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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序  

A

智慧運輸從「心」出發  
實現全民交通正義

政府之於整個臺灣，扮演的是領頭羊的角色，一定要由公部門走在前頭，
給出清楚明確的指引方向。我們雖是汪洋大海中的小小島國，卻有傲人的資通
訊產業技術。眼下生活在科技時代，如何整合雲端運算、AI人工智慧、大數
據、5G網路等最新科技，延伸應用，創造更多「連結」來裨益交通，端賴以
「智慧運輸」布局；對內，讓民眾享有更好的移動性，為人民創造真正的幸
福，對外，輸出臺灣經驗，展現國家競爭力。

過去，擔任交通部政務次長期間，推動智慧運輸發展建設計畫，涵蓋交
通行動服務（Mobility as a Service，簡稱為 MaaS）深化、自駕車聯網技術導入
運輸業、智慧廊道、車聯網科技發展、偏鄉公共運輸營運品質提升等亮點計
畫，策略主軸都在藉由優化交通運輸服務，打造出門安全、行車順暢、旅行
無縫及環境永續的智慧交通生態，實現旅運需求供需平衡，帶動國內運輸管理
創新與效率，來提升國民「行」的便利。

偏鄉交通的改善，便是我在推動「智慧運輸」相關計畫時，亟欲強化的
重點。我曾前往新竹縣尖石鄉實際搭乘幸福巴士，在都會區每隔三、五分鐘就
發車的大眾運輸班次，對比偏鄉連搭一班公車都不容易，這當中突顯的城鄉差
距，使我格外有感。

交通，是地方的命脈，這條運輸的血管若是不能串接起來，青壯人力
不得不移動往大都市尋求生計，留在鄉里的年長者也只能坐困家中、不良於

「行」，又有什麼能量談城鎮發展、談地方創生？而「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
方案的推動，正可以「共生共享」概念充分串連在地網絡，更借力使力運用外
在資源，讓偏鄉交通更能自給自足地永續經營，布建完成智慧運輸的最後一哩
路。

此外，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在 2020年提出的資料，顯示臺灣高齡人口
快速成長，將在 2025年進入超高齡社會。面對人口急速轉變與交通環境的需
求，也勢必要採取更多作為來積極因應。2017年交通部公路總局實施的「高
齡駕駛人駕照管理制度」，便是其一，將能協助達成降低高齡交通事故死傷的
目標。

交通事故防制的重要性，仍應持續強化教育宣導，建構風險意識。畢竟，
每一次的事故，都造成多個家庭的破碎，唯有藉由各項政策的推動，落實監
理工作，將道安意識普及為全民根深蒂固的觀念，讓新的交通文化逐漸成形，
方能全面提升交通安全。

走過春夏秋冬，安全永駐心中。期能透過本書對交通部公路總局運輸、監
理業務的介紹，讓讀者能夠認識與自身相關的權益。未來，我深切期許公路總
局的全體同仁，能以最柔軟的身段，耐心傾聽人民的聲音，解決人民的問題。

交通部部長 王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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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序  

A

智慧運輸從「心」出發  
實現全民交通正義

政府之於整個臺灣，扮演的是領頭羊的角色，一定要由公部門走在前頭，
給出清楚明確的指引方向。我們雖是汪洋大海中的小小島國，卻有傲人的資通
訊產業技術。眼下生活在科技時代，如何整合雲端運算、AI人工智慧、大數
據、5G網路等最新科技，延伸應用，創造更多「連結」來裨益交通，端賴以
「智慧運輸」布局；對內，讓民眾享有更好的移動性，為人民創造真正的幸
福，對外，輸出臺灣經驗，展現國家競爭力。

過去，擔任交通部政務次長期間，推動智慧運輸發展建設計畫，涵蓋交
通行動服務（Mobility as a Service，簡稱為 MaaS）深化、自駕車聯網技術導入
運輸業、智慧廊道、車聯網科技發展、偏鄉公共運輸營運品質提升等亮點計
畫，策略主軸都在藉由優化交通運輸服務，打造出門安全、行車順暢、旅行
無縫及環境永續的智慧交通生態，實現旅運需求供需平衡，帶動國內運輸管理
創新與效率，來提升國民「行」的便利。

偏鄉交通的改善，便是我在推動「智慧運輸」相關計畫時，亟欲強化的
重點。我曾前往新竹縣尖石鄉實際搭乘幸福巴士，在都會區每隔三、五分鐘就
發車的大眾運輸班次，對比偏鄉連搭一班公車都不容易，這當中突顯的城鄉差
距，使我格外有感。

