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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論 

1.1  法源依據及依循規範 
  我國市區道路中央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市區道路之法源為『市區道路條

例』，依據修正之『市區道路條例』第三十二條(民國 93 年 1 月 7 日)：「市區

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應依據維護車輛、行人安全、無障礙生活環境及道

路景觀之原則，由內政部定之。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所轄市區道路分工權

責、設施維護、使用管制、障礙清理等管理事項之規定，由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分別定之，並報內政部備查。」 

  因此市區道路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署已於民國 98 年 4 月 3 日修正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並透過此標準於民國 98 年 4 月 29 日訂

定『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上述標準與規範即為本手冊研定之上

位指導計畫。 

  「都市人本交通規劃設計手冊」(以下簡稱本手冊)除依據上述『市區道

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為上位指導計畫外，並博採國內外相關規劃設計手

冊之精要，編輯成冊，包括「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市區道路

工程規劃及設計規範之研究」，以及「市區道路人行道設計手冊」，冀能發

揮本手冊於法源上輔助實質規劃設計之效果。 

1.2  手冊編製之目的 
  期望本手冊的編寫，除了提供各縣市政府於辦理新建市區道路工程規劃

設計工作時，能有系統性的整合人本交通各項設施外；亦期望藉由手冊之導

引，針對都市地區已經開闢完成道路之人本交通設施，能有效檢核其設置成

效，並具體進行改善計畫，讓本手冊成為相關規劃設計人員執行作業時最有

利的工具書。 

1.3 手冊內容 
本手冊內容除第一章總論外，其它各章分別為人行環境(含公共設施

帶)、通學道、交通寧靜區、自行車環境、道路交叉口整合設計與機動車輛

管理人本化等六大單元，分述如下： 

1 都市人行環境規劃設計（第二章） 

2 通學道規劃設計（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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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寧境區規劃設計（第四章） 

4 都市自行車環境規劃設計（第五章） 

5 道路交叉口整合設計（第六章） 

6 機動車輛管理人本化（第七章） 

1.4  手冊使用方式 

1.4.1  手冊適用對象 
  本手冊主要適用對象可區分為二類，分別為政府機關及工程顧問機構；

至於學校單位，則可考量將本手冊作為相關科系學生修習課程之參考資料。  

1.4.2  手冊之應用 
  本手冊製作目的，係以一般情況下供使用者作業參考，並無強制性規

定。有關各章之查詢與應用方式，於各章首頁說明。 

1.5  手冊架構 

由於都市人本交通所涵蓋的層面相當多，故本手冊針對(人行環境、自

行車環境、交通寧靜區、通學道、道路交叉口整合設計、公共設施帶規劃、

機動車輛管理人本化等項目)之個別單元進行初版的編擬，有關不同單元間

之整合規劃與設計部份，除本手冊第六章道路交叉口整合設計涵蓋人行環

境、自行車環境之整合說明外，其它議題諸如公共運輸、社區人本交通綜合

規劃之人本交通環境等課題，建議於本手冊完成之後，於後續的執行階段分

期進行，類似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01 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之修訂做

法，故本次研訂之「都市人本交通規劃設計手冊」可視為第一版，後續可依

環境變化的需要再逐版修訂(第二版、第三版等)，因此本手冊所擬定之體系

架構如圖 1.5.1 所示。 

 
圖 1.5.1 本手冊之體系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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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市區道路規劃基本理念 

一、市區道路規劃流程 

於進行市區道路規劃之前，必須先配合土地使用計畫及都市空間活

動系統，針對交通動線（車輛、行人、大眾運輸）進行研擬，以全盤掌

握交通路網脈動，配置適宜之道路系統。 

在都市地區新設一條道路或拓寬既有道路時，應依循前述交通動線

規劃理念，並依據交通量及道路通過地區兩旁土地使用現況或規劃使用

目的，決定道路型式及寬度，除考量機動車輛需求外，同時亦考慮行人

與自行車使用需求規劃人行道與自行車道 

二、市區道路路權規劃 

1.道路路權劃設原則 

市區道路路權劃設原則如下： 

(1)市區道路應根據其規劃之功能分類及鄰近土地使用之種類，考量

道路配置單元、交叉路口處理及交通需求等，就所需之寬度加總，

劃設路權範圍。 

(2)市區道路於交叉路口、公車停靠站、彎道、邊坡及其他特殊需要

之路段，其路權劃設得予適度的加寬，交叉路口加寬寬度應符合

轉彎半徑的規定，且宜考慮左、右轉專用道之路權加寬。 

(3)主、次要道路應考慮各車種所需之路面寬度需求及各車種專用道

及人行道之寬度。 

(4)各級道路應配合其兩側之土地使用型態及停車場整體規劃，考慮

劃設路邊停車空間或汽機車或自行車停車位所需之路權寬度。 

(5)市區道路之路權範圍應劃設公共設施空間所需之寬度，以配置交

通標誌、號誌、消防栓、郵筒、垃圾桶、電話亭、植穴、綠化、

多功能使用等公用設備。若有其它特殊需要時，亦得加寬路權以

提高道路空間規劃之服務水準，如商業區經濟活動空間、地標、

景觀設施等。 
2.路權寬度決定程序 

各級道路之路權寬度決定程序，首先須界定道路之功能分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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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橫斷面功能規劃單元，再依交通需求預估與容量分析結果，就個

別規劃單元及附屬設施所需之大小規模，配合橫斷面各規劃單元寬

度之設置參考值，加總求得各級道路所需之總寬度，作為劃設路權

之依據。一般人行道與自行車道寬度仍需配合鄰近土地使用狀況，

彈性調整人行道與自行車道寬度。此外，於特殊需要加寬之路段或

路口，應依有關加寬之準則，將其路權寬度加寬，以提高整體道路

系統之效益。 

三、道路斷面調整原則 

當計畫道路路權寬度受限時，市區道路橫斷面可考量依下述原則酌

予減少寬度： 

(1)快速道路調整寬度之項目先後次序為分隔島、路肩、汽車道。 

(2)主、次要道路路權受限時，調整項目先後次序為汽車道、混合車道、

機車道、腳踏自行車道、車道分隔帶、中央分隔帶、人行道寬度為

原則。 

(3)服務道路路權受限時，調整項目先後次序為車道寬度、縮小人行道、

改採人車共用方式或調整為單行道為原則。 

四、道路橫斷面構成要素 
道路橫斷面的構成要素依道路種類而異，其寬度依道路功能分類

彙整如表 1.6-1。市區道路規劃單元之設置尺寸基本需求參考值彙整如

表 1.6-1 所示。此值供作規劃時作為一個起始之參考基本值，實際設置

時可由此基礎出發進行必要之調整。在有設置該單元時，則依此尺寸計

入留設之道路寬度，若不設置則不必計入。 

五、人行道規劃之重要性 

本手冊人本交通規劃的中心理念，係強調道路的空間應留設人行的

空間，對於寬度在 8 公尺以上的道路，人行空間寬度留設的比例宜至少

為道路寬度的 10~20%，對於寬度在 15 公尺以上的道路，宜留設 20%

以上的人行空間。 

在人行道使用率低的情況下建議人行道採較小寬度；而社區內服務

性道路則相對可提供較佳的人行空間品質，提高使用者步行意願，可因

此加強社區意識，故對社區發展而言，人行道是極重要的空間元素。 



表 1.6-1 市區道路橫斷面設置單元尺寸表 
單位：公尺 

道路功能分類

斷面單元 快速道路 主要道路 次要道路 服務道路 備 註 

汽車道 3.5(≧ 宜) 
3.25(≧ 最小) 3.0≧  3.0≧  2.8≧   

混合車道 — 
3.5≧  

4.5(≧ 分隔) 
3.5≧  

4.5(≧ 分隔) 2.8≧   

機車道 — 
1.5(≧ 單一) 
2.5(≧ 多) 

2.5(≧ 分隔) 

1.5(≧ 單一) 
2.5(≧ 多) 

2.5(≧ 分隔) 

1.5(≧ 單一) 
2.5(≧ 多) 

2.5(≧ 分隔) 

(分隔)包含實體

分隔及獨立設

置。 

慢車道  
2.5(≧ 分隔) 

2.0(≧ 一般) 
2.5(≧ 分隔) 

2.0(≧ 一般) 
2.5(≧ 分隔) 

2.0(≧ 一般) 
2.5(≧ 分隔)  

專用車道 — 
單一 1.5(≧ 宜)

1.2(≧ 最小)
雙向 2.5(≧ 宜)

2.0(≧ 最小)
共用道 2.5(≧ 宜)

2.0(≧ 最小)腳踏自行

車道 
專用道路 — 

單一 2.0(≧ 宜)
1.2(≧ 最小)

雙向 3.0(≧ 宜)
2.0(≧ 最小)

共用道路 4.0(≧ 宜) 
3.0(≧ 最小) 

 

車道

公車專用道 — 
3.5(≧ 宜) 

3.25(≧ 最小) 
3.0(≧ 站台) 

— —  

人行道 — 
1.5(≧ 宜) 

0.9(≧ 最小) 
1.5(≧ 宜) 

0.9(≧ 最小) 
1.5(≧ 宜) 

0.9(≧ 最小)  

外路肩 0.5(≧ 宜) 
0.25(≧ 最小) 0.25(≧ 宜) 0.25(≧ 宜) 0.25(≧ 宜)  

路肩

內路肩 0.25≧  
0.25(≧ 宜) 
0.1(≧ 分隔) 

0.25(≧ 宜) 
0.1(≧ 分隔) 

0.25(≧ 宜) 
0.1(≧ 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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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交通島、路邊停車帶、公共設施及排水設施等，另詳「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各章節規定。 
資料來源：「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1.7  名詞解釋 
    1.人本交通：所謂「人本交通」即為「交通系統之規劃管理，以人為本

位，營造安全、友善、可靠、舒適、健康的永續交通環境」。 
2.道路：指公路、街道、巷弄、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

地方。 

3.快速道路：指出入口施以完全或部分管制，供穿越都市之通過性交通

及都市內通過性交通之主要幹線道路。 

4.主要道路：指都市內各區域間或連接鄰近市（鄉、鎮）間之主要幹線

道路。 

5.次要道路：指都市內各區域間或連接鄰近市（鄉、鎮）間聯絡主要道

路與服務道路之次要幹線道路。 

6.服務道路：指提供都市內社區人車出入或至次要道路之聯絡道路。 

7.車道：指以劃分島、護欄或標線劃定道路之部分、及其他供車輛行駛

之道路空間。 

8.混合車道：係指汽車、機車及其它車輛皆可使用之車道。  

9.公車專用道：係指在道路上設定特定的行駛空間，專供公車行駛之用

的車道。  

10.人行道：指為專供行人通行之騎樓、走廊，及劃設供行人行走之地

面道路、與人行天橋及人行地下道。 

11.行人穿越道：指在道路上以標線劃設，供行人穿越道路之地方。 

12.公共設施帶：指在人行道或分隔島範圍內設置公共設施及植栽之空

間。 

13.交通寧靜區：指劃定某線道路或部分路段禁止按鳴喇叭或限制車行

速率，並設置車輛減速設施之地區。 

14.人行道淨寬度：係指人行道總寬扣除公共設施後可供行人通行之連

續淨空間。 

15.騎樓淨寬度：表騎樓扣除停車區與障礙物等設施後，可供通行之寬

度。 

16.建築線：依建築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

築機關，應指定已經公告道路之境界線為建築線。但都市細部計畫規

定須退縮建築時，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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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都市人行環境規劃設計 

本章說明市區道路人行環境的規劃設計，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1.有關人行環境的定義敘述於 2.1 節。 

2.有關人行環境建設應考量的因素說明於 2.2 節。 

3.有關人行環境的規劃設計準則請參考 2.3 節。 

4.有關人行環境的設計參考圖與範例呈現於 2.4 節。 

若欲瞭解有關人行環境設置之查詢流程與使用方式，請直接參閱 2.4 節

首段之說明。 

2.1 人行環境定義 
一、適用範圍 

1.本手冊之人行環境範圍界定為：「市區道路路權範圍內所規劃供人行

走之地面」（本手冊人行環境不包括騎樓與走廊，但通學(巷)步道部份

包括騎樓與走廊）。 

本手冊將公共設施帶併入人行道之範圍內共同研訂（圖 2.1.1）。因

此，以下各章節所述及之人行道皆包

含公共設施帶之考慮。                            

本手冊所定義之人行環境包括人

行穿越道路設施、人行道的空間利用

(含街道傢俱設施、綠化景觀設施)、人

行空間與騎樓間之界面等，不包括騎

樓與走廊。 

圖 2.1.1 人行道與公共設施帶示意圖 

二、人行(道)設施基本型式分類 

國內人行(道)設施之設計並沒有統一的規範，且受限於不同之環境

條件，衍生出多種型式之行人步行空間，內政部營建署「市區道路人行

道設計手冊」將國內行人步行空間，整理出五種基本型式（表 2.1-2），

其中退縮騎樓地作為行人通行用地雖非本手冊研訂之範圍，但此類型之

空間卻普遍存在於都市環境當中，故進行道路規劃時仍應將路側是否有

騎樓空間納入考慮。另於人行道側設置退縮空間者，也應將人行道相關

設施設計配合退縮空間共同考量，以塑造地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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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環境設施項目 

人行環境相關設施種類繁多，在形塑整體空間品質上有直接的影

響，將人行環境設計元素依據功能類似或可彼此輔助者，分為環境基

礎、交通、服務、資訊、景觀及管理維護六大類之相關設施，彙整如表

2.1-1。 

表 2.1-1  人行環境設施項目及分類表 
人行環境 
相關設施 

分類 
 設  施  項  目 

人行環境
相關設施
分類 

 設  施  項  目 

環境 
基礎 
設施 

˙鋪面  
˙緣石及收邊  
˙公共管線、人手孔 
˙排水設施 
˙燈具  
˙無障礙設施  
˙護欄 

資訊 
相關 
設施 

˙指示性標示系統   
˙活動看板   
˙資訊性標誌系統  
˙教育性標誌系統 

交通 
相關 
設施 

˙候車亭  
˙交通標誌系統  
˙上下車彎  
˙公車站牌  
˙車擋、車止  
˙機車停車位 
˙自行車停車架(區) 
˙計程車招呼站 

景觀 
相關 
設施  

˙喬木、灌木、地被植物 
˙景觀照明  
˙植穴         
˙水景  
˙花槽花缽       
˙公共藝術品 

服務 
相關 
設施 

˙垃圾箱      
˙電話亭  
˙座椅 
˙郵筒 

管理維護
相關設施

˙植物澆灌設備   
˙消防栓  
˙停車計時器     
˙電信箱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市區道路人行道設計手冊」 
 

2.2 人行環境建設考量因素 
都市內人行道設施之建置與否及其優先順序，必須考量人行需求性、經

費預算的排擠性等因素，本手冊參考國內外發展經驗與做法，建議人行道建

設優先順序之評估程序可參考如下步驟： 

1. 清查所有欠缺人行道的街道。 
2. 以人行需求的評分分數來排名各街道。 
3. 將評分高的街道整合，列為優先改善地區並擬定計畫。 
4. 利用各路段加權評分，選出最優先改善的地區(例如前 20 名)。 
5. 確認優先改善人行道的街道，並製作計畫書圖。



