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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摘要分析 

交 通 部 統 計 處  

中華民國 104年 4月 

摘  要 

本調查係於 103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間，對臺閩地區年滿 15

歲以上民眾進行電話訪問。本次調查有效樣本計 3萬 8,267人，在 95%信

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0.5 個百分點（各縣市有效樣本，除連江縣 387

人，抽樣誤差為±5.0 個百分點外，其餘縣市均至少 1,384 人，抽樣誤差

均在±2.7個百分點內），調查結果已對受訪者性別、年齡、縣市及鄉鎮進

行樣本代表性檢定後加權處理。 

本調查自民國 99 年起擴大調查範圍為臺閩地區，惟為了解各指標及

不同面向公共運輸市占率之時間序列變動趨勢，本分析內容仍以臺灣地區

資料為主，而有關金門縣及連江縣之資料則於調查結果相關統計表中呈現 

。本次調查結果摘述如下: 

一、 103年公共運輸市占率 16.0%，創近 6年新高，增幅亦為歷年最大：

103年臺灣地區公共運輸市占率為 16.0%，較 102年之 15.2%大幅增

加 0.8個百分點，並創近 6年新高。就縣市別觀之，以臺北市（37.0%）

最高，基隆市（32.4%）次之，新北市（31.1%）再次之，桃園縣（14.1%）

及臺中市(10.0%)分居第 4及第 5，而以臺東縣及嘉義市較低，分別

為 3.6%及 3.7%。綜合觀察 20縣市之公共運輸市占率，計 5個縣市

達 10%以上、10個縣市公共運輸市占率創新高，顯示政府推動之公

共運輸計畫成效益趨顯著。 

二、 103年臺灣地區民眾通勤學旅次之公共運輸市占率 18.7%:就縣市別

觀之，103 年以臺北市（41.1%）最高，基隆市（38.9%）次之，新

北市（36.3%）再次之，而以臺東縣及雲林縣較低，分別為 3.6%及

5.8%。綜合觀察 103年 20縣市通勤學旅次之公共運輸市占率，有 8

個縣市創新高，而市占率達 10%以上之縣市有臺北市、基隆市、新

北市、桃園市、臺中市、新竹縣及高雄市等 7縣市。 

三、 女性、「15－未滿 18 歲」、學生及「無收入」為使用公共運具頻率

較高之不同分類族群：就性別觀察，103 年女性之公共運輸市占率

為 19.9%，高於男性之 12.2%，顯見女性民眾較偏好搭乘公共運具；

就年齡別來看，以「15－未滿 18 歲」的年齡層使用公共運具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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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54.6%最高，「18－未滿 20 歲」（40.5%）次之；就職業別觀察，

以「學生」之公共運輸市占率 47.8%居冠，「金融及保險業」（29.1%）

次之；就平均每月個人所得觀之，以「無收入」者之公共運輸市占

率 25.7%最高，「未滿 1萬元」(18.6%)次之。 

四、 各旅次目的別之公共運輸市占率，以「通學」49.1%最高，「休閒」

(19.9%)連續 5 年成長：近 6 年民眾外出「休閒」之公共運輸市占

率持續成長，顯示本部觀光局推動「觀光拔尖領航方案」、「優化觀

光提升質量」、深化「Time for Taiwan 旅行臺灣 就是現在」的行

銷主軸及公路總局「跨運具公共運輸接駁模式」政策已發揮擴大公

共運輸使用人口之影響力。 

五、 103年轉乘旅次占所有旅次之 4.5%，而公共運具轉乘旅次占轉乘旅

次之 96.9%：近 6 年臺灣地區民眾轉乘旅次占所有旅次比率各年均

在 4.5%上下，變動幅度不大，其中公共運具轉乘旅次占所有轉乘旅

次之比率均在 92%以上，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顯示民眾的轉乘旅

次中絕大多數是使用公共運具進行轉乘。 

六、 各縣市民眾外出皆以「機車」為最主要運具：就 103年臺灣地區民

眾外出使用之所有公、私運具觀察，以私人運具中之「機車」所占

比率最高，達 46.5%，「自用小客車」占 24.8%次之，兩者合占所有

運具之 71.3%。103 年公共運輸市占率較去年增加 0.8 個百分點，

其中軌道運輸工具(捷運、臺鐵、高鐵)合計上升 1.0個百分點，顯

示建構整體運輸骨幹系統搭配無縫接駁與轉乘之公共運輸措施，有

效吸引民眾搭乘公共運具，改變民眾交通習慣，持續提升公共運輸

市占率。 

七、 高達 93.0%民眾對公共運具之服務表示滿意，為近 6 年新高；另民

眾外出未搭乘公共運具之原因，以「開車(或騎車)較方便」占 47.0%

居首：103 年在日常有搭乘公共運具的民眾中，高達 93.0%對公共

運具之服務表示滿意，僅有 5.6%表示不滿意，顯示民眾已逐漸感受

到各運輸業者對於提升服務態度之努力。而民眾外出未搭乘公共運

具之原因，以「開車(或騎車)較方便」占 47.0%居首，「距離車站(包

括各種公共運輸車站)太遠」占 32.7%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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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調查結果分析 

壹、前言 

本調查係本部委託全方位市場調查公司，於 103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日間，對臺閩地區年滿 15歲以上民眾進行電話訪問。本次調查有效

樣本計 3萬 8,267人，在 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0.5個百分點（各

縣市有效樣本，除連江縣 387 人，抽樣誤差為±5.0 個百分點外，其餘縣

市均至少 1,384人，抽樣誤差均在±2.7個百分點以內），調查結果已對受

訪者性別、年齡、縣市及鄉鎮進行樣本代表性檢定後加權處理。本調查辦

理目的為估算各縣市之公共運輸市占率1，了解民眾未搭乘公共運輸工具

（以下簡稱公共運具）之原因，並探究民眾搭乘各項公共運具之滿意度，

俾作為本部推動「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之施政參考依據，協助相關政

策規劃並提供各界參考應用。 

本調查創辦於民國 98年，原調查範圍為臺灣地區，自民國 99年起擴

大調查範圍為臺閩地區（包括臺灣地區及金馬地區），惟為了解各項指標

及不同面向公共運輸市占率之時間序列變動趨勢，本分析內容仍以臺灣地

區資料為主，而有關金門縣及連江縣之資料則於調查結果相關統計表中呈

現。 

本調查分析架構分成四部分： 

一、相關運具市占率指標－從公共政策之角度，產製各種相關運具市占率

指標。 

二、 公共運輸市占率分析－從不同分類探討各縣市之公共運輸市占率。 

三、民眾對搭乘公共運具服務之滿意度分析－探究民眾搭乘各項公共運

具之滿意度及不滿意的原因。 

四、載客量與市占率之關係說明:－推估我國公共及非公共運具之載客量，

以清楚表達載客量與市占率之關係。 

 

                         
1
 有關「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調查結果使用之「公共運輸使用率」一詞，自 102年起修正為

「公共運輸市占率」。 



- 4 - 

 

貳、相關運具市占率指標 

一、臺灣地區所有旅次之相關運具市占率指標（詳表 1） 

（一） 綠運輸（公共及非機動運具）市占率 

廣義來說，綠運輸系統包括非機動運具(如步行、自行車)及

公共運具(如公車、捷運、火車、高鐵等)，係基於環境永續之前

提，所使用零污染或低污染之運輸系統。為顯示各縣市政府綠運

輸之使用狀況，特編製其市占率指標。 

103 年臺灣地區綠運輸(公共及非機動運具)市占率仍維持

27.6%，與 102年調查結果相同。就縣市別觀之，以臺北市（57.7%）

最高，基隆市（44.7%）次之，新北市（43.4%）再次之，而以臺

東縣及嘉義市較低，分別為 13.8%及 14.1%。綜觀 20縣市之綠運

輸市占率，除了臺北市、基隆市、新北市及桃園市之外，其餘各

縣市均在 20%以下。 

表 1-1.臺灣地區所有旅次綠運輸（公共及非機動運具）市占率 
單位:% 

 
 年    別 

綠運輸(公共及非機動運具)市占率 

 公共運輸市占率 非機動運具市占率 

98年 26.5 13.4 13.1 

99年 26.7 13.9 12.9 

100年 25.9 14.3 11.6 

101年 27.5 15.0 12.4 

102年 27.6 15.2 12.4 

103年 27.6 16.0 11.6 

 較上年增減百分點 0.0 0.8 -0.8 

說明:本表資料係採電腦四捨五入，故總計與細項合計略有差異，以下各表同。 

 

1.公共運輸市占率（詳圖 1、圖 2） 

103年臺灣地區公共運輸市占率為 16.0%，較 102年之 15.2%

大幅增加 0.8個百分點，並創近 6年新高。就縣市別觀之，以臺

北市（37.0%）最高，基隆市（32.4%）次之，新北市（31.1%）

再次之，桃園縣（14.1%）及臺中市(10.0%)分居第 4 及第 5，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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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東縣及嘉義市較低，分別為 3.6%及 3.7%。 

圖 1.臺灣地區歷年公共運輸市占率 

 

 

 

 

 

 

 

 

綜觀 20縣市之 103年公共運輸市占率，有 10個縣市公共運

輸市占率創近 6 年新高；其中有 8 個縣市連續 2 年上升，而新北

市、臺中市及新竹市之公共運輸市占率已連續 5 年持續成長。截

至 103年，有 5個縣市公共運輸市占率突破 2位數，達 10%以上，

顯示政府近年推動之公共運輸計畫成效益趨顯著。市占率成長的

縣市中，以「新北市」成長 2.3 個百分點最多，主要係因 103 年

臺北捷運營運總長度擴增至 129.2 公里(幅員擴及新北市)，捷運

運量持續成長，並推出「公車路線 4年倍增計畫」政策所影響；「臺

中市」成長 1.7 個百分點次之，主因臺中市政府積極推動「BRT

快捷巴士」及建置「市區公車軟硬體設備」，帶動市區公車市占率

上升 1.5個百分點所致。103年公共運輸市占率下降之縣市中，以

「宜蘭縣」下降 1.9 個百分點最多，主因為開車旅次增多，自用

小客車市占率上升 3.6個百分點。 

各縣市公共運輸市占率經卡方檢定發現，在95%信心水準下，

103 年新北市、臺中市及高雄市之公共運輸市占率明顯較去年上

升，而宜蘭縣明顯較去年下降，其餘各縣市 2年調查結果皆無顯

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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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臺灣地區所有旅次公共運輸市占率－按縣市別分 

