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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客運業者
教育訓練 /平
台交流工作坊

◼ 平台將於111

年底移轉予公
路總局使用

計畫背景與目標（1/4）

◼ 行政院為落實推動環境永續發展與綠色運輸之理念，並達成
「紅害減半」之目標，於106.12.21宣布「2030市區公車全
面電動化」政策

◼ 交通部成立電動大客車專案小組，運研所協助交通部訂定
「2030電動大客車推動策略」，加速計畫推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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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宣布2030
公車全面電動化
政策

110 111

公布《交通部公路
公共運輸補助電動
大客車作業要點》

交通部成立電動大客
車專案小組，並研擬
「2030電動大客車推
動策略」作法與期程

103

《智慧電動車輛發
展策略與行動方案》
納入電動大客車

交通部規定所有電動
大客車補助，均須提
供相關數據給運研所
及公路總局進行分析

◼ 運研所公布「營運
數據監控管理平台
資料傳輸作業規範」

◼ 完成平台建置與電
動大客車導入指南

◼ 完成平台第三方驗證
與認證(IV&V)

◼ 開始蒐集電動大客車
營運數據



◼ 前期專案因為客運業者不瞭解電動大客車特性，也缺乏相關
營運經驗 ; 電動大客車技術發展尚未成熟穩定且營運資料不
透明 ; 政府缺乏電動大客車專屬營運管理平台，因此造成許
多問題。

計畫背景與目標（2/4）

營運面 產業面 政策面

◼ 客運業者不瞭解電動大
客車特性，也缺乏相關
營運經驗

◼ 未建立專屬電動大客車
之使用、維修與保養機
制

◼ 提供電動大客車購車誘
因不足

◼ 電動大客車技術發展尚
未成熟穩定且營運資料
不透明

◼ 國內缺乏專業電動大客
車製造廠

◼ 國內業者未掌握電動大
客車關鍵技術

◼ 市場未達經濟規模，影
響國內零組件廠商價格
競爭力

◼ 政府缺乏電動大客車專屬
營運管理平台

◼ 政府政策尚不明確，缺乏
部會協調/合作機制

◼ 因應地目與用電類型，充
電站設置申請受限制

◼ 電動大客車充電介面與通
訊協定尚無共識

前期電動大客車專案推動經驗與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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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背景與目標（3/4）

100 106 107 108 109

行政院宣布2030
公車全面電動化
政策

◼ 辦理客運業者
教育訓練 /平
台交流工作坊

◼ 平台將於111

年底移轉予公
路總局使用

110 111

公布《交通部公路
公共運輸補助電動
大客車作業要點》

交通部成立電動大客
車專案小組，並研擬
「2030電動大客車推
動策略」作法與期程

103

《智慧電動車輛發
展策略與行動方案》
納入電動大客車

◼ 運研所依據前期計畫所遭遇的問題與累積的經驗，在交通部
「2030電動大客車推動策略」中加入管理平台創新制度設計

⚫確立客運業者-平台-政府補助間之權利義務關係

⚫建立完整資料傳輸與檢核機制，確保平台資料品質

⚫結合公路總局補助制度

交通部規定所有電動
大客車補助，均須提
供相關數據給運研所
及公路總局進行分析

◼ 運研所公布「營運
數據監控管理平台
資料傳輸作業規範」

◼ 完成平台建置與電
動大客車導入指南

◼ 完成平台第三方驗證
與認證(IV&V)

◼ 開始蒐集電動大客車
營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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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背景與目標 (4/4)

