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省交通處公路局各監理所（站）轄內汽車客運公司發生突發事件影響大眾
交通應變方案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公路局（八七）路監督字第八七０二八二五號函公布

一、依據：
    交通處交一字第六一０六四號函指示依公路法第四十七條，四十八條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二十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

規定辦理。

二、目的：
    為應付遇有非常災害、或特殊緊急需要，避免造成當地交通中斷，影響大眾運輸功能，而能即時採取應變措施，維持正常運輸需

要為目的。

三、督導及執行單位：
    公路局各區監理所（站）為各該轄區內公路汽車客運公司之督導單位。各汽車客運公司（含各公司所轄之車站）為應變調派人員、

車輛之執行支援單位。

四、應變辦法：
  （一）平時注意事項：
        1.各汽車客運公司負責人，經理等平日宜相與努力對其本公司員工及駕駛員生活、工作、管理、教育、獎金、福利等有關事

項，多加研究推展，予以制度化，深入群體之中，培訓其共識，作到互愛、互諒，以公司為家共同努力目標。
        2.各汽車客運公司對公路主管機關所定「駕駛人交通安全座談會」之規定，應按月分區舉行，公司負責人及各部門主管均應

盡量參與該會，同時鼓勵駕駛人踴躍發言，其所表達意見列入紀錄，妥慎合理處理。必要時可邀請監理、勞工行政等有關
單位派員協調。監理所站對該會議、公司執行情形，列入督導考核重點之一辦理。

        3.各客運公司負責人、經理應利用各種管道獲悉員工（駕駛人）生活等一切情形，如有不良徵候顯露時即協調勞工行政或監
理機關出面妥為處理，以期消弭於無形。



        4.各客運公司應依照有關規定成立產業工會並依勞基法規定簽訂團體協約，藉以輔助員工與公司成為一體，共同促進事業成
長。

        5.公司營收狀況與員工待遇、獎金等措施盡可能互相配合，使其合理化為原則，並在油價或其他成本調整時適時反映意見，
以求配合大眾需要而努力。

        6.為防患於未然，各客運公司之負責人、經理人應加強對員工平時處理突發事件之處理能力並每年定期模擬演練，以應緊急
事故之運輸需要。

  （二）應變措施：
        1.促請各客運公司為防患未然，事先妥為研定應變計劃。又同地區之業者應相互支援，訂定相互支援協議書（格式如附表一）

，以應付突發事件之運輸需要。
        2.各客運公司負責人、經理等有關人員，除平時多予接近了解其員工及駕駛員日常生活習性及意圖外，當怠工、拒駛事件蘊

釀時，應迅即前往疏導處理，及時達成息事，如萬一仍發生不良情形無法自行支應時，各客運公司應即協調監理機關、勞
工主管機關及產業工會進行處理。

        3.各客運公司如甲站發生駕駛人怠工、拒駛，致使該站車輛不能正常發生運轉，影響民行較輕且可自行排解者，應自行調派
就近乙站之人員、車輛（含預備車）支援。

        4.如甲公司發生駕駛人怠工、拒駛範圍較大，而本公司所有駕駛人與車輛不敷支應時，得由該公司向當地監理所（站）提出
緊急支援車輛報告表（格式如附表二）辦理。

        5.當時如發現別有用心之不良份子進行挑撥煽動或其他阻礙交通等不法情事，即報治安機關依法處理。
  （三）支援措施：
        1.各客運公司如遇有上述特殊事故發生無法自行支應時，除一面處理請求支援外，並即以電話向有關機關報告，並傳真相關

書面資料，監理所（站）知後即向本局（監理處）及交通處報告（續補書面報告）。
        2.請各區監理所（站）督導所轄各客運業者在原核定之相關營運路線內，加強班次、疏運旅客直至該客運公司正常營運為止，

並請當地警察機關、公路警察隊、勤務組加強警勤內警網巡邏，以確保行車安全並適時作必要安全支援。
        3.公路監理機關（監理所、站）接獲客運公司提出緊急支援報告後，即依本方案之規定，就轄內該公司一般公路現營路線部

分，速依公路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調配轄內與該公司併行或重疊路段較長之客運業者及相關業者之車輛、修護設備及必要
人員迅速接駛疏運；至無其他業者併行之路段，報請交通處協調鐵路局視需要加開列車或加掛車廂疏運旅客，維持該地區
交通，或將旅客載送至可轉乘其他交通工具之地點接駁乘車。

        4.上述受調派之客運業者不得拒絕，並應力支援，以應大眾交通需要，必要時並組成特殊情況緊急應變小組，以應緊急需要
之調配，維持正常旅客疏運。



五、其他有關事項：
  （一）有關交通指揮、秩序維持，必要時由各客運公司洽請當地警察機關支援；並由各區監理所（站）協助辦理。
  （二）前揭支援行動，原則上以罷駛路線無其他替代運具且影響民行者為主，發生怠工之客運公司應對行駛路線、上下車地點，車

票發售等事宜派員支援。
  （三）有關申請輛支援之細節規定如左：
        1.各客運公司內部站與站（含預備車）調度支援由各公司依前述自行處理。
        2.甲公司對乙公司支援車輛耗用油料、駕駛人工資等，依照相互支授協議書議定條件辦理。
        3.如支援車輛發生肇事案件時，應由雙方共同負責處理，或依雙方自行商定辦理。

六、本方案報奉交通處核定後再行函轉臺灣省公共汽車客運商業公會聯合會、各客運公司及本局各區監理所（站）實施。
�



附表一　　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發生緊急事故為維大眾交通訂定相互支援協議書

立協議書人　　　　　　為因應非常災害或特殊緊急事故之需要，以維持大眾交通，經雙方同意訂定相互支援協議書。

雙方議定條件如后：

一、雙方協議任何一方如遇非常災害或特殊緊急事故需要（以下簡稱甲公司），非其公司所有人力及車輛能予應付時，始得洽請對方

支援（以下簡稱乙公司），人、車支援之乙公司於接獲甲公司要求支援人車時，應立即儘力支援之，不得拒絕。

二、相互支援之區域範圍包括被支援一方所轄之各營運路線，但支援路線如係雙方重疊路線時，應即以加班疏運方式辦理。

三、對前往支援之乙公司行車人員,甲公司應提供行駛路線、站牌、到發車地點、票價表、車票發售及路況等資料，並應詳予解說，

必要時應派員引導並維護人事安全，如有安全顧慮應洽請警方派員保護。

四、乙公司出勤支援之行車人員，其交通、膳宿及其他費用及支援車輛耗用油料，應由甲公司負責安排或全力協助，費用得在支援包

車費用中核實抵扣。支援費用之計算應依台灣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包車計費標準五折計算（含空駛、停留），並在事故結束後

二個月內歸墊乙公司並予以合理補償（格式如附表四），如延長誤繳付應自限期屆滿之次日起，按中央銀行放款利率計算利息。

五、乙公司支援車輛於支援期間如發生肇事案件時，應由雙方共同負責處理，或依雙方自行商定辦理。

六、本協議書有效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七、本協議書有效期間屆滿後得由雙方協議同意繼續訂定，因故未續訂前，本協議書視為繼續有效。

八、本協議書乙式五份，協議雙方各執乙份，三份送公路主管機關核備。

立協議書人：

甲  公  司：

負  責  人：

地      址：

乙  公  司：

負  責  人：

地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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