，平均每日疏運 2.6 萬人

次，較 105 年減少 17.3%。 

二、109 年 

109 年春節連假期間為 1/23(小年夜)~1/29(初五)，共計 7 天。整體公

共運輸及觀光旅遊人次，均較前 2 年減少，且低於原預估運量 1~2 成；

另高速公路部分，於假期前段(初一前)車流量符合預期，初二後則低於預

估值約 1 成，推測係因天候不佳及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民眾防疫意識提高)

等因素，逐步影響春節國人出遊意願有關。 

實際疏運情形，高速公路以前一年(108 年)春節疏運資料為基礎進行

比較，公共運輸則以假期特性相近之 107 年(6 天連假)資料比較。 

高速公路每日雙向交通量介於 90.1~128.8 百萬車公里之間。交通量

負荷最重之初一~初五，平均每日交通量為 122 百萬車公里，較 108 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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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減少 11%；時速低於 40 公里之壅塞路段時段數，較 108 年同期減少

20%。 

高鐵平均每日疏運 22.1 萬人次，較 107 年減少 4.7%。臺鐵平均每日

疏運 60.68 萬人次，較 107 年減少 13.43%。國道客運平均每日疏運 19.5

萬人次，較 107 年減少 20.3% 

三、110 年 

110 年春節連假期間為 2/10(小年夜)~2/16(初五)，共計 7 天。 

110 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交通量(平均每日 111.7 百萬車公里)及路況

與 109 年春節相近。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公共運輸疏運量較 109 年

春節減少，高鐵因實施全車對號座，平均每日疏運 18.4 萬人次，較 109

年春節減少 16.84%、臺鐵平均每日疏運 54.3 萬人次，較 109 年春節減少

10.87%，國道客運平均每日疏運 15.6 萬人次，較 109 年春節減少 20%。 

1.4分析資料來源 

本計畫主要分析高速公路、臺鐵及高鐵之旅次特性。而國道客運部

分，公路總局僅能提供春節期間每日不分路線之總疏運人數，且 108、

109 年為雙向合計，僅 110 年分向統計，因此另於第六章以小年夜~初五

之整體疏運量，比較高速公路、臺/高鐵及國道客運於 108~110 年春節之

占比變化。 

高速公路旅次旅次特性分析，以高公局「國道高速公路電子收費交

通資料蒐集支援系統」產製之各旅次路徑原始資料(M06A)進行觀察比

較。該資料紀錄一車輛自進入交流道後通過第 1 個測站編號及時間到離

開交流道前通過最後 1 個測站編號及時間之完整行駛路徑，資料欄位說

明如圖 1.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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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高速公路交通量及旅次特性資料，係透過 ETC 收費系統蒐集，

因此僅有收費路段納入統計，為國 1、國 1 高架、國 3、國 3 甲及國 5。

而因高速公路疏運量龐大，因此相關統計資料視分析需求亦會以高公局

各養護分局管轄範圍區分為北、中、南分區，涵蓋範圍如表 1.4.1 所示。 

 

表 1.4.1 高速公路資料分區統計範圍 

 北區 中區 南區 

國 1  
基隆端-新竹系統

交流道 

新竹系統交流道南

端-大林交流道南端 

大林交流道南端

-高雄端 

國 1 高架 汐止端-楊梅端 ─ ─ 

國 3 
基金交流道-香山

交流道 

香山交流道南端-古

坑系統交流道南端 

古坑系統交流道

南端-大鵬灣端 

國 3 甲 臺北端-深坑端 ─ ─ 

國 5 
南港系統交流道-

蘇澳交流道 
─ ─ 

里程合計

(公里) 
329.903 309.6 284.745 

 

而臺鐵及高鐵則分別以臺鐵局提供之各區間人數統計表、高鐵公司

提供之逐日 OD 表進行旅次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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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春節連假高速公路旅次特性 

2.1延車公里 

由於高速公路於 103 年開始，延車公里可透過 ETC 收費系統統計，

爰本節彙整 103 年起，歷年春節假期之延車公里一併說明。 

103~110 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每日分向延車公里如圖 2.1.1 所示。整

體而言，除夕以前返鄉疏運期間之南下延車公里，以假期第 1 日最高(108

年為臘月廿八、105/109/110 年為小年夜、103/104/106/107 年為除夕)，延

車公里為 60 百萬車公里上下，而後逐日遞減。初一增加至超過 65 百萬

車公里，而到初二最高達 70 百萬車公里，而後逐日遞減；北上延車公里

變化由除夕遞增，至初三已約達 70 百萬車公里，至初四北上達最高，超

過 75 百萬車公里。 

歸納延車公里變化，初二南下及初三/四北上延車公里超過 70 百萬

車公里，疏運壓力較大，而除夕以前返鄉疏運期間之南下延車公里為 60

百萬車公里上下，北上不到 40 百萬車公里，並非春節連假期間疏運壓力

緊繃的日期。另外 109 及 110 年受新冠肺炎影響，初一~初五延車公里明

顯較其他年度低，且以 109 年初二~初五降幅較大。 

由於 108~110 春節連假於小年夜~初五均有放假，因此，本研究以此

為分析日期再檢視 108~110 春節連假每日分區延車公里。延車公里係以

[通過收費門架之車輛數]×[該門架設定之收費里程]計算，爰分區延車公

里乃依門架所在區位分別統計。如圖 2.1.2 所示，分區每日延車公里變化

趨勢與全區相同，而以中區延車公里最高接近 4 成(推測係因長途旅次南

來北往必經區)，其次為北區，南區最低不到 3 成，3 年間各分區延車公

里變化與整體一致，為 109 年最低、110 年較 109 年些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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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車旅次數 

108~110 年春節連假小年夜~初五分向全區及分區旅次數如圖 2.2.1

所示，其中分區旅次數以起點所在區位分別統計。 

108 年南下旅次數，每日增減變化情形與百萬車公里一致。小年夜及

除夕偏低，初一約達 165 萬車次、初二約達 170 萬車次為南下最高，再

逐日下降，惟初三仍較初一高為 165.7 萬車次、初四約達 106 萬車次，初

五旅次數雖稍低，但仍超過 150 萬，較小年夜及除夕高。 

108 年北上旅次數，初二~初五之每日變化不若百萬車公里差異大。

小年夜及除夕仍偏低，初一約 150 萬車次，初二、初三較初一明顯增加，

超過 165 萬車次，初四超過 168.5 萬車次為北上最高，初五旅次數降幅

有限仍超過 168 萬，與初五百萬車公里降幅較大之情形不同。 

109 及 110 年春節，小年夜及除夕旅次數僅稍低於 108 年，然初一~

初五卻較 108 年大幅下降，且 109 年初二~初五變化趨勢(南下初二、初

三較初一低；北上初二~初五與初一差異甚小、未明顯增加)與 108、110

年不同、降幅更明顯。 

108 年分區每日旅次數變化趨勢雖大致與全區相同，然北區出發之

南下旅次，初一~初五較小年夜及除夕之增加幅度較全區及中區、南區小。

而 109、110 年北區南下小年夜(假期首日)旅次數明顯較除夕~初五高，北

上情形類似，與 108 年特性不同。整體而言，分區旅次數部分，南下集

中於北區出發，北上仍以北區出發之旅次數較高。北區出發之南下旅次

數占全區之 5 成，中區、南區均超過 2 成，北區北上占比將近全區之 4

成，中區、南區為 3 成上下。此外，108 年南下旅次數為中區高於南區、

北上旅次數則為南區高於中區，然於 109 及 110 年南下為南區高於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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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平均旅次長度 

108~110年春節連假小年夜~初五分向全區及分區平均旅次長度如圖

2.3.1 所示，其中分區旅次長度以起點所在區位分別統計。 

108 年南下平均旅次長度，小年夜及除夕超過 35 公里，初一~初三

約 40 公里上下，而以初一最長，初四約 36 公里，初五低於 35 公里。109

及 110 年春節平均旅次長度差異不大，小年夜及除夕約 40 公里，初一~

初二約 44 公里，而後於初三開始下降至初五低於 35 公里。普遍而言 109

及 110 年春節平均旅次長度高於 108 年，而 109 年又稍高於 110 年。 

以分區檢視，所在區位及方向性影響平均旅次長度變化，由北區出

發之南下旅次長度高於中區，且明顯高於南區。其中，北區南下旅次長

度以初一最長再逐日降低，108 年初一超過 50 公里，109 及 110 年約達

54 公里，109 年每日及 110 年小年夜~初二均高於 108 年。中區南下旅次

長度於初一明顯高於小年夜及除夕，而後開始增加，108 年以初三最長約

達 42 公里，再逐日降低，109 及 110 年則以初二最長約為 49 及 48 公

里，每日旅次長度均高於 108 年。 

108 年北上平均旅次長度，小年夜及除夕約 28 公里，初一增加至約

35 公里後逐日遞增，至初四旅次長度最長約 44.5 公里，初五降至約 43

公里。109 及 110 年每日旅次長度增減變化情形與 108 年一致，而高於

108 年，且 109 年又稍高於 110 年，109 及 110 年初三、初四超過 46 公

里，又以 109 年初四最高達 50 公里。 

以分區檢視，旅次長度變化同樣受所在區位及方向性影響，由南區

出發之北上旅次長度高於中區，且明顯高於北區。其中，南區北上旅次

長度於初一明顯高於小年夜及除夕，而後開始逐日增加，至初四最高，

108 年約 70 公里，109 及 110 年超過 74 及 70 公里，而 109 及 110 年春

節每日旅次長度與 108 年互有高低。中區北上旅次長度於小年夜開始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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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增加，至初四最高，108 年約 53 公里，109 及 110 年約 66 及 61 公里，

109 及 110 年春節每日旅次長度均高於 108 年。 

 

 

 

圖 2.3.1 108~110 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旅次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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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旅次長度分布 

一、分布占比 

108~110 年春節連假小年夜~初五分向旅次長度累積分布如圖 2.4.1

所示。旅次長度未達 10 公里之占比達 3 成、未達 20 公里之占比即占 5

成。108年春節連假南下小年夜~初五旅次長度累積分布相對而言較集中，

未達 50 公里車旅次占比在 77~82%之間，109、110 年在 75~83%之間。

108 年北上旅次分布較分散，未達 50 公里以內車旅次占比在 75~86%之

間，109、110 年更擴散在 71~86%之間。顯示 109、110 年春節不同日期

之旅次長度分布差異較明顯，且相較 108 年，初二~初四未達 50 公里旅

次占比降幅較大，反映長途旅次占比上升，亦與圖 2.3.1 呈現之全區平均

旅次長度相呼應，109、110 年初二~初四之平均旅次長度明顯較長。 

圖 2.4.2~2.4.4 為 108~110 年春節連假小年夜~初五分向及分區旅次

長度分布占比，其中分區旅次長度以起點所在區位分別統計。以分區檢

視，所在區位及方向性影響旅次長度分布。108 年春節南下旅次長度未達

50 公里之占比，北區、中區約 74~82%，相較南區 85~91%為低，旅次長

度 200 公里以上之占比，北區 3~6%則較中區 1~2%、南區 0%為高；北

上旅次長度未達 50 公里之占比，北區 90~94%較中區 65~81%、南區

62~79%為高，旅次長度 200 公里以上之占比，則為南區 4~11%較中區

1~3%、北區 0%為高，與南下趨勢相反，且呼應圖 2.3.1 以南區北上之旅

次長度較長。而 109 及 110 年相較 108 年春節，普遍而言旅次長度未達

50 公里之占比降低，北區及中區南下以及中區北上於其他旅次長度區間

占比成長較明顯。另由圖 2.4.5 及 2.4.6 初二南下及初四北上旅次長度分

布顯示，109 年旅次數除如 2.3 節所述降幅較高外，中區雙向旅次長度未

達 50 公里占比之降幅及南區北上旅次長度 200 公里以上占比之增幅較

明顯，表示平均旅次長度較長，可與圖 2.3.1 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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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 108~110 年初二南下高速公路分區旅次長度分布占比 

