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臺灣博物季刊 157　42卷．第 1期 06

 專題企劃

無所不在的公車——
臺灣地區公路客運的發展與未來展望
Ubiquitous Services: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Bus System in Taiwan

前言

「每一個站都有家等在那裡。」是詩人許寶來對公車的描述，這對超過90%以上已被公車服務涵蓋的臺灣住家而言，應該

是最貼切的形容。公車是公共運輸最熟悉不過的一種服務型式，但是依據公車的行駛區域可分為市區公車及公路客運兩大類

別，行駛在各縣市行政區內或跨越鄰近一個縣市範圍內的稱為市區客運，最簡單的識別方式就是路線編號在3碼以下；公路客

運又依據行駛的道路類型不同，可以分為一般客運路線和國道客運路線兩種，路線編號為4碼。穿梭在都市大街小巷的市區公

車可能是多數民眾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您知道嗎？公路客運其實在高鐵通車或是鐵路環島路網通車前，曾串起臺灣經濟發展

及民眾出門旅途的重要公共運輸工具，政府也曾經是全臺灣汽車客運服務範圍最廣且路線最多的「業者」，「公路局」這個名號

也曾是民眾對於「公車」的統稱。

在高、快速道路路網完備、資通訊發達的現今，搭乘公車南來北往，或者是到鄰近鄉鎮的光景可能已不復見，但是公

路客運過往帶動臺灣發展，或是做為數位票證整合及偏鄉服務的先驅，都是一部部鮮活的臺灣發展史，與您我的生活密不可

分，承載著每一個家庭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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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歷史

臺灣公車發展至今已經百餘年，從草創、興盛、衝擊到轉型，一路走來篳路藍縷，接下來就對臺灣公車的發展歷史娓娓

道來。

1.草創期：日據時期
臺灣公車從日據時期開始發展，1908年日本政府為了推動臺灣的現代化政策，在臺北市興建了第一座有蓋公車站，開啟

了公車發展的長遠歷程，後續也陸續擴展路線。1919年，為滿足市民的交通需求，臺灣總督府開始試辦以人力車拉動的有蓋公

車，透過人力拉動的公車初期並不普及，日據時代公車雖然無法蓬勃發展，但開創了公車發展的先河。

2.黃金期：光復至高速公路開通，客運獨占
戰爭期結束後，原臺灣總督府鐵道部轄管的自動車課，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交通處鐵路管理委員會接管。接著再於1946

年轉交臺灣省交通處公路局接管，並將各地自動車事業依法改組成客運公司，長途城際運輸則由公路局辦理，公路運輸成為

國營事業。

為讓戰後經濟和民生重新復甦，自 1945年起，政府開始一連串的公共事業興建，其中也包含運輸的發展。1949年交通部

成立了公路客運管理委員會，開始進行公車路線規劃和管理，以因應交通運輸需求增高，以及經濟將面臨的發展，也同時進

行公車路線規劃和管理。1960年代，民眾往來鄉鎮或是城鄉間的需求增加，為滿足民眾基本通行需求，政府積極進行公車網

路的擴充和班次的增加。公車路線不斷開行，開行新路線的通車典禮都受到當地民眾的熱情迎接，公車是民眾通勤、通學和

旅遊的最佳選擇，搭乘人數眾多，而在車上服務的售票人員更是當時的一大亮點。

1971年8月臺灣第一條高速公路動工興建，帶來臺灣第二次的交通運輸革命；1973年卻爆發石油危機，臺灣的能源供應受

到影響，因此，政府開始推動公共運輸，來降低國內對於石油的依賴程度，同時也積極鼓勵民間投資公車業，以提高公車服

務的品質和營運效率。1974年起，中山高速公路分階段陸續通車，對於當時公路客運營運模式帶來影響，使得民眾南來北往的

選擇增加，也為公路客運的營運模式帶來轉變契機。

1
豐原客運雪山坑線通車典禮（資
料提供：豐原客運公司）

2
昔日公路客運搭乘人數驚人的榮
景（資料提供：豐原客運公司）

3
車上服務售票的服務人員（資料
提供：豐原客運公司）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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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競爭期：路線開放、野雞車、科技導入
隨著高速公路開通，西部走廊帶來空間距離的革命，帶

