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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臺中高鐵娛樂城交通規劃方案 

一、前言  

   基地位於「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地區計畫」區內，

現址位於台中車站地區新高鐵段 67、70、71 地號，周邊

1,000 公尺範圍內重要道路包含高鐵路二段、中山路三段、

建國北路一段、高鐵東路、高鐵一路、高鐵二路、高鐵三

路、高鐵五路、站區一路及站區二路，本案評估範圍如圖一

所示。  

圖一評估範圍圖  

二、停車場空間配置與出入口動線設計  

(一 )出入口位置構想  

    基地共規劃汽車位 5,400 席、機車位 6,501 席及大

客車位 20 席。考量本案開發內容包含商場、辦公室、

旅館及會展中心等複合式類別，開發規模較大，需快速



3 

 

疏解車流，同時進出車種亦包含汽車、機車、臨停車、

計程車、大客車及貨車，因此以「快速進出基地簡化車

流動線」及「減少繞行降低開發影響」為主要規劃原則。

為達交通量分流，避免車輛進出過度集中在同一處出入

口與道路，概要說明設計理念如下，相關示意圖如圖二

所示。  

1. 基地臨接道路包含高鐵路二段、高鐵一路、高鐵二

路、高鐵三路及站區二路，其中，站區二路鄰近高鐵

站，為主要人潮聚集之區位，同時身兼疏散避難廣場

之功能，考量現況設有遊覽車臨停區，亦為高鐵車站

特約計程車進場動線，為提升基地與高鐵站間行人

步行之友善性及串連性，並減少與高鐵計程車動線

交織，站區二路原則不規劃停車場出入口。  

2. 高鐵路二段、高鐵一路、高鐵二路及高鐵三路臨基地

側較無其他設施影響，故以上述道路作為規劃評估，

分別設置基地出入口。  

3. 周邊道路皆為中央實體分隔或劃設雙黃線禁止車輛

跨越對向車道，故本案車輛進出動線係以右進右出

為規劃原則，同時出入口設計位置應考量車輛動線

以達交通量分流效果。  

4. 汽車使用族群多使用台 74 線、國道或台 1 乙線前

往基地，為使交通量分流，同時快速吸納進場車輛，

故於高鐵三路 (簡稱入口 A、出入口 B)及高鐵二路 (簡

稱出入口 C、D)各規劃一處出入口。同時，高鐵二路

需考量地下道車輛變換至外側車道進場之漸變緩衝

距離；而離場亦需預留較長距離供車輛變換至內側

車道，以利路口轉向。  

5. 機車使用族群多為台中當地居民，進場動線主要為

台 1 乙線或建國路，故於高鐵一路 (簡稱出入口 F)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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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路二段 (簡稱出入口 G)各規劃一處獨立出入口，

維護機車行車安全，並與汽車規劃於不同路段，降低

汽機車相互間之影響。  

6. 為使基地地下與地上汽車停車空間能有較高使用彈

性，於內部規劃連通坡道，可快速收納停車需求，降

低車輛在外部道路繞行之交通量。  

7. 基地另於高鐵一路規劃一組汽車次出口 (簡稱出口

E)及高鐵三路規劃一組機車次出入口 (簡稱出入口

B)，藉以分擔尖峰時段交通量，避免車輛溢流影響外

部道路交通，其中，因高鐵三路機車出入口採與汽車

出口整併設計，機車坡道規劃在汽車坡道兩側，避免

動線交織。  

8. 考量高鐵二路及高鐵三路為汽車主要進出動線，為

減少動線交織，規劃大客車由高鐵路二段 (簡稱出入

口 H)進出。  

9. 為避免增加基地破口，本案貨車皆與其他車種出入

口進行整併，分別於高鐵二路 (簡稱出入口 D)及高鐵

路二段 (簡稱出入口 H)與汽車或大客車一同進出。  

(二 )出入口規劃  

    綜合上述，本案於高鐵路二段、高鐵一路、高鐵二路及  

    高鐵三路各設置 2 處出入口，共規劃 8 處出入口，各  

    出入口詳細規劃如圖二所示，相關規劃說明如下。  

1. 東側：透過內部道路連接不同停車場坡道，降低對

外部道路影響。預留商場進場等候空間 (1F 至 B3F 

約 100M)，避免車輛外溢，並以單向雙車道規劃，

提升行車效率。旅館、商場、辦公之臨停區規劃於

內部道路，臨停接送需求內部化，避免影響外部車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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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側：入口 D 可供車輛直接進入地下層 B3F 或停