交通，是地方的命脈，這條運輸的血管若是不能串接起來，青壯人力
不得不移動往大都市尋求生計，留在鄉里的年長者也只能坐困家中、不良於

「行」，又有什麼能量談城鎮發展、談地方創生？而「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
方案的推動，正可以「共生共享」概念充分串連在地網絡，更借力使力運用外
在資源，讓偏鄉交通更能自給自足地永續經營，布建完成智慧運輸的最後一哩
路。

此外，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在 2020年提出的資料，顯示臺灣高齡人口
快速成長，將在 2025年進入超高齡社會。面對人口急速轉變與交通環境的需
求，也勢必要採取更多作為來積極因應。2017年交通部公路總局實施的「高
齡駕駛人駕照管理制度」，便是其一，將能協助達成降低高齡交通事故死傷的
目標。

交通事故防制的重要性，仍應持續強化教育宣導，建構風險意識。畢竟，
每一次的事故，都造成多個家庭的破碎，唯有藉由各項政策的推動，落實監
理工作，將道安意識普及為全民根深蒂固的觀念，讓新的交通文化逐漸成形，
方能全面提升交通安全。

走過春夏秋冬，安全永駐心中。期能透過本書對交通部公路總局運輸、監
理業務的介紹，讓讀者能夠認識與自身相關的權益。未來，我深切期許公路總
局的全體同仁，能以最柔軟的身段，耐心傾聽人民的聲音，解決人民的問題。

交通部部長 王國材



6_ _7_76_

完善偏鄉公共運輸  
提供有溫度的監理服務

路，是連接人與人之間的橋梁，把路這個字拆開來看，左邊一個
「足」、右側一個「各」，無論道路、客運，都與人密不可分，公路總局的
使命，是在最安全的條件下，提供最溫暖的服務。回顧超過半世紀的臺灣公路
歷程，公路總局猶如牧羊人管理牧場，守護、服務並治理人、車與道路的安
全，讓公路牧場中的每個人、每趟旅程都平安抵達。同時，我們秉持「與民
同行」、「連結共好」的初心，將民眾「行的安全」、「行的正義」放在心
上，堅持讓每次道「再見」都能夠如願「再次相見」。

創立至今，公路總局從公路監理到運輸業務，不斷轉型、持續革新。在
公路監理議題上，以前瞻的眼光，推動公路監理資訊系統化，擴充多元服務
面向，發展監理服務網和監理服務 APP，包括建置多元繳費管道、2.0數位自
助服務機等等。我和同仁常以「不用辦、很快辦、隨時辦，通通都能辦」的
簡政便民目標，相互勉勵，要讓四朵花「辦」遍地開花。與此同時，也鼓勵
並補助報考機車駕照的民眾參加駕訓班課程，降低肇事率；推動大型車輛裝設
行車視野輔助系統、落實車輛動態資訊管理中心 24小時監控任務，以確保民
眾行的平安；為照顧偏鄉需求，打造數位行動監理車，趨前提供最暖心的監理
服務。

在運輸業務領域上，將大數據的分析積極應用在推進各項公共運輸改善措
施，包括公共運輸票價及轉乘優惠、增設無障礙電動車輛，乃至彙整多元支付

系統、電子票證應用等等，期望藉由科技工具的輔助，更有效率地為民服務。
此外，也延續公運計畫精神，優化各地運輸服務、新闢路線完善路網，配合
蘇花改通車導入公運美學，打造公路上最美的移動風景「北花線 -回遊號」。

偏鄉公共運輸營運品質的提升，是交通部的重點政策；縮短城鄉差距，完
善偏鄉居民交通需求，是公路總局心心念念的使命。過去十年來，我們的監理
所站同仁，實際走訪偏鄉部落了解需求，出動數位行動監理車下鄉，延伸服
務觸角；推動「幸福巴士」和「幸福小黃」，建置預約媒合平台，因地制宜，
讓在地人服務在地人，把偏鄉交通最後一哩路的拼圖「補起來」。

進入公路總局四年來，我看見前人的努力栽種和智慧決策，也感受到年
輕同仁的認真態度與正面能量，在現今預算有限、人力精簡的情況下，下一
步，我期許運用過去工程經驗，將工程廠商的自主管理和三級品管政策，導
入公路總局的監理業務，體現身為「牧路人」守護人、車、業、道路安全的
使命。

