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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調查內容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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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解高速公路計程電子收費制度實施後民眾意向與用路

人接受度，反映民眾對政府與遠通公司營運看法與態度，

以全面掌握民意動向做為遠通公司運作過程配套及改善，

及政府做為推動相關政策可行性策略之參考。 

調查目的 

• 本研究第一季調查時間於103年3月至4月期間；第二季調查

時間於103年9月至10月期間；第三季調查時間於104年1月

至2月期間。 

• 調查對象為居住在台灣本島19個縣市內，且年滿18歲以上

之民眾之小型車駕駛。 

調查時間 
及調查範圍 

• 本研究之民意調查方式係採用電話訪問調查法。優點包括時

間快速、成本低、樣本明確易得、可以監督控制訪問品質、

減輕受訪者的壓力及訪問成功率較高。 

調查方法 

• 本研究進行調查時，係以各縣市18歲以上人口資料作為母體，

並過濾掉非高快速公路用路人後進行訪問。 
 

抽樣母體 

• 本研究之抽樣方法係採分層隨機抽樣、比例配置法，依自小
客貨車登記數比例分層。第一季調查共訪問1,068份有效樣本；
第二季調查共訪問1,069份有效樣本；第三季調查共訪問
1,068份有效樣本。 

調查樣本 

1-1 調查內容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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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用路人旅次特性調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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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分析中，有68%為男性，顯示開車族群
仍以男性駕駛人居多。 

年齡分析中，以50~59歲之比例28%為最多，
40~49歲比例為27%次之，顯示主要車輛駕
駛人仍集中於40~59歲之族群，亦為較有經
濟能力之族群。 

平均月收入分析中，以2~4萬之比例31%為最
多，4~6萬比例為27%次之，顯示主要車輛
駕駛人之平均月收入仍集中於2~6萬之族
群。 

2-1 高速公路用路人社經特性分析_以第三季調查樣本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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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調查使用較高頻率的國道類別皆集中於國道1號。 

三季調查國道旅次長度皆約4成比例為短程用路人。(旅次長
度50公里以下) 

三季各項目比較分析中，相差比例無明顯差異(不超過5%) 

2-2 高速公路用路人旅次特性分析 

旅次長度 
第一季比例

(%) 

第二季比例
(%) 

第三季比例
(%) 

20公里以內 13.0 14.4 12.6 

20~50公里 32.5 28.6 28.1 

50~150公里 25.4 30.6 27.2 

150公里以上 17.9 18.5 15.5 

不知道/未回答 11.3 7.9 16.6 

使用國道別 
第一季比
例(%) 

第二季比
例(%) 

第三季比例
(%) 

國道1號 56.4 58.1 55.2 

國道3號 36.1 35.6 38.1 

國道5號 4.6 3.5 3.4 

橫向國道 3.0 2.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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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高速公路用路人繳納通行費相關特性分析 

付費方式 
第一季
比例(%) 

第二季
比例(%) 

第三季
比例(%) 

e-Tag 90.1 90.0 89.1 

預約自動轉帳戶 0.5 0.6 0.6 

使用3日後自行至 

繳費地點繳費 
3.2 3.3 2.7 

接到收費通知再繳費 4.9 5.6 7.2 

未裝e-Tag且 

因都跑短途未曾繳費 
1.2 0.5 0.5 

三季調查付費方式較高比例皆為使用e-Tag(近9成比例)。 

三季調查儲值e-Tag方式皆為使用便利商店服務(超過6成以
上) ；其次皆為使用信用卡自動儲值(近2成5比例)。 

三季各項目比較分析，相差比例無明顯差異(不超過3%)。 

儲值e-Tag方式 
第一季
比例(%) 

第二季
比例(%) 

第三季
比例(%) 

e-Tag直營門市 5.0 5.1 4.1 

遠通ETC官方網站 0.7 0.1 0.9 

便利商店 61.8 64.9 63.5 

遠傳門市 2.2 1.5 2.3 

信用卡自動儲值 25.2 24.5 23.5 

其他 2.0 2.1 1.6 

不知道/未回答 3.1 1.8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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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用路人使用e-Tag服務調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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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儲值eTag的服務之滿意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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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調查使用/儲值e-Tag服務滿意度分析中，有75% 使用者表
示肯定此項服務，顯示在目前使用/儲值e-Tag在推廣與營運服務
上已有不錯成效。(不滿意比例僅17.9%) 

使用者是採肯定
此服務的態度比

例為75.1%， 

3-1 高速公路用路人使用/儲值e-Tag服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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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申裝eTag服務之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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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高速公路用路人未使用e-Tag服務分析 

 從三季調查可知，透過e-Tag多元化的服務能讓使用者享有更多生活便利時，
已讓道路使用者皆知道有e-Tag服務及申裝管道及條件。另外，亦讓無申裝
eTag服務之需求降低了(21.9%→10.5%)。 

 不申裝原因約有4成是因本身旅次甚少使用國道。 

 上半年在未申裝e-Tag服務原因分析中，其他因素(對遠通及政府觀感不佳、服
務及收費系統不夠健全、個人因素)之比例較高(36.0%)，但第二季調查結果比
例已明顯下降(29.9%)，固雖非e-Tag服務本身因素，但顯示政府及遠通公司再
進一步周全服務及收費系統後，已建立民眾良善的觀感。雖第三季有上升，但
究其因政府相關政策影響民眾觀感所致。 