動民眾出門南來北往的意願，也讓高速公路從原本被稱為權

貴道路，轉變成為車流量激增的道路；原本行駛於省道的公

路客運也開上了國道，國道客運開始成為城際公路運輸的主

要方式。當時，只有配合高速公路開通從公路局成立的臺灣

汽車客運公司（以下簡稱台汽客運、台汽），獲准開行國道

並且提供載客服務，但是開行的班次始終無法滿足民眾的需

求；因此，開始有「業者」在交流道聚集載客，演變成國道客

運的另一種型態。利用遊覽車或私有大客車進行違規服務的

「野雞車」興起，採彈性上下交流道載客，也提供更寬敞的座

位服務，有時價錢也比合法路線客運便宜，讓唯一合法營運

的台汽客運，即便租用民間遊覽車來疏運，也因品質參差不

齊而無法獲得民眾的青睞，野雞車的鄉野傳說，也是當時民

眾茶餘飯後的話題之一。

經過這一連串的衝擊，國道的客運路權隨之開放，政府

也輔導部分野雞車業者成合法業者，並於 1989年成立統聯客

運，民眾搭乘國道客運又多了一個選擇，也是民眾的福音；

1995年後，臺灣開放各業者申請經營國道路線，陸陸續續因

不同需求而生的國道客運路線，如雨後春筍冒出，部分路線

也出現競爭情形，各種吸引民眾搭乘的花招百出，三排座、

兩排座的服務問世，還有各種驚豔的折扣價，堪稱公路客運

的黃金時代。

2001年，原稱「台汽客運」的國營公司也民營化，由合資

成立的國光客運接手經營，除了國道客運路線全數接手外，

許多行駛城鄉間的公路客運路線紛紛釋出，對中短途的城鄉

運輸造成極大的影響。當時，公路總局協調地方的客運公司

接手此些客運路線，而原行駛在此些路線的中興號客車，也

塗上不同塗裝，以不同面貌在相同路線上繼續提供服務，是

一種齊心協力的歷史記憶。

4
在國道客運競爭的年代，連戀愛巴士都出現了（王詮勳 攝）

5
在國道客運競爭的年代，總統座椅滿街跑（王詮勳 攝）

6
台汽客運民營化後，路線由地方客運接手，也讓原台汽客運的車輛換上
新裝（王詮勳 攝）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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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衝擊期：高鐵通車、私人運具發展、科技發展
的衝擊

