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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問題背景與研究動機 

我國自民國四十九年開始，由公營的台汽客運提供往來各城鎮間之國道客運

服務，但由於當時所提供之班次路線無法滿足乘客需求，造成許多民間業者私自

經營，爭相搶奪客源，客運業呈現混亂的情況。交通部為解決此一困境，特於民

國八十四年起開放客運路線，並整合各家民營業者成立統聯客運，解決此一亂象。 

近年來，由於經濟發展，城際間之旅次活動頻繁。國內城際旅次所使用之大

眾運具以公路、鐵路、航空三者為主，雖然國道客運所提供之旅運服務在時間上

不及航空快速，也不及鐵路系統準點、不塞車之特性，但國道客運能於平常時段

提供行車順暢、價格低廉的運輸服務，且其交通可及性高，可省去部分民眾轉車

之苦。在此優勢之下，許多業者看好這塊市場，紛紛搶入提供服務。 

由於台北車站早期即為交通最發達便利之運輸中心，故許多國道客運便以此

為主要集散地，集中於承德路上。除國光客運(原台汽客運)外，大部分的業者因

無法擔負過高之場站成本，因此僅設置旅客購票、候車區域，當客運車輛行駛至

售票站外後停於路邊供旅客上車，其他地區之客運集散中心亦有同樣情況產生，

因而產生了許多問題：  

1. 國道客運車輛滯留及併排上下客 

國道客運車輛於路邊載客時，為使班車準點，往往需要提早到達並等候乘客，

此時將佔據車道，且由於周邊客運業密集，各業者均無停靠之場站，造成週

邊大客車於路側密集上下客，於尖峰時段甚至並排上下客。 

2. 多數車輛於鄰近路段長時間停放引起民怨 

由於客運業者無停放車輛之場站或地點較遠，故停放於鄰近路段路邊，如市

民大道建成國中旁、太原路、五原路、塔城街等，以滿足準點之需求，反造

成其他地區民眾權益受損，生活受到困擾。 

3. 大量計程車於承德路一段排班 

客運站週邊設站地點常吸引許多計程車於路邊等候載客，或停靠於路邊違規

下客，影響車流與行車效率，亦使大客車無法順利停靠，嚴重影響搭乘客運

旅客上下車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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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居住品質之影響 

客運站之候車地點常佔用人行道，提供搭乘民眾座位候車或排隊上車，導致

居民及其他行人通過不易，且場站週邊之噪音亦影響居住品質。 

政府為解決此等現象，曾規劃於台北地區設置五處城際客運站，期能透過良

好的轉運、接駁服務，有效提升國道客運之服務效益。依據李克聰(2001)所提，

「轉運站是透過對於目前之客運路線做調整，針對各客運路線做全盤性考量，以

轉運之設計促進單一業者之城際路線的整合，甚至促使各業者城際路線之聯營，

使整體客運路網更臻完善。」，本研究中由於部分場站在站體內非提供轉運空間，

需使乘客步行至另一場站轉乘，故文中以「國道客運中心」或「客運站」稱之。

而建設客運站對於營運者、使用者與管理者皆具營運效益，概敘述如下： 

(1) 營運者方面 

1. 由於客運業者匯集於此，租金共同分攤，可降低租金成本，並改善場站設施

及面積不足之缺點，提供更寬廣的車輛上下客及停車空間。 

2. 對於重複路線或低乘載率路線之整合及合併，能使乘客需求集中，有效提高

車輛乘載率，降低營運成本，增加營運收益。 

3. 能有效減少車隊規模，使車輛做更有效的調度，提高車輛的使用效率，降低

空駛之延人公里。 

(2) 使用者方面 

1. 路線整合後，可大幅提升班次密度，使原先班距較長之偏遠路線的旅客候車

時間有效降低，形成良性循環，進而改善原有黃金路線與偏遠路線之服務水

準差異。 

2. 旅客有不同客運公司可供選擇，可降低其候車時間，並使各客運業者間進行

良性的競爭以吸引客源，增加客運總旅次，並以大眾運輸之便利，促進使用

者之經濟活動。 

(3) 管理者方面 

1. 可減少不同客運業者各自為政的經營方式，並可解決及減輕其交通擁擠，與

場站周邊的停車問題。 

2. 透過適當規劃的接駁，能提升城際客運之可及性，進而吸引部分私人運具之

使用者轉而使用城際客運，達成政府促進使用大眾運輸之目的。 

3. 由地方政府扮演輔導與監督各客運中心之角色，透過公權力協助業者進行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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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徵收或非法業者之取締，使客運中心逐步達成規模經濟之功能，壓縮非法