非e-Tag服務本身
因素比例為89.4% 

有關第二與第三季新增項目「短程不須繳費」因素，因調查中發現有許多國道短程使用者因免費20公里措施，
暫免付出通行費，雖目前比例不高(約6%)，但此因素亦非為e-Tag服務，況且在兩年後重新檢討免費20公里措
施後，此一比例應會再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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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用路人對於ETC計程收費效益 

暨整體滿意度之調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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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時間節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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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旅行時間
節省比例為

69.0% 

4-1 用路人對於ETC計程收費效益分析 
─旅行時間節省效益 

 旅行時間節省分析中，有69.0%比例的受訪者認同(不同意比例為21.3% )，顯
示目前ETC計程收費確實讓用路人感受到旅行時間節省的效益。 

 第三季調查分析顯示民眾對於ETC計程收費後旅行時間變化有更明顯的感受。
(差不多一樣的比例降低很多 ) 

 在第二、三季調查旅行時間節省分析中，同意的比例明顯較第一季上升(增加
約17%)，雖然不同意比例也有上升(增加約12%)，但整體來說，民眾對ETC計
程收費後，是更明顯感受到旅行時間節省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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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節能減碳效果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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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用路人對於ETC計程收費效益分析 
─節能減碳效益 

認同有節能減
碳效果比例為

55.8% 

 節能減碳效果分析中，有55.8%比例的受訪者認同(不同意比例為35.6% )。雖
然一般大眾對於何謂節能減碳的效益可能較不清楚(非可數據化的一般資
訊)，但在計程收費後的節能減碳效益仍有達半數以上民眾表示肯定。 

 在第二、三季調查節能減碳效果分析中，同意的比例明顯較第一季上升(增加
約10%)，然而不同意比例也有明顯上升(增加約17%)，就整體來說，因上述
原因，民眾對ETC計程收費後，對節能減碳的效益呈現兩極化感受。 

 惟第三季調查仍顯示ETC計程收費確實讓近5.6成用路人感受到節能減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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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季遠通公司整體服務滿意度分析中，有5成6比例的受訪者是採肯定滿意的
態度，顯示在目前整體服務已有過半的肯定支持度。 

 在3成多的不滿意比例中，其因係個人駕駛使用習慣，或個人主觀感受等。 

 第三季調查政府推動ETC計程收費整體滿意度分析，有6成4的受訪者採肯定滿
意態度，顯示在目前政府推動ETC計程收費已有多數的支持度。 

 在3成多的不滿意比例中，究其因除政府在政策宣導或執行可能還未盡完善
外，不外乎有部分受訪者是對於政府政策的不認同(政治因素)。 

4-3 用路人對於ETC計程收費整體滿意度分析 

使用者採肯定
滿意態度比例

為55.2% 

使用者採肯定
滿意態度比例

為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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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用路人對於ETC政策意向延伸議題 

暨e-Tag創新應用之調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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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ETC計程收費政策意向延伸議題分析 

分析議題1：政府採非eTag用戶也有九折優惠措施(收費政策)之公平性 

分析議題2：非eTag用戶也有九折優惠措施是否影響繼續使用eTag的意願。 

分析議題3：非eTag用戶也有九折優惠是否影響申辦eTag的意願。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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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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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議題1調查分析中有36.6%表示公平，然而有近五成(49.8%)認為不公平，
顯示此一政府策略措施針對目前eTag用戶來說認為公平性欠佳。 

 對於議題2調查分析中有76.1%表示不會影響，顯示此一政府策略措施針對目
前eTag用戶來不會影響他們繼續使用eTag的意願。 

 對於議題3調查分析中本調查中有72.%表示不會影響，顯示此一政府策略措施
針對目前非eTag用戶來說，並不會影響他們未來想申辦並使用eTag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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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結果顯示近6.5成的支持度，顯示此eTag技術所呈現繳停車費的便利性，可讓
民眾所認同。 

 雖然仍有3成不贊成比例，可能因此一eTag技術應用未普及停車場，無法讓停車
民眾感受到實質的付費便利性或其他多元化的服務，但相信在未來相關政策配合
(eTag技術服務層面)以及考量以民眾便利性為主下，應該會讓此一技術應用(eTag

技術應用繳付停車費)廣大受到社會大眾肯定。 

 意願調查結果顯示，近6成6比例(65.5%)未來會採eTag帳戶支付停車費原因為可
省下下車繳費的時間以及有13.1%比例是為避免無零錢繳費的情形，顯示此eTag

應用所能呈現繳停車費之相關便利性，可讓社會大眾更有需求與意願去使用的。 

5-2 eTag創新運用於停車場繳付停車費議題之分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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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贊成 不贊成 不知道／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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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願調查結果顯示，近6成比例(57.9%)未來會採eTag帳戶支付路外停車費；近6成
比例(58.5%)未來會採eTag帳戶支付路邊停車費，與上述近6.5成民眾支持度相近，
顯示此eTag應用所呈現繳停車費便利性，可讓社會大眾接受並有意願使用的。 

受訪者有意願使用

比例為58.5% 

5-2 eTag創新運用於停車場繳付停車費議題之分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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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有意願使用

比例為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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