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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名稱：參加韓國酒後代為駕駛座談會報告 

主辦機關：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孟慶玉/02-23496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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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類別：□1.考察□2.進修□3.研究□4.實習5.其他 

出國期間：106 年 11 月 08 日至 11 月 12 日 

出國地區：韓國 

報告日期：107 年 1 月 6 日 

分類號/目：HO／綜合類（交通類） 

關 鍵 詞：代客駕車、酒駕。 

內容摘要： 

本所進行「代客駕車服務制度之研究」，係透過參加韓國酒後代為駕駛座談會

，瞭解韓國有關「代客駕車」的運作概況。 
本次前往韓國參加座談會，過程中與警察及當地業者進行會議討論，以瞭解

韓國實際概況。本報告內容，可提供我國研擬代客駕車相關管理機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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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韓國代客駕駛市場規模 

韓國民眾利用代客駕駛的需求很高，主要在於該國私人場合或工作上

應酬之飲酒的機會很多。該國代客駕駛之業者數，包括中小型者約有 3,851

家，使用之人數約達 47 萬 9000 人/天(2014 年韓國國土交通部資料)，推估

其市場規模約有 3 兆韓元（約新台幣 850 億元）。 

1.2 韓國行程紀要 

為執行本所「代客駕車服務制度之研究」的工作項目，與研究計畫合

作團隊－中華民國運輸學會共同瞭解韓國酒後代為駕駛及代駕業者現況，

本(106)年度出國計畫由本所運輸安全組吳熙仁研究員奉派前往韓國參加

韓國酒後代為駕駛座談會。 

本次出國行程自民國 106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月 12 日，為期 5 天，主要

行程為參加韓國酒後代為駕駛座談會。此次行程啟程至韓國仁川機場，回

程亦由韓國仁川機場返國。詳細行程內容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出國行程紀要表 

 

日期(星期) 起訖地點 工作記要 

11/8(三) 
桃園機場→韓國仁川

機場 
啟程至首爾，住宿飯店。  

11/9(四) 首爾→牙山→首爾 
參加韓國警察大學主辦韓國酒後代

為駕駛座談會 

11/10(五) 首爾 訪談及考察，研究團隊討論。 

11/11(六) 首爾 整理資料，研究團隊討論。 

11/12(日) 
韓國仁川機場→桃園

機場 

考察當地捷運系統及相關交通設

施，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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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座談會內容 

 

研究計畫合作團隊於出國前先與韓國相關單位聯繫，並排定韓國酒後

代為駕駛座談會議程。茲將韓國酒後代為駕駛座談會討論內容及其他考察

紀錄彙整如下: 

2.1 韓國酒後代為駕駛座談會及討論議題 

一、日期：2017 年 11 月 9 日    14：00～18：00 

二、會場：韓國警察大學研究教學棟 423 號研討室 

三、地址：韓國忠清南道牙山市新昌面黃山里 288 

四、出席人員：(如圖 2.1 至圖 2.3) 

    臺灣：出席座談會之名單 

       蔡中志   （中央警察大學    交通學系    教授） 

       鄧學仁   （中央警察大學    法律學系    教授） 

       李銀英   （中央警察大學    法律學系    講師） 

       周文生   （中央警察大學    交通學系    教授） 

       黃慧娟   （中央警察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教授） 

       王銘亨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交通科   副教授） 

       吳熙仁   （臺灣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研究員） 

    韓國：韓方出席座談會之名單 

金星洙 敎授(警察大學 法學科) 

李昊俊 事務官(國土交通部 新交通開發課)(代理運轉主務官) 

崔炳浩 硏究處長(警察廳所轄交通安全公團 交通安全硏究處) 

鄭喆宇 敎授(警察大學   警察學科, 交通擔當) 

朴鐘範 敎授(警察敎育院 交通學科, 警察官) 

李長善 警察官(忠南地方警察廳  交通事故擔當現場講師) 

白勝實 小組長(消費者保護院京畿支院) 

        金鐘龍 會長（全國代客駕駛協會） 

        李金都 翻譯(首爾大學校法科大學院博士課程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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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議題及其說明： 

