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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業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六所 李慧萍專案經理 

一、產業範疇 

交通運輸業是指國民經濟中從事運送貨物和旅客的社會生產部門，

是從事運送經濟活動的所有企業或單位的集合，是使用運輸工具或人

力、畜力將貨物或旅客送達目的地，使其空間位置得到轉移的業務活動。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第九次修訂之行業標準分類的定義，交通運輸業

是指從事以各種運輸工具提供定期或不定期之客貨運輸及其運輸輔助、

倉庫經營、郵政及快遞等行業。 

（一） 陸上運輸業 

從事鐵路、大眾捷運、汽車等客貨運輸之行業，包括管道運輸業。 

（二） 水上運輸業 

從事海洋、內河及湖泊等船舶客貨運輸之行業，包括觀光客船之經

營。 

（三） 航空運輸業 

從事固定及非固定班次航空運輸服務之行業，如民用航空客貨運

輸、附駕駛商務專機出租、空中遊覽等運輸服務。 

（四） 運輸輔助業 

從事報關、船務代理、貨運承攬、運輸輔助等行業，包括停車場之

經營。 

（五） 倉儲業 

從事提供倉儲設備及低溫裝置，經營普通倉儲及冷凍冷藏倉儲之行

業。 

（六） 郵政及快遞業 

從事函件、包裹、快捷郵件及傳真郵件等之收寄投遞服務及代辦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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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業務之行業。 

表 1  交通運輸業各業主管機關 

行政院主計處行業分類(第 9 次分類) 主管部會 
陸上運輸業 交通部 
水上運輸業 交通部 
航空運輸業 交通部 
運輸輔助業 交通部、財政部 
倉儲業 經濟部、財政部 
郵政及快遞業 交通部、財政部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二、整體產業概況 

（一）運輸及倉儲業生產概況 

受經濟大環境活絡激勵及兩岸開放政策發酵影響，2010 年運輸及倉

儲業實質 GDP 大幅增加，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資料， 2010

年交通運輸業實質 GDP 為 4,257.84 億元，較 2009 年成長 6.7%，為 2000

年以來最高成長。就對整體 GDP 的貢獻來看，2010 年運輸及倉儲業實質

GDP 在 19 個大行業中位居第 8 位，對經濟成長貢獻亦居第 8 位，次於製

造業、批發及零售業、金融及保險業、不動產業、營造業、資訊及通訊

傳播業及公共行政及國防業。不過，從時間序列資料來看，近十年來交

通運輸業實質 GDP 平均年成長率僅為 1.8%，低於整體 GDP 年均成長率

2.1 個百分點，顯示交通運輸業近十年來成長力道不及整體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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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交運運輸業近年來產值成長情況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文計算。 

交通運輸業各項細產業中以陸上運輸業產値最大，占比為其次為航

空運輸業以及運輸輔助及倉儲業。就 GDP 來看，陸上運輸業仍是最大的

部門，2009 年占比高達為 44.5%，其次為運輸輔助及倉儲業的 30%以及

航空運輸業的 11.7%，主要是因為航空運輸業的中間投入遠高於其他細產

業所致。同樣地，從時間序列資料來看，各項細產業以航空運輸業近十

年來成長速度最快，特別是 2002、2004 以及 2006 年都有兩位數字以上

的高成長，但受到金融風暴的影響，2008、2009 年 GDP 都出現衰退的情

況。而水上運輸業近幾年來成長力道不足，甚至在 2005 年出現 8%的衰

退幅度，再加上 2008、2009 年受景氣影響造成衰退，使得近十年來水上

運輸業平均年成長率為-1.7%，在各項細產業中敬陪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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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交運運輸業近年來實質 GDP 成長情況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文計算。 

從附加價值率的變化來看，交運運輸業的附加價值趨勢大致以 2000

年作為一個分水嶺，1991 年到 1999 年大致維持在 54%左右的水準，之後

10 年附加價值率快速下滑，2008 年附加價值率下降至 36.8%的歷史低

點。就細行業來看，1991~2001 年間附加價值率最高的行業為郵政及快遞

業，1991~2001 年這段期間都維持在 80%左右的水準，但 2002 年之後該

業附加價值率驟然下滑，2009 年只剩下 52%的水準。而運輸輔助及倉儲

業近二十年來附加價值率都沒有太大的變化，皆在 66%~70%的區間小幅

度波動，因此在 2002 年超過郵政及快遞業，成為交通運輸業中附加價值

最高的行業。另外，附加價值最低的行業為水上運輸業，該業附加價值

率的走勢大致與整體行業相同，1999 年之前附加價值率大致可維持在

30%的水準，之後附加價值率快速下滑，2009 年該業附加價值只剩下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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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交運運輸業近年來附加價值率變動情況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文計算。 

