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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電子票證系統發展現況與展望

♦ 國外運輸系統票證整合案例介紹

♦ 高鐵、台鐵票務系統發展規劃

♦ 高鐵、台鐵票證整合議題分析

♦ 本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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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本案緣起

本案係依據行政院經建會召開之「台鐵都會區
捷運化暨區域鐵路建設計畫」審查會議第六點
結論:「高鐵、台鐵票證本於互利互惠之原則進
行資源整合，請交通部進行研究」辦理

♦ 預期成果

營造高鐵、台鐵票證整合優質營運環境

高鐵、台鐵複合運輸展望與規劃

台鐵營運現況

高鐵營運後整體軌道客
運市場消長變化

高鐵、台鐵複合運輸發
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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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營運現況

♦ 車站數：215站
♦ 營運收支情形（以民國91年為例）

營業收入：198.2億
客運收入：157億（佔總收入之68%)

營業成本與費用：255.8億
營業虧損：57.6億
事業全年總損失：94.4億

台鐵營運現況

♦ 旅客運輸實績（以民國91年為例）

全年客運人數：1.75億人次，較去年之1.86億人
次減少約5.91%
平均每日客運量：48.38萬人，較去年之50.98萬
人減少約5.77%
旅客量減少因素

二高中南部路段與快速道路之陸續完工通車

國道客運之價格競爭

北部短途旅次受捷運板南線通車影響

紀念票熱潮消退

南港專案施工致使運能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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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座利用率：以自強號最佳（79.95%），其次為莒光
號，整體客座利用率為63.69%

♦ 台鐵於城際市場之市佔率：37.41％(註：民國90年）

從客運人數分析，台鐵於城際客運市場之市佔
率呈現逐年上升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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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營運後整體軌道市場消長變化

♦ 根據本所相關研究分析（註1），高鐵加入營運後：

高鐵於長途(註2)市場之佔有率約為12%~15%
台鐵於長途市場之佔有率約為14%~15%
台鐵＋高鐵台鐵＋高鐵於長途市場之佔有率約為26%~29%

♦ 高鐵加入營運後，兩鐵競合態勢

競爭：台鐵總運量下降，流失客源主要為長程旅次

合作：兩鐵總運量逐年上升，顯示兩鐵可藉複合運
輸整合而提升軌道市場總運量

註1：
1.「第三期台灣地區整體運輸系統規劃－整體運輸系統供需預測分析」
2.「高鐵營運後台鐵未來發展方向與營運策略之研究」
註2：

長程係指50公里以上；短程指20公里以下；中程則為20~50公里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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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台鐵複合運輸發展規劃

♦ 路網整合改善規劃策略

整合性規劃鐵路路網

♦ 營運整合改善規劃策略

轉乘設施整合改善

票證系統整合改善

班次整合改善

資訊整合改善

車輛整合改善

國內外軌道運輸系統票證整合案例

JR東日本SUICA卡

香港八達通卡

台北悠遊卡

台北悠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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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東日本SUICA卡

♦ 由JR東日本鐵路公司發行，2001年11月18日啟用

♦ 採用新力公司「Felica」系統，為非接觸式IC卡
♦ 使用量：正式啟用後不到一年半時間發卡量即累
計達600萬張

♦ 適用範圍：東京地區軌道系統（不同業者）

♦ 未來應用：

2003年秋天推動新幹線票證整合（SUICA FREX）

2004年春天以後旅客可利用信用卡（View 
SUICA）以及SUICA新增電子錢包部份於車站內
之商店購物

♦ SUICA卡特徵

短距離非接觸式通信（Touch and Go）
結合SUICA定期券與儲值票功能，一票到底

票面可重複寫入，並可重複加值

針對定期券有失卡餘確保功能

SUICA定期券

SUICA I/O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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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ICA卡之效益

