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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大專院校公車進校園計畫專題分析 

壹、 前言 

大專階段通常為青少年獨自外出求學的起始階段，在面臨陌

生環境及駕駛經驗薄弱等條件下，青少年騎乘機車發生事故的機

率則相對提高，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資料顯示，101 至 103 年

青年人口（18-24 歲）機車事故件數每年約占機車事故件數之

34.2%為最高，每年平均死亡人數約為 181 人。為改善其交通安

全，交通部公路總局自 104 年度起推出「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

鼓勵公車駛進校園補助原則」，藉以透過既有營運路線微幅繞駛或

延駛進校園，以完善轄內各大專校院公路公共運輸服務。 

高雄市大專院校共計有 19所（不包括 4所專上級的軍事院校

和 4 所宗教院校），數目全國第三僅次於新北市的 22 所、臺北市

的 27 所，學生總數約為 15 萬人次。而本市大專院校學生現況多

以機車為主要代步工具，為改善其交通安全，本府 104 年起配合

公路總局辦理公車進校園專案計畫，截至 108 年 5 月，每月搭乘

公車進校園運量已較計畫初期成長近 6 倍，且降低青年人口

（18-24歲）機車事故件數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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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現況分析及問題探討 

一、 公車進校園現況 

本市 104 年起配合公路總局辦理公車進校園專案計

畫，自新闢 E09、E10 服務樹德科大以來，歷經近 4 年的

執行，後續加入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輔英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中山大學、高雄科技大學

(海科大、第一科大、高應大合併)、高雄餐旅大學等 8校，

總計有 13條路線(如表 1)配合新闢或繞、延駛，108 年 5

月搭乘人數高達 44,021 人次。 

表 1 公車進校園路線彙整 

學校 路線 調整方式 班次 通車日 

樹德科大-

進校園 

E09 新闢路線(捷運衛武營

站-樹德科大)  

平日 30 班 

假日 0 班 

寒暑假 10 班 

104.9.1(107.9.1

公路總局調降補

助比例) 

E10 新闢路線(捷運草衙站-

樹德科大)  

平日 24 班 

假日 0 班 

寒暑假 10 班 

104.9.1(107.9.1

公路總局調降補

助比例) 

樹人醫專-

校外 
8041 

既有路線繞駛 平日 5 班 

假日 5 班 

105.3.1 

8046 
既有路線繞駛 平日 6 班 

假日 6 班 

105.3.1 

實踐大學-

進校園 
8035 

既有路線繞駛 平日 9 班 

假日 9 班 

105.3.1 

8042 
既有路線繞駛 平日 12 班 

假日 12 班 

105.3.1 

輔英科大-

進校園 

橘 20C 

橘 20B(部分繞駛) 

橘 20C 直達車 

(1) 既有路線延駛 

(2) 增班 

(3) 增開直達車 

平日 41 班 

假日 23 班 

(1) 105.4.1 

(2) 105.9.1 

(3) 108.4.1 

橘 11 既有路線繞駛 平日 4 班 

假日 6 班 

1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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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路線 調整方式 班次 通車日 

紅 8 既有路線繞駛 平日 29 班 

假日 20 班 

105.9.1 

正修科大-

校外 

橘 17(原橘 7C) 增闢區間車(鳳山火車

站-正修科大) 

平日 27 班 

假日 19 班 

105.9.10 

中山大學-

進校園 

橘 1C 既有路線延駛及增班 平日 15 班 

假日 9 班 

105.9.1 

高雄科技大

學-進校園 

7C 增開新路線 平日 16 班 

假日 10 班 

107.9.10 

高雄餐旅大

學-進校園 

紅 1B 增闢區間車(高雄餐旅

大學-捷運小港站) 

平日 10 班 107.2.26 

 

