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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系 

產業分析學期報告 

運輸產業分析 
 

選定此產業的緣由：以前在 7-11便利商店打工，每天都會有配送員送貨到店裡，

看到店長訂貨 PDA按一按隔天就到貨了，所以也很好奇捷盟這家公司到底是怎麼樣來

運作的，再加上之前通勤都是搭火車上下課，也會坐公車，平時出遊時會搭捷運，之

前雪山隧道開通，我也有去過真的很長，也去坐過高鐵，超快的，都不用睡覺就到了。

再到現在是墊腳石打工，每天都有貨運的司機送貨，日常生活都與這些產業有關，因

此選定此產業做報告。 

一、前言 
  

運輸爲國家重要之基礎建設之一，近年來國內大型交通建設陸續發展，興建雪山

隧道、引進高速鐵路、高雄捷運開通…等，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運輸已經成為不

可或缺的產業，不論是貨運、客運或是觀光、百貨業，隨著消費意識型態改變，消費

大眾對於商品品質及服務水準的要求不斷上揚，而生產廠商爲了將商品正確且快速準

時的送到消費者手中，且在運輸成本的考量下，於是孕育了運輸產業更進一步的蓬勃

發展。 

 在現代文明的都市裡，運輸、工作、居住、遊憩被認為是現代都市的四大機能，

運輸不僅帶來便利，更能促進沿線地區的都市發展，但台灣多數都會區都有運輸需求

快速增加的問題，公路系統的擴建速度遠比不上小客車成長的速度，由於公路系統的

興建需要大量資金，且外在因素也會影響運輸產業法展的限制條件，包括社會、經濟、

政策、文化等因素，這使得運輸業的擴展困難重重。  

 近年來，因為地球暖化的問題日益嚴重，全球暖化效應，導致大型天災發生頻繁，

在潔淨生產與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的要求下，各國環保法令、國際組織及企業，積極投

入做環保、抗暖化的行列，帶動全民從生活中例行節能減碳，而廠商該如何在這波潮

流達到節能減碳又兼顧效率，正考驗著廠商們的智慧。 

 

二、產業概況與結構 
 

   1.產業範圍 

運輸產業的範圍涵蓋甚廣，大致上可分為陸運、空運、海運、倉儲物流等，其中

陸運和倉儲物流廠商最多，其次是海運，最少的是空運。 

（1）陸運 

陸運業又可分為鐵路、公路、捷運等，根據鐵路法第二條之規定，所謂鐵路是指

以軌道或軌道上空架設電線，供動力車輛行駛及其有關之設施。鐵路以國營為原則，

且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之興建、延長、移轉經營，應經交通部之核准。目前台灣

只有一家隸屬於交通部台灣鐵路局國營企業來營運。又根據公路法第二條之規定，所

謂公路是指國道、省道、縣道及專用公路，供車輛通行之道路。例如：國光客運、統

聯客運、欣欣客運…等多家民營企業。再根據大眾捷運法第三條之規定，所謂大眾捷

系統是指利用地面、地下或高架設施，不受其他地面交通干擾，並以密集班次、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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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輸送都市或鄰近地區旅客之公共運輸系統。目前僅有台北捷運及高雄捷運，台北

捷運雖是國營企業，但台北市政府持股已經超過 50％所以算市營企業，然而台灣高鐵

名義上是國有但是由民間企業來經營，既可算是國營也是民營，是 BOT 案的一個典型

例子。 

（2）空運 

公共航空運輸企業,是指以營利為目的,使用民用航空器運送旅客、行李、郵件或

者貨物的企業法人。航空業資本需求高所以航空公司只有少部份廠商，像是中華航空、

長榮航空、遠東航空公司、立榮航空、復興航空、華信航空公司，其他家航空公司都

是屬於外籍的，海運業及航空業都具有相當資金實力，而台灣地理位置位處於太平洋

和中國大陸(歐亞大陸)的最近交界處也處在花彩列嶼的中點，因此成為東北亞和東南

亞的重要飛航線的樞紐地位。   

（3）海運 

台灣因四面環海有特殊的地形優勢發展海運，且具有國際競爭力與加工技術，因

此海運是與國際接軌的重要管道，也有潛力發展國際物流中心的機會。台灣海運公司

大都偏向載物的較多，常見的公司有長榮海運、陽明海運、萬海航運、中鋼運通…等。 

（4）倉儲物流 

台灣是加工出口導向的國家，大多數原物料的供應都仰賴國外進口，使得台灣經

濟嚴重依賴國際運輸，在現今國際貿易的環境下，環環相扣的物流商扮演了很重要的

腳色。也因為消費者型態改變，只追求多樣化的商品，台灣物流應而誕生，每一間便

利商店後面都有著強大的物流體系，有捷盟行銷、全台物流、捷盛運輸、統一速達等

都是專於負責便利商店貨物的公司。國際物流公司有長榮國際儲運股份有限公司、中

國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台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東亞運輸倉儲股份有限公司、亞

太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其他物流公司有台塑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新竹貨運、

大榮汽車貨運、中連汽車貨運、台灣通運倉儲股份有限公司…等。 

 

   2.產業發展過程 

 (陸運)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陸運是最早出現的運輸行業，在海運與空運尚不發達的時