103年調查期間:103年 10月 1日至 12 月 31日 

102年調查期間:102年 10月 4日至 12 月 31日 

 

 

 

 

 

 

 
   

 

 

 

 

 

 

 

 

2.非機動運具（步行及自行車）市占率 

103 年臺灣地區非機動運具市占率為 11.6%，與 102 年結果

相較下降 0.8個百分點，其中步行及自行車市占率皆較上年減少。

就縣市別觀之，以臺北市（20.7%）最高，宜蘭縣（13.4%）次之，

雲林縣（13.1%）再次之，而以新竹縣及新竹市較低，分別為 7.9%

及 8.2%。 

表 1-2.臺灣地區所有旅次非機動運具市占率 
單位:% 

 
 年    別 

非機動運具市占率 

 步行 自行車 

98年 13.1 7.2 5.9 

99年 12.9 7.5 5.4 

100年 11.6 6.7 4.9 

101年 12.4 7.2 5.2 

102年 12.4 7.4 5.0 

103年 11.6 7.3 4.2 

 較上年增減百分點 -0.8 -0.1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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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臺灣地區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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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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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103年各縣市非機動運具市占率與102年比較，以苗栗縣、

桃園市及臺南市減少較多，分別減少 2.4、2.3及 2.1個百分點，

而以臺北市增加 1.0個百分點最多。 

（二） 私人機動運具市占率 

103 年臺灣地區私人機動運具市占率為 72.4%，與 102 年調

查結果相同，其中「機車」雖減少 1.1個百分點，但「自用小客

車」卻增加 1.1 個百分點。就縣市別觀之，以臺東縣（86.2%）

最高，嘉義市（85.9%）次之，臺南市（85.7%）再次之，而以臺

北市（42.3%）、基隆市（55.3%）及新北市（56.6%）較低。綜合

觀察 20 縣市之私人機動運具市占率，除臺北市、新北市及基隆

市低於 60%外，其餘各縣市均高於 77%。 

（三） 小結 

綜觀 103年所有旅次相關運具市占率指標，公共運輸市占率

呈增加（+0.8個百分點）態勢，非機動運具市占率下降(-0.8個

百分點)，私人機動運具市占率則持平，其中公共運輸市占率為

近 6 年新高，顯示政府所推動之公共運輸提昇計畫已漸具成效。

惟私人機動運具市占率較 102年變動幅度不大，主要係受油價下

跌，自用小客車之使用人次仍持續增加，致自用小客車市占率增

加 1.1個百分點，為近 6年新高，減緩了整體公共運輸市占率的

提升，如何鼓勵民眾降低私人機動運具使用轉而搭乘公共運具，

仍是相關單位未來應努力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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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所有旅次之相關運具市占率指標 
單位:﹪ 

運具別 

 

縣市別 

綠運輸(公共及非機動運具)市占率 私人機動 

運具市占率 

 

最常公共 

運具市占率 

 
 

公共運輸市占率 

 

非機動運具市占率

 

101年 102年 103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臺閩地區 27.4  27.6  27.5  15.0  15.2  16.0
*
  12.4  12.4  11.6

* 
 72.6  72.4  72.5  17.1  17.2  17.5

*
  

臺灣地區 27.5  27.6  27.6  15.0  15.2  16.0
*
  12.4  12.4  11.6

* 
 72.5  72.4  72.4  17.1  17.3  17.6

*
  

臺北市 58.0  57.2  57.7  38.0  37.5  37.0
1
  20.0  19.7  20.7  42.0  42.8  42.3  50.2  47.6  48.9

*
  

基隆市 46.2  45.0  44.7  33.0  33.5  32.4
1
  13.2  11.6  12.2  53.8  55.0  55.3  36.4  36.8  34.6

*
  

新北市 41.4  41.8  43.4  27.3  28.8  31.1
*
  14.1  13.0  12.3  58.6  58.2  56.6  32.6  35.4  34.7

*
  

桃園市 22.3  23.5  22.6  12.5  12.7  14.1
1
  9.8  10.8  8.5

* 
 77.7  76.5  77.4  12.6  14.4  13.2

*
  

臺中市 17.5  18.0  18.6  8.2  8.3  10.0
*
  9.3  9.8  8.6

* 
 82.5  82.0  81.4  9.1  9.6  11.2

*
  

新竹市 16.7  15.8  16.5  7.4  7.8  8.3
1
  9.3  8.0  8.2  83.3  84.2  83.5  8.0  6.9  8.3

*
  

新竹縣 18.1  18.0  16.3  8.9  9.1  8.3
1
  9.1  8.9  7.9  81.9  82.0  83.7  8.7  9.2  9.3

*
  

高雄市 17.0  17.8  18.4  7.2  7.2  8.2
*
  9.9  10.7  10.2  83.0  82.2  81.6  8.4  7.0  7.9

*
  

苗栗縣 18.3  20.3  18.0
*
  8.2  7.8  7.9

1
  10.2  12.5  10.1

* 
 81.7  79.7  82.0

* 
 9.2  8.4  8.2

*
  

澎湖縣 16.0  15.5  16.4  7.5  6.6  6.9
1
  8.5  8.8  9.5  84.0  84.5  83.6  10.2  10.1  9.4

*
  

屏東縣 17.7  16.8  15.7  5.3  5.3  6.2
1
  12.3  11.5  9.5

* 
 82.3  83.2  84.3  4.7  3.6  5.3

*
  

宜蘭縣 22.4  21.9  19.2
*
  7.6  7.7  5.8

*
  14.7  14.2  13.4  77.6  78.1  80.8

* 
 7.1  5.8  5.7

*
  

嘉義縣 17.9  19.6  17.2
*
  6.1  6.1  5.6

1
  11.8  13.5  11.6

* 
 82.1  80.4  82.8

* 
 5.8  5.7  6.0

*
  

南投縣 16.4  16.4  14.8  5.9  5.6  5.6
1
  10.4  10.9  9.3

* 
 83.6  83.6  85.2  7.2  7.4  6.6

*
  

臺南市 15.7  15.9  14.3
*
  4.9  5.0  5.4

1
  10.7  11.0  8.9

* 
 84.3  84.1  85.7

* 
 3.8  3.1  4.1

*
  

彰化縣 15.8  16.0  16.9  5.0  4.5  5.4
1
  10.8  11.5  11.5  84.2  84.0  83.1  3.7  4.6  4.4

*
  

雲林縣 19.0  17.8  18.0  4.8  4.5  4.9
1
  14.2  13.3  13.1  81.0  82.2  82.0  4.1  3.3  3.0

*
  

花蓮縣 18.6  16.3  17.1  4.0  4.4  4.9
1
  14.6  11.8  12.2  81.4  83.7  82.9  3.9  5.0  5.2

*
  

嘉義市 14.4  14.5  14.1  3.2  3.5  3.7
1
  11.3  11.0  10.3  85.6  85.5  85.9  1.9  2.4  2.2

*
  

臺東縣 16.0  15.7  13.8
*
  3.7  3.7  3.6

1
  12.3  11.9  10.2

* 
 84.0  84.3  86.2

* 
 6.8  6.9  5.2

*
  

金馬地區 23.7  22.9  20.4  10.2  10.4  8.8
*
  13.5  12.5  11.6  76.3  77.1  79.6  14.9  15.5  13.9

*
  

連江縣 34.1  30.7  30.8  9.9  9.4  13.4
*
  24.1  21.3  17.4  65.9  69.3  69.2  16.5  15.1  9.9

*
  

金門縣 22.9  22.4  19.5
*
  10.2  10.5  8.4

*
  12.7  11.9  11.1  77.1  77.6  80.5

* 
 14.7  15.5  14.2

*
  

說明:1.之運輸(運具)市占率計算方式為：所有旅次中使用到的運具次數中公共運具、非機動運具及私人機動運
具次數所占比率。 

2.本表縣市別係依據「公共運輸市占率」之數據高低排序。 
3.最常公共運具市占率計算方式為：民眾勾選最常使用之運具中公共運具所占之比率。 
4.101 年調查期間:101 年 10 月 4 日至 12 月 31 日；102 年調查期間:102 年 10 月 4 日至 12 月 31 日；103 年調查

期間:103年 10月 1 日至 12月 31 日，以下各表同。 
5.＊表示在 95%信心水準下，該縣市與前一年調查結果之卡方檢定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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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地區通勤學旅次之相關運具市占率指標（詳表 2及表 3） 