表 2.2-1 人行(道)設施基本型式分類表 
基本型式  特點說明 

退縮騎樓地  

 

1.退縮騎樓地不屬於道路路權範圍，但提
為行人通行用地。此種型式普遍存在
在都市環境中。  

2.退縮騎樓地使道路斷面視覺開闊。 
3.騎樓提供行人遮陽蔽雨之行走空間。
4.騎樓空
5.臨人行道側之一樓住戶私密性易受

侵擾。  

間易被私人、攤販佔用。  

6. 之商業櫥窗展示效果較臨人行道側
佳。 

人行道＋騎樓(一)  

 

1. 之人行道寬度過窄（一般寬

2. 陽蔽雨之行走空間。

  

行道之設施量體。  

合。 

此種型式
度小於 2.0 公尺），僅能提供做為候
車及埋設管線之空間，步行仍以騎
樓為主。 
騎樓提供行人遮

3.臨人行道側之商業櫥窗的展示效果
較佳。

4.利用騎樓設置候車空間、掛璧式電話
等，可減少人

5.臨人行道側之一樓住戶私密性易受
侵擾。  

6.人行道無障礙環境設計，需考量與騎
樓間的界面整

人行道＋騎樓(二)  

 

之街道傢俱系
大。  

3. 。  

間的界面整合。  
5. 之商業櫥窗展示效果較

擾。 

1.人行道較寬闊（一般寬度大於 2.0 公
尺），可設置較完善
統，步行空間選擇性

2.天雨或烈陽曝曬時，可利用騎樓空間
躲避。  
騎樓空間易被私人、攤販佔用

4.人行道無障礙環境設計，需考量與騎
樓
臨人行道側
佳。  

6.臨人行道側之一樓住戶私密性易受
侵

人行道＋退縮空間  

 

1.一般設在學校、公園或公共建築等開
放空間附近。  

2.人行空間寬廣，可設置較完整之街道
 傢俱系統。  

3. 關設施設計，可配合退縮空

於台灣氣候的特性，人行易受天
可考慮避雨遮陽

人行道相
間塑造地區特色。 

4.由
雨、烈陽之影響，
設施。 

 

人行道  

 

1.人行道側無騎樓及退縮空間，鄰側土
。  

3. 氣候的特性，人行易受天
雨、烈陽之影響，可考慮避雨遮陽

地使用大多為住宅區
2.人行道相關設施設計特點，較易突顯

於整體環境中。 
由於台灣

設施。 

資料來源 營建署「  
 

 
 
 

 
 
 

 
 
 

 
 
 

：內政部 市區道路人行道設計手冊」

退縮帶 人行道 車道退縮帶 人行道 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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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有關人行需求的評分，若從客觀的角度進行評估，可以行人交通設施

服務水準加以評定，根據 2001 年台灣地區道路容量手冊，行人交通設施服務

水準等級劃分是按行人平均佔有面積、平均速率、平均密度及流率四個準則予

以量化(表 2.2-1)。當服務水準為 A~C 級時表示行人交通設施在可接受的範圍，

D級時表示應考量改善行人交通設施，E或 F級時表示行人交通設施極需改善。 

表 2.2-2  行人交通設施服務水準等級 

  分項 
區位 

級別 

行人平均  
佔有面積  

(平方公尺/人)

流率  
(人/分‧公尺)

平均密度  
(人/平方公尺) 

平均速率 
(公尺/分) 

商業區 3.13≧  22≦  0.32≦  ＞67 
Ａ 

通勤區 3.13≧  23≦  0.3≦ 2 ＞72 
商業區 2.08∼3.12 23∼31 0.33∼0.48 63∼67 

Ｂ 
通勤區 2.08∼3.12 24∼33 0.33∼0.48 69∼72 
商業區 1.28∼2.07 30∼48 0.49∼0.78 58∼63 

Ｃ 
通勤區 1.28∼2.07 34∼49 0.49∼0.78 63∼69 
商業區 0.85∼1.27 49∼59 0.79∼1.18 50∼58 

Ｄ 
通勤區 0.85∼1.27 50∼66 0.79∼1.18 56∼63 
商業區 0.48∼0.84 60∼72 1.19∼2.10 35∼50 

Ｅ 
通勤區 0.48∼0.84 67∼80 1.19∼2.10 38∼56 
商業區 ＜0.48 ＞72 ＞2.10 ＜35 

Ｆ 
通勤區 ＜0.48 ＞80 ＞2.10 ＜38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研所，2001 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民國 90 年。 
 

2.3 人行環境規劃設計準則 
欲瞭解人行環境規劃設計之內容與使用方式，請參考下列說明： 

1. 人行環境規劃的基本準則說明於 2.3.1 節。 

2. 有關人行環境設計項目 (例如寬度、淨高、坡度等 )之設計標準參考

2.3.2~2.3.5 節。 

3. 有關市區道路之人行道劃設，包括使用方法、查詢流程等參閱 2.4 節第一

段說明。 

2.3.1 人行環境規劃基本準則 
本手冊人行環境規劃設計準則係以內政部營建署『市區道路及附屬工

程設計規範』為依據，並參考營建署所編定的「市區道路人行道設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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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人行環境基本上以供行人通行為主，除機動車輛不宜在人行環境通行

外，本手冊不優先考量讓自行車或其它類型慢車在人行環境中與行人共

用，但特殊情況或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2.3.2 人行環境設計準則 
本手冊有關人行 應依「道路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設 」

一、人行道寬度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人行道淨寬係

人 扣除公 後可供行 行之連續淨空間，一般情況不得

小於 ，如 空間 不得 尺。

國內 區道 般寬度

人 議日 道路 慮人行 ，未設置者則藉

道路 新工 設之 寬度 法 道

， “交 方式 考

慮行人行走安全， “交通寧靜區”之

劃設計請 閱第

的討論 及設計行 通設施時可依照下列的步驟以評

任 之服務   

道，則需求得為尖峰小時

分鐘之流率。如行人設施為承載大型車站或航空站等之行人，則可

  

效寬度所須承載之流率Ｑ/Ｗ。 

原來設計並重新分析直到所能提供的服務水準能滿足需要。 

環境之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設置，

置規則 之規定。 

指 行道總寬 共設施 人通

1.5 公尺 因局部路段 受限時， 小於 0.9 公  

綜觀目前 已闢建之市 路，一 小於 15 公尺者不一定設

置 行道，建 後闢建市區 均應考 道之設置

改善或更 程之機會增 。若巷道 實有不足無 劃設人行

時 則考慮以 通寧靜區”之 規劃，巷道空間供人車共用，但優先

並避免行車空間被路邊停車佔用，有關

規 參 四章。 

根據以上 ，規劃 人交

估 何一設計 水準：

1.估計需求流率Ｑ（人/分鐘） 

如行人設施為街道旁邊或連接街道之步

15

考慮用較短的尖峰時段(如 5 分鐘)內的流率以訂定需求流率。

2.估計有效寬度Ｗ（公尺） 

有效寬度等於走道寬度減掉因障礙物之存在而不能使用之寬度。  

3.估計單位有

4.根據Ｑ/Ｗ從表 2.2-1 訂定服務水準等級。 

5.修訂

二、人行道淨高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針對人行道淨高之規範說明如下：

人行道上方淨高以 2.1 公尺以上為宜，且於通道側邊高度 0.6∼2.0 公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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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公尺之凸出物。 不得有

三、人行

障礙環境為設計原則。 

道坡度 

人行道的坡度分別有縱坡、橫坡、斜坡道及路口轉角斜坡道等多種狀

況，應視實際環境考慮其坡度斜率，以建立安全、無

(一) 人行道縱坡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針對人行道縱坡之規範說明如

下：人行道縱坡度應配合道路縱坡度，但無法配合者，得另行設計。

一般縱坡度以 5%以下為宜，最大縱坡度不得大於 12%。 

(二) 人行道橫坡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針對人行道橫坡之規範說明如

下 0.5%，最大 5%。如與鄰接地面仍有高差，可以：人行道橫坡度最小

設置階梯方式處理。 

(三) 橫越人行道之穿越道(或斜坡道)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針對橫越人行道之穿越道規範說

明如下： 

1.穿越道係指巷道、停車場及公共場所等出入口提供車輛橫越人行道之

通過，宜考量維持人行道之平順、暢通，設置參考例如圖 2.3.1∼圖

2.3.3。 

2.穿越道斜坡度不宜大於 ，設置平台時寬度以 1.2 公尺為宜，最小

公尺。 

10%

0.9

10% 

10%

人行道 

綠帶

綠帶 

綠帶 
人行道 

穿越道 

綠帶  

) 

穿越道 

 
平面圖                 斜視圖 

圖 2.3.1 橫越人行道之穿越道圖例(人行道寬度足夠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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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綠帶 

10% 

綠帶 

綠帶 綠帶 穿越  

綠帶 

綠帶 

綠帶 

人行道 

綠帶 
人行道 

穿越道 

道

 
平面圖                      斜視圖 
圖  橫越人行道之穿越道圖例 時) 2.3.2 (鄰接綠帶

10% 

10% 

綠帶 綠帶 

綠帶 

人行道 
穿越道 

人行道 

綠帶 

穿越道 

 

.3 橫越人行道之穿越道圖例(人行道寬度不足時) 

(四 路口轉角斜坡道

平面圖                      斜視圖 
圖 2.3

 
)  

「市區道路人行道設計手冊」針對路口轉角斜坡道之規範說明如

下：

1. （約 ），

若上方平台不足時，坡道可考慮較陡峭，

但斜率不可超過 1:8（12.5%）。 
2.當路口轉角人行流量較大時，可考慮轉角

處之高程與車道相同，斜坡在人行道兩側

處理，或轉角全面作扇形斜坡之處理（圖

2.3.4）。車流頻繁且轉角空間足夠之地區

應考慮設 進 。

3.路口

 (五) 人行道與鄰接騎樓地之銜接 

 

路緣坡道之斜率不可超過 1:12 8%

置車止防止汽車 入  
轉角斜坡道應與道路之行人穿越道對齊。 

車止 

斜坡道 
行走空間 

綠帶 

2.3.4 路口轉角斜坡處理圖

「市區道路人行道設計手冊」針對人行道與鄰接騎樓地之銜接規範

說明如下： 
1.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 57 條第二款規定：“騎樓地面應與人行道齊

平…，”；『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第 26 條第三項：“騎樓及無遮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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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路面，應由道路境界線，作成四十分之一之坡度，除特殊情形者

外不得與鄰接之地面高低不平”。然依目前都市中騎樓與人行道之高程

往往無法一致，為解決此一問題，可調整人行道之橫坡。針對此狀況

本手冊規範以不抵觸『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為原則，其人

行道最大橫坡如超過容許上限則以台階處理。……” (詳圖 2.3.5)。 

        
圖 2.3.5 鄰接騎樓地之銜接處理實例 

 
以台階處理高差是不得已之做法，在可能之範圍內儘量不用，騎

樓與人 部 為 程

2.道路 銜接處應

 
3.人行道如高於相鄰之騎樓，應加設排水

之積水。 

行道至少應有一 份 同一高 銜接。 
兩側人行道應緊靠建築線修建平整。人行道與騎樓地之

考慮止滑性佳之材質。

管及落水孔蓋，以利排除可能

四、人行道鋪面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針對人行道鋪面之規範說明如下： 

1.人行道鋪面宜連續設置 共人行空間之施作應與人行道平順銜

「建築技術規

2.人行道鋪面宜與車道採用不同材質、顏色以資區別。 

3.人 能力，但不得因地表水入滲

4. 主要動線，人(手)孔蓋

邊材質宜與鋪面材質一致。 

5.人行

4 款辦理。 

，且相鄰公

接；前述公共人行空間若屬建築物部分則應依內政部頒訂

則」相關規定辦理。 

行道得採用透水性鋪面，以增加雨水滲透

而損及車道部分之路基。 

埋設於人行道之管線人（手）孔應避免位於人行

頂應與鋪面齊平，且孔蓋邊緣收

道符合無障礙通路者，其鋪面規定應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

規範』14.1 節第

五、人行道與車道區隔方式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針對人行道與車道區隔方式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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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實

2.非

交

2.3.3  人行道無障礙環境設施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針對無障礙設施之規範說明如下： 

市區道路宜視實際狀況於人行道設置無障礙通路，其主要項目包含路緣斜

坡、無障礙坡道及導盲設施，其規範內容請參考『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

範』之第 14 章。設置無障礙通路之一般性規定如下： 

1.無障礙通路最 。 

2.無障礙通路縱坡度宜小於 5%，不宜大於 8.33%(1:12) 。 

3.無障礙

適當地點設置等待平台，平台長寬各

4.無障礙通路之鋪面規定如下： 

表面宜維持平順，並宜採防滑材質。 

(2)若採石材或磚材鋪面，其接縫處均應勾縫處理，勾縫完成後應與鋪

面齊平。 

無障礙通路如無側牆且高於相鄰地面 20 公分以上，應設置高度 5 公分

以上之防護緣(參見圖 2.3.6 所示)；高於相鄰地面 75 公分以上時，除防

護緣外應加設高度 1.1 公尺以上之安全護欄或護牆(參見圖 2.3.7 所示)。

至於護欄、防護緣等設施之寬度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辦理。 

6.無障礙通路上應儘量避免設置排水溝進水格柵或蓋板，無法避免時，長

邊應與行進方向垂直，開孔短邊宜小於 1.3 公分。 

如下：人行道與車道之區隔方式可分為： 

體分隔：包括緣石、車阻、欄杆、植槽、綠籬等方式。 

實體分隔：其分隔方式為標線、標字輔以交通安全設施，其規定應依

通部暨內政部合訂頒布「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辦理。 

有關人行道與自行車道間之區隔方式請參閱第五章。 

小淨寬為 0.9 公尺，最小淨高 2.1 公尺

通路淨寬不足 1.5 公尺者，應於通路轉向處設置轉向平台；並於

1.5 公尺以上，平台間距宜小於

60 公尺。 

(1)

5.

