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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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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所於 110年辦理「108~110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與鐵公路客運

旅次特性觀察」報告，分析 108~110 年春節期間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之

下，高速公路及臺/高鐵旅次特性之變化。 

鑑於春節連假為國人最重要且疏運壓力最大之年假，且 111 年春節

連假期間與 108年，同為小年夜前 1日至初六長達 9天之連假。雖然 111

年連假受疫情及強降雨影響，國道交通量為近年最低，然可視為春節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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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之剛性旅次需求，爰本研究乃針對 108 及 111 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收

費路段旅次特性為主，比對 2 年間之差異，並與臺、高鐵與國道客運之

旅次特性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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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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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依現行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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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或甚至 10 天(如 112

年)之連假。 

如表 1.2.1所示，111年春節連假期間與 108年，同為小年夜前 1日

至初六長達 9天之連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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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103~111年春節連假放假日期 

 小年夜

前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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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 1/29 1/30 1/31(一) 2/1 2/2 2/3 2/4 2/5 2/6  

 

1.3 108及111年春節連假疏運計畫 

108 及 111 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與臺/高鐵及國道客運之疏運計畫說

明如下： 

一、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於連假期間仍維持實施高乘載管制、匝道封閉、收費措施

(單一費率/國 3「新竹系統至燕巢系統」通行費率 8折/0-5時暫停收費)、

開放路肩、匝道儀控等管制措施，108及 111年措施分別如表 1.3.1、1.3.2

所示。 

2年間主要差異為，111年初一~初三南下國 5未實施高乘載管制，

以及調整匝道封閉地點，且封閉時段由全日改為時段性封閉，滿足非尖

峰時段地區使用國道需求，如表 1.3.3所示。 

二、高鐵 

108年加開 482班次列車（南下 247班、北上 235班），111年加開

463班次列車（南下 231班、北上 23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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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鐵 

108年全線加開各級列車總計 521列次及加掛車廂 1,012輛。111年

全線加開各級列車總計 423 列次，加掛車廂 669 輛。2 年間亦均加開臺

北─花蓮優惠復興號、東線紅眼列車、東線實名制列車、東線返鄉返工

專車、東線 EMU3000型自強號及提供花東地區大專生票價優惠。 

四、國道客運 

108年持續實施「國道客運票價優惠及公共運輸轉乘優惠措施」，共

計 86條路線平均優惠約為原始票價 85折；台灣好行 40條客運路線實施

電子票證半價優惠措施。另使用電子票證搭乘國道客運、臺鐵及高鐵，

於限定時間內轉乘在地公路客運或市區客運(高鐵快捷公車除外)提供基

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費優惠。如「台灣好行」半價優惠與前述轉乘優惠同

時發生，可享有雙重優惠，先給予半價優惠後再享轉乘優惠。 

111年亦持續提供「國道客運票價優惠及公共運輸轉乘優惠措施」(其

中台灣好行增加為 44 條)；另搭乘國道客運前往東部再加碼票價與租車

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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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108年春節連假國道交通疏導措施 

日期 高乘載管制 匝道封閉 收費措施 開放路肩 匝道儀控 

2/2 

(六) 

─ ─ 

1.單一費率

(採長途

折 扣 費

率，無 20

公 里 優

惠里程) 

2.國 3「新

竹 系 統

至 燕 巢

系統」採

通行費 8

折收費 

3.深夜 0-5

時 國 道

全 線 暫

停收費 

1.現有開放路

肩措施照常

實施 

2.每日增加開

放路肩路段

與時段供小

型車行駛。 

3.國 5宜蘭-頭

城北上路段

機動開放路

肩供大客車

行駛。 

 

視高速公路主線交

通狀況採取嚴格管

制及針對重點路段

實施精進式匝道儀

控 

2/3 

(日) 

2/4 

(一) 

除夕 

2/5 

(二) 

初一 

7-12時，國 5南下

南港系統、石碇及

坪林，各交流道之

南下入口匝道 

0-24時 

封閉國 1平鎮系統

及埔鹽系統南下入

口 

2/6 

(三) 

初二 

2/7 

(四) 

初三 

⚫ 13-18時，國 1高

雄端至湖口、國 3

九如至大溪路

段，各交流道之

北上入口匝道 

⚫ 7-12時，國 5南

港系統、石碇及

坪林，各交流道

之南下入口匝道 

⚫ 14-21時，國 5蘇

澳、羅東、宜蘭及

頭城，各交流道

之北上入口匝道 

⚫ 0-24 時，封閉國

1 平鎮系統及埔

鹽系統南下入口 

⚫ 0-24 時，封閉國

1 虎尾及埔鹽系

統北上入口、 國

3竹南、烏日北上

及名間雙向入口 

2/8 

(五) 

初四 

⚫ 13-18時，國 1高

雄端至湖口、國 3

九如至大溪路

段，各交流道之

北上入口匝道 

⚫ 14-21時，國 5蘇

澳、羅東、宜蘭及

頭城，各交流道

之北上入口匝道 

0-24 時，封閉國 1

虎尾及埔鹽系統北

上入口、國 3竹南、

烏日北上及名間雙

向入口 

2/9 

(六) 

初五 

14-21時，國 5蘇

澳、羅東、宜蘭及

頭城，各交流道之

北上入口匝道 

0-24 時，封閉國 1

虎尾及埔鹽系統北

上入口、國 3竹南、

烏日北上及名間雙

向入口 

2/9 

(日) 

初六 

14-21時，國 5蘇

澳、羅東、宜蘭及

頭城，各交流道之

北上入口匝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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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  111年春節連假國道交通疏導措施 

日期 高乘載管制 匝道封閉 收費措施 開放路肩 匝道儀控 

1/29(六) 

第一日 
  

1.單一費率

(採長途

折 扣 費

率，無 20

公 里 優

惠里程) 

2.國 3「新

竹 系 統

至 燕 巢

系統」採

通行費 8

折收費 

3.深夜 0-5

時 國 道

全 線 暫

停收費 

1.現有開放路

肩措施照常

實施 

2.每日增加開

放路肩路段

與時段供小

型車行駛。 

3.國 5宜蘭-頭

城北上路段

機動開放路

肩供大客車

行駛。 

 

視高速公路

主線交通狀

況採取嚴格

管制及針對

重點路段實

施精進式匝

道儀控 

1/30(日) 

小年夜 
  

1/31(一) 

除夕 
  

2/1(二) 

初一 
 

0-12 時，封閉國 1

平鎮系統、埔鹽系

統及國 5石碇、坪

林南下入口 

2/2(三) 

初二 
 

2/3(四) 

初三 

⚫ 13-18時，國 1高

雄端至湖口、國 3

九如至大溪路

段，各交流道之

北上入口匝道 

⚫ 14-21時，國 5蘇

澳、羅東、宜蘭及

頭城，各交流道

之北上入口匝道 

⚫ 0-12 時，封閉國

1平鎮系統、埔鹽

系統及國 5 石

碇、坪林南下入

口 

⚫ 7-24 時，封閉國

1埔鹽系統、國 3

西濱北上入口 

⚫ 7-19 時，封閉國

1虎尾、仁德北上

入口及國 1 王

田、國 3 名間雙

向入口 

2/4(五) 

初四 

⚫ 13-18時，國 1高

雄端至湖口、國 3

九如至大溪路

段，各交流道之

北上入口匝道 

⚫ 14-21時，國 5蘇

澳、羅東、宜蘭及

頭城，各交流道

之北上入口匝道 

⚫ 7-24 時，封閉國

1埔鹽系統、國 3

西濱北上入口 

⚫ 7-19 時，封閉國

1虎尾、仁德北上

入口及國 1 王

田、國 3 名間雙

向入口 

2/5(六) 

初五 

14-21時，國 5蘇

澳、羅東、宜蘭及

頭城，各交流道之

北上入口匝道 

⚫ 7-24 時，封閉國

1埔鹽系統、國 3

西濱北上入口 

⚫ 7-19 時，封閉國

1虎尾、仁德北上

入口及國 1 王

田、國 3 名間雙

向入口 

2/6(日) 

初六 

14-21時，國 5蘇

澳、羅東、宜蘭及

頭城，各交流道之

北上入口匝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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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3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國道交通疏導措施差異 

疏導 

措施 
108年春節 111年春節 111年差異 

高 

乘 

載 

管 

制 

初一至初三： 

⚫ 7-12時，國 5南港系

統、石碇及坪林南下

高乘載 

─ 

初一至初三不實施

國 5南下高乘載 

初三至初四： 

⚫ 13-18 時國 1 高雄端

至湖口、國 3九如至

大溪北上高乘載 

初三至初四： 

⚫ 13-18 時國 1 高雄端

至湖口、國 3九如至

大溪北上高乘載 

初三至初六： 

⚫ 14-21 時國 5 頭城、

宜蘭、羅東、蘇澳北

上高乘載 

初三至初六： 

⚫ 14-21 時國 5 頭城、

宜蘭、羅東、蘇澳北

上高乘載 

匝 

道 

封 

閉 

初一至初三： 

⚫ 0-24 時國 1 平鎮系

統、埔鹽系統南入 

初一至初三： 

⚫ 0-12 時國 1 平鎮系

統、埔鹽系統、國 5

石碇、坪林南入 

1. 縮短封閉時段，

由全日改為針對

尖峰實施 

2. 初一至初三實施

國 5石碇、坪林

南入匝道封閉 

3. 初三至初五調整

西部國道封閉匝

道(新增國 3 西

濱、國 1仁德北

入及國 1王田雙

向，減少國 3竹

南、烏日北入) 

初三至初五： 

⚫ 0-24時國 1虎尾及埔

鹽系統北入、國 3竹

南、烏日北入及名間

雙向 

初三至初五： 

⚫ 7-24 時國 1 埔鹽系

統、國 3西濱北入 

⚫ 7-19時國 1虎尾、仁

德北入及國 1王田、

國 3名間雙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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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08及111年春節連假外在環境差異 

