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  綠空鐵道軸線計畫(北段) 

  本案位處臺中車站重要交通樞紐旁之重要軸線綠帶，其計畫本體環境條件富具鐵道設施

與立體路堤之特殊景觀，以及臺中城市發展之文化脈絡如臺中產業文化園區之生態蓄洪池、

綠川河岸、臺中公園、東光園道等豐富藍綠帶資源，以及臺中車站鐵道文化園區、臺中產業

文化園區、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及中西東南區等之文化景點，未來可

搭配串聯前後站與干城區之商業場域，形成文化、產業、生活、生態等面向兼具之臺中門戶

亮點熱區。 

  綜合上述地理與資源優勢，及考量文化、產業、生活、生態等面向之連結，本案因應規

劃設計原則，整合臺中火車站周邊地區，以期創造更佳之都市環境、土地利用、產業活動、

都市意象及建築景觀風貌，綜上提出以下各面向之空間計畫目標： 

  一、串接臺中市城市起源，翻轉舊城區的綠色軸線。 

  二、透過都市空間縫合之思考角度，整合周邊區域土地，促進土地合理利用。 

  三、交通路網的改善與整合。 

  四、周邊景觀環境改造與公共設施品質之提升。 

  五、整合共同管（線）溝、人行道、自行車道、街道景觀、天空纜線等項目，提升整體

道路品質、落實公共通行環境。 



 

圖 1 發展主題定位構想圖 

 

工程效益 

項次 工程內容 說明 

一 型塑城鄉人文地景街道 

串聯臺中市舊城區古蹟、歷史建物及文化資產，提供生活休

憩設施， 

提升地方生活服務水準，創造文化城中城。 

二 綠色生態路網建置 
都市微氣候調節系統計畫：市區道路空間透保水鋪面設計、 

公共通行空間雨水滲透及貯留設計 

三 
打造綠色運輸系統 

（建置自行車路網) 

整合區域內自行車道、文化觀光休憩景點、美食購物等機

能， 

以加強自行車之便利性。 



四 
城市街道市容管理及改

善 

市區道路路面養護平整、天空纜線整理、機器車及雜物佔據

人行空間改善。 

五 社區照顧環境建置 
植栽綠化工程：加長樹穴尺寸為帶狀樹穴， 

提供樹木更多呼吸空間，並增加灌木種植。 

六 
辦理共同管（線）溝整

合與建置 

整合容納傳輸區域性之公共設施管線，設置於人行道下方， 

以便於集中維護管理，並留給民眾一個開闊乾淨的天際線。 

七 

設立街道幸福設施 

（共桿、標誌標線、街

道傢俱等） 

整合標誌、號誌及路燈等路面突出物，設置共桿工程，以美

化市容景觀。 

且使用智慧節能路燈，以響應綠色環保概念。 

八 既有道路養護整建工程 
孔蓋下地，路基改善，提升道路平整度，改善道路品質、使

用年限增加。 

九 都市無障礙系統建置 
於適當出入口設置無障礙殘障斜坡道，給行人安全、便利的

出入空間。 

表 1 規劃設計工作項目與內容 

工程範圍 

  本案位於臺中市舊市（城）區，其計畫範圍以舊鐵道沿線為主軸，綠空鐵道軸線北段範

圍由大智路至進德路，約 0.7 公里長之發展軸帶，以及臺中公園周邊道路品質改善雙十路由

南京路至精武路、南京路由雙十路至進德路，一併改善整體市容。 

  本計畫除藉由舊鐵道所釋放出的一條完整的線狀都市空間，將原本散置鐵道周邊的文化

與遊憩據點，拉起無形的鏈鎖串，完整臺中城中城特色景觀外，亦連同周邊人行道做整體規

劃，加入無障礙規劃設計及植栽綠化改善，將路邊周遭環境打造成都市休憩空間，另外整併

空中纜線及號誌燈桿等相關公共設施，以達到空間及市容簡潔乾淨的形象，提升周遭民眾生

活品質及福祉，打造臺中都市新形象活化臺中舊城區。 



 

