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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汽車運輸及服務 

第二章 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 

一、緣起 

交通部自 99 年起投入大量資源推動公路公共運輸發展，透過「築底固

本」與「拔尖創新」方案，改善當時公路公共運輸環境，102 至 105 年賡續

推動「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以「創新模式」、「複製成功經驗」、「多元

關懷」、「績效補助」作為規劃理念，加速提升公共運輸競爭力，改變民眾

使用私人運具之習慣。 

然為進一步提升服務品質，以人本為中心推動公共運輸發展，結合科

技、安全及永續的公共運輸服務，讓搭乘公共運輸就像使用自有運具一樣

便利，交通部依據行政院 105 年 9 月 12 日院臺交字第 1050035495 號函暨

106 年 12 月 6 日院臺交字第 1060038333 號函修正核定，辦理「公路公共運

輸多元推升計畫(106-109 年)」，以整合型公共運輸做為規劃理念，除持續辦

理必要的常態性措施外，亦致力營造可以導入創新服務之環境條件，希望

讓公共運輸的服務效能在與私有運具競爭時能夠匹敵，甚至勝出，使公共

運輸成為民眾優先選項，突破公共運輸市占率成長瓶頸。 

二、主要工作項目及執行策略 

本計畫賡續改善偏鄉地區公共運輸不便問題、避免都會區交通壅塞問

題惡化、增進高齡者與身障者之行動力、協助公共運輸產業發展以及促進

運輸部門節能減碳。在執行策略上將從三個層面著手，包括「提供優質多

樣性的公共運輸服務，滿足民眾各型態的旅運需求」、「掌握公共運輸各

種行車資訊，並進行多樣化加值應用，增進民眾搭乘意願」及「結合中央、

地方與民間之資源，透過多元合作模式及行銷方案促進公共運輸發展」，

期望達到提升公共運輸服務品質與強化公共運輸競爭力之願景。 

三、計畫辦理過程 

106、107年度依據全國各縣市政府提出之需求計畫，由交通部公路總

局召開審查會議，並依各年度補助標準及原則據以核定各補助計畫。 

為加強掌控各執行機關之計畫執行，公路總局建立溝通平台，於106

年3、5、7、9、11月及107年3、7、10、11月分別召開計畫執行進度檢核會

議，邀集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等受補助單位，針對各案件之辦理狀況與經

費支應情形進行簡報說明，以瞭解各單位計畫執行進度，並對執行不佳之

計畫經費，督促受補助單位繳回，並針對已完成之計畫加速報結，有效降

低保留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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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核列情形 

107 年度預算數為 38 億 8,192 萬 6,000 元，扣除移緩濟急 8 億 2,000 萬

元、繳庫與流用數 711 萬 9,290 元，共計補助 30 億 5,480 萬 6,710 元，茲將

相關計畫核列情形說明如下： 

(一)多元服務供給 

1、多元車輛服務：補助市區、公路客運及無障礙計程車(補助金額為 6 億

7,448 萬 1,920 元)。 

汽車客運業營運車輛之良窳直接影響其服務品質，且基於交通安

全以及環保考量，本計畫協助業者購置全新車輛，提高服務品質，並

鼓勵使用低地板公車，便利老弱婦孺、高齡及殘障乘客搭車，同時提

升行車安全。 

(1)市區公車：補助 126 輛甲類低地板公車、5 輛普通大客車及 38 輛中

型巴士、2 輛甲類無障礙通用設計大客車及 14 輛乙類無障礙通用設

計大客車，經費為 3 億 974 萬 725 元。 

(2)公路客運(不含國道客運)：補助 41 輛甲類低地板公車、219 輛普通大

客車、2 輛中型巴士、93 輛無障礙甲類大客車及 6 輛無障礙中型巴

士，補助經費為 3 億 2,644 萬 4,000 元。 

(3)為增進身心障礙者使用公路公共運輸之意願，且落實「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規定，完善無障礙車輛之供給，針對車齡未達