108及 111年春節外在環境，最大差異為疫情影響。新冠肺炎疫情於

109年 1月開始延燒，109年春節尚無相關對應措施，110年春節假期高

速鐵路實施全車對號座，不提供自由座服務，臺鐵城際列車限制發售站

票 120 張，國家風景區及觀光遊樂區亦限制遊客量，至 111 年春節已為

疫情影響後第 3個春節。 

而於 111年春節前半年，因本土疫情嚴峻先於 110年 5月 15日起於

雙北地區提升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再於 110年 5月 19日擴大為全國三級

警戒，至 110年 7月 27日降為二級警戒。 

111 年春節期間除疫情警戒二級外，其天候狀況為降雨且雨勢較大

亦與 108年不同。 

 

1.5 108及111年春節連假疏運情形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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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較相近

之連假為 105年同為 9天，但放假期間為小年夜~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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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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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1年 

111年春節連假與 108年同為小年夜前 1日至初六長達 9天之連假。

而 111年為自 109年以來第 3年受疫情影響之春節連假，且因強降雨影

響，整體疏運量甚至較 109、110年為低。 

高速公路交通量，109及 110年均已較 108年下降，111年初一至初

五平均交通量 114.3mvk，又較 110 年減少 6.8%，然壅塞情形(時速低於

40公里路段)之比例較 110年減少。 

高鐵、臺鐵及國道客運載客量，109 及 110 年亦均較 108 年下降，

111 年高鐵未實施全車對號座，載客量仍較 110 年減少 21.7%；臺鐵較

110年減少近 34%；國道客運則減少 39%。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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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另於

第六章以小年夜前 1日~初六(春節連假期間)之整體疏運量，比較高速公

路、臺/高鐵及國道客運於 108及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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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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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1為 103~111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南下通量，明顯呈現以初二

最高(除 109 年受疫情影響初二交通量低於初一)，其中 104~108 年初二

交通量均達到 70百萬車公里，109~111年則受疫情影響初二交通量降至

66~63百萬車公里。 

圖 2.1.2為 103~111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北上交通量，明顯呈現以初

四最高(除 111年受疫情及天候影響初四交通量降幅較大導致低於初五)，

其中 103~110 年初四交通量均可超過 70 百萬車公里以上，104、107 年

甚至達 80 百萬車公里，為春節疏運壓力尖峰；初三北上交通量次之，

103~108年均可達 70百萬車公里。而 105及 108年初五非收假日，初五

北上交通量甚至高於初三僅略低於初四，且初三~初五間交通量分布較均

勻，不會過度集中於初四。 

整體而言，103~111年高速公路南北向交通量，除夕以前與初一以後

之逐日變化可分為 2 群。初一以後之交通量普遍較除夕以前高，且除夕

以前返鄉疏運期間之交通量，南下多未超過 60百萬車公里、北上多在 40

百萬車公里以下，並非春節連假期間疏運壓力緊繃的日期。 

另比較 108及 111年逐日交通量變化，如圖 2.1.3所示，111年於除

夕以前返鄉疏運期間以及初六收假日降幅不到 5%，初一~初五降幅較大

且以初三降幅最高，南下減少 20.2%、北上減少 16.1%，初四北上降幅亦

較大導致交通量低於初五，其餘日期降幅在 10~15%之間。而不論 108或

111年，分向尖峰日交通量均以北上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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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近年逐日交通量 

 

(b)逐日近年交通量 

圖 2.1.1 103~111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南下交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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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歷年逐日交通量 

 

(b)逐日歷年交通量 

圖 2.1.2 103~111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北上交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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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交通量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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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車旅次數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旅次數如圖 2.2.1所示。 

108年南下旅次數，每日增減變化情形與百萬車公里一致，除夕以前

與初一以後之逐日旅次數變化可分為 2群，然 2群之最大值差異較小。

小年夜前 1日旅次數為 165萬車次，而後逐日減少至除夕為 130萬車次，

初一增為 164萬車次、初二約達 169萬車次為南下最高，再逐日下降至

初五為 152萬車次，較小年夜及除夕高，初六再下降為 139萬車次，仍

較除夕高。 

108 年北上旅次數，除夕以前與初一以後之逐日旅次數變化亦可分

為 2群，然初二~初五之每日變化不若百萬車公里差異大。小年夜前 1日

旅次數為 152萬車次，而後逐日減少至除夕為 117萬車次，初一增為 151

萬車次，初二、初三又較初一增加，超過 165 萬車次，初四、初五再增

加為近 169萬車次，且初四為北上最高，初六旅次數下降為 149萬車次，

然仍較小年夜及除夕高。 

111年亦可分為除夕以前與初一以後 2群，然雙向均以小年夜前 1日

最高。南下小年夜前 1 日超過 180 萬車次，而後逐日遞減至初一約 125

萬車次，初二略為增加至 140 萬車次，而後初三又下降，再逐日遞增至

初五，初六收假日又下降，且初三~初六間旅次數差異不大與初一相當。

北上小年夜前 1日超過 160萬車次，而後逐日增減趨勢與南下一致，初

二亦近 140萬車次，初三~初六增減幅度較南下大，且初五旅次數達 140

萬車次。 

另比較 108及 111年逐日旅次數差異如圖 2.1.2所示。111年小年夜

前 1日~除夕旅次數每日遞減，變化趨勢與 108年相同，惟較 108年增加

約 10%上下。111年初一~初六旅次數每日增減變化趨勢與 108年大不相

同，且較 108年下降，差異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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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8 年初一雙向旅次數較除夕大幅增加，而 111 年初一旅次數較

108年降幅超過 20%，除夕則較 108年增加約 10%，導致 111年初

一旅次數較除夕低。 

2. 108年初二~初六南下旅次數逐日遞減，而 111年較 108年下降幅

度近 2成，且以初三降幅最大、減少 24.8%，初三~初六每日降幅

又逐日遞減，導致 111年初三~初六每日旅次數差異不大。 

3. 108年初二~初五北上旅次數每日差異不大，而 111年較 108年下

降幅度近 2成，且以初三降幅最大、減少 26.1%，初三~初五每日

降幅又逐日遞減，導致 111年初五旅次數較高。 

 

 

 

圖 2.2.1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旅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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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旅次數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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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平均旅次長度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旅次長度如圖 2.3.1所示。 

108 年南下平均旅次長度，小年夜前 1 日~除夕為 35 公里上下，初

一~初六由 41公里逐日下降至 29公里上下。北上小年夜前 1日~除夕為

27~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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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五略降為 43公里，初六再降至約 35公里。 

111 年逐日旅次長度變化趨勢與 108 年相似，南下以初一最高，達

45公里，北上則以初三最高超過 47公里。 

比較 108及 111年旅次長度差異如圖 2.3.2所示。111年小年夜前 1

日~除夕旅次長度較 108 年短，南下減少 13~17%、北上減少 12~15%。

111年初一~初六旅次長度較 108年長，且以旅次最長日(南下初一、北上

初三)及初六收假日之增幅較高約在 10%上下，其餘每日增幅，南下約

2~5%、北上約 5~8%。整體而言，初一~初六旅次長度以北上較長，且 111

年北上增幅高於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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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旅次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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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旅次長度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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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旅次長度分布 

一、分布占比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每日旅次長度累積分布如圖 2.4.1所

示。108 年旅次長度未達 10 公里之占比即超過 3 成、未達 20 公里之占

比即超過 5成甚至可達 6成，而後旅次長度愈長累積增幅趨勢愈緩，旅

次長度超過 50公里之占比大多已不到 2成。 

 

 

 

圖 2.4.1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旅次長度累積分布 

 

111 年之累積分布，小年夜前 1 日~除夕與初一~初六可分為 2 群，

且北上比南下更明顯。小年夜前 1日~除夕之 10、20公里旅次占比較 108

年高，未達 10公里之占比即超過 4成、未達 20公里之占比，可達 6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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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至 7 成；初一~初六之 10、20 公里旅次占比普遍較 108年低，又以北

上較明顯，且北上旅次長度超過 50公里之占比可超過 2成。 

108及 111年旅次長度累積分布之差異，可呼應 2.3節平均旅次長度

之變化。 

 

二、未達 20公里分布情形 

由於旅次長度未達 20公里之占比可超過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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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所示，故再以 2公里為長度區間，檢視未達 20公里之旅次長度分布。 

 

 
圖 2.4.2 高速公路交流道間距分布 

 

如圖 2.4.3 所示，108 年不到 20 公里之旅次明顯集中於 2~8 公里，

每 2公里區間分布之占比約 14~17%，大致與圖 2.4.2所示之交流道間距

分布相符。111年之旅次亦集中於 2~8公里，且以小年夜前 1日~除夕之

占比明顯偏高且高於 108年、初一~初六之占比則明顯低於 108年，可呼

應 2.3節 111年小年夜前 1日~除夕平均旅次長度較 108年低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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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3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未達 20公里旅次長度分布 

 

三、超過 50公里分布情形 

由於旅次長度超過 50公里之占比僅約 2成左右，故再以 50公里為

長度區間，檢視每日旅次長度超過 50公里之旅次數及旅次長度分布。 

如圖 2.4.4 所示，108 及 111 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超過 50 公里之旅

次數，逐日變化趨勢與 2.1節圖 2.1.3交通量變化一致，且南下以初二最

大、北上以初四最大。 

而如圖 2.4.5所示，111年初一~初六於 50~250公里各長度區間占比

均較 108年高，且北上比南下明顯，反映 111年初一~初六於 50~250公

里旅次占比增加，亦呼應 2.3節分析 111年初一~初六平均旅次長度較 108

年長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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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超過 50公里旅次數 

 

 

 

圖 2.4.5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超過 50公里旅次長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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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主要起點及迄點交流道分析 

檢視近年高速公路春節連假每日分向交通量及旅次數變化，普遍而

言以初二南下與初四北上較高(僅 111年因降幅太大導致初五北上較高，

然與初四差異甚微)，爰主要起點及迄點交流道以這 2天為主進行分析說

明，又依據前幾節分析，除夕以前與初一以後於交通量、旅次數以及旅

次長度分布之逐日變化趨勢不同，爰亦比較說明假期首日之差異。 

一、南下主要起點交流道 

108及 111年春節期間高速公路南下旅次數排名前 30之起點交流道

如圖 2.5.1、2.5.2所示。 

 

