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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106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交通部為提升公路汽車客運及離島海運客運

營運品質，已訂有相關營運虧損補貼及管理

規範，惟部分規範及監督管理作業未盡周

妥，允宜檢討改善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係據審計部民國（下同）106年度中央政府總決

算審核報告，交通部為提升公路汽車客運及離島海運客

運營運品質，已訂有相關營運虧損補貼及管理規範，惟

部分規範及監督管理作業未盡周妥等情，本案經調閱交

通部公路總局（下稱公路總局）及航港局、審計部等機

關卷證資料，並於108年8月12日現場詢問上開機關人

員，已調查完竣，綜整有關缺失，列述調查意見如下： 

一、公路總局允應善用公路汽車客運動態資訊管理系統

之偏移路線統計報表資料，用以勾稽業者電子票證交

易紀錄，以確保公路汽車客運業者班車行駛於核定路

線與核計乘客票價優惠金額之正確性，以提升相關對

業者之營運管理。 

(一)依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下稱運管規則）第40條

第1項規定，公路汽車客運業班車，應依營運路線

許可證所核定之路線起點、經過地點、終點、里程

行駛營運並停靠核定之站位上下客。同規則第137

條規定，汽車運輸業違反該規則規定者，應依公路

法第77條第1項之規定舉發。另依據交通部公路總

局鼓勵使用公路汽車客運電子票證票價優惠措施

執行管理要點（下稱電子票證優惠要點）第2點規

定，票價優惠措施實施對象為搭乘領有該局核發營

運路線許可證之公路汽車客運路線並使用電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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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之乘客。同要點第4及6點規定，業者應檢附電子

票證公司或清分機構產出原始明細紀錄電子檔，向

所轄監理所站申請領回其墊付之乘客票價優惠金

額。受理機關應依第8點規定之審查項目及該要點

附表2所訂異常明細篩選及審核原則，篩選異常明

細紀錄。倘業者申請資料不實，應依第11點規定，

以實際稽核結果調整；已撥付款項者，則追回其溢

領金額。 

(二)查公路總局於98年起開始建置「公路汽車客運動態

資訊管理系統」，歷經4年系統建置及測試業於103

年正式上線，該系統係為保存及管理資料量龐大之

公路客運路線資料及變更調整歷程，爰建置系統將

前述資料電子化，並於車輛建置車機以收集定位資

料，俾提供民眾即時之乘車資訊，有效減少候車時

間。其系統功能，民眾端：提供公路客運預估到站

時間、路線、班次時刻表及票價等資訊查詢。業者

端：產出營運報表供業者自主管理。監理所端：透

過系統查詢路線變更歷程辦理路線審核，並可產出

異常報表督導轄管業者。經據該局臺北區監理所說

明，該所對於業者班車是否行駛於核定路線之管

理，係按日、週或月檢視業者行車班次合格率偏低

者，利用動態資訊系統之動態時刻表查詢行車狀

況，如有站位未觸發等疑似違規情形，則查看歷史

軌跡並函請業者說明；或依民眾申訴，比對動態資

訊系統之歷史軌跡是否相符？並函請業者說明，倘

確有違反運管規則第40條第1項之規定，則製單舉

發。惟因該動態資訊系統內各項數據資料受車機、

衛星定位或天候因素影響，該所並未直接利用系統

產製之偏移路線統計報表作為判斷違規與否之依

據，頇視業者說明後再予評判。 



3 

 

(三)經審計部運用動態資訊系統偏移路線統計報表，於

106年6月5日至6月9日國光客運公司之行車資訊與

臺北區監理所核定補助該公司同期間非接觸式電

子票證票價優惠補貼（下稱票差補貼）之電子票證

交易明細資料勾稽比對結果，國光客運公司班車行

駛於非核定路線上且有乘客電子票證交易紀錄者

計有545筆，而有未依核定路線行駛之情事，然臺

北區監理所並未函請業者說明，即核撥乘客票價優

惠補貼款，嗣經該局臺北區監理所查明該公司確有

違反運管規則第40條規定，已於106年12月25日製

單舉發在案，並將票差補貼申請案扣除該等異常交

易筆數之非接觸式電子票證票價優惠補貼金額，計

新臺幣（下同）4,577元。 

(四)據公路總局於約詢時提供之書面資料指出，有關利

用該偏移路線統計報表資料勾稽業者電子票證交

易紀錄一節，經該局各區監理所測試使用後，確認

可使用該報表內與偏移開始時間相關之欄位資料

達成勾稽電子票證交易紀錄之檢核目的，惟因發現

產出之紀錄多為駕駛員操作車機錯誤、車機GPS飄

移等因素，需人工逐筆查核確認，仍需調整系統功

能方可作為勾稽業者電子票證交易紀錄。據復，為

此該局分別因該報表召開107年6月21日及11月6日

2次「公路汽車客運動態資訊管理系統業務工作圈」

會議暨108年4月12日召開「使用偏移路線統計報表

資料勾稽業者電子票證交易」等會議，已研商出使

用偏移路線統計報表資料勾稽業者電子票證交易

紀錄之具體改善方案，將以票證電子檔之「車號」、

「上車時間」、「下車時間」等欄位對應公路汽車客

運動態資訊系統偏移路線紀錄之「車號」、「偏移開

始時間」、「恢復正常時間」等欄位作為檢核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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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可有效檢核電子票證上下車時間落於系統出