由於地方政府交通問題多以尖峰時段最為嚴重，故進一步探究

臺灣地區民眾通勤學旅次之相關運具市占率指標如下： 

（一）綠運輸(公共及非機動運具)市占率 

103 年臺灣地區民眾通勤學旅次之綠運輸市占率為 25.7%，

較 102 年之 24.8%增加 0.9 個百分點，主要係因 103 年通勤學旅

次之公共運輸市占率增加 1.0個百分點所致。 

就縣市別觀之，以臺北市（53.9%）最高，基隆市（45.0%）

次之，新北市（43.1%）再次之，而以臺東縣（10.6%）及臺南市

（11.3%）較低。 

表 2-1.臺灣地區通勤學旅次綠運輸（公共及非機動運具）市占率 
單位:% 

 
 年    別 

綠運輸(公共及非機動運具)市占率 

 公共運輸市占率 非機動運具市占率 

98年 26.5 17.1 9.4 

99年 25.5 17.9 7.6 

100年 25.2 17.8 7.4 

101年 25.9 18.3 7.7 

102年 24.8 17.7 7.1 

103年 25.7 18.7 6.9 

 較上年增減百分點 0.9 1.0 -0.2 

1.公共運輸市占率（詳圖 3） 

103 年臺灣地區民眾通勤學旅次之公共運輸市占率 18.7%，

較所有旅次之 16.0%高 2.7 個百分點。就縣市別觀之，以臺北市

（41.1%）最高，基隆市（38.9%）次之，新北市（36.3%）再次

之，而以臺東縣及雲林縣較低，分別為 3.6%及 5.8%。綜合觀察

20縣市通勤學旅次之公共運輸市占率，達 10%以上之縣市有臺北

市、基隆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新竹縣及高雄市等 7縣

市。 

與所有旅次比較，各縣市通勤學旅次之公共運輸市占率均較

所有旅次高，其中以基隆市高出 6.5個百分點最多，其次為新北

市高出 5.2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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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103年各縣市通勤學旅次之公共運輸市占率與 102年比較，

市占率增加較多之縣市依序為新北市、臺中市及花蓮縣，分別增

加 4.1、2.7及 1.9個百分點。 

經卡方檢定發現，在 95%信心水準下，103 年新北市、臺中

市及花蓮縣通勤學旅次之公共運具市占率明顯高於 102年，其餘

縣市之 2年調查結果無顯著差異。 

圖 3.臺灣地區通勤學旅次公共運輸市占率－按縣市別分 

  103 年調查期間:103 年 10 月 1日至 12月 31日 

  102 年調查期間:102 年 10 月 4日至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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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以苗栗縣減少 3.1個百分點最多，南投縣及臺東縣均減少 2.6

個百分點次之；而以臺北市增加 2.1個百分點最多，新竹市增加

1.8個百分點次之。 

表 2-2.臺灣地區通勤學旅次非機動運具市占率 
單位:% 

 
 年    別 

非機動運具市占率 

 步行 自行車 

98年 9.4 4.8 4.6 

99年 7.6 4.0 3.6 
100年 7.4 3.9 3.5 
101年 7.7 3.9 3.8 
102年 7.1 3.5 3.6 
103年 6.9 3.8 3.1 

 較上年增減百分點 -0.2 0.3 -0.5 

（二）私人機動運具市占率 

103 年臺灣地區民眾通勤學旅次之私人機動運具市占率為

74.3%，較 102年之 75.2%減少 0.9個百分點。就縣市別觀之，以

臺東縣（89.4%）最高，臺南市（88.7%）次之，而以臺北市(46.1%)

最低，基隆市及新北市較低，分別為 55.0%及 56.9%。綜合觀察

20縣市之私人機動運具市占率，除新北市、基隆市及臺北市低於

60%外，其餘各縣市均高於 79%。 

觀察 103年通勤學旅次之私人機動運具市占率為近 5年來次

低，惟中部、南部及東部地區通勤學族群之私人機動運具市占率

均超過 8 成 4，顯示此地區民眾因距離車站較遠之影響，使用公

共運具之比率仍低，政府應加強相關交通設施建置及提出誘因措

施，以逐步提高該地區民眾通勤學時採用公共運具的習慣。 

（三）小結 

綜觀 103年通勤學旅次相關運具市占率指標，其中公共運輸

市占率呈增加（+1.0 個百分點）態勢，非機動運具市占率降低

（-0.2個百分點），私人機動運具市占率亦降低（-0.9個百分點），

六都中除臺北市之外，其餘五都通勤學旅次之公共運輸市占率均

較 102年呈現上升現象，且六都中有四都通勤學旅次之私人機動

運具市占率均較 102年減少，顯示都會區通勤學族群採用私人機

動運具的比率有趨緩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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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通勤學旅次之相關運具市占率指標 

單位:% 

運具別 

 

縣市別 

綠運輸(公共及非機動運具)市占率 私人機動 

運具市占率 

 
 

公共運輸市占率 

 

非機動運具市占率 

 

101年 102年 103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臺閩地區 25.9  24.8  25.6
*
  18.2  17.7  18.7

*
  7.7  7.1  6.9

*
  74.1  75.2  74.4

*
  

臺灣地區 25.9  24.8  25.7
*
  18.3  17.7  18.7

*
  7.7  7.1  6.9

*
  74.1  75.2  74.3

*
  

臺北市 55.4  52.6  53.9
*
  43.4  41.8  41.1

*
  12.0  10.7  12.8

*
  44.6  47.4  46.1

*
  

基隆市 47.9  45.7  45.0
*
    39.5  39.1  38.9

*
  8.4  6.6  6.1

*
  52.1  54.3  55.0

*
  

新北市 38.4  38.8  43.1
*
  30.9  32.2  36.3

*
  7.6  6.6  6.9

*
  61.6  61.2  56.9

*
  

桃園市 22.3  21.0  20.2
*
  15.7  14.4  15.7

*
  6.6  6.6  4.5

*
  77.7  79.0  79.8

*
  

臺中市 16.0  14.2  16.4
*
  10.5  8.7  11.4

*
  5.5  5.5  5.0

*
  84.0  85.8  83.6

*
  

新竹縣 14.9  16.3  15.0
*
  10.4  12.1  10.7

*
  4.5  4.2  4.3

*
  85.1  83.7  85.0

*
  

高雄市 16.2  14.7  16.1
*
  9.6  9.1  10.1

*
  6.6  5.6  6.0

*
  83.8  85.3  83.9

*
  

苗栗縣 16.7  17.5  14.2
*
  9.3  9.9  9.7

*
  7.4  7.6  4.5

*
  83.3  82.5  85.8

*
  

新竹市 13.4  11.4  14.4
*
  8.7  7.9  9.1

*
  4.7  3.5  5.3

*
  86.6  88.6  85.6

*
  

澎湖縣 12.3  12.2  13.2
*
  8.3  7.7  8.5

*
  3.9  4.6  4.7

*
  87.7  87.8  86.8

*
  

屏東縣 16.2  16.9  14.9
*
  7.6  8.0  8.4

*
  8.6  9.0  6.5

*
  83.8  83.1  85.1

*
  

南投縣 14.3  15.8  13.3
*
  6.9  7.6  7.6

*
  7.3  8.3  5.7

*
  85.7  84.2  86.7

*
  

彰化縣 15.4  13.1  15.2
*
  7.4  6.6  7.2

*
  8.0  6.5  8.0

*
  84.6  86.9  84.8

*
  

嘉義縣 15.1  17.2  14.8
*
  7.6  8.1  6.6

*
  7.5  9.1  8.2

*
  84.9  82.8  85.2

*
  

臺南市 12.5  12.5  11.3
*
  6.2  5.8  6.2

*
  6.3  6.7  5.1

*
  87.5  87.5  88.7

*
  

花蓮縣 13.7  12.2  15.1
*
  5.4  4.3  6.2

*
  8.3  7.9  8.9

*
  86.3  87.8  84.9

*
  

宜蘭縣 20.7  17.4  14.5
*
  10.5  7.9  6.0

*
  10.2  9.5  8.6

*
  79.3  82.6  85.5

*
  

嘉義市 13.1  13.1  12.3
*
  4.1  4.7  5.9

*
  9.0  8.4  6.4

*
  86.9  86.9  87.7

*
  

雲林縣 17.9  15.0  15.6
*
  8.0  6.5  5.8

*
  9.9  8.5  9.8

*
  82.1  85.0  84.4

*
  

臺東縣 15.0  13.8  10.6
*
  4.5  4.2  3.6

*
  10.5  9.6  7.0

*
  85.0  86.2  89.4

*
  

金馬地區 17.9  18.5  14.1
*
  9.6  11.3  7.9

*
  8.4  7.2  6.2

*
  82.1  81.5  85.9

*
  

金門縣 17.2  17.9  13.7
*
  9.4  11.4  8.0

*
  7.8  6.5  5.7

*
  82.8  82.1  86.3

*
  

連江縣 27.4  25.5  19.0
*
  11.4  10.2  6.6

*
  15.9  15.3  12.4

*
  72.6  74.5  81.0

*
  

說明:1.本表縣市別係依據「公共運輸市占率」之數據高低排序。 
2.之通勤學運輸（運具）市占率計算方式為：所有通勤學旅次中使用到的

運具次數中公共運具、非機動運具及私人機動運具次數所占比率。 
3.＊表示在 95%信心水準下，該縣市 2年調查結果之卡方檢定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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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公共運輸及非機動運具市占率─按旅次別分 

單位:% 

說明:本表縣市別係依據「所有旅次公共運輸市占率」之數據高低排序。

 運具別 

 

縣市別 

公共運輸市占率 非機動運具市占率 

所有旅次 通勤學旅次 所有旅次 通勤學旅次 

101年 102年 103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臺閩地區 15.0  15.2  16.0  18.2  17.7  18.7  12.4  12.4  11.6  7.7  7.1  6.9  