汰換年限之車輛，補助既有車輛加裝輪椅升降設備，107 年度核定補

助 20 套升降設備，共計 507 萬 5,895 元。 

(4)為提供高齡者及行動不便者更多元、無障礙之運輸服務，並彌補復

康巴士服務之不足，107 年度補助購置無障礙計程車 127 輛，共計

3,322 萬 1,300 元。 

2、多元場站服務：規劃及整建公車候車設施、轉運站、智慧候車亭，提

供公路公共運輸各運具之接駁轉運(補助金額為 1億 7,692萬 2,659元)。 

(1)囿於各地方候車設施不足、過於老舊或雜亂林立，本計畫協助地方

政府整(修)建候車設施，設立集中式站牌、建置候車亭，提供行車時

刻、方向指南、城市訊息等功能，使乘客享有較佳候車環境及服務

品質，經費為 4,811 萬 5,281 元。 

(2)為便利民眾轉乘公共運具，協助地方政府依地區公車路線特性與民

眾搭乘需求，規劃與興建轉運站，以完善各項轉乘設施(含無障礙設

施)，提供更舒適之轉乘候車空間，經費為 9,847 萬 4,383 元。 

(3)為提升服務品質，增加候車可靠度與舒適度，協助地方政府優化各

節點轉乘環境，讓使用者於無縫轉乘上更加感到便利，經費為 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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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2,995 元。 

3、多元營運方式：辦理新闢路線增加供給、完善觀光路線營運(補助金額

為 1 億 8,294 萬 9,820 元)。 

(1)在既有公共運輸載客量較大之路廊上，新闢路線增加供給，以滿足

不同起迄需求，或於未有公車服務地區新闢路線，滿足潛在需求，

以提升公共運輸載客量，107 年度共計補助 47 輛低地板公車、13 輛

普通大客車、11 輛中型巴士、12 輛無障礙大客車、2 輛無障礙中型

巴士、8 輛電動大客車，總計 1 億 6,588 萬 7,015 元。 

(2)針對觀光地區加強完善景點區間及幹線公車與景點接駁公車營運計

畫，107 年度共計補助 1,706 萬 2,805 元。 

4、優化公運業者：辦理安全認證、落實稽核機制、駕駛人員訓練、實施

客運服務評鑑及績效獎勵制度(補助金額為 1 億 5,320 萬 4,595 元)。 

(1)為宣導我國運輸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機制，107 年度補助淡水客運及

指南客運進行 ISO39001 安全認證機制，以作為未來將相關認證機制

納入客運服務評鑑之依據，共計補助 173 萬 6,744 元。 

(2)辦理營運服務評鑑，藉由客觀衡量反映公路汽車客運業及市區汽車

客運業營運服務現況，逐步提升服務品質吸引民眾搭乘，並可作為

主管機關相關交通政策執行參考，經費為 1,660 萬 7,879 元。 

(3)為解決客運業者缺員情形與提升駕駛員交通安全觀念，107 年度由公

路人員訓練所辦理「營業大客車駕駛人專業訓練」及「甲類營業大

客車駕駛人專業訓練離島地區專案補助計畫」，共計 167 萬 6,383 元。 

(4)另為培養民眾養成公共運輸搭乘習慣，核定補助載客數衝量(績效獎

勵)計畫共計 1 億 3,318 萬 3,589 元。 

5、擴大服務面向：對服務性路線或偏遠、離島地區民眾基本運輸服務提

供補貼、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服務(補助金額為 11億 3,764萬 9,863元)。 

(1)依據發展大眾運輸條例第 10 條規定，對於經營該等路線所致營運虧

損進行補貼，並配合相關軟、硬體設施更新作業，藉以改善虧損狀

況及維持基本服務品質，與地方政府分擔市區客運之補助金額為 2

億 3,579 萬 1,352 元。 

(2)公路總局將績效因子納入營運虧損補貼制度，依據「公路汽車客運

偏遠服務路線營運虧損補貼審議及執行管理要點」辦理，對於確有

虧損路線進行補貼，共計補助 6 億 3,485 萬 8,202 元。 

(3)對於原屬公路汽車客運業改制為市區汽車客運業之移撥路線，107 年

度營運虧損依公路汽車客運業程序補貼，暫不納入市區汽車客運業

營運虧損補貼範疇，共計補助 2 億 4,807 萬 1,63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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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改善偏(原)鄉地區聯外公共運輸，賡續推動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