 

圖 2.5.1 高速公路春節連假主要交流道-108年南下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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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2 高速公路春節連假主要交流道-111年南下起點 

 

108年南下初二起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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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排名前 30起點旅次數占全日旅次數 47%。越鄰近初二之日期，

交流道排序越接近，而至假期首日仍有 27 個交流道重複入榜，且前 30

起點旅次數占全日旅次數 53%，較初二更集中。 

臺 

臺 

臺 

臺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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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初二前 30大起點交流道中，北區即占 20名，中區、南區則分

別占 5名；假期首日則為北區占 22名，中區、南區分別占 4名。以生活

圈檢視，南下初二分布於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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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首日分布於臺北 12名、桃

園 5名、臺中 4名、基隆及高雄各 3名、新竹 2名、臺南 1名，如表 2.5.1

所示。南下假期首日主要起點交流道與初二相較，略往北部集中。 

111年初二南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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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 28個交流道重複入榜，排名前 30

起點旅次數占全日旅次數 50%。111年前 30起點旅次數較 108年幾乎均

為減少，其中霧峰交流道減少最多，減少近 9 千旅次，但排名僅下降 1

名；機場系統交流道降幅最大，減少 33%，排名從 16 降至 23，而竹田

系統交流道由 30名外排入第 17名。111年同為越鄰近初二之日期，交流

道排序越接近，至 111 年假期首日仍有 23 個交流道重複入榜，而前 30

起點旅次數占全日旅次數 48%。 

111年較 108年於北區之生活圈分布減少 1~2名，如表 2.5.1所示，

而苗栗、南投、雲林、嘉義及宜蘭生活圈均無交流道排入前 30大起點。 

 

表 2.5.1 高速公路前 30大交流道之生活圈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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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二 
108年 3 11 5 1 0 4 0 1 0 0 2 3 0 0 

111年 3 10 4 1 0 4 0 1 0 0 3 3 1 0 

假期 

首日 

108年 3 12 5 2 0 4 0 0 0 0 1 3 0 0 

111年 2 10 4 2 0 6 0 0 0 0 3 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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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下主要迄點交流道 

108及 111年春節期間高速公路南下旅次數排名前 30之迄點交流道

如圖 2.5.3、2.5.4所示。 

 

 

 

圖 2.5.3 高速公路春節連假主要交流道-108年南下迄點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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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4 高速公路春節連假主要交流道-111年南下迄點 

 

108年南下初二迄點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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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排名前 30迄點旅次數占全日旅次數 44%。越鄰近初

二之日期，交流道排序越接近，而至假期首日仍有 24 個交流道重複入

榜，且前 30迄點旅次數占全日旅次數 48%，較初二集中。而整體而言，

南下迄點分布較起點略分散。 

臺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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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初二前 30 大迄點交流道中，北區占 16 名、中區、南區各占 7

名；假期首日則為北區占 19名，中區、南區分別占 5、6名。以生活圈

檢視，南下初二分布於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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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首日分布於臺

北 9名、桃園 8名、高雄 4名、臺中 3名，新竹、南投、彰化、臺南、

屏東、宜蘭各 1名，如表 2.5.2所示。南下假期首日主要起點交流道與初

二相較，略往北部集中。 

111年南下初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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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 28個交流道重複入榜，排名前 30

起點旅次數占全日旅次數 46%。111年前 30迄點旅次數較 108年幾乎均

為減少，其中機場系統交流道減少最多，減少超過 1.5萬旅次，但排名僅

下降 1名；霧峰系統交流道降幅最大，減少 42%，排名從 4降至 10。111

年北上同為越鄰近初二之日期，交流道排序越接近，至 111 年假期首日

仍有 24個交流道重複入榜，而前 30起點旅次數占全日旅次數 44%。 

111年較 108年於北區之生活圈分布減少 1名，如表 2.5.2所示，而

基隆、苗栗及嘉義生活圈均無交流道排入前 30大迄點。 

 

表 2.5.2 高速公路前 30大交流道之生活圈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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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二 
108年 0 5 8 1 0 4 1 1 1 0 1 5 1 2 

111年 0 5 7 1 0 3 1 2 1 0 2 5 1 2 

假期 

首日 

108年 0 9 8 1 0 3 1 1 0 0 1 4 1 1 

111年 0 8 8 1 0 3 1 1 0 0 3 4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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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上主要起點交流道 

108及 111年春節期間高速公路北上旅次數排名前 30之起點交流道

如圖 2.5.5、2.5.6所示。 

 

 

 

圖 2.5.5 高速公路春節連假主要交流道-108年北上起點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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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6 高速公路春節連假主要交流道-111年北上起點 

 

108 年北上初四起點交流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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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排名前 30起點旅次數占全日旅次數 45%。越鄰近初四

之日期，交流道排序越接近，而至假期首日有 21個交流道重複入榜，且

前 30起點旅次數占全日旅次數 52%，較初四更集中。 

臺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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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初四前 30大起點交流道中，北區占 16名、中區占 8名、南區

占 6名；假期首日則為北區占 19名，中區、南區分別占 4、7名。以生

活圈檢視，北上初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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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首日分布於

臺北 9名、桃園 8名、高雄 4名、臺南 3名、新竹及臺中各 2名、南投、

彰化各 1 名，如表 2.5.3 所示。北上假期首日主要起點交流道與初四相

較，較集中於北部。 

111年初四北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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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 24個交流道重複入榜，排名前 30

起點旅次數占全日旅次數 47%。111年前 30起點旅次數較 108年幾乎均

為減少，其中機場系統交流道減少最多、超過 1萬 6千旅次，降幅亦最

大、減少 35%，但排名僅下降 1 名，而大灣交流道由 30名外排入第 15

名。111年同為越鄰近初四之日期，交流道排序越接近，至 111年假期首

日仍有 24個交流道重複入榜，而前 30起點旅次數占全日旅次數 50%，

較初四集中。 

111 年較 108 年初四北上於北區之生活圈分布增加或減少 1~2 名、

假期首日則完全一致，如表 2.5.3所示，而基隆、苗栗及嘉義生活圈均無

交流道排入前 30大起點。 

 

表 2.5.3 高速公路前 30大交流道之生活圈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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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四 
108年 0 6 6 3 0 3 1 3 0 0 1 4 1 2 

111年 0 6 7 1 0 2 2 3 1 0 3 3 1 1 

假期 

首日 

108年 0 9 8 2 0 2 1 1 0 0 3 4 0 0 

111年 0 9 8 2 0 2 1 1 0 0 3 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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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上主要迄點交流道 

108及 111年春節期間高速公路北上旅次數排名前 30之迄點交流道

如圖 2.5.7、2.5.8所示。 

 

 

 

圖 2.5.7 高速公路春節連假主要交流道-108年北上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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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8 高速公路春節連假主要交流道-111年北上迄點 

 

108年北上初四迄點以五股旅次數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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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排名前 30迄點旅次數占全日旅次數 49%。愈鄰近初四之日期，交流

道排序愈接近，而至假期首日仍有 25個交流道重複入榜，且前 30迄點

旅次數占全日旅次數 53%，較初四集中。而整體而言，北上迄點分布較

起點略集中。 

臺 

臺 

臺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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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初四前 30大迄點交流道中，北區即占 23名、中區占 3名、南

區占 4名；假期首日則為北區占 20名，中區、南區各占 5、6名。以生

活圈檢視，北上初四分布於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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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首日分布於臺北 11 名、桃

園、臺中及高雄各 4名、基隆 3名、新竹 2名、彰化及臺南各 1名，如

表 2.5.4 所示。北上初四主要迄點交流道與假期首日相較，略往北部集

中。 

111年北上初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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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 26個交流道重複入榜，排名前 30

起點旅次數占全日旅次數 52%。111年前 30迄點旅次數較 108年幾乎均

為減少，其中林口交流道減少最多，減少超過 1.4萬旅次，但排名下降 2

名；機場系統交流道降幅最大，減少 38%，排名從 11降至 20。111年北

上同為越鄰近初四之日期，交流道排序越接近，至 111 年假期首日仍有

25個交流道重複入榜，而前 30起點旅次數占全日旅次數 50%。 

111年較 108年於北區之生活圈分布減少或增加 1~2名，如表 2.5.4

所示，而南投、雲林、嘉義及宜蘭生活圈均無交流道排入前 30大迄點。 

 

表 2.5.4 高速公路前 30大交流道之生活圈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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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四 
108年 3 14 5 1 1 2 0 0 0 0 1 3 0 0 

111年 3 12 5 1 0 3 0 0 0 0 2 3 1 0 

假期 

首日 

108年 3 11 4 2 0 4 0 1 0 0 1 4 0 0 

111年 3 10 5 2 0 3 0 1 0 0 2 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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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主要起迄對分析 

主要起迄對與起/迄點交流道一樣以初二南下、初四北上以及假期首

日進行說明。 

一、南下主要起迄對 

108及 111年春節期間高速公路南下排名前 30之起迄對如圖 2.6.1、

2.6.2所示。 

108年南下初二排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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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 6~30之旅

次數則由 1 萬遞減至 0.49 萬，總計排名前 30 起迄對旅次數占全日旅次

數 15%，可反映高速公路交流道多，造成起迄組合甚多，且起迄對旅次

數大約 5千，即可排入前 30名起迄對之情形。而愈鄰近初二之日期，起

迄對排序愈接近，至假期首日仍有 26個起迄對重複入榜，且前 30起迄

對旅次數占全日旅次數 19%，較初二更集中。 

108年不論初二或假期首日南下，前 30名起迄對中，除圓山-機場系

統之旅次長度區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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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南下初二，北區即占 19名，中區、南區

分別占 4、7名；假期首日則為北區占 20名，中區、南區分別占 3、7名。 

111年初二南下前 30大起迄對與 108年相較，排序越前面的交流道

大致一致，僅排序略有差異，計有 24個起迄對重複入榜，排名前 30起

迄對旅次數占全日旅次數 16%。111年前 30起迄對旅次數較 108年大多

為減少，其中霧峰-霧峰系統減少最多，超過 1.4萬旅次，降幅亦最大，

減少 66%，排名由第 3下降至第 9名，而竹田系統-竹田旅次數倍增，由

30 名升上第 5 名。111 年同為愈鄰近初二之日期，起迄對排序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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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假期首日仍有 21個起迄對重複入榜，而前 30起迄對旅次數占全日旅