臺灣地區 15.0  15.2  16.0  18.3  17.7  18.7  12.4  12.4  11.6  7.7  7.1  6.9  

臺北市 38.0  37.5  37.0  43.4  41.8  41.1  20.0  19.7  20.7  12.0  10.7  12.8  

基隆市 33.0  33.5  32.4  39.5  39.1  38.9  13.2  11.6  12.2  8.4  6.6  6.1  

新北市 27.3  28.8  31.1  30.9  32.2  36.3  14.1  13.0  12.3  7.6  6.6  6.9  

桃園市 12.5  12.7  14.1  15.7  14.4  15.7  9.8  10.8  8.5  6.6  6.6  4.5  

臺中市 8.2  8.3  10.0  10.5  8.7  11.4  9.3  9.8  8.6  5.5  5.5  5.0  

新竹市 7.4  7.8  8.3  8.7  7.9  9.1  9.3  8.0  8.2  4.7  3.5  5.3  

新竹縣 8.9  9.1  8.3  10.4  12.1  10.7  9.1  8.9  7.9  4.5  4.2  4.3  

高雄市 7.2  7.2  8.2  9.6  9.1  10.1  9.9  10.7  10.2  6.6  5.6  6.0  

苗栗縣 8.2  7.8  7.9  9.3  9.9  9.7  10.2  12.5  10.1  7.4  7.6  4.5  

澎湖縣 7.5  6.6  6.9  8.3  7.7  8.5  8.5  8.8  9.5  3.9  4.6  4.7  

屏東縣 5.3  5.3  6.2  7.6  8.0  8.4  12.3  11.5  9.5  8.6  9.0  6.5  

宜蘭縣 7.6  7.7  5.8  10.5  7.9  6.0  14.7  14.2  13.4  10.2  9.5  8.6  

嘉義縣 6.1  6.1  5.6  7.6  8.1  6.6  11.8  13.5  11.6  7.5  9.1  8.2  

南投縣 5.9  5.6  5.6  6.9  7.6  7.6  10.4  10.9  9.3  7.3  8.3  5.7  

臺南市 4.9  5.0  5.4  6.2  5.8  6.2  10.7  11.0  8.9  6.3  6.7  5.1  

彰化縣 5.0  4.5  5.4  7.4  6.6  7.2  10.8  11.5  11.5  8.0  6.5  8.0  

雲林縣 4.8  4.5  4.9  8.0  6.5  5.8  14.2  13.3  13.1  9.9  8.5  9.8  

花蓮縣 4.0  4.4  4.9  5.4  4.3  6.2  14.6  11.8  12.2  8.3  7.9  8.9  

嘉義市 3.2  3.5  3.7  4.1  4.7  5.9  11.3  11.0  10.3  9.0  8.4  6.4  

臺東縣 3.7  3.7  3.6  4.5  4.2  3.6  12.3  11.9  10.2  10.5  9.6  7.0  

金馬地區 10.2  10.4  8.8  9.6  11.3  7.9  13.5  12.5  11.6  8.4  7.2  6.2  

連江縣 9.9  9.4  13.4  11.4  10.2  6.6  24.1  21.3  17.4  15.9  15.3  12.4  

金門縣 10.2  10.5  8.4  9.4  11.4  8.0 12.7  11.9  11.1  7.8  6.5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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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共運輸市占率分析 

為了解各縣市民眾使用公共運輸之特性，本文進一步從性別、年

齡別、職業別、旅次目的別、所得、跨縣市與否、偏遠程度及運具別

等不同分類探討各縣市之公共運輸市占率，並探究民眾旅次轉乘比率、

搭乘各項公共運具之滿意度及未搭乘公共運具的原因。 

一、 公共運輸市占率按性別分 

就性別觀察，近 6年男、女性之公共運輸市占率大致呈逐年增加

趨勢，103年男、女性分別為 12.2%、19.9%，均創近 6年新高。而 103

年女性之公共運輸市占率高於男性，顯見女性民眾較偏好搭乘公共運

具，其中女性以搭乘「市區公車」、「捷運」較男性為多，而男性則以

使用私人機動運具之「自用小客車」較女性為多。 

圖 4.臺灣地區公共運輸市占率－按性別分 

 

 

 

 

 

 

另就縣市別觀察，103 年除屏東縣及臺東縣 2 縣市，男性之公共

運輸市占率略高於女性外，其餘縣市皆為女性高於男性，且以新北市

高出 20.1 個百分點，差距最大，其次是基隆市及臺北市，亦分別高

出 17.2及 15.9個百分點（詳表 4）。 

各項指標顯示，臺北市、基隆市及新北市為公共運輸市占率排名

前 3名之縣市，亦為各項指標男、女差異較大之縣市，因 3縣市之公

共運輸建設相較其他地區較為完善與發達，未來可將此 3縣市優先列

為提高男性公共運輸市占率之目標實施縣市，以減少男、女性之差異，

作為其他縣市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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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各縣市公共運輸市占率－按性別分 

單位:% 

性別 

 

縣市別 

101年 102年 103年 

男 女 

男性對女

性差異 

(百分點) 

男 女 

男性對女

性差異 

(百分點) 

男 女 

男性對女

性差異 

(百分點) 

臺灣地區 11.2 18.8 -7.6 11.7 18.6 -6.9 12.2 19.9 -7.7 

新北市 17.6 36.0 -18.4 20.0 36.7 -16.7 20.8 40.9 -20.1 

臺北市 28.9 46.4 -17.5 28.3 45.6 -17.3 29.0 44.9 -15.9 

桃園市 10.4 14.8 -4.4 12.5 12.9 -0.4 12.4 15.9 -3.2 

臺中市 7.0 9.4 -2.4 7.1 9.4 -2.3 8.7 11.2 -2.5 

臺南市 5.0 4.9 0.1 5.4 4.5 0.9 4.2 6.6 -2.4 

高雄市 6.0 8.3 -2.3 6.2 8.1 -1.9 7.0 9.5 -2.5 

宜蘭縣 7.7 7.6 0.1 7.1 8.3 -1.2 5.0 6.8 -1.8 

新竹縣 7.4 10.6 -3.2 6.7 11.6 -4.9 7.2 9.6 -2.4 

苗栗縣 5.3 11.4 -6.1 4.9 11.0 -6.1 6.1 9.8 -3.7 

彰化縣 4.5 5.5 -1.0 3.6 5.4 -1.8 4.3 6.5 -2.2 

南投縣 5.5 6.4 -0.9 5.0 6.2 -1.2 3.5 7.9 -4.4 

雲林縣 3.8 6.0 -2.2 4.3 4.7 -0.4 4.6 5.3 -0.7 

嘉義縣 5.7 6.6 -0.9 5.3 7.1 -1.8 4.4 7.0 -2.6 

屏東縣 5.4 5.2 0.2 4.5 6.0 -1.5 6.2 6.2 0.0 

臺東縣 2.6 5.0 -2.4 4.0 3.5 0.5 4.5 2.4 2.1 

花蓮縣 2.9 5.1 -2.2 5.7 3.1 2.6 4.7 5.0 -0.3 

澎湖縣 7.0 7.9 -0.9 7.0 7.9 -0.9 5.9 8.0 -2.1 

基隆市 23.1 43.3 -20.2 23.2 43.8 -20.6 23.9 41.1 -17.2 

新竹市 5.9 8.7 -2.8 8.2 7.4 0.8 7.6 9.0 -1.4 

嘉義市 2.1 4.2 -2.1 3.6 3.3 0.3 3.7 3.7 -0.0 

金馬地區 10.2 10.1 0.1 10.2 10.1 0.1 7.1 10.6 -3.5 

金門縣 10.0 10.4 -0.4 10.0 10.4 -0.4 6.7 10.2 -3.5 

連江縣 12.7 5.9 6.8 12.7 5.9 6.8 11.4 16.5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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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共運輸市占率按年齡別分 

就年齡別觀察，103 年以「15－未滿 18 歲」的年齡層使用公

共運具的比率最高，達 54.6%，係此年齡層大多為學生所致，「18

－未滿 20歲」（40.5%）次之，「20－未滿 30歲」（17.2%）再次之，

而「30－未滿 40 歲」、「40－未滿 50 歲」及「50－未滿 60 歲」則

相對較低，3 組皆低於 12%。各年齡層女性之公共運輸市占率皆較

男性為高。 

圖 5.臺灣地區公共運輸市占率－按年齡別分 

 

 

 

 

 

 

 

 

 

 

 

與 102年相較，103年各年齡層之公共運輸市占率以「15歲－

未滿 18 歲」成長 3.7 個百分點最多，進一步就縣市別觀察，除基

隆市、臺北市及南投縣 3 縣市以「18－未滿 20 歲」之公共運輸市

占率最高外，其餘各縣市皆以「15－未滿 18 歲」之公共運輸市占

率最高。 

綜觀近 6年各年齡層之公共運輸市占率，「15－未滿 18歲」創

新高，而「18－未滿 20歲」及「20－未滿 30歲」此 2組年齡層之

公共運輸市占率逐年持續上升，顯見青年族群之運具選擇行為，正

在逐漸改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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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共運輸市占率按職業別分 

就臺灣地區公共運輸市占率之職業別觀察，103年仍以「學生」

之公共運輸市占率高達 47.8%為各職業之冠，「金融及保險業」

（29.1%）次之，「退休人員」（16.1%）再次之，而以「農林漁牧業」

及「工業」較低，均未達 8%。進一步就縣市別觀察，各縣市均以

「學生」之公共運輸市占率最高。 

圖 6.臺灣地區公共運輸市占率－按職業別分 
 
 
 

 

 

 

 

 
 
 
 
 
 
 
 
 

與 102年相較，103年各職業別之公共運輸市占率以「住宿及

餐飲業」成長 4.4個百分點最多，主因係「住宿及餐飲業」族群搭

乘「市區公車」增加 2.5個百分點；而「服務事業」族群之公共運

輸市占率由 98年的 11.7%，逐年上升至 103年的 15.3%，為連續 5

年成長的族群。 

 

四、 公共運輸市占率按旅次目的別分 

就旅次目的別觀察，以「通學」之公共運輸市占率 49.1%最高，

「商務」(20.1%)次之，「休閒」(19.9%)再次之；除「購物」（6.4%）

外，各旅次目的之公共運輸市占率均達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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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6年民眾外出「休閒」之公共運輸市占率持續成長，顯示本