 
 (單位:公分) 

2.3.6  圖 無障礙通路設置防護緣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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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公分) 

圖 2.3.7 無障礙通路設置安全護欄示意圖 
 

2.3.4
靠（人行道）

外側

礙物，

議設置在靠車道邊緣之"公共設施帶"上。 

，針對公共設施帶之規範說明如下： 

  公共設施帶寬度 
有關人行道配置方式，建議公共設施帶之物件設置位置應儘量

以增加人行空間。另為保持行走之安全、順暢，步行帶應排除一切突起障

保持步行帶之淨空；所有突出物，包括燈柱、街道傢俱、行道樹等，建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一、公

人行道或分隔島等之帶狀空間，並提供為交通、消防、管線設施及與都

共設施帶 

公共設施帶指依植栽、路燈、景觀及街道傢俱之佈設需求，劃設於

市生活相關之公共設施設置使用。 

二、設

1.市

2.公

。 

4.公 計依據，其寬度宜

以 1.5 公尺為原則，最小寬度不宜小於 0.8 公尺。 

置原則 

區道路宜衡酌機能需求與用地限制，考量公共設施帶設置之可行性。 

共設施帶之設置應整體考量交通工程、都市設計準則及無障礙空間等

相關需求

3.公共設施帶與人行道整體規劃者，宜配置於鄰車道側。 

共設施帶設置宜以該路段所有公共設施最寬者為設

三、公共設施設置限制 

1.公共設施突出物不宜設有銳角面，最突出之外緣與路肩外緣或路面邊線

宜有 0.2 公尺以上之淨距。 

2.公共設施帶劃 不影響最小人行道設於人行道者，其突出地面設施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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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寬，必要時得將部分公共設施採立體方式設計，以減少公共設施帶

寬度。 

3.公共設施懸挑至車道部分，其淨高應大於 4.6 公尺；懸挑至人行道部分，

其規定應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6.2 節辦理。 

4.公共設施佈設，應滿足一般道路或交叉路口之安全視距要求。 

5.人行道樹穴圍石以與人行道鋪面齊平為原則，設置連續性綠帶或花台設

施，宜留設供行人通行淨寬 1.5 公尺以上。 

6.於劃設有停車帶且人行道寬小於 2 公尺路段，公共設施帶與停車帶可整

體規劃配置，設置參考例如圖 2.3.8。 

 
圖 2.3.8 公共設施帶與停車帶整體規劃配置圖例 

公共設施帶之寬度除取決於人行道寬度，並依照各類突出物中最寬設

施之需求而定。各項公共設施所需空間寬度可參考表 2.3-1。 

表 2.3-1 公共設施所需空間寬度 
單位：公尺 

類別 公共設施 佔據之寬度 類別 公共設施 佔據之寬度   

公

設備

  
站名牌  

電話亭  

0.35  
0.5∼0.6  

0.40  
1.0  

使用 

自動販賣機  
廣告招牌  
攤販 

1∼1.5  
1∼1.5  
1.5∼2 

燈桿  
交通號誌桿、箱  

0.5  
0.25∼0.45 

票亭、書報攤  1.5∼2  

消防栓

停車收費亭  1.3  
用  

 
停車計時器  
郵筒  

0.15  商業 

變電箱  0.95∼1.5  
垃圾箱  
座椅  
候車亭 

0.4  
0.5  
1.5∼2 

景

1∼1.5  柱子  

篷架 

1∼1.5  

1.0∼1.5 
物 花圃 1.5 

建築 
突出物

天橋、地下道出口 2.0∼2.5  
路樹、植穴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市區道路工程規劃及設計規範之研究， 民國 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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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一、機車停放格位之設置準則 

4.機 警示帶，以防止行人誤踏

5.機 度斜率應小於 1：3，以利機車

駛入，詳圖 2.3.10。 

6.機車停放格位以直角式為主，與路面邊緣直交，長 2.0~2.2 公尺，寬 0.8~1

公尺，詳圖 2.3.11。 

7.若因路寬 45 度為原則，

佔路寬

8.

原則，佔路寬 0.8~1 公尺，但不鼓勵此方式普遍採用。 

 機車與自行車停放格位 

1.機車停放以不影響行人安全為原則，機車應直接由慢車道進入停車格

位，不得由人行道上駛入。 

2.機車停放格位以劃設於路旁停車帶為優先考慮。 

3.當路寬不足時，可利用公共設施帶植栽之間隔空間設置機車停放格位。 

車停放格位與人行道間如有高程差，應設置

入停車格，詳圖 2.3.9。 

車停放格位與車道間如有高程差，其坡

不足，且考慮機車進出方便，可改斜角停放，以

1.6 公尺，詳圖 2.3.12。 

若因路寬不足且機車無法採斜角停放時，機車停放格位可採平行方式為

           
 圖 2.3. 圖 與人行道等高之

                  機車停放格位實例 
9 與人行道有高程差之

機車停放格位實例
        2.3.10 

        

            
圖 2.3.11 直角式機車停車格示意圖  圖 2.3.12 斜角式機車停車格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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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行車停放空間之設置準則 

1.自行車停放以不影響行人安全為原則，自行車停放位置應普遍設置在

2. 方便性，若停放時間稍長，最大步行距離

大步行距離維持在 20

5. 角式為主，與路面邊緣直交，長 1.85 公尺，寬

6. 慮自行車進出方便，可改斜角停放，以 45 度為原

公尺，但不鼓勵此方式普遍採用。 

2.4
有 查詢運用： 

1. 檢驗路權範圍內人行道所留設寬度是否合宜?(參考使用方式說明一) 。 

2. 在人行道留設寬度確定後，可決定行人與自行車空間之整合配置方式

(參考使用方式說明二)。 

3. 依行人是否擁有專用通行空間，決定人行道的配置型態(參考使用方式

說明三)。 

5

使用方式說明一

自行車道的 旅次起迄點，例如學校、車站、捷運站、公園等地。                

自行車的停放地點，應著重

應維持在 100 公尺以內；若停放時間較短，則最

∼30 公尺內。 

3.當路寬不足時，可利用公共設施帶植栽之間隔空間設置自行車停放格

位。 

4.設置可與車輪及車身鎖在一起的停車架，以防失竊。 

自行車停放格位以直

0.7~0.8 公尺。 

若因路寬不足，且考

則，佔路寬 1.5 公尺。若無法採斜角停放時，自行車停放格位可採平

行方式為原則，佔路寬 0.7~0.8

設計參考圖與範例 
關市區道路之人行道劃設，本手冊提供下列方式供使用者

4. 本手冊另提供台北市的做法以資參考(參考使用方式說明四)。 

. 上述使用方式之流程圖如圖 2.4.1 所示。 

： 

市區道路不論是新闢或已闢建，本手冊針對路權範圍內人行道寬度的

設定參考下列兩項標準： 

1. 路權寬度判別標準(參閱 2.4.1 節) 

2. 行人流率判別標準(參閱 2.4.1 節) 

上述兩項判別標準可檢驗新闢或已闢建道路所留設之人行道寬度是

否合宜；當行人流率判別標準與路權寬度判別標準所訂定的人行道寬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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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時，以路權寬度判別標準為主要參考。 

使用方式說明二： 

在不違反上述路權寬度與行人流率判別標準之基礎下，本手冊針對

人與自行車空間之整合配置，依新闢道路或已闢建道路特性之不同，擬定

六項參考準則 2.4.2。 

使用方

行

，其選擇流程參閱圖

式說明三： 

人行道空間可依專供行人通行或允許自行車共用之功能性不同，區分

為 車空間之整合

配

2.4-3 依據道路類型、鄰接之土地使用分區、鄰接之建

物

置各項設施元素

型式

兩大類，並分別歸類於表 2.4-2 與表 2.4-3，但行人與自行

置應符合圖 2.4.2 之準則。 

表 2.4-2 與表

型式、公共設施帶及人行道的合理寬度等情況，再配合主要服務功能設

，提出各類型人行道之街道傢俱配置的可能型式，其配置

及圖號可於配置圖檢索表中查詢，查詢方式參閱 2.4.1 節。 

使用方式說明四： 

參考台北市「人行道及自行車道路型規劃原則草案」的做法，依人行

道寬度大小與需要進行人行道的配置。(參閱 2.4.1 節) 

 

是
使用方式說明二
依圖2.4.2判別行人

使用方式說明一
檢驗人行道寬度是否合宜?

1.路權寬度判別
人流率判別標準

標準
2.行

與自行車空間整合
配置方式

否

拓寬後人行道寬度
合於標準值?

否

使用方式說明四

使用方式說明三 是
查詢表2.4-2人行道是否專供

行人通行

否

查詢表2.4-3

是

 
圖 2.4.1 人行道建置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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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上述使用方式之操作範例說明如下： 

範例 1：某市區道路為已闢建道路並具有下列特性(1)屬主要道路等級(2)寬度 30

公

步驟 1：利用路權寬度判別標準計算人行道寬度的下限值，因路寬 30 公尺，

故至少應留設 20％的人行空間，單側各至少留設 3 公尺的人行道，

人行道包括必要的公共設施帶，而人行道淨寬度宜大於 公尺。

若某市區道路經檢驗後 ，表示人行道留設的寬度是

合宜的，若否係表示人行道寬度應至少增加至下限值為宜。 

步驟 2： 且不宜自行車通行時，表示

自行車將行駛於人行道，此狀況下可選擇圖 之準則 ，判斷

依據如下：

當人行道淨寬度 時，自行車與行人共用人行道 準則 3-1)。 

≦人行道淨寬度<3m 時，自行車道設置於人行道空間，自

(3)人行道淨寬度 3m≧ 時，自行車道設置於人行道空間，自行車道

寬度 1.5m≧ ，人行道寬度 1.5m≧ ，人行道與自行車道以標線或實

體分隔設置為宜(準則 3-3)。 

步驟 3：依據前述步驟 2 之三種可能性，分析說明如下 

1.假設某市區道路之人行道淨寬度<2.5m，自行車與行人共用人行

道之配置型態可查詢表 2.4-3 中路側有騎樓之類型，經查表後，

符合下列條件的配置類型為 A102-2。 

(1)“(人行道＋公共設施帶)寬度”欄位 3.0m≧  

(2)”步行空間(人行道)”欄位與”自行車道寬度或自行車行駛空間

寬度”欄位合計之寬度<2.5m 

(3)”設施帶主要功能”欄位為公車候車 

2.假設某市區道路係 2.5m≦人行道淨寬度<3m 時，自行車與行人

共用人行道 路側有騎樓之類型，經

查表後，符合下列條件的配置類型有 A104-2 與 A104-4。 

尺(3)無行人流率資料(4)路側有騎樓(5)道路之車道空間不宜設置自

行車道且不宜自行車通行(6)公共設施帶的主要功能為公車候車，其人行

道配置類型為何? 

1.5  

，符合上述的要求

1.當道路之車道空間不宜設置自行車道

2.4.2 3

 

(1) <2.5m (

(2)當 2.5m

行車道寬度 1.5m≧ ，人行道寬度 1m≧ ，人行道與自行車道以標線

或實體分隔設置為宜(準則 3-2)。 

之配置型態可查詢表 2.4-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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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行道＋公共設施帶)寬度”欄位 3.0m≧  

3. 人行道淨寬度 3m≧ 時，自行車與行人共用人

範例 2：某

15 流率資料(雙向行人流率達 30 人/分) (4)路側有騎樓

且

功能為資訊服務，其人行道配置類型為何

步驟 1：

單側應各至少留設 1.5 公

，當雙向行人

 

應至少增加至下限值為

步驟 2：當某市區道路之人行空間專供行人通行，且道路之外側車道或慢

空間可設置自行 道時，可選擇 2.4.2 之準則 5。 
步驟 3：因某市區道路人行道淨寬度<2.5m，且人行道專供行人通行，其

配置型態可參考表 中路側有騎樓之類型，經查表後，符合

下列條件的配置類型為 A101。 

(1)“(人行道＋公共設施帶)寬度”欄位≦

(2) ”步行空間(人行道)”欄位與”自行車道寬度或自行車行駛空間

寬度”欄位合計之寬度<3m 且 2.5m≧  

(3)”設施帶主要功能”欄位為公車候車 

假設某市區道路之

行道之配置型態可查詢表 2.4-3 中路側有騎樓之類型，經查表

後，符合下列條件的配置類型有 A107-2 與 A107-4。 

(1)“(人行道＋公共設施帶)寬度”欄位 3.0m≧  

(2) ”步行空間(人行道)”欄位與”自行車道寬度或自行車行駛空間

寬度”欄位合計之寬度 3m≧  

(3)”設施帶主要功能”欄位為公車候車 

市區道路為已闢建道路並具有下列特性(1)屬次要道路等級(2)寬度

公尺(3)有行人

騎樓僅供行人步行(5)人行空間專供行人通行(6)公共設施帶的主要

? 
1.利用路權寬度判別標準計算人行道寬度的下限值，因路寬 15 公

尺，故至少應留設 20％的人行空間，

尺的人行道，人行道包括必要的公共設施帶，而人行道淨寬度

應大於 0.9 公尺。 

2.利用行人流率判別標準計算人行道寬度的下限值

流率達 30 人/分，人行道淨寬度至少 1.45 公尺。

3.依據上述兩判別標準之比較，人行道淨寬度至少 0.9 公尺。 

4.若某市區道路經檢驗後，符合上述的要求，表示人行道留設的

寬度是合宜的，若否係表示人行道寬度

宜。 

車道 車 圖

2.4-2

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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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步行空間(人行道)”欄位合計之寬度<2.5m 

本節以下內容包括二個部分：第一部分(參閱 2.4.1 節)為人行道設計元素之

整合及配置，

求，提出各種整 .