就附加價值構成項目來看，勞動報酬佔附加價值的比重最高，雖然

絕對金額出現較大的變化，但除了少數年份之外，勞動報酬佔附加價值

的比重大致維持在 50%左右的水準。而佔比第二高的項目為營業盈餘，

1997~2006 年間，營業盈餘佔附加價值的比重大致維持在 30%以上，但

2006 年之後由於絕對金額大幅下滑，因此佔比萎縮至 25、26%，2009 年

又更進一步下降至 24.2%，使得固定資本消耗佔附加價值的比重首度超過

營業盈餘。 

就絕對金額的走勢來看，除了間接稅、固定資本消耗之外，勞動報

酬、營業盈餘的絕對金額是以 1999 年作為轉折點，1999 年之前大致都呈

現逐年成長的趨勢，1999 年則呈現衰退的走勢。其中勞動報酬的走勢與

附加價值相似，同樣在 1991 年至 2000 年間呈現高速成長，而在 2000 年

之後出現成長停滯或衰退的現象。至於在營業盈餘部份，走勢大致也與

附加價值相仿，不過 2005 年開始出現較大幅度的衰退，2007 年稍有回升，

但 2008、2009 年受到金融風暴的影響，又出現絕對金額大幅衰退的情況。

而固定資本消耗在絕對金額上大致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不過自 2002 年

之後就顯著趨緩，平均年成長率都不超過 6%。至於間接稅變化趨勢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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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項目不同，1993~1995 年呈現大幅度的衰退，1996、1997 年又出現

大幅度的成長，之後的成長趨勢也和整體附加價值呈現不一致的情況。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新台幣百萬元 間接稅淨額 固定資本消耗

受僱人員報酬 營業盈餘

 

圖 4  交運運輸業附加價值構成項目變動情況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文計算。 

（二）受僱員工以及薪資概況 

1. 受雇員工人數 

2010 年運輸及倉儲業每月平均受僱員工人數為 25.5 萬人，較 2009

年增加 1.1%，占工業及服務業整體受僱員工人數之 3.8%，排名第 8。就

各細業員工人數來看，以汽車貨運業 6.44 萬人最多，占運輸及倉儲業之

25.3%，其次為其他運輸輔助業計 6.29 萬人，占 24.6%，郵政業為 2.54

萬人居第 3，占 10.0%。若與 2009 年比較，以快遞服務業增加 7.1%最多，

其他汽車客運業增加 6.8%次之，而港埠業因退休人員增加，減少 10.7%

最多。按性別來分，男性受雇員工共 17.96 萬人，占 70.4%；女性 7.56

萬人，占 29.6%。按業別觀之，男、女員工人數比值（男/女）4.5 以上的

有公共汽車客運業（8.24）、倉儲業（6.84）、鐵路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

（5.41）、汽車貨運業（5.32）及海洋水運業（4.83），顯示這些業別員工

主要以男性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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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運輸及倉儲業每月平均受僱員工人數 

                                                   單位：人；% 

業   別 
2009年 2010年 

  
結構比 較上年增減率 

 

總  計 252,412 255,135 100.0 1.1 

汽車貨運業 63,029 64,496 25.3 2.3 

其他運輸輔助業 62,738 62,854 24.6 0.2 

郵政業 25,912 25,429 10.0 -1.9 

鐵路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 21,552 21,894 8.6 1.6 

公共汽車客運業 21,051 21,304 8.4 1.2 

航空運輸業 15,860 16,004 6.3 0.9 

快遞服務業 11,434 12,242 4.8 7.1 

其他汽車客運業 10,247 10,939 4.3 6.8 

倉儲業 8,044 8,297 3.3 3.1 

海洋水運業 8,630 8,180 3.2 -5.2 

港埠業 3,915 3,496 1.4 -10.7 
註：1.其他運輸輔助業包含報關業、船務代理業、陸上貨運承攬業、海洋貨運承

攬業、航空貨運承攬業、停車場業、其他陸上運輸輔助業、航空貨運承攬業

及其他運輸輔助業。2.其他汽車客運業係指遊覽車客運業。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2. 受雇員工平均薪資 

2010 年運輸及倉儲業每人每月平均薪資為 4.9 萬元，較工業及服務

業整體受僱員工平均薪資 4.44 萬元高出 10.6%，居各大業別中第 7 高。

各業中以港埠業平均每人每月 9.4 萬元最高，郵政業 8.4 萬元次之，海洋

水運業 8.2 萬元居第 3；而以其他汽車客運業 2.23 萬元最低，汽車貨運業

3.3 萬元次低。就近 5 年每人每月平均薪資來看，港埠業及郵政業皆高居

前 3 名之內。按性別區分，男性員工每人每月平均薪資 5.13 萬元，為女

性員工 4.4 萬元之 1.16 倍，為近 5 年來男、女平均薪資比值最低的 1 年。

各業別中，以航空運輸業之男、女員工每人每月平均薪資差距最大，比

值為 1.64，而男、女員工平均薪資較相近的有郵政業、快遞服務業及其

他汽車客運業，其餘各業比值則在 1.14 至 1.39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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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近 5 年運輸及倉儲業受僱員工每人每月平均薪資 