國道客運黃金期的榮景，就在臺灣高速鐵路開始興建

起，面臨極大的衝擊，各界紛紛對西部走廊城際運輸的改變

做出預測⸺國道客運成為首當其衝的目標。當時除了國

道客運外，臺灣鐵路、國內航空也都受到嚴重衝擊，各種運

具莫不祭出因應作為，國道客運紛紛推出折扣優惠價因應，

2008年高鐵通車後，臺北到臺中搭乘費用為 100元、臺中到

臺南則為80元，無非是希望能夠留住原有客群。

而公路客運的衝擊期就在這短短不到十年，歷經台汽民

營化、高速鐵路通車，還有國民持有私人車輛數量大幅成

長，使得城際運輸的公路客運運量迅速地走下坡。再加上原

本由地方客運業接手的公路客運路線，也因運量不斷下降，

轉入了負向的發展，減班、運量低，讓地方業者經營此些路

線意興闌珊，公路客運的營運陷入了冰點。

同時期，因應西部走廊運輸型態的驟變，都會區內的市

區公車也進入轉型期，臺北都會區的市區公車本來就具固定

乘載率，臺中市幾經高潛力公車 1.0及2.0的開通，以及市區

幹線公車免費搭乘的影響，讓民眾對市區公車的接受度慢慢

增加，尤其是臺中市的高潛力公車引入新業者、新車輛，也

讓鄰近鄉鎮市民眾紛紛建議當時的臺中市政府，將公路客運

納入市區公車範圍以享有優惠，這也帶給臺灣公共運輸另一

種新的契機。

5.提升期：公運計畫開始、運量大幅提升、車輛
汰舊換新、票證整合、偏鄉服務、多元服務

臺灣的客運業幾經波折後，在2009年有了新契機，時任

交通部長的毛治國先生，鑒於多年來交通著重於建設計畫，

而忽略了公共運輸推廣，著手大力支持公共運輸的發展；上

任之初即調整預算用途比例，投入資源重新打造新的公共運

輸，並且成立公共運輸辦公室，針對公共運輸的發展及資源

挹注，由專責單位輔導與執行。在推廣的前期，資源應用於

汰換客運車輛，市區並以低地板、運量大的車輛為首要補助

對象；此外也針對非都市地區過於老舊的車輛補助翻新，讓

民眾對於中南部二手車的既定觀感改觀，讓年長者及愛心乘

客能夠更進一步受到照顧。

2010年臺灣都會區縣市合併，當時的臺北縣升格為新北

市，臺中、臺南、高雄都進行縣市合併，各直轄市的行政

版圖重新建構，也配合了公共運輸推升計畫，將公車的營運

模式進行調整。就如中部地區的民眾期待，因為縣市合併之

故，許多公路客運的路線便因此轉型成市區公車，讓中部地

區的公車路網更加健全，也讓運量隨之增加；臺南及高雄地

區的公車也因縣市合併，陸續整併公路客運路線，推出新型

態的市區公車服務，收到不錯的成效。

因行政版圖的調整、公路公共運輸推升計畫的推波助瀾

下，公車的車輛及服務水準推升至另一個層級；相對地，剩

下未納入轉型版圖的公路客運路線，其性質多為長路線、橫

7 8

7
高潛力公車為臺灣市區公車帶來正面衝擊，也是臺灣之光（王詮勳 攝）

8
公共運輸推升計畫的推廣，讓離島的公共運輸車輛煥然一新（王詮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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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多鄉鎮或是行經偏鄉的型態，僅提供此些地區基本民行的

