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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與回應 

從不坐公車的不老騎士看偏鄉高齡者交通載具 

蔡怡萱 1 

 

80 歲的慢性阻塞性肺病阿公，氣喘吁吁的一個人跑來門診看診。我擔心的詢

問他：「阿伯，你自己來喔？你怎麼來的？」 

 阿公上氣不接下氣：「我…我騎摩托車來，太喘…沒來看不行，我…我兒子

睡午覺叫不起來，怕…來不及，自己騎來。」 

 

根據 105 年交通部「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摘要分析顯示：台灣民眾

使用公共運輸交通載具的比例只有 18.2%，且絕大部集中在北部地區，使用族群

以 15 到 20 歲通學學生為主，其中，15-18 歲的學生使用市占率過半，18-20 歲仍

有四成，而大於 65 歲的人口使用公共運輸的比率雖緊排在學生之後，但使用率

卻遠遠不如學生，市占率只有 23.6%。若以台灣人口老化比率最高的三個縣市為

例，全體民眾使用公共運輸的市占率分別是：嘉義縣--6.2%、雲林縣--5.3%、南投

縣--5.9%，而台南市則為 6.7%。在這四個縣市中，高齡人口使用公共運輸的市佔

率更低，分別是：嘉義縣--4.2%、雲林縣--3.1%、南投縣--8.0%、台南市--13.4%，

也就是說，大部分的老人家，出門並不是靠公共運輸，那，他們靠什麼呢？ 

越老城市，越多不老騎士 

 文章開始的小故事，是來自台南偏鄉的阿公。雖台南市在台灣縣市人口老化

排行中，並非名列前茅，但這是因為縣市合併造成老化指數平均降低，因而致使

台南市的人口相對年輕，然在舊台南縣本身許多偏鄉社區的人口老化狀況在台灣

都是名列前茅，根據台南市政府主計處 105 年的人口報告，包含左鎮、龍崎、後

壁、白河、大內、東山、玉井、楠西、南化九個社區，高齡人口都已大於 20%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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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齡社會的標準），左鎮更號稱台灣最老的社區（臺南市政府主計處，2016）。

80 歲騎摩托車看病的阿公，在偏鄉並不是個案，而是許許多多功能尚稱健全的老

人家的生活常態。 

 從交通部 105 年「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裡，我們也可看到：大部分

民眾的交通運輸工具是機車，近半（45.9%）的受訪民眾平日是騎機車出門；而

大於 65 歲的高齡者，仍有三成是靠機車代步，坐公車的只有 10.9%，大部分集中

在台北市和新北市兩個地區。綜觀 98 年到 105 年的「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

查」統計，全體民眾公共運輸的使用率，只有從 13%爬升到 18%，而私人運具市

占率一直都是七成以上，其中機車從 98 年的 46.8%到 105 年 45.9% （交通部，

2009~2016），並無太大差異。以上數據顯示：絕大部分的民眾仍然選擇機車作為

交通工具，即使是高齡者，外出仍有超過三成的人選擇機車，比所有公用運具加

起來的 23.6%市占率還要高。 

 

偏鄉客少光陰多 

 然而，我們從新北市和台北市高齡者使用公共交通運具的比例均超過三成可

以看出：良好的公共運輸系統或許是提升高齡者使用公共運輸的開端。回到自身，

由於過去就學於台北市郊，目前工作於台南偏鄉，所以對這兩個地區的公共運輸

皆有搭乘經驗。台北的捷運和公車網十分密集，兩者間的接駁也很順暢，通常只

要看站牌即可，不太會延宕太多時間。誠如第 33 期「高齡友善行無礙，以大台

南公車系統為例」一文（黃婉婷，2017）所指：台南這幾年確實致力於公車的發

展，班次和站牌辨識度、候車亭的設計、跑馬燈提醒班次等等，都進步許多。其

中，台南市政府針對高齡者公共運輸大幅度改善，確實可從統計數字窺見成效，

雖然台南市整體人口的公共運輸市占率並無明顯改變，98 年到 105 年間，都落在

5.8%~6.7%之間，但高齡人口的公共運輸市占率，從 104 年到 105 年卻有明顯的

提升，由 5.8%提升到 13.4%，整整上升超過兩倍，表示台南的老人家對公共運輸

的使用有明顯提高。 

看到台南市政府對高齡者使用公共運輸系統有這樣的考量與改善做法，實在

令人雀躍，但公車畢竟需考慮整體載客量和營運的需求，才能永續，偏鄉的班次

和涵蓋的地點，相對還有很多成長的空間，如果不想在站牌空等半小時，通常還

是要事先做好功課。查網路 APP 候車時間等等動作對擅長網路的年輕世代，似

乎是很便捷的服務，動動手指就可以知道還有幾分鐘公車會來，但對我所接觸過

搭公車來醫院就醫的高齡者而言，會使用這些科技服務的人相當少，大部分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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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者是記住幾個常用的班次，錯過了就默默的坐在站牌等個半小時。也因此，機