單位：新台幣元 

業   別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運輸及倉儲業 48,460 49,234 49,800 48,068 49,161

港埠業 94,109 93,678 94,981 90,285 94,261

郵政業 85,696 85,637 83,710 83,986 84,249

海洋水運業 83,771 72,602 106,847 76,249 81,886

航空運輸業 76,119 82,710 76,132 76,863 79,893

鐵路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 65,234 64,450 62,269 63,209 60,657

快遞服務業 56,057 62,133 58,303 48,804 50,318

公共汽車客運業 45,038 44,456 44,983 44,228 44,556

倉儲業 44,527 40,031 42,416 39,038 40,350

其他運輸輔助業 36,784 37,850 37,205 37,802 40,187

汽車貨運業 31,534 33,114 33,396 31,235 32,937

其他汽車客運業 23,830 22,794 22,893 21,501 22,32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3. 受雇員工平均工時 

2010年運輸及倉儲業受僱員工每人每月平均工時（含加班工時）181.5

小時，較 2009 年增加 1.2 小時，在各業別中排名第 6。就 2010 年各業每

人每月平均工時來看，以公共汽車客運業平均 199 小時最高，港埠業 165.6

小時最低，而汽車貨運業（196.5 小時）、倉儲業（190.3 小時）及快遞服

務業（182.9 小時）等業均超過總平均工時（181.5 小時）。以各業每人每

月加班工時來看，仍以公共汽車客運業平均 24.6 小時最高，較上年增加

0.4 小時，為整體運輸及倉儲業平均加班工時 7.7 小時的 3.2 倍，且自 87

年以來蟬聯各業之首。而近 5 年來，倉儲業之平均加班工時皆居各業前 3

名。 

表 4  運輸及倉儲業受僱員工每人每月平均及加班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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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小時 

業   別 

2009 年 2010 年 

平均 
工時 

加班 
工時 

平均 
工時 

加班 
工時 

運輸及倉儲業 180.3 6.1 181.5 7.7

公共汽車客運業 199.1 24.2 199.0 24.6

汽車貨運業 190.7 5.7 196.5 11.2

倉儲業 185.4 9.3 190.3 12.6

快遞服務業 195.1 1.7 182.9 2.5

鐵路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 178.1 10.7 177.0 10.4

其他汽車客運業 179.2 1.3 174.7 0.6

其他運輸輔助業 173.0 3.9 172.4 4.1

海洋水運業 168.5 0.9 170.4 0.4

航空運輸業 164.0 3.2 170.3 4.1

郵政業 167.7 0.3 167.4 0.3

港埠業 165.0 3.5 165.6 3.9
註：本表之平均工時包含加班工時。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4. 受雇員工進退率 

2010 年整體運輸及倉儲業員工進入率為 1.79%，退出率 1.65%。就

各業流動率來看，以快遞服務業 3.99%最高，海洋水運業 2.54%次之，汽

車貨運業 2.51%居第 3；而以鐵路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 0.73%最低，郵政

業 0.99%次低。就各業淨進（退）率來看，以航空運輸業淨進入 0.40%最

多，其他汽車客運業及鐵路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皆 0.30%次之；而以海洋

水運業淨退出 0.37%最多，郵政業 0.14%次之，港埠業 0.10%居第 3。 

表 5  2010 年運輸及倉儲業受僱員工進退率 

單位：% 

業     別 進入率 退出率 流動率 淨進(退)率 

運輸及倉儲業 1.79 1.65 1.72 0.14

快遞服務業 3.99 3.98 3.99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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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水運業 2.35 2.72 2.54 -0.37

汽車貨運業 2.63 2.38 2.51 0.25

公共汽車客運業 1.70 1.59 1.65 0.11

倉儲業 1.49 1.38 1.44 0.11

其他運輸輔助業 1.43 1.31 1.37 0.12

其他汽車客運業 1.36 1.06 1.21 0.30

港埠業 1.14 1.24 1.19 -0.10

航空運輸業 1.36 0.96 1.16 0.40

郵政業 0.92 1.06 0.99 -0.14
鐵路大眾捷運系統運

輸業
0.88 0.58 0.73 0.30

註：1.全年進入（退出）率=全年進入（退出）人數/全年受僱員工人數*100；2.流動

率=（進入率+退出率）/2；3.淨進（退）率=進入率-退出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三）2009 年營運狀況 