1.韓國目前大約有多少人從事代客駕車業務？代客駕駛人的工作時數如何？

平均每月的收入有多少？ 

說明： 

    目前韓國約有20～25萬人從事代客駕車業務，每週約工作6天，

每天工作約5～8小時，月平均收入約為200～400萬韓圓/人（不包含

客人另外給的小費收入）。若為夫妻兩人一組共同從事代客駕車業務

者，平均月收入大約有500～600萬韓圓/戶。 

 

2.韓國於何時開始有代客駕車業務出現？代客駕車業務在韓國是屬於何種

類型的業務？  

說明： 

    1981年由韓國警察廳依法實施酒測，並嚴格處罰酒醉駕車，使代

客駕車業者陸續出現。初始期間代客駕車業者係以租賃業模式經營，

如計程車業者之一般運輸業。後期相關業者將代客駕車業務轉型為僅

提供勞務的特殊運輸業。故目前沒有相關的法律規定，可釐清其業務

性質竟屬於運輸業或是僅提供勞務的服務業。 

 

3.韓國代客駕車業者與現行計程車業者之差異為何？代客駕車業者是獨立

的公司嗎？或是由計程車業者兼營代客駕車業務？ 

 

說明： 

韓國現行代客駕車相關行業直接在轄區的稅務署辦理營業登記

進而作為一種自由行業營運，無須另外經由行政程序上的批准、許可

等程序。易言之，必須通過稅務署之營業登記後，始可成立代客駕車

事業者（若為計程車業者等，亦須向稅務署辦理代客駕車之營業登記）

以便從事代客駕車業務。 

因為有營業收入之一般事業者，僅須向所轄稅務署進行事業者之

營業登記即可營業，而代客駕車業是獨立的公司或是個體戶，歸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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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營業收入之一般事業者。但是計程車業者屬於必須根據旅客運輸事

業法，經國土交通部的批准才可從事的運輸業。 

 

4.代客駕車業者除了經營代客駕車業務之外，是否還有兼營其他的營運項

目？專門經營代客駕車業務的業者佔多少比率？ 

 

說明： 

韓國的一般公司可在本身的事業內容範圍外，另外追加申報登

記，從事代客駕車之營業項目。以公司的角度檢視是否為專營代客駕

車業部分，根據代客駕車的相關狀況調查（2013~2014年），專業（完

全不兼營其他業務）代客駕車業者的比率大概在64%左右。 

但在駕駛人的角度檢視是否為專職部分，代客駕車業公司所聘用

的被雇用者，即代客駕車之駕駛人的情形，則通常係以副業形式兼職

的情形比較多見。 

 

5.代客駕車之駕駛人應具有如何的資格？代客駕車的隨行車應具有如何的

規格標準？外部標示或內裝標示應如何標示？ 

 

說明： 

韓國對於代客駕車業係採取營業申報登記制，而無須再另外申請

獲得批准，因此無專門針對代客駕車行為的行政上規範，所以凡持有

駕駛執照的人均可從事代客駕車業務。 

另因代客駕車之駕駛人並非駕駛自己的車輛，而是代替請求此項

代客駕車服務的消費者，駕駛消費者之車輛，所以不適合另外對代客

駕駛車輛的規格標準實施規定，也沒有相應的車輛管理規定，亦無外

部或內裝標示問題。 

 

6.代客駕駛人如何前往消費者要求的代客駕車地點？於完成代駕服務後如

何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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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早期代客駕駛人多經由消費者以電話約定代客駕車服務的時間

後，提前至酒店或飲食店門口等待。於2000年有網際網路後，亦有以

手機上的網路通訊或以APP媒合平台約定服務時間。 

代客駕駛人通常有自己的交通工具，例如機車、電動滑板等，於

接到代駕公司或消費者的通知後，提前至代駕服務地點等待。於完成

代駕服務後，代客駕駛人會搭乘公共汽車或地下鐵自行返回。若在1

小時的車程內，則有代客駕駛人騎電動滑板返回，因此在返回的路途

上，特別是在冬天常發生事故。由於在韓國的代客駕駛人工作環境非

常險惡，同時亦產生專門載回代客駕駛人的私人客運車需求。 

 