二、 經費來源及路線數量 

除 104 年新闢 E09、E10 兩條路線有申請購車補助以

外，其餘依公路總局規定申請營運虧損補貼，其中部分路

線已達補助年限，依據公路總局最新規定：「逾進校園計

畫補助年限，改以大眾運輸事業補助辦法申請中央補助

1/3」。108年預估向公路總局申請 1,820萬元，本府自籌

1,374萬元(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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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公車進校園計畫各年度中央補助款 

單位：萬元 

三、 現有路線分布區域 

截至 108 年度計有 13 條公車路線服務 8 所大專院校

(海科大、第一科大、高應大合併為高雄科技大學，3 校

併計 1所)，各路線分布如下： 

路線/年度 104 105 106 107 108(預估) 

E09 1,146(購車) 

764(購車)+ 

375.4(營運) 

859.6 920 787.8 465.5 E10 

8041 - 
31.3 35.16 - 

6.9 

8046 - 8.4 

8035 - 
76.9 86.3 - 

9 

8042 - 28.7 

橘 20 - 23.5 
148.24 

- 19 

紅 8 - - 
126.7 

45.7 

橘 11 - - - 15.5 

橘 17 - 66.4 251.3 230 358 

橘 1C - 46 157 127.4 63 

7C - - - 609.5 682 

紅 1B - - - 89.2 118.7 

購車補助 1,910 0 0 0 0 

營運補助 375.4 1,103.7 1,598 1,970.6 1,820.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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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公車進校園路線分布圖（南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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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公車進校園路線分布圖（北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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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車進校園後續營運困境 

(一) 中央補助經費縮減： 

交通部公路總局原則上僅補助「新闢路線」3 年、「繞駛、

延駛」路線 1 年營運虧損補貼，自 107 年起，部分路線

（E09、E10、8041、8046、8035、8042、橘 1、橘 11、

紅 8、橘 20）已達補助年限，依據公路總局最新規定：「逾

進校園計畫補助年限，改以大眾運輸事業補助辦法申請

中央補助 1/3」。 

經統計，E09、E10 扣除上開公路總局補助以及樹德科技

大學每年撥付之 230 萬元，每年仍有 560 萬元之缺口；

8041、8046 每年仍有 30 萬元之缺口；8035、8042 每年

仍有 57 萬元之缺口；橘 1 仍有 126 萬元之缺口；紅 8、

橘 11、橘 20 仍有 160 萬元之缺口。 

另查，尚在補助期間之橘 17、7C、紅 1B 目前缺口僅 204

萬元，補助期滿後將暴增至 1,113 萬元，成為本府虧損補

貼預算負擔。 

表 3 108 年公車進校園中央補助經費與本府自籌金額 

進校園路線 108 年度預估公總補貼金額(萬元) 108 年度本府自籌(萬元) 

E09(107.9.1 到期) 220.2 376 

E10(107.9.1 到期) 245.3 418.8 

8041(106.3.1 到期) 7 14 

8046(106.3.1 到期) 8.4 16.7 

8035(106.3.1 到期) 19.7 39.4 

8042(106.3.1 到期) 9 18 

橘 1(106.9.1 到期) 63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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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 20(106.4.1 到期) 19 38.2 

紅 8(106.9.1 到期) 45.7 91.5 

橘 11(106.9.1 到期) 15.5 31.1 

橘 17(108.9.10 到期) 358 63.2 

7C(110.9 到期) 682 120.4 

紅 1B(110.3 到期) 118.7 20.9 

總計 1,820.4 1,374.2 

(二) 運量成長減緩： 

表 4、表 5彙整各路線平均月運量(排除 2月寒假起間以

及 7、8 月暑假期間)，並計算與去年同期之比較。可看

出除橘 17 以外各路線運量成長皆放緩甚至有下降的趨

勢。其中 E09、E10 今(108)年度運量下降幅度最明顯，

相較去年同期減少近 50%。公路客運路線運量較少，但也

呈現衰退趨勢。作為運量主要來源的橘 20、橘 1也在 107

年達到運量高峰，截至 108 年 5 月，對比去年同期皆出

現些微衰退趨勢。 

表 4 公車進校園運量變化（一） 

 路線 E09 E10 8035 8042 8041 8046 

 學校 樹德科大 樹德科大 實踐大學 實踐大學 樹人醫專 樹人醫專 

104 年月平均 4,325  3,350   -  -  -  - 

105 年月平均  

4,548 

(5.2%)  