提升電動大客車
智慧化管理作為

◼ 營運資料全面數位化，取
代過去紙本作業，大幅提
升政府補助作業績效

◼ 應用大數據分析與數位儀
表板，有效掌握每一台電
動大客車行車狀況，協助
客運業者提升營運管理效
率

支援交通部大客車
電動化政策目標

◼ 做為公路總局電動大客
車補助計畫績效檢核依
據

◼ 契合「臺灣2050淨零排
放路徑及策略」－運具
電動化與無碳化

◼ 長時間累積本土電動大
客車實際營運數據，精
進推動策略

透過資料共享
提升平台應用價值
◼ 後續將透過適度資料共

享，做為研究單位與跨
部會針對電動大客車相
關之監管查核、產品升
級、提升車輛安全與營
運效率等加值應用

1
2

3

3大目標

5電動大客車管理制度數位轉型



平台建置成果(1/4) - 推動進程

營運資料

車輛資料

電樁資料

充電資料

車載機資料

車輛性能

營運分析

手動傳輸

自動介接

傳輸格式

績效分析應用平台建置維運制定傳輸機制 蒐集數據資料

透過平台自動化、
數位化蒐集電動
大客車靜態與動態
數據

制定標準化傳輸協
定與資料欄位，有
效蒐集電動大客車
數據

建置平台介面與資
料庫，控管數據正
確性，掌握電動大
客車整體資訊

分析電動大客車各項
營運關鍵指標，作為
補助檢核、導入指南、
後續制度修訂參考

備份資料庫資料庫

平台介面

輸入介面 匯出介面

上傳介面

運算伺服器

平台後台

補助檢核

蒐集導入車輛營運數據與資訊，掌握電動大客車車輛性能及營運狀態，提供
補助檢核、後續制度修訂及營運面建議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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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置成果(2/4) - 資料傳輸蒐集項目

靜態
資料 動態

資訊

─ 營運路線
• 里程
• 班次數

─ 場站
─ 設施採購價格

• 車輛、車體、
電池

營運基礎資料

─ 充電設施設置
─ 零組件費用

• 國產
• 進口

─ 保固
• 保固廠商
• 起迄時間

─ 車輛
• 廠牌、車型
• 出廠年份、數量
• 馬達

電動大客車基本資料

─ 電池
• 型式
• 容量

─ 路故
• 發生原因、

時間
• 行駛里程

電動大客車保修資料

─ 維運成本
• 保養費用
• 維修費用
• 電池保養

─ 動態資訊
• 定時
• 定點

電動大客車動態資料

─ 車輛資訊
• 電池電量
• 電池溫度
• 馬達轉速
• 行駛里程

─ 充電資訊
• 充電量
• 開始-結束時間

充電設施

客運業者電動大客車廠商交通部

• 車號

─ 路線站序資料
─ 即時到離站資料(A2動態定點)

(此項由系統直接介接蒐集)

公車動態資料(PTX)

訂定「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監控管理平台資料傳輸作業規範(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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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資料傳輸機制

開放資料

靜態資料

動態資料

車輛動態資料

充電設施

營運基礎、車輛、
充電設施基礎、

保修資料

電動大客車
營運監管平台

自動介接

手動更新

自動介接

每20秒一筆

每次營運計畫變更完成
或每次維修保養完成

API

路線、A2到離站

每次充電一筆
每天至少一次

人工填寫

批次匯入

直接傳輸

直接傳輸

4G網路

UDP

UDP

4G網路

中介伺服器自動介接
TCP

Wi-fi/有線網路



營運數據資料蒐集項目內容(動態資料)

回傳項目 說明
車廠業者 電動大客車車廠業者名稱
充電狀態 0: 無, 1: 充電中
車牌號碼 電動大客車車牌號碼
車輛狀態 0: 關閉電源, 1: 電源開啟, 2: 啟動中(可行駛)
空調狀態 電動大客車目前空調狀態(0:off, 1: on)。
行駛里程 電動大客車行駛累積總里程 (km)
剩餘電量 電動大客車目前剩餘電量SOC(%)
車速 車輛目前速度 (km/hr)

目前時間 y1y2m1m2d1d2h1h2M1M2s1s2
總電壓 電動大客車目前總電壓(伏特V)
緯度 d1d2m1m2.m3m4m5m6 (N/S)
經度 d1d2d3m1m2.m3m4m5m6 (E/W)
總電流 電動大客車目前總電流(安培A)
煞車 0: 無, 1: 煞車

