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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雄市政府與高雄捷運公司於 90 年 1 月 12 日簽訂民間參與高雄捷運紅橘

線路網建設興建營運合約及開發合約，歷經七年的興建，紅線於 97 年 4 月 17

日通車營運、橘線於 97 年 9 月 22 日通車營運，捷運所帶來的舒適便捷，著實

改變了社會大眾上下班的通勤習慣，減少空氣污染，也提升了高雄市民的居住

生活環境。 

為使高雄市大眾運輸得以永續發展，並落實節能減碳政策，提昇市民生活

品質與健康，期望運用環保基金補助民眾搭乘捷運，改變私人運具使用習慣，

並建構本市成為「低碳城市」，改善本市空氣品質及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期望

2020 年本市能達成減碳 30﹪之目標，並宣揚本市善盡地球公民責任之決心。 

本報告之目的在於說明99年運用環保基金補助公司團體員工及持一卡通民

眾搭乘捷運計畫辦理情形，並就運量、票收及空氣污染減量等之效益進行研析。

環保基金補助公司團體員工部分，去年全年共計 446 家公司團體提出補助申請，

至 12 月底，共計有 9,389 人申請「高雄都會通卡」，核卡數達 9,008 張，持卡搭

捷運，除可享有一卡通原有優惠折扣外，環保基金再補助自動加值金額的 25﹪。

環保基金補助持一卡通民眾部分，自 99 年 10 月 9 日起實施，至 99 年 12 月 31

日(跨年凌晨收班)止，一卡通票價由 85 折降為 75 折。此期間每日運量與 98 年

同期比較，平均約成長 8.8﹪。顯示透過票價補貼，確能吸引民眾搭乘大眾運具，

提升捷運運量。 

運用環保基金補助民眾搭乘捷運票價，其目的是希望藉由實質票價補

助，以減少民眾使用大眾運具負擔，逐漸培養搭乘習慣，發揮大眾運輸系

統整體效益，以及開發捷運潛在顧客，透過相關優惠票價、鼓勵措施，逐步

誘導培養公司團體員工及一般民眾使用大眾運輸工具之習慣，改變運具使用方

式，降低對私人運具依賴，減少環境污染等外部成本，達到節能減碳促使高

雄市成為永續綠色運輸發展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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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補助民眾 

搭乘高雄捷運之效益研析 

 

一、前言 

高雄市交通壅塞情形日益惡化，為建造一個綠色運輸發展城市，高雄市政

府自 83 年成立高雄捷運工程局後積極推動捷運建設，第一階段就是興建紅橘線

路網紅、橘二線，總長約 42.7 公里，共設有 37 座車站。橘線全長 14.4 公里，

設有 14 座車站，除大寮站外均採地下興建，並設有 1 座機廠。紅線全長 28.3

公里，其中 19.8 公里為地下興建，另 8.5 公里為高架路段，全線設有 23 座車站，

其中 15 座為地下車站，其餘 8 座為高架車站，並設有 2 座機廠。高雄市政府與

高雄捷運公司於 90 年 1 月 12 日簽訂興建營運合約及開發合約，歷經七年的興

建，紅線於 97 年 4 月 17 日通車營運、橘線於 97 年 9 月 22 日通車營運，捷運

所帶來的舒適便捷，著實改變了社會大眾上下班的通勤習慣，減少空氣污染，

也提升了高雄市民的居住生活環境。 

 

二、計畫背景 

為求高雄市大眾運輸之永續發展，並落實節能減碳政策，提昇市民生活品

質與健康，期望運用環保基金補助民眾搭乘捷運，改變私人運具使用習慣，並

建構本市成為「低碳城市」，改善本市空氣品質及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期望 2020