代，陸運業的發展為影響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台灣在 1970年代進行了一系列

大型的國家基礎建設工程，就是讓台灣瞬間成為亞洲四小龍的推手「十大建設」，在十

大建設裡有六項的交通運輸建設及三項重工業建設和一項能源建設，其中六項交通建

設的內容 1.南北高速公路 2.鐵路電氣化 3.北迴鐵路 4.中正國際機場 5.台中港 6.蘇澳

港，這六項建設大幅降低了運輸成本南北來回時間縮短，台中港和蘇澳港紓解基隆、

高雄兩港之擁塞，也節省進出口貨物內陸運輸費用，輔助基隆港解決了地域環境的限

制，提升裝卸效率，爭取時效，並配合北迴鐵路的興建，建立完善的運輸系統，促進

東部地區的繁榮發展，擴大國內市場，並活絡國民經濟活動。以上這些建設奠定了台

灣的經濟基礎，且也帶來了台灣經濟起飛的奇蹟。 

(海運) 

台灣海運的發展中，最早的第一家台灣航運公司是於 1946年 7月 1日成立，主要

目的是要利用當年日本人統治所留下的機帆船來重建台灣航業。1949 年中央政府遷

台，航運業遭遇到重大的挫折，適於江海航行之大型船隻撤移來台僅有 143艘。(來源: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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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汰換時期(1950-1958) 

在 1950 年代初期，政府為了發展國內的航運業務，乃陸續淘汰小船，添進大型現

成船，至 1958 年底共有商船 84艘，32 萬總噸，45萬載重噸。當時 50年代的台灣經

濟形態屬農業發展階段，輸出以農產品為主。 

（二）整理時期(1959-1966) 

為了配合政府的經濟發展之需求，在 1960 年代初期的航運發展中，主要是以增建

新船為主，至 1966 年底，共有船舶 143 艘，711萬噸。當時我國正處於發展加工業的

時代，輕工業已具規模，進口工業產品，輸出初級加工製品，而為了能打開外銷市場，

乃先後開闢了東南亞及美國兩航線，其目的在配合經濟發展之需求。 

（三）擴充時期(1967-1972) 

1960 年代中期以後，為了扶植國內產業，並達到積極拓展外銷業務之目的，政府

乃積極輔導業者融資建造新船，使國輪在噸位上與性能上均有顯著改進，經營方式也

由遠洋不定期航線逐漸開闢為定期航線。 

（四）遲滯時期(1973-1977) 

中日斷交之後，貸款銀行不再給予交船後分期付款的優惠，全部船價必須於交船

前付清，且政府未作政策性造船融資，使得國輪發展受阻，航業運輸發展遲滯。當時

我國正加速進行工業化，必須進口工業顏料，並出口工業產品，惟進出口貨運量雖然

大幅增加，但國輪艘數及其承載噸數卻呈現減緩的情形。 

（五）成長時期(1977-1985) 

197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的航運業有了較大的改變，為配合國內的經濟發展，政

府乃積極承作融資貸款，優先承運國貨，鼓勵航商在國內建造新船，這段期間內共建

造各式船舶 57 艘，260 餘萬載重噸。其中各種專業化船舶已佔全部國輪的 93%，除有

能力承載部分進口媒礦、農產品等散裝物資外，並開闢北美、歐洲、南非、澳洲及亞

洲等各航線，而長榮海運公司亦在 1985 年建立完成環球航線，由於不論是在船舶數、

航線開拓，或是在承載量上均有很大的成長，故稱之為航業的成長時期。 

(六)調整時期(1986 年~2007 年) 

1980年代中期以後，兩岸之間的關係日愈密切，2000年政黨首次輪替，小金門開

放三通，2001年 10 月 15 日，離島建設條例修正案通過開放澎湖的三通議題，再加上

加入世貿組織的議題，使得航運業者逐漸調整其經營型態。 

(七)大三通時期(2008 年以後) 

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兩岸三通終於在此時開放，台灣位居亞太地理中心位

置，加上工商業發達，法規與世界接軌，極有成為海空轉運中心的機會，兩岸直航，

可使高雄港承攬大陸出口歐美的貨物，並朝向建設台灣為亞太航運中心的目標發展。 

(空運)  

航空業大致上可分國際線及國內線，然而又可以在分為載客或載貨，台灣早期隨蔣

介石的國民黨政府遷台，但是僅有民航空運隊隨政府遷台，1987 年，因台灣的高速公

路壅塞，鐵路營運績效不佳，政府於是放寬國內航空運輸新業者加入，並允許業者增

闢航線的管制，最早的機場，應該算是台北松山機場，而且松山機場也是台灣第一個

民用航空站，在日治時期的台灣總督中川健藏所建造，於 1936 年完工，原本的松山機

場是被當做軍用機場使用的，後來在民國 39年 4 月 16日交通部成立民航局，才有軍

民合用之關係。早期因為飛機大型化和場站設施的硬體條件不足，所以在民國 68 年 2

月 26日中正機場(桃園國際機場)完工時，松山機場的國際航線設施，就改為國內航線



4 

使用，轉為國內機場使用。一直到今天，台灣目前有桃園國際機場、高雄國際機場和

臺中清泉崗國際機場三個大型國際機場，花蓮和澎湖馬公機場也可以提供國際包機起

飛與降落，另外，甚至政府有將東部的花蓮機場升格為國際機場的計畫。還有台北松

山、嘉義水上、台南、屏東屏北、屏東恆春、澎湖七美、澎湖望安、台東綠島、台東

蘭嶼、金門、馬祖南竿和馬祖北竿等國內機場在臺灣內的各大都市間與臺灣本島和各

離島之間。在 2008 年兩岸開放直航三通，不僅減少了運輸成本更縮短了時間，可望兩

岸直航能夠替航空業再開啟新的一片天。 

   3.產業特色 

一、陸運業 

(鐵路) 