1. 收支狀況 

2009 年運輸及倉儲業營業收入為 1.2 兆元，營業支出為 1.19 兆元，

分別較 2008 年減少 21.1%及 21.4%，盈餘為 266 億元，占營業收入 2.2%。

98 年總收入中營業收入占 94.9%，營業外收入占 5.1%，其中投資收入、

出售資產盈餘及兌換盈餘三項主要營業外收入占總收入 3.5%，占營業外

收入 69.6%。盈餘行業中以郵政業 137 億元居冠，占總盈餘 51.5%， 汽

車貨運業 81 億元次之，倉儲業 66 億元居第 3 位；就盈餘占營業收入比

率觀察，以港埠業 26.3%最多，其他水上運輸輔助業 20.0%居次，倉儲業

18.1%再次。而虧損占營業收入比率，以其他陸上運輸輔助業最高，占

17.3%，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次之，占 15.9%，海洋水運業居第 3 位，占

7.5%。 

    營業支出中以薪資福利津貼支出金額最高，占 18.2%，油（燃）料次

之，占 14.3%；營業外支出占 5.3%，主要為利息支出，占總支出 1.8%。

各業營業外支出占總支出之比率以鐵路運輸業占 27.8%最高，主要為利息

支出 18.5%，其次為港埠業之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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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運輸及倉儲業營業收支狀況 

單位：新台幣億元 

業      別 

2008年 2009年 

營業收

入 
營業支

出 

盈餘(+)或 
營業收

入 
營業支

出 

盈餘(+)或 
損失(-) 占營業收

入 比 率

( % )

損失(-) 占 營 業

收 入 比

率 ( % )

總      計  15,428  15,138  289 1.9  12,165  11,899  266 2.2

鐵路運輸業  431  565 -135 -31.2  429  447 -18 -4.1
大眾捷運系統運
輸業  117  132 -15 -12.5  124  144 -20 -15.9

公共汽車客運業  299  320 -22 -7.3  291  312 -21 -7.2

計程車客運業  437  421  15 3.5  399  392  7 1.8

其他汽車客運業  131  95  36 27.6  127  116  11 8.6

汽車貨運業  1,680  1,552  128 7.6  1,582  1,500  81 5.1

海洋水運業  2,511  2,406  105 4.2  1,671  1,796 -125 -7.5

民用航空運輸業  2,490  2,675 -185 -7.4  2,085  2,121 -36 -1.7

報關業  198  187  11 5.3  155  135  20 12.8

船務代理業  73  72  - 0.6  61  53  7 11.8

陸上貨運承攬業  115  106  9 7.9  93  87  6 6.8

海洋貨運承攬業  527  467  60 11.5  414  392  22 5.3

航空貨運承攬業  667  615  52 7.9  577  547  30 5.2

停車場業  153  136  17 10.9  147  136  11 7.4
其他陸上運輸輔
助業  10  10  - 0.0  10  12 -2 -17.3

港埠業  204  144  60 29.5  192  142  51 26.3
其他水上運輸輔
助業  132  123  9 7.2  100  80  20 20.0

倉儲業  337  319  18 5.3  368  301  66 18.1

郵政業  4,454  4,339  115 2.6  2,872  2,735  137 4.8

快遞服務業  281  260  21 7.4  304  280  24 8.0

旅行業 182 195 -13 -6.9  163  170 -6 -3.9

資料來源：行政院交通部，「2009 年運輸及倉儲業產值調查報告」。 

2. 員工生產力及經營效率 

若以平均每員工總收入衡量員工生產力，2009 年整體運輸及倉儲業

平均每員工總收入為 298 萬元，較 2008 年減少 82 萬元。各業中以海洋

水運業 2,500 萬元居冠，郵政業 1,113 萬元次之，民用航空運輸業 989 萬

元居第 3 位，其餘各業均在 640 萬元以下。若以各業平均每員工盈虧數

評估企業經營效率，2009 年整體運輸及倉儲業平均每員工盈餘 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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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2008 年增加 1 萬元。各業中以港埠業 153 萬元居冠，虧損前 3 名為鐵

路運輸業、民用航空運輸業及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平均每員工虧損分

別為 99 萬元、46 萬元及 39 萬元。 

表 7  運輸及倉儲業平均每員工總收入與盈虧數 

單位：新台幣萬元 

業      別 
平均每員工總收入 平均每員工盈虧數 

2008年 2009 年 2008年 2009年 

總      計 380 298 5 6 
鐵路運輸業 275 274 -216 -99 

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 228 234 -28 -39 

公共汽車客運業 158 144 -2 -0.1 

計程車客運業 45 41 1 1 

其他汽車客運業 145 103 37 11 

汽車貨運業 212 200 16 11 

海洋水運業 3,695 2,500 652 -16 

民用航空運輸業 1,183 989 -253 -46 

報關業 111 81 5 3 

船務代理業 258 210 112 86 

陸上貨運承攬業 108 100 8 6 

海洋貨運承攬業 512 355 46 15 

航空貨運承攬業 511 357 47 22 

停車場業 144 149 22 18 

其他陸上運輸輔助業 83 75 -1 -2 

港埠業 633 631 176 153 

其他水上運輸輔助業 210 126 16 26 

倉儲業 242 299 10 57 

郵政業 1,715 1,113 44 53 

快遞服務業 224 250 9 20 

旅行業 59 62 -2 -1 

資料來源：行政院交通部，「2009 年運輸及倉儲業產值調查報告」。 

3. 固定投資 

2009 年運輸及倉儲業固定投資（不含土地）增購金額為 763.6 億元，

較 2008 年減少 12.4%，變賣金額則為 217.4 億元，較 97 年增加 2.8%。

在增購方面，以民用航空運輸業、汽車貨運業與公共汽車客運業為主要

業別，分別為 192.5 億元（占 25.2%）、161.1 億元（占 21.1%）及 70.2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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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 9.2%），合占總投資金額 55.5%。變賣則主要集中於汽車貨運業及

