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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聯營公⾞服務路線營運虧損補貼審議作業規定
             中華⺠國102年3⽉25⽇臺北市政府交通局(102)北市交運字第10210926
             400號函修正發布

一、臺北市公共運輸處（以下簡稱本處）為有效執行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聯營公車營運

    虧損補貼，以改善本市聯營公車經營環境，並提昇本市聯營公車服務品質，特依交通部

    令頒大眾運輸事業補貼辦法（以下簡稱補貼辦法）訂定本作業規定（以下簡稱作業規定

    ）。

二、本作業規定之補貼對象為經營本市聯營公車服務路線產生虧損之客運業者，惟下列情形

    除外：

    （一）前 1年度曾發生影響民眾行之權益時，得視情節輕重，由服務品質督導及評鑑委

          員會決定不予補貼。

    （二）前 1年度違反「臺北市聯營公車營運服務評鑑執行要點」而被撤銷所屬高營收營

          運路線之聯營公車單位，得由服務品質督導及評鑑委員會決定不予補貼。

三、本作業規定相關名詞定義如下：

    （一）服務品質督導及評鑑委員會：本市補貼審議作業在本市由臺北市聯營公車營運與

          服務品質督導及評鑑委員會執行。服務品質督導及評鑑委員會依其設置要點設置

          。

    （二）服務路線：依政策與民眾運輸需求之需要，由本市聯營公車業者經營或受委託或

          經指示經營之郊區、山區偏遠公車路線、專車路線、捷運接駁路線、特殊路線、

          特殊班次之營運路線、無障礙運輸路線及符合補貼條件等營運虧損之公車路線。

    （三）郊區、山區偏遠公車路線：以服務山區產業道路及郊區社區民眾之公車路線。

    （四）政策專車路線：由政府徵求，配合特殊活動、節慶與旅次目的之一定期間之公車

          路線。

    （五）特殊路線、特殊班次之營運路線：非前述各路線惟配合民眾需要闢駛或非行駛固

          定班次或特殊時段如夜間公車之公車路線。

    （六）無障礙運輸路線：提供設置身心障礙者輔助設施（輪椅升降機）之固定或彈性路

          線之運輸服務。

    （七）共駛路線：由 2家以上之公車業者經營，採用同 1路線編號、行駛於同 1路線之

          公車路線。

    （八）重複路線：同 1公車業者，經營 2條以上路線具重複情形，而重複里程為其中 1

          線全線里程之 70%以上之路線。

    （九）競標路線：依本作業規定第 9點以公開方式辦理競標、議約之補貼路線。

    （十）每車公里合理營運成本：應以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統一會計科目及路線別成本制度

          之成本分類與標準計算各路線別成本；未計算路線別成本者，以本市最近 1次經

          本市議會審定票價推算之每車公車成本計算。

    （十一）每車公里實際營收為路線總營收除以路線總行駛里程，並得依本市公民營公車

            聯營管理中心提報之聯營公車路線每車公里營運收入計算。

    （十二）每人次公里補貼金額計算公式：（該路線補貼金額）÷（該期總載客人數）÷

            （該路線每段次平均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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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路線總行駛里程為（行駛車次）乘以（路線往返里程數），如車次數與路線往