使用者便利性提升

驗票順暢

定期區間外仍可自動
計算票價

SUICA定期券之重複
寫入功能可於更新
時繼續使用

SUICA儲值票加值機
能可使票證重複使
用

成本降低

由於票證使用量之減少以
及自動計價，進而減少設
備需求，同時，維修作業
及故障均可減少

安全性提升

可防止偽造或變造卡片
具備進出匝門查驗列印

機能故可防止錯誤乘車

SUICA卡 讀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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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八達通卡

♦ 1997年9月正式營運

♦ 由非營利組織轉化為營利公司

♦ 採用新力公司「Felica」系統，為非接觸式IC卡
♦ 目前市場流通總量約為950萬張

♦ 應用範圍

交通類：鐵路、渡輪、巴士、小型巴士、山頂
纜車、電車以及部份停車場

非交通類（小額消費及保全用途）

♦ 票卡種類：

一般票卡

八達通個人卡

八達通手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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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悠遊卡

♦ 目前發卡量已超過200萬張

♦ 使用飛利浦公司之Mifare卡
♦ 使用範圍：

台北捷運各線

台北市聯營公車

部份台北縣縣轄公車

台北市公有路外停車場

未來應用範圍：台北縣市所有公車、基隆市公
車、路邊停車、停車費與罰單繳交、計程車等

我國電子票證系統
發展現況與展望

國內交通運輸電子票證應用現況

國內票證整合問題與票證發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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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交通運輸電子票證應用現況

♦ 金門地區大眾運輸電子票證系統

IC電子票證（ISO 14443 Type A）

大小金門之公車及渡輪

♦ 台北都會區大眾運輸系統

磁卡（使用於公車之磁卡將於十月停用）、悠遊卡

悠遊卡可使用於公車、捷運及公有路外停車場

♦ 南台灣交通電子票證系統

非接觸式IC卡，採用交通部欄位規範

應用於公車及旗津鼓山間之渡輪

已併入台灣智慧卡票證公司

♦ 台鐵計次式磁卡定期票

限於松山、台北、萬華、板橋、樹林、桃園、松山、台北、萬華、板橋、樹林、桃園、
中壢及新竹中壢及新竹等八站

♦ 台灣省公路汽車客運（台灣智慧卡票證公司）

預定93年開始試運轉

♦ 其他陸續規劃中之電子票證

高雄捷運：非接觸式IC智慧卡

台灣高鐵：初期採磁卡票，預留IC卡機制

台中市交通局：非接觸式IC智慧卡

基隆市公車處：非接觸式IC智慧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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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票證整合之問題與票證發展展望

♦ 票證整合問題

卡片欄位格式有所差異

面臨跨轄區、跨業別使用之限制

大眾運輸存在客源有限之根本問題，較難達成經濟規
模

各系統獨立發行IC卡將面臨高成本之負擔

♦ 票證發展展望

一卡多用為目標，包括促進大眾運輸與高速公路電子
收費整合

Combi卡為未來發展趨勢，將使票證整合更為容易而可

具有共通平台的卡片如Java Card及金融晶片卡均可能
成為票證整合之共同平台

高鐵、台鐵票務系統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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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票務系統發展規劃