部觀光局推動「觀光拔尖領航方案」、「優化觀光提升質量」、深化

「Time for Taiwan 旅行臺灣 就是現在」的行銷主軸及公路總局

「跨運具公共運輸接駁模式」政策已發揮擴大公共運輸使用人口之

功能，此可由 103 年跨縣市之公共運輸市占率(42.7%)為近 6 年最

高互為印證。 

表 5、臺灣地區公共運輸市占率－按旅次目的別分 
單位：% 

旅次目的 
103年 102年 101年 100年 

 排名  排名  排名  排名 

通學 49.1 1 46.9 1 46.5 1 46.2 1 

商務 20.1 2 18.3 2 10.4 5 13.7 3 

休閒 19.9 3 17.9 3 16.7 2 16.2 2 

通勤 13.3 4 12.1 5 12.2 3 11.5 4 

家庭及個人活動 12.3 5 13.2 4 12.2 4 10.2 6 

業務外出 10.0 6 6.4 7 9.1 6 11.0 5 

購物 6.4 7 6.6 6 6.8 7 6.3 7 

說明：本表差異較大者說明如下: 

1.101年商務之公共運輸市占率減少之原因為使用市區公車、高鐵之比例下降，而使用自

用小客車之比例增加。 

2.102年商務之公共運輸市占率增加之原因為使用市區公車、計程車之比例增加，而使用

機車之比例減少。 

3.103年家庭及個人活動之公共運輸市占率減少之原因為使用市區公車、計程車之比例減

少，而使用自用小客車之比例增加。 

 

五、 公共運輸市占率按平均每月個人所得分 

就平均每月個人所得觀察，103年以「無收入」者之公共運輸

市占率 25.7%最高，「未滿 1萬元」(18.6%)次之，「7-未滿 10萬元」

(17.9 %)再次之，而以「1-未滿 3 萬元」(10.7%)最低，主因係此

族群使用「機車」之比例占 62.6%相對較高。另就縣市別觀察，各

縣市除新竹市及臺東縣 2縣市之外，其餘縣市均以「無收入」者之

公共運輸市占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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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臺灣地區公共運輸市占率－按平均每月個人所得分 

 

 

 

 

 

 

 

 

 

 

 

 

 

103 年「無收入」族群之公共運輸市占率 25.7%，較 102 年成

長 0.6個百分點，遠高於臺灣地區公共運輸市占率之 16.0%，顯示

公共運輸之發展亦為有效提升經濟弱勢民眾生活品質之社會政

策。 

 

六、 公共運輸市占率按外出旅次跨縣市別分 

103 年外出旅次中，同縣市旅次占 85.7%(包含同鄉鎮市(區)

旅次 52.4%及跨鄉鎮市(區)旅次 33.3%)，跨縣市旅次僅占 14.3%，

顯示民眾外出旅次以在同縣市之活動行程為主。 

就外出跨縣市別觀察，103年以「跨縣市」之公共運輸市占率

為 42.7%最高，「未跨縣市」則僅 10.4%，顯示當外出旅次距離較遠

時，為顧及外出旅次之效率性及便利性，民眾選擇使用公共運輸工

具的次數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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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臺灣地區公共運輸市占率－按旅次跨縣市別分 

 

 

 

 

 

 

七、 公共運輸市占率按居住偏遠程度分 

就居住偏遠程度觀察，103年「一般地區」之公共運輸市占率

為 16.8%，明顯高於「高偏遠地區」及「低偏遠地區」之 10.2%及

8.2%，顯示是否居住於偏遠地區亦是影響民眾是否會選擇搭乘公共

運具的因素之一。 

 

圖 9、臺灣地區公共運輸市占率－按居住偏遠程度分 

 

 

 

 

 

 

 
 

另就各運具之市占率觀察，低偏遠及高偏遠地區之「公路客運」

及「交通車」市占率均較一般地區為高；且「自用小客車」市占率

亦較一般地區高，顯示居住偏遠地區之民眾選擇自用小客車作為交

通工具的比率較高，而依賴「公路客運」及「交通車」等公共運具

之比率亦較一般地區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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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臺灣地區各運具市占率－按居住偏遠程度分 

   調查期間：103年 10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單位：% 

運具別 一般地區 低偏遠程度 高偏遠程度 

總計 100.0 100.0 100.0 

公共運具小計 16.8 8.2 10.2 

  捷運 5.2 0.8 0.5 

  市區公車 6.4 2.6 3.6 

  公路客運 0.6 1.0 1.8 

  計程車 0.8 0.2 0.5 

  臺鐵 1.5 1.1 1.3 

  交通車 1.3 1.9 1.5 

  國道客運 0.5 0.3 0.4 

  其他公共運具 0.5 0.4 0.6 

非機動運具小計 11.6 11.6 9.8 

  步行 7.6 4.9 6.9 

  自行車 4.1 6.7 2.9 

私人機動運具小計 71.6 80.1 80.0 

  機車 46.6 47.5 40.5 

  自用小客車 24.2 29.5 32.4 

  其他私人機動運具 0.8 3.2 7.1 

說明：高偏遠及低偏遠地區係依據「行政院研考會偏遠地區鄉鎮分類認定基準」分類。 

 

八、 民眾旅次轉乘比率 

近 6 年臺灣地區民眾轉乘旅次占所有旅次比率各年均在 4.5%

左右(103年為 4.48%)，變動幅度不大，其中公共運具轉乘旅次(使

用兩種以上交通工具的同一旅次，其中至少使用一種公共運輸工具)

占所有轉乘旅次之比率均在 92%以上(103 年達 96.9%)，且有逐年

上升的趨勢，顯示民眾外出的轉乘旅次中絕大多數是使用公共運具

進行轉乘。因此提供具備效率、便捷及安全的轉乘運輸服務，以吸

引民眾搭乘公共運輸工具，無疑是提升公共運輸市占率的關鍵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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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臺灣地區民眾轉乘旅次比率及 

公共運具轉乘旅次占轉乘旅次比率 

 

 

 

 

 

 

 

 

 

 

 

九、 各種運具之公共運輸市占率 

進一步就 103年臺灣地區民眾外出使用之所有公、私運具觀察，

以私人運具中之「機車」市占率最高，達 46.5%，「自用小客車」

24.8%次之，兩者合計市占率達 71.3%，其餘依序為「步行」占 7.3%，

「市區公車」占 6.0%，「捷運」占 4.8%，「自行車」占 4.2%。 

與 102年各公共運具市占率進行比較，103年「捷運」上升 0.6

個百分點，「臺鐵」及「高鐵」各上升 0.2 個百分點，而「市區公

車」及「國道客運」則呈現小幅下跌的趨勢（詳表 7）。 

表 7.近 2年臺灣地區各公共運具市占率 
單位:% 

 
年別 

公共運具市占率 

 
捷
運 

市
區
公
車 

公
路
客
運 

計
程
車 

臺
鐵 

高
鐵 

渡
輪 

交
通
車 

免
費
公
車 

國
道
客
運 

飛
機 

102年 15.2 4.2 6.1 0.6 0.7 1.2 0.1 0.0 1.3 0.2 0.6 0.1 

103年 16.0 4.8 6.0 0.7 0.7 1.4 0.3 0.0 1.4 0.2 0.5 0.0 

 
較上年
增減百
分點 

0.8 0.6 -0.1 0.1 0.0 0.2 0.2 0.0 0.1 -0.0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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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各縣市民眾外出使用之所有公、私運具觀察，皆以「機車」

市占率最高。各縣市排名第 2 名之運具皆為「自用小客車」，而各

縣市排名第 3、4名之運具，除「臺北市」、「基隆市」、「新北市」、

「桃園市」、「新竹市」、「臺中市」及「澎湖縣」有些許不同外，其

餘縣市皆為非機動的「步行」或「自行車」。 

續就各縣市主要運具市占率觀察，在私人機動運具中之「機車」

方面，以「澎湖縣」（61.5%）最高，「臺北市」（24.3%）最低。在

「自用小客車」方面，以「新竹縣」（41.4%）最高，「臺北市」（17.6%）

最低；在非機動運具中之「自行車」方面，以「雲林縣」（10.3%）

最高，「基隆市」（0.8%）最低。在公共運具中之「市區公車」方面，

前 3 名為「臺北市」（14.8%）、「基隆市」（12.7%）及「新北市」     

（12.3%），其餘均不及 6%。在「公路客運」方面，以「基隆市」（3.8%）

最高，「屏東縣」（1.1%）次之，其餘均不及 1%（詳表 8）。 

103年公共運輸市占率雖較上年增加 0.8個百分點，亦為歷年

增幅最大，惟私人機動運具(自用小客車)市占率亦持續增加，非機

動運具(自行車)市占率則明顯下滑。各縣市政府應深入解當地居民

選擇各運具之使用行為，因地制宜提出具有誘因之公共運輸措施，

以吸引民眾搭乘公共運輸，減緩私人運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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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各種運具之市占率－按縣市別分 

調查期間:103年 10月 1日至 12 月 31日    單位:% 

運具別 
 
 

  
縣市別 

計 

公共運輸市占率 非機動運具市占率 私人機動運具市占率 

 
市區

公車 
捷運 臺鐵 

交通

車 

計程

車 

公路

客運 

國道

客運 
高鐵 其他  步行 

自行

車 
 機車 

自用
小客
車 

其他 

臺灣地區 100.0  16.0  6.0  4.8  1.4  1.4  0.7  0.7  0.5  0.3  0.2  11.6  7.3  4.2  72.4  46.5  24.8  1.1  

臺北市 100.0 37.0  14.8 
(最高)  

16.8  0.9  0.3  2.2  0.6  0.5  0.6  0.2  20.7  16.8 
(最高)  

3.9  42.3  24.3 
(最低)  

17.6 
(最低)  

0.3  

基隆市 100.0 32.4  12.7  2.9  4.6  1.0  1.2  3.8  5.9  0.0  0.1  12.2  11.4  0.8 
(最低)  