馬達轉速
電動車目前馬達轉速(若採兩組輪邊馬達
設計，則回傳兩組馬達轉速平均值)

資料提供者代碼 由平台指定資料提供者代碼
路線 電動大客車營運服務路線(RouteID)

路線支線
電動大客車營運服務路線支線

(SubRouteID)
路線方向 路線方向 0：其他、1：去程、2：回程

電池平均溫度
電動大客車目前電池(指電池芯或電池組)

平均溫度(攝氏°C)
車輛外界溫度 環境溫度(攝氏°C)
電門深度 電動大客車目前電門的深度(%)

回傳項目 說明
充電設施業者 充電設施建置業者名稱
資料提供者

代碼
由平台指定資料者提供代碼

充電設施建置
場站

充電設施建置場站名稱

充電樁ID
此次充電時充電樁代碼(依據充

電設施業者提供)

充電槍ID
此次充電時充電槍代碼(依據充

電設施業者提供)

車牌號碼
電動大客車車牌號碼(如EAL-

0001)

行駛里程
電動大客車行駛累積總里程

(km)

開始充電時間
y1y2m1m2d1d2h1h2M1M2s

1s2 

結束充電時間
y1y2m1m2d1d2h1h2M1M2s

1s2 

充電量
使用充電槍充電的電量(千瓦

kW)
開始SOC 電動大客車開始充電電量(%)
結束SOC 電動大客車充電完畢電量(%)

電動大客車充電
設施運作資料

電動大客車
動態資料



營運數據資料蒐集項目內容(靜態資料)

回傳項目 說明

充電設施業者 充電設施建置業者名稱

充電站建置費用 充電站含管線、土建等之建置費用(萬元)

充電設施價格 充電設施價格(萬元)

充電設施建置場站 充電設施建置場站名稱

充電設施設置地點 充電設施設置地址

充電設施設置時間 y1y2m1m2d1d2

充電介面規格標準
如GB/T、CCS (Combo 1 / Combo 2)、

CHAdeMO

充電樁數量 充電樁數量

充電槍數量 充電槍數量

充電樁ID 充電設施建置廠商提供每個充電樁代碼

充電槍ID 充電設施建置廠商提供每個充電槍代碼

充電型式 直流/交流/Combo

契約容量
充電設施建置場站契約容量(充電設施需求

電量)

充電樁最大功率 充電樁輸出最大功率(千瓦kW)

單一充電槍最大功
率

充電槍輸出最大功率(千瓦kW)

充電優惠 日常用電計費/離峰用電計費

充電設施保固時間 充電設施保固起迄時間(y1y2m1m2d1d2)

回傳項目 說明

營運路線名稱 電動大客車服務路線

營運路線營運里程
電動大客車服務路線營運

里程

營運路線每日班次數
電動大客車服務路線每日

班次數

營運路線車牌號碼
營運路線服務車輛車牌號

碼
營運路線車輛數 電動大客車服務車輛數

路線服務場站名稱
電動大客車服務路線停靠

場站
停車場地址 場站停車場地址

可停車輛數 停車場空間可停放車輛數

電動大客車充電
設施基礎資料

電動大客車營運
基礎資料



營運數據資料蒐集項目內容(靜態資料)

回傳項目 說明

車廠業者 電動大客車車廠業者名稱

車輛廠牌 車輛廠牌

車輛型號 車輛型號

安全審驗合格證明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核准字號

車輛出廠時間 車輛出廠時間(y1y2m1m2d1d2)

電池容量 車輛電池容量大小(千瓦小時kwh)

電池型式 車輛電池型式

電池數量 車輛電池數量

充電介面規格標準 如GB/T、CCS (Combo 1 / Combo 2)、CHAdeMO

馬達種類 車輛馬達種類

馬達功率 車輛馬達功率(千瓦kW)

安全電量 車輛出廠建議最低回場充電的SOC

車輛採購時間 車輛採購時間(y1y2m1m2d1d2)