年本市能達成減碳 30﹪之目標，並宣揚本市善盡地球公民責任之決心。高雄市

政府委託世新大學於民國 97 年調查之「高雄都會區家戶旅次訪問調查與旅次特



 2 

性分析報告書」指出，高雄市運具使用情形，以機 車63.8﹪比例最高、其次為

小型車 17.4﹪，大眾運輸僅為 8.2﹪，本市大眾運輸使用率與政策目標 15﹪尚有

差距。因應本市大眾運輸時代之來臨，期盼藉各項促進公共運輸發展策略，調

整市民運具使用習慣，提昇大眾運輸使用率至 15﹪，以改善目前運具使用失衡

情況，降低環境污染。 

根據高雄捷運公司委託國立高雄大學於 98 年底辦理「高雄捷運潛在顧客特

性調查暨提昇運量策略研究」報告，該調查針對高雄市民眾進行電訪調查，問

卷有效份數為 2,790 份，每月平均搭乘低於 5 次之潛在顧客佔 2002 份，其中有

14.92﹪潛在顧客認為票價降低，將能吸引其來搭乘捷運。另外有 71.68﹪潛在顧

客認為政府應採大幅度票價補助，以減輕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之負擔。 

依據民間參與高雄捷運紅橘路網建設興建營運合約第 7.1.7 條「運量開發之

協助」，高雄捷運局為協助提升捷運運量，於 98 年向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管理

委員會提出申請環保基金經費補助公司團體員工計畫，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於 99 年實施補助計畫，嗣後為擴大補助對象，提出修正計畫，將持一卡通民眾

納入為受補助對象。 

 

三、計畫目的 

高雄市環保局於 97 年之分析指出，本市溫室氣體 CO2 年排放量為 3,968 公

噸，平均每市民年均產量 26.3 公噸/年/人，是台北的 4.1 倍，是紐約的 3 倍，是

全球平均值的 6.3 倍，高居世界主要城市第一名。其中運輸工具之排放量佔總排

放量 6.2﹪，且每平方公里車輛密度 10,427 輛大於台北市之 6,593 輛。改變民眾

使用私人運具習慣，改搭乘捷運等大眾運輸系統，將可減少空氣污染。為吸引

公司團體員工及一般民眾搭乘大眾運輸，提升公司團體員工及一般民眾轉移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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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使用之汽、機車等私有運輸工具通勤，造成環境之污染。期透過相關優惠票

價、鼓勵措施，逐步誘導培養公司團體員工及一般民眾使用大眾運輸工具之習

慣，改變運具使用方式，降低對私人運具依賴，減少環境污染等外部成本，

達到節能減碳促使高雄市成為永續綠色運輸發展城市。 

 

四、規劃策略 

延續高雄市政府大眾運輸政策，配合腳踏車上捷運措施、接駁公車及幹線

公車闢駛、捷運與公車轉乘優惠、腳踏車及捷運通勤步道環境改善、公共自行

車推廣、市府各單位舉辦活動與捷運公司辦理各項行銷活動，藉提供高品質、

高密度之大眾運輸服務與無接縫的捷運轉乘接駁服務，鼓勵潛在公司團體員工

及一般民眾使用大眾運輸系統，培養其習於利用大眾運輸工具轉乘之觀念及習

慣，逐漸提昇大眾運輸使用率至 15%。另外，配合市政府陸續推動之合理性管

理或抑制私人運具使用的策略與作法：包括合理化汽機車成長管理及強化

私人運具使用管理等策略，將更顯本市計畫實施之成效。 

 

五、計畫申請與審核 

高雄市政府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設立「高雄市環境保

護基金」，成立管理委員會監督基金的運作，並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等規定訂頒

「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以辦理高雄市空氣污染防制

等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高雄捷運局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及高雄市環境保

護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研擬「申請環境保護基金經費補助「公司團

體員工」及「持一卡通民眾」搭乘捷運票價計畫」，提報管理委員會獲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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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畫內容 

計畫一：補助公司團體員工 

（一） 實施對象：公司團體之員工，搭乘捷運享受票價補助。 

（二） 實施範圍：包含高雄市捷運系統紅、橘兩線鄰近之高雄縣市地區。 

（三） 實施方式：由公司團體向高雄捷運局提出申請，經核准始對於公

司團體員工提供票價補助。 

（四） 補助額度：除享有補助一卡通民眾優惠折扣外，空污基金再補助

自動加值金額的 25﹪。受補助對象租借高雄市公共自

行車（C-bike）前 30 分鐘的費用，也由環保基金予以

補助。 

（五） 補助條件：受補助公司團體應提供接駁運具、製卡費或相對之企

畫等，並經核准始對於公司員工提供票價補助。 

（六） 計畫時程：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至 99 年 12 月 31 日止(至跨年凌

晨收班止)。 

 