55.3  35.0  19.8  0.5  

新北市 100.0 31.1  12.3  12.6  1.8  1.0  1.2  0.9  0.5  0.5  0.3  12.3  10.5  1.8  56.6  38.0  18.2  0.4  

桃園市 100.0 14.1  5.0  1.3  2.5  2.5  0.5  0.9  0.8  0.2  0.5  8.5  5.6  2.9  77.4  45.7  30.8  0.9  

臺中市 100.0 10.0  5.3  0.2  1.1  1.7  0.4  0.4  0.4  0.3  0.2  8.6  5.5  3.1  81.4  50.6  29.6  1.2  

新竹縣 100.0 8.3  1.7  0.1  2.2  2.6  0.2  0.8  0.3  0.2  0.3  7.9  5.6  2.4  83.7  41.4  41.4 
(最高)  

0.9  

新竹市 100.0 8.3  3.2  0.4  1.4  1.5  0.6  0.5  0.4  0.2  0.2  8.2  6.3  1.8  83.5  56.4  26.3  0.8  

高雄市 100.0 8.2  2.7  2.2  0.8  1.2  0.4  0.4  0.1  0.1  0.4  10.2  5.3  4.9  81.6  59.9  20.8  0.9  

苗栗縣 100.0 7.9  2.4  0.2  2.7  1.2  0.1  0.9  0.3  0.0  0.1  10.1  5.6  4.5  82.0  46.9  33.6  1.5  

澎湖縣 100.0 6.9  4.2  0.2  － 0.4  0.6  0.2  0.1  － 1.3  9.5  7.1  2.4  83.6  61.5 
(最高)  

21.0  1.1  

屏東縣 100.0 6.2  1.1  0.5  1.4  1.3  0.2  1.1  0.2  0.1  0.3  9.5  3.4  6.1  84.3  59.2  22.5  2.5  

宜蘭縣 100.0 5.8  1.1  0.3  2.2  0.4  0.0  0.6  0.9  0.1  0.2  13.4  5.4  8.1  80.8  46.8  31.6  2.3  

南投縣 100.0 5.6  2.4  － 0.1  1.6  0.3  0.8  0.3  0.1  0.1  9.3  4.3  5.0  85.2  48.1  33.5  3.5  

嘉義縣 100.0 5.6  1.7  － 0.9  1.3  0.1  0.9  0.3  0.3  0.0  11.6  3.8  7.8  82.8  48.9  29.3  4.6  

臺南市 100.0 5.4  1.1  0.2  1.5  1.4  0.2  0.3  0.5  0.2  0.1  8.9  3.5  5.4  85.7  59.8  24.8  1.2  

彰化縣 100.0 5.4  0.8  0.0  1.0  2.6  0.0  0.6  0.3  － 0.1  11.5  3.5  8.0  83.1  53.2  28.8  1.1  

雲林縣 100.0 4.9  0.6  0.1  0.7  2.2  0.2  0.4  0.3  0.2  0.1  13.1  2.8 
(最低)  

10.3 
(最高)  

82.0  47.8  31.4  2.7  

花蓮縣 100.0 4.9  0.5 
(最低)  

0.2  2.5  0.8  0.3  0.3  0.1  － 0.0  12.2  5.5  6.7  82.9  43.4  37.3  2.2  

嘉義市 100.0 3.7  0.8  0.1  1.1  1.4  0.1  0.1  0.1  0.1  0.0  10.3  4.4  5.9  85.9  59.1  25.8  1.1  

臺東縣 100.0 3.6  0.9  0.1  0.9  0.2  0.2  0.6  0.2  0.0  0.3  10.2  5.3  5.0  86.2  53.0  30.4  2.8  

金馬地區 100.0  8.8  5.3  0.2  0.1  0.3  0.7  0.2  0.0  － 1.8  11.6  8.2  3.4  79.6  46.3  31.9  1.4  

連江縣 100.0  13.4  4.5  0.4  0.5  1.1  3.3  0.3  0.1  － 3.2  17.4  16.3  1.1  69.2  36.0  32.6  0.6  

金門縣 100.0  8.4  5.4  0.2  0.1  0.3  0.5  0.2  0.0  － 1.7  11.1  7.6  3.5  80.5  47.1  31.8  1.5  

說明: 1.公共運具之「其他」包括免費公車（含復康巴士）、飛機及渡輪；私人運具之「其他」包括自用小貨車、
自用大客車及自用大貨車。 

2.本次調查有效樣本計 3萬 8,267 人，在 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0.5 個百分點（各縣市有效樣本，除
連江縣為 387 人，抽樣誤差為±5.0 個百分點外，其餘縣市均至少 1,384 人，抽樣誤差均在±2.7 個百分點
以內）。 

3.0.0 表示數字不及 0.05，以下各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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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民眾對搭乘公共運具服務之滿意度 

一、 搭乘公共運具服務之滿意度 

103 年在日常有搭乘公共運具的民眾中，有高達 93.0%對公共

運具之服務表示滿意，為近 6 年新高，僅有 5.6%表示不滿意。顯

示民眾已逐漸感受到各運輸業者對於提升服務品質之努力。 

圖 11、歷年民眾對於搭乘公共運具服務的滿意度 

 

 

 

 

 

 

 

按運具別觀察，103年以「交通車」之服務滿意度 97.7%最高，

「捷運」、「飛機」、「高鐵」之服務滿意度均達 93%以上，其餘除渡

輪(72.1%)之外的公共運具，其服務滿意度亦皆在 83%以上。 

表 9.民眾搭乘各項公共運具之滿意度 

調查期間：103年 10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單位:%  

運具別 市占率 總計 
滿意 不滿意 

無意見 
小計 很滿意 

還算 
滿意 

小計 
不太 
滿意 

很不 
滿意 

總計 16.0 100.0  93.0 26.2  66.8  5.6 4.8  0.8  1.6  
交通車 1.3 100.0  97.7  27.0  70.7  1.7  1.6  0.1  0.6  
捷運 4.7 100.0  96.9  30.9  66.0  1.3  1.3  －  1.8  
飛機 0.1 100.0  95.7  17.9 77.8 4.2  4.2  －  0.1  
高鐵 0.3 100.0  93.3  38.9  54.4  5.2  5.2  － 1.5 
免費公車 0.2 100.0  92.8  52.1 40.8 6.7  4.0  2.7 0.4  
市區公車 6.0 100.0  92.2  23.0  69.3 6.4  5.7  0.7  1.4  
計程車 0.7 100.0  92.1  29.6  62.5  6.1  5.7  0.4  1.8  
公路客運 0.7 100.0  90.9  26.0 64.9 8.2  5.7  2.5  0.9  
臺鐵 1.4 100.0  86.1  18.7 67.4 12.7  9.7  3.0  1.2  

國道客運 0.5 100.0  83.8  18.8  65.0  14.9 13.9  1.0  1.4  
渡輪 0.0 100.0  72.1  21.5 50.6 27.9  8.6 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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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各運具歷年成長趨勢觀察，「交通車」、「捷運」、「市區公車」、

「公路客運」及「臺鐵」等 5項公共運具之滿意度為近 6年最高，

值得作為其他運具業者提升服務品質之借鏡。 

二、 民眾外出未搭乘公共運具之原因 

103年臺灣地區民眾外出未搭乘公共運具之原因，以「開車(或

騎車)較方便」占 47.0%居首，「距離車站(包括各種公共運輸車站)

太遠」32.7%次之，「外出之目的地很近，不需交通工具」占 18.3%

再次之。 

若觀察 103年民眾外出未搭乘公共運具原因之增加幅度，「距

離車站(包括各種公共運輸車站)太遠」、「外出之目的地很近，不需

交通工具」、「開車(或騎車)較方便」、等項目，均較 102年增加超

過 1個百分點，未來相關單位規劃公共運輸計畫，宜優先朝這些項

目改進，以持續提升民眾搭乘公共運具之意願。 

表 10. 外出民眾未搭乘公共運具之原因 
   單位:% 

項目別 
103年  102年 101年 100年 

 較 102年增
減百分點 

 

A. 開車(或騎車)較方便 47.0 1.2 45.8 45.7 48.6 

B. 距離車站(包括各種公共運輸車站)太遠

(含住家附近或目的地沒有車站) 

32.7 3.8 28.9 35.0 34.5 

C. 外出之目的地很近，不需交通工具 18.3 1.4 16.9 20.4 19.9 

D. 班次時間無法配合(含班次太少) 12.7 -0.4 13.1 12.0 13.6 

E. 候車或換車時間較長 11.3 -0.9 12.2 9.9 ─ 

F. 開車(或騎車)較節省時間 7.8 -1.1 8.9 6.4 ─ 

G. 不習慣或不知道如何搭乘公共運輸 5.3 -2.2 7.5 4.6 4.6 

H. 搭乘公共運具時，需換車多次太麻煩 4.7 -0.7 5.4 4.8 6.3 

J. 步行或騎自行車可以健身 1.5 0.0 1.5 1.1 1.2 

K. 搭乘公共運具整體費用較貴 1.3 -0.1 1.4 1.8 1.3 

I. 公共運具本身開較慢 1.2 -0.4 1.6 1.0 ─ 

說明:1.本表僅列出外出民眾未搭乘公共運具之前 11項原因。 
2.未搭乘公共運具之原因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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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載客量與市占率之關係說明 
 

為清楚表達載客量與市占率之關係，本文進一步推估我國公共

及非公共運輸之載客量，並以圖形呈現兩者之間的關係。 

交通部自 99年起推動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以來，公共運輸載

客量已由 98年之 26.6億人次增加至 103年之 32.0億人次，增加約

5.4億人次（增 20.2%），非公共運輸載客量則呈現小幅下降趨勢，

103年較 98年減少 3.1億人次(減少 1.8%)。 

103 年公共運輸載客量雖然較 98 年成長 20.2%，但因 103 年非

公共運輸載客量 168.4 億(較 98 年減少 1.8%)，約為公共運輸載客

量之 5.26倍，導致公共運輸市占率尚無法大幅提升。未來應持續改

善公共運輸「多搭車」之大環境，並推動私人運具「少開車」的誘

因，雙向來進一步提升公共運輸載客量及市占率。 

 

