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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金門縣政府為增加港口競爭力、提升管理效率，整合金門

藍色公路島鏈連結政策及各單位資源優勢，推動金門港區政企

分離制度，前由金門縣港務處就成立港務公司之可行性，委託

專業顧問進行研究分析，研究議題包含：因應金門大橋通車，

浯江輪渡有限公司人員轉置安排方式、如何使金門客貨運碼頭

企業化，以達成經營效益之最大化、金門港與金門島結合藍色

公路觀光開發方式等，進行可行性研究分析後提出成果報告。 

爰依據貴會第七屆第 8 次定期會之建議，參考「金門商港

成立港務公司之可行性研究案」、「金門大橋通車公車路網規劃

案」、「金門小三通客運固定航線票價及航商聯營可行性研究」、

「金門小三通客運票價分析」、「購買台金客輪可行性評估計畫

成果」等報告，就大橋通車之後，浯江輪渡有限公司營運轉型

問題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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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浯江輪渡公司簡介 

民國 81年 11 月 7 日本縣戰地政務結束，大小金門海上交

通改由金門縣政府承接，並責由「金門縣公共汽車管理處」改

名「金門縣公共車船管理處」接辦大小金輪渡業務，而因應航

業法之規定，經營船舶運送業應辦理「公司」登記，故另依金

門縣政府組織條例第 16條籌設「浯江輪渡有限公司」，經營大

小金輪渡業務，內部行政組織成員均由車船處人員兼任。 

自民國 90年初開辦小三通業務，初期以每週包船方式行駛

兩岸間，並由浯江公司自行出售船票，惟後續浯江公司為免與

民爭利退出兩岸航運經營，改由民間業者執行兩岸小三通船運

勤務，而售票、通關、驗證、解繫纜及行李託運等業務，基於

維護服務品質，仍由浯江公司接受民間業者委託辦理。 

 

 

                     圖 1 機關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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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浯江公司營運海上航線檢討 

浯江輪渡公司長年以來肩負金烈民行交通需求，係依金門

縣政府組織條例第 16 條籌設，經營大、小金門輪渡業務，內部

行政組織成員均由車船處人員兼任。公司同仁的核心價值在於

安全載運鄉親往返大小金門為首要任務。 

有關貴會指示本公司營運轉型擴大服務項目，計有投入經

營離島航線、藍色公路、台金航線、兩岸航線等營運事項提出

報告。 

(一) 營運離島航線 

1、 金烈航線營運現況 

本公司目前輪渡業務係執行大小金門交通船固定

航班業務，每日往返大小金門船班共 58班次，船班表如

表 1 所示，船運部門人員共計 35人，各級職別人員配置

如表 2 所示，營運船舶共計有 3 艘，規格如表 3 所示，

票價之修訂由金門縣議會審議通過後公告，票價表如表

4 所示，金烈航線收入成本分析如圖 2所示。 

  



 

4 
 

表 1 船班表 

浯江輪渡有限公司大小金門交通班船行船時間表 

搭船碼頭 開 航 時 間 

九宮 

(發船) 

06:30 07:00 07:30 08:00 08:30 09:00 09:30 

10:00 10:30 11:00 11:30 12:00 12:30 13:00 

13:30 14:00 14:30 15:00 15:30 16:00 16:30 

17:00 17:30 18:00 18:30 19:00 19:30 20:30 

21:30       

水頭 

(發船) 

07:00 07:30 08:00 08:30 09:00 09:30 10:00 

10:30 11:00 11:30 12:00 12:30 13:00 13:30 

14:00 14:30 15:00 15:30 16:00 16:30 17:00 

17:30 18:00 18:30 19:00 19:30 20:00 21:00 

22:00       

 

表 2 各級職別人員配置 

職稱 人數 占比 備註 

三等船長 7 20% 大小金航線依據交通部國

內航線船舶最低安全配額

表，需配置： 
 

船    長：1名 

二等管輪：1名 
機    匠：1名 
船    員：2名 

二等管輪以上 4 11% 

三等輪機長 3 9% 

機匠 3 9% 

船員 12 34% 

售票員 5 14% 

站管人員 1 3% 

合計 3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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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船舶規格 

 太武 

Tai Wu 

仙洲 

Hsien Chou 

金烈之星 

JIN LIE ZHI XING 總噸位 198 177 195 

建造完成日期 86 年 12月 96 年 12月 107 年 2月 

船身質料 鋼 鋼 鋁合金 

乘客最高限額(人) 192 182 153 

船員定額(人) 5 5 5 

全船乘客及 

船員名額(人) 

197 187 158 

船齡 

(截至 2022年 10月) 

24 年 10個月 14 年 10個月 4 年 8 個月 

 