 

 
圖 2.4.6 108~110 年初四北上高速公路分區旅次長度分布占比 

 

二、未達 50 公里分布情形 

由於旅次長度未達 50 公里之占比超過 7 成，又因高速公路交流道間

距分布，多以 2 公里為最短路段，且集中在 2~11 公里之間，如圖 2.4.7

所示，故再以 2 公里為長度區間，檢視未達 50 公里之旅次長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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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7 高速公路交流道間距分布 

 

如圖 2.4.8 所示，108 年春節南下車旅次長度主要集中於 2-8 公里，

每 2 公里區間分布之占比約為 10~12%，其次則為 10-12 公里約占 8%，

大致與圖 2.4.7 所示之交流道間距分布相符。109 及 110 年南下，2-8 公

里每 2 公里區間分布之占比降低為 8~11%，10-12 公里則增加為 9%。北

上趨勢一致，108 年主要集中於 2-8 公里，每 2 公里區間分布之占比約為

11~12%，其次則為 10-12 公里約占 8%。109 及 110 年北上，2-8 公里每

2 公里區間分布之占比降低為 8~11%，10-12 公里則增加為 9%。且 108

年春節每日旅次長度分布曲線較集中，109 及 110 年曲線較分散，小年夜

及除夕於 2-12 公里分布占比略高。 

圖 2.4.9~2.4.11 為 108~110 年春節連假小年夜~初五分向及分區未達

50 公里之旅次長度分布，其中分區旅次長度以起點所在區位分別統計。

檢視圖 2.4.9 之 108 年春節分區旅次長度，北區南下曲線起伏趨勢相較中

區、南區較緩和，主要集中於未達 8 公里之旅次長度，每 2 公里區間分

布之占比約為 8~11%，其次則為 10-12 公里約占 7%。中區以 2-4 公里占

比最高約 14~16%，其次為 6-8 公里占 10~12%，再其次為 12-14 公里占

8~9%。南區以 6-8 公里占比最高約 17~19%，其次為 2-4 公里占 10~12%，

再其次為 10-12 公里約占 10%。北上北區、南區之分區變化趨勢與南下

類似，而中區北上大致集中於 4-6 公里之旅次長度，約占 10~14%，且於

2-8 公里長度區間，每日曲線分布分散，與其他分向分區不同。 

公里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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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及 110 年分區南下，北區與 108 年分布型態相似，然 109 及 110

年之 0~8 公里占比稍低、曲線起伏趨勢較緩和。中區與 108 年分布型態

顯有不同，108 年為 2-4 公里占比高於 6-8 公里高於 12-14 公里，109 及

110 年剛好相反，為 10-12 公里占比高於 6-8 公里高於 2-4 公里，且 109

及 110 年於 10-12 公里之占比為 10~11%，遠低於 108 年 2-4 公里之占比

14~16%。南區與 108 年之分布型態亦相似，而於高低占比之差距縮小。

109 及 110 年分區北上與 108 年之差異變化雖與南下情形類似，然 109 及

110 年北區於 2-4 公里占比降低、4-6 公里占比增加；中區 8-10 公里每日

占比分散，為其中分布變化較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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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主要起點及迄點交流道分析 

主要起點及迄點交流道以分向旅次數較高的初二南下與初四北上進

行說明。 

一、南下主要起點交流道 

108年春節期間高速公路初二南下旅次數排名前 30之起點交流道如

圖 2.5.1(a)所示，以五股交流道旅次數最高，超過 5.5 萬旅次；其次為圓

山交流道超過 5.2 萬旅次；再其次為鼎金系統及霧峰交流道，旅次數約

4.6 萬上下；排名 5、6 之中和、土城交流道，旅次數分別約 4 及 3.7 萬，

排名第 7 之基隆端尚有 3.1 萬旅次，其後之交流道旅次數已不超過 3 萬。 

前 30 大起點交流道中，北區即占 20 名，中區、南區則分別占 5 名。

以生活圈檢視，分布於臺北 11 名、桃園 5 名、臺中 4 名、基隆及高雄各

3 名、臺南 2 名、新竹及彰化各 1 名，如表 2.5.1 所示。 

圖 2.5.1(b)呈現分區前 10 大起點交流道。其中北區前 10 大交流道集

中於國 1 圓山-桃園及國 3 安坑-土城路段；中區前 10 大交流道分布位置

較分散但主要集中於臺中都會區，其中國 1 臺中系統與豐原、國 3 霧峰

及霧峰系統為相鄰交流道；南區前 10 大交流道全部位於國 1，且集中於

岡山-高雄及臺南系統-仁德系統路段。 

109 及 110 年南下前 30 大起點交流道與 108 年相較，排序越前面的

交流道大致一致，僅排序略有差異，而分區或生活圈之分布差異在 1~2

名之間(如圖 2.5.1 及表 2.5.1 所示)，而除屏東生活圈較 108 年增加 1 名

外，苗栗、南投、雲林、嘉義及宜蘭生活圈於 108~110 年間均無交流道

排入前 30 大起點。 

109 及 110 年整體而言交流道旅次數幾乎均為減少，尤以霧峰交流

道為最，減少旅次數超過 1 萬，但排名下降不多由第 4 降至第 6，而竹

田交流道旅次數增加明顯，排名進入 17、18 名。此外，108~110 年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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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變化趨勢大致為 108 年最高、109 年減少量較多、110 年略微回升，但

機場系統交流道則為連續 2 年旅次數明顯減少。 

而 109 及 110 年之中區及南區前 10 大交流道完全一致，與 108 年比

較，中區交流道旅次數下降幅度較北區、南區高，排序第 6 名以後旅次

數已低於 1 萬，因此入榜交流道雖與 108 年幾乎不一樣，然而僅是低旅

次數交流道間之上下排名浮動。 

 

表 2.5.1 高速公路前 30 大交流道之生活圈分布─初二南下起點 

生活圈 
基

隆 
臺

北 
桃

園 
新

竹 
苗

栗 
臺

中 
南

投 
彰

化 
雲

林 
嘉

義 
臺

南 
高

雄 
屏

東 
宜

蘭 

108 年 3 11 5 1 0 4 0 1 0 0 2 3 0 0 

109 年 3 10 5 1 0 3 0 1 0 0 3 3 1 0 

110 年 3 9 5 1 0 4 0 1 0 0 2 4 1 0 

 

二、南下主要迄點交流道 

108年春節期間高速公路初二南下旅次數排名前 30之迄點交流道如

圖 2.5.2(a)所示，以(高雄)瑞隆路出口旅次數最高，約 7.5 萬旅次；其次為

高雄交流道約 6 萬旅次；再其次為機場系統交流道，旅次數約 4.2 萬；排

名第 4 之霧峰系統交流道，旅次數約 3.5 萬，其後之交流道旅次數已不

超過 3 萬。 

前 30 大迄點交流道中，北區即占 16 名、中區占 7 名、南區占 7 名。

以生活圈檢視，分布於桃園 8 名、臺北及高雄各 5 名、臺中 4 名、宜蘭

2 名，新竹、南投、彰化、雲林、臺南、屏東各 1 名，如表 2.5.2 所示。 

圖 2.5.2(b)呈現分區前 10 大迄點交流道。各分區主要迄點交流道分

布位置均較起點更分散，其中北區前 10 大交流道集中於國 1 五股-桃園

系統及國 3 鶯歌系統-大溪路段；中區較集中於國 1 大雅-南屯路段；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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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大交流道有部分位於國 3，而集中於國 1 楠梓-瑞隆路出口及國 1 永

康-仁德系統路段。 

109 及 110 年南下前 30 大迄點交流道與 108 年相較，排序越前面的

交流道大致一致，僅排序略有差異，而分區或生活圈之分布差異在 1~2

名之間(如圖 2.5.2及表 2.5.2所示)，而基隆、苗栗及嘉義生活圈於 108~110

年間均無交流道排入前 30 大起點。 

109 及 110 年整體而言交流道車旅次數幾乎均為減少，尤以霧峰系

統交流道為最，減少旅次數超過 1.5 萬，因此排名也下降較多，僅(高雄)

瑞隆路出口不但旅次數最高，且旅次數增加。此外，108~110 年旅次數變

化趨勢大致為 108 年最高、109 年減少量較多、110 年略微回升，但機場

系統交流道則為連續 2 年旅次數明顯減少。 

而 109 及 110 年之中區及南區前 10 大交流道大致一致，與 108 年比

較，中區交流道旅次數下降幅度較北區、南區高。 

 

表 2.5.2 高速公路前 30 大交流道之生活圈分布─初二南下迄點 

生活圈 
基

隆 
臺

北 
桃

園 
新

竹 
苗

栗 
臺

中 
南

投 
彰

化 
雲

林 
嘉

義 
臺

南 
高

雄 
屏

東 
宜

蘭 

108 年 0 5 8 1 0 4 1 1 1 0 1 5 1 2 

109 年 0 5 7 1 0 3 1 1 1 0 3 5 1 2 

110 年 0 5 6 1 0 3 1 2 1 0 3 5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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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8 年前 30 大   (b) 108 年分區前 10 大 

  
(c) 109 年前 30 大   (d)109 年分區前 10 大 

圖 2.5.1 高速公路初二南下主要起點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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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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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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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10 年前 30 大   (f) 110 年分區前 10 大 

圖 2.5.1 高速公路初二南下主要起點交流道(續) 

 

 

 

  
(a) 108 年前 30 大   (b) 108 年分區前 10 大 

圖 2.5.2 高速公路初二南下主要迄點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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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09 年前 30 大   (d) 109 年分區前 10 大 

   
(e) 110 年前 30 大   (f) 110 年分區前 10 大 

圖 2.5.2 高速公路初二南下主要迄點交流道(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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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上主要起點交流道 

