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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分析流程 

行人交通設施分析分為運轉與規劃設計分析模式。圖 18.1-1 運轉分析

模式的分析程序，圖 18.1-2是規劃設計的分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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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1-1  運轉分析模式 

之分析流程 

圖 18.1-2  規劃設計分析模式 

之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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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操作說明 

18.2.1  啟動分析程式 

啟動行人設施容量分析程式路徑為：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臺灣公

路容量分析軟體(THCS)/行人交通設施容量分析，如圖18.2-1所示。 

 

圖 18.2-1  行人設施分析程式啟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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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  分析型態選擇 

在分析流程中已經說明了分析型態的差異，分析型態有「運轉分析」

和「規劃設計分析」兩項，如圖18.2-2。 

 

圖 18.2-2  行人設施分析型態選擇 
 

18.2.3  欄位操作說明 

建議依照分析流程圖，依序輸入欄位數值，可以避免錯誤的運算。

為了讓分析人員了解欄位的屬性，所以將頁面劃分成數個工作群組，

以下說明工作群組之詳細操作。 

一、運轉分析 

(一) 分析專案的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如圖 18.2-3。欄位

的填寫與否與分析數值無關，可以省略。 

 

圖 18.2-3  運轉分析-基本資料群組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

的時間，運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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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路線/方向：分析路段之名稱或方向。 

6.起/迄：分析路段的起點與迄點。 

7.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

舊專案則顯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8.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9.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二) 幾何設計群組，包含 1 個下拉式選單以及 2 個輸入欄位，如圖

18.2-4。 

 

圖 18.2-4  運轉分析-設施種類選項 
 

1.設施種類：屬輸入參數，依人行道所在區位及型態分為商業

區水平步道、通勤區水平步道及階梯等 3 種選項。 

2.設施長度：屬輸入參數，人行道路段長度，預設值為 50，微

調鍵調整值 0.1。 

3.設施寬度：屬輸入參數，人行道路段寬度，預設值為 1.5，微

調鍵調整值 0.1。 

(三)實際流率群組，共有 1個輸入欄位，如圖 18.2-5。 

 

圖 18.2-5  運轉分析-設施資料群組 

 

1.平均實際行人流率：屬輸入參數，調查期間每分鐘行人流率

之平均值，預設值為 70人/分，微調鍵調整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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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障礙物型態群組，共有 4 種勾選窗格、另分別有一輸入欄位、

顯示標記 

 

圖 18.2-6  運轉分析-障礙物選取群組 
 

1.障礙物選項：屬輸入參數，共 28 種障礙物選項，分為包含街

道設施、公共通道入口附近及美化環境設施、商業用途設施

及建物突出物及其他等 4 種勾選窗格。人行道上之固定障礙

物可能因行人閃避而減少有效寬度及容量，操作者可依實際

評估目標物之道路設施配置勾選。 

2.總計損失寬度：屬顯示參數，為依照使用者選取之障礙物項

目查詢臺灣公路容量手冊 2022年版表 18.3所估計損失之人行

道寬度。 

3.估計損失寬度：屬輸入參數，供使用者自行輸入人行道實際

損失寬度。 

(五)分析結果群組，共計 3 個顯示標記以及服務水準備註說明，如

圖 18.2-7。 

 

圖 18.2-7  運轉分析-分析結果群組 



 

18-6 

1.有效寬度：扣除障礙物所造成之人行道損失寬度後可供人行

之有效寬度。 

2.行人密度：為每單位面積之行人數。 

3.服務水準：由行人密度對照所得之人行設施服務水準等級，

與一般道路設施相同共分為 A~F 六級。 

二、規劃設計分析 

(一) 基本資料群組，共有 9 個欄位，欄位的填寫與否與分析數值無

關，可以省略。 

 

圖 18.2-8  規劃設計分析-基本資料群組 

 