3,202 

(-4.4%)  
228  1,054  103   58 

106 年月平均  

4,827 

(6.1%)  

3,100 

(-3.2%)  

220 

(-3.6%)  

848 

(-19.5%)  

358 

(247%)  

 43 

(-25.9%)  

107 年月平均 
6,096 

(26.3%)  

4,026 

(29.9%)  

127 

(-42.3%)  

759 

(-10.5%)  

213 

(-40.5%)   

 40 

(-7%)  

108 年月平均 

(截至 5 月)  

2,698 

(-48.6)  

1,783 

(-47.2%)  

96 

(-66.7%)  

662 

(-35.5%)  

299 

(16.8%)  

 10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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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公車進校園運量變化（二） 

 路線 橘 20 紅 8 橘 11 橘 17 橘 1 7C 紅 1B 

 學校 輔英科大 輔英科大 輔英科大 正修科大 中山大學 高科大 高餐 

104 年月平均 -  -  -  -  -  -  -  

105 年月平均 10,573  - - 154 5,028  - - 

106 年月平均 
11,842 

(12%)  
2,265  1,953 

589 

(87.6%)  

6,705 

(33.4%)  

- - 

107 年月平均  
12,975 

(9.6%)  

2,721 

(20.1%)  

2,350 

(20.3%)  

1,085 

(84.2%) 

8,094 

(20.7%)  

1,626  1,493 

108 年月平均 

(截至 5 月份)  

12,581 

(-3%)  

2,350 

(-13.6%)  

2,149 

(1%)  

1,763 

(133%)  

6,862 

(-10.7%)  

2,037 

(25.3%)  

1,524 

(2.1%)  

備註：值表各路線月運量，()內數值表與去年同期比較，「-」表示該欄位無數值(尚未

實施公車進校園)。計算平均值時排除 2、7、8月(寒暑假期間)。 

(三) 機車仍較具吸引力： 

經各校統計，大一新生搭乘公車就學比例較高(9 至 12

月運量較高且維持成長，1 月寒假後即呈現下降趨勢)，

待熟悉環境後，仍以機車為通勤代步工具為主，此現象

在技職體系科大更為明顯。依據正修科技大學統計，在

校學生有將近半數為進修部學生，平日上午需先工作，

待下班後再前往學校就讀，機車兼任其上下班通勤運

具，較難以改變使用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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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改善策略 

為有效提昇各大專院校學生使用公共運輸比例，進一步減少

機車使用量與事故傷亡數，後續擬依據各校交通環境與旅運需

求，透過下列具體作法，因地制宜研擬推動方案： 

一、 針對運量較高學校提升供給 

表 5 顯示橘 1、橘 17、橘 20 公車係運量主要來源，較

具成長空間。因應運量持續成長，橘 1 自 108 年 3 月 1

日起，平假日各增 1 車次；橘 17 自 107 年 9 月 1 日起

增班平日 12 車次、假日 4 車次，運量持續倍數成長。

108 年 4 月 1 日起橘 20C 試辦增班直達車平日 12 車次、

假日 9 車次，平日平均每車次搭乘人數仍達 15 人次以

上。上開路線皆屬於提升供給後可吸引更多潛在乘客之

路線。 

二、 與校方合作抑制私人運具 

與市區監理所合作到學校進行道安講習，讓學生（特別

是大一新生）瞭解騎機車的潛在風險。部分學校也配合

減發校內機車停車證或提高機車停車證申請費用控管

校內主要道路或宿舍區鄰近道路禁行機車，降低機車使

用便利性，以抑制學生機車使用量。 

三、 開創經費挹注來源 

積極與校方洽談各種形式之經費補助，目前已有樹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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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大學以每年 230 萬元挹注本府營運虧損補貼方式辦