閱 2.4.2 節)為人

另有關人 應之關係，請參考

內政部營建署

2.4.1 設計元

一、人行道

路的空間首重留設人行的空間

有關，但其基本留設的比例應訂定一下限值，以充份保障行人通行的安

全，特別是新闢建道路或拓寬改善的道路，必須符合最低下限的要求。 

本手冊針對人行道留設寬度的設定係參考下列兩項標準加以判別：        

1.路權寬度判別標準；2.行人流率判別標準；當行人流率判別標準與路權  

寬度判別標準所訂定的人行道寬度有不一致時，以路權寬度判別標準為主

要參考。 

    (一)路權寬度判別標準 

1.本手冊針對寬度< 公尺的道路，不訂定人行空間留設比例的下限

值，可依實際狀況劃設行人與車輛的通行空間，若因限 條件的

量( 如道路狹窄或彎曲)無法雙側留設人行空間時，至少單側應劃

設人行空間，相關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設置，應依道路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規定。 

2.本手冊針對寬度≧8 公尺的道路而言，訂定人行空間寬度最低留設

，但對於寬度在 公尺以上的

道路 公尺道

路之單側至少可劃設 1.5 公尺的人行空間；依國外發展的經驗，行

人空間留設上限可至 40% ≧8 公尺之人行道

配置，擬定下列的基本原則：

(3)”設施帶主要功能”欄位為資訊服務 

分別就各類型之人行道為滿足不同功能之環境設施與街道傢俱之需

合及配置之可能性，再於 2 4.2 節中繪製配置參考圖；第二部分(參

行環境設施項目之設計參考圖與設計範例。 

行道各設施項目於設計時應注意之尺寸及相對

『市區道路人行道設計手冊』之第五章，本手冊不另贅述。 

素的整合與配置 
寬度的設定  

都市人本交通規劃的中心理念，在發展以人為本的交通體系，因此道

，人行空間寬度的大小雖與行人流量的多寡

8

制 考

例

的比例應至少為道路寬度的 10~20% 15

，則宜留設 20%以上的人行空間，依此標準，寬度 15≧

。本手冊針對道路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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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置人行道，以至少

為 置人行道時，或人行道寬

度未達最小寬度標準時，應利用標誌標線等指示行人應靠路邊行

車，並警示車輛應注意行人的出入。

.5 公尺的人行道，

，

設施帶，而人行道淨寬度應大於 1.0 公尺 

路為例，單側應各至少留設 3 公尺的人行道，人

    

論是新闢道路或已闢建道路，行人以行走於人行道、騎樓、退

行道是否需要設置?設置的寬度為何?應達到的服

整

地

算

作 務水準等級可知當行人流率達 20 人

接受且合宜的等級，因此當雙向行人流率

時其淨寬度至少 0.9 1.5 公尺以上為宜，當雙向行人流率

達 40 人/分，人行道淨寬度至少 2 公尺，但以 3.0 公尺以上為宜，當

雙向行人流率達 3 公尺，但以 4.5 公尺

以上為宜，依此類推。若雙向行人流率值大於 20 且非 20 的倍數時，

15 公尺以下的道路兩側應視道路的實際狀況設

路權寬度的 10~20%為宜，若無法設

 

(2)15 公尺(含)以上的道路兩側至少留設的人行道寬度可定為路權

寬度的 20%。 

a.以 15 公尺的道路為例，單側應各至少留設 1

人行道包括必要的公共設施帶，而人行道淨寬度應大於 0.9 公尺 

b.以 20 公尺的道路為例，單側應各至少留設 2.0 公尺的人行道

人行道包括必要的公共

c.以 30 公尺的道

行道包括必要的公共設施帶，而人行道淨寬度宜大於 1.5 公尺 

d.以 40 公尺的道路為例，單側應各至少留設 4 公尺的人行道，人

行道包括必要的公共設施帶，而人行道淨寬度宜大於 2 公尺 

e.以 50 公尺的道路為例，單側應各至少留設 5 公尺的人行道，人

行道包括必要的公共設施帶，而人行道淨寬度宜大於 2.5 公尺 

f.依此類推 

(二)行人流率判別標準 

不

縮帶為優先，有關人

務水準為何?除前述以路權寬度訂定人行道寬度外，因國內尚無較完

的基礎分析，故本手冊另嘗試以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01 年台灣

區公路容量手冊”針對行人交通設施服務水準等級之流率指標，計

出人行道設置的門檻植，除表 2.2-1 之行人交通設施服務水準等級

為判別標準外，由表 2.4-1 之服

/分‧公尺，步行雖受限制，一般而言，此流率值仍是行人通行品質可

≦20 人/分，人行道若設置

公尺，但以

60 人/分，人行道淨寬度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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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人/分

表 2.4-1  行人在單位步道寬之流動狀況 
 有群集人群的行人流

以內插法計算人行道淨寬度的下限值，例如雙向行人流率值為 50

時，人行道淨寬度至少 2.5 公尺。行人流率可經由調查取得。 

均質人群的行人流
流動 
品質 

行 均
佔有
(m ) 尺寬) 

佔有面積
(m2/人) 

(人/分. 
公尺寬)

行人流動狀況 人平  
面積 

2

流 量 
(人/分.公

行人平均 流   量

/人

寬闊的 >49 <2 >49 <1.6 *行人間沒有任何的相互影
響 

不 受 
限制的 12~49 2~7 6~49 1.6~15 

*行人流中開始有些人群出
現 

*行人可以自在的行走 
受限 
制的 4

觸
~12 7~20 4~6 15~20 *行進時會與他人有少許接

 
受束 20~33 度*不可自由的選擇步行速2~4 20~30 2~4 
縛的 *有衝突產生 

擁擠的 1. *行人流仍屬流暢但有許多
 5~2 33~46 1.5~2 33~46 

衝突，且步行速度降底

壅塞的 1
況 ~1.5 46~59 1~1.5 46~59 *行人流產生擁擠不堪的狀

無 法 
動彈的 0.2~1 59~82 0.2~1 >59 *非常擁擠 

註 由調查取得。
資 地區公路容量手冊，民國 90 年。 

二、行人與自行車空間整合配置參考準則 

在不違反上述路權寬度與行人流率判別標準之基礎下，本手冊將行

人空間與自行車空間的整合配置依下

(新闢

1.準

但

淨

以

標

路

間

小

優

：行人流的數量可經  
料來源：交通部運研所，2001 年台灣

列六項準則進行考量： 

道路：適用準則 1；已闢建道路：適用準則 2~準則 6) 

則 1--新闢道路之寬度 15≧ 公尺時，應留設行人與自行車通行空間，

自行車與行人通行空間宜分離設置，並以緊鄰為優先考量。人行道

寬度以不少於 1.5 公尺為原則，最小寬度為 0.9 公尺，自行車道寬度

不少於 1.5 公尺為原則，最小寬度為 1.2 公尺，人行道與自行車道以

線或實體分隔設置為宜，且人行道以專供行人通行為宜。若新闢道

之寬度<15 公尺時，可視道路實際狀況留設行人與自行車通行空

，但行人空間的留設應較自行車空間優先。換言之，在道路寬度較

的情形下(例如 8 米、10 米或 15 米以下之道路)，應以設置人行道為

先考量，而自行車道則為非必要設置，以避免實際執行上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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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準

人

以上寬度時，可優先騰出部份空間供自行車使用，但自行車與行人通

行空間宜分離設置，並以緊鄰為優先考量。 

3.準 路之 間 自 且不宜自行車通行時，若

有人行道且可供自行車行駛時，本手 之準則如下： 

(1)當人行道淨寬度<2.5m 時，自行車與行人共

(2)當 ≦人行道淨寬度<3m 時，自行車道設置於人行道空間，自行

車道寬度 1.≧ 人行道寬度 1m≧ 道

體分隔設置為宜(準則 3-2)。 

(3)人 淨寬度 時， 車道 人

度 5m，人行道寬度≧ ，人 自

隔設置為宜(準則 3-3)。 

準則 行空 不足 自行 ，

或路 份空 ，並 既有 空

人行道，人行道與自行車道以標線或實體分隔設置為宜，且人行道以

專供行人通行為宜，人行道淨寬度與自行車道寬度之劃設參考上述準

5.準則 5--當道路之外側車道或路肩無法與既有之人行空間整併，且既有

時，若道路之外側車道或慢車道

空間可設置自行車道，自行車道設置

行車

行車道時

本手冊建議之原則如下：

則 2--已闢建道路欲闢設自行車道時，以緊鄰人行道為優先考量，若

行道淨寬度充裕且在扣除供行人需要的通行空間後，仍有 1.5 公尺

則 3--當道 車道空 不宜設置 行車道

冊建議

用人行道(準則 3-1)。 

2.5m

5m， ，人行 與自行車道以標線或實

行道 3m≧ 自行 設置於 行道空間，自行車道寬

1.≧ 1.5m 行道與 行車道以標線或實體分

4. 4--人 間寬度 以劃設 車道時 可優先考量將外側車道

肩之部 間騰出 整併 之人行 間重新劃設自行車道與

則 1。 

之人行空間寬度不足以讓自行車通行

於外側車道或慢車道空間，而非

人行空間，自行車道與其它車道以標線或實體分隔設置為宜，自

道寬度之劃設參考上述準則 1。 

6.準則 6--當道路之外側車道(或慢車道)空間與人行道空間皆無法設置自

，而人行道不適合自行車行駛時，自行車宜行駛之車道空間，

 

(1)無路肩與慢車道，有機(慢)車優先道時，自行車與機車共用機(慢)

車優先道(準則 6-1)。 

(2)無路肩、慢車道與機(慢)車優先道時，自行車與汽機車共用混合車

道(準則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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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

是
準則1新闢道路

己闢建道路
人行空間充裕時

否

外側車道或路肩
有

整併時
空間與行人空間

否

自行車道可設置
於外側車道或

慢車道

否

準則6-1
或準則6-2

是
準則5

否

準則2是人行空間可優先騰出
部份空間供自行車

行駛

準則3-1
或準則3-2
或準則3-3

是
準則4

 

   2.4.2  

以上

定的

停車

三、配

為兩 4-2 與表 2.4-3，表 2.4-2 為人行道僅供行人

通行

用內容

第一

人行道僅供行人通行型態應為人行道設置之主要型態；可依路側騎樓

或退縮帶之有無，進行人行道之配置。 

  圖 行人空間與自行車空間整合配置之選擇流程

針對新闢道路或已闢建道路人行與自行車空間整合設置的選擇條件將

述一般性準則為依據(圖 2.4.2)，另騎樓為供行人通行的空間係法規明

規範，因此本手冊規範騎樓或退縮帶空間應以禁止停車為原則，允許

為例外。 

置類別與型態  

人行道空間可依專供行人通行或允許自行車共用之功能性不同，區分

大類，並分別歸類於表 2.

之配置型態，表 2.4-3 則為自行車可行駛於人行道之配置型態。其適

概述如下： 

類：人行道僅供行人通行之型態(參考表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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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路側有騎樓或退縮帶 

(1)騎樓或退縮帶應提供作為行人通行之用，淨寬度較小之人行道，宜專

供行人通行為主，較不宜開放讓自行車與行人共用人行道，特別是針

對人行道淨寬度小於 2.0 公尺的道路。 

(2)若人行道淨寬度較大( 2.0≧ 公尺)，仍應以專供行人通行為主，以保障

行人安全為優先，不宜優先讓其它車輛共用。 

(3)配合上述之措施屬於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應予打通及整平，騎樓地

前面或左右，不得圍堵使用；有關騎樓可否停車問題，本手冊規範應

以禁止停車為原則，允許停車為例外；新建騎樓地，應依建築法規有

關規定辦理。 

2.路側無騎樓與退縮帶 

(1)市區道路人行道寬度較為狹窄且路側無騎樓與退縮帶，甚至無設置人

行道的道路空間，行人只能行走於慢車道、路肩或公共設施帶，針對

此類型路段本手冊建議於路段的兩端、路段中路形有明顯變化處應利

用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設置管制人車的行止，有效避免人車衝突

的機會，相關措施應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規定辦理。 

(2)若人行道淨寬度較大(≧2.0 公尺)，仍應以專供行人通行為主，以保障

行人安全為優先，不宜優先讓其它車輛共用。 

第二類 通：行人 行於人行道、騎樓或退縮帶或其它空間，且自行車可騎乘

於人行道型態(參考表 2.4-3)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90-3 條規定在圓環、人行道、交岔路口

十公尺內，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得在不妨害行

人通行或行車安全無虞之原則，設置必要之標誌或標線另行規定機器腳

踏車、慢車之停車處所。 

得在不妨害行人通行

設施帶合計寬度< 2.5 公尺，而自行車無法行駛於道路

道。 

2

車道空間時，可考量將人行道部

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

或行車安全無虞之原則，於人行道設置必要之標誌或標線供慢車行駛。 
依據上述法令規定，自行車在允許的狀況下是可以在人行道上行駛

的，可能發生的類型說明如下： 

1.當人行道與公共

之車道空間時，可考量自行車與行人共用人行

.當人行道與公共設施帶合計寬度≧2.5 公尺且有騎樓或退縮帶可供行

人通行，而自行車無法行駛於道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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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空間開放給自行車通行，行人則以步行於騎樓或退縮帶為主，人行

行車道(屬優先道或專用道類

，自行車以單向行駛

帶合計寬度≧2.5 公尺，且無騎樓與退縮帶可供

四、

置各項設施元素，提

配置 表 2.4-3)。表 2.4-2 與表 2.4-3 中各類

型道路

道兩端應設置輪椅通行斜坡或無障礙坡道

視之基本要求。 

表 2.4-2 與表 2.4-3 各欄位使用方法說明如下： 

欄位一：查詢道路功能分類

分區型態(例如屬於商業區，則參考

上述三類中引用

道為輔。有下列三種型態可供採用： 

型態 1：自行車與行人共用人行道，且為雙向通行。 

型態 2：人行道可劃分部份寬度做為自

型)，自行車道寬度以 1.5 公尺以上為宜，最小寬度為 1.2 公

尺。若自行車道寬度介於 1.2~2.0 公尺

為佳，行人則為雙向通行。 

型態 3：於人行道上劃設之自行車道寬度在 2.0 公尺以上，自行車允

許雙向行駛，但亦可規定為單向行駛，至於行人則為雙向通

行。 

3.當人行道與公共設施

行人通行，而自行車無法行駛於道路之車道空間時，可考量將人行道

部份空間開放給自行車通行，可採用型態如上述 2 之三種型態。 

 配置參考圖之查詢  

表 2.4-2 與表 2.4-3 各配置參考圖乃根據前述，針對各人行道設

計元素之配置準則、建議等，就不同之道路類型、鄰接之土地使用分

區、鄰接之建物型式、不同寬度之人行道等情況，據以研擬公共設施

帶及人行道的合理寬度，再配合主要服務功能設

出各類型人行道之街道傢俱配置的可能型式，其配置型式及圖號可於

圖檢索表中查詢(表 2.4-2 與

兩側之人行道應緊靠建築線修建平整，並設盲人導引磚，人行

，係人行道設計與配置應重

(例如屬於主要道路，則參考主次要道路

類別)，區分為主次要道路、服務性道路兩類； 

欄位二：查詢道路鄰接土地使用

商業區類別)，區分為商業區或住商混合區、住宅區、公共

設施用地三類；至於工業區可依實際狀況於

類似型態； 

欄位三：查詢建物型式(例如屬於騎樓型式，則參考騎樓類別)，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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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騎樓、退縮帶、無騎樓與退縮帶三類； 

欄位四：查詢人行道與公共設施帶合計寬度大小，區分為 2.5 公尺以

公尺等六類； 

 

註 間則參考 2.5 公尺寬度的類型，依

註

其寬度宜以 1.5 公尺為原則，最小寬度不宜小於 0.8 公尺。 

置位置。 

註 4:人行道與公共設施帶合計寬度小於 2 公尺 而路邊有合法劃設

緣外的車道寬度內。 

欄位

例。表 2 公共設施

並不設計

人行道之

仍需衡量 判及評估各項人行道之技術，進行系統性與整

下、2.5 公尺、3 公尺、4 公尺、5 公尺、5.5

  (4-1)公共設施帶寬度(參考前述表 2.3-1 進行估算) 

 (4-2)人行道寬度(確認是否允許行人與自行車共用或劃設自

行車專用道) 
1:查詢寬度若介於 2.5~3.0 公尺

此類推。 

2:公共設施帶設置宜以該路段所有公共設施最寬者為設計依

據，

註 3:人行道與公共設施帶合計寬度小於 2.5 公尺時，可不必另劃分

公共設施帶，設計上僅考慮燈柱、消防栓等必要性突出物之設

，

停車位時，可考慮將燈柱及行道樹置於路

註 5:電信箱、變電箱等公共設施儘可能地下化，或設置於鄰近之退

縮空間內。消防栓亦儘量採平面化或與鄰近建築物結合。 

欄位五：查詢自行車道寬度或自行車行駛空間寬度(僅適用於表

2.4-3)； 

欄位六：查詢設施帶主要功能(包括公車候車、資訊服務、休憩等候、

景觀綠化、機車或自行車停放)； 

欄位七：查詢街道傢俱項目； 

欄位八：查詢配置類型與編號，A 類屬主次要道路，B 類屬服務性道

路。 

九：查詢附註事項，包括適用的道路寬度； 

表 2.4-2 與表 2.4-3 所對應之配置參考圖請參考 2.4.2 節之設計範

.4-2 與表 2.4-3 各參考圖以無障礙環境之原則擬定

帶、人行道、自行車道、路緣石、邊材等在鋪面上可能之基本組合，

鋪面圖案變化，各地區應依據選用之材料進一步發展設計。

配置型式可能衍生無數種之變化，工程師於應用參考圖時，

實際狀況，研

體性之規劃設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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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針 畫時，應預留基