迎接下一個 75年，公路總局精益求精，以創新思維從民眾角度思考，從
心審視各項服務，貫徹「人本交通」的真義。期許同仁在現有基礎下，繼續
努力，與時俱進，一代傳承一代，未來越做越好。

局長序  

A

交通部公路總局局長  許鉦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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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路  75 年，守護島嶼的路行者

A

_98_

1946
臺灣省公路局 8 月 1 日成立，設有運輸
及監理單位，開辦公路客運業務。

1947
臺灣省公路局受交通部公路總局（政府
遷臺後裁撤）委辦，接辦臺灣省公路監
理業務。

1949
臺灣省公路局將監理單位裁撤，業務及人
員併入運輸單位。 

1949
增設工務處，掌理全省公路工程業務。

1952
臺灣省公路局將監理業務由運輸單位劃
出，並設臺北、新竹、臺中、嘉義及高
雄等五區監理所。

1954
接管監理業務後，陸續在各監理所、站購
置檢驗設備。

1959
公路局開行「金馬號」班車。

1960
頒布實施「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
法」，按車輛種類，隨車照分四季徵收。

1960
公路法、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汽車運輸
業客貨運運價準則施行。

1969
公路局開始將公營客運路線陸續釋出
民營。

1970
公路局開行「金龍號」冷氣客車。

1972
汽機車號牌字首加省市代號編定，同時，
將汽機車號牌使用期限改為每三年更換
一 次。

1976
公路局開行「中興號」冷氣客車。

1978
改採一車一牌使用至報廢或繳銷為止，汽
機車號牌之編碼方式採行數字編碼，汽車
六碼，機車七碼，首度取消號牌使用年度
及省市編碼。

1978
南北高速公路全線通車，公路局開行「國
光號」高級整體客車。

1980
將運輸業務自公路局劃出，另成立臺灣汽
車客運公司。10月業務調整為公路工程
與公路監理二大類別。

1982
訂定「臺灣省公路局監理業務電腦化作業
人員甄選、訓練、儲備、遴用計畫」。 

1984
任務編組成立「電子處理資料中心」，北、
中、南區各成立「電子作業室」，負責各
該區機器操作與資料處理。

1986
全區連線作業，建立全國最具規模之分散
式公路監理電腦網路系統。

1990
全面實施電腦化檢驗，以達檢驗公開、公
正化。

1996
第二代公路監理電腦系統全國連線作業啟
用，目標是提供「一處收件，全程服務」
的便民服務，破除過去受限於行政轄區的
困擾。

1998
將汽車定期檢驗越區範圍擴大至全省均可
代檢。

1998
公路監理資訊系統開辦網站服務，擴大便
民服務範圍及延伸公路監理服務之據點。

1999
臺灣省公路局改隸交通部，更銜為交通部
公路局。

《來路 Line》

1960年代的屏東客運公司屏東總站，該站幾經改
建，一直使用到 2018年為止。

金馬號的隨車服務人員金馬小姐，工作之一包括
送報服務。

公路總局監理與運輸   
75載重要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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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臺灣省公路局 8 月 1 日成立，設有運輸
及監理單位，開辦公路客運業務。

1947
臺灣省公路局受交通部公路總局（政府
遷臺後裁撤）委辦，接辦臺灣省公路監
理業務。

1949
臺灣省公路局將監理單位裁撤，業務及人
員併入運輸單位。 

1949
增設工務處，掌理全省公路工程業務。

1952
臺灣省公路局將監理業務由運輸單位劃
出，並設臺北、新竹、臺中、嘉義及高
雄等五區監理所。

1954
接管監理業務後，陸續在各監理所、站購
置檢驗設備。

1959
公路局開行「金馬號」班車。

1960
頒布實施「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
法」，按車輛種類，隨車照分四季徵收。