服務，為人數少也不具營運吸引力的路線。

國民旅遊的浪潮也在此期間高漲，觀光類型的公共運輸

需求隨之而起，原來以團體旅遊為主的型態，也轉為自由

行的在地旅遊，交通部觀光局鑑於此需求，推行預約制的觀

光巴士，旅客可透過飯店或民宿進行預約並指定行程，遊程

出發當天以遊覽車為主的觀光巴士，會到各飯店或民宿接送

至各景點；然而這樣的旅遊型態仍舊無法與自由行的需求契

合，後續在2010年推出「台灣好行」觀光巴士，以火車站、高

鐵站或轉運站出發前往各地方特色景點的服務模式，並且每

年檢討執行成效，讓旅客透過公共運輸旅行，達到「自由行」

的目標。

由於部分「台灣好行」路線與公路客運重疊，為避免資源

重複投入，觀光局與公路總局也協調將路線進行整合，讓原

公路客運路線亦具有「台灣好行」的功能，同時提升公路客運

的整體運量。「台灣好行」目前已經深入民眾生活，獨有的識

別標誌、站牌及車體彩繪，讓民眾能一眼辨別，也透過預約

制度及套票發行，讓提前規劃的民眾能夠好好地規劃行程。

不過，政府推廣公共運輸的力量不因此而減少，在「區

區有公車」的政策目標下，公車服務路線仍不斷增加，特別

是山區聚落或是離島地區，更是施政重點。為了讓此些地區

有公共運輸服務，又要兼顧業者營運的成本，政府也著手進

行此些公車路線的轉型，將原本「定班定線」的公車服務，調

整為有彈性的預約班次，或者是透過計程車行駛的「小黃公

車」，讓服務更加多元，把便捷的服務應用到偏鄉地區，在

近幾年的推動下，轉型也大受好評。

在公運計畫的支援下，公車業者的「軟實力」隨之提升，

最受大眾歡迎的就是票證整合。過往搭乘公車需要先查詢票

價，並且在上車後支付現金、領取紙票並且在下車前繳回，

駕駛不僅要負擔原本的駕駛工作，還要兼職賣票，一不小心

收到假鈔偽幣，微薄的收入又可能大打折扣；透過票證整合

後，民眾乘車不再需要事先準備零錢，只需要事先儲值或利

用信用卡直接轉帳，在上下車時刷卡感應扣款，不僅可以加

快上下車速度，也能夠減輕駕駛工作壓力。 

另外一個軟實力的呈現就是公車動態系統，過往搭乘公

車是一半靠經驗、一半靠運氣，時常搭乘的民眾能夠掌握到

站時刻，但也可能一不小心晚到個幾分鐘，錯過班次又要苦

等下班車；這種現象在公車動態系統上線後都可迎刃而解，

不但可以事先查詢班次時間，也能夠掌握乘車動態，在預估

時間內抵達車站候車，減少等候時間，又避免錯過班次的窘

境，也是頗具效力的一項政策。

雖然公車在近十年中面臨挑戰，但也因此進行轉型，告

別過去的營運型態，結合資訊與科技，讓民眾在近幾年能明

顯感受到客運業不同以往的面貌。

9
「台灣好行」黃金福隆線套票發行紀念記者會（王詮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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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挑戰期：Covid-19影響、電動化
2017年年底，政府宣布為因應全球化淨零減碳之趨勢，

目標在2030年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為推廣此政策，公路公

共運輸推升計畫也針對業者購買電動公車提出示範計畫，期

望能夠鼓勵業者在政策推廣之初，就可以積極響應，讓市區

公車低地板化後，再次打造更好的公共運輸環境。

正當公車運量逐步復甦時，2 0 2 0年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席捲全球，在短短幾個月內，這種特殊傳染疾病

已經遍及全球，各國不但封鎖國門，部分期間也實施在家上

班上課等權宜作法，避免快速且大規模傳染的情況出現。臺

灣也不例外，自2020年起，逐步頒布各項防疫措施，此舉改

變民眾的生活型態，也使得擔負公眾服務的客運業面臨極大

影響。不僅如此，疫情帶來民眾消費習慣改變，讓餐點外送

的需求大增，各大外送平臺紛紛祭出誘因吸引餐廳、勞動人

力加入外送行列，再加上公路客運班次減少，導致駕駛員收

入下降，駕駛員紛紛轉行當起外送員；同一時期，疫情改變

下的「宅經濟」崛起，致使貨物運輸需求大增，從防疫物資到

民生用品，透過網路商城或手機APP訂購的需求大增，也有

一部分駕駛轉至貨運業服務。在雙重因素衝擊下，讓客運駕

駛短缺情形日益嚴重，對客運業供給造成實質上影響。

2022年下半年，各國在疫苗普及的前提下，已經陸續

鬆綁防疫政策，民眾的生活也慢慢恢復正常，但經歷過影響

層面寬廣的傳染疾病衝擊，民眾在後疫情時代的生活習慣已

經改變，公司不再非得集中辦公，就連三餐透過外送機制訂

購的比例也增加，這些改變也影響到客運業的乘車人數，隨

之影響了客運業者的營業收入。此外，疫情期間駕駛轉行情

勢，在後疫情時代也未明顯回流，再加上科技廠擴張，紛紛

開出更高的薪資條件，造成另一波轉職潮；原本駕駛缺員情

況更加雪上加霜，讓部分業者萌生路線不續營的想法，將造

成公共運輸服務提供的危機。

面臨疫情肆虐後的恢復期，能否讓民眾生活恢復日常，

或者生活型態改變後，能夠再次利用客運服務，確實是一大

挑戰，也是政府及業者亟需設法因應的難關。後疫情時代，

客運業會帶來什麼樣的變化和衝擊，還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後，才能知道結果如何。

10
國道客運面臨疫情及高鐵通車的影響，許多路線因此停駛（王詮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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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企劃

未來展望

對於未來，我們可以有很多想像；但是交通運輸是服務群眾的事業，不但要有遠景、有期待，還要穩健踏實，才不致讓

國民的期待落空。或許交通運輸在多數人的心目中並非舉足輕重，實際上，交通運輸卻是占據了每個人生活的多數比例。公

車也是，公車在都會區的大街小巷穿梭著，對於都會區的民眾可能習以為常；但在偏鄉地區，每一班公車都是如此地重要，

舉凡開行的時間、行經的據點，甚至是接下來的旅程，都與日常生活各項安排息息相關。因此從事客運業的每一個人，都是

希望能夠安全、平安、有效率地將每位乘客送抵目的地，更希望旅途上充滿新鮮與樂趣。

誠如上述所言，客運業對於未來的願景是穩健踏實，期望能在服務群眾的同時，能夠為大眾盡一份心力，也為臺灣的未

來多付出一份努力。對此，未來的客運業，建構在節能減碳、安全管理、數位轉型、整合服務及服務精緻化的5項目標上。

• 節能減碳：客運業從原有柴油大客車到目前普遍可見的低地板公車，車輛也逐漸邁向綠能及科技化，而目前臺灣客

運業的首要目標，就是完成政府所訂定的「2030年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以達成低碳排、低噪音、高效率的公共運