建管單位或都市計畫單位來擬定。

五、 台北市

台

依據人行道的 施帶)，配置人行道及自行車道，其規劃

方式可供具類似特性的道路參考引用。

對退縮空間部分，「退縮空間規劃於都市計

地斷面之未來配置處理方式」的機制，由各縣市政府之規劃單位聯絡

 

的做法  

北市「人行道及自行車道路型規劃原則草案」的做法，主要

寬度(含公共設

 

 
7m  ≦ 人行道寬度 

 

 
6m  ≦ 人行道寬度 < 7m 

 

 
4m  ≦ 人行道寬度 < 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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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5m≦W<4m，不種樹，人車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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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寬度 < 2.5m 



表 2.4-2 人行道配置參考圖檢索表(專供行人) 
鄰接土地 步行空間(公尺)

道路 
功能 
分類 

使用

分區 
建物

型式

(人行道

＋公共設

施帶) 
寬度 

(公尺) 

公共設 
施帶寬度 

(公尺) 人行道

騎樓或

退縮帶

可行空

間 

自行車

行駛空

間寬度

設施帶 
主要功能

街道傢俱項目 
配置類型

(參考例) 
附註 

A101 
1.人行道僅允許行人通行，且騎樓僅供行

人步行。 
2.適用寬度≧12 公尺的道路。 

2.5 0.5~1 
1.5~2 
＋騎樓 

--- 
公車候車

資訊服務

行道樹、樹柵、公車站牌、資訊看板、郵筒、

垃圾箱 
A101-3 

1.人行道僅允許行人通行，且行人可步行

於騎樓，並允許騎樓停放機車。 
2.適用寬度≧12 公尺的道路。 

A
1.人行道僅允許行人通行，且騎樓僅供行

人步行。 
2.適用寬度≧15 公尺的道路。 

102 

公車候車
行道樹、樹柵、公車站牌、無靠背座椅、垃

圾箱 
A10

1.人行道僅允許行人通行，且行人可步行

於騎樓，並允許騎樓停放機車。 
2.適用寬度≧15 公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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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同 A102。 03 

3 0.5~1 
2~2.5 
＋騎樓 

--- 

資訊服務 行道樹、樹柵、資訊看板、郵筒、垃圾箱 
A10 同 A102-3。 3-3 

A
1.人行道僅允許行人通行，且騎樓僅供行

人步行。 
2.適用寬度≧15 公尺的道路。 

104 

公車候車
行道樹、樹柵、公車站牌、靠背式座椅、垃

圾箱 
A104-3 

1.人行道僅允許行人通行，且行人可步行

於騎樓，並允許騎樓停放機車。 
2.適用寬度≧15 公尺的道路。 

A105 同 A104。 
資訊服務

行道樹、樹柵、資訊看板、郵筒、電話、垃

圾箱 A105-3 同 A104-3。 

A106 同 A104。 

主 
要 
或 
次 
要 
道 
路 

商 
業 
區 
或 
住 
商 
混 
合 
區 

騎
樓 

4 0.5~1.5 
2.5~3.5 
＋騎樓 

--- 

休憩等候 行道樹、樹柵、靠背式座椅、垃圾箱 
A106-3 同 A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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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4-2 人行道配置參考圖檢索表(專供行人) (續
鄰接土地 步行空間(公尺)

道路 
功能 
分類 

使用

分區 
建物

型式

(人行道

＋公共設

施帶) 
寬度 

(公尺) 

公共設 
施帶寬度 

(公尺) 人行道

騎樓或

退縮帶

可行空

間 

自行車

行駛空

間寬度

設施帶 
主要功能

街道傢俱項目 
配置類型

(參考例) 
附註 

A107 
1.人行道僅允許行人通行，且騎樓僅供行

人步行。 
適用寬度≧2. 20 公尺的道路。 

公車候車
行道樹、樹穴、公車站牌、無靠背座椅、垃

圾箱 
A107-3 

且行人可步行

2.

1.人行道僅允許行人通行，

於騎樓，並允許騎樓停放機車。 
適用寬度 20≧ 公尺的道路。 

行道樹、樹穴、區位地圖、郵筒、電話亭、

垃圾箱 
A108 同 A107。 

資訊服務
行道樹、樹穴、區位地圖、郵筒、電話亭、

垃圾箱 
A108-3 同 。 A107-3

A109 同 A107。 
休憩等候 行道樹、樹穴、靠背式座椅、照明、垃圾箱

同A109-3 A107-3。 
A110 同 A107。 

景觀綠化
行道樹、連續綠籬、花台座椅、垃圾箱、(變

 電箱) A110-3 同 A107-3。

商 
業 
區 
或 
住 騎

樓 5 0.5~2 
3~4.5 
＋騎樓 

--- 

機車或自行

車停放 
行道樹、樹穴、機車或自行車停車格、垃圾

箱 
A111 

行道及騎樓，且公共設施

2. 20 公尺的道路。 

商 
混 
合 
區 

1.行人通行於人

帶可劃設機車停放區。 
適用寬度≧

公車候車
行道樹、樹柵、公車站牌、座椅、人行道照

明、垃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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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 

縮帶僅供

2.

1.人行道僅允許行人通行，且退

行人步行。 
適用寬度≧15 公尺的道路。 

資訊服務
行道樹、樹穴、資訊看板、郵筒、電話亭、

 
A202 

座椅
同 A201 

休憩等候 行道樹、樹穴、靠背式座椅、照明、垃圾箱 A203 同 A201 

3 0.5~1.5 
1.5~2.5 
＋退縮帶 

景觀綠化 行道樹、連續綠籬、照明、(變電箱) 

--- 

A204 同 A201 

行道樹(樹柵)、候車亭、人行道照明、垃圾箱 A206 同 A201 公車候車
--- 

資訊服務 行道樹、樹穴、資訊看板、郵筒、電話亭 同 A207 A201 

主 
要 
或 
次 
要 
道 
路 

(

機
關
、
學
校
、
公
園
、
綠
地)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退
縮
空
間 

4 0.5~2 
2~3.5 

＋退縮帶 
--- 休憩等候 行道樹、樹穴、靠背式座椅、照明、垃圾箱 A208 同 A201 

 



表 2.4-2 人行道配置參考圖檢索表(專供行人) (續 2) 
鄰接土地 步行空間(公尺) 

道路 
功能 
分類 

使用

分區 
建物

型式

(人行道

＋公共設

施帶) 
寬度 

(公尺) 

公共設 
施帶寬度 

(公尺) 人行道

騎樓或

退縮帶

可行空

間 

自行車

行駛空

間寬度

設施帶 
主要功能

街道傢俱項目 
配置類型

(參考例) 
附註 

景觀綠化 行道樹、連續綠籬、照明、(變電箱) A209 
1.人行道僅允許行人通行，且退縮帶僅供

行人步行。 
2.適用寬度≧15 公尺的道路。 4 0.5~2 

2~3.5 
＋退縮帶 

--- 

車停放 
行道樹、機車或自行車停車格、垃圾箱 A210 

機車或自行
同 A209 

公車候車
行道樹、樹柵、候車亭、人行道照明、垃圾

A211 
縮帶僅供

行人步行。

20≧ 公尺的道路。 
箱 

1.人行道僅允許行人通行，且退

 
2.適用寬度

行道樹、樹穴、資訊看板、郵筒、電話 資訊服務 A212 同 A211 

休憩等候 樹穴、靠背式座椅、照明、垃圾箱行道樹、 A213 同 A211 

景觀綠化 行道樹、連續綠籬、照明、 變電箱( ) A214 同 A211 

退
縮
空
間

 

機車或自行

車停放 
行道樹、機車或自行車停車格

 

5 0.5~2 
3.0 

＋退縮帶
--- 

 A215 同 A211 

(

機

無
騎
樓
、

退
縮
空
間 

5.5 0.5~2 3.5~5 --- 景觀綠化
、連續綠籬、照明、(變電箱)、機車停

車格
行人通行。 

關
、
學
校

公
共
設、

公施

園用
地、 

綠
地) 

行道樹

 
A216 人行道僅允許

2.5 以下 --- --- --- --- 基礎設施 A301 
人行道僅允許行人通行，且行人可步行

於退縮帶。 

資訊服務
行道樹、樹柵、鄰里活動看板、座椅、垃圾

箱 
A302 

1.人行道僅允許行人通行，且行人可步行

於退縮帶。 
適用寬度 12≧2. 公尺的道路。 

休憩等候 A303 行道樹、連續綠籬、靠背式座椅、垃圾箱 同 A302 

主 
要 
或 

住 退
縮
空
間 2.5 0.5~1 

1.5~2 
 

--- 

、連續綠籬

次 
要 
道 
路 

宅
區 

＋退縮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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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綠化 行道樹  A304 同 A302 

B101 人行道僅允許行人通行，且行人可步行
但騎樓不允許停放機車。 於騎樓，

(

集
散
道
路
、
巷
道) 

服
務
性
道
路 

區 

 

2.5 以下 --- --- --- 
人行道僅允許行人通行，且騎樓允許停

 

住
商
混
合

騎
樓 基礎設施、公車站牌 

B101-3 
放機車。

公車候車

 



表 2.4-2 人行道配置參考圖檢索表(專供行人) (續 3) 
鄰接土地 步行空間(公尺)

道路 
功能 
分類 

使用

分區 
建物

型式

(人行道

＋公共設

施帶) 
寬度 

(公尺) 

公共設 
施帶寬度 

(公尺) 人行道

騎樓或

退縮帶

可行空

間 

自行車

行駛空

間寬度

設施帶 
主要功能

街道傢俱項目 
配置類型

(參考例) 
附註 

2.5 0.5~1 1.5~2 
＋騎樓 --- 公車候車 行道樹、樹柵、公車站牌、垃圾箱 同 A101 同 A101 

A102 同 A102 同
行道樹、樹柵、公車站牌、無靠背座椅、垃 人行道僅允許行人通行，且行人可步行

。 
15  

圾箱 B104 
1.
於騎樓

2.適用寬度≧ 公尺的道路。

公車候車

商
業
區
或 騎

樓
3 0.5~1 2~2.5 

+騎樓 --- 

樹、樹柵、無靠背座椅、垃圾箱  

住
商
混
合
區 

 

休憩等候 行道 B104-3 
1.人行道僅允許行人通行，且行人步行於
騎樓，並允許停放機車。

2.適用寬度≧15 公尺的道路。 

行道樹、樹柵、候車亭、人行道照明、垃圾
行人通行，且行人可步行

帶。 
2. 度≧15 公尺的道路。 箱 B201 
1.人行道僅允許
於退縮
適用寬

公車候車

資訊服務 行道樹、樹穴、資訊看板、郵筒、電話 同 B202 B201 

休憩等候 行道樹、樹穴、靠背式座椅、照明、垃圾箱 B203 同 B201 

用
地 

 

退
縮
空
間 

3 0.5~2.0 1.0~2.5 
＋退縮帶 --- 

景觀綠化 B204 同 B201 

公
共
設
施

行道樹、連續綠籬、照明、(變電箱) 

2.5 --- 施 人行道僅允許行人通行。以下 --- --- --- 基礎設  B301  

資訊服務
行道樹、樹
箱 

穴、鄰里活動看板、郵筒、垃圾
12 公尺的道路。 B302 1.人行道僅允許行人通行。 

2.適用寬度≧

(

集
散服

住
宅
區 2.5 0.5~1.0 1.5~2 --- 

景觀綠化 B303 

道務
路
、

性
道

巷
道) 

路 

 

無
騎
樓
、

退
縮
空
間  行道樹、連續綠籬、無靠背座椅、垃圾箱 同 B302 

註 1：表中圖例為人行道僅供行人通行之型態  
註 2： 不 寬 尺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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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圖例 適合 度 8公 以 道下的

 



表 2.4-3 人行道配置參考圖檢索表(行人與自行車共用) 
鄰接土地 步行空間(公尺)

道路 
功能 
分類 

使用

分區 
建物

型式

(人行道

＋公共設

施帶) 
寬度 

(公尺) 

公共設 
施帶寬度 

(公尺) 人行道

騎樓或

退縮帶

可行空

間 

自行車

空間寬

度 

道寬度

或自行

車行駛

設施帶 
主要功能

街道傢俱項目 
配置類型

(參考例) 
附註 

公車候車
圾箱 

騎乘於人行道，且行人可步行於

人行道。 
≧15 公尺的道路。 

行道樹、樹柵、公車站牌、無靠背座椅、垃
A102-2 

1.自行車

騎樓與

2.適用寬度
3 0.5~1 0~0.5＋騎樓 1.5~2.5

、樹柵、資訊看板、郵筒、垃圾箱  資訊服務 行道樹  A103-2 同 A102-2 

A104-2 

1.人行道淨寬度大於 2.5公尺容許劃設自

行車道及供行人步行，且騎樓空間僅

允許行人步行。 
2.適用寬度 15≧ 公尺的道路。 

公車候車
行道樹、樹柵、公車站牌、靠背式座椅、垃

人步行，且騎樓空間允

15≧ 公尺的道路。 

圾箱 

A104-4 

1.人行道淨寬度大於 2.5公尺容許劃設自

行車道及供行

許停放機車。 
2.適用寬度

A105-2 同 A104-2 
資訊服務

4 
行道樹、樹柵、資訊看板、郵筒、電話、垃

圾箱 A105-4 同 A104-

A106-2 同 A104-2 

4 0.5~1.5 1~ 樓 1.5~3.5

 

1.5＋騎

休憩等候 行道樹、樹柵、靠背式座椅、垃圾箱
A106-4 同 A104-4 

機車或自行

車停放 箱 

許劃設自

行車道，且騎樓空間允許行人步行。 
2.適用寬度 20≧ 公尺的道路。 

行道樹、樹穴、機車或自行車停車格、垃圾
A111-2 

1.人行道淨寬度大於 2.5公尺容

主 
要 
或 
次 
要 
道 
路 

業 
區 

 

 
合 
區 

~4.5

公車候車
行道樹、樹穴、公車站牌、無靠背座椅、垃

圾箱 
A107-2 同 A111-2 

商 

或

住 
商 
混

騎
樓 

5 0.5~2.0 
1.5~3 

 
1.5

＋騎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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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4-3 人行道配置參考圖檢索表(行人與自行車共用) (續
鄰接土地 步行空間(公尺)