國營臺灣鐵路管理局的前身，今台鐵經營的鐵路總路線長為 1,100 公里以上，臺

灣交通運輸方式改變等因素影響，規劃民營化方向外，也進行將西部幹線改造為區域

鐵路型態的「區域捷運化」計畫，臺鐵主要幹線的大部分路段皆已經電氣化，尤其是

人口稠密之西部幹線。 

(高鐵)  

台灣高鐵，為連結台北、高雄兩大都市與台灣西半部各主要縣市的高速鐵路系統，

於 2007 年 1月 5日通車後，成為台灣西部重要的長途交通動脈之一，亦為台灣軌道工

業指標。未來進入營運成熟期後，每日估計可運送 32.3 萬人。台灣南北高速鐵路是台

灣進入 21世紀最重要的交通建設之一，也是全世界投資金額最大，政府與民間合作的

BOT 案，民間總投資金額超過 4,000 億元，政府應配合建設事項超過 1000億元。 

(捷運) 

台北捷運共有 68個車站，車站高架式、地面式車站主要以中式建築為主或以現代

建築為主，各站點都較有特色，包括以龍舟作為設計主題的劍潭站，站體結構主要以

細長支架組建而成，具有高度透明性的北投站，還有以公共藝術「幸福知道」作為設

計主題的小碧潭站。新型少污染的大眾運輸工具，是符合綠色產業的目標。 

(客運)  

國光客運是為了實施臺汽民營化，而以大部分臺汽員工為主體，另行成立的客運

公司。故國光客運的股東以原臺汽員工為主。2001年 7月 1 日起，國光客運全面接手

臺汽的公路運輸業務。早期在台灣，臺汽曾是唯一的長途公路客運經營者；而概括承

受臺汽業務的國光客運，至今仍是台灣長途客運業者中規模最大者，國光客運目前車

輛數擁有超過 900輛巴士，其中投入鉅資購買全新 556輛豪華三人座單層巴士，車身

低，行駛中非常平穩，旅客乘坐舒適而不會搖晃或暈車。 

(倉儲物流)  
由於地理上的分散，產品的生命週期短縮，以及環境變遷快速等因素所造成的時

間壓力，使得企業回應的時間大幅縮減。此一事實迫使企業必須採取即時性的生產、

庫存系統及存貨管理制度，在訂貨、付款、製造、配銷等各方面採取同一理念，方能

掌握競爭優勢，因此，競爭利益的基礎緣自於對環境的敏感度，製造供應鏈的縮短以

及反應時間的快速實現。而台灣地區商業物流發展，充分利用本身具有的高人力素質

特性，掌握地理位置的優勢，充分提供顧客服務，包括：時間、可靠性、良好的溝通

及便利等四項要素，使台灣成為亞太轉運中心，朝跨世紀經濟發展方向邁進。 

二、空運業 

空運業的特色就是不受地理型態限制，且速度快，對於時間就是金錢的現代觀來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6%B1%BD%E8%BB%8A%E5%AE%A2%E9%81%8B%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6%B1%BD%E8%BB%8A%E5%AE%A2%E9%81%8B%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2%A1%E6%9D%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1%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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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空運業的快速是一項選擇，且能保貨物新鮮不失品質，像台灣的蔬果、魚貨都是

靠空運比較多，因為蔬果有時效性送出國外的時間越長越有可能腐敗，而魚貨為了確

保它的新鮮度，必須要急速冷凍封裝在快速送出，才能讓國外顧客嚐到最好的品質。

然而空運還可以載人，安全又快速行駛中穩定提供舒適的搭乘環境。 

三、海運業 

 全地球有 97%都是水，然而台灣四面環海造就了海運業的啟發，跨海且遠程的特

色陸運業無法批敵，且載重量大，動輒壹萬噸、十萬噸，這也是陸運及空運達不到的，

空運雖然快，但是運費太高，因此只適合運送高經濟的貨物，然而海運以低廉的價格

將各種貨品運輸到世界各地。 

   4.其他相關因素 

陸運(台鐵) 

表一、是台灣鐵路的運客量，自民國四十一年統計至民國九十六年旅客人數遞年

增加，然而載客量最高峰是在民國八十九年的時期，因民國八十九年才恢復九二一通

車，所以載客量在那時達到最高，「延人公里」即在某一特定期間內，鐵路旅客列車運

送旅客之運程總和，就是旅客人數與其運程乘積之和。 

表一、台灣地區鐵路客運量 
年  別 旅客人數 延人公里 

41年 64,937 1,749,772 

45年 84,098 2,641,538 

50年 106,396 3,571,990 

55年 121,865 4,460,316 

60年 134,213 6,715,437 

65年 140,033 8,411,661 

70年 130,737 7,946,881 

75年 131,607 8,305,294 

80年 137,124 8,611,316 

85年 159,438 8,968,500 

86年 165,231 9,253,845 

87年 171,867 9,784,134 

88年 182,181 9,977,769 

89年 191,478 10,577,132 

90年 186,079 10,036,882 

91年 175,341 9,665,658 

92年 161,426 8,726,391 

93年 168,473 9,358,916 

94年 169,561 9,499,671 

95年 168,989 9,339,169 

96年 169,692 8,937,387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年報) 

