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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新冠肺炎疫情的迅速蔓延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衝擊，

同時也對運輸業產生負面的影響。部分公車路線因乘客數

量急劇下降而減少班次或停駛，也直接導致公車駕駛員的

人才流失。於疫情期間，部分公車駕駛員紛紛轉向貨運業、

營建業或開始從事卡車、砂石車等相關工作；在陸續解封

迎來國旅大爆發、國境開放的後疫情時代，更轉往遊覽車、

旅遊包車等產業。至今即使疫情有所緩解，目前駕駛員人

數仍然無法恢復至疫情前的水平。  

為使公車穩定發車，本府交通局多次邀請市區客運業

者研議檢討路線及班次時刻調整，針對多條有高度重疊或

替代路線來進行班次運能微調，讓有限的公車資源發揮最

大效益，調整後班次更穩定發車，以保障尖峰時間民眾的

乘車權益。  

同時為鼓勵民眾使用公共運輸，也透過建置友善的大

眾運輸環境，例如候車亭及智慧型站牌等候車設施，讓民

眾等公車可短暫休憩、遮陽避雨，並即時接收便利完整公

車到站資訊，提升本市大眾運輸服務品質，同時候車設施

結合地方特色，打造城市地標展現了藝術和文化在城市設

施中的應用，豐富了城市生活，激發了人們的創意和文化

興趣，未來也會配合不同現地環境條件及在地意見需求，

提供公車族和觀光客搭乘公車優質候車環境。  

貳、臺中市公車路線減班、班距調整 

一、背景 

本市自 100 年起實施免費公車政策後，運量逐年提升，

也在 109 年實施雙十公車優惠，除了維持 10 公里免費外，

超過 10 公里車資最多只要付 10 元，簡化概念以鼓勵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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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公共運輸，並照顧長距離的使用者、減輕民眾通勤通

學的經濟負擔、縮短城鄉距離。  

考量整體大眾運輸發展均衡與市府資源更有效運用，

滾動式檢討公車乘車優惠政策，本府於 110 年 1 月 1 日推

出「市民限定」新政策，除了設籍本市的市民，市府也體恤

年輕學子與新住民，在本市就學的外縣市學生以及本市市

民的新住民配偶都可申請「市民限定」的乘車優惠措施，持

綁定的卡片搭乘公車可繼續享有 10 公里免費+超過 10 公

里車資上限 10 元的雙十優惠。  

透過以上免費公車政策的推動，近幾年在疫情前搭乘

公車的運量皆可達 1 億人次以上，公車路線已達近 240 條，

形成綿密的公車路網，然而，受新冠疫情影響，公車運量自

110 年 5 月疫情爆發起大幅銳減，當時平日運量僅剩約 15%

的谷底。後續隨著疫情趨緩解封，運量緩慢回升，然而至今

公車運量仍無法回復至疫情前水準，也導致市區客運駕駛

流失。  

經調查六都疫情前後 (108 年 5 月及 112 年 5 月 (本市更

新至 112 年 8 月 ))公車數據進行比較，在駕駛員數量上，桃

園減幅 19.51%及台北 17.42%，本市駕駛員減幅為 16.16%，

居第三位；另班次減幅部分，台北及高雄班次減幅均超過

20%，本市班次減幅為 14.77%，亦居第三位；而在車輛行

駛里程部分，台北減幅為 20.42%，高雄減幅為 17.23%，本

市行駛里程減幅為 13.04%。  

整體而言，本市駕駛員雖然減少 16.16%，但為使學生

等主要搭乘族群衝擊降至最低，並有穩定的班次，暑假期

間即與各公車業者密集召開 4 次會議逐條討論各路線班次

因應方式，努力讓班次減幅僅 14.77%，相較於台北駕駛員

減幅 17.42%，但班次卻大幅減少 20.89%，台中在穩定班次

上所做的努力相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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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六都公車疫情前後營運數據比較表  

縣市 

駕駛員(人數) 班次(班) 

108年 5月 112年 5月 趨勢 108年 5月 112年 5月 趨勢 

台北市 4,524 3,736 -17.42% 
1,012,918 801,286 -20.89% 

新北市 2,498 2,379 -4.76% 
691,375 626,236 -9.42% 

桃園市 938 755 -19.51% 
198,366 173,076 -12.75% 

台南市 不提供 不提供 不提供 
87,853 89,427 1.79% 

高雄市 - - - 
277,829 219,833 -20.87% 

台中市 
1,640 1,375 

(8月) 

-16.16% 
291,178 

248,151 

(8月) 
-14.77% 

縣市 

行駛里程(公里) 