表 4 票價表 

票種 票價 適用對象 

全票  60 元  

半票  30 元 
學生、軍警、身障、年滿 65 歲以上，縣
籍民眾未持 IC卡者使用，請出示證明文
件以便查驗。 

車輛載運每程每輛收費標準 

大客貨車或特種車 
(3.5噸以上) 

4000元 
 

小型特殊車 300 元 如沙灘車、小型農用搬運車等四輪小型車 

小客貨車 
(3.5噸以下) 

700 元 
 

機車 
(每人限一輛優惠) 

100 元 駕駛非縣籍 

50 元 駕駛金門籍 
持「身心障礙證明」非縣籍民眾 

免費 

持「身心障礙證明」縣籍民眾 
須使用「機車免費載運票卡」於刷卡機上
完成刷卡驗票 
如未辦理機車免費載運票卡及未持證明
文件者依上列標準收費 

腳踏車 免費 隨行一輛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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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橋通車之後離島航線之經營 

金門大橋預計 111 年 10 月通車，經船運運量預估

與營運成本統計，以現況民眾搭乘情況預估大橋開通後

船運搭乘量結果，每日僅約 28人搭船，平均每班次搭乘

人數低落，且船運於減班調整下，便捷度同時降低，民

眾搭乘意願將下降，若船運維持營運則可能面臨高成本、

低效益的狀況。 

在營運效益考量下，大橋通車後船舶營運將造成過

大虧損，且依「金門大橋通車後烈嶼發展規劃小組會議」

原決議為大橋通車後輪渡即停航，而縣府經最終檢討後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客運收入 64,571,680 67,445,662 73,571,038 74,049,171 76,142,569

航行費用 70,684,877 67,961,590 80,283,679 68,561,965 86,132,705

盈餘(-虧損) -6,113,197 -515,928 -6,712,641 5,487,206 -9,990,136

-20,000,000

 -

 20,000,000

 40,000,000

 60,000,000

 80,000,000

 100,000,000

圖 2 金烈航線收入成本分析 

 

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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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拍板決定，大橋通車後將滾動式檢討金烈渡輪船班

需求，且除須視各方面條件均完備後，後續如民眾習慣

性改搭乘公車往返大小金門，則再檢討停航金烈渡輪。 

至若發生金門大橋封橋禁行之緊急事件，需以船舶

執行疏運作業，則由縣府觀光處以開口契約委由民間船

舶業者辦理。 

表5  船運營運調整方案評估表 

評估項目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船班調整 平均每小時發航， 

共 29 班 

每 1.5 小時至 2 

小時發航，共 18 班 

每 2 小時至 4 小

時發航，共 8 班 

預估每班搭乘人數 約 1 人 約 2 人 約 3 人 

 

需求人力 

 15 位船員 

 5 位售票員 

 1 位約用站務 

 15 位船員 

 5 位售票員 

 1 位約用站務 

 8 位船員 

 3 位售票員 

 1 位約用站務 

全年營運成本 

(單位：元) 

57,904,557 55,361,973 49,368,440 

 

金門大橋通車後，預估初期會吸引大量遊客進出烈

嶼，大橋交通車流量大，本公司配合政策指示營運金烈

離島航線，視營運搭乘人數，滾動式檢討調整應對，第

一階段為期約 3個月，其目的係為考量: 

 調節舒緩金門大橋通車初期尖峰時段車流量，車

流及人潮分流。 

 金門大橋通車後，鄉民原往返金烈兩地搭乘交通

運具之習慣改變，採行漸進式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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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推動發展海上遊程觀光政策，思考以橋進船

出、或船進橋出等觀光遊程，調配部分航班加入

海上遊程規劃。 

 第二階段，針對第一階段營運情形進行檢討，運

用實際營運數據，規劃新階段之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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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運藍色公路 

1、 金門藍色公路之推動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金門縣自109年2月10日起，

暫停兩岸小三通定期航班，致來金旅客銳減，衝擊金門

觀光產業。為提升、推廣金門深度旅遊，拓展尚未開發

推動之藍色公路海上遊程，縣府極力推廣，目前已有數

家航商投入營運，如表6金門藍色公路相關資訊所示。 

表6 金門藍色公路相關資訊 

航商 船噸位 票價 船上設施 

A 載客小船 
20噸以下 

約750元/人 
 

B 載客小船 

20噸以下 
約699元/人 歡唱KTV 

C 99.26噸 約750元/人 

美味餐食 

活動表演 
歡唱 KTV 

D 198噸 
依航程 

約800~1800元/人 

簡易版茶點袋 

美味豪華餐點 

卡拉OK歡唱 
專人演唱 

 