理，該校亦負擔校內候車亭建置費用 47%之工程經費。

中山大學方面則以直接補助師生登記學生證號免費搭

乘搭乘的方式，每年補助約 100 萬元。 

四、 加強行銷與鼓勵 

為鼓勵學生減少機車使用並以公共運輸作為替代運

具，公車進校園計畫亦補助各學校研提各類行銷與推廣

計畫(例如：搭公車集點贈禮券、抽獎等)，專案補助之

內容以「宣導公共運輸使用」並「管制機車使用」為主，

另可藉由宣導活動、舉辦觀摩會或成果展等方式，間接

向家長或學生說明學校已具公共運輸服務，透過各種方

式減少學生機車之使用。 

另外，為使公車服務資訊普及，已請校方將路線圖、時

刻表印製在新生手冊上供學生參考，並於新生訓練時加

強宣導，同時定期以電子郵件方式，公告全校師生周

知，並確實在學校網站上放置公車時刻表及停靠點。 

為能即時了解學生對本專案之建議，以提出更符合學生

需求之公共運輸服務，專案小組與學校合作建置公車進

校園專區留言板，本專案小組除不定期上網確認各使用

者之需求建議外，學校也可根據學生反映進一步提出路

線改善方案或新闢路線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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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早規劃退場機制 

針對運量較低且無成長趨勢之路線，已著手規劃退場機

制，預計優先取消或研議替代服務路線如下： 

(一) 取消公路客運校園班次：8035、8041、8042、8046

等公路客運路線運量持續偏低，較不具經濟效益，

將研議停駛。 

(二) E09、E10 規劃減班：自 108 年暑假起，寒暑假期間

僅行駛 E09，共 5 車次，開學之後則視新生搭乘狀況

持續研議減班。 

(三) 橘 17 改由公車式小黃服務：橘 17 運量雖有持續成

長，惟每車次運量仍僅維持 4 至 5 人次，預計 108

年 9 月 10 日補助期滿後改以公車式小黃服務。 

(四) 7C 減班改由其他路線服務：7C 運量雖有持續成長但

難以支應路線營運，預計與其他路線整併，將燕巢

地區各大學城到市區的公車路線簡化為到高鐵左營

站(例如：E03、E04)及捷運衛武營站 2 類(例如：E09、

E10)。 

(五) 紅 1B 減班：紅 1B 運量雖有成長但幅度難以支應路

線營運，已規劃假日取消行駛紅 1B 區間車，平日仍

維持 10 車次服務水準，後續將持續研議寒暑假平日

區間車減班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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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執行成效分析 

一、 路線運量分析 

(一) 總體運量分析 

自 104 年 9 月 1 日 E09、E10 服務樹德科大統計，公車

進校園從月運量不滿 1 萬人次，到目前穩定服務 4 萬人

次/月。其中，橘 20 服務輔英科大每月運量將近 2 萬人

次，另外 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2 月「冬季空汙公車免

費搭」亦曾使公車進校園月運量突破 5 萬人，且在活動

結束後，也將月均運量由 3 萬人次提升到 4 萬人次。 

 

圖 3 公車進校園總運量分析 

(二) 各校路線運量分析 

1. 樹德科技大學 

自 104 年 9 月闢駛以來，於 104 年 10 月、104 年

冬季空汙公車免費搭 

橘 20 服務輔英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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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107 年 3 月皆陸續調增班次，從原先 E09

每日 12 車次、E10 每日 8 車次，增加到 E09 每日

16 車次、E10 每日 13 車次，惟運量並沒有持續成

長。107 年 12 月運量達到最高峰後，108 年運量

皆呈現急遽下降，校方分析原因係校內宿舍落

成，導致外宿學生減少，以及寒假後購買機車學

生較多，搭乘公車學生減少。 

 

