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交通部交參（四九）字第０六六六四號令訂定發

布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一月七日交通部交路（五二）字第一０三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交通部交參（五三）字第０四五二八號令修正發
布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五月十日交通部交參（五六）字第０五一四二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三月十四日交通部交路（六一）字第０三二八二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交通部交參（六一）字第０五三一六號令修正發

布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一月十五日交通部交路（六二）字第００七一六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六月三日交通部交路（六三）字第０四八五六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十一日交通部交路（六四）字第０三一六五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七月十一日交通部交路（六四）字第０六一五六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八日交通部交路（六五）字第一一一八六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二月三日交通部交路（七二）字第０二八一七號令增訂發布

第五條費額附表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十五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七五二四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七五三０號令修正發布
第八十四條、第九十六條及第一百三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十五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七六三二號令修正發布
第九十二條至第九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七七二九號令修正發布
第九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七八０六號令修正發布
第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七八一０號令修正發布
第九十一條至第九十六條條文並增訂第九十六條之一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十五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七八一二號令修正發布
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百三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八月十五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七八三三號令修正發布
第三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九月十五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七八四０號令修正發布
第一百條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十五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七九０三號令修正發布
第三十七條、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一百三十四條及第一百三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七九三八號令修正發布
第九十一條、第九十八條至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四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年八月十五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八０二九號令修正發布
第八十五條及第八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八一一０號令修正發布
第九十一條、第九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七月八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八二一四號令修正發布
第八十六條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八二二四號令修正發布
第十九條、第九十二條、第九十三條、第九十六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二月一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八三０一號令修正發布
第四十二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八三一三號令修正發布
第十三條、第九十二條、第九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七月十九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八三三０號令修正發布
第九十九條；增訂第九十一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八四一三號令修正發布
第九十一條、第九十二條、第九十三條、第九十四條、第九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十六日交通部交路發字八四四九號令修正發布

第九十六條；增訂第九十三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月三十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八四五六號令修正發布

第九十一條、第九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八五０九號令修正發布

第九十二條、第九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二月一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八六一０號令修正發布

第八十四條；增訂第八十五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八六四四號令修正發布

第五十九條、第七十二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三十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八六七五號令修正發布

第九十三條之一、第九十六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八七０三號令修正發布

第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八七二八號令修正發布

第九十一條、第九十四條、第一百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八七二九號令修正發布

第九十一條之二、第九十二條、第九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八月二十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八七三六號令修正發布

第八十四條、第九十八條、第一百零二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八八五六號令修正發布
第四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八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四
條、第九十二條、第九十三條之一、第九十四條、第九十六條之一、第一

百零二條、第一百零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五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八八一一九號令修正發布
第十九條、第一百零四條；增訂第一百十一條之一、第一百二十四條之

一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年七月二日交通部交路發九十字第０００四一號修正

第八條、第二十三條、第九十三條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０九一Ｂ００００一五

修正發布附表三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七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０九二Ｂ００００四一號令
修正發布第二條、第四條、第二十五條、第四十條、第九十七條、第九十
八條、第九十九條、第一百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百零三條、第一百三
十七條、第一百三十八條；增訂第九十九條之一、第一百三十六條之一、

第一百三十九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十四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０九三Ｂ００００五七號令

修正發布第十九條、附表六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０九三Ｂ００００九九號令
修正發布第九十四條、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六條、第一百三十六條之一、第一百
三十七條、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一百三十九條之一；增訂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一；

刪除第九十三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四月四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０九四００八五０一三號令

修正發布第十九條、第八十四條、第九十二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０九四００八五０二八一號令

修正發布第四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二日交通部交路字第０九五００八五０二七號令
修正發布第九十二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三日交通部交路字第０九五００八五０三九號令
修正發布第二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交通部交路字第０九五００八五０六五號令
修正發布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七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交通部交路字第０九五００八五０七二號令
修正發布第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二月一日交通部交路字第０九六００八五００六號令
修正發布第八十四條、第八十六條、第一百四十一條；增訂第十九條

之一、第八十六條之一至第八十六條之三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五月二日交通部交路字第０九六００八五０二０號令
修正發布第二條、第九十八條、第九十九條、第一百條、第一百零二

條、第一百零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交通部交路字第０九六００八五０五五號

令修正發布第八十六條、第八十六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二月一日交通部交路字第０九七００八五００六號令

修正發布第九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日交通部交路字第０九八０ ０八五０一一號令

修正發布第十九條之一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交通部交路字第０九九０００八五０一六號令
修正發布第十九條、第四十九條、第七十條、附件五之一；增訂第十九條之二、

第十九條之三 條文
中華民國一００年六月三十日交通部交路字第一０００００六一０一號令
修正發布增訂第九十六條之二、第九十六條之三、第九十六條之四、第九
十六條之五、第九十六條之六、第九十六條之七、第九十六條之八、第九

十六條之九、第九十六條之十條文
中華民國一００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交通部交路字第一００００一０九六九號令
修正發布第三十三條、第八十六條；增訂第十九條之四、第三十三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101年6月6日交通部交路字第10150078671號令修
正發布第139條之1條文

中華民國101年7月20日交通部交路字第10150105391號令修正
發布第91條之附表七

中華民國101年11月9日交通部交路字第10150164411號令修正
發布第91條、第93條；增訂第91條之3條文

中華民國102年3月22日交通部交路字第10250031341號令修正
發布第139條之1條文

中華民國102年7月22日交通部交路字第10250097781號令修正
發布第139條之1條文

中華民國103年2月7日交通部交路字第 10350010741號令修正
發布第100條、第101條條文

中華民國104年2月5日交通部交路字第10400028621號令修正
發布第40條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節    依據及分類

第一條    本規則依公路法第七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汽車運輸業依下列規定，分類營運：
一、公路汽車客運業：在核定路線內，以公共汽車運輸旅客為營業者。
二、市區汽車客運業：在核定區域內，以公共汽車運輸旅客為營業者。
三、遊覽車客運業：在核定區域內，以遊覽車包租載客為營業者。
四、計程車客運業：在核定區域內，以小客車出租載客為營業者。
五、小客車租賃業：以小客車或小客貨兩用車租與他人自行使用為營業者。
六、小貨車租賃業：以小貨車或小客貨兩用車租與他人自行使用為營業者。
七、汽車貨運業：以載貨汽車運送貨物為營業者。
八、汽車路線貨運業：在核定路線內，以載貨汽車運送貨物為營業者。
九、汽車貨櫃貨運業：在核定區域內，以聯結車運送貨櫃貨物為營業者。

前項汽車運輸業營運路線或區域，公路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酌予變更。

第二節    申請立案程序

第三條    經營汽車運輸業之資本額、營業車輛及站、場設備，應合於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
及公路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四條    經營汽車運輸業，應備具籌備申請書（如附表一），依左列規定，申請核准籌備：

一、經營公路汽車客運業：
（一）屬於國道、省、縣（市）、鄉道者，向中央公路主管機關申請。
（二）路線通過直轄市市區道路，其里程超過相鄰之省、縣、鄉道者，向該直轄市

公路主管機關申請。
二、經營市區汽車客運業：
（一）屬於直轄市者，向該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
（二）屬於縣（市）者，向縣（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

三、經營遊覽車客運業、計程車客運業、小客車租賃業、小貨車租賃業、汽車貨運業、
汽車路線貨運業、汽車貨櫃貨運業，向該汽車運輸業主事務所所在地之中央或直
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
前項第二款之市區汽車客運業延長路線至直轄市、縣（市）以外者，應由受理申

