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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智慧生活服務載具-桃園市市民卡服務介紹 

桃園市政府資訊中心高級分析師 林繼玉 

壹、 多卡合一、一卡多用的「桃園市市民卡」 

桃園市政府自 104 年開辦「桃園市市民卡」以來，一直努力以多卡合一、一卡多用

的方式為桃園市民打造智慧生活，更於同年底，宣布試辦全國首創的「桃園市行動市民

卡」，象徵桃園市邁向智慧城市、打造智慧生活發展的里程碑。迄今，桃園市市民卡發卡

量已超過 86 萬張，截至 106 年 8 月使用次數已突破 1 億人次，顯見桃園市市民卡已逐漸

融入市民生活，成為市民生活中提供便利服務的智慧載具。隨著市民反響熱烈，桃園市

市民卡服務也迎頭趕上，推陳出新，目前已開通 27 項功能，共 800 多家特約商店加入，

提供多元市民優惠與服務，未來可期隨著卡量與使用度成長，將有更多功能與服務提供

市民（圖 1）。 

 

圖 1：「桃園市市民卡」 

貳、 桃園市市民卡服務模式 

一、 桃園市市民卡種類 

從載具類型區分，桃園市市民卡分為實體卡與行動卡 （圖 2）。實體市民卡本質

上是一張具備近距離無線感應功能的記名式電子票證智慧卡，具備電子錢包儲值功

能，透過非接觸式讀卡介面可讀取卡號及進行電子錢包小額支付，市民卡可應用於

圖書館借書、公共運輸票證、繳納規費、公共場館入場票證、健康活動積點獎勵等

智慧生活應用。此外，實體市民卡同時整合了市府員工證及學生證等，主要功能仍

偏重於身分識別。 

行動市民卡 （圖 2），運用 TSM 平臺、智慧型手機 NFC 感應功能、電子票證、

及數位皮夾 App 等科技，將實體市民卡加以虛擬化，安裝到手機 SIM 卡中，透過智

慧型手機之近場通訊 （NFC）介面，即化身成為一張市民卡，用戶在手機安裝行動

市民卡之後，只要透過隨身攜帶的智慧型手機即可享受市府為市民卡打造各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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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服務。行動市民卡具備與實體市民卡相同的無線感應之電子票證功能。若持有

具備 NFC 功能之 4G 智慧型手機，申辦後即可使用，若非 4G 門號與智慧型手機，則

需更換為 4G 門號與 4G NFC SIM 卡智慧型手機，才得利用行動市民卡。相較於實體

卡，行動市民卡則是手機虛擬卡，虛擬的應用，不單單提供市民實體卡外的另一種

選擇，也是順應民眾日益依賴行動載具的生活模式。考量未來 5 年，行動支付將成

為市場消費方式主流，行動市民卡整合了電子錢包、信用卡功能，市民透過隨身攜

帶的智慧型手機申辦，即可優先體驗各項智慧生活服務。 

總體而言，行動市民卡與實體卡最大的差異在於透過手機 APP 的加值服務運

用，行動市民卡整合 APP 的功能，民眾可以直接用手機查詢消費紀錄，市府亦可透

過手機 APP 主動推播訊息給有需要的民眾，例如重陽敬老獎金、幼兒疫苗及老人假

牙補助等訊息，相形之下更為便利。 

 

圖 2：桃園市行動市民卡服務架構 

 

除了載具類型區分，依身分別區分，市民卡可分為五類： 

（一） 學生卡。符合以下條件之一可申請：桃園市立高中、國中、國小全面發放；桃

園市國、私立五專、高中、國中及國小，以校為單位自由申請；設籍桃園市就

讀大專院校 （含）以上之學生；設校於桃園市之大專院校 （含）以上之學生。

服務項目包含持有學生卡即享有市內客運乘車優惠，國小生享 5 折優惠；國高

中生與大專院校生享 75 折優惠。 

（二） 敬老卡。設籍桃園市 65 歲以上市民可申請，持有敬老卡即享有市內客運點數

補助優惠，復興區補助 1000 點、其他地區補助 800 點；搭乘臺北捷運享有乘

車 8 折+再半價之現金儲值優惠;搭乘火車享有全票半價之現金儲值優惠。 

（三） 愛心卡。設籍桃園市且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市民。持有愛心卡享有市內

客運點數補助優惠，復興區補助 1,000 點、其他地區補助 800 點；搭乘愛心計

乘車享有 100 元 （含）以下補助 36 點、100 元以上補助 72 點之優惠；搭乘臺

北捷運享有乘車 8 折+再半價之現金儲值優惠；搭乘火車享有全票半價之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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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值優惠。 