  

 (捷運)  

表二、是台北捷運 96年的營運狀況，「延車公里」係指在特定期間內，所有班次

客車行駛里程之總和，然而到十二月因為跨年活動平均離峰班距是最短的時間，而且

延車公里達到年度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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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台北捷運 96年營運概況 
年月別 車站數 

(年月

底數) 

營運里程 

(公里) 

車次 平均尖峰

班距(中

運量) 

平均尖

峰班距

(高運

量) 

平均離峰班

距(中運量 

高運量) 

延車公里 

96年 69 74.4 798,513 02:50 04:42 04:55 05:42 11,749,956 

1 月 69 74.4 66,311 02:50 04:43 04:56 05:32 978,542 

2 月 69 74.4 59,012 02:50 04:44 04:59 05:32 969,651 

3 月 69 74.4 66,847 02:50 04:39 04:55 05:26 987,732 

4 月 69 74.4 64,183 02:51 04:28 04:58 05:29 956,630 

5 月 69 74.4 66,919 02:50 04:37 04:55 05:54 996,228 

6 月 69 74.4 70,175 02:50 04:41 04:58 05:46 956,917 

7 月 69 74.4 66,689 02:50 04:40 04:56 05:43 993,374 

8 月 69 74.4 66,481 02:50 04:42 04:55 05:45 989,037 

9 月 69 74.4 64,648 02:50 04:56 04:59 05:55 940,206 

10 月 69 74.4 68,553 02:50 04:40 04:53 05:58 982,664 

11 月 69 74.4 67,832 02:50 04:52 04:50 05:47 975,732 

12 月 69 74.4 70,863 02:50 04:45 04:46 05:47 1,023,243 

(資料來源：交通統計年報．2007） 

  

(客運)  

表三、是台灣市區汽車客運的運輸效率分析，在民國九十六年時國際油價飆升破

了每桶百元美金的價格，那時政府不得不積極干預油價市場並限制油價凍漲，直到替

換新政府時，而新政府上任直到 8月才將油價設定為浮動機制，現在每周調整一次，

改善了客運業的虧損情形。            

表三、臺灣省市區汽車客運運輸效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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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統計年報．2007） 

 

海運 
  

表四是我國國際商港進港船舶總噸位，97 年 1-8月我國國際商港進港船舶總噸位

達 3億 9,218萬噸，較上年同期減少 2.7%，其中以高雄港 2 億 5,350 萬噸最高，其次

為基隆港 6,313 萬噸，再者是臺中港 5,033萬噸。各港進港船舶總噸位均較上年同期

負成長，這可能是因為受到國內景氣下滑，使得進口量大幅減少也間接影響到海運業 

的運貨量。 

表四、我國國際商港進港船舶總噸位 

 

 

 

 

 

 

 

 

 

單位：萬噸

合計 基隆港 高雄港 花蓮港 臺中港 蘇澳港 安平港 臺北港

57,472 10,807 35,202 1,839 7,792 615 552 664

58,428 10,749 36,013 1,802 7,683 648 638 896

60,765 10,357 38,085 1,655 7,802 643 945 1,277

60,127 9,784 38,427 1,601 7,752 614 713 1,236

39,218 6,313 25,350 965 5,033 334 449 776

較上年同期

增減(%)
-2.7 -3.8 -1.4 -11.9 -1.6 -22.7 -11.8 -11.2

95年

96年

97年1-8月

年月別

93年

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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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專題分析) 
圖一是我國 97 年 1~8 月的船種結構分析，載貨量大的船來說主要收入還是靠運貨

為主，客船根本就無法維持營運，貨船的部份又分貨櫃船、油船、散裝船、乾貨船等

種類，散裝船主要是載運黃豆、玉米、礦砂、鐵磚及煤碳等不需要捆成包或箱的貨品。 

圖一、97 年 1~8月我國國際商港進港船舶艘數之船種結構 

 

 

 

 

 

 

 

 

 

 

空運 

表五是我國國籍航空公司國內線的客運狀況，97年度的國內航線飛行班次越來越

少，載客人數也明顯的減少，這或許是高鐵通車後所帶來的影響，不過也有不景氣的

原因更使得國人需求減少。 

表五、我國國籍航空公司國內航線客運概況 

年(月)別 
飛行班次 
（班次） 

載客人數 
（人次） 

延人公里 
（千人公里） 

載客率(%) 

