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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小客車服務模式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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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行公路法第 34 條定義汽車運輸業中，以小客車為交通

工具經營汽車運輸業有「計程車客運業」與「小客車租賃業」。

本文首先探究兩業法規制定脈絡，發現「計程車」與「附駕駛

租賃小客車」兩種服務模式，早在 50 年前即為社會所需要。進

一步分析兩業服務模式的演進中，發現計程車與附駕駛租賃車

市場重疊，是因為社會環境變遷以及科技發展的結果，並非當

初立法者設計制度之原意。營業小客車確實存在兩類不同的消

費市場：第 1 類市場(即時消費市場)不易透過市場機制形成規

模經濟；第 2 類市場(預約消費市場)則是買方力量較強，政府

減少干預可發揮市場機制。因此，建議政府應針對不同消費市

場規劃不同程度管制措施，以提升市場營運效率，並確保消費

者權益。 

關鍵詞： 
計程車、附駕駛租賃、約租車、營業小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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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小客車服務模式之探討 

一、我國營業小客車分業之緣起 

現行公路法第 34 條定義汽車運輸業中，以小客車為交通工具經營汽

車運輸業有二種：「計程車客運業」與「小客車租賃業」，其申請經營

與營運應遵守事項，授權規定於「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審核經營之

申請事項，則授權規定於「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 

「計程車客運業」之管理規範，最早源於民國 49 年 7 月 28 日交通

部交參 06664 號令公布施行「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之「小客車出租業」

，屬「特種汽車客運業」之一(另有大客車出租業及遊覽汽車客運業)。「

特種汽車客運業」定義於民國 48 年 6 月 16 日制定之「公路法」第 40 條

「二、特種汽車客運業：在核定路線或區域內，以大小客車出租載客為

營業者。」；民國 65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7

條，規範營業小客車駕駛人應向警察機關辦理執業登記，即所有小客車

出租業駕駛人，應辦理執業登記後始得營業。後於 71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7 條之 1，增加規範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

業登記之消極資格。公路法於民國 73 年 1 月 13 日全文修正時，將「小客

車出租業」更名為「計程車客運業」，於第 34 條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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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客車租賃業」之管理規範，最早源於民國 52 年 7 月 12 日交通

部交路 52 字第 04743 號令公布施行「汽車租賃業管理辦法」，為因應社

會環境需要，民國 61 年 6 月 16 日修正公布施行時，於第 8 條並列租車人

「自行駕駛」及「僱用駕駛人」兩種情形。民國 73 年 1 月 13 日公路法全

文修正時，第 34 條定義「五、小客車租賃業：以小客車租與他人自行使

用為營業者。」，交通部為配合公路法修正，於民國 75 年 7 月 15 日交通

部（75）交路發字第 7524 號令修正發布「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全文

141 條，同時廢止「汽車租賃業管理辦法」，將原「汽車租賃業管理辦法

」相關規範，納入「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原本因應社會環境需要而

並列租車人「自行駕駛」及「僱用駕駛人」兩種情形，於新修正「汽車

運輸業管理規則」維持不變。 

爰在汽車運輸業管理規範中，營業小客車制度設計為：計程車在營

業區域內，以小客車出租載客為營業，車輛須安裝計費表並按規定收費

，駕駛人除須持有職業駕駛執照外，並須向警察機關辦理執業登記，持

有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始得營業。租賃小客車則在營業據點候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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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以自行使用為目的，租車自行駕駛或租車附帶駕駛，所附駕駛人

