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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初迄今，新冠疫情在全球各領域均造成莫大的影響，如造成經濟衰退、產能降低、觀光蕭條等，即便如此，世界上大多國家也正面積
極因應新冠疫情所帶來的變化，如改以視訊方式進行會議與授課、在家上班等，不過衝擊雖大，或許也是加速各領域自動化應用的轉機。

“因應新冠疫情所致衝擊，故意識到提升效率、促進便捷化等必要，各領域或多或少感受到自動化的重要性，諸多因應新冠疫情所致衝擊，故意識到提升效率、促進便捷化等必要，各領域或多或少感受到自動化的重要性，諸多

產業中民眾最為有感者莫過於交通領域，蓋其負責串連大眾生活各環節，舉凡通勤、休閒、購物等生活活動常透產業中民眾最為有感者莫過於交通領域，蓋其負責串連大眾生活各環節，舉凡通勤、休閒、購物等生活活動常透

過大眾運輸銜接。過大眾運輸銜接。”

　　由於大眾捷運系統屬於軌道運輸的一環，自動化程度已相對較高，如能進一步促進巴士之自動化，或可使巴士運輸脫胎換骨，換言之，如能藉

由新興科技─自動駕駛（下稱自駕）技術改善、優化整體巴士運輸環境與應用，可望提升運輸效率與供應更便捷的運輸環境。

　　然而，自駕巴士之應用於我國目前仍是透過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所示沙盒機制，或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授權訂定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20條及其所示附件21進行應用測試，藉此觀察模擬實際上路、提供服務可能要應對的問題。自駕巴士之特點在於應用自駕技術提供旅客運送服
務，巴士之行駛不再只是單純由駕駛人操控車輛，而是在符合特定條件下，自駕系統將得自動操作車輛，因此從技術應用面發展來看，可以想像隨

著巴士自駕程度愈高，自然人於巴士上所扮演的角色，可能從傳統的駕駛人轉變為操作者或隨車人員。

　　但為了保障乘客與整體用路之安全性，在自駕巴士達到可以完全不需人力介入操控車輛以前，巴士上是否須有傳統定義之駕駛人，以利臨時狀

況發生得及時接管車輛操控，藉此保障旅客與路上其他用路人之安全，就涉及價值取捨，有待各界因應不同自駕巴士運輸情境（如專用道型與一般

市區公車就因為不同路況而有相異考量），更進一步就自駕技術發展、實際應用模式以及其他因素綜合考量、討論及決定。

　　相應地，自駕巴士之操控者（包含駕駛人、操作員或隨車人員）符合怎樣的資格與經歷才屬適格，或亦將隨巴士配備自駕系統而有不同。

　　例如，自駕巴士可以在其技術應用範圍內，適度分擔駕駛人之原有駕駛任務（如監控環境、操控車輛等），因此現行巴士駕駛人所須具備資格

（如駕駛車輛經驗等）有否適度放寬的可能？傳統駕駛人雖熟稔行駛巴士，但不一定確知自駕系統如何使用，因此傳統考取駕照之方式，是否考量

加入自駕系統操作或應變突發狀況等相關測驗？藉之或將更能體現自駕巴士應用所帶來的交通自動化效益─適度緩減從業人口高齡化等窘境。

　　自駕車輛（巴士）所涉應用，雖然我國仍在實驗階段，但為因應相關應用於沙盒淬煉後得無縫接軌實際服務，相關法制或宜伴隨自駕技術發展

演進加速整備，尤其相關人員之配置、資格更與旅客及用路人之安全息息相關，以利相關應用得順利上路，達到我國交通高度自動化而更有效率與

便捷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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