次數 19%，亦較初二集中。 

111年不論初二或假期首日南下，前 30名起迄對中，沒有超過 20公

里之起迄對，且大多僅間隔 1~2個交流道。而南下初二，北區占 18名，

中區、南區分別占 4、8名；假期首日則為北區占 17名，中區、南區分

別占 4、9名。 

 

 

 

圖 2.6.1 高速公路春節連假主要起迄對-108年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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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2 高速公路春節連假主要起迄對-111年南下 

 

二、北上主要起迄對 

108及 111年春節期間高速公路北上排名前 30之起迄對如圖 2.6.3、

2.6.4所示。 

108年初四北上排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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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 7~30 之

旅次數則由 1.1萬遞減至 0.49萬，總計排名前 30起迄對旅次數占全日旅

臺 

臺 

臺 

臺 

臺 

臺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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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 16%，可反映高速公路交流道多，造成起迄組合甚多，且起迄對旅

次數大約 5千，即可排入前 30名起迄對之情形。而越鄰近初四之日期，

起迄對排序越接近，至假期首日仍有 26個起迄對重複入榜，且前 30起

迄對旅次數占全日旅次數 20%，較初四更集中。 

108年不論初四或假期首日北上，前 30名起迄對中，除圓山-機場系

統之旅次長度區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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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北上初四，北區即占 22名，中區、南區

分別占 3、5名；假期首日則為北區占 23名，中區、南區分別占 1、6名。 

 

 
圖 2.6.3 高速公路春節連假主要起迄對-108年北上 

 

111年初四北上前 30大起迄對與 108年相較，排序越前面的交流道

大致一致，僅排序略有差異，計有 25個起迄對重複入榜，排名前 30起

臺 

臺 

臺 

臺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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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對旅次數占全日旅次數 16%。111年前 30起迄對旅次數較 108年大多

為減少，其中桃園-林口減少最多，接近 1.4萬旅次，降幅亦最大，減少

67%，排名由第 1下降至第 8名，而南州-竹田系統旅次數倍增，由 30名

外升上至第 5名。111年同為愈鄰近初四之日期，起迄對排序愈接近，至

假期首日仍有 24個起迄對重複入榜，而前 30起迄對旅次數占全日旅次

數 21%。 

111年不論初四或假期首日北上，前 30名起迄對中，沒有超過 20公

里之起迄對，且大多僅間隔 1~2個交流道。而北上初四，北區占 20名，

中區、南區分別占 2、8名；假期首日則為北區占 21名，中區、南區分

別占 2、7名。 

 

 
圖 2.6.4 高速公路春節連假主要起迄對-111年北上 

臺 

臺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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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旅次長度超過 50公里主要起迄對 

對照 2.4節分析結果，由於旅次長度未達 20公里之占比可超過 6成，

因此前 30大主要起迄對旅次長度多不到 20公里，故再檢視旅次長度 50-

100、100-200、200-300及 300公里以上排名前 5之起迄對。 

108年南下主要起迄對如圖 2.6.5所示，50-100公里主要為國 1臺南

地區至國 1高雄地區之旅次，或以蘇澳為迄點或以新竹為起/迄點之旅次，

旅次數最高不到 2千。100-200公里主要以大雅或國 1臺中地區為迄點，

旅次數最高不到 1千。200-300公里主要以雲林系統為迄點，旅次數最高

不到 1千。300公里以上主要以高雄為迄點，旅次數最高不到 0.5千。 

111年南下主要起迄對如圖 2.6.6所示，與 108年相較，旅次長度愈

長之分組，主要起迄特性愈一致。 

108 年北上主要起迄對如圖 2.6.7 所示，50-100 公里主要為北/中/南

各區域間之旅次，旅次數最高不到 2千。100-200公里主要以大雅或國 1

臺中地區為起點，旅次數最高不到 1千。200-300公里主要以雲林系統為

起點，旅次數最高約 1千。300公里以上主要以高雄為起點，旅次數最高

不到 0.5千。 

111年北上主要起迄對如圖 2.6.8所示，與 108年相較，旅次長度愈

長之分組，主要起迄特性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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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5 高速公路春節連假超過 50公里之主要起迄對-108年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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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6 高速公路春節連假超過 50公里之主要起迄對-111年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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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7 高速公路春節連假超過 50公里之主要起迄對-108年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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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8 高速公路春節連假超過 50公里之主要起迄對-111年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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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旅次出發時間分布 

由於近年高速公路春節連假每日分向交通量及旅次數變化，普遍而

言以初二南下與初四北上較高(僅 111年因降幅太大導致初五北上較高，

然與初四差異甚微)，爰本節以旅次數較高的初二南下與初四北上進行說

明，並依 0-50、50-100、100-200、200-300、300公里上等不同旅次長度

區間呈現旅次出發時間分布。 

108年初二南下旅次出發時間如圖 2.7.1所示，對照 2.4節分析結果，

由於旅次長度主要分布於 0-50公里，約占 8成，因此總旅次之出發時間

分布與 0-50 公里非常接近。而 0-50、50-100、100-200 公里之出發時間

均於中餐時段前後呈雙峰分布，且分布趨勢大致類似。0-50 公里尖峰為

上午 10-11時及下午 2-4時，占比達 7%，晚餐時段後下午 8-9時又出現

一波小尖峰，占比約 5%。50-100公里上午尖峰提早於 8-9時發生，且占

比較高為 8%，下午 4時後之占比則低於 0-50公里。100-200公里上午尖

峰更提早且時段較長於 6-9時發生，占比約 7%，下午 3時後之占比又較

50-100公里低。200-300公里及 300公里以上之出發時間呈單峰分布，且

分布趨勢非常近似，尖峰集中於清晨 4、5時，占比約 11%，隨後占比快

速下降，僅於下午 2時占比約略升至 5%。整體而言，出發時間受用餐時

段影響。而旅次長度越長，愈早出發，中午過後之占比則隨之更低。 

111年初二南下旅次出發時間亦如圖 2.7.1所示，整體分布趨勢與 108

年接近，略有差異部分為 100-200公里之上午尖峰時段縮短、集中於 8時

發生，以及 200-300公里與 300公里以上之尖峰集中於 5時發生。 

108年初四北上旅次出發時間如圖 2.7.2所示，對照 2.4節分析結果，

由於旅次長度主要分布於 0-50公里，約占 8成，因此總旅次之出發時間

分布與 0-50公里非常接近。而 0-50、50-100公里之出發時間分布趨勢接

近，上午 9-11時有一波尖峰，占比約 7%，下午 1-6時則維持約 5.5%。

100-200公里出發時間於中餐時段前後略呈雙峰分布，上午 4-8時分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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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 0-50與 50-100公里高，尖峰為上午 8-10時及下午 3時，占比可超

過 6%，晚餐時段後下午 6-8時又出現一波小尖峰，占比可達 5%，但下

午 4時以後占比較 0-50與 50-100公里低。200-300公里，上午 0-6時占

比較 100-200公里高，上午 9時達尖峰，占比 6%，但已低於 100-200公

里，下午 2-9時占比較 0-50、50-100與 100-200公里低，但下午 5時以

後占比由 3%逐漸增加至下午 11時之 4%，高於 0-50、50-100與 100-200

公里。300公里以上於上午 0時至中午 12時占比與 200-300公里接近，

下午 1-7 時占比則較低，且同樣於下午 5 時以後占比逐漸增加，甚至下

午 9時以後占比高於 200-300公里、下午 10時以後又高於 0-50、50-100、

100-200 與 200-300 公里，至下午 11 時占比超過 6%，為全日最高(次高

為上午 0時)。與初二南下相比，占整體旅次 8成之 0-50公里旅次，初四

北上出發時間較不受用餐時段影響，分時占比起伏不若初二南下變化大。

50-100 公里及 100-200 公里出發時間較初二南下晚，且分布趨勢較初二

南下更接近 0-50公里。200公以上之長途旅次，雖不同於初二南下集中

於凌晨 4-5 時出發，但 17 時以後占比逐漸增加且至 22、23 時之占比已

高於其他旅次長度。 

111年初四北上旅次出發時間亦如圖 2.7.2所示，整體分布趨勢與 108

年接近，略有差異部分為 200公里以上之旅次，於上午 0-4時及下午 11

時占比下降，而上午 10時至下午 1時，不同旅次長度之占比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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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1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初二南下旅次出發時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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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2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初四北上旅次出發時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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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壅塞路段旅次組成 

近年高速公路春節連假每日分向交通量及旅次數變化，普遍而言以

初二南下與初四北上較高(僅 111年因降幅太大導致初五北上較高，然與

初四差異甚微)，再以高公局長期觀察之重點壅塞路段中挑選，初二南下

楊梅-新竹以及初四北上臺中-臺中系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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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臺中系統之路段長度為 13 公

里，路段中含起迄共 4個交流道，平均交流道間距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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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四北上臺中-臺中系統 13 4 4.3 

108年行經壅塞路段之旅次數，南下楊梅-新竹路段達 17.9萬，北上

北上臺中-臺中系統為 11.5 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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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處路段均以區內旅次占比最低，南下楊梅-新竹及北上臺中-臺中系

統分別為 10%、17%。而南下楊梅-新竹以通過旅次占比最高近 7成，北

上臺中-臺中系統則以聯外旅次占比最高近 5成。 

111年 2處壅塞路段總旅次數均較 108年下降，旅次組成部分，區內

旅次占比均較 108 年下降，其中北上臺中-臺中系統區內占比減少 7%、

降幅稍高，使得聯外及通過旅次占比增加，南下楊梅-新竹則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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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1 高速公路壅塞路段旅次組成 

 