1960
公路法、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汽車運輸
業客貨運運價準則施行。

1969
公路局開始將公營客運路線陸續釋出
民營。

1970
公路局開行「金龍號」冷氣客車。

1972
汽機車號牌字首加省市代號編定，同時，
將汽機車號牌使用期限改為每三年更換
一 次。

1976
公路局開行「中興號」冷氣客車。

1978
改採一車一牌使用至報廢或繳銷為止，汽
機車號牌之編碼方式採行數字編碼，汽車
六碼，機車七碼，首度取消號牌使用年度
及省市編碼。

1978
南北高速公路全線通車，公路局開行「國
光號」高級整體客車。

1980
將運輸業務自公路局劃出，另成立臺灣汽
車客運公司。10月業務調整為公路工程
與公路監理二大類別。

1982
訂定「臺灣省公路局監理業務電腦化作業
人員甄選、訓練、儲備、遴用計畫」。 

1984
任務編組成立「電子處理資料中心」，北、
中、南區各成立「電子作業室」，負責各
該區機器操作與資料處理。

1986
全區連線作業，建立全國最具規模之分散
式公路監理電腦網路系統。

1990
全面實施電腦化檢驗，以達檢驗公開、公
正化。

1996
第二代公路監理電腦系統全國連線作業啟
用，目標是提供「一處收件，全程服務」
的便民服務，破除過去受限於行政轄區的
困擾。

1998
將汽車定期檢驗越區範圍擴大至全省均可
代檢。

1998
公路監理資訊系統開辦網站服務，擴大便
民服務範圍及延伸公路監理服務之據點。

1999
臺灣省公路局改隸交通部，更銜為交通部
公路局。

《來路 Line》

1960年代的屏東客運公司屏東總站，該站幾經改
建，一直使用到 2018年為止。

金馬號的隨車服務人員金馬小姐，工作之一包括
送報服務。

公路總局監理與運輸   
75 載重要大事紀



10_ _11

牧路  75 年，守護島嶼的路行者

A

_1110_

2001
臺灣汽車客運公司客運業務民營化，成立
國光客運公司。

2002
交通部公路總局組織法施行後，交通部公
路局更銜為交通部公路總局。

2002
實施大型重型機車制度及駕訓。因應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 (WTO)，開放 150 cc以上
重型機車進口及製造。並將重型機車分級
為普通重型機車及大型重型機車，並建立
強制駕訓制度。

2004
機車考照 e點通網站上線，設置八種國
內外語言，透過網路可選用熟悉的鄉音語
言學習。

2004
8月推動代檢廠評鑑制度。

2006
建立汽車設備變更分級分類管理制度，明
訂汽車設備可變更、不可變更項目及變更
要件檢驗基準之規定。

2008
導入大客車車身結構強度要求，調合聯合
國歐洲經濟委員會車輛安全法規之大客車
車身結構強度規定 (即 UN/ECE R66)，
大客車車身結構強度與世界接軌。

2008
建置車輛型號規格網路查詢系統，運用網
路系統查詢車輛型號規格，以利檢驗人員
檢驗車輛時，核對原車輛型號規格，供民
眾查詢。

2009
公路客運路線實施四碼統一編號制度。

2010
開辦大客車職業駕駛人定期訓練。為宣
導「大客車職業駕駛人定期訓練」，5月
24日於北部訓練所辦理第 1期暨開訓典
禮，並於 6月 1日起於本局各訓練所正
式開訓。

2010
公路總局北部、中部、南部訓練所整併為
「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

2010
推動「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以「拔
尖創新」及「築底固本」為推動理念，「拔
尖創新」在於規劃城市重要路廊之幹線，
以吸引民眾使用；「築底固本」在於維持
基本民行，照顧弱勢族群。

2011
7月 1日起核發新版汽車駕駛執照，民眾
現有未到期之舊版駕照仍可繼續使用，俟
定期換照或補照時再更換即可。

2012
配合監理業務收歸中央，臺北市監理處、
高雄市監理處及金門縣、連江縣公路監理
所等四個監理機關改隸公路總局，並自 1
月 1日生效。

2012
第三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建置委外服務案
成案，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數據通信
分公司完成議價。

2013
自用汽車、機車及自用拖車，免換發行車
執照或拖車使用證。

2013
「電腦筆試系統」上線，全國監理所站均
採同一套電腦筆試題庫，取代傳統紙本筆
試。

2013
普通駕照免定期換發。

2013
初領機車駕駛執照實施兩小時安全駕駛講
習，自 4月 1日起由七個監理所站試辦。

2013
推動「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以「創
新模式」、「複製成功經驗」、「多元關
懷」、「績效補助」為理念，支持各地區
公路公共運輸系統均衡發展。

2014
公路總局新大樓正式啟用，採綠建築設計
並使用再生能源，防災應變中心並升級軟
硬、體設備，提供民眾全面性的防災服務。

2015
第三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啟用，監理服務
邁向行動化及智慧化。

國光客運

公路總局新大樓採綠建築設計，以環保和親民為
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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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臺灣汽車客運公司客運業務民營化，成立
國光客運公司。

