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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營運策略 

7.1營運策略 
一、免費市區公車 

(一)說明 

嘉義市東西寬 12公里，南北長 9公里，範圍不大，區內活動旅次短，市

區公車主要以學生、老人搭乘為主，票箱收入占總營運成本低，目前市

區公車總營運成本約 610萬元/年，費用不多，此費用應可從停車收費收

入、社會救助或交通支出等經費來支應。另從多家免費醫療專車的營運

狀況來看，使用情況遠較市公車為高，亦反映嘉義市旅次短、使用族群

多為所得低，或無收入者。因此，營運上建議嘉義市區公車改採免費方

式營運，提升公共運輸服務之績效。理由詳述如下： 

1.嘉義市活動旅次長度短 
嘉義市範圍不大，活動旅次長度較短，機車使用之成本與機動性

遠優於公車，因此，一般民眾付費使用的意願偏低，若需轉乘，搭乘

意願將更低。 
2.乘客以老人、學生為主 

機車機動性及便利性均優於公車，故公車使用意願偏低，因此，

公車使用族群應設定在無機動運具使用能力的老人與學生。依據第三

章調查顯示，目前公車使用者有 79%為學生，老人使用比例亦達 3%。 
3.票箱收入僅佔總營運成本 24% 

嘉義市公車近三年補助金額如表 7.1-1 所列，民國 91 年因開行

班次較多，補助金額為 305萬，民國 92 年、93 年之後約為 240萬
元。以每公里營運成本 32 元計算，民國 93 年嘉義市公車年營運成

本約 610 萬元，扣除申請補助金額 461 萬元，實際票箱收入約 148
萬元，僅佔 24%，比率不高。 

4.嘉義市公車總營運成本不高 
嘉義市公車目前一年營運成本僅約 610萬元，若以嘉義市路邊停

車格 2,030 席估算，每席一天僅需增加 8.23 元收入或每日增收 835
席小時的收入，即可籌足此經費。若從社會福利支出的觀點，此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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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占嘉義市 93 年社會救助支出預算 3.85億元的 1.6%；從交通預算
的觀點，市公車營運費用僅占 93 年交通支出 17.5億元的 0.4%。市
區公車營運費用占市府預算的比率甚低。 

表 7.1-1 嘉義市區公車近三年補助金額 

民國 91 年度 
路線 
編號 

里程

(公里) 
年總載客數

(人) 
年行駛班次

(班次) 
每班載客數

(人/班) 
每車公里載

客人公里數

每車公里 
虧損(元) 

申請補貼

金額(元) 
領取補貼款

(元)合計

1 13 84243 6573 12.8 15.3 19.153 1935,224
2 13 102209 7431 13.8 18.8 16.653 1977,998
3 13.7 893 1826 0.49 0.8 30.403 847,544 
5 13.7 1786 1800 0.99 0.9 30.273 830,429 
6 13.8 3711 1681 2.7 1.3 30.333 532,849 

3,053,000

民國 92 年度 
路線 
編號 

里程

(公里) 
年總載客數

(人) 
年行駛班次

(班次) 
每班載客數

(人/班) 
每車公里載

客人公里數

每車公里 
虧損(元) 

申請補貼

金額(元) 
領取補貼款

(元)合計

1 13 74014 4914 15.1 15 21.089 1181,453
2 13 75413 5659 13.3 13 22.023 1185,277
3 13.7 669 1461 0.46 0.46 31.926 608,121 
5 13.7 786 1460 0.54 0.54 31.851 605,521 
6 13.8 3402 762 4.46 4.46 29.916 458,362 

2,328,000

民國 93 年度 
路線 
編號 

里程

(公里) 
年總載客數

(人) 
年行駛班次

(班次) 
每班載客數

(人/班) 
每車公里載

客人公里數

每車公里 
虧損(元) 

申請補貼

金額(元) 
領取補貼款

(元)合計

1 13 66072 5079 13.0 15.06 21.12 1306,356
2 13 66823 5677 11.8 13.16 22.051 1573,280
3 13.7 543 1460 0.37 0.48 31.927 640,353 
5 13.7 531 1459 0.36 0.56 31.852 638,849 
6 13.8 3952 777 5.1 4.49 29.922 453,390 