圖 12.公共運輸載客量及市占率關係圖 

 

 

 

 

 

 

 

 

 

 

 

 

103年 

公共運輸市占率(%)＝ ╳10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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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客量較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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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公共運輸載客量 

(32億307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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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公共運輸載客量 

(32億307萬人次) 

 

 

98年 

103年 

非公共運輸載客量 

(168億4,179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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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一、 臺灣地區所有旅次之公共運輸市占率 

（一） 103年公共運輸市占率 16.0%，持續成長並為近 6年新高：103年

臺灣地區公共運輸市占率為 16.0%，較 102 年大幅增加 0.8 個百

分點，並創近 6年新高。就縣市別觀之，以臺北市（37.0%）最高，

基隆市（32.4%）次之，新北市（31.1%）再次之，而以臺東縣 3.6%

最低。 

（二） 103 年有 5 縣市公共運輸市占率達 10%以上，顯示政府推動之公

共運輸計畫成效益趨顯著：綜觀 20 縣市之 103 年公共運輸市占

率，有 10個縣市公共運輸市占率創新高。成長的縣市中，以「新

北市」成長 2.3個百分點最多，主要係受 103年臺北捷運營運總

長度擴增至 129.2公里(幅員擴及新北市)，捷運運量持續成長，

並推出「公車路線 4年倍增計畫」政策所影響。 

二、 臺灣地區通勤學旅次之公共運輸市占率 

（一） 103 年臺灣地區民眾通勤學旅次之公共運輸市占率為 18.7%：就

縣市別觀之，以臺北市（41.1%）最高，基隆市（38.9%）次之，

新北市（36.3%）再次之，而以臺東縣 3.6%最低。綜合觀察 103

年 20縣市通勤學旅次之公共運輸市占率，有 8個縣市創新高，而

市占率達 10%以上之縣市有臺北市、基隆市、新北市、桃園市、

臺中市、新竹縣及高雄市等 7縣市。 

（二） 與所有旅次比較，103年各縣市通勤學旅次之公共運輸市占率均較所

有旅次高：其中以基隆市較所有旅次高出 6.5個百分點最多，其

次為新北市高出 5.2個百分點。 

三、 公共運輸市占率按不同分類分析 

（一） 近 6年男、女性之公共運輸市占率大致呈逐年增加趨勢，男、女

性市占率均為近 6 年新高：103 年男、女性公共運輸市占率分別

為 12.2%、19.9%，均創近 6年新高。而 103年女性之公共運輸市

占率高於男性，顯見女性民眾較偏好搭乘公共運具，其中女性以

搭乘「市區公車」、「捷運」較男性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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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5－未滿 18歲」之公共運輸市占率最高：103年以「15－未滿

18歲」的年齡層使用公共運具的比率最高，達 54.6%，係此年齡

層大多為學生所致。綜觀近 6年各年齡層之公共運輸市占率，「15

－未滿 18 歲」創新高，而「18－未滿 20 歲」及「20－未滿 30

歲」等 2組年齡層之公共運輸市占率逐年持續上升，顯見青年族

群之運具選擇行為，正在逐漸改變中。 

（三） 各旅次以通學為目的之公共運輸市占率 49.1%最高：就 103 年旅

次目的別之公共運輸市占率觀之，以「通學」之公共運輸市占率

49.1%最高，而近 6年民眾外出「休閒」之公共運輸市占率持續成

長，顯示本部觀光局及公路總局推動相關政策已發揮擴大公共運

輸使用人口之影響力。 

（四） 除新竹市及臺東縣外，各縣市以「無收入」者之公共運輸市占率

最高：就平均每月個人所得之公共運輸市占率觀之，103年以「無

收入」者之公共運輸市占率 25.7%最高，而以「1-未滿 3 萬元」

(10.7%)最低，主因係此族群使用「機車」之比例相對較高。 

（五） 103年轉乘旅次占所有旅次之 4.5%，而公共運具轉乘旅次占轉乘

旅次之 96.9%：近 6 年臺灣地區民眾轉乘旅次占所有旅次比率各

年均在 4.5%上下，變動幅度不大，其中公共運具轉乘旅次占所有

轉乘旅次之比率均在 92%以上，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顯示民眾

的轉乘旅次中絕大多數是使用公共運具進行轉乘。 

（六） 各縣市民眾外出皆以「機車」為最主要運具：就 103年臺灣地區

民眾外出使用之所有公、私運具觀察，以私人運具中之「機車」

市占率最高，達 46.5%，「自用小客車」24.8%次之，兩者合計市

占率達 71.3%。進一步與 102年各公共運具市占率進行比較，103

年「捷運」上升 0.6 個百分點，「臺鐵」及「高鐵」均上升 0.2

個百分點，顯示政府積極推動軌道運輸的軟硬體建置已具初步成

效。 

四、 民眾對搭乘公共運具服務之滿意度 

（一） 高達 93.0%民眾對公共運具之服務表示滿意，為近 6年新高：103

年在日常有搭乘公共運具的民眾中，有高達 93.0%對公共運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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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表示滿意，僅有 5.6%表示不滿意。顯示民眾已逐漸感受到各

運輸業者對於提升服務品質之努力。 

（二） 按運具別觀察，103年以「交通車」之服務滿意度 97.7%最高: 按

運具別觀察，103 年「交通車」、「捷運」、「飛機」、「高鐵」之服

務滿意度均達 93%以上，而其餘除渡輪(72.1%)之外的公共運具，

其服務滿意度亦皆在 83%以上。 

（三） 民眾外出未搭乘公共運具之原因，以「開車(或騎車)較方便」占

47.0%為首：103年臺灣地區民眾外出未搭乘公共運具之原因，以

「開車(或騎車)較方便」占 47.0%為首，「距離車站(包括各種公

共運輸車站)太遠」32.7%次之。 

五、 載客量與市占率之關係 

103年公共運輸載客量 32.0億人次，雖然較 98年成長 20.2%，但

因 103年非公共運輸載客量 168.4億(較 98年減少 1.8%)，約為公

共運輸載客量之 5.26 倍，導致公共運輸市占率尚無法大幅提升。

未來應持續改善公共運輸「多搭車」之大環境，並推動私人運具

「少開車」的誘因，雙向來進一步提升公共運輸載客量及市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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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相關運具市占率指標之意涵 

一、本調查之運輸工具可分類如下: 

1. 公共運輸工具：包含捷運、市區公車、公路客運、計程車、臺鐵、

高鐵、渡輪、交通車、免費公車及復康巴士、國道客運、飛機。 

2. 非機動運輸工具：包含步行、自行車（含電動車）。 

3. 私人機動運輸工具：包含機車、自用小客車（含小客貨兩用車）、

其他。 

二、各種指標之意涵: 

1. 公共及非機動運具市占率：所有旅次中使用到的運具次數中公共

運具及非機動運具次數所占比率，可顯示公共及非機動運具（即

綠運具）之使用狀況。 

2. 公共運輸市占率：所有旅次中使用到的運具次數中公共運具次數

所占比率，可顯示公共運具之使用狀況。 

3. 非機動運具市占率：所有旅次中使用到的運具次數中非機動運具

次數所占比率，可顯示非機動運具（步行及自行車）之使用狀況。 

4. 私人機動運具市占率：所有旅次中使用到的運具次數中私人機動

運具次數所占比率，可顯示機車、自用小客車等私人機動運具之

使用狀況。 

5. 最常公共運具市占率：民眾勾選最常使用之運具中公共運具所占

之比率，係為與臺北市之「臺北市公共運具市占率」比較，提供

參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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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概述及定義說明 

一、 調查概述 

為估算各縣市之各種運輸工具使用比率，了解民眾未搭乘公共

運輸工具之原因，並探究民眾搭乘各項公共運具之滿意度，本處爰

賡續辦理「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 

「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係以詢問受訪者在調查日前一

日（週一至週五）其所有的外出活動，電訪中詳實記錄其外出的每

個旅次及每個旅次所使用之運具。 

 

二、 定義說明 

1. 旅次（trip）:一個特定目的之外出為一個旅次，N個特定目的之外出

為 N 個旅次，超過 500 公尺之旅次才算，故一天之外出

會有很多旅次，每一旅次可能會使用許多運具。 

2. 步行:需超過 500 公尺（約走路 8 分鐘）以上才算。（例如:走路到自

家附近之便利商店購物或買菜，若其距離未超過 500公尺，則不

記錄為 1個旅次）。 

3. 運具次數之計算－ 

（1） 搭乘「公車」轉「公車」－公車算 1次；搭乘「捷運」轉「捷運」

－捷運算 1次。 

（2） 搭乘「捷運」轉「公車」－捷運、公車各算 1次。 

（3） 假設大雄早上出門去上班的這 1個旅次，使用之運具如下: 

 

 

   ＝＝＞則步行算 1次，其他運具算 1次。 

 

 

＝＝＞則步行算 1次。 

（4） 在同一棟建築物裡之步行（如搭捷運轉火車，需經過地下街），即便超

過 500公尺（約走路 8分鐘）仍不計算。 

  

步行

超過500公尺
辦公室住家

其他運具

(如捷運)
轉乘站轉乘站

步行

超過500公尺
辦公室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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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所有旅次運具之市占率－按各種運具分 
調查期間:103年 10月 1日至 12 月 31日        單位:﹪ 

運具別 

 

 