7.消費者請求代客駕車後，是依如何程序確認雙方的權利義務關係？例如，

由代客駕車業者無條件承諾契約？或是於現場在書面契約上簽名？代

客駕駛人若沒有在所約定的服務時間出現，致喪失提供代客駕車之商

機，會遭到公司如何的處分？ 

 

說明： 

一般而言，代客駕車服務的執行方式因地域不同（如首都圈及大

城市，以及中小城市）或因提供代駕服務業者不同而存在差別。 

   因沒有專門針對代客駕車業之法律拘束，所以代客駕車服務請求

人（即消費者）與代客駕車公司及代客駕車之駕駛人間的權利義務關

係，即有必要根據民法上一般權利義務關係進行確定。目前並沒有現

場書面契約等有關契約方面之規定，但代客駕車公司與保險公司間存

在保險加入之要約與承諾（保險契約法）。 

   具體來講，消費者通過電話或手機應用程式申請代駕服務，隨後

通過互相確認個人資料後即成立契約。幾乎不存在書面上簽名的流

程。雖無規定一定要承諾契約，但在大部分情況下，通過代客駕車公

司指派代客駕駛人即形成契約關係，如果消費者任意取消代客駕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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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將會收取一定的費用。至於代客駕駛人若沒有在所約定的服務時

間出現，也可能會受到代客駕車公司的處分。 

代客駕駛人若不在消費者客人申請服務後5秒內接收訊息或沒有

看到訊息，或因為太遠而無法到達代客駕車地點，便被要求繳納罰款。 

另有負面影響，例如少數公司會以保險為由向代客駕駛人收取2

個月的預付金，再將其挪作私用。甚至有韓國議員指出：「契約的所

有內容規定的均是乙方責任或是不利於代客駕駛人的變相規定，也就

是代客駕駛人一直活在極端不公平的奴隸契約下。」。 

 

8.有無提供消費者便利的服務方法？例如，使用專門的 APP 預約服務或

website 網際網路申請服務，或使用電話或現金支付等？ 

 

說明： 

早期都是通過有線電話請求代客駕車服務，但2000年以後出現如 

Kakao Drive 等手機應用程式，可提供請求代駕的新型服務。在Kakao 

Drive 的服務下，可通過在應用程式綁定銀行卡來進行代客駕車服務

費用支付。 

 

9.韓國是否有關於代客駕車之定型化契約？是否有保障消費者損害賠償的

保險制度？保險契約是由如何的公司承保？保險金的上限是如何訂定

的？與代客駕車的費用之間是否有關連？ 

 

說明： 

韓國目前沒有關於代客駕車之定型化契約，但仍有通過代客駕車

業者購買的代客駕車汽車保險，可向消費者賠償損失的機制。在此機

制下，保險公司通過代客駕車公司所提供的代客駕車駕駛人明細表

（得向警察廳查詢其駕駛證）來進行事故時之賠償管理，而代客駕車

公司有義務提供駕駛人明細表，其中應包括「駕駛人姓名」、「身分證

號」、「駕駛證種類」、「駕駛證號」、「入職日期」、「辭職日期」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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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計程車租賃行業的話，依據旅客運輸事業法第34條規定，業者

有確認駕駛人資格之義務，通過交通安全公團建立計程車租賃事業資

訊管理系統把警察廳駕駛人資格之資訊，通過資訊中心連線至國土交

通部運輸業從事者管理系統，能夠同時確認計程車租賃事業者暫停

業、停業情況與駕駛人資格，以此來管制非法營運。 

除上述保險機制外，另根據國土交通部的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

在人身傷害賠償發生事故的情況下，是由汽車所有人購買的汽車責任

保險中賠償被害人之損害。 

    代客駕車保險的保險費用（保險金上限）是由代客駕車業者的選

擇來決定。因代客駕車費用包含了保險金，所以代客駕車費用與保險

費用存在相關性。但也可由代客駕車之駕駛人另外設定保險金上限，

以此來劃定保險費用。例如，一般由代客駕駛人投保者，則繳交每月

大約9萬韓圓之保險費，每年則大約為100萬韓圓之保險費。 

 