金門海上花園藍色公路，現已由縣府著手推動，縣

府觀光處於109年度全力配合中央國旅安心旅遊政策外，

更積極推動「郵輪跳島遊首創小三通客船接駁」、「海

上微旅行今夏看金廈」等亮點項目，創造海上休閒、觀

光相關的旅遊活動。「藍色公路類出國」微旅行，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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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乘客可以買免稅品，同時結合金門的海上遊覽。 

針對海上導覽輔導計畫，由縣府訂定「金門縣政府

輔導獎助郵輪招攬旅客旅遊金門及金門海上藍色公路遊

程實施要點」，增加海上導覽解說課程，加強解說員於

海上導覽解說技巧，讓旅客欣賞海上風光之餘，更能了

解沿途各離島所發生的故事。 

針對郵輪、客船、載客小船及推廣藍色公路海上觀

光行程，爭取國內外旅客來金旅遊，厚植金門旅遊產業，

進而拓展金門觀光市場之本縣業者，縣府訂定相關輔導

及獎助措施，期能透過予以適度規範及獎勵，拓展新興

海上觀光產業。 

以金門海洋資源與臺灣本島相較，仍屬相對貧瘠，

未來如欲發展金門海洋觀光市場，更有賴中央及地方政

府予以觀光政策支持及經費挹注，金門海洋觀光市場方

有逐漸擴大之可能。 

2、 浯江輪渡加入藍色公路之評估與建議 

(1)人力資源面向 

經檢視浯江公司目前員工，除由公共車船管理處

人員兼任外，其餘編制小三通作業人員及大小金輪渡

人員共98人，並無專責管理人員，亦無觀光活動規

劃、管理、營運、行銷及人員培訓等專業能力。 

初步評估，若金門縣政府以經費補助，採專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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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金門大學進行建教合作，對現有人力進行教育訓

練，假以時日，或有機會培育出觀光專業人力。 

若培訓現有浯江公司內部人員成為觀光服務人

員，暫且不論轉職教育訓練期間至少需耗費1~2年，

轉職訓練期間縣府除需負擔建教合作之費用外，尚須

支付現有員工薪資，負擔不可謂不重；其結訓後之專

業素養是否可提供高品質服務及投入海上藍色公路

運作所需之觀光專業服務能力，仍頗有疑慮。 

(2)財務資源面向 

假設浯江公司現職員工均接受轉職安排前提

下，縣政府除須負擔每年建教合作專案補助費用外，

在轉型之前仍需負擔員工原本之薪資。 

目前浯江公司營運收入來源為金烈航線輪渡業

務及金廈航線代理票務業務，自 109 年受疫情影響

以來，金廈航線代理票務業務亦全面停擺，僅能依賴

金烈航線輪渡業務之營收。 

惟金門大橋通車後，金烈航線輪渡業務營收恐大

幅驟減，屆時小三通航線若未全面恢復，勢必依賴金

門縣政府之財政補貼。面對財務資源的驟減，如保留

部份客輪值勤，並參考地區小三通業者改裝客輪案

例，每艘改裝費用需耗費2千萬元，其他又需含客輪

維護管理費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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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金門縣政府110年4月20日召開「金門大橋通

車後烈嶼發展規劃」各委託服務案第二次整合會議結

論：「基於經濟及財政考量，大橋通車後浯江公司之

大小金交通船宜同步相對停駛。若因大橋不通之緊急

事件，需以船舶疏運，則以開口契約方式由縣府觀光

處委由民間船舶業者辦理，以資節省浯江公司龐大營

運維持費用。」是以，浯江公司已無保留至少一艘客

輪之需要。 

若要維繫浯江公司轉型後財務資源能持續運

作，包括轉職培訓課程費用、現有浯江工作人員薪資

外，再包括船隻改裝費、每年船隻維護費用等，推估

浯江公司在轉型前，金門縣政府須在「財務資源」方

面，補助金額甚大。易言之，浯江公司投入海上藍色

公路並無財務實際效益，反而可能增加負擔。 

(3)公司內部資源有限，經營藍色公路不具競爭力 

浯江公司投入藍色公路海上遊程營運，除前述

「人力資源」及「財務資源」面向尚需有效整合外，

鑑於現階段金門海洋觀光產業尚未具有形成優勢的

市場競爭力，其未來之營運收入來源仍有高度之不確

定性。 

藍色公路以「觀光船」遊程營運有別於「交通

船」，尤其觀光事業以顧客為尊、服務品質至上、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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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滿意度為衡量指標，以現階段公司內部人力組織，