91年 191,978 10,748,282 3,335,551 55.1 

92年 168,440 9,949,410 3,083,657 59.5 

93年 161,863 10,435,597 3,281,672 64.8 

94年 146,114 9,571,448 3,020,943 65.3 

95年 135,943 8,606,339 2,748,635 64.7 

96年 112,528 6,320,940 1,972,843 61.4 

97年 1-9月 69,649 3,879,933 1,157,441 68.5 

 平均每日 254 14,160 4,224 68.5 

 較上年同期 
增減（%） 

-20.1 -22.3 -25.4 6.7（百分點） 

91~96年平均 
每年增減（%） -10.1 -10.1 -10.0 1.3（百分點）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專題分析) 

 

三、產業行銷(SWOT分析) 
  

SWOT分析應用於產業分析主要再於考量一企業組織之內部條件的優勢和劣勢，是

否有力於產業內競爭；機會和威脅是針對組織外部環境進行探索，探討對產業未來情

客船

1.4%

客貨船

1.7%
油船

11.1%

散裝船

12.9%

乾貨船

22.4%

其他

11.4%

貨櫃船

39.1%貨船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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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演變之了解。以下產業搭配一家公司來說明 SWOT分析，海運業參考的廠商是長榮海

運，航空業參考的是長榮航空，陸運業的部份細分台鐵、高鐵、捷運和一家國光客運，

倉儲運輸業則參考捷盟行銷物流公司。 

   一、陸運 

台鐵 SWOT分析 
1.產業優勢 Strength 

台鐵歷史永久從日據時代開始興建歷年來的改革發展已經是現代化社會不能缺少

的運輸工具，自民國 80 年 12 月完成環島鐵路網，全台灣四通八達，具有環島光纖網

路的系統且固定資產多，而短中程路線有競爭的優勢因為車站站點多也有專屬的路

權，車站附近也有便利的公車可轉程，台鐵本身具有可靠性且載客量高具有高運能，

多年來台灣旅客已經習慣搭台鐵，因票價經濟實惠，離都會區近又方便，再加上近期

台鐵替換新車種，更吸引旅客搭乘，並結合網路購票系統方便安全快速。然而發展到

現在台灣的鐵路不僅是運輸的工具，更是百年歷史的文物。 

2.產業劣勢 Weakness 

由於是公營事業，所以沒有發展的彈性，而且鐵道路線長維修不易，旅客較多導

致準點率差，還是有人工驗票收票浪費大量人力資源，且沒有旅客服務處，因為是公

營事業所以人員服務品質整齊不一。 

3.產業機會 Opportunity 

台鐵只要加強行車保安設備及改善電力設備、汰換舊有的軌道並且讓售票系統自

動化就不需要多餘的人員負責剪票、驗票，都會區的鐵路可捷運化達到穩定、方便的

目的，並且可推出多元化列車配合地方景點實施週休二日遊台灣，為有效提昇站車嚮

導資訊服務品質與環境清潔，在車站及列車上設各類標誌、以提升服務品質。並且加

強對身心障礙人士貼心照料乘車服務，改善車站販賣部經營品質。由於台鐵擁有龐大

設備及充沛人力之優勢，未來除繼續提升服務品質以創造滿足顧客需求外，更可多角

化經營，使資源作最有效利用，發展更具前瞻性及競爭力。 

4.產業威脅 Threaten 

國內運輸環境變遷，面臨高鐵通車，客運業削價競爭短中程旅客容易流失，近年來

台鐵雖逐年精簡員額，惟因退撫費負擔沉重，人事費用偏高，加上因營運資金長年不

足，全賴舉債因應，衍生債務利息逐年攀升；此外，由於近年來積極添購及汰換鐵路

車輛與相關運輸設備，及重大工程完工轉列與地下鐵工程完工轉列，使其固定資產大

幅劇增，連帶依法須提列之折舊費用也相對激增，致財務結構日趨惡化，每年虧損約

達百億元。 

高鐵SWOT分析 
1.產業優勢Strength 

一個全新的運輸工具由政府和民間合作，共同興建了高鐵，更替台灣帶來了更快速

的便利，開通於2006年臺灣高鐵大幅減少旅行時間及成本達到了80分鐘串聯8個城市的

夢想，高鐵不僅提昇了運輸的效能，也創造了多個就業機會，並且促進經濟繁榮，均

衡區域發展提高土地價值。高鐵營運後於各都會區的大眾運輸工具台鐵、捷運、公車

等進行整合，高鐵強調快速、安全、準時、安定、高運輸能力，也顯示了它的競爭力。 

2.產業劣勢 Weakness 

營運成本較高，票價比較貴，車站距離都會太遠聯外交通不便，購票系統未成熟，

接聽系統不方便，周邊還沒有可供玩樂的景點，除了商務的旅客會因為須要而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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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般市民而言是沒有經濟實惠的考量。 