圖 4 樹德科技大學公車進校園路線運量 

2. 樹人醫專 

自 105 年 3 月繞駛以來，8042 於 105 年 12 月達到

運量高峰，後續則持續衰退，每年接近暑假時有

一波運量高峰；另外，8035 運量則一直維持在每

月 200 人上下。 

107.3.1 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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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樹人醫專公車進校園路線運量 

3. 實踐大學 

自 105 年 3 月繞駛以來，8041 於 106 年 12 月冬季

空污公車免費搭時期達到運量高峰，後續則持續

衰退；8046 運量則一直未能吸引學生前來搭乘。 

 

圖 6 實踐大學公車進校園路線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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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輔英科技大學 

橘 20 自 105 年 4 月繞駛輔英科大，因校方積極配

合管理私人運具，且投入經費改善校內候車空

間。經 105 年 9 月再次增班，運量迅速增加達月

運量 10,000 人以上，占本市公車進校園計畫運量

之三分之一強。108 年 4 月 1 日又規劃橘 20C 直

達車，亦有效吸引潛在需求，使運量成長 4,000

人次，每月搭乘人次甚至超越 106 年 12 月之「冬

季空污公車免費搭」時期。 

紅 8、橘 11 則自繞駛以來，各維持 2,000 至 3,000

人次運量，屬於客群較穩定的路線。 

 

圖 7 輔英科大公車進校園路線運量 

5. 正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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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 17(原橘 7C)自 105 年 9 月 10 日新闢後，運量雖

有成長但幅度緩慢，107 年 9 月 1 日起增班平日

12 車次、假日 4 車次，運量呈現倍數成長，但每

車次運量仍僅有 4 至 5 人次。 

 

6. 中山大學 

橘 1C 自 105 年 9 月 1 日新闢後，由於校方配合推

出師生登記員工／學生證號免費搭乘措施，運量

從每月 3,000 人次成長到 8,000 人次，冬季空污公

車免費搭時期運量更曾經突破 12,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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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中山大學公車進校園路線運量 

7. 高雄科技大學 

自 107 年 9 月新闢路線後，運量雖有成長，但幅

度不大，又因路線較長，造成營運虧損補貼偏高，

已預擬退場機制，由其他路線替代（E03、E04 等）

服務。 

 

圖 9 高雄科技大學公車進校園路線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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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雄餐旅大學 

自 107 年 3 月新闢路線後，運量雖有成長，但幅

度不大，已於 108 年 5 月 20 日平日減班 1 車次，

假日取消行駛。 

 

圖 10 高雄餐旅大學公車進校園路線運量 

二、 各校學生肇事情形分析 

由圖 11、圖 12 可看出各校肇事件數皆有顯著下降，

且下降幅度與運量有一定程度相關（對照表 4、表 5、

表 6），其中較明顯的是正修科大、輔英科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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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各校機車肇事件數 

樹德科大在公車進校園整年度實施後隔（106）年，機

車肇事人數即顯著下降，惟本（108）年度運量大幅下

降，肇事件數又倒退回到 105 年水準（108 年僅統計 5

個月即達到 105 年總數之一半）。 

正修科大運量持續穩定成長，肇事件數和學生死傷人數

也穩定下降。最為明顯的是輔英科大，自從公車進校園

以後，運量持續提升，肇事件數也降低。 

 

圖 12 各校機車肇事死傷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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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公車進校園後運量成長幅度與肇事改善情形對照表 