仍停留在傳統運輸業以「交通工具」為導向的思維提

供服務。另目前已有業者投入觀光船海上遊程觀光事

業，本公司後續如投入營運，勢必造成財務虧損增

加，除須由縣府撥補經費支撐公司營運之外，亦可能

背負「與民爭利」之輿論壓力，本公司配合金門大橋

通車，在於離島航線營運上，第一階段視搭乘需求滾

動檢討航班減班之原則下，配合縣府觀光處研擬烈嶼

鄉遊程規劃配套方案，調撥部分船舶及人力，嘗試規

劃海上遊程之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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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營運台金航線 

1、 澎湖、馬祖經營台灣航線之現況 

(1) 馬祖航線 

對於馬祖而言，船舶海運一直以來都是最重要也

最可靠的交通方式。連江縣政府於民國 86 年採購了

一艘 5,000噸級的日本中古客貨船，改裝成臺馬輪（圖

3），其基本資料如表 7所示。 

該船具有 384張床位與 116張座位，全票票價為

1,050元（經濟艙）至 1,890元（頭等艙）。臺馬輪在

民國 93 年曾經進行設備更新，後來因為日漸老舊，

經常發生故障，所以決定建造新船，來取代已經老舊

的臺馬輪。 

 

     圖 3 臺馬輪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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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 臺馬輪之基本資料 

種類 單船體客貨船 

船長 102.7公尺 

船寬 16 公尺 

吃水 4.5 公尺 

總噸位 5,039頓 

淨噸位 1,511噸 

乘客 500 位 

船員 22 人 

航線 馬祖←→基隆 

 

取代臺馬輪的臺馬之星（圖 4），其基本資料如

表 8 所示。建造臺馬之星的經費，由中央政府全額補

助。臺馬之星乃是台灣首次自行建造的客貨兩用船，

原始設計為國內航線船舶，於 103 年進行修改，並且

變更為國際航線船舶，以利於未來行駛兩岸航線。臺

馬之星的工作進程如表 9 所列，建造時間共花 4 年，

加上規劃和審查的時間，總共歷時 8 年。該船可提供

380 張床位，其中包括兩間無障礙艙；另有座位 200

張，除非床位客滿，才出售座位。全票票價為 1,050

元（經濟艙）至 1,750元（頭等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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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臺馬之星外觀 

 

表 8 臺馬之星客輪基本資料 

種類 單船體客貨船 

船長 104.6公尺 

船寬 16 公尺 

吃水 4.7 公尺 

總噸位 4,982頓 

淨噸位 1,478噸 

乘客 580 人 

船員 22 人 

船舶用途 客貨船 

造價 14.2億元 

航線 馬祖←→基隆 
 

                           表 9 臺馬之星工作進度 

年度 工作進度 

2007年 地方政府擬訂計畫 

2009年 中央政府核定 

2010年 中央政府否決高速輪計畫 

2011年 設計及建造案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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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變更為國際航線船舶 

2015年 完工啟用 

船舶並由新華航業公司經營，以基隆為母港，行

駛基隆到馬祖（南竿與東引）的航線，航行路線及時

間如下： 

單日（先南竿、後東引）：基隆→南竿→東引→

基隆。先開往南竿，航程約 10 小時，靠港供乘客貨運

上下船後，原船繼續開往東引，最後再開回基隆。 

雙日（先東引、後南竿）：基隆→東引→南竿→

基隆，先開往東引，航程約 8 小時，靠港供乘客貨運

上下船後，原船繼續開往南竿，最後再開回基隆。 

基隆->馬祖：晚上由基隆港出發，夜宿船上，航

程約 8-10小時。南竿->基隆：早上由南竿出發，傍晚

抵達基隆港。 

(2) 澎湖航線 

台灣航業公司於民國 78 年，建造了行駛澎湖與

高雄航線的臺華輪（圖 5、表 10）。台灣航業公司雖

然是股票上市公司，但是政府擁有大量的持股，具有

實質的影響力。 

臺華輪行駛之航班，淡季(10 月~3 月)每週 2 班

次夜航，旺季(4月~9月)每週 4班次，日夜航各 2 班

次，整個航程歷時 5 小時（日航）至 6.5小時（夜航），

全人票價為 980元（臥鋪艙）至 1,700元（特等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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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台灣航業公司的民間股東，多次向政府提出

反應，希望由澎湖縣政府接手臺華輪的營運，並且承

擔其虧損。由於臺華輪是負責跨縣市的交通運輸，而

非澎湖縣內的交通運輸，因此澎湖縣政府拒絕接管臺

華輪。 

 

                              圖 5 臺華輪外觀 

 

              表 10 臺華輪基本資料 

船長 120 公尺 

船寬 19.3公尺 

總噸位 8,134噸 

旅客量 1,150名 

船員 21 人 

航速 22 浬 

造價 7.2 億元 

航線 澎湖←→高雄 
 

 