108 年南下行經楊梅-新竹之旅次於不同長度區間，均勻分布，未達

20公里旅次占比 1成 5、未達 50公里占比不到 3成、超過 200公里達 2

成，與 108年高速公路整體旅次長度累積分布，完全不吻合。111年南下

行經楊梅-新竹之旅次特性與 108 年相較，主要差異為 20-100 公里旅次

占比增加 1 成 5、超過 200 公里占比增加 1 成，而與 111 年高速公路整

體旅次長度累積分布，亦完全不吻合。如圖 2.8.2所示。 

而 108年北上行經臺中-臺中系統之旅次，其長度雖未不如 108年南

下楊梅-新竹均勻分布，然未達 20公里旅次占比僅略高於 2成、未達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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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次長度累積分布亦不吻合。111年之分布占比與 108年差異不大。如圖

2.8.3所示。 

整體而言，壅塞路段未達 20公里旅次占比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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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8.2 高速公路壅塞路段旅次長度分布─初二南下楊梅-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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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3 高速公路壅塞路段旅次長度分布─初四北上臺中-臺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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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春節連假臺鐵旅次特性 

3.1延人公里 

108及 111年春節期間臺鐵每日分向延人公里，如圖 3.1.1所示。108

年假期首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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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延人公里，而後逐日遞減至收假日初六約 19~20 百萬延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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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夕之前疏運量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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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延人公里明顯下降 3~5 成，且每日變化趨勢與 108 年不同，

初一延人公里反較假期首日及小年夜低，初二~初六雖增加但每日差異變

化不大，且僅約為 13百萬延人公里。 

 

 
圖 3.1.1 108及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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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111 年春節期間臺鐵每日分向人次數，如圖 3.2.1 所示。108

年假期首日，不論順行、逆行均超過 30萬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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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逐日遞減至收假日初六亦

仍約有 35萬。 

111 年人次數大幅下降 4~6 成，且每日變化趨勢與 108 年不同，初

一人次數反較假期首日及小年夜低，初二~初六雖增加但每日差異變化不

大，且不超過 20萬人次。 

而與 3.1 節比較，臺鐵 108 及 111 年春節連假之每日延人公里變化

趨勢與人旅次數相近。 

 

 

圖 3.2.1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臺鐵人旅次數 

  

人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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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平均旅次長度 

108及 111年春節期間臺鐵每日分向旅次長度，如圖 3.3.1所示。108

逆行之旅次長度以除夕最高達 58 公里、初二次之達 56 公里，而其他日

期旅次長度在 51~56公里間，每日變化趨勢略可分為假期首日~除夕、初

一~初六 2群，而 2群均略有旅次長度逐日增加之趨勢。111年逆行旅次

長度較 108 年增加，每日均超過 60 公里，惟每日變化趨勢與 108 年不

同，除夕、初二旅次長度反較低，最長為初三 71公里、其次為收假日初

六 69公里。 

108 順行之旅次長度以除夕最高超過 61 公里、初二次之超過 56 公

里，其他日期約在 55公里上下，每日變化趨勢略可分為假期首日~除夕、

初一~初六 2群，假期首日~除夕旅次長度每日遞增，初一~初六略呈現遞

減之情形。111年順行旅次長度較 108年增加，每日均超過 60公里，並

以小年夜最高接近 73 公里，每日變化趨勢與 108 年不同，而假期首日~

初三較 111年逆行高、初四~初六較 111年逆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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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11年春節連假每日分向旅次長度累積分布如圖 3.4.1所示。

108 年旅次長度未達 30 公里累積占比超過 5 成、未達 50 公里之占比在

7成上下。111年旅次長度未達 30公里累積占比低於 5成、未達 50公里

之占比低於 7成，反映 111年超過 50公里旅次占比增加，亦呼應 3.3節

分析 111年平均旅次長度較長之情形。 

 

 
圖 3.4.1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臺鐵旅次長度累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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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達 50公里分布情形 

由於旅次長度未達 50公里之占比偏高，約 7成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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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所示，108 及 111 年每日分布趨勢差異小，惟 111 年占比

相較 108年略低，反映 111年未達 50公里旅次占比減少，亦呼應 3.3節

分析 111年平均旅次長度較長之情形。而各長度區間以 5-10公里占比最

高，其中 108 年假期首日及小年夜占比較突出可超過 14%，其後旅次占

比大致隨長度增加而遞減。 

 

 
圖 3.4.2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臺鐵未達 50公里旅次長度分布 

  

0%

2%

4%

6%

8%

10%

12%

14%

16%

108年逆行

小年夜前 小年夜 除夕 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0%

2%

4%

6%

8%

10%

12%

14%

16%

111年逆行

小年夜前 小年夜 除夕 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0%

2%

4%

6%

8%

10%

12%

14%

16%

108年順行

小年夜前 小年夜 除夕 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0%

2%

4%

6%

8%

10%

12%

14%

16%

111年順行

小年夜前 小年夜 除夕 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60 

三、超過 50公里分布情形 

由於旅次長度超過 50 公里之占比僅約 3 成左右，故再以 50 公里為

長度區間，檢視每日旅次長度超過 50公里之旅次長度分布。 

如圖 3.4.3 所示，108 及 111 年每日分布趨勢差異小，惟 111 年於超

過 100 公里各長度區間占比較 108 年高，反映 111 年超過 100 公里旅次

占比增加，亦呼應 3.3節分析 111年平均旅次長度較長之情形。 

 

  

圖 3.4.3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臺鐵超過 50公里旅次長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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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主要出發及到達站分析 

由於 108 年 111 年春節連假臺鐵延人公里及人旅次數於初一~初六

較假期首日~除夕高，因此臺鐵主要出發及到達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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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行主要出發站 

108年春節期間臺鐵初二逆行人次數排名前30之出發站如圖3.5.1(a)

所示，以臺北站人次數最高，超過 3.5萬人次；其次之臺南站、臺中站已

減少約 1 半降至 1.85 萬人次；排名 12 以後之人次數則依序由近 1 萬降

至約 0.3萬，累計排名前 15名之出發站人次數超過全日之一半、排名前

30名之占比近 7成。 

前 30 大出發站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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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排入前 30 名，如

表 3.5.1所示。 

111年春節期間臺鐵初二逆行人次數排名前30之出發站如圖3.5.1(b)

所示，與 108 年相較，計有 29 個車站重複入榜，累計排名前 15 名之出

發站人次數超過全日之一半、排名前 30名之占比近 7成。111年人次數

大幅低於 108 年，其中臺北站減少最多，減少超過 2 萬人次，但排名仍

為第 1 名；降幅最大為后里站，因 108 年適逢臺中花博舉辦期間，排名

第 6，111 年旅次數則大幅減少 88%，排名降至 30。生活圈分布幾乎與

108年相同，僅於新竹及彰化生活圈差 1名(如表 3.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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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8年   (b) 111年 

圖 3.5.1 臺鐵春節連假主要車站-初二逆行出發站 

 

 

表 3.5.1 臺鐵前 30大車站之生活圈分布─初二逆行出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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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 2 7 2 1 1 5 2 1 1 2 2 0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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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逆行主要到達站 

108年春節期間臺鐵初二逆行人次數排名前30之到達站如圖3.5.2(a)

所示，以臺北站人次數最高，約 2.7萬人次；其次為臺中站約 2.3萬；再

其次之彰化站為 1.8萬。排名 11以後之人次數則依序由 0.9萬降至約 0.3

萬，累計排名前 15 名之到達站人次數超過全日之一半、排名前 30 名之

占比近 7成。 

前 30 大到達站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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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站排入前 30名，如表 3.5.2所示。 

111年春節期間臺鐵初二逆行人次數排名前 30之到達站如圖3.5.2(b)

所示，與 108 年相較，計有 28 個車站重複入榜，累計排名前 15 名之到

達站人次數超過全日之一半、排名前 30名之占比達 7成。111年人次數

大幅低於 108年，其中臺北站減少最多，減少超過 1.5萬人次，但排名仍

為第 1名；新竹站降幅最大，減少 67%，排名從 6降至 10。生活圈分布

與 108 年差異不大，於新竹、臺南及宜蘭生活圈差 1~2 名(如表 3.5.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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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8年   (b) 111年 

圖 3.5.2 臺鐵春節連假主要車站-初二逆行到達站 

 

 

表 3.5.2 臺鐵前 30大車站之生活圈分布─初二逆行到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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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 0 6 4 1 2 3 2 1 1 3 3 2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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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順行主要出發站 

108年春節期間臺鐵初四順行人次數排名前30之出發站如圖3.5.3(a)

所示，以臺北站人次數最高，超過 2.8萬旅次；其次為臺中站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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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排名前 15名之到達站人次數超過全日之一半、排

名前 30名之占比近 7成。 

前 30 大出發站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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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個車站排入前 30名，如表 3.5.3所示。 

111年春節期間臺鐵初四順行人次數排名前 30之出發站如圖3.5.3(b)

所示，與 108 年相較，計有 27 個車站重複入榜，累計排名前 15 名之出

發站人次數接近全日之一半、排名前 30名之占比達 7成。111年人次數

大幅低於 108年，其中臺北站減少最多，減少約 1.7萬人次，但排名仍為

第 1 名；中壢站降幅最大，減少 65%，排名從 4 降至 6。生活圈分布與

108 年差異不大，於桃園、新竹、臺南、宜蘭及花蓮生活圈差 1~2 名(如

表 3.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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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8年   (b)111年 

圖 3.5.3 臺鐵春節連假主要車站-初四順行出發站 

 

 

表 3.5.3 臺鐵前 30大車站之生活圈分布─初四順行出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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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 0 6 3 2 2 3 3 1 1 3 3 2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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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順行主要到達站 

108年春節期間臺鐵初四順行人次數排名前30之到達站如圖3.5.4(a)

所示，以臺北站人次數最高，達 4萬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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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排名前 15名之到達站人次數超過全日之一半、排名

前 30名之占比超過 7成。 

前 30 大到達站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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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春節期間臺鐵初四順行人次數排名前 30之到達站如圖3.5.2(b)