計畫二：補助持一卡通民眾 

（一） 實施對象：持一卡通（不包括優惠記名卡、效期卡）之乘客，

搭乘捷運享受票價補助。 

（二） 實施方式：全面 75 折優惠票價。（由原來的 85 折降為 75 折） 

（三） 補助額度：與全票之票價差額其中 15﹪由捷運公司負擔，10﹪

空污基金補助。 

（四） 計畫時程：自 99 年 10 月 1 日起至 99 年 12 月 31 日止(至跨年凌

晨收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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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畫經費估算及使用原則 

（一）計畫經費估算 

補助計畫是以公司團體的通勤族為補助目標，最初估計補助人

數 8000 人，每月平均上班 22 天，每天搭乘兩次，以一卡通全

票平均票價 30 元計，每人每次補助票價的 25﹪，初估補助經費

3,168 萬元，計算基準如下： 
 
8000 人*22 天/月*12 月/年*2 次/天*30 元/次*0.25﹪＝3168 萬元 
 

 

（二）使用原則 

1. 計畫一與計畫二共同使用本計畫補助經費。 

2. 環保基金經費不足時，計畫一優先補助，計畫二不足額部分由

高雄捷運公司吸收。 

3. 在一定額度內使用經費來推動宣傳、行銷及推廣等業務。 

 

八、計畫執行概述 

高雄捷運局申請環境保護基金經費補助公司團體員工搭乘捷運票價計

畫，於 98 年底經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隨即依政府

採購法公開遴選本計畫委託服務廠商，經評選為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高雄分公司，以辦理捷運票價補助款代收代付作業，之後於 99 年 9 月間

提出修正計畫，將補助對象擴及一般持一卡通的民眾，以下分別說明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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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團體員工及一卡通民眾之辦理情形。 

 

（一）補助公司團體員工搭乘捷運 

1. 永豐銀行動員高雄地區分行及證券 12 家營業單位人力、企業往

來戶資源及本行信用卡專員，與高雄捷運局共同推廣下，第一批

申請補助的企業團體於 2010 年 3 月 22 日獲審查委員會審查通

過，至 2010 年 12 月 3 日止共計 446 家企業團體申請通過審查。 

2. 公司團體申請本計畫辦理情形 

(1)公司團體送審申請，承辦銀行特派專員辦理說明會並向企業

主管推廣說明，以提昇企業團體申請意願。 

(2)較具規模的公司團體或公家單位則由捷運局派員與永豐銀行

專員共同親訪推廣，成功地降低公司團體疑慮，也增加了更

多參與的企業團體。 

3. 為辦理環保基金補助公司團體員工，並增加電子票證的功能，以

提升使用意願，捷運局委託銀行發行高雄都會通高捷聯名卡，具

有一卡通普卡及信用卡的功能。 

4. 截至 99 年 12 月 31 日止，高雄都會通卡申請/核卡，統計總申請

件數 9,389 件，總核卡數 9,008 卡。 

5. 宣傳、行銷推廣作業 

(1)上市記者會 

高雄捷運局及永豐銀行行於 2010 年 5 月 21 日舉辦高雄都會

通卡上市記者會，結合了網路、電子及平面媒體，創造 7 則

報紙報導、40 則網路報導、2 則廣播、1 則電視報導，共計

50 則新聞露出，成功有效的宣導高雄市政府推動綠色運輸的

決心。 

(2)搭高捷‧愛地球滿額有禮抽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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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8 年 1 日至 11 月 30 日規劃「搭捷運‧愛地球滿額有

禮抽獎活動」，藉此鼓勵「高雄都會通卡」卡友多多使用高

捷都會通卡自動加值功能搭乘高雄捷運，連帶提昇高雄捷運

載運量。並另於戶外公開活動以有趣活潑、互動性的活動方

式吸引高雄市民眾搭乘捷運前來共同參與，讓高雄市民更深

入了解市府推動環保政策的決心。 

6. 補助經費核銷金額統計 

2010 年 5 月至 2010 月 12 月高捷自動加值補助金及補助高雄

都會通卡持卡人租借公共自行車之補助金總計核銷 1,379,760

元，詳如下表： 

(1)高捷自動加值補助金共核銷 1,354,500 元 

(2)補助高雄都會通卡持卡人租借公共自行車（C-bike）之補

助金額共核銷 25,260 元。 

 