除了具有官方色彩的臺華輪之外，於 97 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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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國際海運公司引進了雙體高速客輪海洋拉拉號，行

駛澎湖到台中的航線。海洋拉拉號屬於中小型交通船，

船長 63 公尺，排水量 2300 噸，時速 62.8 公里（35

節），以鋁合金做為船體材質。然而，在 99 年 8 月，

海洋拉拉號遭遇 8級風 24浪，發生船體破裂的情形。    

    由此次的海上意外事件可知，在秋冬季節，台灣

海峽的風浪較大，並不適合萬噸以下的中小型船舶行

駛。此外，和傳統鋼鐵相比，鋁合金船體的重量較輕，

可以降低耗油量。但是鋁合金船舶的結構強度較低，

必須嚴格遵守結構強度與風浪海象等規範，方能夠確

保其安全性。 

由於臺華輪也日漸老舊，澎湖縣政府提出了建造

新船的計畫，來取代已經航行二十多年的臺華輪。 

替代臺華輪的「澎湖輪」（原名「新臺澎輪」），

基本資料如表 11，交通部航港局考量離島船舶設計

必須周延考量實際需求、營運可行性，以及穩定服務

的提供，航港局於規劃過程會同相關單位作完整專業

考量，澎湖輪已於 110 年 6月與台灣航業公司完成簽

約、111 年 8 月 23 日於海船廠開工建造，預計於明年

4 月下水，8 月返台交船營運，臺華輪將走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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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1 澎湖輪之基本資料 

種類 單船體客貨船 

船長 120 公尺 

船寬 21 公尺 

總噸位 9980噸 

旅客數 600 人以上（臥鋪 300人） 

 

2、 浯江公司營運台金航線評估 

有關浯江輪渡公司營運轉型開拓台金航線，初步檢

討以本公司目前 3 艘客船特性及人力編組，投入該台海

航線營運在航行適法性、安全性、經濟性極具風險及挑

戰，經參考金門縣政府觀光處 105 年委託龍華科技大學

研議有關購買台金客輪可行性評估計畫成果資料，檢討

意見如下: 

(1) 必要性與可行性 

有別於其他的離島縣市，金門並無定期的海運客

輪航線，和台灣之間的交通，幾乎完全依靠飛機，依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近 3 年統計資料，如表 12 國內離

島航線班機載客率，離島飛機載客率最低為金門其次

為澎湖、馬祖，表示台金航線機位需求較其他離島低，

但又當金門航空站因為濃霧而封閉之時，就會發生交

通中斷的情況。如能比照其他離島縣市，建立一條金

門和台灣之間的定期客輪航線，亦是件好事，但仍有

諸多面向需要加以評估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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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 國內離島航線班機載客率 

班機載客率(%) 

年度 金門 澎湖 馬祖 

108 83.9 78.8 85.1 

109 69.7 74.2 84.3 

110 67.1 75.5 81.2 

平均 73.6 76.2 83.5 

 

就船舶科技而言，目前的船舶能夠承受台灣海峽

的冬季風浪。以高速客輪而言，如果以有義波高 2.5

公尺（載客的高速航行模式）和 5 公尺（只載運貨物

的低速航行模式）來區分，每年的能夠航行時間，約

300 天左右，因此，台金客輪需具有足夠的安全性能，

方能夠承受台灣海峽的風浪。 

(2) 台金客輪之選擇 

因為船舶阻力的特性，需用船長約 100公尺的台

金客輪，在時速 36 公里（20 節）和時速 72公里（40

節）附近具有較高的經濟性，這就是傳統低速客輪和

先進高速客輪所採用的船速。雖然傳統低速客輪的建

造費用和營運成本，都遠低於先進高速客輪。但是和

空中交通方法相比，競爭力具有嚴重的落差。在台金

客輪的整個生命週期之中，金門縣政府需要投注本公

司資金，包含購船經費和虧損補貼，將會相當地龐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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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金客輪之取得方式 

我國的造船廠商，缺乏中大型鋁合金客輪的建造

廠房、設備與技術人員。必須要在這些方面進行額外

的投資，才具有建造中大型鋁合金客輪的能力。一艘

全新的先進高速客輪，建造價格大約需要 28-30億元，

而且需要耗時 6至 8 年。 

(4) 台金客輪之航線規劃 

在台金客輪的停靠港方面，金門的港口逐漸走向

專業分工，水頭港區成為旅客港，而料羅港區則成為

貨物港。然台金客輪噸位及吃水深度是否符合停靠水

頭港區有待商討。在台灣方面，台中港距離金門最近，

所以金門－台中將會是營運成本最低廉的航線。此外，

台中港位於台灣中部，比較能夠同時兼顧南北各地的

旅客和貨物。 

(5) 台金客輪之營運方式 

假設本公司未來獲取得高速客輪的營運，除在維

持台金民行需要之外，仍需與觀光休閒行業密切合作，

方具有長期穩定收入之可能。因此，以本公司為縣屬

公營事業單位，實難以和其他民間業者進行跨領域整

合。從新臺華輪的經驗得知，政府主管機關將會要求

先找到營運廠商，並且簽訂營運合約，再建造台金客

輪。而營運工作，亦是台金客輪的成敗關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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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營兩岸航線 