108年春節期間高速公路初四北上旅次數排名前 30之起點交流道如

圖 2.5.3(a)所示，以五甲系統及高雄交流道旅次數最高，約 6 萬旅次；其

次為機場系統交流道約 4.6 萬旅次；再其次為桃園及林口交流道，旅次數

分別約 3.7 及 3.4 萬，排名第 6 之後的交流道旅次數已不超過 3 萬。 

前 30 大起點交流道中，北區即占 16 名、中區占 8 名、南區占 6 名。

以生活圈檢視，分布於臺北及桃園各 6 名、高雄 4 名、新竹、臺中及彰

化各 3 名、宜蘭 2 名、南投、臺南及屏東各 1 名，如表 2.5.3 所示。 

圖 2.5.3(b)呈現分區前 10 大起點交流道。其中北區前 10 大交流道集

中於國 1 桃園系統-五股及國 3 鶯歌系統-土城路段；中區前 10 大交流道

分布位置較分散，其中國 1 臺中與大雅、員林與彰化(埔鹽系統北上入口

封閉)為相鄰交流道；南區前 10 大交流道分布位置較分散，集中於國 1 五

甲系統-楠梓路段，及國 3 林邊與南州、國 1 大灣與永康 2 處相鄰交流

道。 

109 及 110 年北上前 30 大起點交流道與 108 年相較，排序越前面的

交流道大致一致，僅排序略有差異，而分區或生活圈之分布差異在 1~2

名之間(如圖 2.5.3 及表 2.5.3 所示)，而除雲林生活圈較 108 年增加 1 名

外，基隆、苗栗及嘉義生活圈於 108~110 年間均無交流道排入前 30 大起

點。 

109 及 110 年整體而言交流道旅次數幾乎均為減少，其中以高雄、桃

園、樹林、後龍交流道差異較大，減少旅次數約 1 萬上下，而五甲系統

交流道不但旅次數最高，旅次數也增加。此外，108~110 年旅次數變化趨

勢大致為 108 年最高、109 年減少量較多、110 年略微回升，但機場系統

交流道則為連續 2 年旅次數明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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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109 及 110 年之中區及南區前 10 大交流道大致一致，與 108 年比

較，中區交流道旅次數下降幅度較北區、南區高。 

 

表 2.5.3 高速公路前 30 大交流道之生活圈分布─初四北上起點 

生活圈 
基

隆 
臺

北 
桃

園 
新

竹 
苗

栗 
臺

中 
南

投 
彰

化 
雲

林 
嘉

義 
臺

南 
高

雄 
屏

東 
宜

蘭 

108 年 0 6 6 3 0 3 1 3 0 0 1 4 1 2 

109 年 0 6 7 2 0 2 2 1 1 0 1 4 1 2 

110 年 0 7 7 1 0 2 1 2 1 0 1 4 1 2 

 

三、北上主要迄點交流道 

108年春節期間高速公路初四北上旅次數排名前 30之迄點交流道如

圖 2.5.4(a)所示，以五股旅次數最高，約 5.9 萬旅次；其次為圓山交流道

約 5.5 萬旅次；排名第 3~5 之土城、中和、林口，旅次數超過 4 萬；排名

第 5~9 之旅次數尚超過 3 萬，其後之交流道旅次數已低於 3 萬。 

前 30 大迄點交流道中，北區即占 23 名、中區占 3 名、南區占 4 名。

以生活圈檢視，分布於臺北 14 名、桃園 5 名、基隆及高雄各 3 名、臺中

2 名、新竹、苗栗及臺南各 1 名，如表 2.5.4 所示。 

圖 2.5.4(b)呈現分區前 10 大迄點交流道。其中北區前 10 大交流道集

中於國 1 桃園系統-圓山路段及國 3 土城與中和兩相鄰交流道；中區較集

中於國 3 霧峰系統-快官路段，以及國 1 南屯與臺中、國 3 大山與竹南等

相鄰交流道；南區前 10 大交流道集中於國 1 高雄-楠梓及國 1 仁德系統-

永康路段。 

109 及 110 年北上前 30 大迄點交流道與 108 年相較，排序越前面的

交流道大致一致，僅排序略有差異，而分區或生活圈之分布差異在 1~2

名之間(如圖 2.5.4 及表 2.5.4 所示)，而除屏東生活圈較 108 年增加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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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南投、彰化、雲林、嘉義及宜蘭生活圈於 108~110 年間均無交流道

排入前 30 大起點，苗栗生活圈於 109 及 110 年亦無交流道排入前 30 大。 

109 及 110 年整體而言交流道旅次數幾乎均為減少，尤以林口交流

道為最，減少旅次數超過 1 萬，但排名下降不多由第 5 降至第 7。此外，

108~110 年旅次數變化趨勢大致為 108 年最高、109 年減少量較多、110

年略微回升，但機場系統交流道則為連續 2 年旅次數明顯減少。 

而 109 及 110 年之中區及南區前 10 大交流道大致一致，與 108 年比

較，中區交流道旅次數下降幅度較北區、南區高。 

 

表 2.5.4 高速公路前 30 大交流道之生活圈分布─初四北上迄點 

生活圈 
基

隆 
臺

北 
桃

園 
新

竹 
苗

栗 
臺

中 
南

投 
彰

化 
雲

林 
嘉

義 
臺

南 
高

雄 
屏

東 
宜

蘭 

108 年 3 14 5 1 1 2 0 0 0 0 1 3 0 0 

109 年 3 13 6 1 0 2 0 0 0 0 1 3 1 0 

110 年 3 13 6 1 0 2 0 0 0 0 1 3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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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8 年前 30 大   (b)108 年分區前 10 大 

   
(c) 109 年前 30 大   (d)109 年分區前 10 大 

圖 2.5.3 高速公路初四北上主要起點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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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10 年前 30 大   (f)110 年分區前 10 大 

圖 2.5.3 高速公路初四北上主要起點交流道(續) 

 

 

   
(a) 108 年前 30 大   (b)108 年分區前 10 大 

圖 2.5.4 高速公路初四北上主要迄點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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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09 年前 30 大   (d)109 年分區前 10 大 

   
(e) 110 年前 30 大   (f)110 年分區前 10 大 

圖 2.5.4 高速公路初四北上主要迄點交流道(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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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旅次出發時間分布 

由於 108~110 年旅次出發時間分布情形類似，因此僅以 108 年旅次

數較高的初二南下與初四北上進行說明，如圖 2.6.1、2.6.2 所示，呈現各

交流道每小時出發旅次數，並以顏色漸層顯示旅次數多寡。 

旅次發生集中之交流道，可與前節分析之主要起點交流道呼應。108

年初二南下國 1 圓山、五股及國 3 中和、土城交流道於上午 5 時開始湧

現出發車流，而於 10~12 時及 14-18 時較集中，而國 1 圓山、五股及鼎

金系統於 20~22 時亦有一波集中出發。普遍而言，初二南下用餐時段之

出發旅次數較少。而 109、110 年，中午前初發旅次占比略為下降，有集

中於中午至晚餐前(11~17 時)時段之趨勢。 

108 年初四北上國 1 五甲系統、高雄、臺中及大雅交流道於上午 6~7

時開始湧現出發車流。13~18 時國 1 高雄端-湖口、國 3 九如-大溪路段實

施高乘載管制，因此於該路段時段出發旅次數相對較低，惟國 3 古坑系

統、竹山及後龍交流道於管制時段仍有較高之旅次數。而國 1 五甲系統、

高雄、臺中、大雅、頭份及新竹交流道於高乘載管制後仍有長時段大量

之出發車流。而 109、110 年因車流量下降，大致有車流湧現時間稍延後、

高乘載管制時段占比略增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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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國道 1 號 

 

 
(b)國道 3 號 

 

圖 2.6.1 高速公路旅次出發時間分布─108 年初二南下 

  



 

40 

 

 
(a)國道 1 號 

 

 
(b)國道 3 號 

 

圖 2.6.2 高速公路旅次出發時間分布─108 年初四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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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主要起迄對分析 

主要起迄對以分向旅次數較高的初二南下與初四北上進行說明。

108~110 年旅次數整體排名前 30、分區排名前 10，以及不同旅次長度區

間排名前 5 之起迄對如圖 2.7.1~2.7.6 所示，其特性如下： 

1. 由於高速公路交流道多，造成起迄組成甚多，108 年時旅次數大約 5

千，即可排入前 30 名起迄對。而 108~110 年旅次數變化趨勢大致為

108 年最高、109 年減少量較多、110 年略微回升(圖 2.7.1、2.7.4) 

2. 108 年初二南下排名前 3 的起迄對依序為鼎金系統-瑞隆路、鼎金系

統-高雄及霧峰-霧峰系統，旅次數超過 2.1 萬，排名第 4 為高雄-瑞

隆路旅次數接近 2 萬，排名第 5 之旅次數尚可接近 1.5 萬，再其後

則在 1 萬~5 千之間，差異不大(圖 2.7.1)。初四北上排名第 1 的起迄

對為桃園-林口，旅次數超過 2 萬，排名 2~6 的起迄對依序為高雄-

鼎金系統、樹林-土城、五甲系統-高雄、後龍-大山及五甲系統-鼎金

系統，旅次數約 1.7 萬上下，再其後則在 1 萬~5 千之間，差異不大

(圖 2.7.4)。 

3. 108 年初二南下與初四北上前 30 名起迄對中，北區占 19、22 名；

中區 4、3 名，南區 7、5 名。109 及 110 年之分布，北區差異不大、

南區稍增，中區僅占 1 或 2 名。(圖 2.7.1、2.7.4) 

4. 108 年初二南下與初四北上前 30 名起迄對中，除圓山-機場系統(雙

向)之旅次長度區間為 28~30 公里外，其餘之旅次長度均不超過 20

公里，且大多僅間隔 1~2 個交流道，110 年甚至沒有超過 20 公里之

起迄對。(圖 2.7.1、2.7.4) 

5. 109 及 110 年與 108 年相較，排名前 30 之起迄對大多重複出現，初

二南下差異較為明顯之處為(圖 2.7.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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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區之霧峰-霧峰系統 108 年旅次數超過 2.1 萬，於 109、110 年大

幅減少近 1.5 萬、降幅約 7 成。 

(2)竹田系統-南州於 109、110 年排入前 30 名，旅次數由 108 年之 5

千增加至 1.1 萬。 

(3)108 年中區之通霄-苑裡、沙鹿-龍井，於 109、110 年未排入整體前

30、亦未排入分區前 10。 

6. 同上，初四北上差異較為明顯之處為(圖 2.7.4、2.7.5)： 

(1)北區之桃園-林口及樹林-土城，於 109、110 年旅次數較 108 年大

幅減少超過 1 萬、降幅超過 6 成。 

(2)南州-竹田系統於 109、110 年排入前 30 名，旅次數由 108 年之不

到 5 千增加至 1.1 萬。 

(3)108 年中區之後龍-大山，於 109、110 年未排入整體前 30、亦未排

入分區前 10。 

7. 中區之起迄對，因極少排入整體前 30，因此旅次數偏低(圖 2.7.2、

2.7.5)，而整體前 30 與分區前 10 起迄對之起點可與主要起點(如圖

2.5.1、2.5.3)呼應。 

8. 由於高速公路整體旅次長度超過 50 公里之占比不到 3 成，因此超過

50 公里之旅次長度區間，其主要起迄之旅次數也極低，然於 100-200

公里之旅次長度區間，以初二南下及初四北上以大雅為主要迄點及

起點；200 公里以上之旅次長度區間，初二南下及初四北上以雲林系

統為主要迄點及起點。(圖 2.7.3、2.7.6) 

9. 108~110 年初二南下前 30 大起迄對與主要起點比較，以東湖為起點

之旅次數，近 6 成往內湖；以臺北端為起點之旅次數，近 7 成往木

柵及萬芳；以楠梓為起點之旅次數，近 9 成往鼎金系統、高雄及瑞

隆路；以鼎金系統為起點之旅次數，幾乎全往高雄及瑞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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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8~110 年初二南下前 30 大起迄對與主要迄點比較，以臺北為迄點