車輛價格 車輛價格(萬元)

車體價格 車體價格(萬元)

第一次電池採購時間 第一次電池採購時間(y1y2m1m2d1d2)

第一次電池採購價格 第一次電池採購價格(萬元)

第二次電池採購時間 第二次電池採購時間(y1y2m1m2d1d2)

第二次電池採購價格 第二次電池採購價格(萬元)

第三次電池採購時間 第三次電池採購時間(y1y2m1m2d1d2)
第三次電池採購價格 第三次電池採購價格(萬元)

整車保固時間 整車保固起迄時間(y1y2m1m2d1d2)

電池保固時間 電池保固起迄時間(y1y2m1m2d1d2)

車輛上線時間 車輛開始營運時間(y1y2m1m2d1d2)

電動大客車
車輛資料

回傳項目 說明

車輛故障原因 每次車輛故障原因
車輛故障處理

時間
每次車輛故障至修復

時間(小時)

車輛維修時間
每次車輛故障維修處

理工時(小時)
車輛故障行駛

里程
每次車輛故障已行駛

里程數(km)

故障維修費用
每次車輛故障維修費

用(萬元)

車輛保修費用
每次車輛保養維修費

用(萬元)
充電設施故障

原因
每次充電設施故障原

因
充電設施故障
處理時間

每次充電設施故障至
修復時間(小時)

充電設施維修
時間

每次充電設施故障維
修處理工時(小時)

電池保養費用
每次車輛電池保養費

用(萬元)

電動大客車
保修資料



各階段傳輸檢核作業流程

第一階段-車輛資格審查階段檢核流程

第二階段-正式營運前檢核流程

第三階段-正式營運階段檢核流程

車輛業者提出
車身編碼、
車型安審證明

確認車輛業者
傳輸檢核作業

車輛業者進行
資料傳輸檢核
與再檢核

檢核結果報告
•產出檢核結果報告
•提出建議改善事項

平台回饋檢核狀況

未完成(2周內註)

完成

(2周內註)

業者修正

註：資料檢核隨到隨審，狀況回覆以業者資料開始傳輸後2周內為原則，但不含業者修正再檢核時間

車輛業者提出
資格申請公文、
通過初審證明

平台管理單位
回文說明檢核結果

客運業者發文向平台
管理單位申請檢核，
並提供補助核定公文

客運業者提供
路線/車輛班次、

靜態資料

客運業者進行
傳輸資料檢核
與再檢核

平台管理單位
回文說明檢核結果，
並副文說明路線主管

機關辦理事項

平台回饋檢核狀況

註：資料檢核隨到隨審，狀況回覆以業者資料開始傳輸後2周內為原則，但不含業者修正再檢核時間

未完成(2周內註)
業者修正

完成

(2周內註)

客運業者確定完成路線
營運籌備(車輛/充電樁…)

建議至少提前4周

客運業者確認
PTX可收到公車
動態定點資料(A2)

營運階段
• 車輛動態接收資料
與動態定點資料(A2)
完整性比對

• 充電設施運作資料
完整性檢核

• 保修資料檢核

路線主管機關回文
說明審核確認結果

平台管理單位每月
提送平台營運檢核
報表公文給客運業
者與路線主管機關

客運業者確認
傳輸車輛動態資料、

充電設施運作
資料及填報/
提供保修資料

客運業者進行
缺漏資料佐證
作業，並發文給
路線主管機關
進行審核確認

確認補正資料，於
平台回補班次資料

業者作業事項 平台管理單位作業事項 路線主管機關作業事項現況辦理權責：



⚫ 已完成平台資料傳輸檢核輛數
資料傳輸

電動大客車輛數
(至111/11/9)

共計318輛

■ 配合示範計畫車輛資格審查作業，
已完成3家業者4個車型檢核作業

■ 累積12家客運業者
■ 行駛90條路線(含支線)

