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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車站計畫專案報告 

壹、計畫緣起 

臺中車站是臺中都市發展的起源，百年前自鐵路通車、臺中設站，

臺灣第一個都市計畫的城市-臺中因而誕生，也開啟臺中市舊城區的繁

榮。但隨著都市擴張與發展，舊市區因中小型商店面臨大型量販批發

業競爭而遭遇經營瓶頸，並隨著帶狀交通發展、政治中心西移、區內

道路狹小、停車場地缺乏及文化空間流失等因素而嚴重衰頹。 

 

 

 

 

 

 

 

 

 

 

 

 

 

 

圖一  1910年  臺中市街道圖 

鐵路高架化開啟了臺中舊城區再生的機會，亦為臺中市政府施政

重點之一，除進行都市規劃外，亦搭配「三支箭」來翻轉舊城，打造

「文化城中城」，第一支箭：配合鐵路高架化，市府推動大車站計畫，

打通火車站前後站，搭配綠空鐵道軸線，解決交通問題並形成人本自

行車道。第二支箭：河川整治，透過柳川、綠川的整治，打造親水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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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以人行、自行車道及文學步道等串聯河岸空間，交錯成四通八達

的動線。第三支箭：促進文化復興，古蹟、歷史建築及舊倉庫群等空

間改造，包括市役所、放送局、市長官邸、文學館、演武場、文創園

區、舊酒廠、台糖產業故事館等，結合建國、第一、第二、第三、第

五等 5 大市場，以提升舊城區文化亮點吸引力，提升觀光人口及投資

額。 

本計畫係再造城中城核心的第一支箭，目前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已

獲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竣，刻正進行都更及細部計畫作業。 

 

貳、計畫目標 

大車站計畫的區位位於新、舊臺中車站、干城商業區、台糖生態

園區及舊城區交匯處，隨著鐵路高架化縫合兩側都市活動，車站地區

定位轉變，計畫以 TOD (公共運輸導向的發展，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以及共站分流構想導入公共建設，將舊城區新核心與臺

中車站周邊共同發展為宜居的「TOD 低碳生活首都」。以下為本計畫發

展目標： 

一、以「共站分流」概念，重新定位舊城區新核心，透過立體連通

平臺及人本交通空橋系統擴大公共運輸核心地區，以紓緩站前

交通負荷，並引導人潮分流至周邊據點，串聯文化、商業、綠

帶及開放空間。 

二、以臺中新車站為核心，利用便利交通系統、生活機能及人潮等

優勢，引入創新創意新產業以活絡中區。 

三、保留舊鐵道文化並結合綠川水岸廊道，用「線」串聯帶動各個

「點」發展，創造人潮滲流，整合前後站空間，串連北段銜接

干城商業地區、台糖生態園區，南段則配合臺中車站古蹟活化

運用、舊倉庫群及綠空歷史元素，提供舊城區發展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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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大車站整體構想及計畫內容 

整體發展願景與定位：TOD 低碳生活首都 

 

 

 

 

 

   

 

圖二 大車站整體空間規劃構想模擬圖 

一、解決交通分流人潮─大平臺 

 

 

 

 

 

 

 

 

 

 

圖三 大平臺空間模擬圖 

新臺中車站作為大眾運輸中心樞紐，將帶來大量活動人潮，目

前每日進出人次已達 5.3 萬人次，臺中人口持續增加，工商機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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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齊全，配合盛會城市的發展，未來進出旅客仍將逐漸增加。因此

以共站分流構想，規劃立體連通平臺及空橋，分流人潮至綠川、舊

城區、北側干城商業地區、南端鐵道文化園區及舊倉庫群，並藉由

綠空鐵道軸線將人潮延伸至台糖生態園區，縫合車站南北，打造公

共空間環境，串連文化活動及文化據點，提供散步、自行車等步行

空間，以活絡中區產業發展，進而帶動舊城區老舊建物改善及活化。 

新臺中車站再造，舊城區新核心軸線翻轉，並由立體連通平臺

連結臺中新車站、干城轉運中心、臺中轉運中心(北站及南站)，進

行客運及公車動線分流，紓緩站前交通負荷，提升轉運順暢及舒適

性。 

 

 

 

 

 

 

 

 

 

 

 

 

 

 