(DRTS)專案計畫，在有效且多元補助概念下，研議具永續概念之營

運方式，讓偏遠地區民眾亦能享受到便宜、便利之公路公共運輸服

務。107 年度共計補助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屏東縣、

宜蘭縣等 6 縣市完善基本民行；另為改善都會區域末端公共運輸載

客數不穩定、營運較不具規模經濟問題，107 年度補助高雄市、花蓮

縣、臺東縣及基隆市之市區客運末端採計程車需求反應式營運方式。

綜上共計核定補助 1,892 萬 8,678 萬元。 

(二)多元需求整合 

1、通勤需求整合：完善公車進園區、擴大辦理公車進校園(補助金額為 8,218

萬 7,517 元)。 

(1)部分路線調整進入園區後，因行駛里程增加，導致既有路線配置車

輛數不敷使用，爰針對繞駛或延駛完善公車進園區之路線，以汰舊

換新之標準補助增購全新大客車。107 年度核定補助臺中市 3 輛低地

板公車，共計 469 萬 5,600 元。 

(2)針對無既有鄰近路線營運者或增加服務班次及優化路線等方向調整

者，可根據行駛里程、服務班次與票箱收入補助營運費用，107 年度

共計補助 3,439 萬 7,474 元。 

(3)為鼓勵更為靈活或優惠之方式吸引學生搭乘，補助地方政府載客量

獎勵計畫及參與學校行車安全績效獎勵、乘車優惠計畫，107 年度共

計補助 4,309 萬 4,443 元。 

2、觀光需求整合：支援觀光局辦理臺灣好行、規劃區域觀光接駁(補助金

額為 6,081 萬 8,794 元)。 

(1)觀光局辦理之臺灣好行路線包含市區客運路線及一般公路客運路線，

相關營運費用部分參考歷年辦理方式由本計畫支應 5,000 萬元。 

(2)107 年度針對阿里山櫻花季、武陵農場櫻花季、臺灣燈會等，闢駛觀

光接駁臨時路線，總補助經費為 1,081 萬 8,794 元。 

3、票證票價整合：完善電子票證使用環境、實施使用電子票證票差補貼 (補

助金額為 1 億 9,321 萬 8,924 元)。 

(1)依據「公路公共運輸多卡通電子票證整合補助作業要點」，協助客運

業者建置多卡通驗票機設備平台，以加速整合公路公共運輸電子票

證跨區使用，並補助東部地區學生證結合電子票證，便利民眾多卡

通用，亦可提供完整起迄資訊，作為公共運輸規劃與效益評估之重

要參據。107 年度補助臺中市、臺東縣、花蓮縣、公路客運及臺灣鐵

路管理局完善多卡通電子票證整合，共計 181 萬 1,00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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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據「公路汽車客運使用非接觸式電子票證票價優惠措施執行管理

要點」，公路客運基本運價調整後，提供對使用非接觸式電子票證搭

乘公路客運之乘客票價優惠，以培養消費者使用電子票證之習慣，

降低其使用成本，有助於客源之吸引及回流，間接降低私人機動運

具使用比例，減少私人機動運具之社會負面效益，107 年度共核定補

助 1 億 9,140 萬 7,917 元。 

(三)多元資訊整合 

1、車輛資訊整合：防撞警示系統與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建置(補助金額 847

萬 8,260 元)。 

為減少駕駛員因分心導致之交通事故，鼓勵汽車客運車輛裝置防

撞警示系統，裝置之系統設備含車前防撞警示及車道偏離警示等功能，

並以聲音、燈光、振動或影像等方式提供駕駛警示訊號之行車輔助設

備；另亦於車身加裝行車視野輔助，使駕駛避免因視野死角造成行車

事故。 

2、場站資訊整合：候車及轉乘指標資訊研發(補助金額為 399 萬 3,894 元)。 

為協助公路客運業者、各地方政府整合公共運輸與觀光休閒，針

對所轄地區候車資訊規劃設計與站牌形式優化予以補助。 

3、資訊整合運用：動態資訊設備、智慧候車設施 (補助金額為 4,897 萬 2,162

元)。 

建置公共運輸動態資訊系統結合旅遊業者之觀光旅運資訊平臺，

補助內容以硬體建置、提供資訊介接管道及思考永續維運為主，不包

括營運費用及資訊傳輸費用。 

(四)多元方案加值 

1、票證加值：透過電子票證之使用，除可作為直接回饋民眾乘車優惠之

佐證資料外，另由電子票證相關紀錄更可作為分析旅次行為之依據，

進一步調整供給方向與營運模式。另於連續假期時，提高搭乘國道客

運優惠金額，吸引民眾搭乘公共運輸返鄉過節，減少連假期間國道壅

塞問題。107 年補助臺北市、新北市、臺南市及高雄市辦理在地客運轉

乘優惠，並以提高電子票證使用比例、直接回饋民眾乘車優惠，總補

助金額為 1 億 9,606 萬 4,246 元。 

2、觀光加值：為推廣民眾使用公共運輸並提升大型活動之遊憩品質，減

少民眾因使用私人運具造成道路壅塞情形，107 年度補助臺中市、新竹

市、雲林縣、屏東縣自辦大型活動之疏運計畫，補助內容含車輛包租

費用及相關疏運配套作為，補助金額為 1,781 萬 1,214 元。 

(五)多元資源整合：為增進公路公共運輸多元發展，加強導入民間創意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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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合作，107 年度延續前一年度補助跨域協作計畫，以建置乘車預約平

