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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拍攝於民國54（1965）年，地點在苗栗縣銅鑼鄉，拍下一輛往
新雞隆的客運，客運的車門旁站著一位車掌小姐，揹著幼兒的婦人
手牽小男孩，還帶著2個小女孩，趕著搭上車返娘家。

轉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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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地與沿山

  桃園、新竹、苗栗主要由台地與丘陵

地所組成，是臺北到臺中的必經之地，

同時鄰近北臺灣山地物產，為沿山地區

物產的集貨，早期由水運建立起物流路

線，二十世紀初期陸續舖設輕便車軌道

路線，也藉由鐵道縱貫線串連南北向交

通，接著逐步升級為巴士運行，這也是

桃竹苗三家百年客運的「起家」發展脈

絡。

右圖以「鳥瞰圖」精神繪製早年北臺灣地形與物產分佈概況，搭配

輕便鐵道、巴士運行與交通動線，以呈現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桃竹苗

地區交通運輸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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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明治 36 

・05/01 桃崁輕便鐵道會社成立
・12/20 輕便鐵道桃園大溪線開通
       (實際運行桃園–粟子園，

        尚未到達大溪街區)

        即今 5096 桃園-大溪

>1912 大正 1 

・改制為桃園輕便鐵道公司
・第一代大溪橋完工
・輕便鐵道桃園大溪線延伸
 至大溪街區

>1920 大正 9 

・改制為桃園軌道株式會社
・輕便鐵道大溪角板山線開通

>1946 民國 35

・01/08 改名為桃園交通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民國 103

・桃園升格直轄市
 市區公車路線由

 本所管轄改由桃

 園市政府負責

>2003 民國 92

・桃園客運成立百週年

>1947 民國 36

・01/01 改名為桃園汽車客運
       股份有限公司

>1943 昭和 18

・05/01 改名為桃園交通
       株式會社

>1919 大正 8 

・09/29 台灣軌道株式會社成立
      輕便鐵道南寮新竹線開通

      即今竹市公車 藍15 南寮-火車站

>1945 民國34

・10/26 改名為台灣公共汽
       車股份有限公司

>1946 民國35

・12/01 官商合辦，更名為
       新竹汽車客運股份

       有限公司公路局長

       華壽嵩任董事長

>1947 民國36

・04/10 改組為純民營企業
       公司名稱維持不變

>2019 民國108

・新竹客運自台灣軌道株式
 會社算起滿百週年

>1938 昭和 13

・11/26 台灣軌道株式會社的
       汽車貨運經營權暨11

       輛卡車讓與新竹州自

       動車運輸株式會社，

       即今新竹物流前身

>1915 大正 4 

・中南輕鐵公司成立
・開始經營斗煥坪至南庄間
 輕便鐵道路線

・收購斗煥坪中港間路線
 上述路線即今5805竹南-南庄

>1917 大正 6 

・12/25 展南拓殖製糖
       株式會社創立

>1918 大正 7

・55/30 展南拓殖收購
       中南輕鐵

>1924 大正 13

・04/07 竹南珊珠湖間汽車
       客運開通

>1939 昭和 14

・改名日新乘合自動車商會

>1947 民國 36

・改名為日新汽車客運社

>1961 民國 50

・日新客運改組，改名為
 苗栗客運

>2015 民國 104

・苗栗客運自中南輕鐵公司
 算起經營客運滿百週年

百年運輸．運轉百年

  百年前，為了驅動沿山到丘陵臺地，

再到海港口岸的交通動線，於桃園、新

竹、苗栗各自成立了交通運輸企業，即

今日的桃園客運、新竹客運與苗栗客運

等，至今皆已超過一世紀，就是運轉超

過一百年的交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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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押台車行．人力初運轉

  台灣的人力輕便鐵道源自日本人車鐵道，

人車鐵道則是從歐美馬車鐵道改良而來。

  人力輕便鐵道是一種軌道型交通，又被

稱為臺車、輕便車、手押車。相較於現代

交通工具，最大的不同在於未進入「機械

動力」，是藉由人力來推押前行，因此無

法提供「大量、快速、長距離」的運輸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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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河搭起來往的路

  在桃竹苗地區，知名度極高的觀光景點中，其中有二個就是

「橋樑」，一個是位於桃園的大溪橋，另一個是位於新竹的東

安橋，這二座橋代表著當年二岸人們往返的交通需求，更是客

運公司將巴士路線串起的重要交通建設，如桃園輕便鐵道公司

（即今桃園客運）雖在1903開通桃園到粟子園路線，此線雖以

桃園大溪間路線為目標，但因無跨河橋樑，無法真正的將路線

拉到右岸的大溪市街，這一直到1912年才完成此跨河的橋樑，

又在1934年，才完成鋼筋混凝土造吊橋；新竹關西的東安橋，

也與大溪橋扮演著同樣的跨河交通角色，默默地乘載超過一甲

子串連二岸路線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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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年代，伴隨各地電力企業設立風潮，亦興起一波人力輕