之旅次數，7 成由圓山而來；以瑞隆路為迄點之旅次數，超過 6 成由

楠梓、高雄及以鼎金系統而來。 

11. 108~110 年初四北上前 30 大起迄對與主要起點比較，以桃園為起點

之旅次數，超過 6 成往林口；以鶯歌系統為起點之旅次數，約 8 成

往三鶯、土城及中和；以五甲系統為起點之旅次數，超過 6 成往高

雄、鼎金系統及楠梓。 

12. 108~110 年初四北上前 30 大起迄對與主要迄點比較，以東湖為迄點

之旅次數，超過 6 成由內湖而來；以臺北端為迄點之旅次數，超過

7 成由木柵及萬芳而來；以楠梓為迄點之旅次數，近 8 成由五甲系

統及高雄而來；以鼎金系統為迄點之旅次數，近 9 成由五甲系統及

高雄而來；以高雄為迄點之旅次數，幾乎全由五甲系統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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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壅塞路段旅次組成 

本計畫以初二南下楊梅-新竹，以及初四北上斗南-埔鹽系統、臺中-

臺中系統等 3 個較常發生壅塞之路段進行分析，路段特性如表 2.8.1 所

示。楊梅-新竹路段長度為 26 公里之間、路段中含起迄共 4 個交流道，

平均交流道間距為 8.7 公里。斗南-埔鹽系統與臺中-臺中系統之路段長度

皆為 13 公里，路段中含起迄為 3、4 個交流道，平均交流道間距為 6.5 及

4.3 公里。 

表 2.8.1 本計畫分析之壅塞路段 

路段 
長度 

(公里) 
交流道數 
(含起迄) 

平均交流道間距 
(公里) 

初二南下楊梅-新竹 26 4 8.7 

初四北上北斗-埔鹽系統 13 3 6.5 

初四北上臺中-臺中系統 13 4 4.3 

108年通過壅塞路段之旅次量，以南下楊梅-新竹路段最大達 17.9萬，

北上北斗-埔鹽系統為 13.8 萬，北上臺中-臺中系統為 15.9 萬。3 處壅塞

路段以區內旅次(起迄點均在分析路段內)、聯外旅次(起點或迄點在分析

路段內)，及通過性旅次(起迄點均不在分析路段內)，分析旅次組成，如

圖 2.8.1 所示。 

3 處路段均以區內旅次占比均最低、通過性旅次占比最高，南下楊梅

-新竹分別為 10%、67%；北上北斗-埔鹽系統分別為 3%、75%；北上臺

中-臺中系統分別為 12%、53%。 

109-110 年 3 處壅塞路段旅次量變化與整體趨勢一致，旅次組成部

分，區內旅次占比均較 108 年下降，南下楊梅-新竹及北上臺中-臺中系統

已低於 10%。且南下楊梅-新竹及北上臺中-臺中系統之聯外旅次均有些

微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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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1 春節期間高速公路主要壅塞路段之旅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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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3 處壅塞路段之旅次長度分布，如圖 2.8.2 所示。南下楊梅-新竹

及北上北斗-埔鹽系統於不同旅次長度區間，均勻分布，短途旅次占比不

高，與高速公路整體旅次長度累積分布，完全不吻合，其中未達 50 公里

占比不到 3 成(北上北斗-埔鹽系統未達 20 公里旅次甚至僅占 5%)、超過

200 公里亦可接近或超過 3 成。而北上臺中-臺中系統，雖未如前述 2 路

段旅次長度均勻分布，然於旅次長度未達 200 公里之累積分布較整體低。 

整體而言，壅塞路段短途旅次占比低，顯示壅塞路段周邊之用路人

有避開該路段選擇其他替代道路行駛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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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2 春節期間高速公路主要壅塞路段之旅次長度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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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春節連假臺鐵旅次特性 

3.1延人公里 

108~110 年春節期間臺鐵每日分向延人公里，如圖 3.1.1 所示。108

年小年夜，不論順行(順時針方向)、逆行(逆時針方向)，均約 16 百萬延

人公里，於除夕降至約 14百萬延人公里後，逐日遞增至初三最高，達近

26百萬延車公里，而後逐日遞減至初五亦仍有 21百萬延車公里。 

歸納延人公里變化，初二~初四順/逆行疏運量達 23~26 百萬延人公

里，疏運壓力較大，而小年夜及除夕疏運量約 14~16 百萬延人公里，相

較而言並非連假期間疏運壓力緊繃日期。 

109 及 110 年受新冠肺炎影響，延人公里明顯下降，又以 109 年初

一~初四降幅特別大，每日變化趨勢甚至不同於 108及 110年，以初二最

低，初三~初五較高，然僅略超過 15百萬延人公里。 

 

 

圖 3.1.1 108~110年春節連假臺鐵延人公里 

延人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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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人旅次數 

108~110 年春節期間臺鐵每日分向旅次數，如圖 3.2.1 所示。108 年

小年夜，不論順行、逆行，旅次數均約 30 萬，於除夕降至約 23 萬後，

旅次數由除夕遞增至初三最高，近 47萬，而後逐日遞減至初五亦仍有 39

萬。 

108~110年間，整體旅次數為逐年減少，惟 110年每日增減變化情形

與 108 年一致，109 年卻不同。109 年小年夜及除夕旅次數較 108 年增

加，而初一~初五之變化趨勢不同於 108及 110年較小年夜及除夕大幅成

長，顯示 109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旅次數大幅下降。 

 

 

圖 3.2.1 108~110年春節連假臺鐵旅次數 

  

旅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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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平均旅次長度 

108~110 年春節期間臺鐵每日分向旅次長度，如圖 3.3.1 所示。108

逆行之旅次長度雖略以除夕稍高達 58公里，但其他日期變化差異不大約

在 55公里上下。108~110年間，以 110年旅次長度最長約 60公里上下、

109年最短約 40~50公里。其中 110年每日增減變化情形與 108年相似，

相較之下 109年差異頗大，顯示小年夜~初四旅次長度明顯減少。 

108順行之旅次長度以除夕最高超過 60公里，其他日期變化差異不

大約在 55公里上下，惟初二以後遞減。109及 110年順行之每日變化趨

勢則與逆行相似，惟平均旅次長度普遍低於逆行。而整體觀之，108~110

年順行之逐年變化趨勢與逆行一致。 

 

 

 
圖 3.3.1 108~110年春節連假臺鐵旅次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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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旅次長度分布 

一、分布占比 

108~110年春節連假小年夜~初五分向旅次長度分布及累積分布如圖

3.4.1、3.4.2 所示。108 及 110 年每日累積分布趨勢集中且相似，旅次長

度未達 10公里約占 15%、未達 20公里之占比接近 4成、未達 50公里之

占比約 7 成，而 50-100 公里旅次占 15%，100-150 及 150-200 公里旅次

長度區間各約占 6%上下，200公里以上旅次約占 5%上下。109年每日累

積分布趨勢則較 108及 110年分散，旅次長度未達 10公里約占 20%、未

達 20 公里之累積占比超過 4 成、未達 50 公里之累積占比可達 8 成，顯

示短途旅次占比增加，亦呼應 3.3 節分析 109 年平均旅次長度較短之情

形。 

 

二、未達 50公里分布情形 

由於旅次長度未達 50 公里之占比約 7 成，故再以 5 公里為長度區

間，檢視未達 50公里之旅次長度分布。 

如圖 3.4.3所示，108及 110年每日分布趨勢差異小，占比亦相似，

以 5-10 公里區間占比最高約 12%，其中以 108 年小年夜占比較突出達

14%，其後旅次占比大致隨長度增加而遞減。109 年分布趨勢與 108 及

110年略有不同，除於 5-10公里區間占比增加為 14~16%，10-15公里區

間之每日分布占比特別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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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主要起點及迄點車站分析 

主要起點及迄點車站，比照高速公路以初二南下(逆行)與初四北上

(順行)進行分析說明。 

一、逆行主要起點車站 

108 年春節期間臺鐵初二逆行旅次數排名前 30 之起點車站如圖

3.5.1(a)所示，以臺北站旅次數最高，超過 3.5萬旅次；其次之臺南站、臺

中站已減少約 1半降至 1.85萬旅次；排名 12以後之旅次數則依序由近 1

萬降至約 0.3萬。 

前 30 大起點車站中，北區占 15 名、中區 8 名、南區 5 名，另有花

蓮站及臺東站。以生活圈檢視，臺北生活圈占 7 名最多，其次為臺中 5

名，其餘除屏東生活圈無車站排入前 30外，各有 1或 2個車站排入前 30

名，如表 3.5.1所示。 

108~110 年間之變化整體而言，排入前 30 大之車站，108 與 110 年

較相近，與 109年較有差異；前 30大車站之旅次數則連續 2年下降。生

活圈之分布差異多在 1~2 名之間(如表 3.5.1 所示)，僅臺中生活圈於 108

及 110 年均有 5 名，109 年減少至 2 名，而屏東生活圈於 108~110 年間

均無車站排入 30大起點。 

而 108 年逆行旅次數超過 1 萬之起點車站，於 109 及 110 年變化幅

度較大者為：臺北站於 109年逆勢微幅增加，於 110年反而減少近 1.3萬

旅次；臺中站於 109 年減少 0.6 萬旅次；花蓮站於 109 及 110 年分別減

少 0.8萬及 0.6萬旅次；后里、基隆、高雄、新左營等站於 109及 110年

旅次數已低於 0.9萬，其中后里站更是減少至 0.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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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臺鐵前 30大車站之生活圈分布─初二逆行起點 

生活圈 
基

隆 
臺

北 
桃

園 
新

竹 
苗

栗 
臺

中 
彰

化 
雲

林 
嘉

義 
臺

南 
高

雄 
屏

東 
宜

蘭 
花

蓮 

臺

東 

108年 2 7 2 2 1 5 1 1 1 2 2 0 2 1 1 

109年 2 9 3 3 1 2 2 0 1 3 2 0 1 1 0 

110年 2 6 2 2 1 5 2 1 1 2 2 0 2 1 1 

 

二、逆行主要迄點車站 

108 年春節期間臺鐵初二逆行旅次數排名前 30 之迄點車站如圖

3.5.2(a)所示，以臺北站旅次數最高，約 2.7萬旅次；其次之臺中站約 2.3

萬旅次；再其次之彰化站為 1.8萬旅次。排名 11以後之旅次數則依序由

0.9萬降至約 0.3萬。 

前 30 大迄點車站中，北區占 13 名、中區 8 名、南區 7 名，另有花

蓮站及臺東站。以生活圈檢視，臺北生活圈占 6 名最多，其次為桃園 4

名，以及臺中及高雄各 3名，其餘除基隆生活圈無車站排入前 30外，各

有 1或 2個車站排入前 30名，如表 3.5.2所示。 

108~110 年間之變化整體而言，排入前 30 大之車站，108 與 110 年

較相近，與 109年較有差異；前 30大車站之旅次數則連續 2年下降。生

活圈之分布差異多在 1~2 名之間(如表 3.5.2 所示)，其中基隆生活圈於

108~110年間均無車站排入前 30大迄點。 

而 108 年逆行旅次數超過 1 萬之迄點車站，於 109 及 110 年變化幅

度較大者為：109 年臺中、彰化、高雄等 3 站於各減少 1.1 萬、0.9 萬、

0.8 萬旅次，降幅均達 5 成；110 年臺北、中壢、桃園等 3 站各減少 0.9

萬、0.7萬、0.7萬旅次，降幅為 3~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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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2 臺鐵前 30大車站之生活圈分布─初二逆行迄點 