2,458,000

資料來源：嘉義縣公車處提供。 

(二)推動利基 

1.嘉惠市民，特別是弱勢團體、學生、老人族群。 
2.養成市民使用公共運輸之習慣，符合先進城市永續運輸發展之趨勢。 
3.長期有助於市區交通之改善，導引私人運具至大眾運輸上。 

(三)實施費用 

以委外經營估算，短期路網委外費用約 1,617萬元/年，中期路網約 2,799
萬元/年，長期路網約 2,930萬元/年，免費市區實施方式詳見附錄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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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2 嘉義市區免費公車委外經營費用估算表 

項目 A1 A2 A3 A4 A5 預備車 日小計 年成本

短期路網 
路線里程(公里) 13.2 10.1 9.5    32.8  
行駛時間(分鐘) 36 28 26      
日班次 56 26 50    132  
車輛數 3 2 2   1 8  
委外費用(按車公里，萬元) 2.2 0.8 1.4    4.4 1,617
中期路網 
路線里程(公里) 19.8 12.4 12.1 10.4   54.7  
行駛時間(分鐘) 54 34 33 28     
日班次 56 26 50 50   182  
車輛數 4 2 3 3  1 13  
委外費用(按車公里，萬元) 3.3 1.0 1.8 1.6   7.7 2,799
長期路網 
路線里程(公里) 9.3 12.4 12.1 14.3 9.5  57.6  
行駛時間(分鐘) 25 34 33 39 26    
日班次 60 26 50 50 50  236  
車輛數 2 2 3 3 2 1 13  
委外費用(按車公里，萬元) 1.7 1.0 1.8 2.1 1.4  8.0 2,930
委外經營單位成本(元) 30元/每車公里  
 

(四)財源籌措 

免費公車營運費用建議由下列管道籌措： 

1.交通預算編列 
2.市府社會福利預算/公益彩券基金編列 
3.停車收費收入 
4.爭取交通部「提昇地方公共交通網」預算 
5.其它 

二、提供可靠、準點的公車服務班表 

依據第三章大眾運輸使用意願調查結果顯示，市區公車首要改善的是

班次密度(56%)，其次為撘車資訊(32%)；就未使用大眾運輸的民眾而言，
不願意搭乘公車的主要因素為「班次過少」，占 28%，其次為「候車時間

不確定」占 24%。從調查結果得知，民眾最在意的是撘車班次與可靠度，

在短期無法大幅增加班次情況下，建議應堤供民眾各車站的到站時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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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據此時刻表行駛，減少民眾等車的時間及不

確定感。圖 7.1-1為紐約市公車時刻表，除班次

非常密集的尖峰時段，不提供班表外，其餘時段

即使在 6分鐘班距情況下，均提供班表。 

台灣目前已有多縣市推動或建置動態公車

資訊服務，且即將加入營運的嘉義公車捷運系統

亦將提供動態公車資訊服務，但這些都需要硬體

建置及通訊費用，在嘉義市公車使用仍未普及的

情況下，建議短期仍以管理提升服務品質，待運

量提升後，再考慮建置整體公車動態資訊系統。 

三、公車時刻與聯外公共運輸整合 

目前嘉義市公車發車時間已配合嘉義車站火

客運尚包括國道客運及嘉義縣地區客運，公車捷

計畫提出的市區公車路網，與地區客運、公車捷

點，為降低民眾轉乘不同路線的等車時間，提昇

性，各路線除提供班表外，更應整合考慮主要路

四、溶入生活的公車資訊 

由於機動車輛便利性優於公車，加上機動車

越習慣使用機動車輛，公車對於一般民眾而言是

除了無能力使用機動運具的學生及老人。為了讓

而使用公車，因此，公車搭乘資訊應該成為民眾

資訊，且嘉義市公車路線並不複雜，應可整合成

兩個考量，建議將嘉義市公車製作成月

曆形式的生活用品，可放置於桌上，或

掛在牆上，成為民眾日常生活中隨手可

及的資訊。除了月曆外，亦可於公車卡

上印製公車資訊、於市政府網站上提供

公車資訊、或與印刷業者結合印製公車

資訊，方便民眾瞭解公車搭乘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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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1 紐約公車時刻表
車時刻表，但嘉義市聯外