現行駛非核定路線訊息之異常紀錄，協助各區監理

所查審核電子票證票價優惠補助貼資料，上開功能

開發時程預計於108年8月底前完成，俟系統修正完

成後即可作為稽核電子票證優惠措施補助金額之

工具。 

(五)綜上，公路總局為加強公路汽車客運業之營運管理

及辦理相關補貼作業，訂有運管規則、電子票證優

惠要點等規定，以監督並扶助公路汽車客運提升營

運服務品質，允應並研議修正電子票證優惠要點相

關規定，增訂利用動態資訊系統之偏移路線統計報

表資料勾稽業者申請票差補貼所提送之電子票證

交易紀錄相關作業規範，以加強班車行駛於偏移路

線異常案件之查處，確保補助金額之正確性，允宜

督促查明妥處。 

二、公路總局辦理公路汽車客運偏遠服務路線營運虧損

補貼作業，除應覈實計算業者虧損金額，基於偏鄉居

民交通需求考量及路線永續經營理念，允應一併考量

業者相關業外收入（如廣告收益）及額外成本（如空

污支出）之實需，以健全對客運業者之補貼制度與規

範。 

(一)有關公路汽車客運偏遠服務路線營運虧損，係依據

發展大眾運輸條例第10條訂定之大眾運輸事業補

貼辦法辦理，該辦法於第5條及第10條訂有申請補

貼條件及補貼計算公式，另為利虧損補貼審查作業

之順行，公路總局再依大眾運輸事業補貼辦法第5

條授權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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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管理要點）補充執

行細節並據以執行。依管理要點第6點規定之作業

程序，該局受理業者申請資料後成立補貼初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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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並據管理要點所訂之審查原則進行初審後，

提送公路汽車客運審議委員進行審議，各區監理所

再依業者實際行駛情形分3期撥付補貼款。 

(二)經查，上開補貼審議之考量標準，係以收益與成本

之採計情形。有關成本部分包含：採用經核定之每

車公里成本，該成本依汽車運輸業客貨運運價準則

第5條規定包括燃料、附屬油料、輪胎、車輛折舊、

修車材料、行車人員薪資、行車附支、修車員工薪

資、修車附支、業務員工薪資、業務費用、各項設

備折舊、管理員工薪資、管理費用、財稅費用、稅

捐費用等計算項目。收益部分則僅包含：採計客票

（客運）收入、敬老愛心票收入及其他免費乘車收

入項目。 

(三)據公路總局於約詢時提供之書面資料指出，依管理

要點第7點規定，路線別補貼金額計算公式為最高

補貼金額＝〔（合理營運成本＊W1 ）＋（合理資本

設備投資成本＊W2）－實際營運收入〕＊班次數＊

路線里程＊路線補貼分配比率。同要點第5點規定

業者申請補貼時程及計畫表件，其中申請路線別營

運虧損最高補貼金額概算表僅以客票收入（含實際

票收及地方政府提供敬老、愛心票及其他免費乘車

收入）計算業者營運實績，並未將業者車廂廣告等

業外收入納入計算（按：目前僅新竹縣政府於補貼

市區汽車客運業路線虧損作業規定第6點規定，客

運業如於車體有廣告行為，除公益廣告外，其廣告

內容應先經該府核准，並將廣告收入列入每年實際

營運收入。）然查，路線別補貼金額計算公式中之

「實際營運收入」是否僅含客票（客運）收入？又

業者目前合於規定之實際收入或業外收入，尚包含

哪些項目？有關車體廣告收入，是否已確定納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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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實際營運收入以核計抵減營運虧損補貼金額？