108年 5月 112年 5月 趨勢 

台北市 14,955,843 11,901,458 -20.42% 

新北市 11,735,130 10,456,599 -10.89% 

桃園市 3,035,034 2,772,701 -8.64% 

台南市 1,877,080 2,004,185 6.77% 

高雄市 4,080,578 3,377,668 -17.23% 

台中市 
6,403,618 5,568,612 

(8月) 

-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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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時刻，持續鼓勵民眾使用公共運輸工具變得刻

不容緩，本府除持續實施免費公車政策外，亦於今年 7 月

推出全國最優惠的公共運輸定期票，以持續提升民眾使用

大眾運輸意願，進而提升市區公車運量，帶動客運駕駛收

入，達到留才效果。此外，本府在面對全國大客車駕駛荒造

成的影響下，配合開學日針對部分路線進行公車路線及班

次調整，並針對駕駛員人力短缺做出因應政策。  

二、因應政策 

近年來新冠疫情影響，原有使用公共運輸工具的民眾

部分轉為使用私人運具，造成公共運輸運量大幅下降，且

駕駛員因懼怕接觸大量不特定人士的染疫風險，同時其他

運輸業不受政府價格管制，市場行情帶動薪資飆升，紛紛

轉投貨運、遊覽車、旅遊包車 (租賃車或計程車 )等產業，交

通局雖然緊急爭取口罩、疫苗、消毒藥劑等防疫物資快速

供應給客運公司或駕駛員，並辦理補貼款項預撥來穩定駕

駛員士氣，增加留任意願，但仍有駕駛員出走，公車業者在

環境多方夾擊下不得不減少班次因應。  

111 年起國內疫情雖逐漸趨緩，但民眾搭乘公共運輸的

信心與習慣仍未完全恢復，導致公共運輸運量尚未恢復至

疫情前的水準。考量開學後尖峰時段會有大量通學人潮，

為鼓勵民眾重回公共運輸的懷抱，此時需加強推動力道振

興公共運輸及穩固發車班次，以降低私人運具使用所造成

之道路壅塞、環保衝擊及交通事故。  

(一)公車運能檢討，達成穩定發車 

本府與客運業者在開學前已進行 4 次公車路線及班

次的檢討會議。對於客運業者提出的公車路線和班次調

整計畫進行了詳細檢討，優先鞏固尖峰時段學生的搭乘

班次，並逐一檢視學生在尖峰時段的乘車需求，特別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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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度重疊或替代的路線進行微調，重新分配資源、優

化班表，以確保有限的運輸資源能夠得到最大的利用，

並提供穩定的公車班次，方便民眾的乘車需求，目前採

取「公車路網調整」及「班次檢討」兩策略持續進行。 

(1)公車路網調整：  

針對高度重疊路線持續檢討，透過電子票證等資料

進行公車路線裁切、整併及停駛，並研議部分路段改以

9 人座營業小客車提供服務，讓有限的運能發揮最大的

效益，也讓大客車能夠集中服務大量人潮路段，提升營

運效率。  

(2)班次檢討：  

為了保障尖峰時間民眾的乘車權益，同時因應目前

公車駕駛員人力不足等問題，針對有替代班次或路線的

部分進行調整，此外，也要求所有公車路線和班次的調

整必須優先滿足學生通勤的需求，並提供駕駛員合理的

行車時間，以確保行車安全及學生等各類乘客的乘車權

益得到維護，同時確保公車班次能夠穩定發車，讓班次

穩定發車、安全行駛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交通局在與市區客運業者多次溝通討論後，針

對串聯重要路廊與捷運車站的 100、500、700、900 路幹

線公車班距有所調整，由原先尖峰班距 10 分鐘調整為 15

分鐘、離峰班距 15 分鐘調整為 20 分鐘，其中 100 及 500

路行駛動線亦進行調整，由原本新民高中及公共資訊圖書

館縮駛至台中車站，讓有限的公車資源發揮最大效益，另

部分路線班次同步微調，調整幅度以減少 1 人 1 車為原則，

各業者減班數如表 2。  

本府與本市市區客運業者將會持續觀察公車運量情

形並滾動式檢討，以確保公共運輸於尖峰時段能有效運運

作，滿足市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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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減班路線  

各業者減班數 

客運業者 減班數 

台中客運 134 

統聯客運 74 

四方公司 58 

中台灣客運 38 

捷順交通 30 

豐原客運 16 

中鹿客運 8 

全航客運 6 

(二)保障民眾乘車權益，持續實施公車班次自動稽核: 