項目 機車肇事件數(件/%) 機車肇事死傷數(件/%) 運量成長百分比 

學校/年度 105 106 107 105 106 107 105 106 107 

樹德科大 60(-23%) 14(-76.7%) 31(-48.3%) 75(-7.4%) 15(-80%) 40(-48%) 20.7% 3.3% 31.9% 

實踐大學 57(-) 54(-5.3%) 16(-71.9%) 68(-) 60(-11.8%) 19(-72.1%) - -16.7% -% 

樹人醫專 28(-) 25(-10.7%) 13(-53.6%) 41(-) 39(-4.9%) 24(-41.5%) - 149% -% 

輔英科大 75(-) 17(-77.3%) 23(-69.3%) 71(-) 18(-74.6%) 29(-50.56%) - 51.9% % 

正修科大 159(-) 127(-20.1%) 104(-34.6%) 159(-) 149(6.3%) 105(-34%) - 87.6% % 

中山大學 71(-) 48(-32.4%) 58(-18.3%) 67(-) 50(-25.4%) 58(-13.4%) - 33.4% % 

高雄科大 - - 106(-) - - 99(-) - - - 

高雄餐旅 - - 35(-) - - 28(-) - - - 

備註：()內數值表係與實施年同期比較，「-」表示該欄位無數值(尚未實施公車進校園或無前期可比較) 

三、 路線營收效益分析 

以下將各公車進校園路線運量、車次、補助里程、票價

彙整進行車公里營收分析。其中，E09、E10 為快線公車，

上車收費 12 元，經國道後加收 18 元，共計 30 元，本

次分析假設所有師生搭乘 E09、E10 皆經國道往返樹德

科技大學於市區。公路客運 8035、8041、8042、8046

皆假設師生僅搭乘基本里程，收費 26 元。其餘市區公

車及捷運接駁公車，皆以學生票 10 元計算。 

(一) 各校路線營收分析 

1. 樹德科技大學 

由圖 13 可看出，E09、E10 自闢駛後，車公里營收

約在 10 元上下波動，108 年起持續下降至不滿 5

元，其原因為路線較長且增班後未能有效拉抬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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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樹德科技大學公車進校園車公里營收 

2. 實踐大學 

由圖 14 可看出，8042 車公里營收優於 8035，在部

分營運時期可達到自負盈虧(車公里營收大於 40 元)

的水準，其原因為 8042 可以直達高鐵台南站，對中

北部學生返鄉或返校較高鐵左營站有吸引力。8035

僅可接駁至旗山轉運站，尚需轉乘其他路線才可到

達市區或高鐵左營站，運量較難提升。 

107.3.1 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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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實踐大學公車進校園車公里營收 

3. 樹人醫專 

由圖 15 可看出，除 106 年 12 月冬季空污公車免費

搭時期，兩條路線運量皆難以自負盈虧，其中 8046

車公里營收一直低於 5 元，其原因為班次較少，且

路線與 8041 重複，乘客偏好搭乘班次較多之 8041。 

 

圖 15 樹人醫專公車進校園車公里營收 



27 

 

4. 輔英科技大學 

圖 16 顯示，橘 20 公車進校園已成為可穩定自負盈

虧的路線，在學生搭乘的高峰期（9 月份開學新生

報到後）車公里營收甚至可達 100 元以上，108 年 4

月 1 日增班後雖然平均車公里營收略有下降，但仍

維持在 40 元以上。 

橘 11公車因每日僅 6車次於上下課時段繞駛輔英科

大，學生搭乘時段較集中，車公里營收高於每車次

皆延駛之紅 8 公車，後續將檢討紅 8 公車全車次延

駛之必要性。 

 

圖 16 輔英科技大學公車進校園車公里營收 

5. 正修科技大學 

圖 17 顯示橘 17(原橘 7C)車公里營收雖有成長趨勢

但難以自負盈虧，查其原因為正修科技大學學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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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半數為進修部學生，上午需上班，而機車仍為其

主要運具，公車難以滿足其到校前之旅運需求。後

續將研議由公車式小黃服務本路線。 

 

圖 17 正修科技大學公車進校園車公里營收 

6. 中山大學 

圖 18 顯示橘 1 公車進校園在部分時期有潛力成為

可穩定自負盈虧之路線，其原因為中山大學以登記

員工或學生證號免費搭乘的方式鼓勵校內師生多加

利用，每年 9 月新生入學時期運量皆有明顯成長，

後續將探討入學後運量流失原因，俾利培養學生文

定搭乘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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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中山大學公車進校園車公里營收 

7. 高雄科技大學 

圖 19顯示7C車公里營收雖有成長趨勢但難以自負

盈虧，查其原因為路線過長，學生搭乘意願不高且

補貼款較高。 

 