生活圈 
基

隆 
臺

北 
桃

園 
新

竹 
苗

栗 
臺

中 
彰

化 
雲

林 
嘉

義 
臺

南 
高

雄 
屏

東 
宜

蘭 
花

蓮 

臺

東 

108年 0 6 4 2 2 3 2 1 1 1 3 2 1 1 1 

109年 0 6 5 3 2 3 2 1 1 1 3 2 1 0 0 

110年 0 6 4 2 2 3 2 1 1 1 4 2 0 1 1 

 

 

 

  
(a) 108年前 30大   (b) 108年分區前 10大 

圖 3.5.1 臺鐵初二逆行主要起點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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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09年前 30大   (d)109年分區前 10大 

   
(e) 110年前 30大   (f) 110年分區前 10大 

圖 3.5.1 臺鐵初二逆行主要起點車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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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8年前 30大   (b) 108年分區前 10大 

 
(c) 109年前 30大   (d) 109年分區前 10大 

圖 3.5.2 臺鐵初二逆行主要迄點車站 

 

 

六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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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10年前 30大   (f) 110年分區前 10大 

圖 3.5.2 臺鐵初二逆行主要迄點車站(續) 

三、順行主要起點車站 

108 年春節期間臺鐵初四順行旅次數排名前 30 之起點車站如圖

3.5.3(a)所示，以臺北站旅次數最高，超過 2.8 萬旅次；其次之臺中站約

2.2 萬旅次；再其次之彰化站約 1.8 萬旅次。排名 11 以後之旅次數則依

序由 0.9萬降至約 0.3萬。 

前 30 大起點車站中，北區占 13 名，中區、南區各占 8 名，另有臺

東站。以生活圈檢視，臺北生活圈占 6 名最多，其次為桃園 5 名，以及

臺中及高雄各 3名，其餘除基隆、花蓮生活圈無車站排入前 30外，各有

1或 2個車站排入前 30名，如表 3.5.3所示。 

108~110 年間之變化整體而言，排入前 30 大之車站，108 與 110 年

較相近，與 109年較有差異；前 30大車站之旅次數則連續 2年下降。生

活圈之分布差異多在 1~2名之間(如表 3.5.3所示)，其中基隆及花蓮生活

圈於 108~110年間、宜蘭生活圈於 109及 110年間，均無車站排入前 30

大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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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108 年順行旅次數超過 1 萬之起點車站，於 109 及 110 年變化幅

度較大者為：臺北站於 110 年減少近 1 萬旅次；臺中站於 109 及 110 年

各減少 0.8 萬、0.7 萬旅次；彰化站於 109 年減少 0.9 萬旅次；高雄站於

109及 110年均減少 0.7萬旅次。 

表 3.5.3 臺鐵前 30大車站之生活圈分布─初四順行起點 

生活圈 
基

隆 
臺

北 
桃

園 
新

竹 
苗

栗 
臺

中 
彰

化 
雲

林 
嘉

義 
臺

南 
高

雄 
屏

東 
宜

蘭 
花

蓮 

臺

東 

108年 0 6 5 1 2 3 2 1 1 2 3 2 1 0 1 

109年 0 6 5 3 2 3 2 1 1 2 3 2 0 0 0 

110年 0 6 5 1 2 3 3 1 1 2 3 2 0 0 1 

 

四、順行主要迄點車站 

108 年春節期間臺鐵初四順行旅次數排名前 30 之迄點車站如圖

3.5.4(a)所示，以臺北站旅次數最高，達 4萬旅次；其次之臺南站 2.3萬、

臺中站 2.1萬旅次，已約減少約 1半；排名 13以後之旅次數則依序由約

0.9萬降至約 0.3萬。 

前 30 大迄點車站中，北區占 14 名、中區占 9 名、南區占 5 名，另

有花蓮站及臺東站。以生活圈檢視，臺北生活圈占 7 名最多，其次為臺

中 5名，其餘除屏東生活圈無車站排入前 30外，各有 1或 2個車站排入

前 30名，如表 3.5.4所示。 

108~110 年間之變化整體而言，排入前 30 大之車站，108 與 110 年

較相近，與 109年較有差異；前 30大車站之旅次數，雖於 109及 110年

均下降，但 110 年較 109 年略為回升。生活圈之分布差異多在 1~2 名之

間(如表 3.5.4 所示)，僅臺中生活圈於 108 及 110 年均有 5 名，109 年減

少至 2 名，而屏東生活圈於 108~110 年間、臺東生活圈於 109 及 110 年

間，均無車站排入 30大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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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108 年逆行旅次數超過 1 萬之起點車站，於 109 及 110 年變化幅

度較大者為：臺北站於 110 年減少 1 萬旅次；臺南站於 109 及 110 年均

減少超過 0.6萬旅次；臺中站於 109年減少 0.6萬旅次；花蓮站於 110年

減少 0.7萬旅次；后里、高雄、花蓮、新竹、新左營、中壢、基隆等站於

109及 110年旅次數已低於 1萬，其中后里站更是減少至 0.2萬。 

 

表 3.5.4 臺鐵前 30大車站之生活圈分布─初四順行迄點 

生活圈 
基

隆 
臺

北 
桃

園 
新

竹 
苗

栗 
臺

中 
彰

化 
雲

林 
嘉

義 
臺

南 
高

雄 
屏

東 
宜

蘭 
花

蓮 

臺

東 

108年 2 7 2 2 1 5 2 1 1 2 2 0 1 1 1 

109年 2 9 3 2 1 2 2 1 1 3 2 0 1 1 0 

110年 2 8 2 2 1 5 2 1 1 2 2 0 1 1 0 

 

 

   
(a) 108年前 30大   (b)108年分區前 10大 

圖 3.5.3 臺鐵初四順行主要起點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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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09年前 30大   (d)109年分區前 10大 

   
(e) 110年前 30大   (f)110年分區前 10大 

圖 3.5.3 臺鐵初四順行主要起點車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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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8年前 30大   (b)108年分區前 10大 

   
(c) 109年前 30大   (d)109年分區前 10大 

圖 3.5.4 臺鐵初四順行主要迄點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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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10年前 30大   (f)110年分區前 10大 

圖 3.5.4 臺鐵初四順行主要迄點車站(續) 

 

3.6主要起迄對分析 

主要起迄對，比照高速公路以初二南下(逆行)與初四北上(順行)進行

分析說明。108~110年旅次數整體排名前 30、分區排名前 10，以及不同

旅次長度區間排名前 10之起迄對如圖 3.6.1~3.6.6所示，其特性如下： 

1. 臺鐵 108年排入前 30名之起迄對，旅次數在 0.2~0.7萬之間，108~110

年間整體變化趨勢為逐年遞減，至 110 年旅次數在 0.1~0.5 萬之間

(圖 3.6.1、3.6.4) 

2. 108年初二逆行排名第 1、第 2的起迄對為花蓮-臺北、臺北-桃園，

旅次數超過 0.6萬，排名第 3、第 4為臺中-彰化及臺南-高雄，旅次

數約 0.55 萬，排名第 5 之後的旅次數則低於 0.5 萬(圖 3.6.1)。初四

順行排名第 1 的起迄對為高雄-臺南，旅次數超過 0.7 萬，排名第 2

的為桃園-臺北，旅次數約 0.66 萬，排名 3~6 的起迄對依序為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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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臺北-花蓮、中壢-臺北、屏東-高雄，旅次數約 0.53~0.55萬之

間，再其後之旅次數則低於 0.5萬(圖 3.6.4)。 

3. 108年初二逆行與初四順行前 30名起迄對，北區約占一半，大多為

生活圈內或相鄰生活圈之起迄，主要分布於臺北、臺中、桃園生活

圈(圖 3.6.1、3.6.4)。旅次長度分布集中於 5-40 公里且分布均勻(表

3.6.1)。而以分區前 10 名起迄對檢視，北區集中於臺北、桃園生活

圈，中區集中於臺中生活圈，南區則分散於臺南、高雄、屏東(圖 3.6.2、

3.6.5)。 

4. 109及 110年與 108年相較，排名前 30且旅次數較高之起迄對大多

重複出現，而整體趨勢為旅次數減少，其中 109 年初二逆行又因旅

次數降幅較大，排名越後之起迄對與 108 及 110 年入榜之起迄對差

異較大。此外，初四順行之臺北-花蓮旅次於 110 年較 108 年減少 6

成、排名亦下降較多，為差異較突出之起迄對。 

5. 由於旅次長度超過 50 公里之占比不到 3 成，因此 50-100、100-200

及 200 公里以上之旅次長度區間，除原本即以排入前 30 大之起迄

外，其餘起迄之旅次數均不高。(表 3.6.1、圖 3.6.3、3.6.6) 

 

表 3.6.1 臺鐵前 30大起迄對之旅次長度分布 

旅次長度 

(公里) 

0 
| 

5 

5 
| 

10 

10 
| 

15 

15 
| 

20 

20 
| 

25 

25 
| 

30 

30 
| 

35 

35 
| 

40 

40 
| 

45 

45 
| 

50 

50 
| 

100 

100 
| 

200 

200 

以 

上 

初
二
逆
行 

108年 0 5 3 3 4 3 4 3 0 1 3 1 0 

109年 1 7 5 4 4 2 2 3 0 1 0 1 0 

110年 0 5 3 4 3 3 2 3 0 1 2 3 1 

初
四
順
行 

108年 0 5 3 4 4 3 4 3 0 1 2 1 0 

109年 0 5 4 4 3 3 3 4 0 1 1 2 0 

110年 0 5 5 4 3 3 3 2 0 1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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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春節連假高鐵旅次特性 

4.1延人公里 

108~110 年春節期間高鐵每日分向延人公里，如圖 4.1.1 所示。108

年南下每日變化為，小年夜(非假期首日)達 25 百萬，除夕下降為 20 百

萬，至初一回升為 25百萬，而後於初二最高達 27百萬，初三~初五則逐

日遞減。而 109及 110年皆以假期首日-小年夜延人公里最高，且 109年

明顯增加並為 3年間南下最大量達 33百萬延人公里，110年則僅略高於

108年約達 26百萬延人公里，除夕~初二不同於 108年之逐日遞增，3日

間之延人公里差異不大，分別約為 25、21 百萬延人公里，初三~初五亦

逐日遞減，且降幅較 108年大。 

108年北上每日延人公里變化為，小年夜為 11百萬，除夕略降，至

初一上升為 16百萬後逐日遞增，至初四最高達 36百萬，初五僅略降為

35百萬。109及 110年每日變化趨勢與 108年一致。 

整體而言，109 年延人公里低於 108 年，110 年又受限於全車對號

座，因此延人公里最低，為 108年之 8成。另以方向性檢視，連假期間

北上延人公里較南下高，疏運壓力集中於北上初三~初五。 

 
圖 4.1.1 108~110年春節連假高鐵延人公里 

延人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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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人旅次數 

108~110年春節期間高鐵每日分向旅次數，如圖 4.2.1所示，每日及

分年增減變化趨勢幾乎與疏運量變化一致，除 109、110年初二南下旅次

數略為突出。 

108年南下每日旅次數變化為，小年夜達 12萬，除夕下降為 10萬，

至初一回升至接近 12萬，而後於初二最高達 14萬，初三~初五則逐日遞

減。而 109 及 110 年皆以小年夜旅次數最高，且 109 年明顯增加並為 3

年間南下最大量約達 16萬，110年則與 108年接近為 12萬。109年除夕

~初二之旅次數每日差異不大，110年則為逐日遞增，而均以初二較高，

初三~初五亦逐日遞減。 

108年北上每日旅次數變化為，小年夜為 6萬，除夕略降，至初一上

升超過 8 萬後逐日遞增，至初四最高達 18 萬，初三及初五僅略低於初

四。109及 110年每日變化趨勢與 108年一致。 

整體而言，旅次數特性與疏運量相似，109 年旅次數低於 108 年、

110年更受限於全車對號座且僅售 8成座位，因此疏運量最低，為 108年

之 8 成。另以方向性檢視，連假期間北上旅次數較南下高，且集中於北

上初三~初四。 

 
圖 4.2.1 108~110年春節連假高鐵旅次數 

旅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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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平均旅次長度 