海洋水運業，分別為 91.8 億元（占 42.2%）、73.7 億元（占 33.9%），二

者合占總變賣金額 76.%。按投資項目觀察，固定投資之增購以交通運輸

設備 391.1 億元居冠，占總增購金額 51.2%，未完工程為 227.6 億元次之，

占 29.8%；變賣亦以交通運輸設備變賣 167.9 億元最高，占總變賣金額

77.2%。 

表 8  運輸及倉儲業固定投資 

單位：新台幣億元 

   業        別 
2008年 2009年 

增購 變賣 
增購 變賣 

 結構比  結構比

   總        計 871.3 211.5 763.6 100.0 217.4  100.0 
鐵路運輸業 89.9 0.1 56.2 7.4 0.2  0.1 
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 12.5 - 11.1 1.5 -  -
公共汽車客運業 48.2 6.8 70.2 9.2 7.5  3.5 
計程車客運業 5.1 4.0 3.0 0.4 0.4  0.2 
其他汽車客運業 64.0 54.4 43.2 5.7 16.9  7.8 
汽車貨運業 182.2 78.7 161.1 21.1 91.8  42.2 
海洋水運業 97.0 32.2 59.5 7.8 73.7  33.9 
民用航空運輸業 204.9 26.4 192.5 25.2 4.2  1.9 
報關業 5.8 0.2 1.8 0.2 0.4  0.2 
船務代理業 1.1 1.8 7.2 0.9 0.0  0.0 
陸上貨運承攬業 0.7 4.4 2.4 0.3 0.9  0.4 
海洋貨運承攬業 1.1 0.1 1.5 0.2 0.0  0.0 
航空貨運承攬業 1.8 0.5 1.8 0.2 0.1  0.0 
停車場業 27.2 0.0 35.5 4.6 1.8  0.8 
其他陸上運輸輔助業 0.9 0.2 0.4 0.1 0.1  0.0 
港埠業 49.6 0.3 52.4 6.9 18.1  8.3 
其他水上運輸輔助業 1.0 0.3 0.3 0.0 0.9  0.4 
倉儲業 49.4 0.1 24.4 3.2 0.5  0.2 
郵政業 21.5 - 19.8 2.6 -  -
快遞服務業 5.0 0.3 18.5 2.4 0.0  0.0 
旅行業 2.5 0.8 0.6 0.1 0.0  0.0 

資料來源：行政院交通部，「2009 年運輸及倉儲業產值調查報告」。 

（四）營運量統計 

就近十年客運類交通營運量指數的變化來看，2003 年受到 SARS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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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影響，各類交通運輸的運量都出現大幅的下滑，其中又以水運營運

量指數下滑的幅度最大。而各類交通運輸工具中，鐵路以及市區類營運

量相對穩定；而水運的營運量變化最為劇烈，2001~2003 年由 175 下滑至

115 後止跌，2004、2005 年大致維持在 125~129 間，2006 年又出現大幅

度的下滑，但 2007 年開始又出現快速成長的趨勢。而空運類的走勢和水

運類則大不相同，2004~2006 年空運類大致維持在 100 左右，2006~2009

年出現大幅度的下滑，2010 年又出現大幅度的回升。 

而就貨運類交通營運量指數的變化來看，各類營運量是以 2006 年作

為轉折點，2006 年之前呈現成長的走勢，2006~2009 年之後則呈現衰退

的情況，2010 年則稍有回升。各類交通運輸工具中，以空運類的營運量

變化最大，由 2001 年的快速成長至 2006 年的 100，其後由一路下降至

2009 年的 80，2010 年又反彈回升至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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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交通各業營運量指數－客運類 

註：基期為 2006 年=100。 
資料來源：行政院交通部，「交通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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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交通各業營運量指數－貨運類 

註：基期為 2006 年=100。 
資料來源：行政院交通部，「交通統計月報」。 
 
 