⚫ 目前尚有8家客運業者、9件申請
案(143輛車輛)檢核中，持續協助
業者營運路線導入

⚫ 後續配合車輛資格審查作業持續
辦理車輛業者檢核事宜

首都客運
中興大業巴士

欣欣客運
國光客運

中鹿客運
四方電巴

國光客運

府城客運
新營客運
興南客運

南台灣客運
港都客運
漢程客運

成運汽車 華德動能 創奕能源

平台建置成果(3/4) -資料收集現況



平台應用與效益 (1/7)-支援交通部政策與制度檢討

對應電動大客車補助
作業辦法，提供路政
司作為補助制度檢討、
政策推動參考

◼ 系統化呈現業者車隊平均每車年營運里程、每年班
次妥善率(平台接收完整比率)資訊，作為現行補助
辦法之營運數據指標，業者可達成情形參考

◼ 透過平台長期累積國內本土電巴資料及趨勢分析，
可作為補助制度及政策推動滾動檢討、調整之依據

營運4萬公里參考線

路線A

路線A

路線A

EAL-AAA

EAL-BBB

EAL-CCC

客運A-路線A 客運A-路線B 客運B-路線C 客運B-路線D 客運B-路線E 客運A-路線A 客運A-路線B 客運B-路線C 客運B-路線D 客運B-路線E

交通部

14

80%資料接收成功率依據平台累積數據發現，部分電動大客車
年行駛里程不到4萬公里，因此建議交通
部於後續補助制度與門檻訂定檢討時，應
考慮不同營運路線之年行駛里程的差異性。



平台應用與效益 (2/7)-支援公總績效檢核及補助

◼ 取代過去以紙本作業方式，完整紀錄業者營運概況、
用電及充電紀錄、保修資料，系統化自動產製每月
(年)營運報表

◼ 對應補助所需，提供平台接收完整比率、年營運里
程之統計紀錄、缺漏班次紀錄等功能，協助各年度
申請計畫檢核補助條件是否達標

配合電動大客車營運補
助規範，協助公路總局
進行營運績效指標檢核

以平台接收完整班次比率
提供做為班次妥善率參考

以完整班次數計算營運里程
提供做為年營運里程參考

公路總局

15



平台應用與效益 (3/7)-協助業者營運規劃與管理

◼ 長期性儲存及累積業者營運數據資料，提供業者進
行營運、行車、車隊管理與調度等應用分析，並作
為第三方公信力客觀數據資料

◼ 提供重要營運關鍵指標（用電效率、續航力、充電
效率）及車輛成本分析（維養分析、用電成本、生
命週期成本）指標查詢分析

掌握電動大客車關鍵指
標績效，作為客運業者
引進電動大客車、營運
及管理之參考

用電效率
(公里/度) 溫度

客運業者

16

說明：車外溫度會影響電動大客車「空調使用」和「電池工作溫度」，進而影響電動大客車用電效率(溫度愈
高，效率愈低)，而用電效率則為客運業者充電策略之重要參據之一。例如：由上圖可見夏季電池溫度
及車外溫度偏高，用電效率較低，因此在相同路線條件下，電動大客車夏季運行時需要給予更多電力。



檢視車輛路線條件 

 

提出營運需求予車廠 

 

確認消防與補助規範及明訂維養範疇 

 

車輛類型
大容量電動大客車 小容量電動大客車

一般充電 快速充電 一般充電

電池容量(kWh) 200-300 50-100 80-150

續航里程(km) 160-250 40-80 70-130

充電倍率(c) 0.3-0.8(約3-6小時充滿) 2-4(約10-20分鐘充滿) 0.5-1

充電樁功率(kw) 50-100 120-250 30-60

充電方式
(直流/交流)

直流充電 直流快速充電 直流充電

建議適合之
行駛路線類型

發車間距短、行駛里程長
的路線

單趟里程小於20km、發車
間距長、充電站有足夠空
間設置快速充電樁

行駛里程較短、發車間距
長(有足夠的時間中途充電)