2002
交通部公路總局組織法施行後，交通部公
路局更銜為交通部公路總局。

2002
實施大型重型機車制度及駕訓。因應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 (WTO)，開放 150 cc以上
重型機車進口及製造。並將重型機車分級
為普通重型機車及大型重型機車，並建立
強制駕訓制度。

2004
機車考照 e點通網站上線，設置八種國
內外語言，透過網路可選用熟悉的鄉音語
言學習。

2004
8月推動代檢廠評鑑制度。

2006
建立汽車設備變更分級分類管理制度，明
訂汽車設備可變更、不可變更項目及變更
要件檢驗基準之規定。

2008
導入大客車車身結構強度要求，調合聯合
國歐洲經濟委員會車輛安全法規之大客車
車身結構強度規定 (即 UN/ECE R66)，
大客車車身結構強度與世界接軌。

2008
建置車輛型號規格網路查詢系統，運用網
路系統查詢車輛型號規格，以利檢驗人員
檢驗車輛時，核對原車輛型號規格，供民
眾查詢。

2009
公路客運路線實施四碼統一編號制度。

2010
開辦大客車職業駕駛人定期訓練。為宣
導「大客車職業駕駛人定期訓練」，5月
24日於北部訓練所辦理第 1期暨開訓典
禮，並於 6月 1日起於本局各訓練所正
式開訓。

2010
公路總局北部、中部、南部訓練所整併為
「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

2010
推動「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以「拔
尖創新」及「築底固本」為推動理念，「拔
尖創新」在於規劃城市重要路廊之幹線，
以吸引民眾使用；「築底固本」在於維持
基本民行，照顧弱勢族群。

2011
7月 1日起核發新版汽車駕駛執照，民眾
現有未到期之舊版駕照仍可繼續使用，俟
定期換照或補照時再更換即可。

2012
配合監理業務收歸中央，臺北市監理處、
高雄市監理處及金門縣、連江縣公路監理
所等四個監理機關改隸公路總局，並自 1
月 1日生效。

2012
第三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建置委外服務案
成案，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數據通信
分公司完成議價。

2013
自用汽車、機車及自用拖車，免換發行車
執照或拖車使用證。

2013
「電腦筆試系統」上線，全國監理所站均
採同一套電腦筆試題庫，取代傳統紙本筆
試。

2013
普通駕照免定期換發。

2013
初領機車駕駛執照實施兩小時安全駕駛講
習，自 4月 1日起由七個監理所站試辦。

2013
推動「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以「創
新模式」、「複製成功經驗」、「多元關
懷」、「績效補助」為理念，支持各地區
公路公共運輸系統均衡發展。

2014
公路總局新大樓正式啟用，採綠建築設計
並使用再生能源，防災應變中心並升級軟
硬、體設備，提供民眾全面性的防災服務。

2015
第三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啟用，監理服務
邁向行動化及智慧化。

國光客運

公路總局新大樓採綠建築設計，以環保和親民為
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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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機車筆試題庫納入情境式題目，以養成機
車駕駛人駕駛道德及安全駕駛習慣。

2016
推動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服務（DRTS）
計畫，優先針對 68處偏鄉地區推動，導
入多元運具及搭配預約機制，以提供符合
當地特性及需求之運輸服務，完善偏鄉地
區最後一哩基本民行。

2017
實施小型車路考之道路駕駛考驗。

2017
實施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新制，對象為
「實施日期後才屆滿 75歲者」及「逾
75歲實施日期後有違規記點或吊扣駕照
者」，經體格檢查合格，且通過認知功能
測驗後，方能換發三年有效駕駛執照。

2018
推動「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以
多元服務供給、多元需求整合、多元資訊 
整合、多元方案加值、多元資源整合、多 
元協作及多元行銷等策略，發展多元公共
運輸服務。

2018
車輛動態資訊管理中心正式成立。

2019
酒駕防制教育訓練開辦。

2019
機車危險感知教育平台上線，並列為機車
駕照發照前講習課程。

2019
DRTS更名為「幸福巴士」，並將 2019
年訂為幸福巴士元年。

2019
普通重型機車駕訓補助。

2020
打造全臺第一輛數位行動監理車，提供多
功能監理服務及數位體驗，並透過外觀彩
繪翻轉刻板的監理形象。

2020
行動支付即時繳納交通違規、違反強制險
罰鍰及汽燃費。

2020
推動屏東縣滿州鄉幸福巴士 2.0 整合服
務示範計畫，導入在地及民間資源提供
服務。

2020
老舊遊覽車車身查驗延壽制度。

2020
線上申辦汽車牌照繳銷或報廢登記，民眾
只須在「監理服務網」提出報廢或繳銷申
請，繳清汽燃費及交通違規罰鍰即可完成
登記。

交通部公路總局監理所

交通部公路總局 臺北市區監理所 臺北區監理所

新竹區監理所 臺中區監理所 嘉義區監理所

高雄市區監理所 高雄區監理所

2021
規劃監理服務 APP改版，提供「專屬個
人車駕籍資訊即時查詢繳費、申辦」、「監
理通知結合行動裝置行事曆」、「GPS
推播適地性服務」及「友善雙語服務」等
多元豐富的功能介面。