運亦即將加入營運，就本

運路線均有多處轉乘交會

整體公車路網之服務便利

線交會站的班表。 

輛持有增加，民眾越來

個被遺忘的運輸工具，

民眾能更了解公車，進

生活中很容易接觸到的

一張路線圖。基於前述
圖 7.1-2 嘉義市公車月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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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市區公車路線經營建議 
短、中、長期路網分別規劃 6條、7條、8條市區公車路線，區分為 A、

B兩種路線，A路線是由市政府經營管理，共有 A1~A5五條路線，B路線為既
有民間經營之免費醫療接駁專車，共有 B1~B3三條路線。A路線之營運模式建
議如表 7.2-1，經營方式建議可採用以下三種方式，彈性運用辦理。 

一、由縣公車處代為經營 

同現況之營運方式，委由縣公車處代為經營，惟此種方式需受限於縣

公車處既有司機人力不足之問題，難以擴大市區公車服務範圍及縮短行車

班距。 

依目前規劃之 A1~A5 五條路線而言，既有之縣公車處車輛設備將僅

能滿足短期路網所需之 8輛車，中長期則無法滿足需求；司機人數方面，

僅足夠負擔 A1、A2 路線之人力需求，A3、A4、A5 路線則必須採用委外

經營，或以聘僱臨時約顧人員，召募新司機之方式辦理。 

二、徵求民間業者經營 

不再委由縣公車處代為經營，改以公開徵求民間業者經營之方式辦

理，市政府需配合制訂市區公車相關管理辦法，改以補貼之方式，交由民

間經營。此種作法的好處為可以彈性運用民間力量，投入公共服務，不受

公家機關人事制度僵化之限制，可解決司機人力不足之問題。 

三、協調既有免費接駁專車業者經營，擴大服務，取代市區公車機能 

市政府制訂市區公車相關管理辦法，協調既有接駁專車業者行駛

A1~A5 路線，車輛由市府提供，人力由業者負責。此種作法之好處為市府

可減少司機人事成本，業者亦可擴大服務範圍、塑造良好社會形象。 

上述三種經營方式，短期而言可採用第一種方式，仍維持縣公車處代營，

人力不足之處再藉由招募約聘人員方式辦理，或採用第二種徵求民間業者經

營。中、長期之經營方式則建議直接透過徵求民間業者經營之方式辦理，彈性

運用民間活力，投入公共運輸服務；或以第三種方式協調免費接駁車業者經營

之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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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1 短中長期 A 路線營運模式建議表 

路線 
編號 

里程 
(公里) 營運時間 行駛時間(分鐘) 

發車 
班距 日班次

需求車輛數 
(含預備車輛) 

運量預估

(人/日) 
短期路網 

A1 13.2 6:00~21:30 36 30 56 3 970 
A2 10.1 7:00~20:00 28 60 26 2 210 
A3 9.5 7:00~20:00 26 30 50 2 550 
合計 32.8    132 8 1,730 
中期路網 

A1 19.8 6:00~21:30 54 30 56 4 1,090 
A2 12.4 7:00~20:00 34 60 26 2 250 
A3 12.1 7:00~20:00 33 30 50 3 560 
A4 10.4 7:00~20:00 28 30 50 3 390 
合計 54.7    182 13 2,290 
長期路網 

A1 9.3 6:00~21:30 25 30 60 2 1,210 
A2 12.4 7:00~20:00 34 60 26 2 260 
A3 12.1 7:00~20:00 33 30 50 3 550 
A4 14.3 7:00~20:00 39 30 50 3 410 
A5 9.5 7:00~20:00 26 30 50 2 330 
合計 57.6    236 13 2,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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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市區公車管理法源初擬 
嘉義市在市區公車管理方面，目前並無明確法源，為有效管理現有市公