請之公路主管機關商得相鄰之直轄市、縣（市）公路主管機關之同意；有不同意者，
報請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核定之。

第五條    經核准籌備之汽車運輸業，應自核准之日起六個月內籌備完竣，並於籌備期間依
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備具立案申請書（如附表二），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准，
發給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如附表三）及公路汽車客運業、汽車路線貨運業之營運路
線許可證（如附表四）後，方得開始營業或通車營運。

第六條    汽車運輸業經核准籌備後，如因特殊情形未能如期籌備完成時，得報請該管公路
主管機關准予延期，以六個月為限，逾期撤銷其核准籌備。其為公路汽車客運業或市
區汽車客運業者，並應公告重行受理申請。

第七條    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營運路線許可證之請領、補發或換發，均應依規定繳納證
照費。

第三節    營運

第八條    汽車運輸業自領得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之日起，公路汽車客運業或汽車路線貨運
業自領得營運路線許可證之日起，均應於一個月內開始營業或通車營運，並檢附公會



核發之有效會員證影本報請公路主管機關備查。除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得
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准，俟其原因消失後即開始營業或通車營運外，逾期廢止其
汽車運輸業執照，並吊銷其全部營業車輛牌照或廢止其營運路線許可證。

第九條    汽車運輸業應在其營業處所之顯明處，標明其名稱。

第十條      汽車運輸業之客、貨運運價，由汽車運輸業同業公會暨相關之工會按汽車運輸
業客、貨運價準則共同擬訂，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定，非經核准，不得調整。

            前項準則，由交通部定之。

第十一條    汽車運輸業應於開業前，將旅客票價表、行李、貨物等運價及有關雜費公告，
並報請公路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二條    汽車運輸業溢收客貨運價及雜費，應分別退還，其未能退還之款項，依民法第
三百二十六條及第三百三十條之規定辦理，並將溢收情形及未能退還原因，報請公
路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三條    汽車運輸業增添車輛申請新領營業車輛牌照時，限用未曾請領牌照之新車。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其規定：
一、專辦交通車得使用車齡不超過七年之車輛。
二、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業為增加運輸供給，並提昇服務品質，經該管公路主管

機關核准增添車輛申請新領營業車輛牌照者，得不受全新車輛之限制。
汽車運輸業申請增減或讓受營業車輛時，應將增減讓受車輛之廠牌，年份及座

位或載重量，報請公路主管機關核准。

第十四條    汽車運輸業為維持正常營運之短期需要，得租用同業營業車輛營運，租期以六
個月為限，由同業雙方將租用事由、期限、數量、廠牌、年分、型式、連同租車契
約副本，報請各該公路主管機關核准，方得實施。

前項租車屬於公路或市區汽車客運業者，應於車上懸掛或張貼顯明之租用標識。
其行駛路線跨越省、市轄區者，應由受理租用之公路主管機關函徵相對公路主管機
關同意。如因假日、年節或慶典活動期間疏運旅客而臨時租用者，應於實施前函送
對方查照。

第十五條    汽車運輸業與同業或其他運輸業辦理聯運或聯營時，應檢具左列書類圖說，報
請公路主管機關核准後，方得實施，變更時亦同。
一、雙方公司、行號名稱、地址及負責人姓名。
二、聯運或聯營之路線或區域及業務範圍。
三、運費計付方式。
四、聯運或聯營契約副本。
五、有關路線或區域圖。

前項規定如同屬汽車運輸業時，應聯合申請之。

第十六條    汽車運輸業如需在同一路線或同一區域共同經營時，應由當事人開具左列事項，
檢具共同經營契約副本，會報公路主管機關核准後，方得實施，期滿仍須繼續或中
途停止時，亦同。
一、雙方公司、行號名稱、地址及負責人姓名。
二、共同經營之事由及期間。
三、共同經營之業務範圍及方法。
四、經營收入及經費分攤之計算方法。
五、股東決議書或合夥人同意書副本。



第十七條    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路線，因天災或其他特殊事故不能通行班車時，應
敘明原因，並將預計恢復通車日期公告，報請公路主管機關及當地政府備查。恢復
通車時，亦同。

第十八條    各類汽車貨運業之營運路線及區域，由該管公路主管機關視實際情形核定之。

第十九條        汽車運輸業除對所屬車輛、駕駛人及僱用之從業人員應負管理責任外，其
營運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載運違禁物品。
            二、不得與同業惡性競爭。
            三、不得有欺騙旅客或從事不正當營利行為。
            四、不得有玷汙國家榮譽妨害善良風俗之行為。
            五、不得擅自變更車輛規格。
            六、不得拒絕公路主管機關為安全管理所召集舉辦之訓練或講習。
                營業大客車業者應將駕駛人名冊，向該管公路主管機關申報登記；申報登

記後，應登記內容異動時，亦同；其登記書格式，如附表八。初次登記為遊覽
車駕駛人者，另應接受公路主管機關或其專案委託單位所辦理六小時以上之職
前專案講習，始得申報登記。

                前項申報登記內容，經公路主管機關審核結果不合格之駕駛人，汽車運輸
業者不得派任駕駛車輛營業。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一日起，營業大客車業者派任駕駛人前，應確認所
屬駕駛人三年內已接受公路主管機關辦理之定期訓練或職前專案講習，且其駕
照應經監理機關審驗合格。

                營業大客車業者於駕駛人行車前，應對其從事酒精濃度測試，檢測不合格
者，應禁止其駕駛；遊覽車駕駛人得

                由承租人或旅行業者實施酒精檢測，檢測不合格者，亦同。 
營業大客車業者應明確標示下列安全設備位置及操作方法：

            一、緊急出口。
            二、滅火器。
            三、車窗擊破裝置。
                營業大客車應於車內駕駛座旁或上下車門顯明處標示駕駛人姓名及牌照號

碼，並張貼公司服務電話及該管公路主管機關申訴電話；車外尾部汽車牌照上
方顯明處應標示駕駛人姓名及該管公路主管機關申訴電話。

                前二項標示字體大小及位置應符合附表五之一規定。
                遊覽車客運業於所有乘客上車後，應在車內播放安全逃生資訊影片。經營

中程、長程國道客運路線之公路汽車  客運業進入國道後，亦同。

第十九條之一    遊覽車客運業及公路汽車客運業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國道客運路線營業車
輛不得使用翻修輪胎或胎紋深度任一點不足一點六公釐之輪胎。

第十九條之二    營業大客車業者派任駕駛人駕駛車輛營業時，其調派駕駛勤務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每日最多駕車時間不得超過十小時。
                二、連續駕車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休息，休息時間如採分次實施者

每次應不得少於十五分鐘。但因工作具連續性或交通壅塞者，得另行
調配休息時間；其最多連續駕車時間不得超過六小時，且休息須

                    一次休滿四十五分鐘。
                三、連續兩個工作日之間，應有連續十小時以上休息時間。但因排班需要，

得調整為連續八小時以上，一週以二次為限，並不得連續為之。
      



    
第十九條之三    公路汽車客運業及市區汽車客運業之班車，車頭前上方應標明路線名稱及

路線編號，字體長十五公分以上，寬十公分以上。車身右側上下車門旁應
明顯標示路線名稱及路線編號，字體長十公分以上，寬六公分以上。

                公路汽車客運業及市區汽車客運業派用車輛時，應據實填載行車憑單，隨
車攜帶，市區客運班車經公路主管機關同意者得置於場站，收存備查。行
車憑單記載事項至少應包括車號、路線編號、路線名稱、發車日期、起站
發車時間、休息起訖時間、訖站到達時間及駕駛人姓名、體溫、酒精檢測
紀錄，並應保存至少二年，供公路主管機關查核。