2021
推動「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以
無縫、永續、安全、精緻達成服務升級目
標，致力於公路公共運輸服務之無縫化及
持續精緻各類服務，帶動公路公共運輸之
永續發展。

DRTS於 2019年更名幸福巴士，並將 2019年訂
為幸福巴士元年。

多元支付系統啟用後，可透過手機
掃描 QR Code完成車資付款。

公路人員訓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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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機車筆試題庫納入情境式題目，以養成機
車駕駛人駕駛道德及安全駕駛習慣。

2016
推動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服務（DRTS）
計畫，優先針對 68處偏鄉地區推動，導
入多元運具及搭配預約機制，以提供符合
當地特性及需求之運輸服務，完善偏鄉地
區最後一哩基本民行。

2017
實施小型車路考之道路駕駛考驗。

2017
實施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新制，對象為
「實施日期後才屆滿 75歲者」及「逾
75歲實施日期後有違規記點或吊扣駕照
者」，經體格檢查合格，且通過認知功能
測驗後，方能換發三年有效駕駛執照。

2018
推動「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以
多元服務供給、多元需求整合、多元資訊 
整合、多元方案加值、多元資源整合、多 
元協作及多元行銷等策略，發展多元公共
運輸服務。

2018
車輛動態資訊管理中心正式成立。

2019
酒駕防制教育訓練開辦。

2019
機車危險感知教育平台上線，並列為機車
駕照發照前講習課程。

2019
DRTS更名為「幸福巴士」，並將 2019
年訂為幸福巴士元年。

2019
普通重型機車駕訓補助。

2020
打造全臺第一輛數位行動監理車，提供多
功能監理服務及數位體驗，並透過外觀彩
繪翻轉刻板的監理形象。

2020
行動支付即時繳納交通違規、違反強制險
罰鍰及汽燃費。

2020
推動屏東縣滿州鄉幸福巴士 2.0 整合服
務示範計畫，導入在地及民間資源提供
服務。

2020
老舊遊覽車車身查驗延壽制度。

2020
線上申辦汽車牌照繳銷或報廢登記，民眾
只須在「監理服務網」提出報廢或繳銷申
請，繳清汽燃費及交通違規罰鍰即可完成
登記。

交通部公路總局監理所

交通部公路總局 臺北市區監理所 臺北區監理所

新竹區監理所 臺中區監理所 嘉義區監理所

高雄市區監理所 高雄區監理所

2021
規劃監理服務 APP改版，提供「專屬個
人車駕籍資訊即時查詢繳費、申辦」、「監
理通知結合行動裝置行事曆」、「GPS
推播適地性服務」及「友善雙語服務」等
多元豐富的功能介面。

2021
推動「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以
無縫、永續、安全、精緻達成服務升級目
標，致力於公路公共運輸服務之無縫化及
持續精緻各類服務，帶動公路公共運輸之
永續發展。

DRTS於 2019年更名幸福巴士，並將 2019年訂
為幸福巴士元年。

多元支付系統啟用後，可透過手機
掃描 QR Code完成車資付款。

公路人員訓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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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路  75 年，守護島嶼的路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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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歲
搭乘幼童專用車前往幼兒園，車
型、規格、安全設備及其他設備，
應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
駕駛人每年7月需進行健康檢查。

0歲～4歲  
年齡2歲以下幼童，搭乘自用或租賃小
客車、小客貨兩用車，需安置於車輛
後座的攜帶式嬰兒床或後向幼童用座
椅，予以束縛或定位；年齡在4歲以
下，且體重在18公斤以下的幼童，必
須依規定乘坐國家標準安全椅。

7歲起
搭乘遊覽車，參加校外教學、畢業旅
行、觀光旅遊等。

18歲起
年滿18歲，可考領普通駕駛執照、輕
型或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也能購
車（選號、領牌）和買賣車輛，自行
騎車、開車、搭公車就學和就業。