所示，與 108 年相較，計有 27 個車站重複入榜，累計排名前 15 名之到

達站人次數超過全日之一半、排名前 30名之占比超過 7成。111年人次

數大幅低於 108年，其中臺北站減少最多，減少超過 2.2萬人次，但排名

仍為第 1 名；降幅最大為后里站，因 108 年適逢臺中花博舉辦期間，排

名第 5，111 年旅次數則大幅減少超過 9 成，排名降至 30 名以外。生活

圈分布與 108 年差異不大，於臺北、新竹、臺中、高雄、屏東及宜蘭生

活圈均差 1名(如表 3.5.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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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8年   (b)111年 

圖 3.5.4 臺鐵春節連假主要車站-初四順行到達站 

 

 

表 3.5.4 臺鐵前 30大車站之生活圈分布─初四順行到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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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 2 8 2 1 1 4 2 1 1 2 3 1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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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主要起迄對分析 

主要起迄對，亦以初二南下(逆行)與初四北上(順行)進行分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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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旅次數降至 0.1~0.3 萬之間(圖 3.6.1)，108 年累計排名前 30 名之起

迄對人次數約占全日之 25%，111年則略降為超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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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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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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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c))。 

3. 111 年排名前 30 之起迄對與 108 年相較，初二逆行有 22 個起迄對

重複入榜(圖 3.6.1(b))，其中臺北-桃園人次數減少最多，超過 0.7萬

人次，排名由第 2下降至第 4名；降幅最大則為后里-臺中、后里-豐

原，因 108年適逢臺中花博舉辦期間，分別排名第 8、第 12，111年

旅次數則大幅減少 8 成以上，排名降至 30 名以外。初四順行有 23

個起迄對重複入榜(圖 3.6.1(d))，其中高雄-臺南減少最多，近 0.5萬

人次，排名由第 1 下降至第 4 名；降幅最大為臺中-后里、豐原-后

里，同樣因為 108年適逢臺中花博舉辦期間，分別排名第 8、第 18，

111年旅次數則大幅減少 8成以上，排名降至 30名以外。另彰化-新

烏日、臺中-臺北於 108 年排名 30 名外，於 111 年排名分別上升為

第 11、1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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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8年初二逆行        (b)111年初二逆行 

 
(a)108年初四順行        (b)111年初四順行 

圖 3.6.1 臺鐵春節連假主要起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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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8年初二逆行與初四順行前 30名起迄對，旅次長度分布集中於 5-

40公里、每 5公里區間尚分布均勻，且無 200公里以上起迄對，111

年則於 100公里以上起迄對數增加。(表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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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00 及 300 公里以上之旅次長度區間，除原本即已排入前 30 大

之起迄外，其餘起迄之旅次數均不高，而 100-200 及 300 公里以上

排名第 1之起迄對人次數明顯較高，為花東往返臺北旅次。(表 3.6.1、

圖 3.6.2、圖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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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 0 4 2 4 3 3 2 3 0 1 2 4 2 

初四

順行 

108年 0 5 3 4 4 3 4 3 0 1 2 1 0 

111年 0 6 3 3 3 3 1 3 1 1 2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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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8年         (b)111年 

圖 3.6.2 臺鐵超過 50公里之主要起迄對-初二逆行 

 

 

 
  



73 

 

 

 
(a)108年         (b)111年 

圖 3.6.3 臺鐵超過 50公里之主要起迄對-初四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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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春節連假高鐵旅次特性 

4.1延人公里 

108及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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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首日超過 27百萬，逐日遞減至除夕 20百萬，

初一回升為 25百萬，而後於初二最高達 27百萬，初三~初六收假日則逐

日遞減。111 年南下延人公里較 108 年明顯減少 3~5 成，每日變化趨勢

不同，以假期首日最高約 20百萬，並逐日遞減至除夕，初一、初二較除

夕增加幅度低，初三明顯減少後又逐日遞減至初五，而初六略微回升。 

108年北上每日延人公里變化為，假期首日近 12百萬，逐日遞減至

除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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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降、初六降為 31百萬。111年北上延人公里較 108年明顯減少 3~4成，

每日變化趨勢略有不同，最大延車公里延後於初五發生，初四及初六僅

略低於初五。 

整體而言，連假期間北上初三~初六延人公里高於南下最大值，疏運

壓力較其他日高。 

 

 
圖 4.1.1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高鐵延人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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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人旅次數 

108及 111年春節期間高鐵每日分向人旅次數，如圖 4.2.1所示，每

日及分年增減變化趨勢幾乎與延人公里一致，除 109、110年初二南下旅

次數略為突出。 

108 年南下每日人次數變化為，假期首日達 13.5 萬，逐日遞減至除

夕 10萬，初一回升至接近 12萬，而後於初二最高達 14萬，初三~初六

收假日則逐日遞減。111 年南下人次數較 108 年明顯減少 3~5 成，每日

變化趨勢不同，以假期首日最高約 9.5萬，並逐日遞減至除夕，初二較除

夕增加後，初三又明顯減少且逐日遞減至初五，而初六略微回升。 

108年北上每日旅次數變化為，假期首日 6.7萬，逐日遞減至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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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北上人次數較 108 年明顯減少 3~4 成，每日變化趨勢

略有不同，最大人次數延後於初五發生，初四及初六僅略低於初五。 

整體而言，連假期間北上初三~初六人次數高於南下最大值，疏運壓

力較其他日高。 

 

 
圖 4.2.1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高鐵人旅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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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平均旅次長度 

108及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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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首日~初一差異不大，而以初一較高約 213公里，初

二~初五則遞減，初六又略微增加。北上則由假期首日之 177公里，逐日

遞增至初六最高達 209公里，北上每日長度變化範圍較南下小。 

111年每日變化趨勢與 108年相近，然除夕略顯稍低，而旅次長度最

長為亦為初一南下達 219公里、初六北上達 213公里。 

 

 
圖 4.3.1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高鐵平均旅次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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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旅次長度分布 

108 及 111 年春節連假高鐵旅次長度累積分布及不同長度區間分布

比例如圖 4.4.1、4.1.2所示，2年間之分布特性幾乎一致。 

春節連假高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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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公里以上

占比可達 75%，而超過 200公里之占比達 4~5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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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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高鐵旅次長度累積分布 

 
圖 4.4.2 108及 111年春節連假高鐵旅次長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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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主要出發站、到達站及起迄對 

由於高鐵僅設 12站，因此主要出發及到達站以及起迄對，直接以 OD

表呈現，並比照高速公路以初二南下與初四北上進行分析說明。 

一、南下 

108及 111年高鐵初二南下 OD表如表 4.5.1所示。 

以 108年為例，南下主要出發站為臺北站，人次數近 5.3萬、占 38%，

其次為板橋站 2.3萬人次、占 16%。再其次為桃園、臺中、南港 3站，人

次數約 1.4~1.7萬、占比超過 10%，其餘出發站人次數已遠低於 1萬。 

主要到達站為左營站，人次數近 4.9萬、占 35%，其次為臺中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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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超過 10%，其餘到達站人次數已不到 1萬。 

主要起迄對為臺北-臺中、臺北-左營，人次數約 1.4萬。其次為臺中

-左營，已不到 1萬人次。 

111年主要出發站、到達站及起迄對與 108年一致，人次數雖隨整體

交通量下降，但占比差異甚微，僅 111年以板橋為出發站之占比稍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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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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站

合計
占比

南港 296 52 627 805 415 2,977 514 855 1,672 1,487 3,930 13,630 10%

臺北 115 3,479 4,804 1,622 13,724 1,519 2,717 5,682 5,469 13,842 52,973 38%

板橋 1,716 1,609 852 5,144 876 1,772 3,319 2,055 5,233 22,576 16%

桃園 1,381 446 4,366 630 996 2,257 2,056 5,295 17,427 12%

新竹 126 1,616 238 386 845 1,013 2,602 6,826

苗栗 364 92 188 236 288 835 2,003

臺中 528 1,046 2,187 2,557 9,172 15,490 11%

彰化 93 147 258 1,136 1,634

雲林 150 314 1,470 1,934

嘉義 508 3,088 3,596

臺南 2,048 2,048

到達站

合計
296 167 5,822 8,599 3,461 28,191 4,397 8,053 16,495 16,005 48,651 140,137

占比 20% 12% 11% 35%

111年 臺北 板橋 桃園 新竹 苗栗 臺中 彰化 雲林 嘉義 臺南 左營
出發站

合計
占比

南港 127 45 293 471 247 1,785 275 528 896 901 2,393 7,961 10%

臺北 39 1,586 2,195 910 7,746 872 1,727 3,529 3,521 8,165 30,290 37%

板橋 969 1,179 601 3,775 612 1,124 2,019 1,502 3,668 15,449 19%

桃園 444 226 1,874 260 570 1,062 1,115 2,571 8,122 10%

新竹 71 1,188 165 239 564 696 1,700 4,623

苗栗 236 65 112 167 202 538 1,320

臺中 409 730 1,301 1,741 5,431 9,612 12%

彰化 54 119 218 619 1,010

雲林 68 249 844 1,161

嘉義 342 1,506 1,848

臺南 813 813

到達站

合計
127 84 2,848 4,289 2,055 16,604 2,658 5,084 9,725 10,487 28,248 82,209

占比 20% 12% 1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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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上 

108及 111年高鐵初四北上 OD表如表 4.5.2所示。 

以 108年為例，北上主要出發站為左營站，人次數近 5.9萬、占 33%，

其次為臺中站，人次數近 4萬、占 22%，再依序為嘉義、臺南 2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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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餘出發站人次數已遠低於 1萬。 

北上主要到達站為臺北站，人次數近 7.9 萬、占 44%，其次依序為

板橋站 3萬人次、17%；桃園 2.1萬人次、12%；臺中 1.7萬人次、10%；

南港 1.3萬人次、7%，其餘到達站人次數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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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主要出發站、到達站及起迄對與 108年一致，人次數雖隨整體

交通量下降，但占比差異不大，但 111年以板橋為到達站之占比稍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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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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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站