第十九條之四   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業，應依公路主管機關之規定裝置車機設備，並維持
正常運作及納入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建置或指定之動態資訊管理系統監控列管。

第二十條    中央及省市公路主管機關為促進汽車運輸業健全發展，維護營運秩序或增進公
共利益，得發布命令採取必要之措施。

第四節    監督

第二十一條    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營運路線許可證，不得塗改或借供他人使用。

第二十二條    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營運路線許可證，如有污損或遺失，應敘明事由及證
照字號申請公路主管機關換發或補發，污損者並應繳還原照。

第二十三條    汽車運輸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備具有關書類圖說報請公路主管機關核准。
如營業執照或營運路線許可證須換發者，應同時換發。
一、轉讓。
二、變更公司、行號組織、名稱、地址或負責人。
三、增加營業種類。
四、變更資本額或增減資產。
五、抵押財產。
六、變更或增減營運路線或區域。
七、公路或市區汽車客運業增減固定行車班次。
八、停車場地之設置、增減或遷移。
    汽車運輸業申辦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事項，除第一項所應備具文件外，並
應備具當地該業同業公會核發之有效會員證書影本，始得辦理。 

第二十四條    汽車運輸業應按期將左列報表，送請公路主管機關查核：
一、運輸成績月報表。
二、車輛狀況月報表。
三、員工統計年報表。
四、燃料消耗統計年報表。
五、核定經營路線者，行駛路線年報表。
六、營業報告書。

前項第六款所稱之營業報告書，包括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損益計算書，
盈餘分配表。

第二十五條    汽車運輸業全部營業車輛均已出售或經吊銷、繳銷、註銷牌照者，應向公路
主管機關申請停業或歇業。丙種小客車租賃業無汽車出租業務期間超過半年者，
亦同。

前項停業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一年。



第二十六條    汽車運輸業申請定期停止一部或全部營業時，應將停止原因、路線起訖點、
或區域地名、停業期限等，報請公路主管機關核准後公告實施（如附表五），期
滿應即申報復業。

前項定期停止營業之路線或區域，如屬公路或市區汽車客運業時，在停止營
業期間公路主管機關得採取適當措施，繼續維持客運業務不使中斷。

第二十七條    汽車運輸業申請歇業時，應將其原因連同股東決議書或合夥人同意書及原領
執照，報請公路主管機關核准後，方得實施。其營業車輛，如出售作為營業用車
輛時，應辦理過戶；如出售作為非營業用車輛時，應將牌照繳銷。

第二十八條    公路主管機關對汽車運輸業認為經營不善，妨礙公共利益或交通安全時，得
為左列之處理：
一、限令定期改善。
二、應改善事項，逾期尚無成效，或違抗命令，不為改善時，得停止其部分營業。

三、受停止部分營業處分一年以上仍未改善者，經交通部核准，撤銷其汽車運輸
業營業執照。
前項部分營業之停止或營業執照之撤銷，公路主管機關應採取適當措施，繼

續維持客、貨運輸業務，不使中斷。

第二十九條    遇有非常災害時，公路主管機關為應付緊急需要，得調用轄區內之汽車、修
護設備及必要人員，汽車運輸業不得拒絕。因而受有損失者，得申請補償。

第三十條    汽車運輸業對客、貨運輸，應準時安全運送之。但急病患者、郵件包裹、易腐
貨物或於公益上有正當理由者，得優先運送。

第三十一條    汽車運輸業對於站、車內所有人不明之運送物、寄存品或遺留物，應公告招
領之；公告逾一年，仍無權利人領取時，取得其所有權。

前項運送物、寄存品或遺留物，如有易於腐壞之性質，或其保管困難，或顯
見其價值不足抵償運雜費時，汽車運輸業得於公告期間先行拍賣，保管其價金。

第三十二條    汽車運輸業，遇有行車事故，致人、客重大傷害或死亡時，除應採取救護或
其他必要措施及向警察機關報告外，並應將經過情形向該管公路主管機關申報。

第二章    客運營業

第一節    通則

第三十三條    汽車客運業應在各車站揭示下列章則圖表：
一、行車時刻表及各站間距離里程表。
 二、票價、行李運費及雜費表。
  三、旅客須知。
  四、營運路線圖。

              前項第一款行車時刻表，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業應依公路主管機關規定期限
報請備查，並公告於相關車站及沿線所有站牌；其調整時，亦同。行車時刻表之
每日預排班表資料，應依公路主管機關規定之期限內上傳至動態資訊管理系統。

第三十三條之一   汽車客運業設立之站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起，應於明顯
位置揭示下列資訊：
  一、路線名稱、路線編號、本站站名、客運公司名稱、行車時刻表或早晚



班發車時刻及尖離峰班距、行駛路線圖（含停靠站）、業者服務電話。
 二、其他經公路主管機關規定應揭示之相關資訊。

第三十四條    汽車客運業對各車站之營業時間，應審度實際需要情形規定實施，並公告之。

第二節    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業

第一款    經營及核准

第三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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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條    公路汽車客運業行駛路線及期限，依左列規定：
一、公路汽車客運業申請營運之路線，由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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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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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管公路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核定之。
四、原營運路線因故暫時不能通行時，得借道行駛，其期限由該管公路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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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條    公路汽車客運業營運班車在市區行經路線及設站地點，應依左列原則辦理：
一、其行經市區內之路線及設站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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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經同意之營運路線及設站地點，當地政府如因實際需要得予調整變更，並應函

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辦理。
前項各款，如發生爭議，報請上級機關核定之。

第三十八條    公路汽車客運營業經營之路線，通過二省（市）以上之省（市）、縣、鄉道
路者，其路線在該管公路主管機關轄區外需要變更或增加設站，受理申請之公路
主管機關應先商得相鄰之公路主管機關同意，如僅增減班次或變更車種，應於實
施前函請知照。

前項路線僅在該管公路主管機關轄區內變更或增加設站，應於實施前函知相
鄰之公路主管機關。如係部分班次變更路線致增加路線時，應先商得其同意。

第三十九條    公路汽車客運業經營路線，如有一部分跨越其他公路汽車客運業所經營之路
線時，在其跨越區段內不得設站上下旅客，並不得發售區間票，但經該管公路主
管機關視實際需要核定者，不在此限。

第四十條    公路汽車客運業班車，應依營運路線許可證所核定之路線起點、經過地點、終
點、里程行駛營運並停靠核定之站位上下客。除臨時性或為增進大眾運輸需要報請
公路主管機關核准外，不得開行部分路段之班車。

公路汽車客運業報經公路主管機關核准開行部分路段班車之路線，公路主管機



關得依大眾運輸實際需求發展調整其原核准開行部分路段班車之班次數量。

第四十一條    市區汽車客運業，應配合市區人口之比例及大眾運輸需要之營業車輛、設備，
由公路主管機關視實際情形核准一家或二家以上共同經營之。

第四十二條    市區汽車客運業以行駛市區內為原則，其行駛路線由核准立案之公路主管機
關核定。如需要延長路線至市區以外時，應敘明理由，檢同營運路線圖，報請各
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准後方得行駛。受理申請之公路主管機關應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屬於直轄市者，應商得相鄰之縣（市）公路主管機關之同意。
二、屬於省轄市者，如延長至直轄市者，應商得該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之同意。
三、屬於縣轄市者，準用第二款之規定辦理。
四、該延長路線如有其他汽車客運業申請營運時，應無條件共同行駛。
五、延長行駛至市區以外，以不超過鄰接鄉、鎮、市行政區域範圍，並以不變更