新闢路線

依照路線主管機關提出之要求評估
路線配車數及服務水準進行營運規
劃，提出核定里程與預計的營運模
式予車廠

汰舊換新

依據路線營運狀況，預期應達到
之服務水準包括一次充滿電可行
駛之里程、時間、行駛速率、爬
坡度、載客量

以國內導入經驗彙整提
供導入資訊與注意事項，
作為客運業者營運規劃
之基礎指引

◼ 指南提供業者車輛選擇、成本估算、營運調度與保
修規劃等導入資訊

◼ 藉由電動大客車車輛持續申請與車輛上路營運後平
台資料蒐集，累積國內外電動大客車執行經驗及推
動案例營運績效，滾動更新指南內容

電動大客車導入原則

擬定營運計畫

1.路線及停靠站規畫
2.充電站規劃
3.載客量預估
4.營運時間、班次、班距規劃
5.車型規劃
6.充電時間規劃

營運需求估算

1.車輛數需求估算(含被用車輛)

2.電池容量需求估算
3.充電樁數量需求估算

是否有符合
營運條件之車款

財務評估

1.車輛成本
2.電池成本
3.充電樁建置成本
4.用電成本
5.車輛維護成本
6.政府補助經費

自負額是否符
合預算額度

評估結束

是

是

否

否

電動大客車導入之相關成本

人員訓練計畫

檢視車輛路線條件 

 

提出營運需求予車廠 

 

確認消防與補助規範及明訂維養範疇 

 

車輛類型
大容量電動大客車 小容量電動大客車

一般充電 快速充電 一般充電

電池容量(kWh) 200-300 50-100 80-150

續航里程(km) 160-250 40-80 70-130

充電倍率(c) 0.3-0.8(約3-6小時充滿) 2-4(約10-20分鐘充滿) 0.5-1

充電樁功率(kw) 50-100 120-250 30-60

充電方式
(直流/交流)

直流充電 直流快速充電 直流充電

建議適合之
行駛路線類型

發車間距短、行駛里程長
的路線

單趟里程小於20km、發車
間距長、充電站有足夠空
間設置快速充電樁

行駛里程較短、發車間距
長(有足夠的時間中途充電)

新闢路線

依照路線主管機關提出之要求評估
路線配車數及服務水準進行營運規
劃，提出核定里程與預計的營運模
式予車廠

汰舊換新

依據路線營運狀況，預期應達到
之服務水準包括一次充滿電可行
駛之里程、時間、行駛速率、爬
坡度、載客量

檢視車輛路線條件 

 

提出營運需求予車廠 

 

確認消防與補助規範及明訂維養範疇 

 

車輛類型
大容量電動大客車 小容量電動大客車

一般充電 快速充電 一般充電

電池容量(kWh) 200-300 50-100 80-150

續航里程(km) 160-250 40-80 70-130

充電倍率(c) 0.3-0.8(約3-6小時充滿) 2-4(約10-20分鐘充滿) 0.5-1

充電樁功率(kw) 50-100 120-250 30-60

充電方式
(直流/交流)

直流充電 直流快速充電 直流充電

建議適合之
行駛路線類型

發車間距短、行駛里程長
的路線

單趟里程小於20km、發車
間距長、充電站有足夠空
間設置快速充電樁

行駛里程較短、發車間距
長(有足夠的時間中途充電)

新闢路線

依照路線主管機關提出之要求評估
路線配車數及服務水準進行營運規
劃，提出核定里程與預計的營運模
式予車廠

汰舊換新

依據路線營運狀況，預期應達到
之服務水準包括一次充滿電可行
駛之里程、時間、行駛速率、爬
坡度、載客量

平台應用與效益 (4/7)-協助業者營運規劃與管理

客運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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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新動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示範計畫(1/2)—示範系統規劃」

提供電動大客車輛動態
運行與剩餘電量資訊，
做為智慧充電管理應用

◼ 提供本所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計畫有關電動公車行
駛過程之即時電量與行車相關資訊，結合客運業者
動態班表資料，開發智慧充電管理系統。

