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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青年好政系列-Let’s Talk 

議題結論報告 

團隊名稱：作伙來共乘 

討論議題：減碳有你我，作伙來共乘 

辦理時間：112年7月15日（星期六） 

辦理地點：IGU 空間(台北市承德路一段46號301會議室) 

一、 現況或問題 

(一) 共乘制度效益 

1、共乘服務的外部效益 

在和認識與不認識的人一起使用共乘的服務，除了能夠解決一般民眾家中沒有私人

交通運具、居住地的大眾交通運輸不便利，大眾運輸點對點無法抵達等問題例如就

醫需求、親友聚餐、返鄉探親等，藉此能滿足大家在日常移動時的需求並分攤乘車

成本，除此之外，與不認識的人一起共乘，也能認識到與自己生活圈以外的新朋

友，透過共乘的交通方式能夠增加車輛的使用率並減少在大規模返鄉時的塞車潮。 

(二) 共乘服務的現況與挑戰 

1、 乘客對於共乘平台個資及個人隱私的憂慮 

共乘的交通方式雖然帶來了許多便利，讓人願意搭乘和嘗試，但也有一部份人還在

觀望，大多是因為共乘的安全性不足，例如：使用 APP 時個資外洩的疑慮、駕駛

及乘客的個人資料真實性及可信度的疑慮、在搭乘時因為無法完全信任陌生駕駛會

擔心共乘的安全問題及事故意外的肇事責任歸屬、意外的肇事責任歸屬、共乘共乘

費用均分時難以拒絕駕駛額外多收費造成費用均分時難以拒絕駕駛額外多收費造成

的爭議等，以上原因都造成了部分民眾不願意使用共乘的爭議等，以上原因都造成

了部分民眾不願意使用共乘，，以致以致共共乘乘服服務務的的使用使用率率偏低

偏低。 

2、 乘車衛生問題 

因為共乘是由一群素未謀面的陌生人組成，由於不清楚車上成員的衛生習慣、個人

備註： 

1.討論過程中「現況問題」、「結論或建議」可能有不同部分意見，請視討論結果以適當

方式呈現。 

2.如內文重點較多，建議可分點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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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等私人隱私範疇的事項，因此容易讓乘客及駕駛皆有可能會有衛生方面及個人

衛生問題方面的隱憂。除此之外，車內整潔的維護亦需一定的成本支出，再者，會

有是否可能會與酒醉者或個人衛生習慣較不同的乘客共乘一部車的疑慮，以上皆為

可能在乘車時會遇到的衛生問題。 

3、 共乘平台知名度低、使用率不高 

因為共乘相關服務僅限於某些特定的社交平台，雖然地方政府曾有推動相關共乘網

站，但卻因未積極推廣該平台導致平台逐漸荒廢，因此該平台並未被大眾廣泛熟知

並使用。且共乘制度的相關措施，例如乘客險、獎勵措施等相關補助制度還未完

善，因此一般民眾還是傾向於使用相關政策較完善且其相應的福利機制較好的大眾

交通運輸或是私人用車。 

4、 共乘服務的定價問題 

共乘服務的相應機制並未完善，且在訂價方面並沒有統一的公定價格，更因無專責

部門負責訂定共乘相關的規範，進而格，更因無專責部門負責訂定共乘相關的規

範，進而無法無法產生相應的產生相應的法規及定型化契約，因此容易讓乘客及法

規及定型化契約，因此容易讓乘客及駕駛駕駛雙方在定價雙方在定價、收費及使

用、收費及使用共乘的安全性產生更大的疑慮。共乘的安全性產生更大的疑慮。 

5、 共乘安全性不足 

因為乘客及駕駛雙方的資訊並未完全透明揭露，且無相應的駕駛、乘客的個人資訊

認證，或是資訊可能會造假不實，因此會造成雙方的信任度不足、沒有互信基礎。 

6、 駕駛端誘因不足 

車輛需要定期的保養、收取稅金及強制險費用和其他額外保險、車輛折舊等成本費

用，但共乘服務只收取車資與高速公路通行費，對於擁有一台車的車主來說多載乘

客並沒有減少費用反而增加車子耗損負擔，而為了繞路載送乘客亦增加金錢及時間

成本。 

7、 使用共乘的必要性不高 

因為現行的大眾運輸系統發達，在轉乘工具方面的交通銜接也算完善，且大多數大

眾運輸系統會搭配有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所提供的搭乘福利或是補助，更能促使

民眾搭乘，再者，現今多數民眾擁有私人用車，相較之下，共乘服務顯得較無明確

誘因促使民眾使用，因此導致共乘服務的使用率較低。 

8、 運具使用習慣不一 

共乘服務需與不認識的人長時間搭乘，不了解司機端及乘客端的習慣，是否會有不

喜歡的搭訕聊天及在車上想如廁時怕造成困擾不敢向車主反映，反而導致了共乘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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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更多不便。 

