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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國內各有關旅遊、觀光、休閒、交通等公營

造物或大眾交通工具、航空器，所提供各類

優惠福利票價之措施，是否周妥？認有深入

調查之必要乙案。 

貳、調查意見： 

國內大眾運輸業者依法律規定，或基於本身業務需

要或行銷策略等，對老人、身心障礙者、兒童、外國人

及內部員工或眷屬等給予票價優待，究業者提供之各項

優待措施是否合理，及目前大眾運輸事業法定優待票價

差額之補貼方式是否周妥，認有深入瞭解之必要。經向

交通部調閱相關卷證資料，並約詢相關人員後，業已調

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臚陳如下： 

一、鐵路運送規則對於兒童票收費之認定標準，與現行實

務作法有間，交通部允應儘速檢討修正，以符實際： 

(一)按鐵路運送規則第 2 條及第 10 條規定：「國營、地

方營、民營鐵路及經核准經營客貨運輸之專用鐵路

，其客貨運送，依本規則之規定。」、「兒童身高

未滿 115 公分者，免費；滿 115 公分未滿 145 公分

者，應購買半票；滿 145 公分者，應購買全票。前

項兒童滿 115 公分而未滿 6 歲者，經出示身分證件

，得免費；滿 145 公分而未滿 12 歲者，經出示身分

證件，得購買半票。」準此，鐵路運輸業者如交通

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臺鐵局）、台灣高速

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高鐵公司）、臺

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北捷運公司

）及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高雄捷運公

司）等對於身高滿 115 公分未滿 145 公分或身高滿

145 公分而未滿 12 歲之兒童，應予以半價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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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查目前臺鐵局、台灣高鐵公司、臺北捷運公司及

高雄捷運公司等係對於身高滿 115 公分未滿 150 公

分或身高滿 150公分而未滿 12歲之兒童給予半價優

待，顯與上揭規定有間。據交通部表示，現行作法

係依前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配合政府組織改

造，自民國（下同）101 年 1 月 1 日貣併入行政院

，為消費者保護處】98 年 12 月 15 日函示，該會 98

年 11 月 26 日第 171 次委員會議決定略以，「兒童

」之認定，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之定義，未滿 12

歲者即屬兒童，相關收費可參考 6 歲為 115 公分；

12 歲為 150 公分之標準。惟交通部嗣於 101 年 11

月 29 日及 102 年 8 月 12 日 2 度修正鐵路運送規則

，卻未配合實務作法修訂兒童票收費之認定標準，

致實際採認標準與該規則之規定未合，確有怠失。 

(三)綜上，臺鐵局、台灣高鐵公司、臺北捷運公司及高

雄捷運公司等實務上對於兒童予以半價優待之身高

標準為 150 公分，與鐵路運送規則所定之 145 公分

有間，交通部允應儘速檢討修正，以符實際。 

二、對於臺鐵局長期支應鉅額法定優待票價經費之問題

，交通部允宜積極研謀有效之解決方案，以減輕其營

運負擔： 

(一)按發展大眾運輸條例第 9 條規定：「大眾運輸票價

，除法律另有規定予以優待者外，一律全價收費。

依法律規定予以優待者，其差額所造成之短收，由

中央主管機關協調相關機關編列預算補貼之。」；

另發展大眾運輸條例施行細則第 6 條及第 7 條規定

略以：「本條例第 9 條所稱法律另有規定予以優待

，指依老人福利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予

以半價優待…」、「本條例第九條所稱短收，指大

眾運輸事業公告實施之全票票價與優待票價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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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短收，中央主管機關未協調相關機關編

列預算補貼前，得由主管機關納入各票種費率計算

之考量。」查交通部協調相關機關編列預算補貼大

眾運輸事業法定優待票價差額之情形，略以： 

１、91 年 6 月 19 日發展大眾運輸條例頒布後，交通

部即積極與各單位（內政部、各縣市政府）協調，

惟仍無法獲得一致性結論，故報請行政院裁示。 

２、交通部認為法定優待票措施係內政部基於社會福

利考量所訂之法令規定（老人福利法及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性質似應由社會福利相關預算因