高雄都會通高捷聯名卡申請環保基金補助核銷經費統計表 
單位：元 

月份 自動加值總金額 環保基金補助金額 補助 C-bike 金額 補助金額合計 

5 月 56,400 14,100 - 14,100 

6 月 228,000 57,000 - 57,000 

7 月 584,000 146,000 - 146,000 

8 月 686,800 171,700 6,510 178,210 

9 月 741,600 185,400 3,990 189,390 

10 月 861,800 215,450 3,570 219,020 

11 月 1,038,000 259,500 6,120 265,620 

12 月 1,221,400 305,350 5,070 310,420 

合計 5,418,000 1,354,500 25,260 1,37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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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持一卡通民眾搭乘捷運 

環保基金補助公司團體員工搭乘捷運票價計畫推動宣導之後，多數民

眾陳情反應，要求放寬公司團體之限制，並讓學生及一般社會大眾亦可享

受此優惠措施，以提高社會大眾使用高雄捷運之意願。為順應民意，經高

市府與高雄捷運公司研商，考量補助經費額度、運量提升及票收效益等，

決定提修正計畫，補助持一卡通民眾搭乘捷運，經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管

理委員會審議，決議補助一卡通捷運乘客搭乘捷運，高雄捷運現階段 85 折

優惠票價降為 75 折，補助持一卡通民眾（不含優惠記名卡及效期卡）搭乘

捷運，其中 15﹪優惠票價差額部分，高雄捷運公司自行吸收，另環保基金

補助 10﹪。實施一卡通票價優惠 75 折後，對原高雄都會通持卡人享票價約

64 折優惠之權益並無影響，而且更優惠，經由此一卡通調降票價之優惠措

施，其搭乘捷運票價優惠更可降低至約 56 折，其實施日期自 99 年 10 月 9

日至 12 月 31 日（至跨年凌晨收班止）。一卡通 75 折之推廣行銷說明如下： 

1. 媒體影片播放及廣播行銷 

拍攝捷運宣導短片於捷運車站 Hello TV 上不定時播放，另於港都

電台、快樂電台、大眾電台播放錄製之宣導廣播帶，推廣行銷高

雄捷運及一卡通 75 折。 

2. 公車行銷 

租用高雄市公車車體廣告，20 輛車為期 1 個月，推廣行銷高雄捷

運及一卡通 75 折。 

3. 一卡通 75 折及搭捷運愛地球—坐就對了燈箱廣告 

於 R5、R9、R15、R19、O2、O6、R14 等 7 個捷運車站刊登「高

雄都會通」及一卡通 75 折票價優惠方案，另於 R17、O4、O9 車

站刊登環保熊宣導「搭捷運、愛地球 〞坐〞 就對了」行銷綠能

運輸及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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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環保熊立牌 

O5R10 美麗島車站是高雄捷運紅橘線路網之交會站，並有光之穹

頂公共藝術，許多遊客會在此站下車轉乘或是欣賞公共藝術，藉

由此計畫在月台層、穿堂層多處設立環保熊指引立牌，指引乘客

搭乘動線並宣導本計畫。 

5. 熊愛捷運活動 

熊愛捷運系列活動包含車站戳章集戳活動、高雄捷運滿意度問卷

調查、廣邀學生團體參觀捷運設施等，藉由舉辦各項活動推廣行

銷高雄捷運。 

6. 高雄捷運公司行銷推廣作業主要包括： 

 印製宣傳海報張貼於車站宣導。 

 車站內多媒體電視及旅客資訊顯示系統(PIDS)宣導。 

 車站外牆懸掛廣告宣導。 

 發布新聞稿於平面媒體宣傳。 

 邀請電子媒體記者至車站採訪宣傳。 

7. 補助經費核銷金額統計 

一卡通 75 折自 99 年 10 月 09 日開始實施後，其核銷金額 10 月

份為 4,244,969 元，11 月份為 5,512,724 元，12 月份為 6,330,536

元，總共累計核銷 16,088,229 元。 

 
一卡通全面 75 折申請環保基金經費核銷統計 

月份 核銷金額 累計核銷金額 
10 4,244,969 4,244,969 
11 5,512,724 9,757,693 
12 6,330,536 16,08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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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效益分析 

高雄都會通高捷聯名卡之申辦及補助款核銷 

環保基金補助「公司團體員工」搭乘捷運票價計畫，自 99 年 3 月 22

日與永豐銀行高雄分行簽訂委託服務合約後，高雄捷運局與永豐銀行即積

極展開各項作業，包含設計卡面、印製宣傳海報張貼、到各機關團體、公

司行號、學校宣導及行銷等，經過一個月的準備作業，從 99 年 5 月開始陸

續有公司團體員工開始申辦高雄都會通卡，而且每個月都持續成長，其中

申請進件數及申請核卡數是累計的統計數據，每月自動加值經費核銷數據

是當月持卡人實際乘坐捷運環保基金對自動加值的補助款，申請進件數、

申請核卡數及每月自動加值經費核銷情形如以下各表所示： 

 
 