            返里程數乘積大於總行駛里程者，以路線總行駛里程計。

    （十四）行駛車次：自營運路線起點站行駛返回起點站計算為 1車次（往返兩班次等於

            1 車次）。

    （十五）路線里程數：自營運路線起站至終點站後返回起點站之行駛里程數。

    （十六）修正後補貼總行駛里程 =行駛車次  路線里程數（行駛車次以70車次為計算上

            限即超過70車次者以70車次計）

    （十七）修正後每車公里合理營收 =路線總營收 /修正後補貼總行駛里程。

四、補貼作業需經本市服務品質督導及評鑑委員會審議，其審議事項如下：

    （一）申請路線別補貼條件之審議。

    （二）申請路線別補貼計畫之審議。

    （三）申請路線別每車公里合理營運成本之審議。

    （四）申請路線別補貼優先順序之審議。

    （五）原核定路線別補貼計畫修訂之審議。

    （六）補貼與營運評鑑結果運用方式之審議。

    （七）其他依政策需要補貼相關事宜之審議。

    本處於初審各公車業者提報資料完畢後，提請本市服務品質督導及評鑑委員會審議，本

    處並彙整該委員會之審議結果，擬具補貼總計畫陳報交通部核定。當年度各期實際公車

    業者補貼款項及路線名稱，應提報本市服務品質督導及評鑑委員會備查。

五、申請營運服務路線虧損補貼條件：

    （一）公車業者至前 1年度12月底仍繼續經營之本市聯營公車路線，因其每車公里營收

          低於每車公里合理營運成本，得申請補貼；於前 1年度公司整體營運產生虧損者

          或參加本市聯營公車部分之虧損者得列為優先補貼對象。

    （二）經本處核准籌備經營之新闢營運服務路線

          1.於前 1年度12月 1日前通車者，得申請第 1、 2期虧損補貼。

          2.第 1期補貼時程為前 1年度12月 1日至當年度 5月31日止。

          3.第 2期補貼時程為當年度 6月 1日至當年度11月30日止。

          4.惟如屬業者認有運輸需求，自行提出申請、規劃之路線（含原正線以部分班次

            調整行駛致增加之路線）自核准行駛日起， 3年內不得申請補貼，屬配合本處

            整體運輸政策考量新闢之路線，應提具書面證明文件。

    （三）為配合本處整體運輸政策考量，經商請路線所屬公司調整其營運路線（含裁撤）

          或行駛車次而未配合調整者，該等路線不得申請補貼。各業者自行申請調整補貼

          路線車次者，半年內不得申請補貼；於年初審核補貼期限前提出申請者，得納入

          該年度第 2期補貼，逾期限者列於次 1年度申請。

    （四）受補貼路線之優先次序

          1.第 1優先補貼路線：路線里程30公里以下，依政策與民眾運輸需求之需要，由

            本市聯營公車業者經營或受委託或經指示經營之郊區、山區偏遠公車路線、政

            策專車路線、特殊路線、特殊班次之營運路線、無障礙運輸之公車路線，其行

            駛超過30車次者以30車次計。惟各受補貼業者因前 1年評鑑平均成績未滿80分

            ，原屬第 1優先之所有補貼路線，全數改列第 2優先路線補貼，其行駛超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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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次者亦以30車次計。

          2.第 2優先補貼路線：符合補貼辦法規定之營運虧損公車路線，平均每日往返行

            駛30車次以下，路線里程30公里以下。

          3.捷運接駁補貼路線：路線里程30公里以下，行駛超過30車次者以30車次計。

    （五）公告競標路線依評選議約內容辦理。

    （六）原交通部公路總局轄管並移撥至本市之路線，如行駛里程逾30公里並經本市服務

          品質督導及評鑑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得納入補貼。惟路線移撥後第 1年依原核定里

          程核算補貼金額，爾後逐年以 5公里幅度遞減至30公里以下進行核算。

六、聯營共駛、重複路線申請補貼處理原則：

    （一）聯營共駛路線：聯營公車業者行駛路線之總計車次數每日逾30車次者，該聯營路

          線不予補貼；該聯營路線如有 1業者因盈餘不符合前述補貼條件，其餘業者亦不

          得申請補貼；如各業者均發生虧損，個別補貼金額計算，以該等業者中較高之公

          里營收為計算補貼該聯營路線之基礎。

    （二）重複路線：同 1業者符合補貼條件路線中，有 2條以上路線具重複情形，而重複

          里程為其中 1線全線里程之 70%以上，且各線行經該重複路線車次之總計超過30

          車次，業者僅得選擇車次總和不超過30車次之路線申請補貼。重複範圍為行駛國

          道或快速道路之路段者，該路段不予計入重複里程。同 1業者有 2條以上路線具

          完全重複情形，其車次應合併計算並視同單一路線。

七、路線別基本營運虧損補貼金額計算公式如下：

    （一）現有路線基本營運補貼之最高金額

          1.現有路線

            路線基本營運補貼之最高金額 =（每車公里合理營運成本－每車公里實際營運

            收入）x（車次數）x（路線往返里程）。

          2.若為捷運接駁路線（行駛車次70車次以上）

            路線基本營運補貼之最高金額 =（每車公里合理營運成本－修正後每車公里合

            理營收）x（車次數）x（路線往返里程）。

    （二）申請補貼之路線，非因本處政策需要要求調整而致本年申請補貼之營運計畫車次

          數超過前 1年路線車次及里程數者，以前 1年車次／里程數為本年車次／里程數

          。

    （三）業者提報申請補貼路線之車次／里程資料，與本處核定額比較，取小值計算補貼

          最高金額。

    （四）依七（一）公式計算之補貼最高金額如超過業者提報原始申請補貼款總額，則以

          業者提報原始申請補貼款總額為上限。

    （五）每車公里合理營運成本以本市最近 1次經本市議會審定票價推算之每車公車成本

          為上限值；未能以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統一會計科目及路線別成本制度之成本分類

          與標準計算每車公里合理營運成本者，如新成立公司，以本市最近 1次經本市議

          會審定票價推算之每車公車合理營運成本計算。

    （六）本市服務品質督導及評鑑委員會得視各受補貼公車業者之虧損與營運績效等實際

          情況，調整基本營運虧損補貼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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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補貼經費：