10.有關代客駕車之消費紛爭申訴、仲裁、調解等，韓國有如何的機制因應

處理？最常發生的消費紛爭類型是什麼？一般的處理方式如何？ 

 

說明： 

對於代客駕車服務相關消費者紛爭，韓國暫無體系化制度設計。

如果是用於營運目的的車輛，則由國土交通部與交通安全公團為了保

障互助會或合作社對國民補償服務之效率而簽訂業務協定，設立、運

營車輛互助會或合作社申訴中心。交通安全公團車輛互助會或合作社

申訴中心是由保險鑑定人仲裁消費者投訴，而且因為執行業務需要法

律根據，韓國正在修訂旅客汽車運輸事業法。 

最常發生的消費申訴之類型包括對保險金賠償的不滿、擱置未和

解事故、拒絕接受理賠申請、對過失費率適用不滿等。且以一個月為

單位綜合評價6個互助會或合作社（個人計程車、法人計程車、全國

公車、包運公車、全國貨運、租賃汽車）的申訴率、申訴減少件數、

申訴撤回率、保險犯罪件數、政策執行件數等並進行3級別評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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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普通、不良），並得以公佈。 

  

11.消費者於代客駕駛服務之使用中，代客駕駛業者如何確保代客駕車服務

之經過或內容？例如，採取錄音、錄影的方式，或是由雙方在確認事

項的清單上經彼此承認後簽名？ 

 

說明： 

韓國目前並沒有相關的標準化程序，例如使用手機應用程式等申

請服務時，是以此次申請的內容來進行服務，並不在其過程中進行確

認，也沒有錄音錄影。雖然大部分車輛都裝有行車記錄器，但是否錄

音錄影並沒有強制性規定，這也可能導致發生具體事故或者違反契約

時證明困難的問題。 

 

12.代客駕駛業者在營運上是否有利潤？其收費標準如何？例如，與計程車

之收費比較，是否有因白天或夜間、普通日或國定假日、鄉村或都市

等之不同而有特別的收費？ 

 

說明： 

代客駕車因沒有計價器、行車記錄器等設備，所以沒有一個標準

的收費標準。交通安全公團則建立並運營計程車運行資訊管理系統

（TIMS），要求法人計程車或個人計程車安裝整合了計價器與行車記

錄器的終端，並收集諸如收入時間比、服務使用需求、服務使用特性、

到達預定時間等即時資訊，並據此作為決定提高相應服務費用或提供

安心計程車服務的標準。 

 

13.使用代客駕車服務的消費者類型？代客駕車業者可否拒絕提供代客駕

車服務？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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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客駕車服務大多為消費者飲酒後需要駕駛時使用，代客駕車服

務的使用者大部分是30-40歲男性（占約78%），主要理由為飲酒（占

約92%）。原則上代客駕車業者可拒絕服務的提供，但事實上幾乎沒有

拒絕的。如果因拒絕服務而發生問題，代客駕駛人將會受到服務公司

的懲罰。 

 

14.代客駕車服務會提供到如何程度？例如，將消費者的自用汽車停放到自

宅？或是停放到停車場？甚至為保護消費者而同行至自宅？ 

 

說明： 

代客駕車服務會提供到消費者於申請時選的地點，主要是自宅的

停車場。因為現行法的規定，即便在公寓內部道路上酒駕也屬於被處

罰的對象。 

    現在的主要慣例是，代客駕車服務主要是使用申請服務的消費者

之車輛。除了計程車以外，以代客駕車駕駛人的車輛駕駛的情況幾乎

沒有。 

  

15.消費者針對自己的高價車因有損害狀況，而對於代客駕車業者質疑時，

代客駕車業者應如何處理？ 

 

說明： 

關於此問題，適用有關代客駕車保險中「車主的車輛擔保」條款

處理。 

 

16.韓國針對解決酒駕問題有無代客駕車立法之規劃，主管機關將由何單位

負責？ 

 