圖 19 高雄科技大學公車進校園車公里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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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雄餐旅大學 

圖 20顯示紅 1B車公里營收雖有成長趨勢但難以自

負盈虧，並未發揮路線直達捷運站之優勢，後續將

請校方協助探討師生未能多加利用之原因。 

 

圖 20 高雄餐旅大學公車進校園車公里營收 

 



31 

 

(二) 自負盈虧目標分析 

表 7、表 8 彙整各路線逐年平均每車次運量及滿足自負

盈虧所須達到的運量目標。其顯示里程較長之新闢路線

（E09、E10、7C）若要自負盈虧，須達班班客滿的運

量水準(70 人次/車)，其中 7C 更已超過每車次最大運能

(140 人次/車)，顯示里程過長、票價結構不合理等問題。

對比橘 20、橘 1因里程較短，載客率高而較能自負盈虧。 

表 7 公車進校園各路線自負盈虧目標（一） 

路線 E09 E10 8035 8042 8041 8046 

每車次補助里程(公里) 40 53 4 9.6 5.6 5.6 

運量/車次 

(人次/車次) 

104年 14.3 14.5 - - - - 

105年 14.1 12.8 1.4 5.0 1.2 0.6 

106年 15.3 12.9 1.3 4.0 2.9 0.4 

107年 14.4 11.0 0.7 3.6 1.6 0.2 

108年 8.1 6.0 0.6 3.6 2.2 0.1 

逐年平均 13.7 11.6 1.1 4.1 2.0 0.4 

合理運量/車次 

(人次/車次) 
53.3 70.7 6.2 14.8 8.6 8.6 

表 8 公車進校園各路線自負盈虧目標（二） 

路線 橘 20 紅 8 橘 11 橘 7C 橘 1 7C 紅 1B 

每車次補助里程(公里) 2 3.6 5.2 11.5 5.3 38 9 

運量/車次 

(人次/車次) 

104年 - - - - - - - 

105年 14.4 - - 0.4 12.7 - - 

106年 13.0 2.4 8.3 1.1 12.3 - - 

107年 14.2 2.8 10.9 1.6 21.1 4.0 4.8 

108年 11.5 2.7 10.6 2.3 15.3 4.3 4.8 

逐年平均 13.4 2.7 10.1 1.4 16.0 4.2 4.8 

目標運量/車次 

(人次/車次) 
8.0  14.4  20.8  46.0  21.2  152.0  36.0  

備註：目標運量/車次=車公里成本/票價*每車次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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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一、 公車進校園能有效降低學生機車肇事件數 

由表 6 可看出，公車進校園運量成長較顯著的學校，其

學生機車事故件數與傷亡數較低，足見公車進校園對於

學生交通安全上仍有一定提升效果。 

二、 路線較短之繞駛、延駛較可能自負盈虧 

由表 7、表 8 可看出路線較短的橘 20、橘 1 較常達到自

負盈虧之目標，而新闢路線 E09、E10、7C 則因里程較長

而難以自負盈虧，甚至造成營運虧損補貼之負擔，未來

如有新闢公車進校園路線，應以短距離延駛、繞駛或區

間車模式辦理，每車次新增里程應小於 10 公里。 

三、 學校積極配合可有效提升運量 

由執行成效分析之「各校路線運量分析」可看出，運量

成長幅度較佳且總運量較高之橘 20、橘 1，校方皆有提

出抑制私人運具、鼓勵大眾運輸之積極作為，其中輔英

科大提高申辦機車停車證之門檻並積極改善候車空間，

中山大學更提出以登記員工、學生證號即可免費搭乘等

優惠措施，公車進校園廣為師生週知，運量成長較穩定。 

四、 績效不良路線應預擬退場機制 

針對運量較低之路線，應規劃退場機制，預先與校方洽

談中央補助期滿後，班次調整、替代服務路線等相關事

宜或由校方提出挹注經費或加強行銷等積極配合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