♦ 刻正積極進行票務自動化作業，目前已有三十個
車站、128道閘門開放使用計次式磁卡定期票，另
外尚有磁卡式儲值票

♦ 為提升票務系統效能，業於民國九十一年三月完
成「第三代票務整合系統委外規劃」，重點發展
方向如下：

票證電腦化與前瞻性

訂購票、取票途徑之多元化

驗補票自動化

訂票功能合理化、彈性化與單純化

與營運管理資訊整合

設備整合、延長設備使用年限、技術提升等

高鐵票務規劃

♦ 票證型式：初期採紙質磁卡或塑膠磁卡，同時發行非
接觸式智慧卡機制做為定期票及儲值票

♦ 售票管道：

站內 售票窗口與自動售票機

站外 網路購票，票證配送及其他取票通路

♦ 付款方式：現金、信用卡、金融卡轉帳

♦ 驗補票制度：自動驗票為主，人工驗票為輔

♦ 行銷策略

縮短旅行時間：以策略聯盟方式整合聯外運輸資源

訂定合理票價，並給予適當折扣及優待

106



高鐵、台鐵票證整合議題分析

票證整合定義與整合範圍擬定

高鐵、台鐵票證整合面臨問題與解決途徑

高鐵、台鐵票證整合模式之芻議

高鐵、台鐵票證整合議題分析與推動計畫

票證整合定義與整合範圍擬定

♦ 票證整合定義

「票證」：係指乘客所持之票卡，型式可能為紙
票、紙磁卡或塑膠磁卡、IC票卡等，屬票務系統之
一部份。

「整合」：可依整合程度分為下列三種方式

聯票：由特定代理商或旅行社，依據旅客之旅次需
求，發行該旅次所需所有運具之票證

票證通用：各運輸系統可依個自企業需求發行交通
票證，但所發行之票證亦能於其他系統之讀卡機讀
取特定資料

共同票證：由各運輸業者經協商後發行一張共同之
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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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證可能整合範圍與整合問題

都會區旅次主要運具 城際旅次主要運具 運具 

市區公車 捷運或輕軌 台鐵都會區 台鐵城際 高鐵 

市區公車 已進行地區

性整合 

已進行地區

性整合 

建議整合 建議整合 建議整合 

捷運或輕軌 -- 建議地區性

整合 

建議整合 建議整合 建議整合 

台鐵都會區 -- -- ＝ ＝ 建議整合 

台鐵城際 -- -- -- ＝ 
互為競爭運

具，整合效

益有限 

高鐵 -- -- -- -- ＝ 

 註：灰底註有”--“為重複組合之部份，灰底註有”＝”表同一系統

♦ 票證可能整合範圍與整合問題

都會區鐵路與都會區運具
各個都會區間相互整合仍有再商榷之空間

台鐵屬於幹線路網，與都會區運具整合時面臨各種
不同付費系統之問題，增加整合複雜度

城際鐵路與都會區運具（含鐵路）

仍面臨地區性票證系統差異之問題

台鐵都會區鐵路與高鐵整合時，除面臨兩系統本身
票證系統不同的問題外，若同時納入地區性運具如
捷運或公車，將使票證整合議題更為複雜化

城際鐵路與城際鐵路
互為競爭運具，整合之效益較不顯著，現階段整合
之必要性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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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票證整合之範圍

依據行政院經建會會議結論，並考量市場實務
需要、票證技術應用之狀況以及本研究前述內
容，本研究票證整合建議以台鐵都會區通勤服
務與高鐵為主要整合對象，在整合程度則將分
別就共同票證以及票證通用加以考量

兩鐵票證整合面臨問題與解決途徑

♦ 面臨問題

兩鐵轉乘接駁有待立

台鐵車種與票種繁多，增加整合之複雜度

台鐵營運路線長、車站數目多，進行票證整合
須先加速台鐵票務系統之擴建

兩鐵電子票證型式短期均以磁卡（紙磁卡或塑
膠磁卡）為主，其他附加效益有限

♦ 解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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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問題 解決作法與建議 

兩鐵轉乘接駁

服務有待建立 

1. 建議台鐵於研議公司化作業時，應將未

來與高鐵進行運輸整合之考量準備納

入，以提升使用者便利性，並促進兩鐵

整體運量之成長。 

2. 台鐵未來將轉變為公營公司，高鐵則為

民間公司，有關兩鐵之運輸整合，宜由

政府鼓勵兩鐵進行，並協助建立兩鐵整

合之環境。 

台鐵車種與票

種繁多，增加整

合之複雜度 

建議台鐵局配合台鐵公司化及未來營運轉

型，適當簡化列車車種與票種，除可降低

行政管理成本外，亦可減少旅客購票之困

擾。 
 

面臨問題 解決作法與建議 

台鐵營運路線長、車站

數目多，進行兩鐵票證

整合必須加速台鐵票

務系統之擴建 

目前台鐵刻正進行捷運化計畫，建議相

關經費除利用於車站新／擴建與改善

外，亦應全面配合推動票務系統自動化。 

兩鐵之電子票證型式

短中期仍以磁卡為

主，財務附加效益有限

由於兩鐵已各自發展所屬票務系統，且

交通票證開放小額消費目前在法令上仍

未突破，故短期內可藉此先培養兩鐵運

輸整合之客源，中長期則配合IC票證之

技術與市場發展成熟後，逐步轉變為IC

電子票證，優先擴展兩鐵與市區客運、

捷運等大眾運輸系統之電子票證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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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台鐵票證整合模式之芻議