車場 A，整併 1 處破口，降低對外部車流影響。停

車場 A 可連通地下層中央 (規劃於 B3F)，提升停車

場使用彈性。汽車坡道以單向雙車道規劃，提升行

車效率。停車場 A 可協助吸納高鐵停車需求，並於

2F 以空橋連接商場與大眾運輸場站。汽車與貨車

採動線進出分流，降低車流交織情形。  

3. 北側：入口 C 可供車輛進入地下層 B3F 或停車場

B，整併 1 處破口，降低對外部車流影響。停車場

B 可連通地下層中央 (規劃於 B3F)，提升停車場使

用彈性。汽車坡道以單向規劃，提升行車效率。  

 

圖二 基地出入口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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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標年開發後交通衝擊影響評估  

    本案目標年開發前周邊交通已有壅塞情形，且本案開

發類別多、量體龐大，完工後將伴隨一定程度之交通衝擊

影響，故本案研擬實質大眾運輸鼓勵策略，以 TOD 目標導

向為規劃方向。  

圖三 基地各方向旅次比例及進出動線(汽車) 

  

    目標年開發後路段路口服務水準如圖四、圖五及圖六    

 所示。基地開發量體較大，故因基地衍生量影響，在路  

 段方面各路段旅行速率略為下降，部分路段服務水準下  

 降；在路口方面各方向延滯略為增加，部分路口服務水  

 準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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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 開發後平日晨峰時段道路服務水準示意圖 

圖五 開發後平日昏峰時段道路服務水準示意圖 



8 

 

圖六 開發後假日尖峰時段道路服務水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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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減輕對策研擬  

    為推動 TOD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本案以「人本交通」、

「交通管理」、「交通工程」及「停車管理」等四種規劃層

面，研提相關交通減輕對策，以期降低基地自身開發所衍

生之交通衝擊。  

表一 本案研提交通減輕對策彙整表 

規劃理念 規劃方針 策略內容 預期成效 

人本交通 

1. 規劃以人為本之步行空間 

2. 點、線、面形塑人行動線

網絡 

3. 人車動線盡量立體分流，

提升交通安全性與效率性 

1. 人行空橋連通規劃 

2. 周邊人行環境調整建議 

1. 規劃空橋系統連通高鐵、臺鐵

及捷運，提升大眾運輸站點便

利性 

2. 提升民眾步行舒適性與可及

性，間接提升搭乘大眾運輸工

具之意願 

3. 人車動線分流，降低衝突，提

升交通安全性與效率性 

交通工程 

預測基地開發後之交通行為，

研提交通工程改善建議 

1. 退縮基地空間增設道路 

2. 區域道路車道配置改善 

3. 周邊路口增設號誌暨時

制計畫調整建議 

1. 體檢周邊路口時制計畫，研提

最佳化之號誌時制計畫 

2. 提升路口紓解效率 

3. 增加道路容量，提升道路服務

水準 

停車管理 

研擬停車場管制措施，提升使

用效率 

1. 智慧停車系統規劃停車

場導引牌面規劃 

2. 施工期間替代停車空間 

1. 利用智慧停車設備，提升停車

場使用效率 

2. 增加尋車/停車效率，減少外部

道路繞行動線 

交通管理 

1. TOD 導向規劃 

2. 研擬周邊現況交通情形改

善對策 

1. 研提鼓勵大眾運輸策略 

2. 特殊活動交通維持計畫 

原則 

鼓勵大眾運輸工具使用，降低私人

運具使用，舒緩道路交通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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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鐵特區整體交通規劃案辦理情形說明  