則須持有職業駕駛執照。 

「計程車」與「附駕駛租賃小客車」兩種服務民眾的營運模式，早在 50

年前即為社會所需要。在我國即將進入超高齡社會之際，更應提供消費

者彈性、便利的小客車運輸服務，建議兩種服務模式皆有維持之必要。 

二、運輸業與租賃業 

公路法於民國 48 年 6 月 16 日制定，第二條「五、汽車運輸業：係

指以汽車經營客貨運輸業務者而言」；60 年 1 月 22 日全文修正，第五條

「本法所稱汽車運輸業，指以汽車經營客貨運輸之事業」；73 年 1 月 13

日全文修正，第二條「十四、汽車或電車運輸業：指以汽車或電車經營

客、貨運輸而受報酬之事業」；公路法對汽車運輸業定義，自原經營業

務者、至須為事業、至必須受有報酬之事業等規範，日趨嚴謹。 

按維基百科詮釋：「運輸，是指運輸主體（人或者是貨物）透過運

輸工具（或交通工具與運輸路徑），由甲地移動至乙地，完成某個經濟

目的的行為。因此，運輸是一種衍生的經濟行為，運輸多半都是為了完

成某些經濟行為，例如購物、上班、上學、訪友等需求而進行」。因此

，若單純將車輛出租予他人自行使用，實際上並無「運輸」之行為，非

汽車運輸業範疇。而 73 年 1 月 13 日公路法全文修正，將小客車租賃業納

入汽車運輸業管理，應是立法者考量原「汽車租賃業管理辦法」中，附

駕駛租賃已具備「運輸」之行為，而納入汽車運輸業管理範疇。 

按 聯 合 國 國 際 行 業 標 準 分 類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of all Economic Activities, ISIC)，運輸業(ISIC第 4 修訂版代

碼為H)與租賃業(ISIC第 4 修訂版代碼為N)分屬不同行業類別。附駕駛租

賃行業分類碼為「4922  Other passenger land transport」，含括「 taxi 

operation」及「other renting of private cars with driver」；單純出租車輛的

行業分類碼為「7710  Renting and leasing of motor vehicles」，含括「

renting and operational leasing of the following types of vehicles: passenger 

cars (without drivers) 」。因應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公路法於

86 年 4 月 15 日修正，開放外國人得申請投資經營小客車租賃業，而我國

小客車租賃業因可附駕駛租賃，同時兼具運輸業與租賃業性質，與其他

國家單純開放汽車(商品)租賃有別。如日本租賃業規範於道路運輸法，需

向國土交通省申請經營許可，惟規定「不得附駕駛人提供駕駛勞務(包含

介紹及媒介)」；美國加州規範於加州民法典(California Civil Code)、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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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規範於紐約州法典(New York State Code)下的一般商業活動法(General 

