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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110年度自行研究成果摘要表 

計 畫 名 稱 新巴士轉型推動與成果 

期 程 自 109年起逐步推動轉型 

經       費 無 

緣 起 與 目 的 

本市新巴士為承接升格前各鄉鎮市免費公車路

線，為使交通服務不中斷，仍依各區居民需求，

由市府編列經費維持營運 29 行政區，共有 171

條新巴士路線，近年因勞基法一例一休規定及

國內柴油價格逐年提升等營運成本持續增加，

造成原經費已無法維持原服務水準，考量部分

新巴士與市區公車重疊率高，為使大眾運輸資

源有效分配與利用，並提升服務品質，交通局

109 年起與各區公所、公車業者規劃將新巴士

轉型為市區公車。 

方 法 與 過 程 

針對路線與市區公車重疊 50%以上者、平均每

班次載客數 20 人以上高乘載路線規劃轉型，截

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止已轉型 32 線，其中 27

線轉型為市區公車提供服務，另 5 線因已有替

代之市區公車路線故裁撤。本局每月定期觀察

與蒐集新巴士路線與轉型後公車業者營運載客

資料，分析轉型後乘客搭乘滿意度與運量趨勢。 

研 究 發 現 及 建 議 

新巴士自 109 年推動轉型為市區公車以來，發

車班次與搭乘量逐月提升，110 年 5 月受國內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導致大眾運輸使用量受嚴

重衝擊，運量大幅下降，惟隨國內疫情日益趨

緩，運載量已逐漸回升，並依據本府交通局向

逾 547 位乘客有效問巻分析，逾 89.2%的乘客

認為轉型後營運服務品質提升表示認同，整體

轉型成效良好，後續仍依轉型路線營運狀況及

地方需求共識滾動檢討，持續推動路線轉型。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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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新巴士緣由 

本市新巴士係自臺北縣升格新北市後，本府交通局將原本鄉鎮市公

所免費社區巴士統一編列預算，定名為「新北市新巴士」，為使交通服

務不中斷，仍依各區居民需求，由市府編列經費維持營運 29 行政區(含

烏來自治區)，共有 171 條新巴士路線，每日服務超過 4.8 萬人次。 

貳、現況情形及問題 

一、 營運情形 

為擴大升格後免費社區巴士服務對象及路線，自 99 年

起整合各區路線統一定名為「新北市新巴士」，規劃路線目

的為銜接轉乘點與彌補市區公車不足之區域，範圍由單區

延至跨區、服務區域擴及 29 區，全市共 171 條路線，統計

107 年度各行政區營運路線數量如下: 

行政區 路線數 行政區 路線數 

淡水區 11 三峽區 10 

八里區 5 鶯歌區 6 

三芝區 8 新店區 13 

石門區 4 深坑區 3 

新莊區 7 石碇區 8 

泰山區 8 坪林區 3 

五股區 4 烏來區 2 

林口區 11 瑞芳區 7 

三重區 3 雙溪區 5 

蘆洲區 6 坪溪區 3 

板橋區 2 貢寮區 10 

中和區 3 汐止區 18 

永和區 5 萬里區 3 

土城區 6 金山區 3 

樹林區 1 總計 171 

 

二、 營運經費 

 由市府交通局編列預算，委託各區公所辦理對外招標

或自行營運，近 3 年編列 3.8~2.8 億元不等以供各行政區

新巴士維持服務水準。 

三、 現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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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巴士為免費搭乘，故市府需全額負擔營運廠商成本及

利潤，因應市府福利政策預算控管原則，歷年來預算均無

調升，近年因勞基法一例一休規定及國內柴油價格逐年提

升等營運成本持續增加，造成原經費已無法維持原服務水

準，且部分新巴士路線服務班次效能不足亦無調整空間，

以及新巴士營運車輛逐漸超過年限需汰換、車輛維護狀況

不佳、駕駛服務態度不良等問題，產生服務品質不佳的情

形。 

 

 考量部分新巴士與市區公車重疊率高，為使大眾運輸資

源有效分配與利用，並提升服務品質，109 年起由交通局主

導，與各區公所、公車業者規劃將新巴士轉型為市區公車。 

 