圖四 舊城區新核心作為地區發展引擎與週邊聯繫關係示意圖 

(一) 以臺中新站北側臺鐵、市府舊建國市場用地、國防部南京新

村用地，塑造立體連通平台，地下提供停車空間，一層公共

運輸轉運空間，二層人行通廊解決臺中車站人流及車流能量

不足問題。 

(二) 透過立體連通平臺，車站對外交通可向北連通干城商業地

區，提供市區公共運輸場域，更可透過空橋，將人潮分流至

干城及綠川水岸，引導人潮至舊城區漫遊，帶動區域活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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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擴充停車轉運機能，設置大量汽機車停車空間，收納目前於

舊城區容納量不足的停車需求，把道路還給人行及車行。 

二、以創新創業產業活絡中區-中臺灣創新創業場域計畫 

藉由臺中車站暨干城周邊地區交通便利及生活機能佳之優勢，

以 TOD 構想發展，將車站、商場、旅館、辦公、休閒娛樂、住宅等

多元生活機能、休閒及產業複合於車站周邊，並承接臺中車站新人

潮，引導發展能量北至干城商業地區，南至台糖生態園區。 

規劃於新站北側車站專用區設置中臺灣創新創業場域，輔以業

師輔導、支持性服務產業、資金媒合，將創新技術與產業對接，提

供實作場地和過程協助青年創客團隊、文創業者可邊做邊學之創新

創業場域、產學合作交流分享的平台空間，導入新型態文化活動，

並引進舊城創業育成計畫、創新創業育成平台。 

    

圖五 打造中臺灣創新創業場域空間示意圖 

透過立體連通平臺、綠空軸線及空橋規劃，讓中區文化產業、

歷史記憶與臺中車站周邊鐵道建築(包含舊車站站體、舊倉庫群) 連

結，將地區產業及文化脈絡融入，將青年人力資源留在中區，創造

既有產業＋育成＋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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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產業聯繫的契機，帶動中區商業機能復甦。 

搭配大平臺整合車站專用區土地，營造與在地共好的青年創新

創業生態圈，提供創業基地、獎勵補助及營運等育成輔導機制，將

青年流行文化、創業團隊、文創業者、社會住宅、青年旅店等結合

共同發展。 

三、重整文化空間-綠空軸線 

以綠空軸線、柳川及綠川水岸廊道、臺中產業故事園區之生態

湖區、東光園道及雙十路，翻轉舊城區的綠色軸線提供良好人行空

間，形成都市藍綠生態廊道，串聯北側干城、台糖園區與南側演武

場及日式宿舍群，整合臺中車站周邊地區之都市環境、土地利用、

產業活動、都市意象及建築景觀風貌，做為城中城地區再生之觸動

平臺，整合帶動舊城區之文化與經濟發展，並縫合舊鐵路兩側都市

空間，創造觀光、遊憩人潮滲流。 

 

圖六 綠空軸線重整文化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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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綠空整體動線規劃 

透過綠空軸線計畫，創造臺中市區大型且連續的都市綠帶，

創造人行通廊，提供民眾通行使用，並且增設電梯、無障礙坡道

等垂直動線，確保全區之人行動線，提供地方民眾及遊客一個友

善的休憩空間。 

主要設計目的如下： 

1. 創造生態網絡，健全都市生態環境。 

2. 提供行人與自行車使用者友善且便捷的環境。 

3. 整合既有環境及未來相關計畫，將綠空廊道形塑為順暢且

連續之都市帶狀公園。 

4. 透過綠空軸線串接舊城區各歷史景點，將人流分配至舊城

區，帶動舊城區空間轉型。 

圖七 綠空軸線各段規劃範圍圖 

(二) 各段設計構想 

1. 北段設計 

考量綠空之規劃目標為創造人本環境之通廊，為串聯臺

中車站及台糖產業園區，並以立體連通的方式，保留綠地資

源，減少人行與車流的直接衝突，達到友善人行空間的目標。

利用車站倉庫群歷史建築，第一代車站遺構，重建車站北區

的人文歷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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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北段設計構想模擬示意圖 

 

 

圖九 北段空間模擬示意圖 

2. 中段設計 (原臺中車站) 

舊臺中車站範圍，由臺鐵局引入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透

過 BOT 的作法，建立鐵路文化園區，提供百年車站的歷史記

憶及活化。 

3. 南段設計構想 

(1) 塑造廣場空間－展現城市風景及歷史場景。 

(2) 創造人行通廊－串連鐵道兩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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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塑造連續性人行帶狀空間－串連車站周邊重要文化景

觀資源。 

(4) 鐵道記憶重現，留下臺中都市發展軌跡。 

 

圖十 創造人行通廊模擬示意圖 

 

圖十一 塑造連續性人行帶狀空間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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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成果及效益 