為提升本市大眾運輸服務品質，本市自 108 年 10

月起實施公車自動稽核制度，透過系統自動稽核市區公

車發車狀況，搭配發車異常罰則改善誤點脫班問題，並

成功將原先約 90%的公車發車準點率提升至最高的

98.53%，後來受疫情影響，公車發車準點率又逐漸下降，

在今 (112)年 5、6 月時公車發車準點率為 93%左右，透

過公車路網調整及班次檢討後，今年 9 月公車發車準點

率已恢復至約 97%左右。  

為持續提高本市公車服務品質，仍將持續實施公車

班次自動稽核，促使市區公車客運提供穩定也具可靠度

的公車班次服務，透過系統讓市區公車精準發車，確保

民眾有穩定可靠的班次搭乘。  

(三)協助公車業者人才招募 

為使發車班次更加穩定，本府請客運業者儘速增補

人力，亦協助客運業駕駛人招募，平時透過就業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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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網站發放徵才資訊，辦理駕駛員擴大徵才活動，輔導

客運業者提供職缺資訊並參加就業博覽會，協助媒合業

者駕駛人力，提升客運業職缺曝光度吸引民眾應徵，以

維持本市公共運輸服務能量，逐步恢復原核定之班次，

以穩固公共運輸服務水準。  

112 年與 109 年相比，駕駛員人力總共減少 317 位

以上，較駕駛員人數巔峰時期流失約 20%，本府除請客

運業者應積極招募駕駛員外，亦持續輔導業者參加交通

部公路局推動的「公路公共運輸營業大客車駕駛擴大徵

才就業獎勵方案」，本市市區公車業者多有參加設攤徵

才及配合給予新進駕駛員補助，期能招募更多駕駛人力

投入本市市區公車，以確保公車路線能穩定發車。  

參、分析盤點人行道結合公車站點規劃之行人動線安全度、適宜性 

一、人行道設置原則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頒布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

範，其人行道設置相關規定重點如下：  

(一)主要道路、次要道路及服務道路應設置人行道。但服務道

路寬度在 12公尺以下，且路旁設有平整騎樓或無遮簷人

行道者，得視實際需要設置。 

(二)道路寬度 12公尺以上者，人行道淨寬度以 2.5公尺以上

為宜(扣除公共設施後)，人行淨寬度一般情況不得小於

1.5公尺。 

(三)道路寬度 12公尺以下者，其人行淨寬度不得小於 1.2公

尺，但受限道路現況，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其淨寬不得小

於 0.9公尺。 

(四)人行道上原則不劃設機車停車格，如於人行道上劃設機車

停車格，應經該管主管機關同意，且劃設後人行道淨寬度

不得小於 1.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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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候車設施設置原則 

目前本市候車設施設置，主要係依「公路用地使用

規則」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候車亭、招呼站牌應設於

人行道或路肩外側邊緣處，並不得設於彎道路段。」，

確認候車設施設置位置合宜性，另再查內政部營建署「都

市人本交通規劃設計手冊 (第二版 )」及「市區道路及附屬

工程設計規範」等相關規定，人行道設置候車設施後，

仍應保有 1.5 公尺以上人行道淨寬，以維持人行道上行

人通行權益及保有無障礙通行環境，另因公車招呼站現

地條件或人行空間並非全然相同，故除依相關規定評估

候車設施設置可行性外，尚需考量設置站位乘車需求，

其地點的安全性及是否造成後方住家或民眾之不便。  

另目前本府交通局配合不同現地環境條件，已設計

多種候車亭型式 (如反向式、簡易型、海線型 )及智慧型站

牌等設施，後續持續檢討及精進相關作為，持續增設候

車設施，以提供市民於候車時可短暫休憩、遮陽避雨的

環境，打造公車族搭乘公車優質候車環境。  

三、候車設施辦理情形 

刻正持續檢視公車站位點的環境條件及需求，積極

覓點設置相關候車設施，並編列相關預算持續設置，以

普及候車設施，另今 (112)年 8 月，候車亭及智慧型站牌

數量分別達到 1,019 座與 1,349 座，未來也會配合不同

現地環境條件及在地意見需求，提供公車族和觀光客搭

乘公車優質候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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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面對疫後時代，整體大環境影響所致，造成本市公車班次

調整，本府持續進行公車運能檢討，從發車班次與路網調整著

手，提升運輸效率，並且透過公車班次自動稽核措施，促使業

者精準發車，透過持續協助公車業者招募人才，讓公車業者持

續有新血注入，投入本市公車服務。此外，本府持續優化人行

道環境，提升民眾乘車環境，以達交通任意門之願景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