叁、轉型期程規劃 

一、 轉型方式 

規劃目標將全數免費新巴士轉型為收費市區公車，因新

巴士路線多，故規劃以逐年轉型方式，轉型方式規劃如下： 

(一) 直接轉型：由本市公車業者承包的路線直接轉型。 

(二) 既有公車路線調整：新巴士路線與周邊市區公車重疊過

高者，則裁撤新巴士改由公車營運，並調整該公車涵蓋原

新巴士行經路線，讓原新巴士站位民眾仍有公車服務。 

(三) 公告徵求公車業者：新巴士路線周邊沒有公車者，公告

徵求本市市區公車業者加入營運。 

(四) 無需求取消路線：倘經地方協調溝通認定該新巴士無需

求且不需要公車替代，則取消新巴士路線。 

二、 收費原則 

新巴士轉型後收費方式比照市區公車計費原則(持電子

票證每段次全票 15 元、學生票 12 元、年長身障孩童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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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並享有轉乘優惠、1280 定期票及敬老愛心卡每月 480

點免費等優惠措施，營運業者適用市區公車現行補貼制度

(價差、虧損、低地板等補貼)。 

三、 轉型期程 

新巴士轉型路線依各線行駛路徑及載客狀況，並考量地

方溝通、客運業者意願及籌備條件等因素進行評估，推動

階段如下： 

(一) 第一階段：為降低轉型對高使用度民眾影響與業者營運

成本，第一階段轉型對象為與市區公車行駛路線重疊在

50%以上者、平均每班次載客數 20 人以上高乘載路線，

數量計 36 條，預期轉型期程自 108 年 6 月~109 年 12

月，評估轉型後可縮減經費約 1.1 億元。 

(二) 第二階段：轉型對象為行駛路線重疊在 30%~50%者，

數量計 47 條，預期轉型期程自 110 年 1 月~110 年 12

月，評估轉型後可縮減經費約 1.6 億元。 

(三) 第三階段：考量偏鄉人口年齡與地形限制且多為醫療需

求路線，最後轉型對象為行駛路線重疊 30%以下，數量

計 88 條，預期轉型期程自 111 年 1 月~112 年 12 月，

評估轉型後可縮減經費約 1.21 億元。。 

四、 轉型辦理方式 

徵詢地方意見→募集業者意願→召開地方說明會→路線會

勘、站位確認、購車調度→營運計劃書提報、公車動態設

定、標線劃設、站牌設立→完成轉型。 

 

肆、轉型成果與效益 

一、轉型過程 

 截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止已轉型 32 線土城 6 線、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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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線、三峽 2 線、新莊 2 線、泰山 2 線、五股 4 線、中和 1

線、汐止 6 線、淡水 3 線、八里 1 線、板橋 1 線)新巴士，

其中 27 線轉型為市區公車提供服務，另 5 線因已有替代之

市區公車路線故裁撤。 

序號 行政區 新巴士 
轉型後 

路線編號 
轉型時程 

1 

土城區 

F601 570 

109.01.01 

2 F602 571 

3 F603 572 

4 F605 573 

5 F606 574 

6 F607 575 

7 
三峽區 

F621 裁撤 

8 F631 裁撤 

9 
新莊區 

F203 裁撤 

10 F208 裁撤 

11 

新店區 

F701 裁撤 

12 F702 576 

13 F705 
592 

109.07.01 

14 F706 

15 中和區 F511 577 

16 
泰山區 

F215 578 

17 F216 579 

18 

五股區 

F221 580 

19 F222 581 

20 F223 582 

21 F225 583 

22 

汐止區 

F906 586 

23 F908 587 

24 F912 589 

109.09.01 
25 F916 677 副 

26 F917 590 

27 F918 591 

28 

淡水區 

F112 593 109.11.01 

29 F110 594 110.09.01 

30 F111 595 110.09.01 

31 八里區 F115 878 110.04.01 

32 板橋區 F502 585 11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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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型效益與影響 

新巴士轉型為付費市區公車，除可引進民間市區公車之

資源、不同路線間車輛互相支援，亦為本府減少約 2.8 億以

上經費支出，轉型後並可依民眾乘車需求要求公車業者機

動調整班次提供服務，有利於服務品質管理及提升整體公

共運輸效率。 

 