臺、旅遊服務資訊及相關資訊科技輔助公共運輸之跨域計畫為補助項目，

補助屏東客運、葛瑪蘭客運、豐原客運及南投客運等共計 2,528 萬 6,448

元。 

 (六)多元協作 

1、區域協作：由公路總局辦理及協助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運輸研究所

辦理各項區域型研究、規劃與調查，以完善資源整合、營運效能提升、

公共運輸盤點等，共計補助 3,131 萬 2,764 元。 

2、公私協作：透過公、私部門之合作推動公共運輸發展，克服政府人力

不足問題，107 年度具體措施包括辦理 6 大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協

助無公運專責單位之縣市成立公運專案管理辦公室，總補助金額為

2,861 萬 2,295 元。 

3、異業協作：為完善公路公共運輸與其他異業進行合作，增進民眾使用

公共運輸之意願，107 年度補助屏東縣政府進行「屏 185、189 沿線旅

遊套票及異業結盟合作方案」規劃，以鼓勵公路公共運輸業者與其他

公共運輸業者共同合作，進行設備與服務整合或進行共同行銷，總補

助金額為 280 萬 3,127 元。 

(七)多元行銷 

1、體驗行銷：為將公共運輸形象深植民心，透過以民眾為主之行銷與獎

勵活動策略，使民眾實際參與，改變其對於公共運輸的既往認知，進

而認同成為公共運輸使用者。107 年度交通部公路總局自辦及補助各地

方政府辦理公共運輸行銷計畫，共計 1,271 萬 750 元。 

2、特色行銷：由公路總局透過公開招標程序，自行辦理公路公共運輸整

體行銷委託案，包括公路公共運輸規劃競賽、公運政策宣導、網路行

銷活動、公共運輸記者會等，共計 1,221 萬 7,458 元。 

3、媒體行銷：由公路總局透過公開招標程序，自行辦理公路公共運輸力

評比計畫，共計 511 萬元。 

五、推動成果 

(一)偏遠服務性路線一條不減：延續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執行成果，維護

基本民行。 

(二)加速汰換老舊公車：107 年度核定補助公路客運及市區公車汰換 546 輛老

舊公車，並優先核定補助投入於離島、中南部偏遠或服務性路線服務，

提升整體乘車環境及服務品質；另藉由補助新闢 18 條公車路線，購置

85 輛全新公車，車上並配備汽車動態管理系統，有助於車輛動態及事故

之記錄與掌握；另公路總局亦予以補助加裝行車視野輔助及防撞警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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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以提升行車安全。 

(三)推廣低地板公車：為照顧老弱婦孺及身障乘客搭車之需求，打造無障礙

之公車環境，107 年度補助公路客運及市區公車業者購置 251 輛低地板公

車(含通用無障礙大客車)。另 107 年全國市區客運低地板公車比例已逾

59.95%，新車輛陸續投入路線營運後，將可再提高市區低地板公車比例

約 1.2%，持續提升無障礙運輸服務。 

(四)公車票證多卡相通：自 99 年起，逐年分區補助公車建置多卡通驗票機，

截至 107 年 12 月止，非直轄市使用電子票證搭乘公車比例為 88%、一般

公路客運為 81.6%，民眾可持各式電子票證搭乘公車。 

(五) 107 年汽車公共運輸載客量已達 12.44 億人次，較 98 年成長 19.82%。 

六、未來展望 

99 至 101 年間，由於臺灣公路客運環境不佳，爰「公路公共運輸發展

計畫」先以「做就對了」的思惟執行；102 至 105 年「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

畫」是以「真誠服務、幸福有感」為推動方針；後續 106 至 109 年「公路

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則以「鼓勵創新」及「績效導向」為推動方針，

期望透過人、車、路線、場站、系統及制度之變革，使公共運輸成為「高

安全」、「少災害」、「更聰明」以及「真貼心」之運具，讓使用公共運輸成

為臺灣未來運輸活動的「進步選擇」，民眾不論是通勤或出遊都願意搭上夢

寐以求的「幸福心巴士」，握著的是家人溫暖的手而不是冰冷的方向盤，達

到「路上有公車，車上乘客多」之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