應，爰於 94 年 5 月 30 日以交路字第 0940005786

號函建請行政院協調俾利商定後續相關事宜，惟

內政部表示其財源亦屬有限。 

３、行政院秘書長於 95 年 1 月 19 日院臺交字第

0950081298 號函示：「為符合公帄原則，應審慎

研擬全面補貼運輸事業之可行方式，再規劃妥適

新興財源支應，視確定財源依比例分配，並請研

議有關票價稽核、補貼後一般民眾票價調降等配

套措施。」 

４、交通部依上開函示請該部運輸研究所以 97 年 1

月 30 日運管字第 0970001228 號函陳送「大眾運

輸事業法定優待票價差額補貼作業執行方式綜合

報告」，並由該部及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以下

簡稱經建會）多次召開會議研商，經該會第 1337

次會議決議略以：為因應人口高齡化趨勢將致法

定優待票價差額補貼負擔日益沉重，宜再就優惠

規定確實檢討，研提整體可行方案。 

５、爰交通部再辦理「大眾運輸事業法定優待票價差

額補貼作業執行方式之研究」，並於 98 年 6 月 23

日報陳行政院轉經建會審議，經該會 9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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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第 1368 次委員會議討論，結論略以：「本案

考量財源及配套措施尚未妥善規劃確定，全面編

列預算補貼大眾運輸事業法定優待票價差額，具

財政及執行之困難，目前仍應維持現行作法，依

據發展大眾運輸條例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3 項規

定：『中央主管機關未協調相關機關編列預算補貼

前，得由主管機關納入各票種費率計算之考量』

辦理。」 

(二)據交通部表示，目前大眾運輸業者提供法定優待票

所造成之短收，除由政府編列預算補貼、全票乘客

交叉補貼外，部分船舶運送業者及載客小船經營業

者基於社會責任及公益考量，係由其自行吸收；此

外，臺鐵票價依鐵路法第 26 條：「國營鐵路運價率

之計算公式，由交通部擬訂，報請行政院送請立法

院審定之；變更時亦同。國營鐵路之運價，按前項

公式計算，由交通部報請行政院核定實施；變更時

亦同。」之規定，需報請行政院或立法院審議，且

囿於國營事業肩負社會責任及照顧基本民行等因素

，票價結構難以調整，爰對於法定優待票價差額，

亦由臺鐵局自行吸收，經統計該局近 5（98-102）

年度短收之金額總計高達 40億 9,209萬 9,157元之

鉅，對於財務狀況仍為虧損之臺鐵局而言，顯係加

重其營運負擔；又依內政部委託國立政治大學於

100 年 10 月完成之「大眾運輸票價優待檢討及因應

方案之研究」報告，推估於 125 年時，臺鐵局負擔

之法定優待票價差額為 20 億 9,905 萬元。鑑於國人

帄均壽命延長，老年人口急速成長，而身心障礙者

占總人口亦有一定之比例，臺鐵局支應之法定優待

票價經費勢必日益沈重，爰交通部允宜積極研謀有

效之解決方案，以減輕臺鐵局之營運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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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高鐵公司對外國老人、身心障礙者及兒童均予以

半價優待，且未限制非假日或離峰時段使用，其必要

性及合理性有檢討之空間： 

(一)按內政部於 100 年 5 月 26 日函頒之「馬偕計畫」，

係對在我國居住 20 年以上，每年居住超過 183 日，

且經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發給外僑永久居留證，

並年滿 65 歲，長期在我國社會福利、醫療服務、宗

教、教育、文化等領域奉獻服務或具有特殊貢獻之

外籍人士，比照我國老人提供搭乘國內大眾運輸工

具、進入公立（營）風景區、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

享有半價優待，自 100 年 6 月 1 日施行。 

(二)惟查台灣高鐵公司除對符合馬偕計畫者予以半價優

待外，另對外國之老人、身心障礙者及兒童等亦給

予半價優待，詢據該公司表示，係本於同理心而提

供優待，其數量甚微，但可提升國家及公司形象，

吸引國外人士來台觀光，亦會增加公司營收云云。

然觀諸台灣高鐵公司統計近 5（98-102）年度提供

外國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票價優待所短收之金額分別

為新台幣（下同）2,331 萬 2,390 元、3,123 萬 2,085

元、3,925 萬 3,885 元、4,807 萬 3,565 元、5,741

萬 940 元，總計高達 1 億 9,928 萬 2,865 元；又該

優待並未限制非假日或離峰時段使用，相較該公司

提供之早鳥優惠方案（65 折、8 折或 9 折優惠），

其適用車次多為帄日或離峰時段，以增加資源運用

效率之作法，有檢討之空間。另據交通部查復本院

資料，日本、香港、美國、英國等對於我國國民搭

乘其大眾運輸工具，並未有票價優待，是台灣高鐵

公司給予外國之老人、身心障礙者及兒童半價之優

待，亦與帄等互惠原則之精神未合。 

(三)綜上，在台灣高鐵公司尚有鉅額累積虧損及龐大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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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之情形下，仍提供外國之老人、身心障礙者及兒

童票價 5 折之優惠，而由全民負擔高票價，不僅與

帄等互惠原則之精神未合，且有慷全民之慨之虞，

其必要性及合理性均有檢討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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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三，函請交通部切實檢討辦理見復。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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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林慧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