♦ 整合模式規劃考量因子

票證型式（磁卡、IC智慧卡）

是否由專責票證公司管理

♦ 兩鐵票證整合可能模式

模式４

IC智慧卡

專業票證公司經
營

模式３

IC智慧卡

兩鐵各自發行

模式２

磁卡

專業票證公司經
營

模式１

磁卡

兩鐵各自發行

模式１-１
由兩鐵依各自原計畫

辦理

台鐵：磁卡；

高鐵：磁卡＋IC卡
兩鐵各自發行

♦ 整合模式說明

由兩鐵共同協商清
算作業之運作模式

磁卡部份由兩鐵自行設
置，但可讀取對方票證相
關資料，IC智慧卡可由高
鐵公司另外提供一次購票
服務，俾利使用者轉乘台
鐵

由兩鐵各自發行1-1

由兩鐵共同協商清
算作業之運作模式

兩鐵自行設置，但可讀取
對方票證相關資料

由兩鐵依企業需要及
交通部頒訂之格式標
準自行規劃

3

由專責公司依據兩
鐵共同協商清算機
制辦理

由專責票證公司提供統一由專責票證公司
依據交通部頒訂之格
式標準規劃

4

由專責公司依據兩
鐵共同協商清算機
制辦理

由專責票證公司提供統一由專責票證公司
規劃

2

由兩鐵共同協商清
算作業之運作模式

兩鐵自行設置，但可讀取
對方票證相關資料

由兩鐵依企業需要自
行規劃

1

票務清算讀卡機資料格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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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建置成本 與其他系統整合 使用便利性 

模式1 △ × △ 

模式1-1 △ △ △ 

模式2 ○ × △ 

模式3 × △ △ 

模式4 △ ○ ○ 

 
○代表效益高；△代表效益中；5代表較不具效益

各種整合模式效益評析：

模式1：成本較低，雖旅客可不必重複購票，但因本案與其
他運具整合之可能性較為不足，故較不方便

模式2：磁卡成本較低，且委由票證公司管理可降低成本，
但與模式1相同，與其他運具整合之可能性較為不足

模式3：重複投資成本較高，且仍需由兩鐵自行與其他運具
整合，若無法全面整合，便利性仍受限制

模式4：IC卡成本較高但相對較具規模經濟，且由票證公司
管理，較易與其他運具整合，對使用者便利性較佳

模式1-1：成本較低，透過代售票證之服務，旅客可不必重
複購票，但因本案與其他運具整合之可能性較為
不足，故較不方便

各種整合模式特性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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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考量相關限制可採模式1-1

中長期：建議以模式4辦理

模式2與模式3較不適合

模式評估建議

高鐵、台鐵票證整合議題分析

♦ 高鐵、台鐵票證整合議題

票證系統硬軟體
設備需求規劃

複合運輸系統
界面規劃

營運與行銷策略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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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證系統硬軟體設備需求規劃票證系統硬軟體設備需求規劃

硬 體 設 備

票證驗補票設備共同
認證機制

驗票機設置位置與付
費區規劃

軟 體 設 備

合作及查核控制機制

卡片格式不同時相關
程式之撰寫

兩鐵營收清算系統之
規劃與設置

複合運輸系統界面規劃複合運輸系統界面規劃

硬 體 設 備

規劃轉乘動線以縮短
步行距離

設置轉乘導引服務設
施

軟 體 設 備

共同列車時刻表

整合票價表及查詢系
統

車站及車上轉乘服務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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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與行銷策略規劃營運與行銷策略規劃