道路 
功能 
分類 

使用
分區 

建物
型式

(人行道
＋公共設
施帶) 
寬度 

(公尺) 

公共設 
施帶寬度 

(公尺) 人行道

騎樓或
退縮帶
可行空
間 

自行車
道寬度
或自行
車行駛
空間寬
度 

設施帶 
主要功能

街道傢俱項目 配置類型
(參考例) 附註 

公車候車
行道樹、樹穴、公車站牌、無靠背座椅、垃
圾箱 A107-4 

1.人行道淨寬度大於 2.5公尺容許劃設自
行車道及供行人步行，且騎樓空間允
許停放機車。 

2.適用寬度 20≧ 公尺的道路。 
A108-2 同 111-2 行道樹、樹穴、區位地圖、郵筒、電話、垃

資訊服務
圾箱 A108-4 同 107-4 

A109-2 同 111-2 
休憩等候 行道樹、樹穴、靠背式座椅、照明、垃圾箱

A109-4 同 107-4 

A110-2 同 111-2 

商 
業 
區 
或 
住 
商 

騎
樓 

5 0.5~2 1.5~3 
＋騎樓 1.5~4.5

景觀綠化
、連續綠籬、花台座椅、垃圾箱、(變

電箱) A110-4 同

混 
合 
區 行道樹

107-4 

公車候車
行道樹、樹柵、公車站牌、座椅、人行道照
明、垃圾箱 A201-2 

1. 行道，且行人可步行於

15≧ 公尺的道路。 

自行車騎乘於人
退縮帶與人行道。 

2.適用寬度

資訊服務
行道樹、樹穴、資訊看板、郵筒、電話亭、
座椅 A202-2 同 201-2 

休憩等候 行道樹、樹穴、靠背式座椅、照明、垃圾箱 A203-2 同 201-2 

3 0.5~1.5 0~1 
＋退縮帶 1.5~2.5

景觀綠化 行道樹、連續綠籬、照明、(變電箱) A204-2 同 201-2 

公車候車
行道樹、樹柵、候車亭、人行道照明、垃圾
箱 A206-2 同 201-2 

主 

) 
 

退
縮
空
間 

4 0.5~2 0~2 
＋  1.5~3.5

資訊服務 行道樹、樹穴、資訊看板、郵筒、電話亭 A207-2 

要 
或 
次 
要 
道 
路 

(

機
關
、
學
校
、
公
園
、
綠
地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退縮帶
同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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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3 人行道配置參考圖檢索表(行人與自行車共用) (續 2) 
鄰接土地 步行空間(公尺) 

道路 
功能 
分類 使用

分區 
建物
型式

(人行道
＋公共設
施帶) 
寬度 

( ) 公尺

公共設 
施帶寬度 

(公尺) 人行道

騎樓或
退縮帶
可行空
間 

自行車
道寬度
或自行
車行駛
空間寬
度 

設施帶 
主要功能

街道傢俱項目 配置類型
(參考例) 附註 

休憩等候 行道樹、樹穴、靠背式座椅、照明、垃圾箱 A208-2 同 201-2 

景觀綠化 行道樹、連續綠籬、照明、(變電箱) A209-2 同 201-2 4 0.5~2 0~2 
＋退縮帶 

1.5~3.5

車停放 行道樹、機車或自行車停車格、垃圾箱 A210-2 機車或自行
同 201-2 

公車候車
行道樹、樹柵、候車亭、人行道照明、垃圾
箱 A211-2 

1.人行道寬度大於 2.5公尺容許劃設自行
道，且退縮帶允許行人步行。 

20≧ 公尺的道路。 
車專用

2.適用寬度

資訊服務 行道樹、樹穴、資訊看板、郵筒、電話 A212-2 同 211-2 

休憩等候 行道樹、樹穴、靠背式座椅、照明、垃圾箱 A213-2 同 211-2 

景觀綠化 行道樹、連續綠籬、照明、(變電箱) A214-2 同 211-2 

5 0.5~2 1.5~3 
＋退縮帶 1.5~4.5

機車或自行
車停放 行道樹、機車或自行車停車格 A215-2 同 211-2 

(

機
關
、
學公

校共

、施公
園用

、地

綠

 

地) 

設

 

退
縮
空
間 

5.5 0.5~2.0 2~3.5 1.5~5 綠籬、照明、(變電箱) 人 尺容許劃設自行

退
縮
空
間

無
騎
樓
、

景觀綠化 行道樹、連續 A216-2 行道寬度大於 2.5 公
車專用道。 

資訊服務
行道樹、樹柵、鄰里活動看板、座椅、垃圾
箱 A302-2 

1.自行車
退縮帶

騎乘於人行道，且行人可步行於
。 

2. 度≧12 公尺的道路。 適用寬

休憩等候 行道樹、連續綠籬、靠背式座椅、垃圾箱 A303-2 同 302-2 

住
宅
區 

退
縮
空
間 

2.5 0.5~1 
＋退縮帶 

1.5~20~0.5 

景觀綠化 行道樹、連續綠籬 A304-2 同 302-2 
2.5 0.5 2  騎樓 公車候車 行道樹、樹柵、公車站牌、垃圾箱 同 A101-2 同 A101-2

行道樹、樹柵、公車站牌、無靠背座椅、垃
圾箱 同 A102-2 同 A102-2公車候車  

主 
要 

 或
次 
要 
道 
路 

 

住
商
混
合
區 

騎
樓 3.0 0.5~1 0~0.5 

＋騎樓 
1.5~2.5

休憩等候 行道樹、樹柵、無靠背座椅、垃圾箱 B104-2 
1.自行車騎乘於人行道，且行人步行於騎
樓。 

2.適用寬度 15≧ 公尺的道路。 

商
業
區
或

註 1：表中圖例為自行車行駛於人行道之型態 
註 2：表中圖例不適合寬度 8公尺以下的道路  

 
2-33



2.4.2 設計範例 
一、不同路權寬度人 境配置之設 例

下列為路權寬度 10、 15、 2 、 0 40與 50公尺之道路針

對人行環境配置之設計範例。  

行環 計

0

範

3

 

、

10M服務道路示範例

混
合
車
道

人
行
道
與
排
水
設
施

混
合
車
道

路
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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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
合
車
道

人
行
道

混
合
車
道

排
水
與
公
共
設
施

排
水
與
公
共
設
施

人
行
道

15M次要道路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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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
合
車
道

人
行
道

排
水
與
公
共
設
施

汽
車
道

汽
車
道

混
合
車
道

排
水
與
公
共
設
施

人
行
道

20M主(次)要道路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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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主(次)要道路示範例

機
(慢)
車
優
先
道
或
慢
車
道

人
行
道

排
水
與
公
共
設
施

汽
車
道

汽
車
道

機
(慢)
車
優
先
道
或
慢
車
道

排
水
與
公
共
設
施

人
行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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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水
設
施

公
共
設
施
帶
與

排
水
設
施

自
行
車
道

人
行
道

30M主要道路(快慢不分隔、無路邊停車帶)示範例

混
合
車
道

汽
車
道

中
央
分
隔
島

混
合
車
道

汽
車
道

公
共
設
施
帶
與

自
行
車
道

人
行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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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主要道路(快慢不分隔、無路邊停車帶)示範例

機
(慢)
車
優
先
道
或
慢
車
道

汽
車
道

中
央
分
隔
島

機
(慢)
車
優
先
道
或
慢
車
道

汽
車
道

公
共
設
施
帶
與

自
行
車
道

人
行
道

排
水
設
施

公
共
設
施
帶
與

排
水
設
施

自
行
車
道

人
行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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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
合
車
道

汽
車
道

中
央
分
隔
島

混
合
車
道

汽
車
道

自
行
車
道

人
行
道

自
行
車
道

人
行
道

路
邊
停
車
帶
與

排
水
設
施

公
共
設
施
帶

路
邊
停
車
帶
與

排
水
設
施

公
共
設
施
帶

30M主要道路(快慢不分隔、含路邊停車帶)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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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主要道路(快慢不分隔、含路邊停車帶)示範例

機
(慢)
車
優
先
道
或
慢
車
道

汽
車
道

中
央
分
隔
島

機
(慢)
車
優
先
道
或
慢
車
道

汽
車
道

自
行
車
道

人
行
道

自
行
車
道

人
行
道

路
邊
停
車
帶
與

排
水
設
施

公
共
設
施
帶

路
邊
停
車
帶
與

排
水
設
施

公
共
設
施
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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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分
隔
島

混
合
車
道

汽
車
道

公
共
設
施
帶
與

排
水
設
施

自
行
車
道

人
行
道

汽
車
道

汽
車
道

汽
車
道

混
合
車
道

公
共
設
施
帶
與

排
水
設
施

自
行
車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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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主要道路(快慢不分隔、無路邊停車帶)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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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主要道路(快慢不分隔、無路邊停車帶)示範例

中
央
分
隔
島

機
(慢)
車
優
先
道
或
慢
車
道

汽
車
道

公
共
設
施
帶
與

排
水
設
施

自
行
車
道

人
行
道

汽
車
道

汽
車
道

汽
車
道

機
(慢)
車
優
先
道
或
慢
車
道

公
共
設
施
帶
與

排
水
設
施

自
行
車
道

人
行
道

 

2-43 



中
央
分
隔
島

混
合
車
道

汽
車
道

自
行
車
道

人
行
道

汽
車
道

汽
車
道

汽
車
道

混
合
車
道

自
行
車
道

人
行
道

路
邊
停
車
帶
與

排
水
設
施

路
邊
停
車
帶
與

排
水
設
施

公
共
設
施
帶

公
共
設
施
帶

40M主要道路(快慢不分隔、含路邊停車帶)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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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主要道路(快慢不分隔、含路邊停車帶)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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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主要道路(快慢分隔、無路邊停車帶)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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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主要道路(快慢分隔、含路邊停車帶)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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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主要道路(快慢分隔、含路邊停車帶)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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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道路(含地面道路)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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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道路(含地面道路、含路邊停車帶)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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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行環境配置參考圖之設計範例  

以下為表2.4-2與表2.4-3所對應人行環境配置參考圖之設計範例。 

   
 

1.0

0 1.0 2.0 3.0
（單位：公尺）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騎

樓

緣石

排水孔蓋

配置類型：A101-3

路燈

垃圾筒

公車站牌

樹柵

避免表土被踐踏增加行走面積

建築線

行道樹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柵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1.5

騎樓人行道

步行空間

騎樓停放機車

與騎樓銜接處高程應齊平

  

1.0 2.0

騎樓人行道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步行空間

騎

樓

配置類型：A102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緣石

排水孔蓋

垃圾筒

無靠背座椅

公車站牌

路燈

避免表土被踐踏增加行走面積

建築線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柵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行道樹

樹柵

與騎樓銜接處高程應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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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騎

樓

配置類型：A103-3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緣石

排水孔蓋

垃圾筒

路燈

郵筒

避免表土被踐踏增加行走面積

建築線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柵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行道樹

樹柵

資訊看板

2.0

騎樓人行道

步行空間

騎樓停放機車

與騎樓銜接處高程應齊平

   
 

騎樓人行道
公共

設施帶

步行空間

騎

樓

2.71.3
排水
設施

配置類型：A104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緣石

排水孔蓋

路燈

公車站牌

靠背式座椅

垃圾筒

避免表土被踐踏增加行走面積
建築線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柵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行道樹

樹柵

與騎樓銜接處高程應齊平

公共
設施帶

1.3
排水
設施

配置類型：A104-2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緣石

排水孔蓋

路燈

公車站牌

靠背式座椅

垃圾筒

避免表土被踐踏增加行走面積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柵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行道樹

樹柵

騎

樓

騎樓人行道

2.7

行人步行於騎樓
人行道劃設

自行車道

行人步行

於人行道

建築線

與騎樓銜接處高程應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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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0

騎樓人行道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步行空間

騎

樓

緣石

配置類型：A107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排水孔蓋

無靠背座椅

公車站牌

路燈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穴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行道樹

建築線

樹穴

垃圾筒

與騎樓銜接處高程應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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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0

騎樓人行道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騎

樓

配置類型：A107-2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建築線

人行道劃設

自行車道

行人步行

於人行道 行人步行於騎樓

緣石

排水孔蓋

無靠背座椅

公車站牌

路燈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穴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行道樹

樹穴

垃圾筒

與騎樓銜接處高程應齊平

2.0 3.0

騎樓人行道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步行空間

騎

樓

配置類型：A107-3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建築線

騎樓停放機車

緣石

排水孔蓋

無靠背座椅

公車站牌

路燈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穴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行道樹

樹穴

垃圾筒

與騎樓銜接處高程應齊平

  
 

行人步行

於人行道

2.0 3.0

騎樓人行道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騎

樓

配置類型：A107-4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建築線

人行道劃設

自行車道

騎樓停放機車

行人步行於騎樓

步行空間

緣石

排水孔蓋

無靠背座椅

公車站牌

路燈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穴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行道樹

樹穴

垃圾筒

與騎樓銜接處高程應齊平

2.0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緣石

配置類型：A108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排水孔蓋

行道樹

垃圾筒

區位地圖

路燈

騎

樓

郵筒

3.0

騎樓人行道

步行空間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穴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建築線

樹穴

與騎樓銜接處高程應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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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配置類型：A108-2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騎

樓

3.0

騎樓人行道

步行空間

建築線

人行道劃設

自行車道

行人步行

於人行道 行人步行於騎樓

緣石

排水孔蓋

行道樹

垃圾筒

區位地圖

路燈

郵筒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穴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樹穴

與騎樓銜接處高程應齊平

2.0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配置類型：A108-3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騎

樓

3.0

騎樓人行道

步行空間

建築線

騎樓停放機車

緣石

排水孔蓋

行道樹

垃圾筒

區位地圖

路燈

郵筒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穴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樹穴

與騎樓銜接處高程應齊平

   
 

2.0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配置類型：A108-4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騎

樓

3.0

騎樓人行道

步行空間

建築線

人行道劃設

自行車道

行人步行

於人行道 行人步行於騎樓

騎樓停放機車

緣石

排水孔蓋

行道樹

垃圾筒

區位地圖

路燈

郵筒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穴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樹穴

與騎樓銜接處高程應齊平

2.0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緣石

配置類型：A109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排水孔蓋

垃圾筒

靠背式座椅

路燈

3.0

騎樓人行道

騎

樓

照明

步行空間

行道樹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穴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建築線

樹穴

與騎樓銜接處高程應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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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配置類型：A109-2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3.0

騎樓人行道

騎

樓

行人步行於騎樓

步行空間

建築線

人行道劃設

自行車道

行人步行

於人行道

緣石

排水孔蓋

垃圾筒

靠背式座椅

路燈

照明

行道樹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穴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樹穴

與騎樓銜接處高程應齊平

2.0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配置類型：A109-3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3.0

騎樓人行道

騎

樓

步行空間

建築線

騎樓停放機車

緣石

排水孔蓋

垃圾筒

靠背式座椅

路燈

照明

行道樹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穴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樹穴

與騎樓銜接處高程應齊平

  
 