另其他有無納入計算公式之之業外收入（如衍生商

品、異業行銷）及額外支出（如空污成本、一例一

休）等之研議是否已一併考量？皆應覈實計算客運

業者實際虧損金額，以落實政府補貼經費之效能。 

(四)綜上，公路總局為促進大眾運輸發展，提供民眾基

本民行需求，辦理公路汽車客運偏遠服務路線營運

虧損補貼作業，基於偏鄉居民交通需求考量及路線

永續經營理念，允宜一併考量其他有無納入計算公

式之業外收入（如車廂廣告、衍生商品）及額外支

出（如空污環保、一例一休）等研議，皆應覈實計

算客運業者實際收支金額，以確實計算虧損金額，

健全對客運業者之補貼制度與規範。 

三、航港局為提升船舶客運業營運品質，依據大眾運輸營

運與服務評鑑辦法及離島海運客運固定航線營運補

貼作業等規定執行，惟對離島民眾交通基本權之維護

與獎勵績優業者之服務品質確保，於執行離島航運補

貼分配措施皆應兼顧，審酌各航線營運績效等因素調

整補貼金額之分配比率及明定調整補貼金額分配比

率之計算公式，以落實政府照顧離島居民交通可行之

美意。 

(一)離島地區居民對外交通及民生物資運送均依賴海空

運輸，而空運易受天候環境影響，若發生航班停飛

則頇由海運疏運滯留之乘客，另部分離島地區對外

交通僅依靠海運維持，故需由政府部門給予經費辦

理離島海運營運補貼，以維持穩定之海運航班，滿

足離島地區基本交通及民生需求。故航港局辦理離

島航運營運補貼係依據發展大眾運輸條例及大眾

運輸事業補貼辦法，針對經營固定航線及固定航次

臺灣本島與離島間、離島之間航線之船舶運送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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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客小船經營業，補貼其年度營運虧損。該局每年

並會邀請專家學者及相關單位代表組成審查小

組，開會審查相關營運資料及審定補貼金額，核定

補貼金額後按二期辦理補貼款核撥。 

(二)嗣依離島海運客運固定航線營運補貼作業規定第7

點規定，離島海運客運固定航線營運之補貼，係補

貼經營離島或服務性客運固定航線當年度資本設

備投資及產生營運虧損者，其補貼金額係依照大眾

運輸事業補貼辦法第10條規定公式計算，各航線補

貼之分配比率係依個別航線當年度預估資本設備

投資及營運虧損金額占所有航線當年度預估資本

設備投資及營運虧損總金額之比例審定，並依各航

線營運績效、營運損益、業者經營管理及對主管機

關為照顧人民行的權利提出服務航線或航班政策

之配合程度等條件進行調整。經查交通部辦理相關

補貼作業，僅依個別航線當年度預估營運虧損金額

占所有航線當年度預估營運虧損總金額之比例審

定，未依規定審酌各航線營運績效等因素調整補貼

金額之分配比率，且現行作業規定未明定調整補貼

金額分配比率之計算公式。如可參考公路汽車客運

偏遠服務路線營運虧損補貼審議及執行管理要點

第7點規定，訂定各航線補貼分配比率計算公式，

並納入服務品質因子（營運與服務評鑑成績）及航

線經營績效因子（該航線上年度每航次載客人數成

長率），以強化業者提升營運服務品質及經營績效

之誘因，促進離島海運客運營運服務品質及改善其

營運虧損情形。 

(三)據航港局於約詢時提供之書面資料指出，因離島海

運航線大部分屬虧損路線，海運業者經營意願較

低，需透過補貼業者以維持航線經營，保障離島居



8 

 

民基本民行的權益，為更精進完善我國海運客運評

鑑制度，研議評鑑航線分為補貼航線及一般航線，

並將評鑑結果分別結合補貼款及獎勵金方式來做

為改善其營運及服務品質，刻正辦理屏東東港-小

琉球海運客運固定航線試辦評鑑計畫；且大眾運輸

營運與服務評鑑辦法第11條規定，大眾運輸營運與

服務評鑑結果，得作為主管機關有關大眾運輸路

（航）線經營權、營運虧損補貼計畫及其他大眾運

輸獎助計畫審議之參考依據。故稱，依該條文意

旨，主管機關得視情形將大眾運輸營運與服務評鑑

結果，作為營運虧損補貼之參考，非屬強制規定。

惟所稱，除未將運輸營運與評鑑結果，作為虧損補

貼之參考外，亦未明定調整補貼金額分配比率之計

算公式。 

(四)綜上，航港局辦理航運營運補貼，係依據發展大眾

運輸條例及大眾運輸事業補貼辦法，針對經營固定

航線及固定航次臺灣本島與離島間、離島之間航線

之船舶運送業及載客小船經營業，補貼其年度營運

虧損，而訂有大眾運輸營運與服務評鑑辦法及離島

海運客運固定航線營運補貼作業規定，惟相關補貼

作業，僅依個別航線當年度預估營運虧損金額占所

有航線當年度預估營運虧損總金額之比例審定，未

審酌各航線營運績效等因素調整補貼金額之分配

比率，且現行作業規定未明定調整補貼金額分配比

率之計算公式，顯難對離島民眾交通基本權之維護

與獎勵績優業者之服務品質確保，故該局於執行補

貼分配措施皆應兼顧，以落實政府照顧離島居民交

通可行之美意。 

四、航港局允應儘速訂定載客小船及船舶運送業之評鑑

執行要點，以確保船舶客運業營運品質，除穩定離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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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線行駛外，並應依規落實派員抽查考核離島海運客