1、 小三通背景說明 

民國 90 年初基於因應小三通需求，為增闢經營金

廈航運客運，縣府召集相關單位開會，會議決議要求浯

江公司以每週租包船的方式行駛，船舶以太武號及浯江

號加入海上運送業務，航線分為料羅港至廈門及水頭碼

頭至廈門往返，同年申請籌設兼營船務代理業務，由浯

江公司自行出售船票。 

浯江公司執行金廈航班歷經 1 年 8 個月後，廈門方

採逐船逐案航次申請，為突破現有作業方式，經與廈門

相關單位研商金廈定期航班相關事宜，以公司對公司進

行協議，訂定每周二、五及每月單週週日金廈往返航班

(10:00 時及 15:00 時對開)，適逢運輸需求則可協議按

對開原則增加航班。 

後續我國船舶民間業者加入執行小三通船運運輸

勤務，為避免與民爭利浯江公司退出兩岸航線經營，然

為顧及服務品質，票證發售則仍由浯江公司為統一窗口，

由各船舶公司與浯江公司訂定代理委託契約，委辦乘客

報到、劃位，解繫纜及行李托運等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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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有航商、航班及航線說明： 

公司名 船名 載客數 航線 

我國籍船舶 

廈門五通 

金廈海運 
新金祥龍 322 

金瑞龍 318 

大榮海運 馬可波羅 1號 280 

金安航運 金星輪 6 號 280 

坤龍航運 新東方 320 

中國大陸籍船舶 

廈門輪總 
捷安輪 300 

迅安輪 300 

遠欣船務(代理) 新五緣輪 322 

和平船務(代理) 和平新星 344 

萬吉旅行社(代理) 新武夷 300 

泉州市海上客運責

任有限公司 

八方輪 238 泉州石井 

 

查 108年時期，週一到週五，正常航班廈門五通航

線 36 航次，泉州石井航線則是 6個航次，總計 42航次，

遇假日人潮眾多則視狀況與廈門協調增加航班。 

自 109年 2月 1日起為避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

情擴散，航班數量進行調整:金廈航線調整為每日 8班，

上午 10 時 30 分、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及 3 時由金門

及廈門雙方碼頭發航對開；金泉航線調整為每日 2 班，

上午 11時 10分由泉州開往金門、下午 1 點 40 分由金門

開往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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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三通歷年來(90 年至 109 年)入出境與航次統計及

(106年至 110 年)航線收入成本分析： 

 

 

 

 

 

 

 

資料來源：金門縣港務處及環宇國際財務顧問有限公司彙整 

 

 

 

 

 

 

 

 

 

圖 6 金廈航線收入成本分析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代理收入 31,289,409 34,163,598 35,529,264 2,049,177 -

代理費用 27,178,700 34,021,346 32,912,820 28,429,548 26,193,611

盈餘(-虧損) 4,110,709 142,252 2,616,444 -26,380,371 -26,19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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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請固定航線備援船歷程 

107 年 6 月 1日金門縣議會提案：「建議縣府持續推

動小三通票價調降」，要求浯江公司所屬交通客輪參與小

三通客運航線之申請營運方式及訂定合理票價等可行性

評估，經洽航港局申請浯江公司所屬船舶「金烈之星」

作為小三通金廈及金泉固定航線備援船一案，於 107 年

6 月 19 日審查通過，許可期限至 109 年 6 月 15 日止，

文中提及若有備援船需求，航港局會通知浯江公司配合

行駛，惟洽陸方端申請許可並未獲得回應。 

5、 兩岸航線營運現況 

108 年冠狀病毒疫情發生後，小三通客船服務減到每

天 10 班，日客流量下滑至 400 多人。109 年 2 月 7 日，

陸委會宣布，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討論後，自 109

年 2 月 10日起暫停小三通客船服務。 

6、 金門小三通票價現況 

(1) 金廈航線票價現況分析 

小三通航線票價為兩岸共同協商訂價，交通部核

定之船運票價，全票價格新臺幣 660 元，而航商實際

執行票價，全票價格新臺幣 650 元。自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起，配合金門縣政府政策，採行優惠全票價