縣市別 

綠運輸(公共及非機動運具)市占率 私人機動運具市占率 

  公共運輸市占率 非機動運具市
占率 

 市區

公車 

捷運 臺鐵 交通

車 

計程

車 

公路

客運 

國道

客運 

其他  步行 自行

車 

 機車 自用小
客車 

其他 

臺灣地區 27.6  16.0  6.0  4.8  1.4  1.4  0.7  0.7  0.5  0.5  11.6  7.3  4.2  72.4  46.5  24.8  1.1  

臺北市 57.7  37.0  14.8  16.8  0.9  0.3  2.2  0.6  0.5  0.8  20.7  16.8  3.9  42.3  24.3  17.6  0.3  

基隆市 44.7  32.4  12.7  2.9  4.6  1.0  1.2  3.8  5.9  0.2  12.2  11.4  0.8  55.3  35.0  19.8  0.5  

新北市 43.4  31.1  12.3  12.6  1.8  1.0  1.2  0.9  0.5  0.8  12.3  10.5  1.8  56.6  38.0  18.2  0.4  

桃園市 22.6  14.1  5.0  1.3  2.5  2.5  0.5  0.9  0.8  0.7  8.5  5.6  2.9  77.4  45.7  30.8  0.9  

臺中市 18.6  10.0  5.3  0.2  1.1  1.7  0.4  0.4  0.4  0.4  8.6  5.5  3.1  81.4  50.6  29.6  1.2  

新竹縣 16.3  8.3  1.7  0.1  2.2  2.6  0.2  0.8  0.3  0.4  7.9  5.6  2.4  83.7  41.4  41.4  0.9  

新竹市 16.5  8.3  3.2  0.4  1.4  1.5  0.6  0.5  0.4  0.4  8.2  6.3  1.8  83.5  56.4  26.3  0.8  

高雄市 18.4  8.2  2.7  2.2  0.8  1.2  0.4  0.4  0.1  0.5  10.2  5.3  4.9  81.6  59.9  20.8  0.9  

苗栗縣 18.0  7.9  2.4  0.2  2.7  1.2  0.1  0.9  0.3  0.2  10.1  5.6  4.5  82.0  46.9  33.6  1.5  

澎湖縣 16.4  6.9  4.2  0.2  － 0.4  0.6  0.2  0.1  1.3  9.5  7.1  2.4  83.6  61.5  21.0  1.1  

屏東縣 15.7  6.2  1.1  0.5  1.4  1.3  0.2  1.1  0.2  0.4  9.5  3.4  6.1  84.3  59.2  22.5  2.5  

宜蘭縣 19.2  5.8  1.1  0.3  2.2  0.4  0.0  0.6  0.9  0.3  13.4  5.4  8.1  80.8  46.8  31.6  2.3  

嘉義縣 17.2  5.6  1.7  － 0.9  1.3  0.1  0.9  0.3  0.3  11.6  3.8  7.8  82.8  48.9  29.3  4.6  

南投縣 14.8  5.6  2.4  － 0.1  1.6  0.3  0.8  0.3  0.2  9.3  4.3  5.0  85.2  48.1  33.5  3.5  

臺南市 14.3  5.4  1.1  0.2  1.5  1.4  0.2  0.3  0.5  0.3  8.9  3.5  5.4  85.7  59.8  24.8  1.2  

彰化縣 16.9  5.4  0.8  0.0  1.0  2.6  0.0  0.6  0.3  0.1  11.5  3.5  8.0  83.1  53.2  28.8  1.1  

雲林縣 18.0  4.9  0.6  0.1  0.7  2.2  0.2  0.4  0.3  0.3  13.1  2.8  10.3  82.0  47.8  31.4  2.7  

花蓮縣 17.1  4.9  0.5  0.2  2.5  0.8  0.3  0.3  0.1  0.0  12.2  5.5  6.7  82.9  43.4  37.3  2.2  

嘉義市 14.1  3.7  0.8  0.1  1.1  1.4  0.1  0.1  0.1  0.1  10.3  4.4  5.9  85.9  59.1  25.8  1.1  

臺東縣 13.8  3.6  0.9  0.1  0.9  0.2  0.2  0.6  0.2  0.4  10.2  5.3  5.0  86.2  53.0  30.4  2.8  

金馬地區 20.4  8.8  5.3  0.2  0.1  0.3  0.7  0.2  0.0  1.8  11.6  8.2  3.4  79.6  46.3  31.9  1.4  

連江縣 30.8  13.4  4.5  0.4  0.5  1.1  3.3  0.3  0.1  3.2  17.4  16.3  1.1  69.2  36.0  32.6  0.6  

金門縣 19.5  8.4  5.4  0.2  0.1  0.3  0.5  0.2  0.0  1.7  11.1  7.6  3.5  80.5  47.1  31.8  1.5  

註:1.公共運具之「其他」包括免費公車及復康巴士、高鐵、飛機及渡輪；私人運具之「其他」包括自用小貨車、自用 

註:1.大客車及自用大貨車。 

註:2.本表各項指標之計算同表 1。 

註:3.0.0 表示數字不及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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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通勤學旅次運具之市占率－按各種運具分 
調查期間:103年 10月 1日至 12 月 31日         單位:% 

運具別 

 

 

縣市別 

綠運輸(公共及非機動運具)市占率 私人機動運具市占率 

  公共運輸市占率 非機動運具市
占率 

 市區

公車 

捷運 交通

車 

臺鐵 公路

客運 

計程

車 

國道

客運 

其他  步行 自行

車 

 機車 自用小
客車 

其他 

臺灣地區 25.7  18.7  7.3  6.0  2.4  1.6  0.6  0.3  0.2  0.2  6.9  3.8  3.1  74.3  49.5  23.6  1.3  

臺北市 53.9  41.1  15.6  22.0  0.4  0.6  0.7  1.4  0.1  0.2  12.8  10.5  2.3  46.1  28.9  17.0  0.3  

基隆市 45.0  38.9  13.0  3.7  1.6  6.5  4.8  0.7  8.4  0.1  6.1  5.7  0.3  55.0  34.3  20.4  0.3  

新北市 43.1  36.3  15.8  15.9  1.7  1.5  0.5  0.5  0.0  0.2  6.9  5.8  1.1  56.9  41.5  15.0  0.3  

桃園市 20.2  15.7  6.5  0.9  4.0  2.9  0.7  0.0  0.4  0.2  4.5  2.8  1.7  79.8  48.9  29.6  1.2  

臺中市 16.4  11.4  6.3  0.2  2.9  1.2  0.3  0.2  － 0.4  5.0  2.8  2.2  83.6  54.2  28.3  1.1  

新竹縣 15.0  10.7  2.1  0.2  4.6  2.5  0.6  0.1  0.3  0.4  4.3  2.2  2.1  85.0  44.1  40.1  0.8  

高雄市 16.1  10.1  3.2  2.7  2.1  0.9  0.5  0.2  － 0.5  6.0  2.4  3.5  83.9  62.8  19.9  1.2  

苗栗縣 14.2  9.7  3.2  － 2.3  3.4  0.7  － － 0.2  4.5  1.9  2.6  85.8  49.3  34.8  1.7  

新竹市 14.4  9.1  4.0  0.1  2.5  1.7  0.5  － 0.1  0.1  5.3  3.5  1.8  85.6  59.6  25.4  0.5  

澎湖縣 13.2  8.5  6.7  － 0.8  － 0.2  0.1  － 0.7  4.7  3.0  1.7  86.8  64.8  21.2  0.9  

屏東縣 14.9  8.4  1.8  0.5  2.4  2.1  1.6  － － 0.1  6.5  1.1  5.4  85.1  58.6  23.2  3.4  

南投縣 13.3  7.6  3.9  － 2.9  － 0.6  － 0.2  － 5.7  1.9  3.8  86.7  50.3  32.0  4.4  

彰化縣 15.2  7.2  1.0  － 4.5  1.2  0.5  － － － 8.0  1.0  7.0  84.8  56.3  27.2  1.3  

嘉義縣 14.8  6.6  2.3  － 2.4  0.8  1.1  － － － 8.2  1.8  6.4  85.2  52.7  26.4  6.1  

臺南市 11.3  6.2  1.2  0.1  2.7  1.7  0.3  0.1  0.1  0.2  5.1  1.0  4.1  88.7  63.3  23.9  1.4  

花蓮縣 15.1  6.2  0.9  0.1  1.3  3.4  0.5  － － － 8.9  2.6  6.3  84.9  43.9  37.4  3.5  

宜蘭縣 14.5  6.0  1.3  － 0.5  2.7  0.5  0.1  0.6  0.3  8.6  2.3  6.2  85.5  49.3  32.9  3.3  

嘉義市 12.3  5.9  1.3  － 2.7  1.8  － － － 0.1  6.4  1.5  4.9  87.7  58.7  27.6  1.5  

雲林縣 15.6  5.8  0.8  － 4.0  0.6  0.4  － － － 9.8  1.4  8.4  84.4  50.9  30.2  3.4  

臺東縣 10.6  3.6  1.1  － 0.5  1.1  0.5  0.1  0.2  0.1  7.0  2.7  4.3  89.4  54.0  31.1  4.3  

金馬地區 14.1  7.9  5.6  0.1  0.1  － 0.3  0.2  － 1.4  6.2  3.8  2.4  85.9  49.2  35.1  1.6  

金門縣 13.7  8.0  5.7  0.1  0.2  － 0.3  0.3  － 1.4  5.7  3.2  2.6  86.3  49.5  35.1  1.7  

連江縣 19.0  6.6  4.8  － － － 0.7  － － 1.1  12.4  12.4  － 81.0  45.5  34.6  0.9  

註:1.公共運具之「其他」包括免費公車及復康巴士、高鐵、飛機及渡輪；私人運具之「其他」包括自用小貨車、自用大

大客車及自用大貨車。 

註:2.本表各項指標之計算同表 1。 

註:3.0.0 表示數字不及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