三、重大政策 

(一) 國際物流服務業發展行動計畫 

國際物流於 2009 年 10 月 15 日被選定為十大重點服務業發展項目，

提出「全球運籌發展計畫」；目標在協助企業邁向全球運籌管理，使台灣

成為國際供應鏈之重要環結。並運用台灣製造優勢，發展高附加價值轉

運服務。具體措施如下： 

1. 提升通關效率 

(1) 提升貿易便捷 

推動貿易便捷化網整合計畫，建立數位貿易環境。降低通關時間、

文件數與抽驗比例。推動跨關區報關作業與法規。 

(2) 促進貿易安全 

推動貨物預報資訊制度與優質企業（AEO）認證及管理機制。強化

貨物移動安全等配套，並使查驗技術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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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智慧環境 

推動關港貿單一窗口與安全智慧化海空港計畫。 

2. 完善基礎建設 

(1) 強化海空港建設，增加國際連結力 

改善空港軟硬體建設、完成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加強港埠與周

邊運輸系統之建設。推動海海與海空聯運。強化 FTZ 發展，建立跨境特

區合作機制。 

(2) 航政體制改革 

成立國營機場公司、港務公司。 

(3) 其他相關配套措施 

促進船舶來臺轉運。強化倉儲設施。 

3. 強化物流服務 

(1) 加強物流網路發展與整合 

建立工業園區專業物流服務模式。輔導物流業者強化倉儲轉運能量

與建構進出口物流網絡 

(2) 提升物流服務業之能力與品質 

推估國際物流人才需求，並進行培訓。建立常規化物流統計，累積

國內物流相關基礎資料。 

(3) 促進產業升級與創新 

支援業者轉型升級，建立產業示範體系。發展物流新穎模式。 

4. 促進跨境發展與合作 

(1) 針對後 ECFA 需求，輔導物流業者朝規模化與利基型發展 

輔導中大型物流業者擴大全球服務項目與跨國服務據點。舉辦兩岸

物流產業合作及交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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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物流雲端服務，並加強與國際標準介接 

推動跨境資訊流/物流/金流整合服務，建置文件儲存與轉換機制。推

動跨境物流發展，建立技術、設備、軟體等共同標準。 

(3) 促進產業跨境合作，強化跨境海空港連結力 

打造海運快遞專區與海峽快捷走廊。發展兩岸航線網絡，建立關務

資訊對接機制。與東亞海空港進行物流網絡區域分工，港埠投資向外延

伸。 

 

圖 7  「國際物流服務業發展行動計畫」整體架構 

(二) 關港貿單一窗口 

行政院於 98 年 1 月 5 日核定經建會所擬「優質經貿網絡計畫綱要」，

由財政部主政辦理，於三個月內提出細部執行計畫報院。關稅總局於 98

年 2 月 20 日研提「關港貿單一窗口」子計畫書陳報財政部審議後於 98

年 4 月 3 日轉陳行政院審查，行政院於 98 年 8 月 10 日以院臺財字第

0980051333 號函核示同意辦理。 

1. 政策願景 

「關港貿單一窗口」希望落實在各部會之間形成政策共識，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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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均須全力配合，運用現有資源，整合三大資訊系統，建置單一窗口中

央資料庫及整合性服務與稅費繳納機制，建立 G2G/G2B/N2N（航港、簽

審與電子閘門使用機關）直接介接管道，並提供資料訊息交換與應用機

制達到「一次申辦，全程服務」之便捷作業需求。整合通關、航港及貿

易簽審服務，提供「一次申辦輸入，全程使用服務」之便捷服務外，使

用雲端作業模式，並建置進出口整體供應鏈必能相關業者及政府機關

（構）共同使用之關港貿單一窗口中央資料庫滿足貨物進出口資料交

換、共用、管理與跨國連線介接之要求，俾逐漸形成一個國際貿易貨物

資訊捷運中心。貿易運能在過度時期提供不低於標準需求之服務；關貿

與汎宇取得預算聯接 G2G 部份，並等待「關港貿單一窗口」完成時，再

擴展為全國國際貿易及物流產業間電子商務之訊息交換中心，及金融、

保險業者主動加入服務登錄，而提供各式 B2B 的服務，將可大幅提升我

國電子商務與對外貿易之競爭力。 

2. 政策規劃 

(1) 遵循「優質經貿網絡計畫綱要」計畫之內涵進行規劃（B2G、G2G、

中央資料庫(含商品進出轉口資料)）。 

(2) 遵循部長指示：本現有資源整合、共享、有效運用及公辦公營委

外維運。 

(3) 導入雲端運算服務機制。 

(4) 以便捷化、智慧化、安全化、國際化為導向進行規劃。 

3. 推動情形 

(1) 98.02.20 研提「關港貿單一窗口」子計畫。 

(2) 98.03.31 邀集關、港、貿相關機關與進出口業者共同成 

(3) 立「關港貿單一窗口工作圈」。 

(4) 98/10/28 完成委外規劃案廠商建議書徵求文件。 

(5) 99.02.12 完成委外規劃案招標。 



 