合計
占比

臺北 216 216

板橋 83 71 154

桃園 616 4,271 1,851 6,738

新竹 780 7,046 1,873 1,571 11,270 6%

苗栗 352 2,115 839 636 211 4,153

臺中 3,075 21,883 6,867 5,469 2,260 400 39,954 22%

彰化 325 2,031 1,095 600 277 75 641 5,044

雲林 710 4,149 2,724 1,165 411 153 1,295 77 10,684 6%

嘉義 1,373 8,602 4,746 2,655 1,086 172 2,251 148 98 21,131 12%

臺南 1,374 8,332 2,668 2,292 1,360 219 2,979 278 192 365 20,059 11%

左營 4,127 20,442 7,446 6,362 3,459 595 10,059 857 954 2,003 2,411 58,715 33%

到達站

合計
13,031 78,942 30,109 20,750 9,064 1,614 17,225 1,360 1,244 2,368 2,411 178,118

占比 7% 44% 17% 12% 10%

111年 南港 臺北 板橋 桃園 新竹 苗栗 臺中 彰化 雲林 嘉義 臺南
出發站

合計
占比

臺北 115 115

板橋 36 36 72

桃園 362 2,247 1,127 3,736

新竹 593 3,325 1,235 600 5,753 5%

苗栗 257 1,265 691 249 159 2,621

臺中 2,375 11,852 5,014 2,276 1,573 245 23,335 21%

彰化 253 1,291 664 304 172 37 513 3,234

雲林 596 2,719 1,746 664 291 87 965 43 7,111 7%

嘉義 1,150 5,640 3,604 1,352 776 125 1,446 63 56 14,212 13%

臺南 1,130 5,344 2,223 1,403 1,028 146 1,905 125 178 224 13,706 13%

左營 2,864 12,416 5,459 3,363 2,271 438 5,669 349 461 856 951 35,097 32%

到達站

合計
9,731 46,135 21,763 10,211 6,270 1,078 10,498 580 695 1,080 951 108,992

占比 9% 42% 2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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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疏運人數，

因此僅以小年夜前 1 日~初六之整體疏運量，比較不同系統於 108 及 111

年春節之占比變化。 

5.1旅次數占比 

108 及 111 年小年夜前 1 日~初六臺鐵、高鐵、國道客運等公共運輸

總疏運人次及占比如圖 5.1.1 所示。111 年較 108 年疏運人次減少，臺鐵

減少 5 成、高鐵減少近 4 成、國道客運則減少近 6 成。而 108 年各運具

之占比，臺鐵超過 6 成、高鐵 2 成、國道客運略低於 2 成，111 年臺鐵及

國道客運占比下降，因此高鐵占比增加為 25%。 

不同疏運系統於 2 年間之旅次數變化，除受疫情影響整體需求下降，

相較高鐵，臺鐵之平均旅次長度與高速公路相近，於旅行時間與旅行成

本均更低之情形下，容易轉移至高速公路，而國道客運亦有類似情形，

因此旅次數降幅偏高。 

111 年高速公路疏運人次僅較 108 年減少 9%，而 108 年臺鐵、高鐵、

國道客運合計之公共運輸疏運人次不到高速公路人旅次數之 10%，111年

更降至 5%，如圖 5.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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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108 及 111 年春節連假臺鐵、高鐵、國道客運總疏運人次及占比 

 

 

圖 5.1.2 108 及 111 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與公共運輸總疏運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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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旅次長度特性 

由於 103~111 年間高速公路普遍以初四北上疏運壓力最大(僅 111 年

因降幅太大導致初五北上較高，然與初四差異甚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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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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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以高速公路平均旅次長度最短，約 44.5 公里；臺鐵略

高於高速公路，接近 54 公里；高鐵平均旅次長度最長，超過 200 公里，

而 111 年各運具旅次長度又大於 1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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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公路 臺鐵 高鐵 

108 年 44.5 53.9 202.1 

111 年 47.2 65.4 208.5 

 

以每 50 公里檢視 108 及 111 年各疏運系統旅次長度分布占比如表

5.2.2 所示。108 年高速公路於 0-50 公里占比達 74％，臺鐵則約 70%，

100 公里以上各區間則僅約占 5%。高鐵正好相反，0-50 公里占比僅 7%，

且 150 公里以下各區間僅多在 10%上下，150 公里以上占比總計則高達

74%，且 200 公里以上占比甚至接近 5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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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12% 6% 4% 4% 

111 年 72% 14% 6% 4% 4% 

臺鐵 
108 年 70% 15% 5% 6% 4% 

111 年 64% 14% 6% 8% 8% 

高鐵 
108 年 7% 13% 6% 27% 47% 

111 年 6% 12% 5% 27%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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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11 年高速公路於 50-100 公里占比略增、臺鐵於 150 公里以

上占比略增、高鐵於 200 公里以上占比略增，可解釋 111 年各運具旅次

長度高於 108 年。另對照 3.6 節分析，臺鐵 111 年前 30 大起迄對於 100

公里以上之分布增加，而 100-200 及 300 公里以上排名第 1 之起迄對為

花東往返臺北旅次，人次數明顯較高，反映往返東部之旅次數降幅相對

較低，使得臺鐵平均旅次長度增加。因此推測 111 年春節雖仍屬疫情期

間，惟疫情較 110 年春節趨緩，而國外觀光轉為國內休閒長途旅遊旅次，

此類旅次又須預訂住房且不易受降雨影響而退訂，使得各運具平均旅次

長度增加。 

前節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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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由表 5.2.2 顯示，高鐵於 200 公里以上旅次長

度占比近 5 成，而高速公路及臺鐵大多不到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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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超過 7 成(108 年 27 萬人次、111 年 23 萬人次)，高鐵占比可達 2 成，

臺鐵則為 5%。惟 111 年臺鐵及高鐵疏運人次較 108 年大幅下降，因此

111 年高鐵占比下降、不到 2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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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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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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除機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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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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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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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於該旅次長度區間之整體疏運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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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2.6 節圖 2.6.7 顯示，108 年高速公路於 200-300 公里旅次長度區

間排名前 5 之起迄對為南州-霧峰及雲林系統-土城/中和/五股/三重，南州

-霧峰約 4 千人次，而雲林系統-土城/中和/五股/三重合計超過 9 千人次，

對照高鐵區位較接近之起迄對為雲林-板橋約 2.7 千人次。另 300 公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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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旅次長度區間排名前 5 之起迄對為高雄-土城/中和/五股/三重及南州-

土城，南州-土城約 0.7 千人次，而高雄-土城/中和/五股/三重合計約 5 千

人次，對照高鐵區位較接近之起迄對為左營-板橋約 7.5 千人次。 

以上分析顯示，旅次長度 200 公里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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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較前之主要

起迄與高鐵對應，人旅次數亦不及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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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6.1結論 

111 年春節連假與 108 年同為小年夜前 1 日至初六長達 9 天之連假。

惟 111 年為連續第 3 年受疫情影響之春節連假，即便公共運輸未實施全

車對號座措施，然又受強降雨影響，整體疏運量甚至較 109、110 年還低。

綜整 108 及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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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運交通量 

1. 103~111 年高速公路春節連假延車公里，南下普遍以初二最高，

北上普遍以初四最高，排除受疫情影響之 109~111 年，初二北上

約 70 百萬車公里、初四北上一定超過 70 百萬車公里，甚至可

達 80 百萬車公里，而除夕以前返鄉疏運期間之交通量，南下多

未超過 60 百萬車公里、北上多在 40 百萬車公里以下。顯示除

夕以前返鄉疏運期間並非春節連假期間疏運壓力緊繃的日期，

而以初四北上疏運壓力最大。 

2. 108 年高鐵南下延人公里以假期首日最高超過 27 百萬、初二南

下差異不大約 27 百萬，北上以初四最高達 36 百萬，整體而言

亦為北上疏運壓力較南下大。臺鐵則因環島路線型式，順/逆行

每日延人公里變化幾乎一致，疏運尖峰均為初二~初四，單向達

23~26 百萬延人公里，並以初三最大。 

3. 與 108 年相較，111 年高速公路每日延車公里減少 2 成以內；臺

鐵及高鐵每日延人公里減少 3~5 成。且因下降幅度太大，造成分

向最大日與 108 年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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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次數 

1. 108 年高速公路車旅次數，南下每日增減變化情形與延車公里一

致，北上初二~初五每日車旅次數變化則不若延車公里差異大，

初二南下、初四北上為分向最大，均約 169 萬車次。 

2. 108 年高鐵人旅次數，每日增減變化情形與延人公里幾乎一致，

南下假期首日達 13.5 萬人次、而以初二最高達 14 萬人次，北上

以初四最高達 18 萬人次。臺鐵每日增減變化情形與延人公里一

致，順/逆行均以初三最大近 47 萬人次。 

3. 111 年高速公路車旅次數，雙向均以假期首日最高，南下超過 180

萬車次、北上超過 160 萬車次。而每日變化與 108 年相同，可分

為除夕以前與初一以後 2 群，除夕以前較 108 年增加 1 成、初

一以後較 108 年減少 1~3 成。111 年高鐵人次數較 108 年大幅下

降 3~5 成，臺鐵降幅更大、減少 4~6 成。 

三、平均旅次長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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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南下以初一最長達 45 公里，北

上則以初三最長超過 47 公里，每日變化趨勢與 108 年相似，惟

小年夜前 1 日~除夕旅次長度較 108 年短，減少超過 1 成；初一

~初六旅次長度較 108 年長，增加約 1 成以內。初一~初六旅次

長度以北上較長，且 111 年北上增幅高於南下。 

2. 臺鐵平均旅次長度，108 年順/逆行每日旅次長度超過 51 公里，

並以除夕最高，分別為 61、58 公里；111 年順/逆行每日旅次長

度均較 108 年增加，每日均超過 60 公里，順行以小年夜最高接

近 73 公里，逆行以初三 71 公里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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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鐵平均旅次長度，108 年南下以初一較高約 213 公里，北上以

初六最高達 209 公里。111 年最大日亦為初一南下 219 公里、初

六北上 213 公里。 

四、旅次長度分布 

1. 高速公路旅次長度分布，108 年未達 10 公里之占比超過 3 成、

未達 20 公里之占比超過 5 成，而後旅次長度越長累積增幅趨勢

越緩，旅次長度超過 50 公里之占比大多已不到 2 成。111 年之

累積分布，小年夜前 1 日~除夕與初一~初六可分為 2 群，且北

上比南下更明顯。小年夜前 1 日~除夕之未達 20 公里旅次占比

較 108 年高；初一~初六未達 20 公里旅次占比則普遍較 108 年

低，且北上超過 50 公里之占比可超過 2 成。 

2. 臺鐵旅次長度分布，108 年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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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未達 50 公