平台應用與效益 (5/6) - 其他加值應用

其他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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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機資料:
車牌、GPS、SOC、電池溫度

車機資料:
車牌、GPS、SOC、電池溫度

智慧排程
資訊看板

充電樁資料:
充電樁編號、狀態

營運業者之電動大客車將車牌、定位、殘電量等資料傳送
至雲端，統一由數據平台紀錄營運車輛動態，智慧充電管
理系統可透過平台系統跨接獲得即時車輛及充電站數據。

智慧充電系統將接收營運數
據，依平台數據自動評估車
輛是否需充電及安排充電車
位。

充電功率

電動大客車營運
數據監控管理平台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



◼ 累積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與性能資訊，進而做為後續研究分
析、產品升級、提升車輛安全與營運效率之加值應用

平台應用與效益 (6/6) - 其他加值應用

國內電動大客車之用電及

充電效率參考應用

能源標章應用

應用大客車用電數據，建立

電動車能耗地圖加值應用

能耗地圖應用

掌握產業整體技術發展

與零組件性能表現

產業技術指標

19

電池安全審驗規範設定範疇

實證參考

電池安全規範實證

追蹤車輛使用期間

之電池安全性

電池安全性

做為電動大客車運行特性、

營運成本、智慧充電等趨

勢分析

趨勢分析與應用



◼ 109.7.31奉示平台將移轉予公路總局使用，目前已與公總
達成共識，將於111年底移轉予公路總局使用

◼ 本所已於111年5月與公路總局共同成立「平台移轉工作小
組」辦理平台移轉作業事項

移轉作業時程規劃與進度作業

平台移轉規劃與進度

111/5~111/6

工作小組成立與
移轉方案確認

111/7~111/9

平台移轉工作掌握與
軟硬體方案確認

111/10~111/12

規範修訂、教育訓練與
公總熟悉平台管理作業

112/1/1起

公路總局正式接收
平台與維運管理

◼ 每月召開例行性會議，規劃協調平台移轉相關作業事宜
◼ 針對客運業者/地方政府(11/15)與公路總局同仁辦理教育

訓練，以利後續維管與使用
20



21

平台移轉教育訓練

⚫ 11/15日所辦理之教育訓練共計有地方縣市政府、客運業者
以及車廠代表共計百餘位人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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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平台對我國2030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政策推展有具體助益
與貢獻，不僅達成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監控管理平台三大
目標，並推動電動大客車管理制度數位轉型

⚫支援交通部大客車電動化政策目標

⚫提升電動大客車智慧化管理作為

⚫透過資料共享提升平台應用價值

◼ 本平台應用與效益包括：

⚫交通部：協助路政司作為政策修訂、補助制度檢討參考

⚫公路總局：協助公路總局進行營運績效指標檢核與補助依據

⚫客運業者：掌握電動大客車關鍵指標績效 ; 製作電動大客車導入指南，
作為客運業者營運規劃之基礎指引

⚫其他加值應用：開發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協助提升營運
管理效能 ; 亦可做為後續研究分析、產品升級、提升車輛安全與營運
效率之加值應用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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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平台成功關鍵因素：

⚫確認交通部、客運業者需求以及前期計畫累積的經驗

⚫建立客運業者-平台-政府補助間之權利義務關係

⚫透過第三方IV&V作業與嚴謹的檢核程序，確保平台資料正確性與完
整性

◼ 本所運用本平台收集電動公車資料進行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
系統整合應用，藉以發揮本平台資料加值應用效益。後續將
持續應用本平台資料進行精進電動大客車充電與提升整體車
隊營運效能之研究。

◼ 本平台已收集電動大客車大量資料（路線基本資料、車輛、
充電設施、保修等），建議後續可在不影響商業機密之前提
下，透過訂定資料使用要點等配套，朝向資料開放（Open 

Data）方式提供外界介接使用，以加速電動大客車營運管理
數位轉型（DX）。

結論與建議



簡 報 完 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