一、文化舊城再生 

透過相關重大計畫的投入及結合週邊交通運輸整合性之建設

(包含干城轉運中心、臺中轉運中心及捷運藍線等)，改善空間佈局，

並以築巢引鳳的理念，打造百年車站新格局，借此帶動臺中車站周

邊城中城地區之整體發展。 

中區歷史文化據點多分布於此，藉由有效經營各個歷史文化據

點與行銷，重現舊城文化，同時透過輔導市區建物更新、商業再造

之再生計畫，有系統的予以串連，形成文化景點漫遊路網，吸引觀

光、遊憩人潮，創造都市榮景 

上述整體規劃構想，將為舊城區帶來新人潮與新契機，透過縫

合並平衡站區發展，再造舊城區，形塑本計畫地區之城市獨特性。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
(幸町新創遊園)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臺中公園

產業故事園區

干城商業地區

東協廣場

綠川開蓋

台糖生態湖

臺中州廳、大屯郡役所
及州廳附屬建築群

拉開站區場域深度

重新指認交通樞紐

漫步雲端悠遊城市

尋找鐵道好生活

文創新力注入活力
 

圖十一 大車站與舊城區連結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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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興商業發展 

(一)干城再生 

干城重劃區多為公有土地，透過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與本府合

作招商及開發，目前秀泰集團及南山人壽已合作於 106 年 3 月完

成影城及複合商場開幕，為本區帶來新契機。 

車站專用區以「共站分流」概念疏導站區交通，作為捷運及

長程客運的基地，並以複合式發展，引入多元商業休閒機能與整

合周邊地區建設資源，以帶動整體舊市中心的商圈與經濟再發展。 

本府配合內政部推動社會住宅政策，干城重劃區周邊生活機

能、文教休閒機能充足，交通便捷且條件優渥，符合興辦社會住

宅之條件，且區位條件佳與周邊百貨、市集及商圈等商業形成規

模經濟，吸引人潮及商業產業進駐，定位為「時尚購物商場及青

年創業住宅」。 

本府已爭取內政部關聯性工程經費委託整體規劃補助經費約 

700萬，整合都市機能、串連周邊潛力地區。 

圖十二 以站區再發展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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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干城商業地區規劃構想圖 

 

 (二) 台糖生態園區 

台糖生態園區位居區位，東側臨接東光綠園道，北側臨接綠

空軸線計畫，作為車站活動發展的另一種延伸與匯集。台糖生態

園區形塑為生態人文景觀，創造湖濱商業生活，帝國製糖廠改造

為「臺中產業故事館」，並配合台糖生態池進行整體規劃，打造兼

具生態保留及歷史人文的湖濱生態公園，透過自然生態意象與商

務娛樂活動的相互結合，重新啟動市區商業活力。 

台糖生態園區擁有比臺中公園日月湖大 2.3 倍大的生態湖，

本府除進行生態池旁公園用地護岸、保水工程與後續周邊景觀工

程，未來將是區域性排洪治水重要資源，並作為都市大型休憩教

育場所，透過綠空軸線開放空間及綠帶串連，臺中車站將擴大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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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三 台糖生態園區景觀整體構想示意圖 

三、重塑臺中車站新核心 

臺中大車站計畫透過 TOD 以及共站分流、立體連通平臺與地

景綠軸立體連通，可將舊城內北側干城商業機能，南端鐵道文化

園區及舊倉庫群特色，藉由綠空軸線延伸至台糖生態園區，創造

出兼具交通便利、文創觀光、商業服務及健全之都市服務，創造

舊城新的空間移動體驗，重新建構鐵道為臺中城市發展的重大地

位，重塑臺中車站新核心。 

 

 

 

 

 

 

圖十四  臺中車站與周邊關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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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配合鐵路高架化、綠川整治與車站周邊公共設施整備時程，啟動

擴大站區腹地規劃作業，以核心重點發展地區作為人潮、交通、創新

創意、文化薈萃新核心，藉由立體連通平臺、綠空軸線、綠川舊城區

共同建置連通軸線，連結區域人潮脈絡，整合重要歷史建築，改善舊

城區交通問題，促進周邊土地再利用與開發。 

大車站計畫將原本只是一個交通節點的車站，透過複合商業群體

丶交通需求整合以及人本人行綠色通道，由點擴張為線丶為面，並進

而將臺中舊城空間納入發展的脈絡之中。大車站計畫將為舊城區帶來

經濟復甦動能、都市運輸型態與空間機能將重新佈局，成為舊城復甦

的新動力，對舊城核心帶來深遠影響。 

 

 

 

 

 

 

 

 

 

 

 

 

  

圖十六 大車站計畫相關模擬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