車並將私有接駁專車納入行政管理體系中，建議應研擬市區公車管理相關作業

要點。 

台灣各縣市有關市區公車管理法源之制訂方面，目前以桃園縣最為完

備，可供嘉義市借鏡參考。嘉義市可透過制訂「市區汽車客運路線新闢、變更、

繼續經營申請及審核原則」及「規劃新闢市區汽車客運路線公開徵求營運業者

評選作業要點」兩項規定，積極管理市區公車及私有免費接駁專車。前二項辦

法之辦理原則與相關審議事項，重點說明如下。 

一、路線申請作業程序 

依據規劃對象可分為六種作業方式，詳細作業程序可參見附錄四、附

錄五桃園縣現有之作法。其中，第六項的部分是有關私有固定專車的管理

部分，未來可透過此項管理規定管理既有的市區免費接駁專車。六項作業

方式如下： 

(一)由市府規劃新闢營運路線 

(二)由市府規劃變更營運路線 

(三)由市府協調業者規劃新闢市區公車路線（含私有接駁車） 

嘉義市區目前有許多免費接駁專車，未來可透過此項作法與業者協調路

線與經營方式，作業程序詳見圖 7.3-1。 

(四)由業者自行規劃新闢或變更營運路線（含私有接駁車） 

此項作法之作業程序詳見圖 7.3-2。 

(五)路線營運許可期限屆滿申請繼續經營者（含私有接駁車） 

(六)業者因活動、業務需要新闢專車路線，需由交通局依下列原則逕行准駁： 

1.申請業者須向交通局提出需求內容進行路線規劃申請，規劃合理路線

之服務範圍。 
2.學校及社區專車、業務專車（如醫療、百貨服務）應採固定班次發車，

活動專車則應配合活動時間及預估活動人數，規劃營運班距。 
3.專車路線須於車頭及車尾路線名牌標示「××專車」字樣，其收費標準

依本市公車收費標準或向交通局提出免收費經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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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除活動專車得設置臨時站位供參加活動民眾上下車外，其餘專車不得

設置站牌，且須依核定站位上下乘客。 
5.業者申請專車路線應提送經營計畫書及申請書表，如表 7.3-1所示。 

二、路線審核注意事項 

(一)市府規劃新闢營運路線於協調或評選適當業者時，須考量下列事項： 

1.規劃路線起訖點附近或於合理延駛範圍內設有停車場站。 
2.場站地點應符合規劃路線之營運需求。 
3.所屬公車路線與規劃路線重疊度總和較大之業者宜優先考量。 
4.車輛設備。 
5.營運班距及時間。 
6.補貼款之需求。 
7.平時督考紀錄及服務評鑑結果。 
8.其他足以提昇營運服務品質事項。 

(二)業者自行提出之新闢營運路線應提出經營計畫書，並考量下列事項： 

1.行駛路線以直捷為原則。 
2.路線一端必須配置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停車場站，供車輛調度。 
3.路線應儘量與鐵路、公車捷運系統車站或重要據點轉乘接駁。 
4.應敘明車輛來源及旅次需求之運量資料。 

(三)前項經營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以下各項： 

1.經營能力：包含企業形象、經營績效及經營團隊組成。 
2.營運計畫：包含車輛設施狀況、營運服務、創意及預定通車日期。(如
依經營家數多寡而有不同營運計畫者，應分別載明)。 

3.財務計畫：包含資本能力（自有資金所占比例）、股東結構、營運財

務計畫及補貼需求。 
4.路線及場站規劃：包含路線與站位規劃及停車場規劃。 

三、營運與經營 

新闢營運路線核准經營之許可年限為五年，且非屬專營許可性質，自

通車日起六個月內不得申請變更營運路線、縮減營運班次、營運時間、配

置車輛或其他足以降低服務品質之經營計畫內容。其它有關營運與經營詳

細內容請參見附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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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營運策略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政府 

CHIAYI  CITY  GOVERNMENT CHIAYI  CITY  GOVERNMENT 

 
依政策需要由本府協調
本縣市區公車業者規劃

新闢路線

請申請業者補正
(送)相關文件

本委員會工
作小組初審

表件
不合格

表件合格

行文桃園縣公共汽車客
運商業同業公會轉知所
屬會員表示意見

彙整相關業者意見
及工作小組初審意見提送

委員會審議

審議未
獲通過

停止辦理路線
新闢作業

審議通過
(或修正後通過)

核准籌備

申請業者自核准籌備之
日起一個月內向本府申
請場站會勘

本府辦理場站會勘

申請業者自場站勘定後一個
月內提報經營計畫書

核准營運

業者是否有意
願規劃闢駛

有

是否僅一家業者
有意願規劃闢駛

提送經營計畫書及申請
書表(如附表)