108~110 年春節期間高鐵每日分向旅次長度，如圖 4.3.1 所示。108

南下旅次長度，小年夜~初一差異不大，而以初一較高約 213公里，初二

~初五則遞減，北上則由小年夜之 184公里，逐日遞增至初五最高達 207

公里，北上每日長度變化範圍較南下小。 

109 及 110 年每日變化趨勢與 108 年相近，而旅次長度於南下初二

之前及北上有逐年遞增之趨勢，110年初一南下達 218公里、初五北上達

213公里。 

 

 
圖 4.3.1 108~110年春節連假高鐵平均旅次長度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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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旅次長度分布 

經檢視 108~110 年春節連假高鐵旅次長度分布特性非常相似，爰圖

4.4.1僅呈現 108年旅次長度分布。 

108 年旅次長度累積分布呈階梯狀逐步遞增，而於 150-160 公里及

330-340公里區間，旅次占比增幅較大。而旅次長度超過 200公里之占比

達 4~5成，其次為 150~200公里占比超過 25%。 

對照表 4.4.1高鐵各站間距，150-160公里區間包含臺北-臺中、板橋

-臺中、桃園-彰化、彰化-左營等起迄，330-340公里區間包含臺北-左營、

板橋-左營等起迄。旅次長度超過 200公里則為臺北都會區至雲嘉南及高

雄，以及桃竹苗至嘉南及高雄間之起迄。 

 

表 4.4.1 高鐵各站間距 

里程 南港 臺北 板橋 桃園 新竹 苗栗 臺中 彰化 雲林 嘉義 臺南 左營 

南港 #N/A                       

臺北 9.2 #N/A                     

板橋 16.4 7.2 #N/A                   

桃園 45.6 36.4 29.2 #N/A                 

新竹 75.5 66.3 59.1 29.9 #N/A               

苗栗 108.2 99.0 91.7 62.6 32.7 #N/A             

臺中 169.0 159.8 152.6 123.4 93.6 60.9 #N/A           

彰化 197.2 188.0 180.8 151.6 121.7 89.0 28.2 #N/A         

雲林 221.8 212.6 205.4 176.2 146.3 113.6 52.7 24.6 #N/A       

嘉義 254.9 245.7 238.5 209.3 179.4 146.7 85.9 57.7 33.1 #N/A     

臺南 317.2 308.0 300.7 271.6 241.7 209.0 148.1 120.0 95.4 62.3 #N/A   

左營 348.5 339.3 332.1 302.9 273.0 240.3 179.5 151.3 126.7 93.6 31.3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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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主要起點、迄點及起迄對 

由於高鐵僅設 12站，因此主要起點及迄點車站以及起迄對，直接以

OD表呈現，除比照高速公路以初二南下與初四北上進行分析說明，另因

109 年小年夜南下旅次數明顯增加並為 3 年間南下最大量，爰亦呈現當

日南下 OD表。 

一、南下 

108~110年高鐵初二南下 OD表如表 4.5.1所示，109年高鐵小年夜

南下 OD表如表 4.5.2所示。 

以 108年為例，南下主要起點為臺北站，旅次數近 5.3萬、占 38%，

其次為板橋站 2.3萬旅次、占 16%。再其次為桃園、臺中、南港 3站，旅

次數約 1.4~1.7萬、占比超過 10%，其餘起點站旅次數已遠低於 1萬。 

主要迄點為左營站，旅次數近 4.9萬、占 35%，其次為臺中占，旅次

數 2.8萬、占 20%，再其次為嘉義、臺南 2占，旅次數超過 1.6萬、占比

超過 10%，其餘迄點站旅次數已不到 1萬。 

主要起迄對為臺北-臺中、臺北-左營，旅次數約 1.4萬。其次為臺中

-左營，已不到 1萬旅次。 

109 及 110 年主要起點、迄點及起迄對與 108 年一致，旅次量雖隨

整體交通量下降，但占比差異甚微，僅 110 年以桃園為起點之旅次量降

幅稍大(3~4個百分比)。 

109年小年夜南下主要起點、迄點及起迄對與初二一致，而以南港、

臺北 2站為起點之占比微升(3個百分比)，反映假期首日南下旅次更集中

於臺北地區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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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高鐵初二南下 OD表 

 
 

 
 

 
 

  

108年 臺北 板橋 桃園 新竹 苗栗 臺中 彰化 雲林 嘉義 臺南 左營
起點站

合計
占比

南港 296 52 627 805 415 2977 514 855 1672 1487 3930 13630 10%

臺北 115 3479 4804 1622 13724 1519 2717 5682 5469 13842 52973 38%

板橋 1716 1609 852 5144 876 1772 3319 2055 5233 22576 16%

桃園 1381 446 4366 630 996 2257 2056 5295 17427 12%

新竹 126 1616 238 386 845 1013 2602 6826

苗栗 364 92 188 236 288 835 2003

臺中 528 1046 2187 2557 9172 15490 11%

彰化 93 147 258 1136 1634

雲林 150 314 1470 1934

嘉義 508 3088 3596

臺南 2048 2048

迄點站

合計
296 167 5822 8599 3461 28191 4397 8053 16495 16005 48651 140137

占比 20% 12% 11% 35%

109年 臺北 板橋 桃園 新竹 苗栗 臺中 彰化 雲林 嘉義 臺南 左營
起點站

合計
占比

南港 302 94 595 708 421 2985 511 962 1651 1503 3964 13696 11%

臺北 90 2878 3771 1527 12084 1339 2255 5157 5238 12114 46453 37%

板橋 1699 1468 799 4603 863 1623 2918 1863 4772 20608 16%

桃園 1315 471 4122 573 1022 2032 2225 4895 16655 13%

新竹 114 1431 226 415 786 978 2449 6399

苗栗 345 81 156 236 333 830 1981

臺中 491 917 1781 2257 8044 13490 11%

彰化 78 157 261 999 1495

雲林 120 337 1309 1766

嘉義 468 2676 3144

臺南 1427 1427

迄點站

合計
302 184 5172 7262 3332 25570 4084 7428 14838 15463 43479 127114

占比 20% 12% 12% 34%

110年 臺北 板橋 桃園 新竹 苗栗 臺中 彰化 雲林 嘉義 臺南 左營
起點站

合計
占比

南港 105 30 508 698 354 2264 294 562 1066 1098 2852 9831 9%

臺北 10 2549 3606 1381 10918 1277 2173 4700 4690 11039 42343 39%

板橋 1317 1538 776 4439 758 1500 2735 1968 4685 19716 18%

桃園 649 263 2376 341 640 1365 1450 3201 10285 9%

新竹 110 1370 173 283 775 937 2271 5919

苗栗 304 53 106 179 276 708 1626

臺中 373 714 1508 2262 7478 12335 11%

彰化 61 147 222 922 1352

雲林 99 359 1104 1562

嘉義 439 2241 2680

臺南 1494 1494

迄點站

合計
105 40 4374 6491 2884 21671 3269 6039 12574 13701 37995 109143

占比 20% 12% 1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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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2 109年高鐵小年夜南下 OD表 

 
 

二、北上 

108~110年高鐵初四北上 OD表如表 4.5.3所示。 

以 108年為例，北上主要起點為左營站，旅次數近 5.9萬、占 33%，

其次為臺中站，旅次數近 4萬、占 22%，再依序為嘉義、臺南 2占，旅

次數超過 2萬、占比超過 10%；新竹、雲林 2站旅次數超過 1萬、占 6%，

其餘起點站旅次數已遠低於 1萬。 

北上主要迄點為臺北站，旅次數近 7.9 萬、占 44%，其次依序為板

橋站 3萬旅次、17%；桃園 2.1萬旅次、12%；臺中 1.7萬旅次、10%；

南港 1.3萬旅次、7%，其餘迄點站旅次數低於 1萬。 

主要起迄對為左營-臺北、臺中-臺北，旅次數超過 2萬，其次為左營

-臺中，約 1萬旅次。 

109 及 110 年主要起點、迄點及起迄對與 108 年一致，旅次量雖隨

整體交通量下降，但占比差異不大，但 110年臺北地區迄點站占比稍增，

且桃園迄點站降幅稍大(4~5個百分比)。 

 

 

臺北 板橋 桃園 新竹 苗栗 臺中 彰化 雲林 嘉義 臺南 左營
起點站

合計
占比

南港 539 100 623 933 632 5233 720 1370 2835 2529 6796 22310 14%

臺北 134 3293 5137 1792 16453 1564 3205 6714 7175 17311 62778 40%

板橋 1657 1507 706 5331 784 2002 3831 2175 5734 23727 15%

桃園 1848 584 5355 588 1175 2643 2265 5569 20027 13%

新竹 203 2317 291 457 1151 1516 3673 9608

苗栗 287 50 66 104 120 357 984

臺中 549 1300 2043 2082 7500 13474 9%

彰化 40 57 98 355 550

雲林 78 117 597 792

嘉義 199 945 1144

臺南 1134 1134

迄點站

合計
539 234 5573 9425 3917 34976 4546 9615 19456 18276 49971 156528

占比 22% 12% 1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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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 高鐵初四北上 OD表 

 
 

 
 

 
  

108年 南港 臺北 板橋 桃園 新竹 苗栗 臺中 彰化 雲林 嘉義 臺南
起點站

合計
占比

臺北 216 216

板橋 83 71 154

桃園 616 4271 1851 6738

新竹 780 7046 1873 1571 11270 6%

苗栗 352 2115 839 636 211 4153

臺中 3075 21883 6867 5469 2260 400 39954 22%

彰化 325 2031 1095 600 277 75 641 5044

雲林 710 4149 2724 1165 411 153 1295 77 10684 6%

嘉義 1373 8602 4746 2655 1086 172 2251 148 98 21131 12%

臺南 1374 8332 2668 2292 1360 219 2979 278 192 365 20059 11%

左營 4127 20442 7446 6362 3459 595 10059 857 954 2003 2411 58715 33%

迄點站

合計
13031 78942 30109 20750 9064 1614 17225 1360 1244 2368 2411 178118

占比 7% 44% 17% 12% 10%

109年 南港 臺北 板橋 桃園 新竹 苗栗 臺中 彰化 雲林 嘉義 臺南
起點站

合計
占比

臺北 217 217

板橋 63 99 162

桃園 760 4258 2183 7201

新竹 860 5191 1841 1751 9643 6%

苗栗 357 1939 872 597 266 4031

臺中 3243 18750 6982 5535 2149 356 37015 22%

彰化 358 1891 1028 643 302 80 681 4983

雲林 646 3844 2476 1265 449 93 1209 97 10079 6%

嘉義 1513 8021 4734 2572 1187 185 2064 84 81 20441 12%

臺南 1669 8880 3181 2574 1544 225 2499 179 174 298 21223 12%

左營 4513 20764 8242 6758 3575 609 8087 693 684 1365 1327 56617 33%

迄點站

合計
14199 73637 31539 21695 9472 1548 14540 1053 939 1663 1327 171612

8% 43% 18% 13% 8%

110年 南港 臺北 板橋 桃園 新竹 苗栗 臺中 彰化 雲林 嘉義 臺南
起點站

合計
占比

臺北 54 54

板橋 19 1 20

桃園 701 4053 1851 6605

新竹 868 5085 1686 870 8509 6%

苗栗 284 1494 701 202 202 2883

臺中 3017 15962 6161 2811 1980 424 30355 21%

彰化 280 1583 714 286 171 43 392 3469

雲林 637 3366 2020 781 301 65 1020 67 8257 6%

嘉義 1346 7465 4222 1727 952 101 1811 83 104 17811 12%

臺南 1562 7967 2868 1598 1308 171 2521 220 145 300 18660 13%

左營 3949 18928 7393 4213 3225 470 8449 653 662 1307 1553 50802 34%

迄點站

合計
12717 65904 27616 12488 8139 1274 14193 1023 911 1607 1553 147425

9% 45% 19%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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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不同疏運系統旅次特性比較 