9、 多元族群無法使用共乘 

多元族群在乘車方面需要考慮更多安全性方面及上下車的問題，且共乘的車輛不一

定能落實完全無障礙，且相應的安全措施亦未被完整規範因此多元族群如有共乘的

需求將會更難被滿足例如身心障礙者、偏鄉居民及老弱婦孺等。 

二、 結論或建議 

(一) 建置完善個資管理機制 

1、 適當揭露乘客及駕駛的資訊 

透過用戶的實名註冊政策、路程公開、司機及乘客地資訊透明化及部分資訊揭露等

措施，降低民眾對於使用共乘服務所產生的個資安全、個人隱私性不足的疑慮，例

如在乘車時能在顯眼處或上車時有清楚的標誌標示，確保司機及乘客的關係都已被

平台認證，司機提供服務，而乘客也能評斷並安全的使用，以提升共乘服務的使用

率。 

2、 評價機制 

透過共乘平台所建立的司機及乘客的評價機制、司機的獎懲機制(例：檢舉扣點)、

表揚計分機制、制定平台安全規範、並由相關部會跨部會合作，除了落實在共乘資

訊方面的普及及資料審核機制(乘客、駕駛)之外，亦可針對共乘安全性層面相關的

議題對民眾做知識普及教育。除此之外，亦可設立乘車資訊及性別專車等服務，並

結合警政APP、貼補第三人責任險、設立第三人仲裁等措施，提高共乘服務的安全

性及使用率。 

3、 建置語音監控設備 

可以在共乘的車輛加裝錄音設備，概念像是飛機上的黑盒子，能夠及時了解車上狀

況，如有發生緊急狀況能透過與上述的警政 APP 合作，及時處理共乘過程中的突

發狀況，除了能在共乘過程發生爭執意外時及時處理糾紛，也能透過此設備調查釐

清責任歸屬。 

(二) 強化共乘資訊，進行相關宣導 

1、 進行相關宣導 

透過政府及媒體網紅、KOL的實際體驗並分享經驗、短影片達到共乘資訊曝光的

目的，並結合地方在地資源，經由鄰里實體宣傳，例如里長廣播將共乘資訊傳達給

里民、社區佈告欄及廣告牆等等，除此之外，能夠利用政府的跨部門合作，例如結

合觀光局推廣主題式共乘(例：環島主題共乘、招財專車共乘)、或與旅行社合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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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日記之方式)或是與大型活動的主辦單位合作，透過事前的表單調查等相關的

政策及異業合作等模式，提升共乘的使用率。透過提供轉乘服務的銜接，可以提升

便利性，並增加媒合率，藉此提升共乘服務的使用率。在大眾運輸較不發達的地

區，亦可增加特定路線及偏鄉路線的共乘車次，以利成行機率提升。 

(三) 強化共乘誘因，增加使用率 

1. 強化共乘誘因 

建立願意提供共乘服務的誘因，針對乘客端可以利用提供免費體驗服務、乘車折

扣、搭乘點數累積機制、搭乘里程回饋制度、與親友推薦分享獲得搭乘折扣優惠及

虛實整合實名登記制的共乘卡、搭乘兌換好禮等優惠措施，替乘客營造出少花錢即

是賺到的心態，以刺激民眾使用共乘服務的意願，例如:宜蘭至台北曾經提供過共

乘專用的停車場，將車位提供在路邊或空曠處但不佔用大家使用停車位之權利並確

保能有穩定共乘的數量，除此之外，亦可從推廣教育至法規層面，優化共乘服務的

相關的政策規定，以提升民眾使用共乘服務的意願。 

2. 針對司機端 

針對司機端可以提供稅務減免、乘客險補貼、滿足多元族群需求的表揚機制(例：

免費道路救援、油價優惠)、載客時數累積轉免費搭乘、補助相關車輛耗材費及保

養費的機制等措施，滿足駕駛端與乘客端雙方的需求，以提升共乘服務的使用率。 

3. 標準化收費 

可參照客運及計程車收費機制收費，根據里程數及汽油中位數的油價訂定標準化

價格，如有外在因素變動造成油價飆漲或過路費價格的變動，也能夠公開透明的

提供使用者查詢，由乘客自行評估。除此之外亦可推動時間段收費，區別出尖

峰、離峰時段，針對尖峰時間提供搭乘優惠，針對離峰時段提高收費價格。 

4. 整合性平台 

因為目前共乘平台分散在各縣市，且有些客群需求量較多的族群會有二到三個類似

的共乘平台，提供共乘司機也分散在各個車隊和平台，因此，可以由政府端建置官

方共乘 APP，並透過 APP 內建訂閱、通知的功能，將共乘相關資訊推播給使用者

(乘客)，進而達到提升共乘使用率的目的；作為一個共乘的整合性平台，從中媒合

需求端及供給端，以利提升共乘成行，或是與 Line 社群或 FB 共乘台灣的社團合

作，在多數人使用的社交軟體中能有個提供進入共乘預約服務的入口確保供給端穩

定輸出，讓有需求者能夠更方便地找到共乘服務。 

5. 提高共乘成行機率 

透過確立成行的時限，並搭配預付訂金機制，並加強宣導共乘平台的安全資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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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規範相關的條款，防止在共乘媒合的過程中有無法成行的風險。 

6. 完善大眾運輸路網 

利用共乘服務可以滿足有共同目的地乘客的需求，亦能補足大眾運輸點到點之間之

間不足的缺口，例如從火車站到機場的中間路途缺乏相應可以搭乘的大眾運輸，但

乘客皆有此需求，此時共乘即能發揮其最大優勢，相同目的地乘客的需求皆可被滿

足，更能有效降低整體的碳排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