是

無

提送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依「本府規劃新闢市區公車

路線作業流程」辦理

是否可協調最
適業者或以聯營
方式規劃闢駛

否

是

否

提送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依「本府規劃新
闢市區公車路線作業

流程」辦理

嘉義市

依政策需要由本府協調
本縣市區公車業者規劃

新闢路線

請申請業者補正
(送)相關文件

本委員會工
作小組初審

表件
不合格

表件合格

行文桃園縣公共汽車客
運商業同業公會轉知所
屬會員表示意見

彙整相關業者意見
及工作小組初審意見提送

委員會審議

審議未
獲通過

停止辦理路線
新闢作業

審議通過
(或修正後通過)

核准籌備

申請業者自核准籌備之
日起一個月內向本府申
請場站會勘

本府辦理場站會勘

申請業者自場站勘定後一個
月內提報經營計畫書

核准營運

業者是否有意
願規劃闢駛

有

是否僅一家業者
有意願規劃闢駛

提送經營計畫書及申請
書表(如附表)

是

無

提送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依「本府規劃新闢市區公車

路線作業流程」辦理

是否可協調最
適業者或以聯營
方式規劃闢駛

否

是

否

提送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依「本府規劃新
闢市區公車路線作業

流程」辦理

嘉義市

 

 
圖 7.3-1 協調業者規劃新闢市區公車路線作業流程圖(含私有接駁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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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政府 
CHIAYI  CITYCHIAYI  CITY  GOVERNMENT   GOVERNMENT 

 
 

業者自行規劃新闢、變
更路線提送經營計畫書
及申請書表(如附表)

請申請業
者補正
(送)相關
文件

本會工作
小組初審

變更幅度達
到30%以上

否

本府逕行准駁
(如認有需要，得提送

委員會審議)

表件
不合格

表件合格

工作小組擬具
初審意見提送委員會審
議，並邀請相關業者列

席陳述意見

停止辦理路線
新闢或變更作業

核准籌備(辦)

申請業者向本府
申請場站會勘

本府辦理場站會勘

申請業者提報
經營計畫書

核准營運
(核定實施)

路線新闢
路線縮短、
延駛、調整

路線裁撤

本會工作
小組初審

請申請業者補正
(送)相關文件

表件
不合格

表件合格

審議通過

審議通過
(或修正後通過)

提送委員
會審議

表件是
否合格

是

請申請業者補正
(送)相關文件

否

是

審議未
獲通過

停止辦理路線
新闢或變更作業

審議未
獲通過

 
圖 7.3-2 業者自行規劃、新闢變更公車路線作業流程圖(含私有接駁車) 



第七章 營運策略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政府 

CHIAYI  CITY  GOVERNMENT CHIAYI  CITY  GOVERNMENT 

表 7.3-1  嘉義市區公車路線新闢、變更及繼續經營申請表 
嘉義市區公車路線新闢、變更及繼續經營申請表 

路線起迄點  
申請公司  
原路線番號 
及起迄點 

 

申請路線詳細 
行駛路段 

 

申請新闢、 
變更路段與其他路線重疊里程 

 

申請新闢、變更路段與其他路

線重疊率達 50%以上者，其他
路線經營現況 

重疊路線名稱： 
重疊路線配車數： 
重疊路線尖、離峰行車間隔： 
重疊路線每日平均班次數： 
重疊路線每日平均載客數： 
其他： 

［平均班次數、載客數以最近半年資料為計算基準］ 
站場名稱 
及地址 

站場 
設施 

 

１、面積： 
２、核定文件及停放車輛數： 
３、目前停放車輛數：    輛 
４、所屬營運路線： 
５、停車場鋪面： 
６、自有或租用： 
７、其他： 

營
運
計
畫 

 １、營運里程(往返)：    公里 
原線里程：    公里 
變更里程：    公里 
 ２、收費段數： 
 ３、分段點(緩衝區)位置： 
各收費區段里程： 
 ４、配置車輛數：   輛 
 ５、每日行駛班次：一般日：        班 
                    例假日：        班 
 ６、頭末班車時間：頭班車時間： 
          末班車時間： 
 ７、尖、離峰班距：尖峰班距： 
          離峰班距： 
 ８、車輛來源： 
 ９、人員配置： 
１０、站址表：如附件 
１１、路線圖：如附件 
１２、其他： 

備註(補貼金額)  
附註：1.站場如屬租用，請註明租約期限。2.營運里程請填具單程營運里程；若往程及返程營運里

程不同，則分別填寫之；營運里程跨越其他縣市境者，則另分別註明縣市境營運里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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