3.產業機會 Opportunity 

沿途車站發展觀光，持續徵收土地增加新車站，達到一日遊台灣的水平，服務水準

高很吸引國際旅客搭乘，高鐵若能與其他大眾運輸系統整合，更能帶來經濟效益。 

4.產業威脅 Threaten 

 航空業降價求售競爭，台鐵競爭因台鐵票價仍然比較便宜，所以有經濟考量的民

眾還是會搭程台鐵。 

捷運 SWOT分析 
1.產業優勢 Strength 

一個國際化的城市都有看到捷運，然而台北都會區發展繁榮，使得人口及車輛快速

成長，然而面臨諸多交通問題亟待解決，捷運的興建和營運解決了都會區交通擁塞的

問題，不僅活絡都市機能也發展都市周邊的觀光且提高了都市化，結合其他運輸工具，

使交通運輸網更為完整。捷運系統具有專用的路權不需要跟其他運輸工具搶道且速度

快又位於市區便利性高大幅縮短通勤時間，也沒有像其他運輸工具需要石油或是會汙

染環境的能源，現在講求節能減碳捷運就是最好的環保工具，不僅噪音量小、又安全

運輸品質佳，收票、買票採自動化節省人力看管的問題，也比較不易造成旅客擁塞。

臺北捷運系統也依各地區運輸量之不同採用中運量或高運量兩種，中運量系統以捷運

木柵線為代表，每節車廂可載運 116 人，每列車共四輛車廂；高運量系統如淡水線、

中和線、新店線 、板橋線、南港線、小南門線及土城線等，依照車行不同，每列車約

可載運 1,669或 1,672 人，每列車共六輛車廂，這樣規劃是為了減少資源的浪費。 

2.產業劣勢 Weakness 

車站內部規劃複雜，對於首次搭乘的旅客容易迷路，工程經費浩大，拓展不易；且

設備較高科技，需要專業人員定期維修，高密度的設站只能適用人口集高的都市區，

建造環境受限內容艱難須要專業技術，人才培養不易。 

3.產業機會 Opportunity 

捷運沿線的方便刺激北縣、北市的房價，能與台鐵和客運業合作推出優惠活動，可

以陸續發展站點的特色，變成週休二日的好去處，積極發展地下街的觀光，因地下街

在市區的地底下所以不怕風吹雨淋日曬，提供一個舒適的逛街環境。  

4.產業威脅 Threaten 

路線有限，無法與台鐵、客運等其他大眾運輸工具競爭。 

客運 SWOT分析：國光客運 
1.產業優勢 Strength 

國光公司自 2001年七月一日承接原台汽公司業務以來，歷經關鍵性的企業改造。

第一階段為加強服務，公司投入鉅資購置豪華巴士，改善車輛硬體設備。第二階段以

鞏固市場為主，以既有方便全省路網密集增加班次，強調「便利、快速、安全」，締造

業績大幅成長，並於短短的一年時間使公司由虧轉盈，自成立以來營運路線達 100 多

餘條，短中程有其相對的競爭優勢，因經營成本低相對票價就低，擁有 900輛巴士，

500 多輛豪華八士，行駛平穩帶給旅客舒適感，e化的訂票系統，且有專業的人才培育

及保養場，使得國光客運成為目前最大家的客運公司。 

2.產業劣勢 Weakness 

由於客運業的路權欠缺專用性，導致準點率不佳，因受公路環境影響，發生交通事

故的可能性較高，而且每輛巴士的載客數有限，單位運能較低，又加上公路客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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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競爭者較多，容易發生搶客情形，帶來不好的形象。 

3.產業機會 Opportunity 

搭乘現代化的巴士，除了可以輕鬆、舒適的欣賞沿路風光，更有機會深入瞭解當

地的風土民情，快速公路陸續興建完成更能提供多條線路的選擇。提昇旅客服務品質、

更新車站及車輛設施，配合政府「節能減碳」並落實「無縫接駁」的交通理念，國光

客運在 2008年 10月 1 日起正式與彰化客運、員林客運、南投客運、新營客運、高雄

客運、屏東客運 7 家地方客運業者結合，以「轉乘省荷包 減碳救地球」的概念出發，

推出轉乘優惠實施方案，以滿足乘客多樣化的需求。 

4.產業威脅 Threaten 

台鐵、高鐵等大眾運輸工具的競爭，油價的波動也使成本不穩定。 

二、海運 SWOT分析：以長榮海運為例 
1.產業優勢 Strength 

台灣位於海運市場主要航線的樞紐位置，因此台灣海運業佔有地利之便，有利於發

展成轉運中心。長榮海運服務線遍及五大洲 80 幾個國家，包括遠東北美航線；遠東

加勒比海航線；遠東歐洲航線；遠東地中海航線；遠東澳洲航線⋯等，而且體系完整。

集團式經營，所以營業範圍涵蓋極廣，如貨櫃碼頭、貨櫃場、貨櫃運輸公司、攬貨辦

事處，具有垂直整合結構，減少耗成本的空櫃運輸。長榮集團的海、空、陸三聯運使

其資源豐富。更具備了環球東西雙向全貨櫃定期航線，以高效率全自動貨櫃船，再配

合電腦資訊連線系統，連結亞、歐、美三大洲之運送服務網絡，提供便捷、完整的服

務，長榮的環球服務以連結全世界主要港口提供了重要的營運彈性。整合全球據點及

上下游協力廠商電腦資訊系統之 e 化服務。(資料來源：日本 Cargo，2002/4) 