說明： 

目前因暫時沒有代客駕車法，國土交通部有討論把代客駕車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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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在現有的運輸業制度予以規範的方案，以前也有提交過代客駕車法

案，但未獲通過。 

    關於代客駕駛人的問題，目前是根據交通事故處理特例法、道路

交通法等法律的規定處理，有必要把代客駕車業者與駕駛人的事故危

險度反映於特殊約定費率裡。例如，導入根據事故保險賠償履歷、罰

款等資訊擴大或維持附加保險範圍的代客駕車責任制度。保險公司也

有必要建立罰款、賠償履歷等資訊扣分制，並以此適用特殊約定費

率，差別化以大數據為基礎的保險商品。 

 

17.韓國之代客駕車業尚未法制化，立法亦未獲通過的主要理由為何？ 

 

說明： 

    主要原因在於主管交通運輸的行政機關將立法重點放在代客駕

車業者與代客駕駛人之資格限制上，例如是否有犯罪前科之不良紀

錄、是否有駕駛人技能之培訓機制等，而非將重點放在保障消費者之

權益上。然而，消費者保護團體則積極呼籲要將重點放在代客駕車定

型化契約、損害賠償保險制度、代客駕車費用基準與收費方式等方

面。因此，目前尚未有共識。 

 

 

18.韓國對於臺灣代客駕車與防止酒醉駕車之相關建議如何？ 

 

說明： 

無論是韓國或臺灣，都有必要制定代客駕車相關法律，以統一相

關業務的規範。特別是在韓國的代客駕駛人之勞動條件相當惡劣，如

何防止代客駕車業者剝削代客駕駛人（例如避免疲勞駕駛），又可提

供穩定方便的代客駕車服務。因此，如何提供公正合理且法制化的代

客駕車制度，是韓國與臺灣的共同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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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韓國警察大學座談會 

 

 

圖 2.2 韓國警察大學副校長與臺灣訪問團團長交換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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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韓國警察大學與臺灣訪問團合影紀念 

 

 

圖 2.4 韓國飯店服務人員提供代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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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韓國飯店代駕資訊內容 
 

2.2 重要發現 

一、藉由座談會討論議題，本次韓國考察之研究團隊發現，韓國面臨

如下三大問題： 

1. 代客駕車法制規範欠缺 

縱使韓國代客駕駛人已高達20～25萬人，但目前仍處於無法制

狀態，不僅造成駕駛人工作環境惡劣，消費者欠缺保護，業者更是

削價競爭。雖然消費者可使用廉價之代客駕駛，但一旦發生糾紛，

只能利用現行之民法與消費者保護法，透過冗長之訴訟程序尋求保

障。 

2. 法制化草案內容不周延 

政府將立法重點放在代客駕車業者與代客駕駛人之資格限制

上，而消費者保護團體則積極呼籲要將重點放在代客駕車定型化契

約、損害賠償保險制度、收費基準等方面，造成立法進度牛步化，

立法必須兼顧消費者、業者以及駕駛人之權益，此部分應為我國今

後立法時必須注意之點。 

3. 代客駕車制度法制化基本精神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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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客駕車之目的在於使消費者快快樂喝酒平平安安回家，減少

酒駕被害事件，其基本精神在於創造消費者、餐飲業以及代客駕車

業者三贏，共創經濟繁榮而非禁止喝酒，韓國現況似乎只要納稅，

人人均得從事此行業，所謂納管及納保均付之闕如，臺灣應迅速立

法，否則韓國目前亂象將於臺灣發生。 

二、藉由其他時間與當地民眾訪談，發現以下現象或重點： 

1. 經過多年宣導，年輕世代已具有酒後找代客駕車觀念並互相督促。 

2. 代客駕駛人在網路服務時代會準備多部手機，各別加入不同代客

駕車服務平台，以增加取得代客駕車業務機會。 

3. 多數餐廳及飯店備有代客駕車電話及名片。(如圖2.4、圖2.5) 

 

2.3 參觀當地捷運設施概述 

利用參加座談會行程間的空檔，順便觀摩韓國當地捷運設施及公共自

行車，謹概略性介紹如下： 

1. 捷運服務站標示路網標示： 

韓國捷運路網標示及車輛內標示，以便於民眾搭乘捷運系統。(如圖

2.6 至圖 2.19) 