原定票價為限。但依本規則第十五條規定經相關公路主管機關同意辦理聯營
者，得以鄰接縣（市）行政區域為延駛範圍。

第四十三條    市區汽車客運業已延長至市區以外之路線，在市區以外需要變更路線或增加
設站時，或在市區內增加銜接路線時，受理申請之公路主管機關應依前條規定程
序辦理。

前項延長至市區以外之路線，在市區內變更路線時，應於實施前函知相關公
路主管機關。

第四十四條    市區汽車客運業辦理聯營時，應先報請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核定。

第二款    票價及運價

第四十五條     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業之客票運價、行李運費、雜費之計收及其調整機制，
由汽車運輸業同業公會暨相關之工會依汽車運輸業客貨運運價準則擬訂，報請各
該公路主管機關核定，其調整時，亦同。

               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業應依前項主管機關核定之運價範圍及調整機制訂定
票價，報請各該公路主管機關備查，其調整時，亦同。

               第一項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定之行李運費、雜費、調整機制及第二項經各該
主管機關備查之票價，應由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業者於各該路線車站、車廂內或
站牌公告一週始得實施，調整時亦同。

第四十六條    客票票價除按里程乘基本運價計算為原則外，並得採用或兼採區域制。

第四十七條    公路汽車客運業在同一起訖區間，有兩條以上里程或路面等級不同之營運路
線時，應各按其實際里程及路面等級分別計算票價為原則，並應在票證上註明
「經某線」以資識別。但為便利旅客搭乘，須劃一票價時，得按較短里程之路線
票價計收。

第四十八條    公路汽車客運業營運路線，因道路、橋樑施工須變更部分路線，致班車繞道
行駛而增駛之里程如超過一公里及施工期間達一年以上者，應報請該管公路主管
機關核准，依實際行駛里程計收票價。工程完成時，應即恢復原營運路線，並按
原票價計收。

第四十九條    兒童身高未滿一百十五公分者，免費；滿一百十五公分未滿一百五十公分者，
應購買半票；滿一百五十公分者應購買全票。



              前項兒童滿一百十五公分而未滿六歲者，經出示身分證件，得免費；滿一百
五十公分而未滿十二歲者，經出示身分證件，得購買半票。

              依前二項規定免費之兒童，須由已購買全票或成年之旅客攜帶，每一旅客最
多以攜帶二人為限，逾限者，應購買半票。

第五十條    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業得視實際需要發售定期票、回數票、或來回票等，其發
售及使用辦法，應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准實施。

第三款   購票及乘車

第五十一條    客票上應記載有效期間、班車等級、票價及票號，如有污損、撕破致其記載
不明時，應視為失效。

第五十二條    旅客購票時，應自行查閱票上所載乘車日期、起訖站名、班車等級及所付票
款與票價是否相符。如有錯誤，應立即向售票員更換或退補，事後不予受理。

第五十三條    旅客已購之任何客票，不得以圖利為目的轉售他人。

第五十四條    客票之有效期間以搭乘票上所載乘車日期內之任何一次相當班車為限。聯營
客票及對號客票之有效期間應以搭乘當日指定之車次為限。

第五十五條    旅客上車時，應將客票交由站車人員查驗；在乘車時間內遇有稽查或查票員
查票時，應將客票交驗，如拒絕查驗，按無票乘車之規定處理。

第五十六條    旅客下車時，應將客票繳交站車人員收回；持用長期票證者，應於下車時交
站車人員查驗。

第五十七條    旅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汽車客運業得拒絕其乘車；其已購票者，應予退還
票價全數：
一、身患重病、惡疾或傳染病者。
二、兒童過於幼小無人護送者。
三、有酗酒滋事、謾罵喧鬧等危害自己、他人或騷擾他人之虞者。
四、狀似瘋癲者。
五、攜帶第七十二條所列之物品之一者。

第五十八條    旅客隨身攜帶之行李及小件物品，能置於座位下或行李架上而不妨礙其他旅
客者，得攜帶上車，並應自行照料。

第五十九條    旅客攜帶之小動物，除視障者攜帶之導盲犬不予收費外，其限制及收費辦法，
得由汽車客運業公會擬訂，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定之。

第六十條      旅客乘車如有妨害運輸安全、公共衛生，破壞公共秩序，或妨害員工職務，
經站車人員勸阻無效者，得勒令下車，其所持客票即行作廢。如情節重大或發生
損害情事者，並應由該旅客負責賠償，涉及刑責者，依法移送偵辦。

第六十一條    旅客毀損車站或車輛各種設備者，應照修復價額賠償。

第四款    退票及補票

第六十二條    旅客請求退票，得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不對號或不限車次之車票，應在有效日期末次車開車前向車站申請退還票價。



二、對號或限制車次之車票，應在該次車開車前規定退票時限內向車站申請退還
票價，其退票時限由汽車客運業自行規定。
旅客申請退還票價應扣手續費，其費率由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定之。

第六十三條    旅客因事或疾病須在中途下車者，其未經行路段之票價不得退還，但患病旅
客得洽請所在站站長於票面上簽字證明，改乘當日相當班車。

第六十四條    公路客運班車行至中途因路阻不能運送旅客至到達站時，得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旅客願在停行地點下車者，其未經行路段之票價應予退還。
二、旅客願在停行地點候路修通後搭乘下次班車者，得改搭下次班車。
三、旅客願返回原起程站者，應免費送回原起程站，並退還全程票價。
四、退還客票均應由站車人員負責簽字，並註明經過及原因。

第六十五條    旅客誤乘班車時應按誤乘里程補收票價，並應免費送回原起程站或與原定路
線距離最近之銜接站，其原購客票須經站車人員簽字並註明「路程錯誤」方可延
期有效，如旅客不願回起程站或銜接站者，其誤乘路段之票價與原購票價發生差
額時，應分別補收或退還。

第六十六條    旅客無票乘車或持用失效票，應自起程站補收票價；如無正當理由，並得加
收百分之五十票價。

第六十七條    旅客在行程中遺失客票，應向站車人員說明，並按原購票價補票，未向站車
人員說明者，以無票乘車論。

旅客在行程中遺失之客票，如在下車收票前尋獲者，得退還一張客票之票價。

第六十八條    旅客越站乘車者，應自越過站起至查到站止之路段補收票價並加收百分之五
十，但事前聲明者，僅補收規定之票價。

第六十九條    旅客搭乘可供託運行李之班車，託運行李時，概憑客票交運。
交運之行李不能一次隨車運送時，得交下一次班車運送，但交運之數量過多

無法運送時，公路汽車客運業得拒絕承運。

第七十條      公路汽車客運業運送郵件，依郵政法第二十六條規定。

第七十一條    旅客交運行李必須自行封鎖嚴密，捆紮堅固，如因封鎖不密或捆紮不固以致
損壞遺失或性質變化者，公路汽車客運業不負賠償之責。

第七十二條    下列物品，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業應予拒絕攜帶或運送：
一、違禁品。
二、危險品。
三、易於變壞或破損之物品。
四、不潔或易污損他物之物品。
五、厭惡品。
六、不適宜隨客車運送之動物類。但視障者攜帶之導盲犬不在此限。

第七十三條    旅客交運行李，每件重量不得超過三十公斤，體積最大以一百五十立方公寸，
長度以車箱能容納不妨礙行車安全及旅客上下為限，超過其限制者，得拒絕承運。



第七十四條    旅客交運行李時，應連同客票將行李逐件點交站員過磅，其免費重量規定如
左：
一、班車每人以十五公斤為限。

          二、包車每輛按座位數目照前款規定重量計算，但免費及交運行李連同乘客總重    
不得超過包用車輛之核定載重量。

第七十五條    旅客交運之行李超過免費重量時，其超過部分以每五公斤為計算遞進單位，
未滿五公斤者按五公斤計算，其費率由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定之。