輸環境。延續過去幾年政府推廣電動公車的政策，從示範計畫到2023年起的補助計畫，都期望能在扶植國內產業的前

提下，讓公車車輛的產業能夠興起，帶來綠能環境的實質變化；對此，交通部及環保署每年編列經費，補助客運業

者購置電動車，期望跟上世界潮流外，也能逐漸降低對環境的污染。

11
政府推廣公車電動化後，許多車廠皆投入研發，希望為臺灣盡一份心力
（王詮勳 攝）

12
未來日常裡，將越來越常見的純電公車（王詮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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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管理：道路安全在近幾年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但對於客運業而言，安全自始至終都是一直以來堅持達成的課

題。經營客運的每位業者都知道，一件事故所帶來的外部成本相當昂貴，因此避免造成事故、打造安全經營環境需

時時刻刻的堅持，分秒都不得鬆懈；而科技的進步，也讓許多安全的輔助設備，能夠輔助客運駕駛避開危險，安全

地達成每次任務。近幾年透過產官學合作，逐步讓客運車輛上裝設安全輔助系統，並且透過分析駕駛行為的各項數

據，預防事故發生並檢視管理盲點，也有部分業者陸續投入安全輔助設備的實務研究，檢視公司內部各項安全管理

作為，讓「安全」這個最高的營運目標能成為業者的營運核心價值。

• 數位轉型：客運業在多數人的心中是個傳統產業，開行車輛載運乘客到其想到的地方；但在資通訊技術迅速發展的

趨勢中，客運業其實一直與時俱進。曾經推出非現金交易的票卡，也在GPS普及前，領先各業別推出公車動態系統；

而在政府推廣電動公車的政策下，公車勢必能蒐集更多數據，經過資料處理後而產生有用的資訊，再轉化成提供駕

駛及乘客各項訊息。當然客運業也持續推出更進化的服務，包括：班次預約服務、多元票證支付及預約下車等結合

資通訊設備的服務，讓客運能與時俱進，甚至引領風潮。

• 整合服務：現代的公共運輸服務所追求的是無縫運輸，也就是空間、時間、服務及資訊的無縫；如何達成這樣的目

標，就是仰賴整合服務，客運業在數位轉型的帶領下，可在各面向擷取不同的資訊，也提供更多的數位服務。幾經

分析後，從乘客的需求推估出合適的班次及開行的時刻，甚至整合路網的班表，讓公車間的轉乘更加順暢，也就可

以達成空間與時間的無縫。此外，客運業也持續推展無障礙設施，從低地板公車、無障礙巴士、多功能候車亭，都

可以方便各年齡層及身分別的乘客，順利地乘車，達成空間及服務的無縫；而透過公車動態的APP及網頁，讓每路

線、每班次的公車都一覽無遺，減少乘客候車時間及失接的機會，達到資訊的無縫。這些無縫運輸都仰賴公車整合

服務，也是現在與未來持續推廣的目標。

• 服務精緻化：未來民眾將面臨更多運輸模式的選擇⸺就如近幾年高鐵公車對客運業的影響一樣⸺客運業隨時面

臨各種挑戰，因此要推陳出新，找出更多、更精緻、更特別的服務吸引民眾選擇搭乘，強化行銷推廣策略亦是未來

客運業將面臨的課題；唯一不變的是，客運業無論是在市區、郊區、偏鄉、一般公路或是國道，都會用真誠的心來

迎接每一次挑戰，讓乘客感到無微不至的感覺。

臺灣公車發展百餘年，絕非幾個篇章或是短短文字能完整介紹。市區公車持續乘載著每位乘客穿梭在都市街道中，公路

客運及國道客運載運著乘客南來北往，甚至穿梭在海岸線與山陵線間；隨著四季更迭、時間轉動，持續為臺灣的民眾服務

著，幾經華麗轉身後，一定能再替臺灣寫下更美麗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