 98

(6) 99.03.12 成立專案辦公室。 

(7) 99.05.20 設置專案管理網站及宣導網站。 

(8) 99.09.30 完成初期規劃及服務規劃。 

(9) 99.10.29 完成業者報關即用系統轉換規劃、IT 環境規劃 

(10) 及資訊安全環境規劃。 

(11) 99.12.30 完成關港貿資料項目集（Data Sets）制定。 

(12) 100 年 1 月至 4 月舉辦 8 場推廣說明會，計有 20 餘個機關、70

餘家通關業者參與。 

(13) 100.03.31 召開跨機關工作圈大會，完成 RFP 確認。 

(14) 100.04.29 完成關港貿單一窗口建置案招標公告。 

(15) 100.06.29 日完成關港貿單一窗口營運規劃報告。 

(16) 原訂 6 月 8 日截止公告並辦理資格標開標，囿於政府 101 年度公

共建設經費大幅限縮，於 6 月 3 日先予取消採購公告，招標作業

預將延至 9 月底完成。 

 
圖 8  「關港貿單一窗口」整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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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業建言 

(一) 改善機場服務品質，視兩岸觀光政策調整航點航班 

根據國際機場協會（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 ACI）的評比結果，

2010 年全球機場服務品質調查評比中，韓國仁川機場第六度榮獲第一名

的殊榮，而新加坡樟宜機場、香港赤蠟角機場、北京首都機場、上海浦

東機場也都在前五大排名之列。反觀台灣桃園國際機場，國際評比一路

下滑，近來又因為施工改建工程，造成許多不便以及工程品質的問題，

影響國家門面形象。 

桃園國際機場於 2010 年 11 月 1 日正式改制成為桃園國際機場股份

有限公司，就是希望透過國營公司之組織型態，使航空站從行政機關轉

型為事業機構，並導入企業化精神，提升機場經營效率及國際競爭力。

機場公司將以交通部成立之「桃園國際機場改善小組」所提百餘項建議，

分短中長期逐項檢討改善完成。並以前十名的亞洲機場列為學習標竿，

讓桃園國際機場在三年內重回 ACI 機場服務品質排名的前十名。建議未

來交通部對航廈的修繕與改建應有更完善的規劃，並視營運情況不斷的

提出更加的服務方案與工程，而不僅僅是東補西補的小規模修繕工程。

例如讓機場更具有台灣文化的特色，成立跨部會小組，針對機場營運、

海關檢查、證照查驗、檢疫流程、商品檢驗、安全檢查、機場保全、國

土安全等業務進行協調統合。 

在兩岸直航的議題上，陸客自由行於 2011 年 6 月 28 日正式啟動，

首批自由行試點城市為北京、上海和福建省廈門等地，每天上限 500 人，

目前兩岸已協議由目前每周 370 航班，增加到 558 個航班。未來陸客自

由行的人數以及試點城市勢必將逐漸放寬，兩岸航班應視自由行開放進

程持續調整，以滿足市場需求。 

(二) 兩岸交通運輸業開放政策應有先後順序，並提供業者更多經營大陸市

場的資訊 

為了符合台灣政府要發展航運中心的目標，政府應該鼓勵更多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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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靠台灣碼頭，將台灣當轉運地，增加更多的運量。因此對於陸資投資

船運相關業務的限制與審核應該放寬，至於投資細節規定，如股權的限

制、董監事席次的比例，都可以彙整產官學界的意見訂定出來。 

另一方面，台灣的物流業是以中小企業為主，大陸則是以公營企業

為主，大陸物流業者來台會對台灣業者造成競爭的壓力，如果是為了政

治考量來台灣投資，就算虧錢經營也無所謂，將會影響台灣既有的市場

機制。如果一定要開放國內物流市場，應該爭取大陸市場的對等開放，

現在台灣業者在大陸仍面臨諸多限制，應可作為談判籌碼與之交換。 

再者，業者要進入大陸市場，要知道大陸 WTO 的開放承諾為何？公

路、鐵路、人才、稅金、法規、證照是如何規定。政府做好領導的角色，

企業跟著進去，成功機會就比較大。因此政府要協助蒐集的人口、消費

力，還有當地的規章、獎勵或罰則、爭端的協商等相關資訊。 

(三) 落實自由貿易港區設定精神，積極爭取與其他國家簽署避免雙重課稅

的協定 

我國自由貿易港區是以「境內關外」精神所規劃，主要目的為降低

企業跨國營運中物流、商流與人流之各種障礙，結合海空港功能與供應

鏈管理需求，強化企業競爭優勢。不過實際施行的細項則是「境內關內」，

並沒有排除關稅，建議把關稅條件排除，才能真的叫做境內關外，吸引

企業進駐。 

日前財政部、交通部達成噸位稅子法共識，訂出「營利事業適用所

得稅法第 24 條之 4 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實施辦法」。根據交通部的評估，