 

高雄都會通卡申辦統計表 

日期 申請進件數（累計） 申請核卡數（累計） 

99.05.31 1033 762 
99.06.30 4316 3237 
99.07.31 4956 4603 
99.08.31 5914 5437 
99.09.30 6576 6047 
99.10.31 7573 7108 
99.11.30 8750 8100 
99.12.31 9389 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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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都會通卡歷月累積核卡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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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都會通卡歷月環保基金補助金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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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都會通卡歷月累積核卡人數及環保基金補助金額成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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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都會通卡使用於搭捷運之統計分析： 

公司團體員工持高雄都會通高捷聯名卡搭乘捷運，每當卡片的交通票

證儲值錢包餘額低於 100 元時，通過驗票閘門，會自動加值 200 元，每月

使用高捷自動加值金的頻率與人數皆有增加的趨勢。隨著每個月申辦的卡

數增加，依據統計持高雄都會通高捷聯名卡搭乘捷運的人數也越來越多，5

月份申請核卡數為 762 張，當月持高雄都會通高捷聯名卡搭乘捷運，經入

口驗票閘門自動加值 1-6 次以上的共有 160 人次，其中自動加值一次的旅客

達 95 人，是當月持卡搭乘捷運的 59.38﹪，自動加值二次的旅客是 34 人，

是當月持卡搭乘捷運的 21.25﹪，自動加值三次的旅客是 11 人，是當月持

卡搭乘捷運的 6.88﹪，自動加值四次的旅客是 15 人，是當月持卡搭乘捷運

的 9.38﹪，自動加值五次的旅客是 4 人，是當月持卡搭乘捷運的 2.50﹪，

自動加值六次以上的旅客是 1 人，是當月持卡搭乘捷運的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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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2 月份累計申請核卡數為 9008 張，當月持高雄都會通高捷聯名

卡搭乘捷運，經入口驗票閘門自動加值 1-6 次以上的共有 2664 人次，其中

自動加值一次的旅客達 1333 人，是當月持卡搭乘捷運的 50.04﹪，自動加

值二次的旅客是 444 人，是當月持卡搭乘捷運的 16.67﹪，自動加值三次的

旅客是 305 人，是當月持卡搭乘捷運的 11.45﹪，自動加值四次的旅客是 233

人，是當月持卡搭乘捷運的 8.75﹪，自動加值五次的旅客是 172 人，是當

月持卡搭乘捷運的 6.46﹪，自動加值六次以上的旅客是 177 人，是當月持

卡搭乘捷運的 6.64﹪。顯示持高雄都會通高捷聯名卡搭乘捷運的人數及旅

次，均有逐月成長的趨勢。每個月自動加值次數、人數及百分比詳如下表： 

 

 

高雄都會通卡每個月自動加值次數、人數及百分比統計表 

當月加值人次 月  份 

201005 201006 201007 201008 201009 201010 201011 201012 

1 次 人數 95 346 727 778 941 1170 1307 1333 

百分比﹪ 59.38﹪ 30.35﹪ 53.14﹪ 51.69﹪ 54.36﹪ 56.74﹪ 54.25﹪ 50.04﹪ 

2 次 人數 34 230 270 262 280 311 367 444 

百分比﹪ 21.25﹪ 20.18﹪ 19.74﹪ 17.41﹪ 16.18﹪ 15.08﹪ 15.23﹪ 16.67﹪ 

3 次 人數 11 225 127 141 166 186 257 305 

百分比﹪ 6.88﹪ 19.74﹪ 9.28﹪ 9.37﹪ 9.59﹪ 9.02﹪ 10.67﹪ 11.45﹪ 

4 次 人數 15 152 93 111 143 165 198 233 

百分比﹪ 9.38﹪ 13.33﹪ 6.80﹪ 7.38﹪ 8.26﹪ 8.00﹪ 8.22﹪ 8.75﹪ 

5 次 人數 4 70 64 97 108 132 151 172 

百分比﹪ 2.50﹪ 6.14﹪ 4.68﹪ 6.45﹪ 6.24﹪ 6.40﹪ 6.27﹪ 6.46﹪ 

6 次以上 人數 1 117 87 116 93 98 129 177 

百分比﹪ 0.63﹪ 10.26﹪ 6.36﹪ 7.71﹪ 5.37﹪ 4.75﹪ 5.35﹪ 6.64﹪ 

加值人數統計 160 1140 1368 1505 1731 2062 2409 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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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都會通卡每個月自動加值人數成長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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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月累積核卡人數與自動加值人數成長趨勢圖 