提供優惠策略

由兩鐵協調提供轉乘
票價優惠

增加使用者便利性

一票通用或一票到達

整合訂位系統

多元化購票管道，如
代售車票、站外購票

提高卡片附加價值

擴展卡片功能，例如
與市區運具整合、小
額消費、旅遊等

高鐵、台鐵票證整合推動計畫

♦ 台鐵短中期策略
積極推動以磁卡取代傳統紙票卡之方案，並簡化
票種，俾達簡化票證作業、培養使用電子票證之
旅客，以為未來推動IC電子票子進行準備。

中長程旅次之訂位票亦可以磁卡型式取代。

鼓勵台鐵推動車票代售業務，或提供中長程旅客
可於台鐵窗口一次購足該旅次所需所有票證之服
務。

鼓勵台鐵票證售業務委外經營，以為未來電子票
證業務委外經營進行準備

鼓勵提供儲值票加值優惠與接駁運具聯票或代售
票證優惠措施，以培養整合式大眾運輸服務之客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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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台鐵票證整合推動計畫

♦ 高鐵短中期策略

磁卡部份維持原計畫推動。

IC卡部份建議採用交通部新版格式要求，以預留與
沿線接駁運具進行票證整合之契機。

建議考慮於票證部門增設旅客接駁運具票證代售服
務業務，以培養整合式運輸服務之客源

鼓勵票證委外代理經營。

高鐵、台鐵票證整合推動計畫

♦ 其他短中期策略配套措略

規劃兩鐵複合運輸發展計畫，包括轉乘接駁班次規
劃、場站轉乘導引設施等

進行兩鐵票證整合相關議題協商

推動放寬電子票證跨轄區、跨業別使用之限制

註：

短期指高鐵通車（民國94年底）

中期指台鐵完成捷運化時（民國96年底）

長期指民國96年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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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台鐵票證整合推動計畫

♦ 長期策略

1.鼓勵台鐵、高鐵朝向由專業票證公司規劃以IC
智慧卡進行整合之整合機制發展（模式４）

2.營造一卡通發展環境，相關配合工作包括：

(1)開放IC智慧卡多元化用途，以降低IC智慧卡發卡成
本，同時並鼓勵卡片公司提供儲值優惠。

(2)配合「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全島運
輸骨幹整建計畫」中「提升地方公共交通網」有關
「提升公共運輸票證及資訊服務效能」具體措施中
「推動票證電腦化及票證整合：輔導獎助汽車客運
業裝設『交通IC智慧卡』電子票證系統」之工作項
目，積極推動輔導都會區大眾運輸系統使用標準規
範之IC票證，俾加速發展兩鐵票證整合之有利條件。

本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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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 政府對於兩鐵票證整合宜以鼓勵方式推動，並可
積極營造兩鐵票證整合所需營運環境

♦ 兩鐵票證整合必須仰賴複合運輸或轉乘接駁服務
之良好規劃，以創造兩鐵之客源

♦ 由於目前兩鐵已各自規劃發展所屬票務系統，在
短期內無法完全以共同票證加以整合之情況下，
以票證通用方式加以整合應為較具效益之作法，
因此建議台、高鐵仍依循原有計畫發展票務系
統，但搭配相關策略，預留未來委由專業票證公
司以IC卡進行整合之空間

建議

♦ 國內運輸市場客源有限，同時存在多家票證公司較為
不易，故電子票證之用途必須朝向多功能發展，例如
小額消費、入出管理

♦ 電子票證多元化利用之效益可以回饋至大眾運輸票證
折扣或轉乘優惠，惟需突破相關法令限制

♦ IC智慧卡成本較高，個別公司獨立發行較不具經濟規
模，故票證業務委外及票證用途開放為未來努力目標

♦ 配合「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全島運輸
骨幹整建計畫」中「提升地方公共交通網」有關「提
升公共運輸票證及資訊服務效能」具體措施中「推動
票證電腦化及票證整合」之工作項目，積極推動輔導
都會區大眾運輸系統使用標準規範之IC票證，俾加速
發展兩鐵票證整合之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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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敬 請請 指指 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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