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規名稱：大眾運輸事業補貼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0 年 10 月 29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據發展大眾運輸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1  主管機關對下列大眾運輸事業之資本設備投資及營運虧損，得予以補貼：

一、市區汽車客運業以經營離島或特殊服務性路線為營業者。

二、公路汽車客運業以經營偏遠、離島、或特殊服務性之路線為營業者。

三、鐵路運輸業以經營特殊服務性路線為營業者。

四、船舶運送業、載客小船經營業，以運輸旅客於臺灣與離島間、離島之間或往來東部

地區為營業者。

五、民用航空運輸業以運輸旅客於臺灣與離島偏遠地區間、離島之間，或往來東部地區

為營業者。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特殊服務方式，提供偏遠、離島、往來東部地區或特殊

服務性之路（航）線旅客運送服務者。

2  前項偏遠、離島、往來東部地區或特殊服務性路（航）線之認定，由主管機關報經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
 

第 3 條
 

1  大眾運輸事業補貼由下列機關辦理：

一、市區汽車客運業：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二、公路汽車客運業：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三、鐵路運輸業：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四、船舶運送業：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五、載客小船經營業：由小船主管機關辦理；小船主管機關為航政主管機關者，由中央

主管機關辦理。

六、民用航空運輸業：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2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前項補貼，得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之；其委任事項及法規依據，應

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第 4 條
 

1  中央主管機關對第二條之大眾運輸事業補貼優先順序如下：

一、市區汽車客運業、公路汽車客運業、船舶運送業、載客小船經營業及民用航空運輸

業。

二、公營鐵路運輸業。

三、民營鐵路運輸業。

2  中央主管機關應視年度預算按前項優先順序分配補貼金額，於列為第一優先之業者獲全

額補貼後，再為次一優先順位業者補貼，依此類推。
 

第 5 條
 

1  主管機關辦理大眾運輸補貼應訂定作業規定，其內容應載明補貼條件、作業時程、補貼

金額之核給、分配比率、監督考核方式及申請所需書表文件等相關事項，並依程序報經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之。