圖 2 臺中舊城區 

工程背景─改善前 

一、舊市區周邊資源現況調查 

(一)現況交通幹道 

  舊市區範圍內的臺中火車站周邊是臺中市最重要的交通轉運樞紐之一，故舊市區交通是

以臺中火車站為中心發散。周邊有數條要道，如與火車站平行的建國路、復興路、自由路、

三民路；以火車站為中心向外延伸的台灣大道、民權路、臺中路、雙十路、南京路與國光路

鐵橋兩側的林森路與國光路，均為舊市區的主要幹道。 



 

圖 3 現況交通幹道圖 

  1.周邊公車客運系統 

  如前段描述，臺中火車站周邊是臺中市最重要的交通轉運樞紐之一，不僅是臺中地區，

同時是彰化、南投等地的玄關口，故公車系統包含了公路客運，轉乘運輸系統十分發達。其

周邊經營之公車客運共有四家業者，分別是臺中客運總站、國光客運站、統聯客運站、仁友

客運站等經營體。其公車站點於舊市區分佈如下圖所示，屬密集度非常高之公眾運輸工具。 

 

圖 4 周邊公車客運系統圖 

  2. iBike公共自行車系統 



  iBike由臺中市政府交通局提案、捷安特公司負責建置和營運，於 2014年 7月 18日開

始試營運，採無人化自助式服務，是臺中市的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截至 2016 年 5月 27

日，iBike已在臺中市建置 92個站點，並且營運 83個站點，預計 2017年擴大到 200個站

點，如下圖所示目前舊市區周邊共有八個 iBike點位已啟用，供民眾騎乘自行車。屬於低污

染、低耗能的短程接駁公共運具。 

 

圖 5 iBike公共自行車系統圖 

  3.周邊停車場資源點 

  計畫範圍內有許多公營與民營之停車場供車輛停放，停車場有許多不同的型態，計畫所

調查之停車場屬有一定數量規模的平面停車場、立體停車場等地停車空間。包含臺中市停車

管理處、市政府停車場、自由路立體停車場、台灣聯通停車場、新時代購物中心地下停車場

等等，如下圖所示在計畫範圍周邊共有二十六座停車場。 



 

圖 6 周邊停車場資源點圖 

二、活動潛力 

(一)周邊文教機關資源 

  舊市區周邊的文教機關眾多，如下圖所示在計畫範圍內共有十三間文教機關，多數為基

礎教育之國民小學一共有七間，其餘為兩間國民中學、一間高中、一間高職、兩間大學，教

育資源充足豐沛。 

 

圖 7 周邊文教機關資源圖 



(二)周邊文化資產資源 

  舊市區自日治時期以來為臺中最早開發的區域之一，文化歷史資源十分豐碩，如下圖所

示著名的歷史建築包含臺中火車站、天外天劇院、臺中州立圖書館、臺中州廳、臺中刑務所

演武場、新盛橋；歷史產業建築有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帝國製糖臺中營業所、第二市場

六角樓、臺中公園放送電台擴音台、臺中文學館等。其中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前身為日治

時期的「赤司製酒場」，是目前全台灣各酒廠工業遺址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個，在 1947年後

為臺中酒廠。2002年文化部接收後即定位為文創園區。 

  此區目前依文資法被登錄的有一處國定古蹟：臺中火車站、三處市定古蹟：臺中州廳、

彰化銀行舊總行、臺中市火車站附屬設施及建築群。 

 

圖 8 周邊文化資產資源圖 

(三)周邊特色資源 

  以臺中火車站為核心的舊市區，早期的發展與其繁華歷程，留下數個已形成臺中特有之

特色資源與景點，如下表所示，包含東協廣場、建國市場、自由路太陽餅街、三民路婚紗

街、成功路布街、綠川電子街、銀樓街、青草巷、臺中公園；後期建築再利用方式介入的中

區再生基地、宮原眼科、第四信用合作社、好伴空間等等。不同的街道型商圈牽動著舊市區

發展，至今，儘管少了過往喧騰的盛況，此處錯落林立的商家仍是中部行家的聚集處。 



 



 

表 2 施作基地及鄰近地區土地使用活動情形 

三、相關主要路口、周邊建物或土地情況、既有設施等現況調查 



 



 