2.0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配置類型：A109-4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3.0

騎樓人行道

騎

樓

行人步行於騎樓

步行空間

建築線

人行道劃設

自行車道

行人步行

於人行道

騎樓停放機車

緣石

排水孔蓋

垃圾筒

靠背式座椅

路燈

照明

行道樹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穴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樹穴

與騎樓銜接處高程應齊平

2.0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緣石

配置類型：A110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排水孔蓋

垃圾筒

行道樹

路燈

騎

樓

3.0

騎樓人行道

步行空間

花台座椅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建築線

與騎樓銜接處高程應齊平

連續綠籬
易維護之低矮灌木

植穴緣石
高度與人行道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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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緣石

配置類型：A110-2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排水孔蓋

垃圾筒

行道樹

路燈

騎

樓

3.0

騎樓人行道

步行空間

花台座椅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建築線

連續綠籬
易維護之低矮灌木

植穴緣石
高度與人行道齊平

人行道劃設

自行車道

行人步行

於人行道 行人步行於騎樓

與騎樓銜接處高程應齊平

2.0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緣石

配置類型：A110-3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排水孔蓋

垃圾筒

行道樹

路燈

騎

樓

3.0

騎樓人行道

步行空間

花台座椅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建築線

與騎樓銜接處高程應齊平

連續綠籬
易維護之低矮灌木

植穴緣石
高度與人行道齊平

騎樓停放機車

  
 

2.0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緣石

配置類型：A110-4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排水孔蓋

垃圾筒

行道樹

路燈

騎

樓

3.0

騎樓人行道

步行空間

花台座椅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建築線

連續綠籬
易維護之低矮灌木

植穴緣石
高度與人行道齊平

人行道劃設

自行車道

行人步行

於人行道

騎樓停放機車

行人步行於騎樓

與騎樓銜接處高程應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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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0

騎樓人行道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騎

樓

配置類型：A111

公共設施劃設

機車停車格

步行空間

3.0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緣石

排水孔蓋

垃圾筒

路燈

機車停車格

建築線

格位緣石表面
需有警示性色彩

行道樹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穴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樹穴

(200*100)

與騎樓銜接處高程應齊平

  
 

2.0 3.0

騎樓人行道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騎

樓

配置類型：A111-2

公共設施劃設
機車停車格

步行空間

3.0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緣石

排水孔蓋

垃圾筒

路燈

機車停車格

建築線

格位緣石表面
需有警示性色彩

行道樹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穴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樹穴

(200*100)

人行道劃設
自行車道

與騎樓銜接處高程應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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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退

縮

帶

配置類型：A201

1.4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緣石

排水孔蓋

公車站牌

垃圾筒

路燈

無靠背式座椅

照明

退縮帶人行道

步行空間

1.6

建築線

避免表土被踐踏增加行走面積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柵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行道樹

樹柵

  
 

排水
設施

公共

設施帶

退

縮

帶

配置類型：A201-2

1.4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緣石

排水孔蓋

公車站牌

垃圾筒

路燈

無靠背式座椅

照明

退縮帶人行道

1.6

建築線

避免表土被踐踏增加行走面積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柵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行道樹

樹柵

行人步行於退縮帶
人行道供

自行車通行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退

縮

帶

配置類型：A202

1.4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緣石

排水孔蓋

路燈

座椅

電話亭

資訊看板

建築線

郵筒

樹穴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柵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行道樹

退縮帶人行道

步行空間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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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
設施

公共

設施帶

退

縮

帶

配置類型：A202-2

1.4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緣石

排水孔蓋

路燈

座椅

資訊看板

郵筒

建築線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柵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行道樹

樹穴

退縮帶人行道

1.6

行人步行於退縮帶
人行道供

自行車通行

排水
設施

公共

設施帶

退

縮

帶

配置類型：A203

1.4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緣石

排水孔蓋

垃圾筒

路燈

退縮帶人行道

步行空間

1.6

建築線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柵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行道樹

樹穴

照明

靠背式座椅

  
 

排水
設施

公共

設施帶

退

縮

帶

配置類型：A203-2

1.4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緣石

排水孔蓋

垃圾筒

路燈

建築線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柵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行道樹

樹穴

照明

靠背式座椅

退縮帶人行道

1.6

行人步行於退縮帶

人行道供

自行車通行

排水
設施

公共

設施帶

退

縮

帶

配置類型：A204

1.4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緣石

路燈

排水孔蓋

照明

退縮帶人行道

步行空間

1.6

連續綠籬
易維護之低矮灌木

植穴緣石
高度與人行道齊平

行道樹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建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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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
設施

公共

設施帶

退

縮

帶

配置類型：A204-2

1.4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緣石

路燈

排水孔蓋

照明

連續綠籬
易維護之低矮灌木

植穴緣石
高度與人行道齊平

行道樹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建築線

退縮帶人行道

1.6

行人步行於退縮帶
人行道供

自行車通行

退縮帶人行道公共設施帶排水
設施

步行空間

退

縮

帶

緣石

排水孔蓋

配置類型：A206

垃圾筒

2.02.0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樹柵

路燈

行道樹

建築線

樹幹距公車亭基座至少210公分
避免妨礙乘客上下

人行道照明

避免表土被踐踏增加行走面積

樹柵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候車亭

  
 

公共設施帶排水
設施

退

縮

帶

緣石

排水孔蓋

配置類型：A206-2

垃圾筒

2.0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樹柵

候車亭

路燈

行道樹

建築線

樹幹距公車亭基座至少210公分
避免妨礙乘客上下

人行道照明

避免表土被踐踏增加行走面積

樹柵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退縮帶人行道

2.0

行人步行於退縮帶

人行道供

自行車通行

退縮帶人行道公共設施帶排水
設施

步行空間

退

縮

帶

緣石

排水孔蓋

配置類型：A207

2.02.0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路燈

行道樹

資訊看板

郵筒

樹穴

建築線

樹穴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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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帶排水
設施

退

縮

帶

排水孔蓋

配置類型：A207-2

2.0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路燈

行道樹

資訊看板

郵筒

樹穴

建築線

樹穴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退縮帶人行道

2.0

行人步行於退縮帶
人行道供

自行車通行

緣石

 
 

退縮帶人行道公共設施帶排水
設施

步行空間

退

縮

帶

緣石

排水孔蓋

配置類型：A208

垃圾筒

2.02.0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路燈

人行道照明

行道樹

樹穴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靠背式座椅

樹穴邊緣配合
鋪面模矩尺寸
作收邊處理

建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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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縮帶人行道公共設施帶
排水

設施

步行空間

退

縮

帶

緣石

排水孔蓋

配置類型：A211

2.0 3.0

樹柵

垃圾筒

路燈

行道樹

候車亭

樹穴、樹柵邊緣
配合鋪面模矩尺
寸作收邊處理

避免表土被踐踏增加行走面積

樹幹距公車亭基座至少210公分
避免妨礙乘客上下

建築線

人行道照明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退縮帶人行道公共設施帶
排水

設施

行人步行於退縮帶

退

縮

帶

緣石

排水孔蓋

C

配置類型：A211-2

2.0

垃圾筒

路燈

人行道照明

行道樹

候車亭

樹穴、樹柵邊緣
配合鋪面模矩尺
寸作收邊處理

避免表土被踐踏增加行走面積

樹幹距公車亭基座至少210公分
避免妨礙乘客上下

3.0

人行道劃設

自行車道

行人步行

於人行道

建築線

樹柵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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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縮帶人行道公共設施帶
排水

設施

步行空間

退

縮

帶

配置類型：A212

2.0 3.0

緣石

排水孔蓋

路燈

行道樹

資訊看板

郵筒

建築線

樹柵

樹穴、樹柵邊緣
配合鋪面模矩尺
寸作收邊處理

避免表土被踐踏增加行走面積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公共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退

縮

帶

配置類型：A212-2

2.0

緣石

排水孔蓋

路燈

行道樹

資訊看板

郵筒

建築線

樹穴、樹柵邊緣
配合鋪面模矩尺
寸作收邊處理

避免表土被踐踏增加行走面積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退縮帶人行道

行人步行於退縮帶

C

3.0

人行道劃設
自行車道

行人步行
於人行道

樹柵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退縮帶人行道公共設施帶

排水

設施

步行空間

退

縮

帶

配置類型：A213

2.0 3.0

緣石

排水孔蓋

垃圾筒

路燈

人行道照明

行道樹

靠背式座椅

避免表土被踐踏增加行走面積
樹柵

建築線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穴、樹柵邊緣
配合鋪面模矩尺
寸作收邊處理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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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退

縮

帶

配置類型：A213-2

2.0

緣石

排水孔蓋

垃圾筒
路燈

人行道照明

行道樹

靠背式座椅

避免表土被踐踏增加行走面積

建築線

最低分枝應保持高於210公分

樹穴、樹柵邊緣
配合鋪面模矩尺
寸作收邊處理

退縮帶人行道

行人步行於退縮帶

C

3.0

人行道劃設

自行車道

行人步行

於人行道

樹柵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退縮帶人行道公共設施帶
排水

設施

步行空間

退

縮

帶

配置類型：A214

2.0 3.0

樹柵

緣石

排水孔蓋

路燈

人行道照明

連續綠籬

避免表土被踐踏增加行走面積

建築線

易維護之低矮灌木

植穴緣石
高度與人行道齊平

樹柵邊緣配合鋪
面模矩尺寸作收
邊處理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C

公共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退

縮

帶

配置類型：A214-2

2.0

緣石

排水孔蓋

路燈

人行道照明

連續綠籬

避免表土被踐踏增加行走面積

建築線

易維護之低矮灌木

植穴緣石
高度與人行道齊平

樹柵邊緣配合鋪
面模矩尺寸作收
邊處理

退縮帶人行道

行人步行於退縮帶

C

3.0

人行道劃設
自行車道

行人步行
於人行道

樹柵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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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行道公共設施帶
排水

設施

步行空間

配置類型：A216

2.0 3.5

緣石

排水孔蓋

路燈

人行道照明

連續綠籬

建築線
易維護之低矮灌木

植穴緣石
高度與人行道齊平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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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行道公共設施帶
排水

設施

行人步行

於人行道

配置類型：A216-2

2.0 3.5

緣石

排水孔蓋

路燈

人行道照明

連續綠籬

建築線
易維護之低矮灌木

植穴緣石
高度與人行道齊平

人行道

劃設自行車道

1.0 2.0 3.0
（單位：公尺）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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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通學道規劃設計 

本章說明市區道路通學道環境的規劃設計，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1.有關通學道的定義敘述於 3.1 節。 

2.有關通學道建置考量的因素說明於 3.2 節。 

3.有關通學道規劃設計準則參考 3.3 節。 

4.有關通學道的設計參考圖與範例呈現於 3.4 節。 

5.最後 3.5 節說明通學道的推動與執行，包括介紹通學道計畫之規劃步驟

與流程、軟體面所應涵蓋的內容及通學道的規劃過程。 

3.1 通學道定義 
一、定義 

通學道定義為：「學校周邊範圍內規劃供學生與地方居民通行之道

路」。本手冊所定義之通學道主要屬於人行環境的範疇，但在允許的狀

況下，自行車也可於通學道中通行，至於機動車輛與行人間若有完善的

分隔設施，可保障行人安全時，也允許機動車輛行駛於通學道，通學道

主要供學生上下學通行之用，亦供當地居民與一般行人使用，其涵蓋的

項目包括： 

1.人行設施(含步道) 

2.自行車設施(含自行車道與停放區) 

3.街道傢俱設施 

4.其它(含家長接送區) 

二、範圍界定 

       由於目前國中小學區範圍過大，不符合 Perry 鄰里單元理論所提出之

800 公尺學區規模，亦不符合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中規定之

600 公尺服務半徑。 

因此本手冊建議學校周邊 500~800 公尺範圍內道路，可納入通學道

之規劃對象，並可採取交通寧靜區(traffic calming)方式進行設計，若無

法設置交通寧靜區時，建議將 500 公尺範圍內道路規劃做為通學道之

用，其速限宜訂為 30 公里/小時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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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通學道建置考量因素 
一、影響通學道建設之因素 

1.通學道實施方式之影響 

通學道的實施成效與其施作的交通工程有直接關係，適當的設置

方式將有效地告知駕駛人通學道的位置，並促使其遵守規定，進而提

高實施成效。 

2.通學道民眾參與程度之影響 

通學道的實施絕非單一單位之責，必須經由多方之溝通與配合可

有所成效，若能經過與居民之溝通與協調，取得維護學童安全優先之

共識後，方可促成通學道實施之成效；若僅止於單方面的努力，將導

致成效不彰。 

二、規劃困難點  

目前國內多數之通學道計畫案之規劃範圍以止於校園圍牆外之人

行道為主，且多採人車分離的步行空間設計方式，即劃設完善的人行步

道，來維護學童通學交通安全；然而此項建議常面臨人行道用地從何而

來之爭議，即社區發展團體認為校方應以校地退縮使用，以維護校外之

停車需求，但校方卻認為校地不敷使用，退縮實為困難等爭議，故國內

對於通學道之規劃，在學童通學之交通安全與地方居民之便利性上仍為

待解決之議題。 

學童的交通安全與居民的便利性是權衡取捨的關係：一方面學童需

要的是明確的人車動線與舒適的人行空間，以避免與車爭道，以及突如

其來的車流而發生人車衝突；另一方面，居民需要的是便利的行車動線

與充足的停車空間。然而在有限的道路空間中，若增加人行空間，勢必

將縮減停車或車道空間，即若為滿足學童步行安全之需求，則勢必犧牲

居民的使用需求。 

三、不同面向上之考量  

1.在規劃面向上：本手冊將通學道範圍定為 500~800 公尺，此範圍可依

地區特性不同加以彈性調整。 

2.在設計面向上：應尊重行人基本的路權，尤其是兒童行人，應給予充

足且安全的步行及等待空間，並重新檢討學校周邊之交通號誌、運輸

設施、道路層級架構，及人車衝突之整合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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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執法面向上：執法單位應加強取締違法佔用步行空間之車輛、攤販

或商家等，以及取締不遵守交通規則之用路人。 

4.在教育面向上：對學童之交通安全教育、對學校導護人員的專業訓

練，以及對民眾守法能力之加強，皆為應努力改善之事項。 

5.在宣傳面向上：對通學道之範圍、對交通上的衝擊影響，以及民眾應

配合之措施等，皆為應努力宣傳之事項。 

通學道建置考量因素中有關人行環境部份請參考本手冊第二章，有

關交通寧靜區部份請參考本手冊第四章，有關自行車環境部份請參考本

手冊第五章。 

3.3 通學道規劃設計準則 

3.3.1 通學道規劃準則 
通學道建置基本準則有關人行環境部份請參考本手冊第二章，有關交通

寧靜區部份請參考本手冊第四章，有關自行車環境部份請參考本手冊第五

章。 

(一)一般性準則 

1.確定通學道的範圍，並以明確的標線、標誌、標字等設施告知用路人。 

2.提案的計畫應結合校方、師生、社區居民及社區建築師等之共識，配

合學校及周邊社區特色與需求進行通學道的建置。 

3.主管單位應針對每所學校通學道施作範圍，會同校方、區公所、派出

所、建設局(處)、交通局(處)、工務局(處)、環保局(處)等單位，共同

執行通學道的打通或淨空，包括校區週遭街廓道路、人行道、走廊及

騎樓等。 

4.通學道應訂定管制的方式，包括時間與空間的管制，必要時由警力或

學校導護人員協助執行，並持之以恒。 

5.應制定通學道維護管理計畫(含定期或不定期)。 

(二)配套措施 

    1.融入社區營造的理念與精神 

「通學道計畫」應融入社區營造的精神，亦即社區通學道的參與

式設計應廣為市民所接受，工程參與者從師生、家長、校方到整個社

區里民，甚至還擴及至周遭店家，這種由下而上、全民參與，從基層

開始共同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環境，正是推動「通學道計畫」的基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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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2.通學道打通與淨空 