三、無法如期轉型原因 

(一) 民意代表因新巴士轉型為市區公車與承諾政策違

背而反對。 

(二) 路線跨區調整，里民無共識。 

(三) 轉型後路線無法滿足以往新巴士直達目的地需求。 

(四) 由免費新巴士轉型後需支付車資，民意反彈。 

(五) 業者因路線營運效益不佳、地形特殊需另外購置車

輛，增加購車與增設場站成本，無承攬意願。 

(六)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四、轉型後面臨問題 

新巴士自 109 年推動轉型為市區公車以來，於轉型初

期皆因改為收費制而有搭乘量下降問題，更於 110 年 5 月

受國內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導致大眾運輸受嚴重衝擊，運

量由月平均 31 萬人次下降至 9 萬，惟隨國內疫情日益趨

緩，9 月起運量已逐漸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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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10年 1月~5月轉型路線班次與運量統計 

 

▲表二 110年 6月~10月轉型路線班次與運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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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搭乘人次 相較前月成長比例 備註 

一月 274,157   

二月 216,660 -20% 農曆春節 

三月 304,340 40.4%  

四月 303,559 -0.2% 連續假期 

五月 195,208 -35.6% 疫情影響 

六月 90,702 -35.4% 疫情影響 

七月 128,253 41.4% 疫情影響 

八月 185,377 44.5%  

九月 240,975 29.9%  

十月 282,342 17.1%  

▲表三 110年搭乘人次成長比例統計 

 

五、滿意度調查 

為了解轉型後搭乘滿意度，交通局向逾 547 位乘客有

效問巻分析，逾 89.2%乘客認為轉型後營運服務品質提升表

示認同，包含司機服務態度、儀容和駕駛平穩度、搭乘舒適

度、車內整潔、路線資訊等。 

各項說明如下： 

 
(一) 85%乘客認為轉型後，整體服務品質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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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86%乘客認為轉型後，駕駛員服裝儀容整潔及服務態度

感覺更好。 
 

  
 

 

(三)80%乘客認為轉型後，搭乘時駕駛之平穩度及搭乘舒適

性感覺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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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74%乘客認同轉型後，車內、外路線資訊標示比較清楚。 
 

 
  

 
 

 
 
 
 
 
 
 
 
 
 

(五)74%乘客認同轉型後，車內整齊清潔度、空調舒適性感

覺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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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73%乘客認同轉型後，尖峰時段搭乘比較不壅擠。 

 

  
 

(七)72%乘客認同轉型後，比較容易等到車(班次有機動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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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整體而言，轉型前後搭乘感受問項，其中 4 項駕駛

員服裝儀容整潔及服務態度感覺、搭乘時駕駛之平穩度及

搭乘舒適性、車內整齊清潔度及空調舒適性、車內外路線

資訊標示比較清楚、整體服務品質平均得分達認同轉型後

更好。 

 

 

轉型前後搭乘感受的問項 

尺度量表(5:非常認同、4:認同、3:普通、 

2:不認同、1:非常不認同) 

5 4 3 2 1 平均得分 

 

1 

轉型後，駕駛員服裝儀容整

潔及服務態度感覺更好 
26% 59% 13% 2% 0% 4.08  

2 轉型後，搭乘時駕駛之平穩

度及搭乘舒適性感覺更好 
22% 58% 18% 1% 0% 4.01  

3 轉型後，車內整齊清潔度、

空調舒適性感覺更好 
29% 47% 21% 3% 0% 4.02  

4 轉型後，尖峰時段搭乘比較

不壅擠 
27% 46% 23% 2% 2% 3.92  

5 轉型後，比較容易等到車

(班次有機動增加) 
31% 39% 28% 1% 1% 3.98  

6 轉型後，車內、外路線資訊

標示比較清楚 
33% 41% 25% 1% 0% 4.05  

7 轉型後，整體服務品質比較

好 
26% 59% 13% 2% 0% 4.10  

伍、結論與建議 

   交通局自 109 年起積極推動各區新巴士路線轉型，期望透過轉型提

升服務水準，建議藉由增加班次與路線調整帶動民眾跨區活動、配合轉

乘優惠等措施活絡民眾搭乘意願，另一方面亦可減少市府經費支出，創

造雙贏。 

轉型後經民意調查，高達 89.2%乘客認為轉型後營運服務品質提升

表示認同。因改為收費制而有搭乘量下降問題，本局亦視實際搭乘情況

配合業者申請減班以及路線虧損補貼，以此檢討矯正實際需求路線與

搭乘需求，後續本局將持續依轉型路線營運狀況及地方共識推動新巴

士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