表 3 相關主要路口、周邊建物或土地情況、既有設施等現況調查 

四、PCI(Pavement Condition Index)柔性舖面損壞調查 

  依「市區道路管理維護與技術規範手冊研究【柔性鋪面損壞調查手冊】」填寫損壞類型

及嚴重程度與數量、損壞類型調查統計，並依據調查表計算柔性舖面折減值計算表計算出中

區南京路 PCI值雖為 53道路舖面屬「尚可」等級，中區雙十路一段 PCI值雖為 37道路舖面

屬「差」等級，但配合遷移道路地下管線時將沿線挖掘道路，建議於本計畫辦理時一併進行

路平專案，以維整體計畫一致性並可增加用路人行的安全。 

 

圖 9 PCI(Pavement Condition Index)柔性舖面等級圖 



 

圖 10 PCI柔性舖面現況等級 

計畫內容 

  臺中綠空鐵道軸線計畫將是臺中的城市大門，建立到訪者對臺中的第一印象，也是臺中

人生活經驗以及記憶情感累積最深的地方。在規劃時應同時考量外來者及當地的使用者，因

此建構本案的目標如下： 

  一、國際化：營造獨特的臺中綠門、牆廊的景觀，建立地面、駁坎中層及高架鐵道，三

種不同觀看城市風景的視野高度。 

  二、本土化：融合在地環境的情感，考量鄰里的活動需求，合理設置機能；美化民眾嫌

惡的鐵道設施，以創意提升空間的趣味性。 

工程標的 

一、型塑城鄉人文地景街道 



 

圖 11 綠空連結帝國糖廠規劃示意圖 

 

圖 12 綠空北段示意圖 



 

圖 13 綠空北段規劃示意圖 

 

圖 14 綠空北段設計構想圖 



二、綠色生態路網建置 

(一)周邊藍綠帶資源整合 

  本案計畫位處臺中市東光園道及復興園道間，且綠川藍帶資源貫穿其中，周邊區域透過

大小園道包圍形成周邊豐富的藍綠帶交織網絡，可見區位環境良好，景觀生態資源豐富，然

本案因處鐵道空間，以北得以延伸潭子，以南得以延伸烏日，未來可作為貫穿烏日至潭子之

重要軸線。 

  此外，配合臺中市「翡翠項鍊」綠帶路網及其市區藍綠帶相關改善計畫：「臺中之心-

臺中市中心綠園道人行步道及自行車道路網委託規劃設計服務案」、「臺中市東光園道整體

改善及活化規劃案」、「臺中市美術園道再生創藝綠色廊道工程」、「綠空廊道-鐵路高架

化騰空廊帶簡易綠美化工程」以及「臺中市水系景觀環境營造」等計畫，共同建置完善徒步

空間、無障礙環境、自行車動線系統及水岸景觀環境，以提升市區休閒、觀光及通勤之藍綠

帶路網景觀。 

 

圖 15 周邊藍綠帶資源整合 

(二)高壓透水磚鋪面 



  1.透水通氣性強，下雨的時候使雨水迅速滲入地下，使地面沒有積水，不會形成陸上海

景。 

  2.暴雨之際對城市排水系統的壓力起到了緩解作用，可防止公共地區的路面污水問題

（圖 16）。 

  3.透水磚內部有中空區域，可以吸收來往車輛的噪音、吸水和熱量，能夠緩解熱島效

應。 

  4.磚體表面粗糙，可以防止路面反光，防打滑，一定程度上減少交通事故。 

  5.下雨後路面不積水，可以方便用路人安全出行（圖 17）。 

 

圖 16 高壓透水磚鋪面改善示意圖 

 

圖 17 高壓透水磚斷面圖 

三、打造綠色運輸系統（建置自行車路網） 

(一)自行車規劃定位 

  以往臺中市自行車道皆屬單獨性的自行車「路段」，缺乏完整規劃且具連續性的自行車

道。為改善其自行車道路現況，臺中市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自行車路網機制，除本案綠空鐵