Business Law，簡稱GBS)，主要為消費者保護規範，其經營無需事先取得

許可，亦無附駕駛人提供駕駛勞務之規定。 

公路法將小客車租賃業納入汽車運輸業管理範疇之初，我國尚無加

入WTO須對外開放市場之考量，加入WTO後，亦未對營業小客車行業制

度影響進行評估作業。依公路法第 35 條立法意旨，為維護國家內陸運輸

主權與國內業者權益，避免外資影響本國汽車運輸業經營市場，俾保障

國內內陸運輸穩定性及基本民行，尚無其他汽車客運業開放外國人經營

之案例，爰附駕駛租賃車因兼具客運性質，應比照其他汽車客運業暫不

對外開放。 

依據聯合國國際行業標準分類，建議將小客車租賃業(禁代僱駕駛之純租

車)歸類為汽車(商品)租賃，附駕駛租車歸類為約租車(名稱暫定)；前者依

據WTO規定對外國人開放投資經營，後者宜比照其他汽車客運業，暫不

開放外國人投資經營。 

三、營業小客車服務模式的演進 

在計程車方面，隨著科技不斷進步，民國 77 年左右，計程車業者引

進無線電派遣技術，消費者只需要一通預約電話，計程車就可到達指定

上車地點提供載客服務，讓消費者除在路邊攔車或招呼站搭車外，多一

種選擇，同時也提升業者營運效率；民國 90 年左右，隨著美國開放GPS

衛星訊號、國內固網以及公眾行動數據網路的興起，計程車業者導入衛

星派遣技術，除電話預約外，消費者亦可利用電腦於網際網路預約計程

車，業者更可利用電腦自動派遣來降低人力成本，並提升營運效率；民

國 100 年左右，隨著行動通訊與智慧手機的普及，業者導入行動APP叫車

服務，消費者再也不必侷限於電腦前預約車輛，業者亦增加提供行駛軌

跡紀錄與回報之功能，透過智慧手機更增加消費者搭乘計程車的便利性

與安全性。 

原計程車以巡街攬客及招呼站排班提供消費者「即時服務」的市場

，自民國 77 年制訂「計程車設置無線電暨改善服務品質輔導管理辦法1」

開放設置無線電臺後，逐步擴展到無線電派車的「預約服務」市場。民

國 90 年前後，業者引進電信事業所提供之通訊系統(公眾電信)，從事計

程車派遣業務，因無須自行架設無線電臺通訊，而不受「計程車專用無

                                                           
1 民國 86年修訂為「計程車專用無線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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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管制，一度造成無線電計程車業者強力反彈

。之後交通部於民國 100 年 3 月 28 日交路字第 1000002481 號令修正發布

「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無論採用何種通訊技術，只

要從事計程車派遣業務，並向駕駛人收取服務費者，一律納入管理，始

消爭議。 

在租賃小客車方面，部分小客車租賃業者也與時俱進的導入電話租

車、入口網站、及行動APP租車等技術，甚至提供無人自助租車服務，以

提升車輛使用效率。 

隨著社會的進步，觀光旅遊的需求增加，計程車開始提供以小時計

價包車出租的運輸服務；另方面，看準商務客、接待貴賓等需求，以及

國際機場旅客往返市區、年輕族群偏好以手機預約車輛之需求等，附駕

駛租賃車亦提供以里程(趟次)計價包車出租的運輸服務。加上政府開放多

元化計程車，放寬計程車車型、費率之規定，兩業提供之運輸服務日益

產生嚴重重疊及競合之問題。 

計程車與附駕駛租賃車的市場重疊，是因為社會環境變遷以及科技發展

的結果，並非當初立法者設計制度之原意。建議應正視社會環境變遷以

及科技發展，重新檢討營業小客車管理制度以為因應。 

無論是計程車或是附駕駛租賃車皆具運輸性質，運輸業具有公共服

務性，基於運輸市場的穩定以及健全市場的結構，確保供給與需求的均

衡發展，有必要予以適度的管制。 

任何以車輛載客並受有報酬之營業行為，基於公共利益，皆應予以適度

管制。建議針對不同營業特性，進行不同程度的管制，以避免管制不足

影響公共利益，抑或過度管制影響市場效率。 

四、營業小客車的消費市場特性 

計程車與大眾運輸工具最大的不同，在於沒有固定的行駛路線與時

間表，其消費者搭車行為可分 3 種：1.招呼站搭車；2.路邊攔車；3.預約

車輛。另附駕駛租賃車的消費者僅可事前預約車輛。依據消費者在搭車

前對交易資訊的掌握程度，可將消費者市場分為兩類：第 1 類為招呼站/

路邊攔車；第 2 類則為預約叫車。 

第 1 類市場(即時消費市場)的特色是交易資訊不透明，在這類消費市

場中，由於消費者是在定點候車或是路邊攔車，並無法事先得到充分的

交易資訊(如車輛品質、駕駛人服務、車資等)，也就是消費者無法憑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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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挑選心目中理想的計程車，不易透過市場機制形成規模經濟，政府