2.產業劣勢 Weakness 

國內競爭者多，且易受政府政策影響，容易受到全球貿易量及經濟情勢影響甚深。 

3.產業機會 Opportunity 

兩岸三通，兩岸直航對台灣航運業來說，可大幅減少運輸成本。航運公司可避開香

港轉船、中國過高港工費、及貨櫃重進空出的現象。兩岸三通更帶來近洋航線的成長，

目前長榮關係企業-立榮公司即專注於近洋市場，兩岸直航，長榮將具備地利人和的優

勢，同時擁有陸、海、空三大運輸系統更使得長榮奠定在市場上的地位。 

4.產業威脅 Threaten 

開放兩岸三通，中國競爭者加入，中國大陸出口猛進，加上政府積極建設沿海商港，

使得上海、深圳進入全世界前五大貨櫃港，中國航運業也水漲船高，造成我國航運壓

力。 

三、空運：以長榮航空為例 
1.產業優勢 Strength 

運用科技提供完善的顧客服務系統，具有離島及東西部航線，可整合國際與國內

之接駁轉運航線，電子機票在2008年6月1日起實施，過去傳統機票每個月要開出上千

萬張，而現今改為電子機票後，紙張的使用量也大幅降低，不僅顧了環保，也省去機

票作業流程，航空公司會將行程及機票收據印出，寄送或傳真給旅客，旅客只需要拿

著護照就能辦理劃位、搭機的手續，且只需要一通電話或上網就可以更改行程，既簡

單、方便又安全，也大幅縮短候機的時間，不僅降低成本也能兼顧環保，達到節能減

碳的議題。 

2.產業劣勢 Wea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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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機場位置多至於郊區，噪音大，可及性低，每班飛機載客量有限，單位運能低，

很容易受天候影響，航空市場內部競爭多，機場成本結構須負擔龐大的機場保養費用，

須要雄厚的財力，且容易受政府的影響較大，機場擴建不易。  

3.產業機會 Opportunity 

兩岸直航的開啟將航空業者帶來了快速、省時、省成本的好處，不僅減少了運輸成

本，旅客也能省去大半的時間，也能省去過境的麻煩及費用，因此將航空業又推向一

片新的天空。又加上第三航廈的興建希望能夠帶給外國人有個全新的印象。 

4.產業威脅 Threaten 

在 2008 年國際油價波動不斷，使得航空業成本不穩定，開放兩岸三通也等於是開

放大陸航空的競爭者與我國航空業者競爭，面對中國航空業的加入，開放兩岸三通的

政策即是危機也是轉機。 

  

四、倉儲物流：以捷盟物流為例 
1.產業優勢 Strength 

時間能掌握具有可靠性及便利，上游供應商穩定且收入較固定，標準化的作業程序

及低成本的運輸，資訊系統成功運用例如：EOS電子訂貨系統、電腦輔助減或系統、

驗收貼紙制度、實區條碼盤點作業，整個物流體系的資訊化、工廠化、省力化、簡單

化、合理化及電腦化，使得捷盟物流大大提昇作業效率。 

2.產業劣勢 Weakness 

內部競爭者多，但能與捷盟批敵者有限，但捷盟公司主要配送的對象皆為旗下的事

業，其本身受統一集團的影響，且服務商品種類少。 

3.產業機會 Opportunity 

可再增加服務的項目讓顧客有更多選擇，開拓新的市場不僅僅限於自己公司旗下事

業，讓自己轉型成混合型的物流公司，網路購物及電視購物的蓬勃發展帶來新市場的

商機，像博客來背後也是捷盟物流公司在配送的，兩岸三通的開放可將物流體係引進

大陸，開創新市場。  

4.產業威脅 Threaten 

 國內物流競爭者多加上外來物流業進入本國市場，使得拓展市場增加了難度，再

者台灣市場並不夠大，也易受油價的影響，使成本不穩定。  

 

四、未來發展趨勢 
   在全球環境劇烈變化的時期，人們已經意識到地球產生暖化的現象，許多科學家研

究如果再不阻止地球持續暖化的速度，未來將會看不到一些極地動物最後甚至引發人

類滅亡，節能減碳的議題因應而生，這是未來必定的趨勢，然而運輸業該如何面對這

樣的趨勢 

發展趨勢：  

一、重視環保與精敏製造提升競爭力需掌握環保趨勢與彈性生產。 

二、發展複合動力系統與輕量化技術達到潔淨省能之目標。 

三、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的整合與提昇，促進車輛產業自主整體性的競爭優勢及帶動傳

統產業升級，有效融入我國正大力推動的智慧運輸系統(ITS)計畫中。 

四、配合行政院「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提出e化交通計畫執行，包括智慧

運輸系統(ITS)技術平台與系統開發計畫、交通服務e網通計畫等2項系統開發與建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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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公車與交通IC智慧卡計畫、交通e安全計畫及智慧交通控制系統計畫等3項補助地

