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眾使用運具之行為概況分析─ 

以計程車叫車、小復康及愛心卡為例 

一、計程車叫車指定女駕駛 

(一)指定女性駕駛服務使用情形暨分析 

本處建置之 0800-055850(市話免付費，手機撥打 55850，須付費) 智慧型

叫車系統已整合臺北市各車隊電話專線，並提供包括敬老愛心車隊、無障礙計

程車及酒後代駕等系統轉接服務。因部分女性乘客在安全考慮上會希望能有女

性駕駛的貼心服務，爰本處針對現有車隊之女性駕駛進行整合，並於 103 年 4

月起於系統中提供該項服務，民眾如有需求可撥打該專線後按「5」，輸入車

隊代號後向車隊派遣中心說明需要女性駕駛服務，車隊即可配合派遣(目前各

車隊以「台灣大車隊」及「大都會」車隊女性駕駛較多，系統會請民眾選擇該

2 車隊)。 

(二)近 3 年民眾使用情形數據:0800 智慧型安全叫車轉接系統指定女性駕駛與使用

總人次數據如表 1-1。 

表 1-1  0800 智慧型安全叫車轉接系統統計 

 
指定女性駕駛人數 總使用人次數 指定女性駕駛比率 

103 年 1,445 213,903 0.68% 

104 年 1,342 173,895 0.77% 

105 年 946 124,483 0.76% 

 

 
圖 1-1 0800 智慧安全叫車轉接系統使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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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說明 

本處自 103 年起辦理指定女駕駛服務後，民眾使用率未有顯著成長，其因

素可能為近年民間開發之叫車 APP 軟體亦有提供該項服務(如「呼叫小黃」APP、

「55688」台灣大車隊 APP)，致 105 年民眾使用 0800 免付費電話次數減少，考

量仍有其存續需求，本處將持續推廣，期能使民眾享有更貼心的服務。 

(四)相關報導及網站 

 

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424004241-260405 

 
大都會車隊網站：http://www.mtaxi.com.tw/taxi/female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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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市小型復康巴士男性與女性使用比例 

(一)小型復康巴士服務說明 

本市小型復康巴士目前採委外方式經營，提供設籍於臺北市且領有身心障

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之市民預約乘車服務，分別委由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

基金會及元三租車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為有效提昇小型復康巴士服務量能與品

質，以及因應身心障礙人口增加，未來除持續透過鼓勵乘客共乘及加強車輛調

度等措施，提升車輛使用效率及運量外，另積極爭取民間團體或企業等各界善

心人士發揮愛心踴躍捐贈，以提供身心障礙市民更完善的運輸服務。本市小型

復康巴士車輛數共計 328 輛，平均每月可提供約 5.5 萬趟次服務，載送約 10

萬人次。 

(二)小型復康巴士訂車方式及新增功能 

本處已建置網路預約統一訂車平台網頁：http://40556789.taipei.gov.tw，並

提供統一客服中心訂車電話：02-4055-6789 及語音訂車專線：02 -2176-5165，

另於 2016 年 1 月起於統一訂車平台網頁提供「臨時訂車服務」功能和語音訂

車專線車輛遲到通報服務等功能，提升小型復康巴士臨時訂車服務的效率，並

提供意見回饋。 

 
表 2-1 本市身障等級人數 

身障等級 男性 女性 各等級人數 

極重度 8,716 7,895 16,611 

重度 12,141 10,578 22,719 

中度 20,753 17,428 38,181 

輕度 25,649 18,602 44,251 

總計 67,259(55.2%) 54,503(44.8%) 121,762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統計至 105 年 12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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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男女訂車成功人次數及男女訂車成功比例情形 

至 106 年 1 月底，小型復康巴士男性會員計 13,479 人，女性會員計 12,507

人，共計 25,986 人。 

表 2-2 小型復康巴士訂車成功人次 

 
男性訂車成功人次數 女性訂車成功人次數 全年度訂車成功次數 

103 年 349,701 312,612 662,313 

104 年 343,470 324,759 668,229 

105 年 345,167 317,341 662,508 

 
表 2-3 103-105 年小型復康巴士訂車成功性別比例 

 
男性 女性 

103 年 52.8% 47.2% 

104 年 51.4% 48.6% 

105 年 52.1% 47.9% 

 
圖 2-1 小型復康巴士訂車成功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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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小型復康巴士會員性別比例 

 

  
圖 2-3 103 年小型復康巴士訂車成功性別比例 

    
圖 2-4 104 年小型復康巴士訂車成功性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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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103 年小型復康巴士訂車成功性別比例 