春節期間陸路疏運系統包含高速公路、臺鐵、高鐵及國道客運。本

章將高速公路車旅次以乘載率換算為人旅次，以便與臺/高鐵等公共運輸

之人旅次共同比較。高速公路春節連假乘載率以高公局電訪調查之推估

結果，設定為 3.9人/車。 

國道客運可取得之資料為春節期間每日不分路線之疏運人數，往年

均為雙向合計，110年開始統計分向疏運人次，因此僅以小年夜~初五之

整體疏運量，比較不同系統於 108~110年春節之占比變化。 

而 109年春節台 61線除鳳鼻-香山以外均已通車，新竹-臺南路段成

為除國道 1、3號外之第 3條南北疏運幹道，惟因其車輛偵測設備及交控

系統尚不及高速公路完備，春節連假期間僅通報統計重點路段之交通量，

因此未能將台 61線納入比較。 

5.1旅次數占比 

108~110年小年夜~初五臺鐵、高鐵、國道客運等公共運輸總旅次數

占比如圖 5.1.1所示。108~110年 3年間，臺鐵、高鐵及國道客運旅次數

逐年降低，但占比差異不大，臺鐵占比超過 6成、高鐵超過 2成、國道

客運約 18%上下。而臺鐵、高鐵、國道客運合計之公共運輸人旅次數不

到高速公路人旅次數之 10%，如圖 5.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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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小年夜-初五之臺鐵、高鐵、國道客運總人旅次數及占比 

 

 

圖 5.1.2  小年夜-初五之高速公路與公共運輸總人旅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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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旅次長度特性 

由於高速公路以初四北上疏運壓力最大，因此本節比較高速公路、

臺鐵、高鐵於初四北上之旅次長度特性。 

108~110年初四北上，高速公路與臺/高鐵之平均旅次長度，如表 5.2.1

所示，以高速公路平均旅次長度最短，在 45~50公里之間，其中又以 108

年最短、109年最長。臺鐵平均旅次長度略高於高速公路，在 48~55公里

之間，以 109年最短、110年最長。高鐵平均旅次長度最長，超過 200公

里，以 108年最短、110年最長。 

 

表 5.2.1  初四北上高速公路與臺/高鐵平均旅次長度 

單位：公里 

 108年 109年 110年 

高速公路 44.5 50.2 47.5 

臺鐵 53.9 47.8 55.0 

高鐵 202.1 208.4 209.6 

 

以每 50公里檢視 108~110年間，各疏運系統旅次長度分布占比如表

5.2.2 所示。高速公路於各區間占比均無變化。臺鐵於 109 年未達 50 公

里旅次長度區間占比增幅較大，較 108、110 年增加 5%~6%，可解釋臺

鐵 109 年之平均旅次長度最短、不及 50 公里。高鐵於 109、110 年 200

公里以上旅次長度區間占比較 108年增加 3%，可解釋高鐵 109、110年

之平均旅次長度較 108年增加 6~7公里。 

由於高速公路於未達 50公里旅次長度區間占比高達 75%，因此再以

每 10公里檢視，如表 5.2.3所示，高速公路於 109、110年未達 10公里

旅次長度區間占比較 108年明顯減少約 8個百分點，其他旅次長度區間

均微幅增加，且 109年於 20~50公里各區間又增加稍多，可解釋高速公

路於 3年間之旅次長度變化，以 108年最短、109年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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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初四北上高速公路與臺/高鐵旅次長度分布占比 

旅次長度分組(公里) 0-50 50-100 100-150 150-200 ≥200  

高速公路 

108年 75% 12% 6% 4% 4% 

109年 75% 12% 6% 4% 4% 

110年 75% 12% 6% 4% 4% 

臺鐵 

108年 70% 14% 5% 6% 4% 

109年 75% 13% 4% 6% 3% 

110年 69% 15% 6% 6% 4% 

高鐵 

108年 7% 13% 6% 27% 47% 

109年 7% 11% 6% 26% 50% 

110年 7% 12% 5% 26% 50% 

 

 

表 5.2.3  初四北上高速公路小於 50公里旅次長度分布占比 

旅次長度分組

(公里) 
0~10 10~20 20~30 30~40 40~50 

108年 44.4% 26.4% 12.9% 10.2% 6.0% 

109年 36.5% 28.7% 16.1% 11.7% 7.0% 

110年 36.5% 29.3% 15.8% 11.6% 6.8% 

 

前節已分析，臺鐵、高鐵、國道客運合計之公共運輸人旅次數不到

高速公路人旅次數之 10%。另表 5.2.2顯示，高鐵以 200公里以上旅次長

度之占比最高近 5成，而高速公路及臺鐵卻僅占 3~4%，爰以人旅次數比

較高速公路及臺/高鐵於 200 公里以上旅次長度之市場分布，如圖 5.2.1

所示。 

整體而言，200公里以上旅次長度之疏運市場，仍以高速公路占比最

高達 7成，高鐵占比可超過 2成，臺鐵則不到 5%。其中 109年高鐵於此

長度區間之旅次量為 3年間最高、占比增加為 28%，高速公路及臺鐵之

旅次量為 3年最低、占比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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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初四北上高速公路與臺/高鐵於 200公里以上旅次長度

之市場分布 

 

5.3主要起迄對 

由於高速公路以初四北上疏運壓力最大，因此本小節比較初四北上

高速公路及臺鐵於旅次長度未達 50公里，以及高速公路及高鐵旅次長度

200公里以上之主要起迄對。 

1. 旅次長度未達 50公里 

表 5.2.2顯示高速公路及臺鐵於未達 50公里旅次長度區間占比均超

過 7 成，而高鐵於該區間之占比及旅次數均偏低，爰檢視高速公路及臺

鐵於旅次長度未達 50公里之主要起迄對。 

由 2.7節高速公路前 30大主要起迄對分析顯示，除機場系統-圓山之

旅次長度區間為 28~30公里外，其餘之旅次長度均不超過 20公里，且大

多僅間隔 1~2個交流道，110年甚至沒有超過 20公里之起迄對。且 30大

起迄對於北區即占 2/3。 

而由 3.6節臺鐵前 30大主要起迄對分析顯示，旅次長度均勻分布於

5-40 公里之間，北區約占一半，大多為生活圈內或相鄰生活圈之起迄，

又較集中於臺北、臺中、桃園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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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特性顯示，高速公路相較臺鐵，主要起迄對旅次長度更短、更

集中於 20公里以內，且更集中於臺北生活圈。 

2. 旅次長度 200公里以上 

依 5.2 節分析結果，高鐵以 200 公里以上旅次長度之占比最高近 5

成，惟於該區間之市場分布，高速公路仍有高達 7 成之占比，爰檢視高

速公路及高鐵於旅次長度 200公里以上之主要起迄對。 

圖 2.7.6 顯示高速公路於 200 公里以上旅次長度區間排名前 5 之起

迄對為南州-霧峰/快官、雲林系統-五股/土城/中和，其旅次長度略超過 200

公里，以 108年之旅次數估算，南州-霧峰約 0.4萬人次、雲林系統-五股

/土城/中和超過 0.8 萬人次。對照高鐵比較接近之起迄對─雲林-板橋，

108年旅次數約 0.27萬人次。 

而比對表 4.4.1 及 4.5.3，高鐵於 200 公里以上旅次長度最主要之起

迄對為左營-臺北，旅次長度已超過 300公里，108年旅次量超過 2萬，

而高速公路於此長度區間之起迄對旅次數已明顯偏低。 

因此，於旅次長度 200 公里以上之區間，高速公路總旅次數雖高，

但因交流道多、起迄組合多，因此起迄對旅次數偏低，高鐵則集中於旅

次長度超過 300公里之左營-臺北起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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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6.1結論 

綜整 108~110 年春節連續假期高速公路與鐵公路客運之旅次特性觀

察和比較，擇要說明如下： 

一、高速公路旅次特性 

1. 103~110年之春節連假，除夕以前返鄉疏運期間之南下交通量，

以假期第 1日最高(108年為臘月廿八、105/109/110年為小年夜、

103/104/106/107年為除夕)，交通量為 60百萬車公里上下，而後

逐日遞減。相較初二南下及初三/四北上交通量超過 70百萬車公

里，並非疏運尖峰。而 109及 110年受新冠肺炎影響，初一~初

五交通量明顯較其他年度低，且 109年初二~初五降幅又更大。 

2. 108~110年分區每日交通量變化趨勢與全區相同，而以中區交通

量最高，其次為北區、南區，3年間各分區交通量變化與整體一

致，為 109年最低、110年較 109年些微增加。 

3. 108年車旅次數，南下每日增減變化情形與延車公里一致，最大

量為初二之 170萬車次；北上初二~初五每日車旅次數變化不若

延車公里差異大，最大量為初四超過 168.5 萬車次。109 及 110

年春節，小年夜及除夕車旅次數僅稍低於 108年，然初一~初五

卻較 108年大幅下降，且 109年初二~初五變化趨勢(南下初二、

初三較初一低；北上初二~初五與初一差異甚小、未明顯增加)與

108、110年不同、降幅更明顯。 

4. 分區車旅次數部分，南下集中於北區出發，北上仍以北區出發之

車旅次數較高。而 109、110 年北區小年夜(假期首日)之車旅次

數特別突出，普遍較除夕~初五高，與 108年明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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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速公路平均旅次長度，108 年南下以初一最長近 41 公里，北