持減價客票之旅客，其行李免費重量及逾重行李收費按持用普通客票者辦理。

第七十六條    旅客交運之行李，均由站車人員負責裝卸。

第七十七條    旅客交運或隨車攜帶之行李，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業認為有疑竇時，得會同
旅客檢驗，如發現夾帶第七十二條拒絕運送之物品時，應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如係違禁品，除將關係人連同物品一併交當地主管機關究辦外，其已收之運

費概不退還。
二、如係危險品，即應卸下，其已運里程應照運價加兩倍補收運費。
三、如係厭惡品、或是易於變壞、破損、不潔或易污損他物之物品及動物等，應

即卸下，其已運里程應照運價加倍補收運費，但能妥為包裝者，准予繼續運
送，仍照運價加倍收費。

第七十八條    行李運抵到達站後，旅客應於二十四小時內提取，逾期未提取者，得收保管
費。

              公路汽車客運業於旅客提取行李時，憑行李票交付之。
              行李保管費費率，由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定之。

第七十九條    旅客之行李票如有遺失應即向車站業務人員聲明，告知該交運行李之特徵及
其內容，經車站業務人員查明核對相符後，由旅客憑身分證明具領之。但該行李
已被他人持所失行李票領去時，汽車客運業不負責任。

第八十條    行李遇有喪失毀損之賠償，依民法之規定，但其請求權之時效依公路法第五十
四條之規定。

第八十一條    行李逾交付期間一個月仍未交付時，託運人得視同喪失，請求賠償。但未能
交付之原因不能歸責於汽車客運業者，不在此限。

第八十二條    旅客交運之行李，如因路阻不能運抵到達站時，其退票比照第六十四條之規
定辦理。

第八十三條    遊覽車及計程車客運業運輸旅客行李，除另有規定者外，適用本款各有關條
文之規定。

第三節    遊覽車客運業

第八十四條　　遊覽車客運業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車輛應停置車庫場內待客包租，不得外駛個別攬載旅客、開駛固定班車或擅

自設置營業所站。



          二、承辦機關、學校或其他團體交通車，應於事前檢具合約書副本報請公路主管
機關備查。

          三、機關、學校、旅行業及導遊人員對包租遊覽車依規定所為查核，應積極配合，
不得拒絕。

              前項第一款車輛出租時，應據實填載派車單（如附表六）及簽訂書面租車契
約，隨車攜帶。派車單及租車契約並應至少保存一年供公路監理機關查核。

第八十五條    遊覽車客運業及公路與市區汽車客運業兼營遊覽車客運業者，應在公路主管
機關規定之營業區域內營業。

遊覽車客運業專辦交通車業務者，業務範圍及營業區域以公路主管機關核定
者為限，其車身加漆及標識應依公路主管機關之規定。

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業以行駛班車辦理包車出租者，其營業範圍公路汽車客
運業以其核定行駛之路線，市區公車以核定行駛之營業區域為限。

第八十五條之一    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業，因連續假日、年節、慶典活動或其他公共運輸
上之短期需要，以同一公司之遊覽車支援班車參與自營路線加班疏運者，應
於事前報請公路主管機關備查。

以租用其他公司遊覽車參與疏運者，雙方應將租用事由、數量、廠牌、
年份、型式，連同租車契約副本，於事前報請各該公路主管機關核備。所定
租用期間以疏運期間為限。並應於租用車輛上張貼顯明之租用標識。

前二項以遊覽車參與旅客疏運之備查或核備，應知會其他相關機關。

第八十六條　　  遊覽車客運業，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應設置出租登記簿，詳細記載營運情況。
          二、應僱用持有大客車職業駕駛執照者，其駕駛大客車類型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甲類大客車：應具有駕駛大客車三年以上經歷。

    （二）乙類以下大客車：應具備受僱於公路或市區汽車客運業者一年以上之經
歷。

  三、派任駕駛員前，應持依第十九條規定申報登記審核合格之登記書，向公路主
管機關申請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如附表九）。行車時，並應將遊覽
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置於車內儀表板與擋風玻璃最右緣間平台上 方中間
明顯處之固定插座上；其照片、姓名應面向乘客，不得以他物遮蓋之。

  四、駕駛員應穿著整齊清潔之制服。
  五、派任或使用車輛應符合道路行車條件，並不得行駛主管機關公告禁止或設立

禁制標誌之路段。
  六、應設置平時管理資料及自主檢查表，平時自行確實檢查，並提供詳實資料配

合公路主管機關定期安全考核或評鑑，自主檢查表格式，由交通部定之。
  七、出廠逾十年之遊覽車應隨車攜帶合法汽車修理業出具之四個月內保養紀錄表

影本。
車齡逾十二年車輛，不得行駛經公路主管機關公告管制之山區公路，行駛高速

公路時速不得逾九十公里。

第八十六條之一    申請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應由遊覽車客運業者檢具駕照、相片
向公路主管機關辦理，如有遺失、破損或滅失時，應檢具向警察機關報案之
遺失證明或相關證（物）明文件、駕照、相片，依原申請程序換（補）發。

                  遊覽車客運業僱用之駕駛人駕照因故受吊銷或註銷處分時，不得再派任
為駕駛員，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並應於七日內繳回公路主管機關；其
解僱時，亦同。



第八十六條之二　　公路主管機關為維護消費者安全與權益，對於遊覽車客運業營業車輛之
出廠日期、最近四個月之檢驗日期、僱用駕駛員之駕照有效性、違規及肇事
紀錄等資訊，連同安全考核或評鑑結果，得公告之。

第八十七條    遊覽車計程包車費按路面等級以每人公里基本運價乘以車輛座位數為每車公
里之包車費率，再照行駛里程計費，空駛里程得收空駛費，但最高不得超過計時
包車費率百分之七十五。

第八十八條    遊覽車計程包車停留時，得收停留費，其費率不得超過計時包車費率百分之
五十。

第八十九條    遊覽車計時包車應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計時包車費以每三十分鐘為計費單位。

    二、計時包車至少以二小時為起碼時數，超過二小時者，按每三十分鐘遞進計算。

三、計時包車使用時間，應自車輛開始供用時起至用畢時止。
遊覽車計時包車費費率，由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定之。

第九十條    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業，以班車辦理包車出租之業務，其運費之計算，準用本
法第八十七條至第八十九條之規定。

第四節    計程車客運業

第九十一條   經營計程車客運業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車輛應使用四門轎車。但設置輪椅區之車輛，得使用廂式或旅行式小客
車。

二、車輛應裝設自動計費器，並按規定收費。

三、車輛應在核定之營業區域內營業，不得越區營業，其營業區域依附表七
之規定。

四、自中華民國八十年一月一日起車輛新領牌照或汰舊換新時，車身顏色應
符合臺灣區塗料油漆公會塗料色卡編號一之十八號純黃顏色。

五、對所屬車輛及其駕駛人應負管理責任。

六、僱用或解僱駕駛人，應向核發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之警察機關辦理
申報。

七、不得將車輛交予無有效職業駕駛執照及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之駕駛
人駕駛。

個人經營計程車牌照之使用以原申請人為限，不得轉讓其他個人或公司行
號。但經核准歇業，得連同原車過戶與符合個人經營計程車申請資格條件者。



第九十一條之一    計程車客運業由其駕駛人自備車輛參與經營者，應與駕駛人就有關權利
義務事項訂定公平合理之書面契約，各執乙份，彼此遵循，除應遵守法令規
定，提供駕駛人服務外，並不得有左列行為：
一、轉賣營業車輛牌照。
二、駕駛人之參與經營權移轉時，無正當理由予以拒絕或收取不當費用。
三、於汰換車輛時，向駕駛人收取費用。
四、強制代駕駛人購置營業車輛。
五、巧立名目向駕駛人收取不當費用。