20歲～70歲
年滿20歲，可考領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執照；亦
可考領職業駕駛執照(職業小型車、職業大貨車
與客車、職業聯結車)，最高年齡依規定不得超
過65歲，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至年滿70歲止；
大型車職業駕駛執照至年滿68歲止。

75歲起
新領或未超過75歲駕駛人已領有之普通駕駛執照，有效期間至年
滿75歲止，其後應每滿三年換發一次；駕駛人應於有效期間屆滿
前後一個月內，通過體格檢查合格、認知功能測驗，向公路監理
機關申請換發新照。

▲上述各項法規詳情，請參考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從 0 歲起，每個人生階段，
都有監理與運輸的陪伴守候

《人生行路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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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路  75 年，守護島嶼的路行者

A

牧者的誕生

A

Chapter1

人類歷史文明及國家經濟發展，
與道路建設、交通運輸休戚與共，
1946年成立的公路總局，是拓展臺灣公路客運運輸的先鋒，
使貨暢其流、人暢其行，提供民眾最基本「行」的正義，
同時也是保障人民出行安全的最佳守護者。

回首公路總局走過的 75個年頭，傾盡心力，
以「安全不打折扣」的最高堅持與準則，
確保島嶼上的人、車、路、業皆能安穩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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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拉回臺灣光復初期、時政百廢待興的時局，交通部公路總局 75年悠
悠歷史長河的故事，從這裡說起。
歷經了二次世界大戰，臺灣重要的運輸場站及車輛摧毀殆盡，客運駕駛員

也多應召從軍，平安返家者幾希。因此，光復後的臺灣公路交通，彷彿陷入
一片化不開的混沌局面，公共運輸幾近停擺，市區少有公車，城鎮之間也只
能靠著鐵路和少數民營業者經營的路線，勉強維持營運。亂象頻頻的是私人客
貨車四處流竄、任意攬客，主管機關卻因當時仍忙於接管鐵路，對於公路運輸
無暇兼顧。

一日公路人，一生公路人
公路總局統管道路運輸大小事務，扮演的角色，猶如牧羊人管理牧場，

勤勤懇懇，兢兢業業，以張弛有度的治理方式，
視民如親的服務心態，守護著車輛、道路與每一位用路人，

打造有秩序、安全和便利的運輸環境，
讓這座公路牧場中的人們，平穩舒適地完成每一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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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路  75 年，守護島嶼的路行者

A

1  錢益擬具之《台灣省公路管理局施政計劃 》部分手稿。
2  公路局的開業紀念照，極具歷史意義。
3  戰後的臺灣，為修補毀損不堪的道路，公路局在全臺展開「公路復興」，修橋造路，
篳路藍縷，極其艱辛。

關鍵年份 1946  公路局正式開張

迎來改變的契機，出現在 1946年，箇中靈魂人物，名為錢益。
時任交通處專門委員的錢益，在交通處長任顯羣的交辦下，短短數天內擬

妥了《台灣省公路管理局施政計劃 》，同年 8月 1日，臺灣省公路局正式成
立，便是今日交通部公路總局最早的前身。
錢益的作為，絕非止於紙上談兵，他思及車輛相關業務歷經戰火洗禮而殘

破不堪，一沒人力，二沒銀錢，難以開業，有所作為，於是主動出擊，單槍
匹馬找上臺灣銀行籌募資金。幾經周折，一拿到經費，立刻搶訂了 20輛貨車
底盤，主導首輛客車的車體打造。後續的路線會勘、站牌設置、司乘人員任
用、票價制定、車票及時刻表印刷等繁複作業，也由他一手包辦。

1946年 9月 26日上午 6點，載著七名旅客的公路局第一班車，首發啟
程，從臺北開往基隆，也開啟了 75年來公路客運的黃金歲月。而錢益僅用不
到三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開業任務，過人一等的效率，堪稱當代的「時間
管理大師」，也讓他在歷史留名。
公路局自 1946年以「運輸」業務起家，1947年接辦「監理」，1949年

「工程」來歸，三大部門終於到齊；自此，臺灣人民生活與公路局已是密不
可分。

無縫運輸 創造幸福移動空間

臺灣公路自清代以降， 乃至日本時代及民國，是古今的串聯，更飽含歷
史文化的底蘊。光復後，為修補毀損不堪的道路，公路局在全臺展開「公路復
興」，修橋造路的工程逢山開洞、遇水搭橋，篳路藍縷，極其艱辛。
有土斯有財，有路斯有業，四通八達的公路，是國家社經發展的命脈所