高鐵臺中站自 100 年起已成為高鐵全線旅次第二大

站，運量持續增加，截至 113 年 5 月底，平均每日進出站

人次已超過 7 萬人次。隨著本市捷運綠線於 110 年 4 月 25

日通車，高鐵臺中站成為中臺灣唯一的三鐵共構車站，且

鄰近國道 1 號、國道 3 號、台 74 線，交通便利性成為高鐵

特區發展的重要優勢。近年來，本市經濟發展蓬勃，人口持

續成長，已成為全國第二大城市。高鐵特區憑藉三鐵共構

及鄰近高快速公路的交通優勢，吸引民間持續投資建設，

帶動地方發展，如大臺中國際會展中心、物流共和國等。然

而，同時也吸引大量車流進入高鐵特區，造成車站周邊及

台 74 線、台 1 乙線等聯外道路在尖峰時段出現常態性壅

塞。  

為因應未來高鐵特區人口增長、土地開發所帶來的運

輸需求，本府交通局將進行高鐵特區整體交通規劃，主要

規劃方向如下：  

1. 研擬高鐵特區交通管理策略與聯外交通壅塞改善對策

檢討分析高鐵特區主要道路車流與交通管制措施，並因

應高鐵特區未來發展狀況研擬整體交通管理策略與壅

塞改善對策。除此之外，本府交通局將會再檢討高鐵特

區內市區公車路線與停車供需情形，以促進大眾運輸使

用效率，均衡區內停車供需。  

2. 新闢聯外道路分流高鐵特區車流可行性初探考量高鐵

特區主要車流集中於台 74 線及台 1 乙線等聯外道路，

衍生壅塞問題。本府交通局將評估高鐵特區新闢聯外道

路連接周邊區域，並研議國道 1 號新增匝道，台 74 線

匝道改善以分散車流之可行性；若初步評估可行，將再

提供評估結果供高速公路與公路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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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交通局刻正積極辦理高鐵特區整體交通規劃案招

標作業，決標後將盡速趕辦相關評估作業。後續本府交通

局將再依規劃成果辦理高鐵特區交通改善，鼓勵民眾使用

大眾運輸前往高鐵特區，並透過交通管理手段提升高鐵特

區道路服務水準，以降低當地交通衝擊，並維護民眾用路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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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中市雙節公車 2026 年屆齡退場，高運量路廊運能缺口因應措

施 

   本市雙節式低地板大客車 (下稱雙節車 )依據「臺中市汽

車客運業管理自治條例」規定 (低地板公車車齡得延長至 12

年 )，預計將於 115 年 5 月及 115 年 10 月屆齡，本府交通

局已鼓勵使用雙節車之客運業者積極將雙節車汰換為低排

放、低噪音電動公車，亦積極協助業者爭取中央電動公車

購車補助，以加速達成臺灣大道路廊公車路線全線電動化

目標。     

   目前本市雙節車共計 64 輛，其中 32 輛為本府交通局

所有，32 輛為民間業者 (台中客運、統聯客運及巨業交通 )

自行購入，本府交通局所有之 32 輛雙節車，刻委由台中客

運、統聯客運及巨業交通營運。依據「臺中市汽車客運業管

理自治條例」規定，低地板公車車齡得延長至 12 年，而本

市 32 輛雙節車出廠時間分別為 103 年 5 月及 103 年 10 月，

故得使用至 115 年 5 月及 115 年 10 月。至其使用年限屆滿

後，將無法繼續作為本市市區公車使用，屆時本府交通局

將依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本市自 111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幹線公車，臺灣大道路

廊行經多所學校、醫療院所、商業辦公區域及觀光景點，運

輸需求屬全市第一，公車搭乘運量亦為全市最高，目前臺

灣大道路廊除原使用雙節車營運的 300、309 及 310 路外，

亦有 301、302、303、304、305、306、307、308、323、325、

326、328 及 365 等多條路線行駛提供服務，每日提供超過

1,400 班次服務，另有行駛臺灣大道部分區間之橫向公車路

線及捷運綠線提供接駁量能，民眾可針對交通需求彈性選

擇搭乘路線，後續本府交通局將輔導業者依照實際交通需

求投入相對應電動公車接軌屆齡雙節車，維持台灣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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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公車運能及服務水準，提供市民更優質的乘車品質及綠

色運輸的永續服務。  

最後，感謝各議員耐心審閱本專案報告，上述作業如

有重要進展，本府將主動向貴會報告及請益，並請各位議

員惠予指導與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