里之占比較 108 年低、超過 50 公里之占比則較 108 年高。 

3. 108 及 111 年高鐵旅次長度分布特性幾乎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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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公里以上占比可達 75%，

而超過 200 公里之占比達 4~5 成。 

五、主要起(迄)交流道(車站) 

1. 108 年高速公路初二南下、初四北上之前 30 大起(迄)交流道旅

次數占全日旅次數 45%上下，其中北區即占 1/2~2/3，主要分布

於臺北、桃園、臺中及高雄生活圈。而五股、圓山、高雄、五甲

系統等交流道之起(迄)旅次數特別高。 

2. 111 年高速公路初二南下、初四北上之前 30 大起(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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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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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 24~28 個交流道重複入榜，排名前 30 起(迄)交流道旅次數

占全日旅次數略增為近 5 成。整體而言，旅次數較 108 年幾乎

均為減少，其中機場系統交流道之旅次數減少或降幅最大。 

3. 108 年臺鐵初二逆行、初四順行之前 30 大出發(到達)站，北區即

約占一半，並以臺北生活圈占最多，且以臺北站人次數最高，而

累計排名前 15 名之出發(到達)站人次數超過全日之一半、排名

前 30 名之占比則近 7 成。111 年計有 27~29 個交流道重複入榜，

惟人次數大幅低於 108 年。 

4. 108 年高鐵初二南下以臺北站、左營站為出發、到達人次數最高

之車站，且臺北站出發或左營站到達人次即占全日近 4 成，初四

北上之出發、到達站則相反。111 年亦相同。 

六、主要起迄對交流道(車站) 

1. 由於高速公路交流道多，造成起迄組合甚多，108 年春節期間南

向及北向起迄對旅次數大約 5 千車次，即可排入前 30 名起迄對，

並使得初二南下及初二北上累計排名前 30 起迄對旅次數僅占全

日 15%，其中北區即占 2/3，且除圓山-機場系統之旅次長度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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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111 年初二南下及初二北上前 30 名起迄

對，旅次數大多較 108 年減少，且沒有超過 20 公里之起迄對。 

2. 108 年臺鐵初二逆行、初四順行前 30 名之起迄對，旅次數在 2~7

千人次之間，累計排名前 30 起迄對人次數約占全日之 25%，旅

次長度分布集中於 5-40 公里、每 5 公里區間尚分布均勻，且無

200 公里以上起迄對，111 年主要起迄對人次數較 108 年減少，

但旅次長度 100 公里以上起迄對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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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8 年高鐵初二南下及初四北上主要起迄對均為臺北-臺中、臺

北-左營，且單一主要起迄對人次數即占全日 1 成，111 年亦同。 

七、高速公路旅次出發時間分布 

1. 由於旅次長度主要分布於 0-50 公里，約占 8 成，因此總旅次之

出發時間分布與 0-50 公里之出發時間分布非常接近。 

2. 108 年初二南下 0-50、50-100、100-200 公里之出發時間均於中

餐時段前後呈雙峰分布，且分布趨勢大致類似。0-50 公里尖峰為

上午 10-11 時及下午 2-4 時，占比達 7%，晚餐時段後下午 8-9 時

又出現一波小尖峰，占比約 5%。200-300 公里及 300 公里以上

之出發時間呈單峰分布，且分布趨勢非常近似，尖峰集中於清晨

4、5 時，占比約 11%。整體而言，出發時間受用餐時段影響，

而旅次長度越長，愈早出發，中午過後之占比則隨之更低。 

3. 108 年初四北上相較於初二南下，0-50 公里旅次出發時間較不受

用餐時段影響，因此分時占比起伏不若初二南下變化大。50-100

公里及 100-200 公里出發時間較初二南下晚，且分布趨勢較初二

南下更接近 0-50 公里。200 公以上之長途旅次，雖不同於初二

南下集中於凌晨 4-5 時出發，但 17 時以後占比逐漸增加且至 22、

23 時之占比已高於其他旅次長度。 

4. 111 年不論初二南下或初四北上，旅次出發時間分布趨勢與 108

年接近。 

八、高速公路壅塞路段旅次組成 

1. 分析初二南下楊梅-新竹，以及初四北上臺中-臺中系統 2 處壅塞

路段，均以區內旅次占比最低。且旅次長度分布與整體特性亦有

明顯差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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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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綜合比較 

1. 108 年臺/高鐵與國道客運之疏運人次，臺鐵超過 6 成、高鐵 2

成、國道客運略低於 2 成，111 年臺鐵及國道客運占比下降，因

此高鐵占比增加為 25%。 

2. 不同疏運系統於 2 年間之旅次數變化，除受疫情影響整體需求

下降，相較高鐵，臺鐵之平均旅次長度與高速公路相近，於旅行

時間與旅行成本均更低之情形下，容易轉移至高速公路，而國道

客運亦有類似情形，因此旅次數降幅偏高。 

3. 合計春節期間臺/高鐵及國道客運合計之公共運輸人旅次數，108

年不到高速公路人旅次數之 10%，111 年更降至 5%。 

4. 由於高速公路疏運人次遠高於臺、高鐵及國道客運，因此初四北

上高速公路 200公里以上旅次雖僅有 4%，惟總計不同疏運系統，

200 公里以上疏運人次仍以高速公路占比最高，108 年達 7 成(27

萬人次)，高鐵占比可超過 2 成，臺鐵則不到 5%。又因 111 年臺

鐵及高鐵疏運人次較 108 年大幅下降，因此 111 年高速公路占

比增加為 77%(23 萬人次)，高鐵占比下降不到 2 成。 

5. 相較 108 年，111 年高速公路於 50-100 公里占比略增、臺鐵於

150 公里以上占比略增、高鐵於 200 公里以上占比略增，因此 111

年各運具旅次長度高於 108 年。其中臺鐵 111 年前 30 大起迄對

於 100 公里以上之分布增加，而 100-200 及 300 公里以上排名第

1 之起迄對為花東往返臺北旅次，人次數明顯較高，反映往返東

部之旅次數降幅相對較低，使得臺鐵平均旅次長度增加。因此推

測 111 年春節雖仍屬疫情期間，惟疫情較 110 年春節趨緩，而國

外觀光轉為國內休閒長途旅遊旅次，此類旅次又須預訂住房且

不易受降雨影響而退訂，使得各運具平均旅次長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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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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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 2 者之主要起迄對，高速公路相較臺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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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08年初四北上高速公路旅次長度 200-300公里之起迄對主要為

雲林系統-土城/中和/五股/三重，合計超過 9 千人次，對照高鐵

區位較接近之起迄對為雲林-板橋約 2.7 千人次；300 公里以上主

要起迄為高雄-土城/中和/五股/三重，合計約 5 千人次，對照高

鐵區位較接近之起迄對為左營-板橋約 7.5 千人次。 

6.2建議 

一、高速公路春節連假以初二南下、初四北上為觀察重點日期 

111 年高速公路延車公里及旅次數下降幅度太大，造成北向最大

日為初五，但初四、初五 2 日差異不大，且 50 公里以上長度旅次數

仍以初四北上最多，加上 103~110 年均以初四北上疏運量最大，爰以

長期觀察角度而言，建議後續高速公路春節連假之比較仍以初二南

下、初四北上為觀察重點日期。 

二、可考慮縮短高速公路高乘載管制路段 

初二南下未實施高乘載管制、初四北上則有實施，然無論實施與

否，初二南下及初四北上前 30 大起點交流道旅次數即占全日旅次數

45%上下，北區即占 1/2~2/3，主要分布於臺北、桃園、臺中及高雄生

活圈。爰建議高乘載管制，可依起點交流道旅次數占比及分布，檢討

實施路段調整之可能性，以節省春節期間大量執行人力。 

三、可研議高速公路短途旅次相關抑制管理配套措施 

由於春節連假高速公路旅次長度分布，未達 10 公里約占 3 成、

未達 20 公里之占比則約占 5 成，且於初二南下楊梅-新竹、初四北上

臺中-臺中系統 2 處壅塞路段，區內旅次占比亦約占 1 成。考量連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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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高速公路應發揮長途運輸骨幹之角色，爰可研議短途旅次相關

抑制措施(如連續假期短途固定費措施)及管理配套條件(如短途定

義、實施路段/時段、費率訂定等)，以舒緩區域交通壅塞。 

四、可考慮就北返清晨時段提供長途旅次費率優惠或相關獎勵措施 

比較初二南下、初四北上出發時間分布，初二南下 200 公里以上

旅次，於上午 5 時有特別高比例之旅次出發，與其他旅次長度明顯不

同，有明顯錯峰而行之特性。惟初四北上，200 公里以上旅次出發時

段尖峰(上午 9-10 時)幾乎與其他旅次重疊，而於夜間 10 點以後出發

比例增加，亦未能避開晚餐時段以後高速公路累積之車流。爰建議可

就北返清晨時段提供長途旅次費率優惠或相關獎勵措施，以鼓勵長途

旅次錯峰而行。 

五、持續對用路人宣導國道尖離峰特性，以調整安排用路時段 

1. 春節連假受年節習俗影響以及返鄉及北返之用路人心態，如初

一走春、初二回娘家、初五開工、收假日在家收心準備隔日上班

/上學，因此逐日旅次特性變化趨於一致，可公布予民眾知悉，

以供有選擇彈性之用路人安排用路日期。 

2. 以初二南下或初四北上旅次出發時間為例，108 及 111 年分布趨

勢接近，可持續加強宣導用路人善用 1968App 旅行時間功能，

以避開用路尖峰，降低壅塞機率。 

3. 此外，高速公路之短途旅次已占絕大部分(未達 10 公里占比超過

3 成、未達 20 公里占比超過 5 成、未達 50 公里占比即達 8 成)，

因此避開壅塞日期、壅塞時段行駛高速公路之建議並非僅限於

長途旅次，高公局亦可對短途旅次用路人加強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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