 
(四)分析說明 

近 3 年訂車總人次數呈現逐年上升趨勢，本處為服務更多身障人士，已推

廣共乘並請業者加強調度，另亦推動無障礙計程車，以紓解民眾乘車需求；惟

近 3 年男女性訂車人物及男女比例部分，男性皆約為 52%、女性皆約為 48%，

未有明顯變化。 

(五)相關報導 

 
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121000557-26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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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925000507-26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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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市愛心卡男女使用比例 

(一)緣起 

有鑑於科技日新月異，第一張數位化卡證概念於法國問世後，經過多年演

進，數位化卡證應用已從早期的公共電話、醫療、銀行擴及至交通、購票與紅

利點數累積等應用範圍。然而在國內，數位化卡證亦已處於蓬勃發展階段，91

年 9 月 30 日起上市的「悠遊卡」即是一張整合臺北市捷運、聯營公車與停車

票證之 IC 電子交通票證。99 年 4 月起，悠遊卡亦開始提供小額消費應用服務，

從此悠遊卡正式從交通票證轉變為貼近民眾各式生活需求之 IC 電子票證。 

隨著從悠遊卡所獲得的經驗，與政府發展大眾運輸政策下，各地方政府也

著手發展相關應用，從原先交通票證逐漸擴展至購票、特約小額消費、圖書借

閱證、觀光景點門票、繳交行政規費等，例如：92 年本府社會局與交通局(98

年後由本市公共運輸處)發行之「敬老悠遊卡」、「愛心悠遊卡」提供長者、

身心障礙者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直接享有乘車補助、102 年本府衛生局發行「台

北卡—二代健康卡」，提供民眾可隨時查詢個人健康資料，進行自我健康管理，

同時提供集點服務，鼓勵民眾積極參與健康促進活動累積健康點數。(資料來

源：本府資訊局) 

(二)愛心卡及卡片樣式介紹（以臺北市為例，為記名卡） 

愛心卡：設籍並實際居住北市，且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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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愛心陪伴卡：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必要陪伴

者優惠措施欄須註記有「國內大眾運輸工具」。 
(三)本市優待措施 

搭乘捷運：以愛心悠遊卡搭乘捷運於自行加值後半價優待（捷運公司另提

供 8 折優待），總共為 4 折優待，另愛心陪伴卡緊接於原愛心卡後使用於自行

加值後半價優待（捷運公司另提供 8 折優待），總共為 4 折優待。若單獨使用

以全票計。 

搭乘公車：愛心悠遊卡每月免費優待 60 段次，即 480 元，超過部分一律

自行加值後半價優待，另愛心陪伴卡緊接於原愛心卡後使用一律自行加值後半

價優待。惟單獨使用以全票計收票價。 

搭乘計程車(敬老愛心/無障礙計程車)：以本市愛心悠遊卡刷卡，與現行補

助搭乘公車之免費額度每月 60 段次（480 元）共用，依單趟計程車車資 100

元以下(含 100 元)補助 2 段次（16 元）；超過 100 元補助 4 段次（32 元）。 

(四)近 3 年民眾使用情形數據 

愛心卡發卡量，男性計 46,907 人，女性計 36,918 人，共計 83,825 人。 

表 3-1 愛心卡近 3 年使用人次數及使用比例(統計至 106 年 1 月) 

愛心卡 男性使用人次數 女性使用人次數 總人次 

103 年 11,631,605  9,802,680  21,434,285  

104 年 12,003,660  10,126,885  22,130,545  

105 年 12,256,369  10,253,767  22,510,136  

 
表 3-2 愛心卡近 3 年使用人次數及使用比例 

愛心卡 男性使用比例 女性使用比例 

103 年 54.3% 45.7% 

104 年 54.2% 45.8% 

105 年 54.4%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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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愛心卡近 3 年使用人次數及使用比例 

 

 
圖 3-2 愛心卡發卡性別比例 

 

圖 3-3 103 年愛心卡發卡性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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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104 年愛心卡使用性別比例 

   
圖 3-5 105 年愛心卡使用性別比例 

(五)分析說明 

愛心卡男性使用比例上，近 3 年每年皆高於女性約 8%，但男女使用比例

上近 3 年幾乎未有變化，男性均約 54%、女性均約 46%，惟使用人次數呈現逐

年上升趨勢。 

(六)相關報導 

 
鉅亨網 http://news.cnyes.com/news/id/3666222 



11 
 

 
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821004293-260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