1.分析人員：分析人員姓名。 

2.機關/公司：分析人員所屬的機關或公司行號。 

3.業主：提交分析資料的對象。 

4.分析時段：分析資料的時間點，規劃性資料是指作規劃分析

的時間，運轉資料則是指收集資料的時間。 

5.路線/方向：分析路段之名稱或方向。 

6.起/迄：分析路段的起點與迄點。 

7.時間：執行分析的日期，開啟新專案的預設值是當日，開啟

舊專案則顯示專案執行分析的日期。 

8.分析年期：分析資料的年份。 

9.計畫概述：概略描述計畫的目的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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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幾何設計群組，包含 1個下拉式選單。 

 

圖 18.2-9  規劃設計分析-設施種類選項 

 

1.設施種類：屬輸入參數，依人行道所在區位及型態分為商業

區水平步道、通勤區水平步道及階梯等三種選項。 

(三)實際流率群組，共有 1個輸入欄位。 

 

圖 18.2-10 運轉分析-設施資料群組 

 

1.平均實際行人流率：屬輸入參數，調查期間每分鐘行人流率

之平均值，預設值為 70人/分，微調鍵調整值 1。 

(四)預訂服務水準，共有 1個下拉式選單及 1項備註。 

 

圖 18.2-11 運轉分析-設施資料群組 

 

1.設計水準：屬輸入參數，本次規劃設計之標準服務水準，預

設值為 C 級。 

(五)障礙物型態群組，共有 4 種勾選窗格、另分別有一輸入欄位、

顯示標記及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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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2-12 規劃設計分析-障礙物選取群組 

 

1.障礙物選項：共 28 種障礙物選項，人行道上之固定障礙物可

能因行人閃避而減少有效寬度及容量，操作者可依實際評估

目標物之道路配置選取。 

2.總計損失寬度：為依照使用者選取之障礙物項目對照 2022 年

臺灣公路容量手冊表 19.3，估計損失之人行道寬度。 

3.估計損失寬度：供使用者自行輸入人行道實際損失寬度。 

4.若欲進行下一次分析，須先行按下全部清除鈕，將既有資料

清除才可接續分析。 

(六)分析結果群組，共計 2個顯示標記。 

 

圖 18.2-13 規劃設計分析-分析結果群組 

 

1.流率標準(上限)：相對設計水準之人行流率。 

2.最小設計寬度：即為符合設計水準之人行設施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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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操作範例 

「行人交通設施」子軟體提供 2 個本土化範例，使用者可依據操作步

驟自行輸入，或選擇「開啟舊檔」，選取已製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範例 1：C:\THCS\Pedestrian\samples\Pedfacility1.PFF 

範例 2：C:\THCS\Pedestrian\samples\Pedfacility2.PFF 

18.3.1  範例 1：運轉分析 

一、緣起目的 

行人為許多交通設施於設計或運作時重要的考慮因素之一，包

括航空站、鐵路、捷運車站、行人陸橋、地下道、斑馬線及路旁之

水平人行步道等，目前臺灣分析行人設施之方法僅包括水平步道及

階梯。 

二、計畫概述 

臺北市敦化北路(八德路至南京東路口)人行道設施寬度約為 3

公尺，平均每分鐘行人實際流率為 31人，人行道上計有行道樹、路

燈以及垃圾筒等障礙物，其位置見圖 18.3-1所示。試根據上述條件，

估計此行人設施之服務水準。 

 

圖 18.3-1  敦化北路(八德路至南京東路口)人行道位置示意圖 

 

三、操作步驟 



 

18-10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行人

交通設施」子軟體，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運轉分析，

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設施種類，商業區水平步道。 

步驟 3：輸入設施長度 50公尺。 

步驟 4：輸入設施寬度 3公尺。 

步驟 5：輸入每分鐘平均行人流率，31人/分。 

步驟 6：勾選人行設施上障礙物種類樹、路燈及垃圾桶。 

四、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6項步驟的運轉分析，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如圖 18.3-2

及圖 18.3-3 所示。本路段有效寬度 2.09 公尺，平均流率 14.83 人/

分/公尺，服務水準為 A 級。 

 

 

圖 18.3-2  行人交通設施範例 1輸入圖 

 



 

18-11 

 