運固定航線業者補貼計畫執行情形，以善盡監督考核

之責。 

(一)交通部為對大眾運輸之營運及服務辦理定期評鑑，

訂有大眾運輸營運與服務評鑑辦法，依該辦法第2

條第1項第5款及第6款規定，交通部及船舶所在地

之航政主管機關應負責載客小船及船舶運送業之

營運與服務評鑑，同辦法第4條規定，主管機關應

訂定相關評鑑執行要點，辦理大眾運輸營運與服務

評鑑，應依前條評鑑項目訂定評鑑執行要點，載明

辦理方式、評鑑指標、計分方式、作業時程及相關

書表等事項，公告後實施。 

(二)然據航港局於約詢時提供之書面資料指出，現行有

關「交通部航港局營運與服務績優客船及載客小船

選拔實施要點」係104年5月6日訂定，惟於同年10

月2日進行實地考評，經考評審查會討論後主席裁

示，考評項目應將評分標準更客觀、具體計量化，

爰參考船舶法、船員法及航業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依大眾運輸營運與服務評鑑辦法第3條，評鑑項目

分為場站設施與服務、運輸工具設備與安全、旅客

服務品質與駕駛員管理、公司經營與管理等4項訂

定評鑑指標，將該實施要點考評評分表之評分項目

修正為場站設施與服務、運輸工具設備與安全、旅

客服務品質與船員管理、公司經營與管理等4項，

並考量安全係營運管理作為，將服務亦納入考評項

目，以表彰績優之效，爰修正為「交通部航港局營

運與服務績優客船及載客小船選拔實施要點」並自

104年11月12日起頒布生效。後經於「104 年度交

通部航港局營運與服務績優客船及載客小船選拔」

複評審查會討論，將考評評分表區分為客船及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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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船，爰修正實施要點並自105年2月19日起頒布生

效。另為配合「107年度交通部推動性別帄等計畫」

將性別帄等指標納入評分項目，及參照「大眾運輸

營運與服務評鑑辦法」規定，將選拔活動由每年辦

理1次調整為每二年辦理1次，爰修正實施要點並自

107年7月25日起頒布生效。 

(三)然依發展大眾運輸條例第7條規定，主管機關對大眾

運輸之營運及服務應定期辦理評鑑。另依大眾運輸

營運與服務評鑑辦法第4條規定，主管機關應訂定

相關評鑑執行要點，載明辦理方式、評鑑指標、計

分方式及作業時程等事項。惟查交通部及航港局迄

未訂定載客小船及船舶運送業營運與服務評鑑執

行要點，核與上開規定不符。雖據航港局稱，已訂

定交通部航港局營運與服務績優客船及載客小船

選拔實施要點，惟該要點尚非依據大眾運輸營運與

服務評鑑辦法第4條規定訂定，未具強制性，且未

與離島海運業者之營運補貼與服務評鑑規定相結

合，應請儘速檢討訂定，以有效督促業者提升營運

服務品質。 

(四)另查，依離島海運客運固定航線營運補貼作業規定

第10點，有關補貼計畫情形之考核規定，交通部及

初審機關應於年度補貼計畫核定後派員抽查考核

業者補貼計畫之執行情形，每月至少2次，並作成

紀錄，作為核計補貼金額之參考。惟據審計部抽查

航港局所屬航務中心106年9月份考核船舶運送業

業者補貼計畫執行情形，發現僅辦理年度查驗作

業，航港局南部航務中心未辦理抽查考核作業，核

與上開規定不符。 

(五)綜上，航港局雖稱已訂定交通部航港局營運與服務

績優客船及載客小船選拔實施要點，惟該要點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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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大眾運輸營運與服務評鑑辦法第 4條規定訂

定，未具強制性，故該局允應儘速訂定載客小船及

船舶運送業之評鑑執行要點，以確保船舶客運業營

運品質，除穩定離島航線行駛外，並應依規派員抽

查考核離島海運客運固定航線業者補貼計畫執行

情形，以善盡監督考核之責，允宜檢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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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二，函請交通部公路總局確實檢討改

進，並於二個月內見復。 

二、調查意見三至四，函請交通部航港局確實檢討改進，

並於二個月內見復。 

三、調查意見一至四，函復審計部。 

四、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處

理。 

調查委員：蔡培村  

 楊美鈴 

李月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