車的機動性有不可取代的魅力，相較於計程車的花錢，公車的花時間，機車，對

手腳還算靈活的老人家，便成了很重要的代步工具。 

定點公車 PK 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服務  

 然而，不是每個老人家都能騎機車，或是，總有一天當老到騎不動機車的地

步時，家人和朋友也不見得可以隨時提供接送的服務。此時，公共運輸就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從台北市和新北市的高齡公共運輸市占率，我們可以看出：提供好

的運輸，民眾自然就會使用。但可惜的是，越偏鄉的地點，合併經濟效益、營運

需求等考量，越提供不起高班次以及候車地點密集的公共運輸網。交通部的「民

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也告訴我們：在所有公共運輸旅次裡，最主力是市區

公車，其次才是捷運。這告訴我們，在公共運輸已經被習慣使用的地方，公車扮

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從黃婉婷（2017）對台南市交通局公共運輸處營運管理課的採訪可見：台南

市自 2016 年以來，開始針對公車進行高齡友善改造，其中包括於鄰里舉辦三十

二場說明會，並且根據高齡者需求，修正路線及班次，以達到公車可及性和便利

性的目的；部分路線提供支線以達成彈性交通；提供長者免費搭車服務以顧及長

者荷包；候車環境和公車系統依據路線有著鮮明的不同顏色，以方便長者辨識；

公車到站語音播報….等高齡友善的改善計畫，這些高齡友善公車的進步做法，的

確看到伴隨的使用人次成長。然而，在缺乏經濟支持、乘客分散、地點偏遠、需

求時間不固定的偏鄉地區呢？單純的公車，是否符合經濟效益？是否能夠永續經

營、解決乘客每日生活中「行」之所需？ 

 交通部自 105 年擴大辦理「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服務專案」（Demand 

Responsive Transit Services,  DRTS），希望可以改善偏鄉交通不便的問題，目前僅

在十個鄉鎮試辦，包括：宜蘭縣壯圍鄉、苗栗縣泰安鄉、新竹縣尖石鄉、彰化縣

大城鄉、南投縣仁愛鄉、雲林縣、嘉義縣阿里山鄉、屏東縣春日鄉、台東縣延平

鄉、花蓮縣萬榮鄉、及玉里鎮，主要以小巴士結合計程車彈性班次來解決偏鄉交

通問題，以期改善這些地區有交通需求但因乘客稀少，支撐不起公車運輸經費的

問題。根據交通部的估算，DRTS 可以比設立固定公車路線減少 37%的支出，無

論在服務的彈性和經濟的考量上，都比公車有競爭性。但畢竟從無到有，這個公

共運輸服務專案仍是一個需要成本投入的過程，譬如，需要投入經費購置小巴士

或是以獎勵方式鼓勵計程車業者加入。日本京都府京丹後市丹後町---一個幾乎沒

有公共交通的區域，在非營利組織主導下，引進 Uber 由當地居民自己擔任司機，

非但解決當地交通問題（侯俐安，2017），也是本於一種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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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利用既有資源最大化的解決模式。 

 以實際使用公車經驗而言，不想使用的原因不外乎是：等待時間長、停靠地

點離目的地有距離、支線班次不確定…等。一般來說，公車班次只要超過半個小

時一班，除非已經算準時間搭乘，否則民眾就不會有想搭的慾望；如果走到公車

停靠地點要超過 20 分鐘，對老人家則簡直是體能訓練；支線班次常常要等公車

來了，看車頭螢幕顯示才看得出來，否則就要上網查，有些繞經支線的班次間隔

一個小時以上才發車，對偏鄉長輩而言，更是非常耗時且不易使用。倘若 DRTS

在初始設計上可以考量到使用者的需求，比如：規劃採買班次---針對長輩採買來

設計，早上發車，中午用餐時間回程；或是可以有彈性的不定點下車或是繞遠加

價…等，應都可以解決目前公車系統無法滿足長輩便利生活的「行」的需求。兩

者相較，高齡友善公車確實已經開始改善高齡者的交通，倘若能夠緊接著發展

DRTS，想必對於偏鄉的高齡者而言，將會更符合他們的需求，更能提供適切且

經濟的幫助。 

 

展望 

今年七月一號開始，75 歲以上老人家就要評估認知功能合格才能保有駕照，

也就是說，不老騎士不再是人人能當。而失去自駕主力交通的老人家，仍然有著

交通需求，如何滿足這樣日常生活之交通所需，將是政府必須解決的迫切問題。

尤其中南部地區，民眾不分老少，對公共運輸的依賴都偏低。其中很大的原因是

公共運輸網不若北部緊密，無法滿足民眾日常行動的普遍需求。倘若政府可以雙

管齊下，針對基本的公路網加強公車建設，偏鄉則加緊發展「需求反應式運輸系

統」，亦或可以學習日本經驗，對於任何業者都沒有興趣進駐、投入經費不敷成

本而無法永續經營的地區，開放給使用 Uber 等在地民眾自給自足，相信是另一

種可以更加貼近偏鄉高齡民眾的需求之作法，讓不老騎士成為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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