在，晝夜奔馳，傳輸著帶動社會進步成長的能量。從 1953年西螺大橋通車，
1956年西部幹線全線舖設柏油路面，東西橫貫公路 1960年通車，到 1970年
澎湖跨海大橋落成，公路總局僅用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打通全臺公路的任督
二脈，讓臺灣公路發展走向新的紀元。
隨著公路建設陸續完善，公路局因應時代潮流，陸續開啟一連串監理運

輸改革、業務整合和電腦化升級的進程。長期待在交通體系的前交通部常務次
長、中華開發金控董事長張家祝指出，1980年代臺灣的公路運輸可說是百端
待舉，「並不害怕事情太多，唯一擔心的只有時間不夠。」雖然公路運輸起步
稍晚，但是後續發展已臻成熟，特別是現階段的大眾運輸，舉凡種類、服務
型態、法規制定等，都和世界先進國家並駕齊驅。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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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2_ _23

牧路  75 年，守護島嶼的路行者

A

走過快速成長、深化改革的年代，公路總局持續改善運輸服務，整合公
路、市區客運與軌道運輸服務。除了對運輸業就安全及服務品質做最適當的管
理，近年也積極推動公路公共運輸計畫，以確實達到公共運輸「服務無縫」、
「時間無縫」、「資訊無縫」、「空間無縫」的目標。串連大城與小鎮，打
造優質的幸福移動空間，讓「客運不只是客運」，全臺各地的民眾都能受惠，
乘著節能減碳的風潮，享受更好的乘車品質。

智慧監理 用心展現服務價值

一路走來，公路總局見證了臺灣從農業時代發展到工業時代，經濟起飛，
躋身亞洲四小龍，到如今因應科技時代的再升級，公路總局相關政策、法規的

制定沿革，就有如大時代下的縮影。面對社會趨勢的改變與潮流，公路總局大
家長許鉦漳局長，以「公路總局必須與時俱進」來督促自己，也勉勵同仁。
這些年來，公路總局從早期經營者的立場，轉為管理者；隨著公路的搭

建，相關服務也伴隨產生，公路蓋到哪裡，公共運輸的服務就做到哪裡；有
了道路，就有用路人的角色，衍生對應的管理機制。凡此種種，無不牽涉到
公路總局轄下的運輸和監理兩大組別，所執掌的工作內容。
監理業務服務對象，包括人、車與業者，範疇龐大，細項更是繁雜。對

外，圓滿解決問題；對內，更彈性溝通來進行重要變革。核心概念，便是以
「人」為本，站在民眾的角度來觀照，從「以客為尊」到「視民如親」，回
應人民對監理機關的期待。
未來所要面對的，是一個新世界。有著悠久歷史的公路總局，機關雖老，

心態不老，始終保持著一顆年輕的心，像海綿般吸收新知，期許做到「最不
像公務機關的公務機關」，不論是服務量能的擴充，或服務品質的提升，都能
讓民眾深刻感受到監理業務隨著智慧時代的進步，讓更多人看見未來的希望。
每個在公路總局崗位上的同仁，皆秉持著「一日公路人，一生公路人」的

信念，掌握每個時間點應該做什麼事情，「做對的事情，把事情做對」。過去
發展出來的成功經驗，是全體公路人創造出來的價值。
從牧者的誕生到世代的傳承，這是一齣從「被動服務」、「主動服務」

進化到「感動服務」的三部曲，而主角則是公路總局的全體同仁。在每項服務
的背後，都蘊藏著最溫暖的人情物意，正因為如此，才能讓有溫度的幸福公
路，深入到全國各個角落。

1  豐原客運公司的車掌小姐，引導班車通過神岡線平交道。從尖頭公車到現在
的 55路電動公車，這條豐原至臺中的客運路線，幾十年來都是豐原客運公司
的衣食父母，豐原客運公司提供。

2  回顧 1960年代的員林客運候車室，掛滿路線圖、票價表、營業規章及政令宣
導，當然保密防諜的漫畫是不可少的。

3  興南客運公司 1970年代以前的臺南總站，位於現今華南銀行北臺南分行的位
置，當時該公司通往臺南各地的公路客運，都從這裡出發，後來才遷到安平
工業區。

4  高雄客運公司 1970年代引進平頭公車，剛上路的新車一字排開，非常壯觀。
5  公路總局的監理業務與時俱進，透過公路監理自助櫃檯，提供民眾更升級、
方便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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