道計畫外，各局處紛紛提出「臺中之心─臺中市中心綠園道人行步道及自行車道路網委託規



劃設計服務案」、「臺中市東光園道整體改善及活化規劃案」、「臺中市美術園道再生創藝

綠色廊道工程」、「綠空廊道─鐵路高架化騰空廊帶簡易綠美化工程」及「城中城人文自行

車道建置工程」等建設計畫，將自行車道視為串聯臺中生活圈、通勤運輸、遊憩區之「綠

廊」，塑造新興之「綠色廊道網絡」。 

  此外亦同時檢討既有古蹟、歷史建築、寺廟、休閒觀光遊憩據點之分布情形，自南京路

銜接延雙十路延伸至北區可銜接孔廟及翡翠環狀自行車園道，自雙十路及南京路口往西可經

綠川至州廳及道禾六藝文化館，往西北可至第二市場、柳川水岸及中華夜市，沿雙十路往北

可至臺中公園、一中商區、臺中放送局及孔廟等歷史區位，規劃可串聯既有景點、具有遊憩

休閒潛力之路線，建置臺中連續性之自行車系統，進而帶動地方及區域之旅遊風潮，使人潮

回流於都市空間。 

  然在臺中市自行車與觀光旅遊規劃整合趨勢，及本案串接中、西、東、南區沿線重要文

化資源景點之計畫目的，與消化及分流臺中大車站及城中城之人潮，多為帶動地方文化、觀

光與經濟效益，增添低碳城市體驗方式與自行車騎乘之趣味性。 



 

圖 18 自行車規劃定位 

四、城市街道市容管理及改善 

(一)車專區銜接 

  舊市區範圍內的臺中火車站周邊是臺中市最重要的交通轉運樞紐之一，故舊市區交通是

以臺中火車站為中心發散。周邊有數條要道，如與火車站平行的建國路、復興路；以火車站

為中心向外延伸的台灣大道、民權-臺中路；和國光路鐵橋兩側的林森-國光路，均為舊市區

的主要幹道。 

  其中在綠空北段打通後的大智路以及復興陸橋的拆除，將可增加南北向的串聯。而樂業

路未來將可直達前站的綠空堤頂自行車道，車行動線也可直通前站之八德街。而原先綠 65



與臺中產業文化園區（帝國糖廠）所相隔之道路也將取消，透過高架自行車橋，將行人與自

行車，由綠空廊道一路平順無阻地引導至臺中產業文化園區（帝國糖廠）。 

  考量整個綠空鐵道順暢串聯，必須倚賴與車專區的動線銜接與尺度適宜的空間留設。本

案就地保留之歷史建物（20 號倉庫群、台鐵宿舍群、27號倉庫）以及周邊古蹟（舊臺中火

車站、後火車站、第一月台、第二月台），將是城中城市容與空間改善之重點。 

 

圖 19 車專區銜接動線示意圖 

(二)天空纜線整理 

 

圖 20 天空纜線整理機器車及雜物佔據人行空間改善 



 

圖 21 機器車及雜物佔據人行道人行空間 

五、社區照顧環境建置 

(一)有效運用基地空間，提供運動、休閒及觀光 

  計畫推動核心價值以規劃友善人行及順暢之自行車騎乘空間為目的，並因應綠空北段-

產業休閒，南段-常民生活等空間發展特性，友善運用基地舊鐵道及兩側腹地空間，置入多

元使用需求的活動機能及設施，建立適宜運動、觀光及休閒的活動環境，增進在地居民及外

地遊客心理及生理層面的舒適感。此外藉以周邊景觀及遊憩資源之整合連結，擴大活動連續

性及遊憩據點可及性，完善整體區域遊憩網路，提升豐富與多元之遊憩服務品質，進而帶動

生活與觀光之發展，創造休閒生活與遊憩觀光兼具之樂活城市。 

 

圖 22 周邊景觀及遊憩資源之整合連結 



(二)植栽綠化工程 

  本工程原有樹穴尺寸太小，造成行道樹生長空間不足，故本工程擬加長樹穴尺寸為帶狀

樹穴，提供樹木更多呼吸空間，並於帶狀樹穴栽植灌木，以改善現有雜草叢生之亂象。帶狀

樹穴之優點如下： 

  1.可增加透水鋪面以涵養水源，減少水泥用量。 

  2.樹木根系有較大空間伸展，不易遭颱風吹襲傾倒，也比較不易浮根。 

  3.行人與汽車通行空間有區隔，增加行人用路之品質。 

  4.增加綠化面積，環保減碳，減少空氣污染與噪音污染。 

 