前項契約書範本由各該地方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與計程車工會及駕
駛人職業工會會同協商訂定，並參與契約簽訂之認證。

計程車客運業與駕駛人之爭議事件，先由雙方公、工會會同社會公正人
士調解；如調解不成，而經調解會議認定有違反第一項規定情事者，得會銜
函送該管公路監理機關依公路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論處。

計程車客運業與駕駛人無爭議事件，經營績效良好或有助公益者，由該
管公路監理機關報請表揚。

第九十一條之二    計程車牌照應依照縣、市人口及使用道路面積成長比例發放。
前項發放標準，由省（市）公路主管機關依轄區內之運輸需求訂定並公

告之，調整時亦同。

第九十一條之三   計程車客運業使用設置輪椅區之車輛提供服務，應命其所屬駕駛人參加
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或其委託辦理之訓練並領得結訓證書，始得提供服務。個人
經營計程車客運業或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亦同。

第九十二條    具備下列各款資格且無第九十三條各款情事者為優良駕駛，得申請個人經營
計程車客運業：

             一、年齡三十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者。但年滿六十歲者，應每年至公立醫院作
體格檢查一次，合格者應檢具體格表，於屆滿一個月前向當地公路監理機
關申請換領有效期限一年之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

二、連續持有有效之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六年以上者。但依營業小客
車駕駛人執業登記管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補辦查驗或換發新證者，視同連
續持有，惟中斷時間應予扣除。

三、本人未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或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

          四、持有大型車職業駕駛執照者，必須換領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其駕駛年資
得予併計，並保留其資格。

               符合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獎勵辦法第三條第六款所定資格條件，經中央或直
轄市公路主管機關核定獎勵有案者或領有殘障手冊之計程車駕駛人，得不受前項
第一款、第二款之限制。

      申請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不得兼營其他汽車運輸業或受僱為其他汽車
運輸業之駕駛人。

              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應在該管公路監理機關轄區內設有戶籍。其戶籍地如有
遷移變動時，應向當地公路監理機關報備。 

第九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准申辦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登記：



一、曾犯故意殺人、搶劫、搶奪、強盜、恐嚇取財、擄人勒贖或刑法第一百
八十四條、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九條、兒童及
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七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懲治走私條例或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判決罪刑確定者，或曾依檢肅
流氓條例裁定應為交付感訓確定者。

二、曾犯傷害、妨害自由、公共危險，或刑法第二百三十條至第二百三十五
條各罪之一，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

三、曾犯前二款以外其他刑事案件之罪（不包括違反舊票據法者）經判決確
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或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一部之執行而經赦
免後，未滿五年者。

(二)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尚未執行，或行刑權時效消滅後未滿五年者。

(三) 受刑人在假釋中者。

四、最近三年內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一條第三項、第六十三條第
一項各款及第六十八條第二項前段所列之違規行為者。

五、最近五年內曾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者。

六、最近三年內曾由計程車乘客提出申訴檢舉，並經公路監理或警察機關查
證屬實者。

第九十三條之一    （刪除）

第九十四條    凡取得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牌照申領許可者，應在核發牌照或汽車運輸業
營業執照前繳驗左列有效之證明文件：
一、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
二、購車證明或車輛讓渡書。
三、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證。

參加計程車運輸合作社之社員申領牌照或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者，同前項規
定。

第九十五條    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應自購車輛，並以一車為限。
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除其配偶及同戶直系血親持有有效之營業小客車駕

駛人執業登記證，而無第九十三條之情事者得輪替駕駛營業外，不得僱用他人或
將車輛交予他人駕駛營業。

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如因疾病或其他重要事故，本人不能駕駛營業，
需要僱用其他人臨時替代時，其受僱人之資格，必須持有有效之營業小客車駕駛
人執業登記證，而無第九十三條之情事者，且一次以一人為限。

第二項、第三項申請輪替或臨時替代之駕駛人應檢具有關證明文件，報請當
地公路監理機關核准後，方得輪替或臨時替代駕駛營業。

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除報請公路主管機關核准得將車輛交予符合規定資
格之配偶或直系血親輪替駕駛營業外，不得轉讓車輛牌照或僱用他人或將車輛交



予他人駕駛營業。

第九十六條    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經吊銷、註銷執業駕駛執照或有其他喪失職業駕駛
人資格之情事者，應廢止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並註銷其營業車輛牌照。但經核
准歇業者，應依本規則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

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之車輛，因擅自轉讓其他個人或公司行號，或未事
先依規定核准僱用或交予他人駕駛，經撤銷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吊銷其營業
車輛牌照者，該個人經營計程車原申請人於五年內不得再申請個人經營計程車客
運業，並吊銷其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且五年內不得申辦。

第九十六條之一    中央或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為加強計程車管理，得邀請相關機關、團
體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等組成計程車諮詢委員會，就計程車客運
業、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計程車運輸合作社之管理事宜提供諮詢，其設置要
點由中央及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分別定之。

第九十六條之二    計程車在核定營運區域內得以下列共乘方式營業：
      一、路線共乘：以行駛核定路線之方式，在核定路線上設置共乘站供乘

客上車，每車提供兩位以上乘客共同搭乘，計程車駕駛人得向每位
乘客收取其個別車資之營業方式。

 二、區域共乘：在核定區域內設置共乘站供乘客上車，每車提供兩位以
上乘客共同搭乘，計程車駕駛人得向每位乘客收取其個別車資之
營業方式。 

第九十六條之三     公路主管機關得視當地公共運輸發展需要，規劃共乘之路線或區域，
並公告運作方式，辦理計程車共乘營運。

第九十六條之四     計程車客運業得自行規劃路線共乘之營運，並提出共乘營運計畫書，
經公路主管機關審議核定；非經核准，不得營運。

                   前項共乘營運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共乘路線。
                   二、最低共乘營業車輛數。
                   三、乘客需求估算。
                   四、上下客地點。
                   五、共乘費率及分攤原則。
                   六、營業時間。
                  七、招攬乘客後最長等候時間。
                  八、共乘營業車輛標示方式。
                  九、駕駛人遴選及管理機制。

   十、乘客安全、服務品質保障及申訴處理機制。
  計程車客運業應依公路主管機關核定之前項共乘營運計畫書第一款、第

四款至第八款及第十款辦理共乘營運；如有變更，亦應報經公路主管機關核
定。

第九十六條之五    公路主管機關為審查或評選前二條申請資格，得訂定審查規定或遴聘
（派）學者、專家及有關單位代表，核定前條第二項計程車共乘營運計畫書
及三年以內之經營期限。

第九十六條之六     計程車共乘營業時，應將共乘車資價目表置於前座椅背明顯處。前項
車資價目表格式，由公路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十六條之七      計程車客運業應接受公路主管機關辦理定期或不定期考核，公路主管
機關應將考核結果於機關網站公告。

第九十六條之八       計程車客運業未依第九十六條之四第一項、第三項及第九十六條之
六第一項辦理共乘，依公路法第七十七條規定處罰。

第九十六條之九        為維護計程車共乘營運秩序與旅客服務，公路主管機關得設置計程
車共乘招呼站及必要之標誌、標線或其他輔助設施。

 計程車共乘招呼站設置地點、共乘費率、營業時間、實施方式及日
期，由公路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九十六條之十        計程車共乘營業起訖點分屬不同公路主管機關時，受理申請之公路
主管機關應會商另一公路主管機關意見。