（四） 愛心陪伴卡。具愛心卡資格之市民，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者；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且符合必要陪伴者認定，於該證明中註記者。持有

愛心陪伴卡並陪同身心障礙者搭乘市內客運即享有乘車半價優惠。 

（五） 一般卡。申請條件為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設籍桃園市；年滿 7 歲以上至 65

歲以下；不具備敬老卡、愛心卡、學生卡及員工卡申請資格之市民；設籍本市

市民之外籍或大陸港澳配偶（領有中華民國居留證且其配偶設籍本市者）。持

有一般卡享有特約商家消費、公有場館之優惠，亦可持卡繳納 120 項政府規費

與停車費。 

 

二、「桃園市市民卡」創新應用服務 

為提供桃園市民便利與智慧的生活，桃園市市民卡最重要的任務即提供整合性

服務，特別是創新應用服務。目前桃園市市民卡服務功能大致分為1︰ 

（一） 交通票證：市民卡可作為各類大眾運輸工具乘車或租用票證，並根據卡別獲

對應之乘車優惠 （圖 3）。 

 

 

圖 3：作為交通票證的桃園市市民卡 

 

（二） 電子錢包：市民卡結合電子錢包，可在特約商店或超商消費， 最高可儲值 1 

萬元。 

（三） 公共服務：市民卡可以到圖書館借書（各市立圖書館、學校圖書館）、繳納 120 

項規費及罰鍰、繳納停車費（停車場、停車格）、 透過市民卡 APP 推播各

式公務訊息、提供運動課程及設施費用補助、提供健康篩檢積點兌換儲值金

等。 

                                                 
1
 邱俊銘，2016，桃園市市民卡整合服務。國土與公共治理季刊，第五卷第一期，pp. 9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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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優惠票證：特約商店優惠截至 106 年 8 月，市民卡特約商店數共計 802 家，

本年度新增 200 家。優惠包含餐廳美食 503 家、育樂休閒 132 家、旅宿 61 家、

觀光工廠 16 家及其他 90 家。 

（五） 活動積點兌獎：透過「市民卡活動管理系統」建置活動資料，提供民眾持市

民卡刷卡參加市府活動累積點數或抽獎活動，活動結束後還可進行市民參與

巨量資料分析。 

（六） 識別證：作為市立小學、國、高中學生證；員工上下班打卡、會議／教育訓

練簽到退而使用的員工證；與農會、長青學苑合作，將市民卡整合會員證、

上課證，提升會員證功能性及應用性，增進生活便利性；作為門禁卡，配合

106 年度桃園市公寓大廈共用設施維護修繕補助辦法，補助社區門禁系統與

市民卡整合（圖 4）。 

 

 

圖 4：作為識別卡使用的桃園市市民卡 
 

（七） 個人資料紀錄載具：依據 106 年國民運動卡計畫，結合運動特約廠商，以運

動課程，提供運動消費誘因，增進國民運動頻率及意願，培養國民運動習慣，

另配合市民卡之使用，以建立運動管理帳戶及運動履歷資料，並進行資料相

關統計分析 （圖 5）。 

 

圖 5：個人運動紀錄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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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電子發票載具：作為儲存電子發票的工具 （圖 6）。 

 

 
圖 6：作為電子發票載具的桃園市市民卡 

 

參、 未來展望 

    桃園市鄭文燦市長在 2016 年揭示桃園市未來發展藍圖時表示，桃園市是國門之都，

升格後積極打造桃園為智慧城市，近年在智慧城市評比中屢獲 smart21 的殊榮，桃園市智

慧城市的格局儼然成形，桃園市將持續持續推動資通訊科技應用在智慧生活、智慧治理、

智慧產業上，提升桃園的競爭力，打造宜居樂活的智慧城市，特別在智慧生活計畫上，

即透過行動市民卡實現智慧生活。未來在市民卡開發上，將加值各項便民服務，提升民

眾生活便利性。此外，隨著電子商務交易模式的蓬勃發展，未來市民卡服務將持續與銀

行業者合作，擴充線上付款的樣態與功能。總體而言，打造桃園智慧生活圈，桃園市市

民卡將肩負起夯實基礎的重要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