累積核卡人數與加值人數成長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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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一卡通 75 折運量及票收成長分析 

環保基金補助持一卡通民眾搭乘捷運 75 折優惠，自 99 年 10 月 9 日開

始實施，因著環保基金的補貼票價，原本持一卡通搭乘捷運 85 折的票價降

為 75 折，吸引很多一般乘客及學生購買一卡通來搭捷運，根據高雄捷運公

司統計資料，平均日運量增加了 3,279 人，持一卡通搭乘捷運的人數平均增

加 983 人，單程票購買的人數平均每天減少 4,510 人，讓每日票箱的平均收

入增加 7.9 萬元。99 年 1 月 1 日~10 月 8 日（一卡通優惠票價 85 折）與 99

年 10 月 9 日~12 月 31 日（一卡通優惠票價 75 折）比較，後者在日平均運

量及票收方面均有增多，如下表所示。 

 

 
實施一卡通 75 折運量及票收比較表 

 
99.1.1~10.8 99.10.9~12.31 差異 

運量 

日平均運量(人) 125,301 128,580 3,279 
一卡通日運量(人) 61,292 62,275 983 
單程票日運量(人) 41,597 37,087 -4,510 
其他票種日運量(人) 22,412 29,218 6,806 

票收 
日票收(萬元/未稅) 297.2 305.1 7.9 
平均票價(元/未稅) 23.7 23.7 - 

 
99 年 10、11、12 月之日平均運量及票收成長情形及其成因分析 

10~12 月份適逢百貨公司週年慶及車站周邊大型活動(如跨年)帶來休閒

旅次，依營運以來歷史數據顯示運量及票收與春節及寒暑假同屬年度旺

季，尤以 12 月份最明顯。再加上 99 年度第 4 季起環保基金補助實施一卡

通由 85 折降為 75 折，更能鼓勵民眾使用一卡通搭乘捷運。 

 

實施一卡通 75 折對運量及票收提升的效益  

實施一卡通 75 折後運量及票收與實施前相較均有成長，運量每日約成

長 3,279 人次，票收每日約增加 7.9 萬元；一卡通運量雖僅有成長 98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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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因為一卡通旅客轉換使用幸福卡及漫遊卡，故本案效益無法全數反

應於一卡通運量成長量。 

 

空氣污染減量成效 

根據交通局委託世新大學於民國 97 年調查之「高雄都會區家戶旅次訪

問調查與旅次特性分析報告書」指出，捷運民眾由汽車及機車轉移之比例

分別為 24.3﹪、30.6﹪，並參考環保署公告 97 年度削減量計算原則所列小

汽車及機車等交通工具各項污染物排放係數。小汽車平均每車搭載 1.5 人，

機車搭載 1 人，高雄市機車二行程：四行程比例約為 75：43，兩者平均行

駛速率為 20km/hr。其中 PM10(大氣中懸浮微粒)並未考慮車行揚塵。 

各項污染物放排量計算方式為： 

每人每旅次平均污染物放排量=各車種平均排放係數*﹝捷運運量*汽

車運具轉移比例/每車承載人數﹞*平均旅次長度 

本計畫期間共減少空氣污染量： 

(1)汽車污染減量：NMHC 減少 0.63 公噸，CO 減少 5.12 公噸，

NOx 減少 0.30 公噸。 

(2)機車污染減量：NMHC 減少 1.07 公噸，CO 減少 2.56 公噸，

NOx 減少 0.10 公噸。 

(3)空氣污染減量總計：NMHC 減少 1.70 公噸，CO 減少 7.68 公噸，

NOx 減少 0.40 公噸。(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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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減量計算表 

項目 
平均排放係

數(g/km-人) 
計畫期間捷

運運量(人) 
交通工具轉

移比例(%) 
平均旅次

長度(km) 

排放減

量 
(公噸) 

小汽車 

PM10 0.0583 

275,436(每
日成長3,279
人次*84 日) 