第五節    小客車租賃業

第九十七條    小客車租賃業、小貨車租賃業應於其營業處所標明其公司行號名稱，懸掛汽
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租賃費率表、汽車出租單樣本，並須有足夠之停放車輛場所，
待客租賃。

第九十八條　  小客車租賃業車輛之行車執照應註記為租賃自用小客車或租賃自用小客貨兩
用車；小貨車租賃業車輛之行車執照應註記為租賃自用小貨車或租賃自用小客貨
兩用車。

              以租賃期一年以上合約書辦理新領車輛牌照者，行車執照應增列註記租用人
名稱及租賃到期日等字樣。租賃期滿不再續租或中途解約者，應繳銷其牌照。但
租賃期滿或解約後十五日內辦理轉租者，於換發行車執照完成註

          記租用人名稱及租賃到期日後，得免辦理牌照繳銷。

第九十九條　    小客車租賃業分為甲種小客車租賃業、乙種小客車租賃業及丙種小客車租
賃業三種。
  甲種小客車租賃業之經營應以公司組織為限，得設置國內外服務網辦理連

鎖經營，並得在機場、碼頭、鐵公路車站等交通場站內租設專櫃辦理租車之業
務。
   乙種及丙種小客車租賃業之經營得以公司或行號為之。但丙種小客車租

賃業以提供租賃期一年以上之小客車或小客貨兩用車為限。

第九十九條之一    小貨車租賃業之經營得以公司或行號為之。

第一百條　  經營小客車租賃業及小貨車租賃業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租車人自行駕駛者，應領有有效之本國駕駛執照或國際駕駛執照。
  二、經營小客車租賃業租車人如須僱用駕駛人者，應由出租人負責代僱
      持有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者駕駛。出租於外籍旅客者，並由熟諳外
      國語言之優良駕駛人代為駕駛。小貨車租賃業之營業車輛應由租車
      人自行駕駛使用，不得由出租人代僱駕駛人。
  三、驗明租車人駕駛執照內所載駕駛人姓名、住址、駕駛執照號碼及准
      駕車車類相符後，始得填製汽車出租單連同出租車輛交付租車人。
      小客車租賃業應承租人之請求代僱駕駛人時，並須驗明承租人之身
      分證件連同代僱駕駛人駕駛執照加以登記。
  四、供租賃車輛於出租前應實施檢修，保持良好狀態，且應投保強制汽
      車責任險並得投保車體損失保險、汽車竊盜損失保險或旅客責任保



      險，未投保時，出租人應告知租車人，並載明於出租單。
  五、應備置汽車出租紀錄簿詳細記載租賃情況，並至少保存兩年。
  六、應明示承租人隨身攜帶汽車出租單及行車執照以備查驗。但租賃期
      間一年以上之承租人得免隨車攜帶汽車出租單。
  七、交付出租汽車時，應與承租汽車駕駛員一併檢驗該車輛，並簽證確
      認車輛安全配備齊全及車況良好。
  八、不得將供租賃車輛外駛個別攬載旅客、貨物違規營業。
  前項第三款之租車人為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或機關時，應驗明租車人登
  記名稱、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及代表人姓名後，始得填製汽車出租單連
  同出租車輛交付租車人。

第一百零一條    汽車出租單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租車自行駕駛之駕駛人，小客車租賃應承租人之請求代僱之駕駛人及

承租人之姓名、地址、駕駛執照及身份證件號碼。
  二、租車起訖日期、時間、車牌號碼及租車費用。
  三、車輛之附屬設備及起租時碼表里程、燃油供應狀況。
  四、租賃期間所駕駛車輛違反法令規定或車輛發生失竊、毀損或肇事事故

之通告及責任承擔。
  五、租賃期間車輛中途發生故障，其檢修費用之計算及處理。
  六、租車人不得利用所租車輛攬載客貨營業。
  汽車出租單應交租車人隨身攜帶，以備查驗。但租賃期間一年以上之租車

人得免隨車攜帶汽車出租單。

第一百零二條    小客車租賃業之租車費率、代僱駕駛人資費及小貨車租賃業之租車費率，
由業者公會擬訂，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定，調整及變更時亦同。小客車租
賃業及小貨車租賃業租車費用之實施，不得高於前項核定之費率。

第一百零三條    小客車租賃業及小貨車租賃業之汽車出租單及出租紀錄簿格式由業者公會
擬訂，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備查，調整及變更時亦同。

第三章    貨運營業

第一節    通則

第一百零四條    貨運業應依規定之營業種類營運，不得攬載核定種類以外之貨物。
汽車貨運業專辦搬家業務者，公司行號名稱應標明「搬家」，業務範圍

以從事搬家業務為限，不得攬載一般貨物，其車輛顏色及標識應依公路主管機
關之規定。

第一百零五條    貨運業應在各營業所揭示左列事項：
一、營業時間表。
二、運費及雜費表。
三、其他託運人及受貨人注意事項。

第一百零六條    汽車路線貨運業經核定營業路線並行駛固定班次者，應訂定營業時間，公
告實施。

第一百零七條    各類貨運業承運貨物遇有喪失毀損或遲交之損害賠償，除公路法另有規定
外，應依民法之規定；但左列請求權，因一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一、運送物喪失、毀損或遲交之損害賠償。



二、運費、雜費之補收及退還。
三、運送物之交付。
四、代收貨價之支付。

前項請求權之消滅時效，依左列日期起算：
一、運送物喪失、毀損或遲交之損害賠償，自應交付之日。
二、運費、雜費之補收及退還，自票據填發之日。
三、運送物之交付，自交付期間屆滿之日。
四、代收貨價之支付，自貨運業者發出已代收訖通知之日。

第二節    運費或雜費

第一百零八條    貨運業承運貨物分整車及零擔兩種。按車輛之載重量收費者，為整車貨物。
按車輛所載貨物之件數及每件重量計算運費者，為零擔貨物。

第一百零九條    零擔貨物運費以十公斤為計算單位，不足十公斤以十公斤計。

第一百十條    貨物重一公斤，其體積超過四立方公寸者，為輕笨貨物。
輕笨貨物之運費，整車貨物按車輛載重量收費，但體積噸超過重量噸者，以

體積噸計算，零擔貨物以體積四立方公寸折一公斤計算。
輕笨貨物之量度方法，以貨物包裝之最高、最寬及最長部分為準。

第一百十一條    貨物依其性質、價值、重量體積、用途及運輸情形等，須加成或減成收費
者，由各類汽車貨運業公會參照汽車客、貨運運價準則擬訂，報請該管公路主
管機關核定。

第一百十一條之一    汽車貨運業從事搬家業務，應與託運人就有關權利義務訂定公平合理
書面契約，各執乙份，彼此遵循，並依約定價格收費，不得以其他理由任
意加價。

第一百十二條    貨物由貨運業負責裝卸者，得收裝卸費。

第一百十三條    貨運業承運整車貨物，遇有左列情形得收車輛滯留費：
一、由託運人或受貨人自行裝卸之貨物，自車輛到達裝卸地點之時起，每噸貨

物一裝或一卸之時間超過十五分鐘者。
二、貨物裝車後，因託運人取銷託運或變更託運，使車輛滯留者。
三、其他因應歸責託運人或受貨人之原因，稽延貨物裝卸，或使已裝載貨物之