方縣市政府之建置計畫，以促進國內產業之發展。 

五、研訂統一之ITS相關技術標準與資料格式，同時研發交通資訊蒐集、分析與傳播之

新技術，減少公司部門各自重複建置交通基本資料與資訊之資源浪費，並且做爲政府

部門交通建設標準地理資料庫之發展基礎。 

六、普及智慧型運輸系統服務的對象與管道，發展即時路況資訊顯示的車上設備與路

網路況管理技術，提升整個公路運輸系統效率。帶動相關技術的發展，包括定位技術、

有線／無線通訊技術、電子地圖、電腦應用軟體、系統整合、行車紀錄器等，同時促

進相關運輸產業的發展，邁入新的里程碑，進而提升國家經濟生產力。 

「挑戰2008-國家發展計畫」的目標：投資大眾運輸，提供整合的大眾交

通服務，台灣西部城市到城市之間一個小時內暢通，同一生活圈的各鄉鎮中

心可半小時內到達，西部運輸走廊一日生活圈，所執行的策略 1.紓解都會交

通的擁擠：台鐵捷運化、都會區捷運網2.南北旅客運輸服務主軸：高速鐵路

及聯外鐵公路3.提供產業健全的物流環境：環島快速路網延伸及擴建4.促進

區域平衡發展：東部鐵路快速化、提升地方公共交通網。  

2h08 全球景氣難樂觀(註2h08=第2季2008Y) ，海、空運輸產業運載人、原

物料、成品，運載跨區域、產品，能及時、真實反映全球景氣現況及展望。

由於全球景氣的影響，各行各業都呈現出衰退的情形，所有的產業都期待政府能有個

政策可以補救景氣不良的影響，但政府也沒有個方針指示這些產業，難道唯有開拓大

陸市場才是因應之道，目前開放兩岸三通情況都還蠻樂觀的，但是未來發展還有待觀

察。 

五、結論 
  

運輸產業是最能反映全球景氣的一門產業，貨運量減少、載客量減少，都能及時

知道，然而這波不景氣衝擊大幅影響台灣許多的產業，也使得台灣陷入一片烏雲當中，

這次的景氣大海嘯讓我們也清醒，過去政府的政策都是以外銷導向為主，而政府也該

調整方針並不是外銷是唯一的方向，又或者是與中國大陸合作幫助我們的產業，在這

個內憂外患的時代，政府是否應該思考有什麼方法可以達成經濟效益又不失台灣自己

的尊嚴。 

然而在此快速轉變的時代裏，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在政策的高度上我們當有所變，

但亦有所堅持。外界質疑，過去政府以「硬體建設為導向」的建設方針，雖然帶給大

眾行的便利，但是也導致私人運具快速成長，不僅造成道路嚴重壅塞、空氣污染及噪

音等環境衝擊外，同時也嚴重影響民眾使用大眾運輸的意願，以致無法發揮大眾運輸

系統安全、便利以及節省能源消耗、減少空氣污染、提昇道路使用效率等效益。然而

這些現象並非單一因素所造成，尋求答案也不宜過度簡化之，應該更全面的角度加以

思考，以免措施之成效見樹不見林。 

六、關於第三航廈及桃園空域的發展 
 

第一航廈的啟用時間在民國 68年；第二航廈啟用時間在民國 89 年，然第一航廈

使用了三十幾年，除了設備及外觀老舊更無法與亞洲附近新機場比較，因近年來東亞

鄰近的國家不斷興建機場，為了顧及國家的門面，因此推動機場的整題性發展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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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第二航廈的 C、D 區是與民間合作經營，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加入營運後增建

四座八千公秉的航空油槽，第三航廈的設立是為了提升桃園機場的競爭優勢，且提供

多元化的服務，將使桃園邁向航空城的計畫。而等到第三航廈興建完成後，再將第一

航廈的旅客移往第三航廈，再把第一航廈重建，等到都重建好後，一個全新的國際機

場帶給來台的外國人新的印象，然為因應兩岸直航旅客人數會有增加的趨勢，因而興

建第三航廈是必要的。 

桃園航空城計畫整體架構上係以都市計畫角度重新規劃機場周邊土地，另以國際

化格局導入工商業及各項民生機能，目前規劃涵蓋機場周邊 6,150 公頃土地，擘劃「桃

園航空城」，其中包含自由貿易港區、機場專用區、航空產業區、經貿展覽園區、生活

機能區、濱海休憩區、精緻農業發展區、機場相容產業區等 8 大園區，預計將有 2 兆

4 千億元公共投資，創造招商投資金額超過 1兆 2 千億，年產值超過 6 千億，及超過 8

萬個就業機會的恢弘遠景。 

面對龐大的商機，要做好長期的規劃且周延的計畫，因為桃園有著優越的交通樞

紐要件，且台灣更因地理位置處於日本、韓國、東北亞、菲泰印馬新等國的東南亞及

中國大陸三大經濟體的中心，航程都在三、四小時之間，這些利基形成桃園機場發展

航空城的優勢。桃園縣的大眾交通建設發展目前有兩大主軸，一個是機場捷運及都會

區捷運系統加速推動、另一個則是台鐵高架化。目前，桃園機場藍線捷運已積極進行

施工，桃園都會區捷運系統的綠線、紅線、橘線、棕線等各路線，亦將陸續動工，預

料在完善的都會區捷運系統規劃中，以及「桃園國際機場特別條例」、「桃園航空城」、

「北北桃捷運路網整合」、「台鐵高架捷運化」、「五股楊梅高架道路」等工程啟動下，

乃至於「升格準直轄市」，桃園縣將展現欣欣向榮景象，深具投資潛力的國際城市。 

另外長榮集團旗下長榮運輸貨櫃場就位在南崁交流道旁，也是看好前景的點。因

長榮運貨櫃場面積約 8 萬坪，總市值達百億以上，挾國際商務城、航空城計畫與經國

特區計畫優勢及桃園地區人口成長，兩岸三通政策更加開放後，這項開發計畫勢必成

為桃園房市起飛的重點，也希望這次能憑藉台商的資金與技術返鄉參與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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