上以初四最長約 45公里。109及 110年旅次長度每日增減變化

趨勢與 108年相似，而普遍高於 108年，且 109年又稍高於 110

年。109 年分向旅次長度以初一南下約 44.5 公里、初四北上約

50公里最高。 

6. 分區旅次長度受所在區位及方向性影響，以北區出發之南下旅

次及南區出發之北上旅次較其他分區長，而 108~110年間以 109

年初一北區南下 53.6公里、初四南區北上 74.4公里最長。 

7. 高速公路交流道間距集中在 2~11公里之間，旅次長度分布，未

達 10 公里之占比達 3 成、未達 20 公里之占比即占 5 成，未達

50公里之占比至少超過 7成。109、110年春節相較 108年，初

二~初四未達 50 公里旅次占比降幅較大，反映長途旅次占比上

升較明顯，也因此平均旅次長度明顯較長。 

8. 高速公路初二南下、初四北上之前 30大起/迄點交流道中，北區

即占 1/2~3/2。以生活圈檢視，主要分布於臺北、桃園、臺中及

高雄。而五股、圓山、高雄、五甲系統等交流道之起迄點旅次數

特別高。 

9. 高速公路初二南下、初四北上之起/迄點旅次數變化趨勢大致為

108年最高、109年減少幅度最大、110年略微回升。其中，109

及 110 年起/迄點旅次數減少較大之交流道為初二南下起點霧

峰、迄點霧峰系統；初四北上起點高雄、桃園、樹林、後龍、迄

點林口。然以機場系統為起/迄點之旅次數則連續 2年明顯減少。 

10. 108~110年高速公路旅次出發時間分布類似，初二南下於上午 5

時開始湧現出發車流，普遍而言，用餐時段之出發旅次數較少。

初四北上於上午 6~7 時開始湧現出發車流，高乘載管制路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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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之出發旅次數相對較低。而於高雄、臺中、新竹生活圈之主要

交流道於高乘載管制後仍有長時段大量之出發車流。 

11. 由於高速公路交流道多，造成起迄組合甚多，春節期間起迄旅次

數大約 5千車次，即可排入前 30名起迄對，且北區即占 2/3。 

12. 高速公路前 30名起迄對，除圓山-機場系統(雙向)之旅次長度區

間為 28~30公里外，其餘之旅次長度均不超過 20公里，且大多

僅間隔 1~2個交流道，110年甚至沒有超過 20公里之起迄對。 

13. 109及 110年前 30名起迄對中，初二南下霧峰-霧峰系統及初四

北上桃園-林口、樹林-土城，旅次數較 108年大幅下降超過 6成。 

14. 分析初二南下楊梅-新竹，以及初四北上斗南-埔鹽系統、臺中-臺

中系統 3處壅塞路段，均以區內旅次占比均最低(3~12%)、通過

性旅次占比最高(53~75%)。而旅次長度分布與整體特性亦有明

顯差異，其中南下楊梅-新竹及北上北斗-埔鹽系統，未達 50 公

里占比不到 3 成、超過 200 公里亦可接近或超過 3 成，且北上

北斗-埔鹽系統未達 20公里旅次僅占 5%。 

二、臺鐵旅次特性 

1. 臺鐵 108年單向初二~初四疏運量達 23~26百萬延人公里，疏運

壓力較大，而小年夜及除夕疏運量約 14~16百萬延人公里，相較

而言並非連假期間疏運壓力緊繃日期。109及 110年受新冠肺炎

影響，運量明顯下降，又以 109年初一~初四降幅特別大，每日

疏運量變化趨勢甚至不同於 108及 110年。 

2. 108年旅次數順/逆行均以初三最高近 47萬人次，而 109年初一

~初五之變化趨勢不同於 108 及 110 年較小年夜及除夕大幅成

長，顯示 109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旅次數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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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8~110年間臺鐵平均旅次長度，以 110年最長約 60公里上下，

其次為 108年約 55公里上下。且 108及 110年每日增減變化差

異不大，相較之下 109年差異頗大，且顯示小年夜~初四旅次長

度明顯減少。 

4. 108及 110年臺鐵每日旅次長度累積分布趨勢集中且相似，未達

10公里約占 15%、未達 20公里之占比接近 4成、未達 50公里

之占比約 7成。109年每日累積分布趨勢較 108及 110年分散，

且未達 50公里之占比可達 8成，顯示短途旅次占比增加，亦呼

應 109年平均旅次長度較短之情形。 

5. 臺鐵初二逆行、初四順行之前 30大起/迄點車站，主要分布於臺

北、桃園、臺中及高雄生活圈，且以臺北站旅次數最高，逆行起

點及順行迄點可達 3.5~4萬人次。整體而言，108~110年間排入

前 30大之車站，108與 110年較相近，旅次數則是於 109、110

年連續 2年下降。 

6. 臺鐵 108年初二逆行、初四順行排入前 30名之起迄對，旅次數

在 0.2~0.7萬人次之間，109、110年之旅次數變化趨勢為逐年遞

減。主要分布於臺北、臺中、桃園生活圈，旅次長度分布集中於

5-40公里且分布均勻。 

三、高鐵旅次特性 

1. 高鐵 108年以初二南下、初四北上為疏運尖峰，分別為 27及 36

百萬延人公里。整體而言，連假期間北上疏運量較南下高，疏運

壓力集中於北上初三~初五。而 109 年疏運量低於 108 年、110

年又受限於全車對號座為 3年間最低，較 108年少 2成。 

2. 高鐵 109 及 110 年南下每日疏運量變化趨勢與 108 年不同，疏

運尖峰為小年夜(假期首日)，且 109年小年夜為 3年間南下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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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達 33百萬延人公里，除夕~初二不同於 108年之逐日遞增，3

日間之疏運量差異不大。 

3. 整體而言，高鐵旅次數特性與延人公里相似，且 110年南下除夕

~初二旅次量變化趨勢與 108年相似為逐日遞增。 

4. 108 年高鐵平均旅次長度，南下小年夜~初一差異不大，但以初

一最長達 213公里；北上為逐日遞增至初五最長達 207公里，且

北上每日長度變化範圍較南下小。109及 110年每日變化趨勢與

108年相近，而旅次長度於南下初二之前及北上有逐年遞增之趨

勢，110年初一南下達 218公里、初五北上達 213公里。 

5. 108~110年高鐵旅次長度分布特性非常相似，旅次長度累積分布

呈階梯狀逐步遞增，而於 150-160公里及 330-340公里區間，旅

次占比增幅較大。而旅次長度超過 200 公里之占比達 4~5 成，

其次為 150~200公里占比超過 25%。 

6. 高鐵 108年初二南下主要起點為臺北站、主要迄點為左營站，初

四北上相反，主要起迄對雙向均為臺北-臺中、臺北-左營。109及

110年主要起點、迄點及起迄對與 108年一致，旅次量雖隨整體

交通量下降，但占比差異甚微，僅 110 年以桃園為起/迄站之旅

次量降幅稍大(3~5%)、北上於臺北地區之迄點站占比稍增。109

年小年夜南下旅次數明顯增加並為 3年間南下最大量，以南港、

臺北 2 站為起點之占比微升(3%)，反映假期首日南下旅次更集

中於臺北地區出發。 

四、綜合比較 

1. 不論由交通量或旅次數檢視，高速公路及臺/高鐵均以假期後半

段北上方向之疏運壓力較大，假期首日南下尚非疏運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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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9 及 11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高速公路及臺/高鐵交通量

均較 108 年低，高速公路及臺鐵以 109 年降幅較大，高鐵則因

110年全車實施對號座降幅較大。 

3. 108~110 年初四北上，高速公路與臺鐵於未達 50 公里旅次占比

可達 7成以上，高鐵僅 7%；高鐵於 200公里以上占比可達 5成，

高速公路與臺鐵僅占 3~4%。 

4. 108~110年初四北上之平均旅次長度，以高速公路最短，在 45~50

公里之間；臺鐵略高於高速公路，在 48~55 公里之間；高鐵最

長，超過 200公里。 

5. 檢視 108~110 年間初四北上旅次長度分布占比變化，高速公路

於 109、110 年未達 10 公里旅次長度區間占比較 108 年明顯減

少約 8 個百分點，且 109 年於 20~50 公里占比又稍增加，反映

高速公路平均旅次長度，以 108年最短、109年最長。臺鐵於 109

年未達 50 公里占比較 108、110 年增加 5~6 個百分點，反映臺

鐵 109年之平均旅次長度最短、不及 50公里。高鐵於 109、110

年 200 公里以上占比較 108 年增加 3%，反映高鐵 109、110 年

之平均旅次長度較 108年增加 6~7公里。 

6. 高速公路及臺鐵於初二南下/逆行、初四北上/順行之前 30 大起

迄交流道/車站，多分布臺北、桃園、臺中、高雄都會區。初四北

上前 30 大起迄對，高速公路之旅次長度幾乎不超過 20 公里、

大多僅間隔 1~2 個交流道，且有 1 半以上屬於臺北生活圈；臺

鐵之旅次長度低於 40公里，大多為生活圈內或相鄰生活圈之起

迄，較集中於臺北、臺中、桃園生活圈。 

7. 整體比較春節期間臺/高鐵及國道客運合計之公共運輸人旅次數

不到高速公路人旅次數之 10%，而臺/高鐵、國道客運合計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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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運輸人旅次中，臺鐵占比超過 6成、高鐵超過 2成、國道客運

約 17%上下。 

8. 承上，初四北上 200公里以上旅次長度之疏運市場，仍以高速公

路占比最高達 7成，高鐵占比可超過 2成，臺鐵則不到 5%。其

中 109 年高鐵於此長度區間之旅次量為 3 年間最高、占比增加

為 28%，高速公路及臺鐵之旅次量為 3年最低、占比均下降。 

9. 雖然高速公路於初四北上 200 公里以上旅次長度之疏運市場，

占比高達 7成，但高速公路交流道多、起迄組合多，因此起迄對

旅次數偏低。高鐵設站數少，因此起迄對旅次數高，且因高鐵具

旅行時間優勢，旅次長度超過 300 公里之左營-臺北甚至為高鐵

之主要起迄對。 

6.2建議 

1. 由於春節連假以假期後半段初三、初四北上方向之疏運壓力較

大，而初五北上交通量則已降低，爰建議高公局持續建議北上用

路人可選擇於初五出發，除旅行時間相較初三、初四大幅下降

外，亦可分散初三、初四北上需求。 

2. 高速公路之短途旅次已占絕大部分，大多數之起迄甚至僅相鄰 1

或 2個交流道，反映人口朝都市集中，使得高速公路屬於都會區

之里程數增加，並逐漸由城際幹道轉變為都會區之交通要道之

現象。一方面，都會區之高速公路交流道銜接地區主要幹道，因

此高公局與地方政府對於匝道儀控率、地方道路號誌時制及路

口車流動線管制須持續協調溝通以尋求平衡。再方面，地方政府

應審視都會區之旅次特性，利用都會區內高快速公路規劃快捷

公車，以擴大公路公共運輸服務範圍，提升都會區之大眾運輸使

用率、降低國道短程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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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9、110 年受疫情之影響交通量下降，更反映出假期間上午尖

峰時段較晚且更偏向於下午出發之趨勢(假期間用路人晚睡晚起

之特性)，因此於未來春節連假北上尖峰日，建議高公局再加強

宣導或提出誘導用路人提早出發之管制措施，以降低中午後出

發之交通量、縮短重點路段壅塞時段。 

4. 外界曾提出採費率手段(如短途固定費)疏解壅塞路段之建議，而

分析 108~110年高速公路楊梅-新竹、斗南-埔鹽系統、臺中-臺中

系統等壅塞路段旅次組成，其中區內旅次大多已不到 1成、部分

路段未達 50公里旅次占比已降至 2成。對於是否採費率手段之

管制，建議高公局可針對受影響之旅次數、可能移轉之比例及是

否有替代道路等因素，再予評估回應。 

5. 整體而言，200公里以上旅次長度之疏運市場，仍以高速公路占

比最高達 7 成，且以雲林系統為此長度區間主要起迄對之迄點

或起點。而此長度區間，亦為高鐵主要之服務市場，建議可就雲

林站之停站模式或接駁措施進行調整，以移轉潛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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