車輛滯留者。
前項滯留費，由貨運業者與託運人約定之。

第一百十四條    零擔貨物運抵目的地，受貨人接獲貨運業者提貨通知後，如逾二十四小時
尚未提取者，貨運業者得收貨物保管費。

貨物保管費以二十四小時為計算單位，自通知提貨逾二十四小時起算，
不足二十四小時按二十四小時計，其費率由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定之。

第三節    託運及承運

第一百十五條    託運人託運零擔貨物應詳實填具託運單並簽名蓋章交由貨運業者填具發送
明細單，但託運整車貨物應由貨運業者填具運輸單。

第一百十六條    前條發送明細單及運輸單，貨運業者應交駕駛人隨車攜帶，以憑查驗。



第一百十七條    貨運業者承運貨物，應填發提單交託運人，並依公路法第四十九條規定順
序起運。

第一百十八條    託運人應將託運之貨物包裝捆紮穩妥，包皮上應註明受貨人、託運人之姓
名及詳細住址、電話，其不能標註者，應另栓以牌簽標明之。

第一百十九條    託運人託運貨物時，應將貨物點交貨運業者查驗過磅，並應交付有關託運
貨物之稅捐及管制等所必要之文件。

前項託運之貨物如有包裝不妥者，貨運業者應請託運人整理，不整理時，
得拒絕運送或由託運人在託運單上註明自負喪失毀損責任。

第一百二十條    託運人託運貴重物品或金錢、有價證券，應在託運單上註明其性質及價值。

託運危險品或易損壞物品，應按其性質在包皮上分別標明忌火、忌水、
輕放、爆炸品、或易損壞品等字樣，如不註明或標明致有毀損者，貨運業者不
負責任。如因而毀損他人及貨運業者之貨物、財產及車輛者，託運人應負賠償
之責。

第一百二十一條    依物品之性質，有危害他人身體或財產之虞者，貨運業得拒絕運送。
前項運送物，因申報不實，致貨運業蒙受損害者，託運人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

第一百二十二條    運送物之名稱、性質或數量，如貨運業對託運人之申報有疑義時，得檢
驗之；檢驗結果，認所收運費不足者，按四倍以下之差額補收之。

第一百二十三條    貨運業者依前條之規定檢驗貨物時，如發現夾帶違禁品，除請當地主管
機關究辦外，其已收之運雜費概 不退還。

第一百二十四條    託運人對已託運之貨物，如需取消、中止或變更託運時，應憑提單辦理。

前項取消、中止或變更託運，貨運業者得按照比例，就其已經運送部分
計收運雜費及因取消、中止或變更託運或返還運送物或其他處分所支出之費
用請求償還，並得請求相當之損害賠償。

第一百二十四條之一    汽車貨運業從事搬家業務，應依託運人之指示將物品搬至指定位置，
不得中途藉故拒絕搬至定位。

第一百二十五條    貨運業者對已承運之貨物如因路阻不能運送時，應即通知託運人。
    託運人因前項情形取消託運者，貨物如已起運，貨運業者得照已為運送
部分收取運雜費，如託運人需將貨物運回者，除已為託運部分照收運雜費外，
運回運費免收。
    變更託運者，依實際情形計收運雜費。

第一百二十六條    貨運業者對已承運之貨物，在路阻之處如無電訊可資通知或情形急迫不
及通知託運人，或所運係屬零擔貨物時，貨運業者應斟酌情形為必要之處置。
貨運業者如確知運輸路線在短期內恢復時，得候恢復通車後繼續運送。

第一百二十七條    貨運業者因收取運送費有留置運送物之必要時，依民法第六百四十七條
之規定。



第四節    提貨

第一百二十八條    貨物運抵目的地時，貨運業者應即通知受貨人提貨。

第一百二十九條    提單持有人如將提單遺失，即應向貨運業者聲明，並在當地覓妥保證，
經貨運業者認可後方得提貨，如在聲明前已被人憑單領去，貨運業者不負責
任。

第一百三十條    託運貨物逾交付期間一個月仍未交付者，該運送物視同喪失，託運人得請
求損害賠償。但因不可歸責於貨運業者之事由致未能交付者，不在此限。

第一百三十一條    運送物因不可歸責於貨運業者之事由，致不能交付時，貨運業者得代為
寄存於倉庫，並以倉單代替運送物之交付；其費用由貨物託運人或受貨人負
擔。

前項規定，於超過領取期間未領取之運送物準用之。

第一百三十二條    貨運業者給付貨物喪失賠款後，如將喪失貨物全部或一部查出時，應將
該項貨物交付託運人或受貨人，並收回全部或一部賠償。

前項查出之貨物經通知後，如託運人或受貨人不願提取或逾期一個月不
來提取，貨運業者得自行處理之。

第五節    個人經營小貨車貨運業

第一百三十三條    個人經營小貨車貨運業者，應領有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並應在該管公
路監理機關轄區內設有戶籍。其戶籍如有遷移變更時，應向當地公路監理機
關報備。

個人經營小貨車貨運業車輛牌照之使用以原申請人為限，不得轉讓其他
個人或公司行號。

第一百三十四條    個人經營小貨車貨運業者，應自購車輛，並以一輛為限，除其具有小型
車職業駕駛執照之配偶及同戶直系親屬得輪替駕駛營業外，不得僱用他人或
將車輛交予他人駕駛營業，但如因疾病或其他重要事故，本人不能駕駛營業，
需僱用他人替代時，其僱用人應領有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並應檢具有關證明
報請當地公路監理機關核准後，方得替代駕駛營業。

第一百三十五條    個人經營小貨車貨運業者，經吊銷、註銷駕駛執照者，撤銷其汽車運輸
業營業執照，並吊銷其營業車輛牌照。

個人經營小貨車貨運業者之車輛，因轉讓其他個人或公司行號或未經核
准僱用他人駕駛，經撤銷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吊銷其營業車輛牌照，三
年內不得再申請個人經營小貨車貨運業。

第四章    獎勵與處罰

第一百三十六條    汽車運輸業之經營、管理，符合政府規定標準者，除依法獎勵外，其新
設、新闢或其所經營偏遠地區之路線有虧損者，公路主管機關得以公路營運
費獎助之。

第一百三十六條之一    公路主管機關為維護汽車運輸業之交通安全或營運秩序，對違反公
路法第四十七條、第七十七條及第七十七條之三之稽查，得會同警察及



相關機關執行之。
受稽查人於執行稽查完畢後，得要求開立公路稽查紀錄表，其格

式由交通部定之。

第一百三十七條    汽車運輸業違反本規則規定者，應依公路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舉
發。

第一百三十八條    未經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者，應依公路法第七十七條第二項之規
定舉發。

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一    第一百三十七條及第一百三十八條舉發通知單格式由交通部定之。

第五章    附則

第一百三十九條    汽車運輸業因管理及業務需要擬訂之各項章則，應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
關核准後實施。

第一百三十九條之一     遊覽車客運業、計程車客運業、小客車租賃業、小貨車租賃業、
汽車貨運業、汽車路線貨運業、汽車貨櫃貨運業之申請核准籌備、立
案、營運管理及處罰，由交通部委任交通部公路總局或得委辦直轄市
政府辦理。

                       公路汽車客運業之營運管理及處罰，由交通部委任交通部公路總
局辦理或得委辦直轄市政府辦理。

第一百四十條    省（市）公路主管機關得依其管轄特殊情形擬訂汽車客貨運營運實施細則，
報請交通部核備後發布之。但各省（市）具一致之特性，有統一擬訂必要時，
由交通部定之。

第一百四十一條　　本規則除已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