圖 18.3-3  行人交通設施範例 1輸出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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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  範例 2：規劃設計分析 

一、計畫概述 

依據範例 1敘述之條件，分析本路段行人設施最小設計寬度。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一個新的分析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行人

交通設施」子軟體，選擇「開新檔案」，選擇規劃設計分

析，確定建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設施種類，水平步道商業區。 

步驟 3：輸入實際需求流率 31人/分。 

步驟 4：鍵入設計水準 B級。 

步驟 5：直接鍵入實際損失寬度 0.91 公尺。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五項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如圖 18.3-4 及圖

18.3-5 所示。即完成規劃設計輸入資料，分析結果建議之設施寬度

為 1.98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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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3-4  行人交通設施範例 2輸入圖 

 

 

圖 18.3-5  行人交通設施範例 2輸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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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手冊例題 

「2022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中提供 2 個應用例題，使用者可依據操

作步驟自行輸入，或於「行人設施」子軟體選擇「開啟舊檔」，選取已製

作完成之檔案，路徑如下： 

例題 1：C:\THCS\Pedestrian\samples\Sample1.PFF 

例題 2：C:\THCS\Pedestrian\samples\Sample2.PFF 

18.4.1  例題 1：運轉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22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9.5 節例題 1 為操作範例，臺北市昆

明街商業區之騎樓在晚上 6：30~6：45時，調查其中 15 分鐘行人流

量為 800 人，騎樓之寬度為 4m，障礙物包括騎樓柱、攤販、購買人、

機車等造成 2.45m 有效寬度之損失，試決定其服務水準？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行人交通設施」

子軟體，選擇「開新檔案」，選擇運轉分析，確定建立新

的專案。 

步驟 2：選擇設施種類，商業區水平步道。 

步驟 3：輸入設施寬度 4m。 

步驟 4：輸入每分鐘平均行人流率，800 / 15 = 53.3 人/分。 

步驟 5：勾選人行設施上障礙物種類，或直接鍵入實際損失寬度

2.45m。 

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6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8.4-1 及圖

18.4-2 所示。有效寬度為 1.55m，行人密度 34.39 人/分/公尺，服務

水準 C 級。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8.4-1，運算

結果相當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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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4-1  例題 1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有效寬度 1.55公尺 1.55公尺 

行人密度 34.4 人/分/公尺 34.39人/分/公尺 

服務水準 C級 C級 

 

 

 

圖 18.4-1  行人設施手冊例題 1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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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4-2  行人設施手冊例題 1輸出圖 

 

18.4.2  例題 2：規劃設計分析 

一、輸入條件 

以 2022 年版公路容量手冊 19.5 節例題 2 為操作範例，在商業區

之一新路橋的需求流率為 70 人/分，此路橋兩旁有護牆但無其他障

礙物，這些護牆將有效橋寬減少 1公尺。如此路橋須維持 C級的服

務水準，則其最小寬度為何？ 

二、操作步驟 

步驟 1：建立新專案。自「THCS Main」中選擇「行人交通設施」

子軟體，選擇「開新檔案」，選擇規劃設計分析，確定建

立新的專案。 

步驟 2：選擇設施種類為階梯。 

步驟 3：輸入實際需求流率 70人/分。 

步驟 4：鍵入設計水準 C級。 

步驟 5：直接鍵入實際損失寬度 1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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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結果 

完成上述 5 個操作步驟，輸入畫面及輸出報表見圖 18.4-3 及圖

18.4-4 所示。本程式的分析結果與手冊的分析結果見表 18.4-2，流

率標準為 34 人/分，程式分析之最小設計寬度為 3.06 公尺，手冊之

分析值則為 3.1 公尺，運算結果相當相近。 

表 18.4-2  例題 2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項目 手冊分析值 程式分析值 

流率標準 34人/分 34人/分 

最小設計寬度 3.1公尺 3.06 公尺 

 

 

 

圖 18.4-3  行人設施手冊例題 2輸入圖 

 



 

18-18 

 

圖 18.4-4  行人設施手冊例題 2輸出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