圖 23 帶狀樹穴示意圖 

六、辦理共同管（線）溝整合與建置 

(一)共同管（線）溝整合 

  共同管溝之設置為現代化城市地下空間利用的重要課題之一。良好的共同管溝配合都市

發展的需要，結合跨領域之工程專業設計及高質量之施工作業。共同溝除可提升城市居民之

生活品質，亦兼具防災與整合城市地下空間使用及管理之效能。 

  共同管溝系統將都市維生管線及其他地下管線作系統化之合併與管理，收納之管線包括

電力、電信、有線電視、寬頻管線等。由主管機關提供道路下方設置共同溝所需之空間，構

築結構體容納兩種以上之地下管線，且預留發展空間及維修所需之空間，使作業時減少影響

地面活動。共同管溝具有防竊、好維修、維持市容之美觀、淨化都市天際線及提升市民之生

活質量之優點，且建構完成後約可減少 AC路面之人孔蓋。 



 

圖 24 人行道下方設置共同管溝示意圖 

七、設立街道幸福設施（共桿、標誌標線、街道傢俱等） 

(一)街道傢俱 

  本案規劃之設施包含街道傢俱、照明設備、步道、座椅、解說牌、欄杆、運動場、遊戲

場…等設施。為維持本案景觀設施，每年應定期進行維護及修繕管理等相關工作，以維持良

好環境及景觀水準，提供社區居民及觀光遊客安全的休憩空間與視覺享受。 

 



 
圖 25 街道傢俱 

(二)共桿、標誌標線工程 

  在交通要道的交叉口設置共構立體造型路燈，在中區形成社區領域，並有助於社區意識

的凝聚，並且提升社區價值與城市等級。 

  結合交通號誌、指標牌及路燈，透過設施規格化、管理集中化、控制分散化的機制達到

省能與整潔。在夜間也是發光體，成為夜間亮麗醒目的景觀。 

  此外，導入智慧型路燈監控系統，運用通訊技術與感測網路技術監控路燈變化，且依據

天候、路況、時間來調整燈具照度及用電量，可提供高演色性及照明品質的路燈。完整的道

路照明監控系統可提供路燈即時監控、自動報修、分時調光等智慧功能，且節省用電量以達

到節能減碳之目標。 



 

 

圖 26 共桿設施示意圖 

七、既有道路養護整建工程 

(一)路平專案 

  1.AC路面品質改善：5cm 厚分層鋪設分層滾壓，提供足夠的承載力，可增加車胎與路面

之摩擦力，提高行車安全。 

  2.路面排水坡度：調整適當之排水坡度，使路面快速排水，以利行車安全。 

  3.路基改善：針對路基不良處，以水泥拌合級配料改善軟弱路基，減少路面塌陷。 

  4.孔蓋減量下地：改善現有路面孔蓋過多之現況，孔蓋減量下地除行車更舒適外，道路

更平整安全 



  5.平整度要求：完工後路面要求平整度，單點需小於 6mm，標準差應於 2.6mm 以內，以

嚴格要求路面平整之成效。 

  6.提升道路標線抗滑係數：採日本 65規範，防止雨天摔車。 

  7.禁挖期限：路平專案路段均事先協調管線單位配合施工，完工後將限制 3年內不得開

挖，以保持道路品質，延長使用年限。 

 

圖 27 AC路面改善示意圖 

(二)增設高架通廊 

  車站站體銜接至臺中產業文化園區（帝國製糖廠）之動線，需經綠空跨越大智路、復興

路及復興東路等主要幹道，考量人行及自行車動線穿越之順暢性與安全性，建議於此段路段

增設高架連通廊道，減少人車交會衝突，且利於銜接臺中產業文化園區（帝國製糖廠），此

外，未來亦可結合縱貫之心之人工地盤，銜接至干城商業區，完善車站周邊之整體動線規

劃。 



 

 