24.30% 9.1 0.04  
SOx 0.005 24.30% 9.1 0.00  
NOx 0.4933 24.30% 9.1 0.30  
CO 8.4 24.30% 9.1 5.12  

NMHC 1.04 24.30% 9.1 0.63  

機車 

PM10 0.1276 30.60% 5.8 0.06  
SOx 0.0022 30.60% 5.8 0.00  
NOx 0.1946 30.60% 5.8 0.10  
CO 5.2375 30.60% 5.8 2.56  

NMHC 2.1963 30.60% 5.8 1.07  

運具排放係數參數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TEDs7.0。 

 

 
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本計畫辦理期間共減少二氧化碳約 119 公噸，對於交通空污改善將具良

好成效。說明如下： 

(1) 汽機車每位乘客減碳量 

汽機車每位乘客減碳量=平均旅次長度/油耗量*CO2 排放係數 

捷運民眾減碳量=﹝捷運運量*汽車運具轉移比例/每車承載人

數﹞*汽車每民眾減碳量+﹝捷運運量*機車運具轉移比例/每車

承載人數﹞*機車每民眾減碳量(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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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機車每位乘客減碳量 

汽車使用者轉搭捷運減碳量 

轉移捷運

比例 
每車承載

數(人) 
平均旅次長

度(公里) 
油耗量 

(公里/公升) 
CO2 排放係數

(公斤/公升) 
減碳量 

(公斤/人) 

0.243 1.5 9.1 10 2.24 1.36  
機車使用者轉搭捷運減碳量 

轉移捷運

比例 
每車承載

數(人) 
平均旅次長

度(公里) 
油耗量 

(公里/公升) 
CO2 排放係數

(公斤/公升) 
減碳量 

(公斤/人) 
0.306 1 5.8 39 2.24 0.3331  

註：運具轉移比例參考交通局「高雄都會區家戶旅次特性調查」(98 年 6 月) 
 

(2) CO2 減量：實施優惠票價 75 折期間減碳量如下表。 

捷運優惠票價 75 折期間私人運具轉移捷運之減碳量 

捷運運量成長 
(人次/日) 

減碳量 
從汽車轉移 

(公斤/日) 
從機車轉移 

(公斤/日) 
日減碳量 
(公斤/日) 

3,279 1083 334 1,417 

 
私人運具轉移旅次運量成效 

根據調查報告，搭乘捷運民眾由小汽車、機車移轉比例分別為 24.3﹪、

30.6﹪，小汽車平均每車搭載 1.5 人，機車搭載 1 人，本案實施期間每日減

少汽、機車使用 531 輛、1,003 輛。減少私人運具的使用，節省旅行時間、

降低社會外部成本、減少環境污染、道路擁擠及肇事等。 

十、結論與建議 

2010 年申請環境保護基金補助公司團體員工搭乘捷運票價計畫委託服

務，實際響應參與的人數已達到預期的目標（8000 人），惟欲養成高雄市民

移轉其汽機車等私有運輸工具、改搭大眾交通運輸工具之習慣，若能持續

性的推動辦理及再加上相關配套政策的輔助，相信必能看現顯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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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計畫的推動成果中發現，受環保基金補助搭乘捷運的人數及頻率逐月

成長可證，愈來愈多的高雄市民認同本計畫，著實達到了當初推動的宗旨，

減少移動性污染源，達到節能減碳的目標。此外，一卡通優惠票價由 85 折

降到 75 折實施近 3 個月，環保基金補助民眾搭捷運的經費 1,609 萬元，捷

運公司統計此期間票收僅增加 664 萬元。參考學理研究，捷運短期(三個月)

票價直接需求彈性(簡稱票價彈性)絕對值小於長期(一年以上)，故本案三個

月期間每日即可提升運量 3,279 人次(約 2.6﹪)，若能爭取 100 年度續辦，

長期間實施成效應會更加顯著。若再配合市府陸續推動抑制私人運具使用

的策略與作法，包括合理化汽機車成長管理及強化私人運具使用管理等策

略，將更顯本案實施之成效，可早日達成 15﹪大眾運輸使用率之目標。 

 

十一、參考資料 

1. 99 年度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經費補助「公司團體員工」及「持一卡通民

眾」搭乘捷運票價計畫書 

2. 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經費補助公司團體員工搭乘捷運票價計畫委託服務

合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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