便鐵道改革聲浪，諸如是桃園客運(時稱桃園輕便鐵道公司)打

算將大溪到桃園路線電氣化，1915年前後；新竹客運(時稱台

灣軌道株式會社)在設立之初，就是以舖設蒸氣動力軌道為目

標。

  可是，後來，不論是桃園客運、新竹客運或者台灣其他各地

的人力輕便鐵道機械動力化的嘗試或者規劃，大多無疾而終，

原因就是在於，台灣汽車運輸產業的早熟，使得民營人力輕便

鐵道業者直接兼營汽車運輸，作為人力動力提升到機械動力的

管道。

  換句話說，如果以日本本土為參照對象，台灣人力輕便鐵道

跳過了軌道動力升級的階段，從而呈現特殊性。

  台灣人力輕便鐵道開始兼營汽車運輸，可以說是此一成長力

道的重要支撐。不論是桃園客運、新竹客運、苗栗客運，均是

在此一時空脈絡之下，從本業的人力輕便鐵道跨足汽車運輸，

從而走向內燃機的世界。

宣告「汽車客運」運轉的時代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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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客運巴士行駛於大溪市街，市街沿途景色為西式建築

街景、現代化電線與電信線路柱與都市的排水線路，在當年來講

是「摩登」的象徵。

燃起的動力運轉



路線許可．運轉始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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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之同一路線，以由公路汽車客運業一家經營為原則。

但其營業車輛、設備均不能適應大眾運輸需要，或其他公路

汽車客運業之車輛必須通行其中部分路段始能連貫其兩端之

營運路線時，公路主管機關得核准二家以上公路汽車客運業

經營之。

公路汽車客運業行駛路線及期限，依下列規定：

一、公路汽車客運業申請營運之路線，由中央公路主管機

    關核定，如有實際需要得酌情予以變更。

二、公路汽車客運業申請營業之期限，由中央公路主管機

    關核定之。但申請延長營運路線之行駛期限，應與原

    核定路線之剩餘期限相同。

三、申請營運臨時性之路線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視實際需

    要核定之。

客運路線圖是客運業者提供給人們對於交通「行」的點線面之

交通動線網絡，同時也是監理機關對於交通運輸管理的一環。

1980年代新竹客運路線圖 檔號：69/454/2/52



路線許可

四、原營運路線因故暫時不能通行時，得借道行駛，其期限由

    中央公路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核定之。

五、新開闢之公路，如為一家公路汽車客運業之營運路線所包

    圍，得優先核交其營運，如其無力擴充營運時，得由政府

    經營或核交他人經營之。

第 37 條

公路汽車客運業營運班車在市區行經路線、設站地點及實施隨

招上車之路段，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其行經市區內之路線、設站地點及實施隨招上車之路段，

    基於維護當地交通秩序之需要，應與當地政府協議定之。

二、市區行經路線，以能便捷直接到達業者在該市區所設之車

    站為原則。

三、市區設站，其間隔不得少於五百公尺為原則。

四、經同意之營運路線、設站地點及實施隨招上車之路段，當

    地政府如因實際需要得予調整變更，並應函請中央公路主

    管機關辦理。

1970年代，新竹客運巴士行駛臺三線獅潭汶水沿線時的景觀和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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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元首級的路線與班車

  有關客運的公路監理業務曾有條「國家元首級的路線」以及

堪比台汽金馬號的「復興號」班車名稱，當年蔣總統奉厝桃園

慈湖後，為配合觀光旅客，桃園客運增開桃園經大溪至復興之

坐臥兩用對號直達車，並且命名為「復興號」，這條路線的班

次與票價也是由本所核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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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新竹客運巴士過河時，遇到尚未架設橋樑路段，

車輛困住時，由多人協助拉車脫離河床區域

桃園客運坐臥兩用復興號公文 檔號：65/454/000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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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運班班來．運轉相連接 百年客運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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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桃客首條路線/桃園-大溪
     今 5096 桃園-大溪

1919 竹客首條路線/南寮-新竹
     今 新竹市公車藍15 南寮-火車站

1919 最多站牌路線/新竹-中壢
     今 5620 新竹-中壢

1915 苗客首條路線/竹南中港-南庄
     今 5805竹南-南庄

桃園客運路線

新竹客運路線

苗栗客運路線

客運路線相關圖例

行政區圖例

特別路線相關圖例

桃園客運總站

新竹客運總站

苗栗客運總站

大臺北都會區     桃園市     新竹市     苗栗縣     臺中市

桃客竹客共用總站

竹客苗客共用總站

客運相同站牌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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