適度介入可以確保消費者權益。在我國，這類市場有幾項特性：1.主管機

關制定費率並實施費率管制，駕駛是價格的接受者，個別駕駛無力也不

願意去改變市場價格；2.所有計程車雖然有廠牌、排氣量、車齡新舊等差

異，但對消費者而言，車資相同，均為同質產品。因此，這類市場沒有

競爭的動力，無法透過競爭來提升品質。 

在第 2 類市場(預約消費市場)中，消費者可以利用電話/網路預約服

務來挑選業者，只要這類服務在市場上建立服務品質好且安全可靠之「

品牌」形象，消費者可以依過去經驗挑選想要搭乘的車隊，也就是買方

力量較強。因此，這類服務在市場上就較具形成規模經濟力量之條件。 

「品牌」指的是產品/服務的象徵，所涵蓋的領域包括商譽、產品/服務

、企業文化以及整體營運的管理，是企業競爭力的總和，也是消費者挑

選產品/服務的重要因素。建議政府鼓勵計程車朝品牌發展，並對符號性

的識別標識有適度的規範。 

這類市場具以下幾項市場特性：1. 車隊有控制價格的能力；2.車隊彼

此間產品類似，故有替代性，也就構成競爭性；3.車隊雖可自由加入退出

市場，但也有門檻。車隊間互相牽制，每家車隊的行動皆可能影響其他

車隊利益，市場具競爭性，即可透過競爭來提高服務品質。這類市場具

備寡占市場的特性，寡占廠商之間除了價格競爭外，還有非價格競爭。

非價格競爭表現在產品的差異化(如車隊會篩選車輛排氣量、車齡新舊等)

、服務品質(申訴制度、評價制度等)方面，這些作法不外乎是追求最高利

潤。而寡占廠商重要的經營策略之ㄧ，就是想辦法設立進入障礙，阻止

新廠商加入，才能長期享有超額利潤。 

營業小客車提供的運輸服務，就交易資訊透明性而言，確實存在兩類不

同的消費市場，而傳統計程車在兩類市場已混合營運多年，強制分開在

實務上有其困難，建議予以維持，且為唯一可以兼營兩類市場的服務提

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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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營業小客車服務模式之分析 

前述公路法於民國 73 年 1 月 13 日全文修正時，將「小客車出租業

」更名為「計程車客運業」，於第 34 條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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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5 月 20 日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經標四字第 10440004560 號公告修正「計程車計費表型式認證技術

規範」前，計程車計費表正面面板亦係顯示「租金」，消費者依據計費

表租金欄位顯示金額付費後，下車。除車隊車輛外，計程車的車頂燈標

示「出租汽車」，而小客車出租載客即為「車輛與駕駛」同時出租給消

費者，開始消費者期望的行程。 

小客車租賃業則係「以小客車或小客貨兩用車租與他人自行使用為

營業者」，法律上亦未規定租車人必須自行「駛」用，消費者可以自行

使用為目的，同時租用「車輛與駕駛」來開始期望的行程。 

綜上，無論是計程車或附駕駛租賃小客車，消費者皆是以自行使用

為目的，同時租用「車輛與駕駛」來開始期望的行程。因此，從消費者

「租用」、「自行使用」，或從駕駛「出租」、「載客」的觀點，皆無

法明確區分兩種服務模式。 

營業小客車兩種服務模式皆是同時租用「車輛與駕駛」來開始期望的行

程，建議放棄以「出租載客」定義計程車客運業。 

從歷史脈絡來看，計程車最初被設計為滿足不特定的消費者在招呼

站或路邊「即時」租用車輛與駕駛為主，「預約」租用車輛與駕駛為輔

；附駕駛租賃車則以滿足消費者「預約」租用車輛與駕駛為主。但由於

科技帶動行動通訊與智慧手機的普及，以及創新營運模式的發展，使得

「即時」與「預約」之界定日益模糊，加上計程車放寬車型與費率自行

訂定等因素影響，兩業市場區隔日益模糊，造成市場營運秩序混亂。 

國外有將「預約」規定為上車前 15 分鐘之案例(如西班牙)，此種作

法僅方便主管機關稽核，卻不利於消費者以及企業運作效率(如增加等候

時間)，也沒有證據顯示：訂定 15 分鐘會比 10 分鐘或 20 分鐘更好，容易

引起爭議。 

科技縮短人與人之間溝通的距離，使「即時」或「預約」搭車之情境，

很難界定清楚。因此，不建議於法規定義「即時」或「預約」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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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兩種服務模式皆為提供「以小客車載客並受有報酬之運輸服務