2  申請補貼之路（航）線條件，如附件一。



第 6 條
 

符合前條第二項規定之業者，申請現有路（航）線營運補貼時，應備具下列事項之補貼

計畫書，向該管主管機關申請：

一、總說明（含前一年度補貼成果及本年度補貼款運用計畫）。

二、申請路（航）線別營運補貼金額概算表。

三、申請路（航）線別營運補貼申請表。

四、民營業者，其前一年路（航）線別之營運年報表、營運月報表及前三年經會計師簽

證之下列書表：

（一）資產負債表。

（二）損益表。

（三）現金流量表。

（四）股東權益變動表。

（五）運具清冊。

五、民營業者並應提交會計師就第一款至第四款內容所為之補貼評估報告。

六、公營業者，其前二年決算表及當年度初編預算表。
 

第 7 條
 

1  主管機關依第二條規定得予補貼業者經營路（航）線之資本設備投資，包含該路（航

）線之運具、場站、轉運站、電子票證系統及相關維運設施等項目。

2  業者前一年度符合前項之資本設備投資，應檢具買賣契約書影本、交貨簽收單影本及統

一發票影本，向主管機關申請，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併同路（航）線別每車公里、

每航次浬合理營運成本計算之。
 

第 8 條
 

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辦理補貼審查事

宜；縣（市）主管機關得比照辦理。
 

第 9 條
 

辦理補貼審查之任務如下：

一、申請路（航）線別補貼計畫之審查。

二、申請路（航）線別每車公里、每航次浬合理營運成本之審查。

三、資本設備投資合理成本之審查。

四、申請路（航）線別補貼優先順序、分配比率、監督考核事項之審查。

五、原核定路（航）線別補貼計畫修訂之審查。

六、補貼與營運評鑑結果運用方式之審查。

七、合理營運成本及合理資本設備投資成本權重值之審查。

八、其他與補貼相關事宜之審查。
 

第 10 條
 

1  現有路（航）線別資本設備投資及營運虧損補貼金額，依附件二公式計算之。

2  前項公式之合理營運成本不得包括利潤，且合理營運成本與資本設備投資成本不得重複

計算。

3  依第一項公式計算所得金額為最高補貼金額。主管機關核定補貼金額時，得視實際情況

調整之。
 

第 11 條
 

主管機關對於同業別之路（航）線補貼分配比率得依下列條件審定：

一、路（航）線營運績效：指經營環境、經營效率或載客情形等。

二、營運損益：指業者本業損益、業外損益情形等。



三、業者經營管理：指評鑑成果、肇事幅度與頻率、違規營業紀錄等。

四、資本設備投資：指資本設備更新、增設成效等。
 

第 12 條
 

1  業者提出申請補貼之路（航）線，主管機關得公告開放此路（航）線，供其他業者參與

經營，業者不得提出異議。

2  業者認有運輸需求，自行提出申請經營之路（航）線，自行駛之日起，三年內就該條路

（航）線不得申請補貼。
 

第 13 條
 

1  針對無現營業者或現營業者無繼續經營意願之特殊服務性路（航）線，主管機關得視地

方實際需要，以公告方式公開遴選新闢或接續行駛特殊服務性、偏遠、離島或往來東部

地區之路（航）線之營運業者。

2  業者依前項規定參與遴選，應提出營運計畫、財務計畫及補貼計畫書，載明請求補貼年

限、補貼金額，送主管機關審查，經評定優先順序後，由主管機關依序與申請業者議約

，主管機關並得優先給予補貼。
 

第 14 條
 

1  新闢或接續行駛路（航）線別基本營運補貼金額計算公式，依第十條之規定辦理。

2  前項公式中之合理營運成本及實際營運收入，由主管機關依據類似路（航）線最近一年

營運資料審定之。
 

第 15 條
 

主管機關受理並審核路（航）線別營運補貼計畫申請，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可後實施。
 

第 16 條
 

1  主管機關應派員抽查考核補貼計畫之執行情況，每月至少二次。受補貼業者未依核定之

補貼計畫執行者，主管機關得依附件三之規定，扣減或中止撥發補貼款。

2  受補貼業者在同一年度內個別受補貼路（航）線受扣減六個違約基數以上之處分者，除

該路（航）線受扣款處分外，主管機關應停止該路（航）線下一年度之補貼申請；主管

機關對個別業者同一年度內超過六個違約基數之路（航）線總數達該業者受補貼路（航

）線總數一定比例以上者，應停止辦理下一年度該業者之補貼申請。

3  前項每一違約基數，指受補貼路（航）線之營運里（浬）程數，與受補貼路（航）線單

位里（浬）程合理營運成本乘積之值。

4  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辦理考核所扣減或中止撥發之補貼款，應核給同一年度次一優先

順序之申請補貼路線。
 

第 17 條
 

1  受補貼業者應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將前半年補貼計畫執行情形報告書連同補貼請款書、

受款憑證送該管主管機關，申請補貼款。但主管機關依第五條規定就作業時程及申請所

需書表文件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2  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應就其補貼計畫實際執行情形，依行政程序審核後，送中央

主管機關請款結報核銷。
 

第 18 條
 

1  受補貼之大眾運輸業者，應於補貼路（航）線上之場站或運輸工具裝設電腦票證系統

，以供補貼監督及稽核。

2  大眾運輸業者未設置電腦票證系統前，主管機關得依其檢具之原始證明文件為之。
 

第 19 條
 

各級政府執行補貼計畫，其經費分擔比例，原則如下：



一、市區汽車客運業：屬於直轄市者，由中央政府分擔三分之一，直轄市政府分擔三分

之二；屬於縣（市）者由中央政府與縣（市）政府各分擔二分之一。

二、載客小船經營業：屬於航政主管機關者，由中央政府負擔；屬於直轄市者，由中央

政府分擔三分之一，直轄市政府分擔三分之二；屬於縣（市）者由中央政府與縣

（市）政府各分擔二分之一。

三、公路汽車客運業、鐵路運輸業、船舶運送業及民用航空運輸業：由中央政府負擔。
 

第 20 條
 

主管機關為辦理年度補貼計畫，其所需經費應循預算程序編列之。
 

第 21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