格新臺幣 550元，105年 3月 1日起再調降為 500元，

再加上新臺幣 100 元旅客通關服務費；中國大陸部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9%E5%86%A0%E7%8A%B6%E7%97%85%E6%AF%92%E7%97%85%E7%96%AB%E6%83%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B8%E5%A7%94%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6%B5%81%E8%A1%8C%E7%96%AB%E6%83%85%E6%8C%87%E6%8F%AE%E4%B8%AD%E5%BF%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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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為人民幣 125 元，再加上人民幣 30 元旅客服務

費。另外，兩岸會針對特殊旅客，依年齡區分或領有

殘障證明者，給予折扣優惠，亦針對金門籍與廈門籍

旅客給予優惠。有關金門往廈門航線票價內容，如表

13 所示。 

                   表 13 金門至廈門航線票價內容 

船舶名稱 票種 票價 

(新臺幣) 
旅客類別 

我 國 籍 船 舶 

新東方 

金星 6號 

馬可波羅 1 號 全票 

650 元 

年齡 12歲(含)以上 65歲以下 

新金祥龍 

金瑞龍 
625 元 

新東方 

金星 6號 

馬可波羅 1 號 

新金祥龍 

金瑞龍 

優待票 325 元 年齡 2~12歲以下，65歲以上者； 
領有殘障證明者 

優待票 500 元 金門籍、廈門籍 

嬰兒保險 65 元 2歲(不含)以下之嬰兒 

中 國 大 陸 籍 船 舶 

捷安 

新武夷 

新五緣 

迅安輪 

和平新星 

全票 625 年齡 12歲(含)以上 65歲以下 

優待票 325 年齡 2~12歲以下，65歲以上者； 
領有殘障證明者 

優待票 525 金門籍、廈門籍 

嬰兒保險 65 2歲(不含)以下之嬰兒 

附註 1.以上票價不含旅客通關服務費，新臺幣 100元(嬰兒保險除外)。 
附註 2.金門籍與廈門籍旅客購買優惠票時，須提供有效身分證正本備查。 
附註 3.新五緣輪商務艙單一票價為新臺幣 700元整(不含旅客通關服務
費)，商務艙票價無其他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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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泉航線票價現況分析 

經查交通部核定之船運票價，全票價格新臺幣

720 元。臺灣部分優惠價格為新臺幣 650 元，再加上

新臺幣 100元旅客通關服務費；中國大陸部分價格為

人民幣 130 元，再加上人民幣 30 元旅客服務費。另

外，兩方會針對特殊旅客，依年齡區分或領有殘障證

明者，給予折扣優惠。有關金門至泉州航線票價內容，

如表 14所示。 

                         表 14 金門至泉州航線票價內容 

船舶名稱 票種 票價 
(新臺幣) 

旅客類別 

中 國 大 陸 籍 船 舶 

八方輪 

全票 650元 年齡 12歲(含)以上 65歲以下 

優待票 325元 年齡 2~12歲以下，65歲以上者； 
領有殘障證明者 

嬰兒保險 65元 2歲(不含)以下之嬰兒 

附註 以上票價不含旅客通關服務費，新臺幣 100 元(嬰兒保險除外)。 

 

7、 營運兩岸航線之檢討 

(1) 人力資源面向 

經檢視浯江公司目前員工，除由公共車船管理處

人員兼任外，其餘編制小三通作業人員及大小金輪渡

人員共 98 人，並無專責管理人員，亦無觀光活動規

劃、管理、營運、行銷及人員培訓等專業能力。 

(2) 財務資源面向 

假設浯江公司現職員工均接受轉職安排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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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府除須負擔每年建教合作專案補助費用外，在轉

型之前仍需負擔員工原本之薪資。 

目前浯江公司營運收入來源為金烈航線輪渡業

務及金廈航線代理票務業務，自 109 年受疫情影響

以來，金廈航線代理票務業務亦全面停擺，僅能依賴

金烈航線輪渡業務之營收。 

惟金門大橋通車後，金烈航線輪渡業務營收恐大

幅驟減，屆時小三通航線若未全面恢復，勢必依賴金

門縣政府之財政補貼。面對財務資源的驟減，如保留

部份客輪值勤，並參考地區小三通業者改裝客輪案例，

每艘改裝費用需耗費 2千萬元。 

若要維繫浯江公司轉型後財務資源能持續運作，

包括轉職培訓課程費用、現有浯江工作人員薪資外，

再包括船隻改裝費、每年船隻維護費用等，推估浯江

公司在轉型前，金門縣政府須在「財務資源」方面，

補助金額甚大。 

(3) 公司內部資源有限，經營兩岸航線不具競爭力 

浯江公司投兩岸航線營運，除前述「人力資源」

及「財務資源」資源面向尚需有效整合外，尤其觀光

事業以服務顧客為尊、服務品質至上、追求滿意度為

衡量指標，以現階段公司內部人力組織，仍停留在傳

統運輸業以「交通工具」為導向的思維提供服務。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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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兩岸船商經營競爭海上遊程觀光事業，本公司後