業者之營運空間，有效保障合法業者之經營環境。 

故客運站之設置確能有效提升服務品質，減少所衍生之交通問題。然而台北

都會區內各客運站建置之後，是否皆能達到當初建設預期的效用，吸引民眾前往

站內搭乘，且站內所規劃之服務設施是否滿足需求，又或建置後對民眾無吸引

力，使得場站本身使用效能低落，產生設施閒置與空間浪費。而在單一地區中多

核心客運站分佈情形下，各場站之間是否會因路線相互競爭，造成惡性影響，怎

樣的路線配置才能使場站間相互有效使用，其各項問題將於本研究中進行探討。 

1.2 研究目的 

 為使場站運作更有規劃與效率，有效整合客運站中各路線班次與訂立客運站

間之最佳競合關係，將可提供更優質的服務。故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彙整如下： 

1. 分析台北都會區內現有客運路線分佈現況，了解營運時段內各客運路線行

駛班次數與其主要起迄站點位置。 

2. 了解研究目標年與基年間，台北都會區民眾選擇搭乘國道客運往其他縣市

之旅次需求變異情形。並透過旅次分配結果，求得旅客選擇至不同客運搭

乘之旅次需求情形。 

3. 探討在台北都會區多核心客運站分佈情況下，不同的客運站路線與班次配

置方案中，客運站供給路線別、各路線供給班次數、旅客旅次選擇結果間

之相互影響關係，期能求得最適之客運站月台數、客運路線與班次提供量。 

4. 透過不同之客運站個數、客運路線、發車班次等調整方式，探討各客運站

間之功能定位與其競合關係，期能使各客運站之使用效能達到最佳。 

5. 針對最佳方案分析結果，提出對現有客運站、客運站月台供給、客運路線

與發車班次數之建議。 

1.3 研究範圍與限制 

1. 研究範圍：針對台北都會區(台北市 12 分區與台北縣 29 鄉鎮市)內搭乘國道客

運至外縣市之需求旅次進行探討，如圖 1.3 所示 

2. 研究對象：(1)台北都會區內國道客運搭乘需求人旅次數 

             (2)台北都會區內國道客運營運路線與班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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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台北都會區內所涵蓋之國道客運站 

3. 研究目標年：民國 99 年 (假設該年所有目前建造中之客運站已完成) 

4. 研究範疇：當須新增其他客運站時，以台北市境內地區為考量。 

 
圖 1.3 研究範圍圖 

1.4 研究內容 

1. 文獻回顧 

針對過去客運站相關研究計畫與報告進行了解，並蒐集相關城際客運運輸供

需關係問題探討之文獻。 

2. 現況了解與分析 

蒐集目前各客運站推動現況與建置情形，以了解未來台北都會區客運站分布

與所提供服務，進而研擬相關探討課題。 

3. 客運站供需分析模式構建 

為了解台北都會區各國道客運中心之供給容量是否足以負擔未來將產生之客

運路線班次數需求，建立客運路線班次供需分析模式，以求得最適客運站內

路線與班次數配置結果。 

4. 實例分析 

以台北都會區內所建置之客運站相關規劃設施，與未來台北都會區內將產生

客運旅次需求人數進行分析比較，以求得最佳結果。 

5.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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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研究結果提出相關改善方案與建議，期能使台北都會區內之客運站提供

最佳服務，使營運者、使用者、管理者皆能獲得最大的效益。 

1.5 研究方法與流程 

1.5.1 研究方法 

1. 文獻蒐集與方法之探討 

蒐集國內外與轉運站相關之研究報告、計畫研究結果，及研究論文，並於供

需問題方面蒐集相關文獻，就相關課題進行了解與探討。 

2. 重力模式 

透過重力模式求算研究範圍內各分區至外縣市將選擇前往搭乘之客運站，以

求得各客運站將擔負之往不同縣市客運人旅次數。 

3. 數學規劃 

利用數學規劃方式構建客運站供需問題分析模式，並建立班次數調配方式與

原則。 

4. 敏感度分析 

藉由供需分析中參數之改變，了解班次數調整與其他相關變數間之影響關

係，以求達到供需平衡結果之狀態。 

5. 方案評估 

將案例分析中不同方案調配結果加以評估，以得到最佳方案。 

1.5.2 研究流程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如圖 1.5 所示，其步驟說明如下： 

步驟一：設立研究目的與研究範圍。 

步驟二：蒐集國內外文獻進行整理與分析，所蒐集之文獻包含過去相關客運站研

究成果，相關論文研究結果，客運站現行推動資料，與供需平衡關係相

關比較方法。 

步驟三：了解客運站之建置現況，與現行客運行駛路線與班次資料，做為後續資

料分析用。 

步驟四：依據本研究所探討之供需關係問題構建模式，尋求未來台北都會區內客

運站所提供客運路線班次數與客運旅次需求人數間之最佳關係，。 

步驟五：將台北都會區相關資料進行模式計算，進行實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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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六：針對不同調整方案所得之結果進行方案評估，以求得研究中最佳方案。 

步驟七：提出結論與建議。 

 

 
圖 1.5 研究流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