圖 28 增設高架通廊 

八、都市無障礙系統建置 

(一)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 

  考量公共設施對高齡、幼童、婦女及身體障礙者的「可及」與「可使用」性，應採用全

民適用之通用設計妥善規劃無障礙設施（圖 29），其要項如下： 

  1.無障礙通行空間採連續性設計，且不得設置妨礙行人通行之障礙物。 

  2.無障礙通行空間設置坡道者，坡道斜率不得大於 1比 12；坡道淨寬不得小於 0.9公

尺。 

  3.人行天橋與人行地下道出入口及路面高低差變化位置，應設置警示帶。 



  4.無障礙通行空間於交叉路口連接行人穿越道時，應與路面齊平或設置坡道 

  5.人行道緣石高度不得大於 0.15公尺，與行人穿越道銜接處或地形變化處，得採斜坡

方式處理。 

  6.依規定設置線型動線引導設施。 

 

圖 29 無障礙設施示意圖 

(二)人行道改善工程 

  人行道設計應注意以下重點： 

  1.安全性：人車分離安全設計（平整、止滑）。 

  2.步行安穩性：提供安穩步行空間，加強夜間照明、安全視距等。 

  3.步行方便性：人行道提供足夠設施供行人停留、活動空間等。 

  4.連續性：人行道高度、設計元素、色彩、質感等連續性。 

  5.舒適性：無障礙環境設計、適當的休息座椅等。 

  6.系統一致性：人行道相關設施使用及操作方式儘可能統一。 

  7.停車管理計畫：本路段停車格依既有標線復原，人行道部份依既有人行道空間進行改

善，兩者互不影響（圖 30、圖 31）。 

  8.本府已訂「臺中市公園園道綠地行道樹道路附屬設施認養維護辦法」，如沿線住宅大

樓有認養意願，即依程序審查，人行道完成後開放沿線住宅大樓申請認養。 



 

圖 30 幾何斷面配置圖（雙十路） 

 

圖 31 幾何斷面配置圖（南京路） 



  本工程擬採用硬底軟面之透水鋪面引導人行空間，且移除占用人行道設施，保障用路人

路權。 

  本工程人行道表面材料擬採用透水鋪面，藉由工址基地雨水貯集、滲透雨水、涵養地下

水之透水（海綿）城市概念降低逕流量，提升防洪效能，降低排水系統負擔。「直接滲透設

計」最有效之方式即為增加土壤地面面積，以加強雨水的直接入滲效果，因此經綠化的自然

土壤地面是屬於最自然、最環保的保水設計。另一方面，良好透水鋪面的透水性能就如同裸

露土地，因此增加透水鋪面，相當於增加裸露土地一樣，對基地保水有重要貢獻。 

(三)舊鐵軌路堤打通 

  考量綠空之規劃目標為創造人本環境之通廊，為串聯臺中車站及臺中產業園區，擬採用

減少道路分割土地，且合理化路形，保留綠地資源，並以立體連通的方式，串聯臺中車站及

臺中產業園區，減少人行與車流的直接衝突，達到友善人行空間的目標。 

 

圖 32 舊鐵軌路堤打通與連結 

九、串聯臺中里程碑亮點 

  臺中公園歷史悠久，開園至今已邁入第 107個年頭，園內的湖心亭更是代表臺中的地標

建築，成為集體市民的珍貴資產，如今高架化的臺中車站，並延伸至綠空鐵道及帝國糖廠的

誕生，如同隨著時代在臺中的舊城區變遷下，所形成的一條里程軸線。 

  有鑒於此，於本案中提出串聯「臺中公園-火車站-帝國糖廠」臺中新亮點之構想，未來

除了針對上述相關亮點進行調查研究，並於規劃設計期間，舉辦多次社區說明會，彙整社區

居民與專家學者之意見外，以串聯過去-現在-未來的原則，給予景觀意象之加強與建立臺中

新亮點的目標。 

  本府希冀藉由提出「臺中公園-火車站-帝國糖廠」臺中新亮點，對身處臺中市中心的本

地，提出既能服務提升市民休憩的人本環境質感，亦能配合先期完成改造的公園自明性氛圍

與節能需求，形成一整體臺中公園景觀意象之生態都市環境。 



 

圖 33 串聯臺中里程碑亮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