2. 公共自行車： 

韓國設置公共自行車，供民眾租用。(如圖 2.20、圖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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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捷運路網標示 1 圖 2.7 捷運路網標示 2 

 

 

 

 

 

 

 

 

 

 

 

 

圖 2.8 捷運路網標示 3 圖 2.9 捷運路網標示 4 

 

 

 

 

 

 

 

 

 

 

 

 

圖 2.10 捷運車站配置 圖 2.11 捷運轉乘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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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購票螢幕(中文) 圖 2.13 購票螢幕(韓文) 

 

 

 

 

 

 

 

 

 

 

 

圖 2.14 捷運車廂 1 圖 2.15 捷運車廂 2 

 

 

 

 

 

 

 

 

 

 

圖 2.16 捷運車站月台門 1 圖 2.17 捷運車站月台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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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捷運車站月台 1 圖 2.19 捷運車站月台 2 

 

 

 

 

 

 

 

 

 

 

 

 

 

 

 

 

 

 

 

 

 

 

圖 2.20 付費公共自行車 1 圖 2.21 付費公共自行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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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心得與建議 

3.1 心得 

1. 韓國代客駕駛作法，係屬以稅務營業登記之「低度管理」，進入門檻容

易，使得產業蓬勃發展；然而因尚未納管而衍生問題，業者更是削價競

爭。雖然消費者可使用廉價之代客駕駛，但一旦發生糾紛，只能利用現

行之民法與消費者保護法，透過冗長之訴訟程序尋求保障。 

2. 韓國代駕制度中有部分值得我國參考，例如應用網路科技，迅速整合代

駕之需求者及服務供給者。亦有部分值得我國警惕部分，例如代駕司機

工作環境惡劣，持續爭取公平合理對待的制度，以達到良性循環機制。 

3. 韓國代客駕駛涉及市場經濟管制、勞工薪資、消費者權益及政府管理強

度等層面，推動代客駕駛管理時，則宜共同考慮前述層面因素。 

3.2 建議 

1. 由於代駕服務涉及酒醉消費者的安全及隱私等問題，未來可參考國外相

關法規制度，以及國內社會及交通環境，研擬適合國內的代駕服務制度，

以平衡代駕業者及消費者之間的權益。 

2. 可持續宣導代客駕車之目的在於使消費者快快樂喝酒平平安安回家，減

少酒駕被害事件，其基本精神在於創造消費者、餐飲業以及代客駕車業

者三贏，共創經濟繁榮而非禁止喝酒。 



20 
 

 


	封面
	目錄
	表目錄
	表1-1 出國行程紀要表

	圖目錄
	圖2.1 韓國警察大學座談會
	圖2.2 韓國警察大學副校長與臺灣訪問團團長交換紀念品
	圖2.3 韓國警察大學與臺灣訪問團合影紀念
	圖2.4 韓國飯店服務人員提供代駕資訊
	圖2.5 韓國飯店代駕資訊內容
	圖2.6 捷運路網標示1
	圖2.7 捷運路網標示2
	圖2.8 捷運路網標示3
	圖2.9 捷運路網標示4
	圖2.10 捷運車站配置
	圖2.11 捷運轉乘標示
	圖2.12 購票螢幕(中文)
	圖2.13 購票螢幕(韓文)
	圖2.14 捷運車廂1
	圖2.15 捷運車廂2
	圖2.16 捷運車站月台門1
	圖2.17 捷運車站月台門1
	圖2.18 捷運車站月台1
	圖2.19 捷運車站月台2
	圖2.20 付費公共自行車1
	圖2.21 付費公共自行車2

	第一章 前言
	1.1 韓國代客駕駛市場規模
	1.2 韓國行程紀要

	第二章 座談會內容
	2.1 韓國酒後代為駕駛座談會及討論議題
	2.2 重要發現
	2.3 參觀當地捷運設施概述

	第三章 心得與建議
	3.1 心得
	3.2 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