續如投入營運，勢必造成財務虧損增加，除須由縣府

撥補經費支撐公司營運之外，亦可能背負「與民爭利」

之輿論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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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論與建議 

81 年 11 月 7 日本縣戰地政務結束，大小金門海上交通改

由金門縣政府承接，並責由「金門縣公共汽車管理處」改名「金

門縣公共車船管理處」接辦大小金輪渡業務，而因應航業法之

規定，經營船舶運送業應辦理「公司」登記，故另依金門縣政

府組織條例第 16 條籌設「浯江輪渡有限公司」，經營大小金輪

渡業務，內部行政組織成員均由車船處人員兼任。 

自民國 90年初開辦小三通業務，初期以每週包船方式行駛

兩岸間，並由浯江公司自行出售船票，惟後續浯江公司為免與

民爭利退出兩岸航運經營，改由民間業者執行兩岸小三通船運

勤務，而售票、通關、驗證、解繫纜及行李託運等業務，基於

維護服務品質，仍由浯江公司接受民間業者委託辦理。有關兩

岸航線票價之訂定非本公司權責，建議應整合民間多家航商、

交通部航港局及政府相關部門共同建立專案辦理。 

時下，金門大橋預期近日內通車，本公司業管大小金門輪

渡民行需求勢必減少，本公司目前營運規劃上，規劃朝以半年

至一年為期，分階段滾動檢討金烈輪渡航線，配合大橋通車之

後，採動態調減金烈輪渡之航班時間及航次，同時配合縣府專

案推動海上觀光遊程規劃，著手調配執行有關金烈水道之海上

遊程延伸性服務。同時，小三通航線可望於近期內復航，預估

航線經營模式，可能由於開放復航初期，前期準備階段，可能

因受搭乘人數較少、班次較少、或有因外部環境影響，市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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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民間業者即時投入之情形下，浯江輪渡公司可透過向航政

單位、船舶設備及航權條件許可下，先扮演開航初期時機之調

節運能需求、或試行專案航班任務。倘若於兩岸交通航次供需

呈穩定、航班班次供應滿足市場需求，公部門完成協調兩岸交

通疏運平衡，本公司即可退出市場。 

至由本公司開拓經營台金航線部分，經檢討，在航線分析

上，金門似不曾擁有航商經營定期台金客輪航線，浯江輪渡公

司更沒有台金航線載客營運服務經驗。依本公司目前船舶客船

安全證書，目前僅有仙洲輪可適航外海水域，其餘船舶適航水

域皆為沿海(岸)，依航政機關說明變更船舶適航水域恐有難度，

船舶適航之水域係依船舶打造時噸數、結構及航行速率區域等

核發證書。 

一般沿海航線，倘需經外海返回台灣本島歲修上架，可申

請臨時檢查僅核給一航次不載客貨，是以，如由本公司拓展台

金客輪航線，當優先評估購置客船可行性及必要性。另在營運

組織上，浯江公司現有船長、輪機長及船員之資格條件亦不符

執行數千噸船舶規定，人員必需向外另行招募，若採人員進修

培訓方式，以現有航政法規均需有當值經驗規定，恐需花費數

年時間，緩不濟急，而現有人員經培訓後能否順利取得進階資

格，亦難以估計。 

連江縣政府於民國 96 年擬定臺馬之星的計畫之後，總共經

過 8 年，臺馬之星才完工啟用。其中，中央政府審查連江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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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原始計畫，歷時 2 年才核定通過。將臺馬之星變更成高速

客輪的計畫，也歷時 2 年才因為中央政府否決而放棄。原定的

建造時間為 3 年，因為臺馬之星變更成國際航線船舶，所以延

長 1 年才完工。至於澎湖縣政府的新臺華輪，也是在計畫擬定 2

年之後，才獲得中央政府的核定通過。 

為了讓台金航線的規劃，能夠更符合市場的需求，以利於

未來的長久營運。依前述評估報告打造一艘全新的先進高速客

輪，建造價格大約需要 28-30 億元，如在財政允許下，政策指

示本公司必須投入營運，後續將進一步洽請高速客輪實際營運

經驗的航運公司，提供其實務經驗和建議。 

除此之外，台金航線客輪不能僅單純載客服務，必須和觀

光旅遊行業進行異業結盟，方能夠將這艘台金航線客輪的效益

發揮到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