改採噸位稅之後，營所稅大減 9 成；但因有新船員的綜所稅、股東股利

稅、維修費收入，共可帶來新稅收 7.41 億元，二者相減後，估計稅收淨

增加 1.8 億元，並可增加國輪 38 艘。對船運業者而言，噸位稅是讓船公

司可以選擇彈性的繳稅方式，讓業者有意願將船掛回本國籍。噸位稅算

是國內稅，但船運公司在經營國際市場，還必須面臨國外稅的問題，建

議政府應該積極爭取與其他國家簽署避免雙重課稅的協議，對於業者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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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可以節省許多支出，有助於提升競爭力， 

(四) 正視關港貿單一窗口，以及輔導航協電子航貨作業平台建立之國際接

軌能力 

正視關港貿單一窗口與輔導航協電子航貨作業平台建立之國際接軌

能力，以鞏固國家稅基、兩岸經濟協定及核心資料庫之核心共同資料庫

（Common Data Base）以提昇檢核智慧風險管理。電子航貨已完成「商

業」、「貿易」、「運輸」與「關務」之文件標準，但不論 AEO 或 UCR 之

建制與應用規範仍然落後，希望政府輔導使用者參與平台建置，以便

100% CIQ 接軌。對關務人員與稅務教育也應加強：(1)行政裁量之應用

與邊際定義；(2)對貿易伙伴之專業知識識別、分類、預測與包裝認知。

此外，對重大公共建設，尤其與國際接軌部份，政府官員也應邀約業界

專案共同參與。 

(五) 物流業的發展方向應與國內產業政策一致，重新檢討我國物流產業的

定位 

物流業是供應鏈程序之一部分，在起源點與消費點間，針對物品、

服務及相關資訊之具效率及效果的正向與逆向流通與儲存，進行規劃、

執行與控管。簡單的說，物流業就是製造業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橋樑，負

責將商品送到消費者手上，因此產業政策發展方向會影響到物流業者的

布局。例如政府鼓勵發展生技產業，而醫藥的分發、儲存、裝運都有獨

特的 know how，物流業者也必須跟進專業的物流技術；而 ECFA 爭取到

農產品、漁牧業關稅優惠，但這一類產品在報關、裝運程序、商業模式

跟一般的製造業是完全不同的，物流運送技術也要跟著提升。因此，政

府在制定產業政策的時候，也必須將物流業發展的方向，以及關鍵技術

的提升一併納入整體規畫，協助物流業者因應當前經濟環境之變遷。 

另外，我國物流產業本來就是以中小企業為主，在國際物流市場中

要找出自我定位，擺脫作大就具有競爭力的思維。例如 DHL 的海運承攬

量很大，但他們只有自己的貨機，並沒有自己的船；而 Fedex 是國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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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物流業者中，自有資產擁有比重最高的企業，這也是另外一種成功的

營運模式。而我國物流業要採取何種營運模式，如何整合彼此的優勢，

應該是未來在發展規劃時必須先設定的。 

(六) 落實陸上貨運產業輔導政策，建立管制惡性競爭之管理機制 

交通部為交通運輸業最主要的主管機關，但過去大多是站在管理與

管制的立場，缺乏整體產業政策發展規劃，以及相關的輔導政策，例如

對管理階層加強品管以及經營理念，對駕駛人加強安全管理及訓練等。

再者，過去交通部對於大眾運輸相關的客運業者給予較多的補助措施，

例如油價補貼政策，但對公路貨運業、遊覽車客運業，僅僅提出減免汽

燃費的政策，應該重新思考補貼制度的公平性與分配是否適當。 

另外，運輸車輛老舊與供過於求，是運輸業面臨的最大問題，雖然

目前交通部有核定基本運價，並定期視市場變動情況調整，但在市場供

過於求的情況下，市場上常常出現削價競爭，以致於貨運實際運價無法

跟著成本調整的情況。建議貨運運價應納入「運輸業管理規則」以抑制

非法，重新檢視對於老舊車輛的汰舊換新和限制牌照發放的制度。 

五、結語 

在全球化和區域經貿整合的浪潮下，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對企業的運

籌管理有重大的影響。台灣本是高度依賴貿易的經濟體型態，近年政府

推動兩岸經貿自由化的大方向，又更加深了交通運輸業對整體產業的連

帶關係，因此交通運輸業本身的發展，實值得政府重視。 

不過，交通運輸業近十年來實質 GDP 平均年成長率僅為 1.8%，低於

整體 GDP 年均成長率；且附加價值率近十年也呈現下滑，顯示了交通運

輸業成長力道疲軟的窘境。所幸，2010 年起各類貨運營運量皆呈現上升，

客運營運量也大多呈現正成長，尤其空運業無論在客、貨運營運，都有

大幅的提高。這顯示了近來兩岸經貿關係日趨正常化，兩岸經貿往來更

加頻繁，未來交通運輸業成長動能可期，若政府能把握時機，針對以上

各項產業建言予以改善產業發展環境，必能更精進交通運輸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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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帶動整體經濟之綜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