    （一）路線里程30公里以下，行駛班次30車次以下之補貼路線：

          1.補貼款分攤之原則依大眾運輸事業補貼辦法第19點由中央政府分擔 1/3，臺北

            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分擔 2/3。

          2.本府應分擔之補貼金額，以中央政府實際分擔金額折算之，如本府因而剩餘之

            補貼款項，或於第 1、 2期各公車單位申請核撥補貼款作業完畢後有剩餘，本

            府得擬具第 2次補貼總計畫，由本市服務品質督導及評鑑委員會審核同意後分

            配或依程序繳回市庫。

    （二）第 1優先路線（含評鑑成績不佳納入第 2優先路線，或屬第 6點規定之重複路線

          ），其行駛車次超過30車次以上補貼差額由本府補貼款酌予補貼。

    （三）補貼經費分配原則：

          1.補貼總經費依本處初審符合補貼條件之第 1優先服務路線虧損金額優先核撥。

          2.如有剩餘額度，依本處初審符合補貼條件之第 2優先路線及捷運接駁路線虧損

            金額，依比例折減補貼。

          3.依據上開原則分配後，針對前 1年評鑑平均成績未滿80分業者之原屬第 2優先

            路線，全數再乘上服務品質因子（附件 1）；剩餘額度，則依路線補貼金額比

            例，優先分配於前 1年度評鑑平均成績90分以上路線，如仍有剩餘額度，除前

            1 年評鑑平均成績未滿80分業者所屬第 2優先路線外，再予以分配其他業者第

            2 優先路線及捷運接駁路線虧損金額。

          4.補貼路線因違反臺北市聯營公車服務路線營運補貼計畫執行管理要點致扣款或

            終止計畫其所餘之補貼額度，得併分配後剩餘款擬具第 2次補貼總計畫，由本

            市服務品質督導及評鑑委員會審核同意後分配或依程序繳回市庫。

九、本處得視實際需要，以公告方式公開遴選新闢或接續行駛服務路線之公車業者。

    （一）依本條規定遴選之業者，本處得優先給予補貼，其經營許可年限為 5年。

    （二）本市服務品質督導及評鑑委員會就參與遴選業者所提營運計畫及財務計畫進行審

          查議約，其評選項目及評分方式如附件。

    （三）獲選經營家數由服務品質督導及評鑑委員會討論決定之。

    （四）競標路線補貼計畫之執行管理，準用服務路線營運虧損補貼計畫之相關規定。

    （五）業者提出申請補貼之路線，其前兩年核定補貼款累計超過1000萬元者（且第二年

          補貼款高於 400萬），本處得公告開放此路線，業者不得提出異議，另本年度補

          貼款核撥不得超過前一年核定補貼金額，並以 500萬元為上限。申請調降車次者

          ，本處得公告開放此路線，徵求新業者接駛營運。

十、申請補貼應備計畫、表件

    符合補貼對象規定之聯營公車業者，其經營路線合乎補貼範圍及條件者，應備齊下列規

    定文件於限定時間內提出申請。如未依限定時間提出申請，應按逾期日數（含例假日）

    ，每日扣減其得受分配補貼經費千分之五。逾30日（含）以上者，視同放棄該期申請，

    並應繳回該期已暫撥之補貼金額。惟業者如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並於限定時間前（

    本處收文日期）提出說明，並經本處同意者，不在此限。

    （一）總說明

          1.應包含前 1年度補貼成果（運用項目及經費）及申請補貼路線本年度營運營運



2021/1/18 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 - 法規條文內容 - 列印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ArticleContent_Print.aspx?LawID=P07D3017-20130325&STP=&PN=ALL 5/5

            計畫，申請補貼路線數、申請補貼總額、本年度補貼款運用計畫及第 1、 2期

            指定項目計畫內容及經費。

          2.接受中央對應款補助之路線，補貼款至少需 30%之經費應運用於改善公車硬體

            設施之指定項目（配合中央政府提列 30%於資本門帳，並於當年度第 2期申請

            補貼款時，應提報當年度用於資本設備之購買單據暨合約影本報處。

    （二）申請路線別營運補貼金額概算表如附件 2。

    （三）申請路線別營運補貼申請表如附件 3， 1路線 1表。

    （四）前 3年經會計師簽證之下列書表：

          1.資產負債表。

          2.損益表。

          3.現金流量表。

          4.主要財產目錄表。

          5.民營業者並應提交會計師就第 1款至第 4款內容所為之補貼評估報告。

          6.公營業者，其前 2年決算表及當年度初編預算表。

    （五）申請路線別營運計畫表，如附件 4。

          1.最近核准文號需註明本處核定營運計畫書字號（並提供原函影本）。

          2.備註欄需詳細註明調整項目，未詳細註明者，皆依上 1期審核標準辦理。

    （六）申請路線別營運月報表，包含總表及各路線，如附件 5。

    （七）申請路線別營運路線圖， 1路線 1表，不需站址表。

    （八）申請路線別營運路線成本資料，如附件 6。

十一、本作業規定經服務品質督導及評鑑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並依程序報經交通部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