」，可將計程車專屬的招呼站/路招的市場，禁止其他人提供此類市場服

務即可。由於招呼站/路招市場具有交易資訊不透明的特性，消費者無法

事前得知應付車資，因此車輛必須安裝計費表做為收費依據。另從「如

何開始消費者的行程」可明顯區分：約租車必須透過事前預約，方能開

始消費者的行程，也就是業者(非駕駛)與消費者先成立契約關係後才乘

車；而計程車可以不需要事前預約，便可在道路或招呼站，駕駛可隨時

接受消費者乘車需求(要約)，也就是契約成立與消費者乘車可幾乎同時

發生。 

建議營業小客車維持目前兩種服務模式，在修法方向上，可重新定義與

規範如下： 

1. 計程車服務：指可接受消費者路招或招呼站候客上車，以具計程

車計費表之小客車運送旅客，且受有報酬之運輸服務。 

2. 計程車：提供計程車服務之車輛。 

3. 約租車服務(名稱暫訂，原附駕駛租賃提供之服務)：除計程車服

務外，接受消費者預約並以小客車運送旅客，且受有報酬之運輸

服務。 

4. 約租車經營者：指經營約租車服務之公司、行號。 

5. 除計程車外，任何人不得於道路及其周邊地區或計程車招呼站，

隨時接受消費者乘車需求，提供受有報酬之運輸服務。 

6. 約租車經營者未與消費者訂立運送契約前，不得提供約租車服務

。 

六、結論與建議 

一、 「計程車」與「附駕駛租賃小客車」兩種服務民眾的營運模式，早

在 50 年前即為社會所需要。在我國即將進入超高齡社會之際，更應

提供消費者彈性、便利的小客車運輸服務，建議兩種服務模式皆有

維持之必要。 

二、 依據聯合國國際行業標準分類，建議將小客車租賃業(禁代僱駕駛之

純租車)歸類為汽車(商品)租賃，附駕駛租車歸類為約租車(名稱暫定)

；前者依據WTO規定對外國人開放投資經營，後者宜比照其他汽車

客運業，暫不開放外國人投資經營。 

三、 計程車與附駕駛租賃車的市場重疊，是因為社會環境變遷以及科技

發展的結果，並非當初立法者設計制度之原意。建議應正視社會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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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變遷以及科技發展，重新檢討營業小客車管理制度以為因應。 

四、 任何以車輛載客並受有報酬之營業行為，基於公共利益，皆應予以

適度管制。建議針對不同營業特性，進行不同程度的管制，以避免

管制不足影響公共利益，抑或過度管制影響市場效率。 

五、 「品牌」指的是產品/服務的象徵，所涵蓋的領域包括商譽、產品/服

務、企業文化以及整體營運的管理，是企業競爭力的總和，也是消

費者挑選產品/服務的重要因素。建議政府鼓勵計程車朝品牌發展，

並對符號性的識別標識有適度的規範。 

六、 營業小客車兩種服務模式皆是同時租用「車輛與駕駛」來開始期望

的行程，建議放棄以「出租載客」定義計程車客運業。 

七、 科技縮短人與人之間溝通的距離，使「即時」或「預約」搭車之情

境，很難界定清楚。因此，不建議於法規定義「即時」或「預約」

的門檻，以利消費者及企業運作效率。 

八、 建議營業小客車維持目前兩種服務模式，可重新定義與規範如下： 

1. 計程車服務：指可接受消費者路招或招呼站候客上車，以具計程車

計費表之小客車運送旅客，且受有報酬之運輸服務。 

2. 計程車：提供計程車服務之車輛。 

3. 約租車服務(名稱暫訂，原附駕駛租賃車提供之服務)：除計程車服

務外，接受消費者預約並以小客車運送旅客，且受有報酬之運輸服

務。 

4. 約租車經營者：指經營約租車服務之公司、行號。 

5. 除計程車外，任何人不得於道路及其周邊地區或計程車招呼站，隨

時接受消費者乘車需求，提供受有報酬之運輸服務。 

6. 約租車經營者未與消費者訂立運送契約前，不得提供約租車服務。 

九、 建議後續針對兩種服務模式應歸為同一汽車運輸業別，或是分業管

理，以及管理制度等議題，進行深入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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