          在社區通學道主體施作之前，主管單位(例如違章建築處理大隊)

應針對每所學校通學道施作範圍，會同校方、區公所、派出所、建設

局(處)、交通局(處)、工務局(處)、環保局(處)等單位，共同執行通學

道的打通，清查校區週遭街廓道路、人行道及騎樓等步行空間，如有

妨礙通行的違建或路霸，應先予以溝通勸導，完成查報處分等法定程

序，並通知限期改善，如未改善應執行聯合強制取締拆除的工作。 

3.通學道的管制方式 

決定通學道之設置與否及其設置方式，應由主要規劃單位(例交通

處或工務處)，邀集相關單位共同會勘後，評估決定之。通學道的設置

方式及限制可採用下述做法： 

(a)劃設人行專用道 

條件：需有較寬之路面，約 8 米以上之巷道，且只能單邊停車；可

利用時間限制方式配合執行。 

(b)時段性禁止車輛進出 

條件：需具有取締權威者在場指揮；特別是上下學時段。 

(c)時段性單向管制並設置活動護欄 

條件：需有大型告示牌前後設置及充足人力機動性擺設交通錐；例

如考量居民上下班特性，管制區內車輛只出而不入。 

  (d)管制巷道內單側繪設紅線禁止停車，以便學生通行 

條件：需 8 米以上巷道且加強拖吊； 

  (e)單向時段性管制，巷道仍有車輛進入。 

條件：需具有取締權威者在場指揮；特別是上下學時段。 

3.3.2 通學道設計準則 
通學道設計準則有關人行環境部份請參考本手冊第二章，有關交通寧靜

區部份請參考本手冊第四章，有關自行車環境部份請參考本手冊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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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設計參考圖 

3.4.1 設計元素的整合與配置 
一、一般性配置準則  

1.學校周邊 500~800 公尺範圍內之道路可納入通學道之候選路段。 

2 通學道規範設計以人車分離為原則。  

3 機車停放區以不設置於通學道為原則。 

4.家長接送區儘量安排在通學道範圍內，但必須與通學路線有所區隔，

不應彼此衝突干擾。 

5.通學道可依地區特性與需要採時間限制或空間限制或兩者並用方式

進行管制。 

二、設施整合及配置建議  

有關人行環境部份請參考本手冊第二章，有關交通寧靜區部份請參

考本手冊第四章，有關自行車環境部份請參考本手冊第五章。 

三、通學 (巷 )步設置的選擇條件  

有關人行環境部份請參考本手冊第二章，有關交通寧靜區部份請參

考本手冊第四章，有關自行車環境部份請參考本手冊第五章。 

3.4.2 設計範例 
通學道與人行環境有關部份之設計範例請參考本手冊第二章，通學道與

交通寧靜區有關部份之設計範例請參考本手冊第四章，通學道與自行車環境

有關部份之設計範例請參考本手冊第五章。 

通學道在學校周邊之設置應優先考量學童或行人能有獨立的通行空

間，若因路權寬度或其它因素的限制，學童或行人儘量以靠路側行走為優先

考量。通學道與車道間儘量以分隔設施保障學童或行人通行的安全，並運用

適當的標誌標線等交通設施規範用路人的行止，避免衝突與事故的發生。 

3.5 通學道的推動與執行 
一、都市層級之通學道規劃制度建議 

在都市層級之通學步道規劃制度上，通學道除應納入地區性交通計

畫中，並透過都市計畫與運輸計畫機制的整合，讓通學道具有明確的位

階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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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行道            有人行道       有人行道與機車接送區 

(範例 1)              (範例 2)              (範例 3) 

         

        
有人行道          有人行道      有人行道,自行車道與停車格 

(範例 4)            (範例 5)               (範例 6) 

3-6 



二、社區層級之通學道規劃制度建議 

在社區空間層級中，通學道規劃制度應著重於學區內的運輸規劃，

以符合地區交通特性與學童步行需求之規劃方式，維護學童在住家與學

校間的步行安全。 

通學道規劃可劃定「學童優先區」、「人優先區」、「人車集彙區」

與「車優先區」等四種道路類型及問題路段的改善建議（圖 3.5.1）。 

 (一)學童優先區 

兒童步行行為特性不同於一般成人，所以應在學童通學步行最常

行經之路段，針對兒童步行特性進行步道空間設計之改善。「學童優

先區」改善方式應著重於運用交通工程手法，促使車輛之降速、減量、

注意學童的步行特性，以及創造學童於校外的學習環境。 

(二)人優先區 

通學道劃設之「人優先區」應儘可能將步行數量高之區內所有道

路（包括巷道）皆以行人通行為優先，提供行人安全的步行空間。位

於「人優先區」之道路應確實「以人為本」進行道路空間設計，對於

車流量與車行速度加以管控，可參酌「交通寧靜區（traffic calming）」

之規劃方式。 

(三)車優先區 

由於通學道計畫不僅須維護學童的步行安全，更須在此前提下，

保持學區內車行的順暢與可及性，因此「車優先區」之劃定，將依循

學區內的都市計畫道路系統的配置，以及大眾運輸工具的既有路徑作

為劃設基礎，以保持區內聯絡周邊地區與居民使用大眾運輸工具的可

及性。位於車優先區之道路雖係以車行順暢為主，但對於行人安全亦

不得忽視，改善方式應著重於人行動線與車行動線的明確分離，並維

持步行空間的品質。 

(四)人車集彙區 

依據上述原則所劃設之「學童優先區」若與其他二類型道路重

疊，則應以「學童優先區」為主；但「車優先區」若與「人優先區」

重疊，則該區劃定為「人車集彙區」。位於人車集彙區之道路，應特

別加強協調人與車的行進動線，在不影響行人步行安全的前提下，保

持區內車輛的順暢與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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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5.1 社區層級之通學步道規劃制度建議 

     資料來源：[28] 
 

三、 通學道工程規劃步驟與流程 

(一) 通學道實施步驟 

通學道工程規劃的實施過程分成 7 個步驟： 

步驟 1：提出申請 

步驟 2：調查現況 

步驟 3：評估設置地區和需要設備 

步驟 4：審查 

步驟 5：規劃和實施 

步驟 6：審議和評估 

步驟 7：修改或移除通學道相關設施 

上述實施步驟可做為國內通學道發展標準程序之參考依據。 

(二) 通學道實施流程 

「通學道」設置申請的基本規定，應由中央主管單位(交通部或內

政部)訂定相關的法令，作為各縣市政府處理「通學道」的法源依據，

而各縣市政府則設立專門機構(例如：「通學道」審議委員會或相關權

責單位)負責統籌處理相關事宜，有關「通學道」設置申請的流程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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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下列 10 個步驟(圖 3.5.2)： 

步驟 1：由計劃設置「通學道」的學校，向縣市政府的通學道管理權

責單位申請設置「通學道」。 

步驟 2：確定「通學道」研究區域所涵蓋的範圍。 

步驟 3：通學道管理權責單位進行可行性研究。 

步驟 4：通學道管理權責單位提出的可行性研究可行，擬定「通學道」

計畫，並至步驟 6；若可行性研究無法確定通學道設置的必

要性，則取消「通學道」的申請。 

步驟 5：舉辦說明會允許學校與鄰里居民等對「通學道」計畫提出意

見。 

步驟 6：「通學道」計畫必須經由學校與鄰里居民大多數同意，並至

步驟 7；若學校與鄰里居民大多數不同意，則取消「通學道」

的申請。 

步驟 7：通學道管理權責單位計畫同意書交予各縣市「通學道」審議

委員會。此階段學校與鄰里居民仍可要求改變「通學道」計

畫。 

步驟 8：縣市「通學道」審議委員會批準「通學道」計畫，再至步驟

9；若未批準，則取消「通學道」的申請。 

步驟 9：「通學道」計畫執行(含規劃和實施、審議和評估)。 

步驟 10：追蹤考核已確認「通學道」計畫的有效性(含修改或移除「通

學道」相關設施)。 

表 3.5-1 申請設置「通學道」各階段的權責單位 
步驟 項目 主辦者 協辦者 

1 申請設置「通學道」  提案的學校  -  
2 確定研究區域 通學道管理權責單位 提案的學校 
3 進行可行性研究 通學道管理權責單位 -  
4 擬定「通學道」計畫 通學道管理權責單位 提案的學校 
5 舉辦說明會 通學道管理權責單位 提案的學校 
6 學校鄰里居民協商或表決 提案的學校  -  
7 縣市「通學道」審議委員會進

行審議 「通學道」審議委員會 通學步道管
理權責單位 

8 審議委員會批準「通學道」計
畫 「通學道」審議委員會 -  

9 通學道計畫執行 通學道管理權責單位 提案的學校 
10 追蹤考核已執行計畫的有效性 通學道管理權責單位 提案的學校 

資料來源：本手冊研究整理 

3-9 



 
 

圖 3.5.2  通學道實施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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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實施步驟各階段的權責單位可參考表 3.5-1；然而上述實施步

驟必須利用由下而上的方式進行，在部份縣市可能無法執行或曠日廢

時，因此若欲簡化「通學道」設置申請的流程，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

可採取下列的簡易方式進行，但可依地方的特性需求加以彈性調整。 

1.由下而上的簡易方式 

   步驟 1：由計劃設置「通學道」的學校，向縣市政府的通學步道管

理權責單位申請設置「通學道」。 

      步驟 2：縣市政府的通學步道管理權責單位利用現地勘察與申請單

位協商等方式確定「通學道」設置的必要性，若確定有必

要時則至步驟 3；若無法確定「通學道」設置的必要性，

則取消「通學道」的申請。 

      步驟 3：縣市政府的通學步道管理權責單位提出計畫並舉辦說明

會，允許學校與鄰里居民對「通學道」計畫提出意見。 

      步驟 4：「通學道」計畫執行(含規劃和實施、審議和評估)。 

      步驟 5：追蹤考核已執行計畫的有效性 (含修改或移除通學道設

備)。 

2.由上而下的簡易方式 

步驟 1：由縣市政府的通學步道管理權責單位主動提出可設置「通

學道」的學校，利用現地勘察與協商等方式確定「通學道」

設置的必要性，若確定有必要時則至步驟 2；若無法確定

「通學道」設置的必要性，則取消「通學道」的申請。 

       步驟 2：縣市政府的通學步道管理權責單位提出主要計畫並舉辦

說明會，允許學校與周邊居民對「通學道」計畫提出意

見。 

   步驟 3：「通學道」計畫執行(含規劃和實施、審議和評估)。 

      步驟 4：追蹤考核已執行計畫的有效性(含修改或移除通學道設

備)。 

        若通學道視為學校應進行的建設項目之一，可由縣市政府編擬

年度預算，再依評選原則挑選出當年度優先執行的學校，給與經費

補助執行通學道計畫。 

 (三)通學道執行程序 
1.縣市政府編擬通學道建設之年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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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學校透過提案方式爭取經費，確定各學校通學道施作範圍。 

3.在通學道主體施作之前，相關主管單位(例如：縣市政府違章建築

處理大隊)應針對每所學校通學道施作範圍，會同校方、區公所、

派出所、建設局(處)、交通局(處)、環保局(處)等單位，共同執行

通學道的打通或淨空。 

4.清查校區週遭街廓道路、紅磚人行道及騎樓、走廊，如有妨礙通

行的違建或路霸，應先予以溝通勸導，完成查報處分等法定程

序，並通知限期改善，如未改善即執行聯合強制取締拆除。 

5.擬定通學道的維護管理計畫，由校方、區公所、派出所、建設局

(處)、工務局(處)、交通局(處)、環保局(處)等單位依權責範圍確

實執行。 

四、國內可參考採用的做法 

1.台北市「通學巷」 

依據「臺北市通學巷設置方法」所述，通學巷係設置於學校周邊

學生通學經常出入且非當地車輛必經之路段，以管制車輛進出之方

式，使該巷道在指定之通學尖峰時段以供步行之學生通行為主。由於

各校周邊交通特性不一，所以適合的通學巷設置方式也有不同，無統

一適用之作法。決定通學巷之設置與否及其設置方式，主要係由主要

規劃單位─台北市交通工程管制處，邀集相關單位共同會勘後，評估決

定之。 

2.高雄市「陽光通學步道」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以社區營造的概念與手法來推動「社區

通學道計畫」，在社區通學道主體施作之前，市府工務局違章建築處

理大隊就會針對每所學校通學道施作範圍，會同校方、區公所、派出

所、建設局、交通局、環保局等單位，共同執行通學道的打通，清查

校區週遭街廓道路、紅磚人行道及騎樓，如有妨礙通行的違建或路

霸，會先予以溝通勸導，完成查報處分等法定程序，並通知限期改善，

如未改善便會執行聯合強制取締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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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交通寧靜區規劃設計 

「交通寧靜區」(traffic calming)最早起源於荷蘭，稱之為「woonerf」。

而國內稱這種「woonerf」道路為「交通寧靜區」，在 woonerf 的道路上，人

行道與車道混合，行人、自行車與汽車共同使用路面，兒童也允許在道路上

遊戲，為保護人的安全，將道路縮減寬度，並且使鋪面凹凸不平，及在路面

上植栽，以降低汽車速度。 

本章說明交通寧靜區的規劃設計，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1.有關交通寧靜區的定義敘述於 4.1 節。 

2.有關交通寧靜區建置考量因素說明於 4.2 節。 

3.有關交通寧靜區的規劃設計準則請參考 4.3 節。 

4.有關交通寧靜區的設計參考圖與範例呈現於 4.4 節。 

5.有關交通寧靜區推動與執行的具體作法(含交通寧靜區的規劃步驟與流

程)闡述於 4.5 節 

4.1 交通寧靜區定義 
交通寧靜區的設置主要目的是以改變汽機車駕駛人之駕駛行為，最後

達到減少通過性交通量的效果。 

一、定義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之定義，交通

寧靜區係指劃設某區域範圍內之道路採用寧靜式交通策略；寧靜式交通

策略係結合路網系統規劃及道路交通工程措施，以減少穿越性交通及降

低行車速率，降低機動車輛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進而改善該範圍內道路

使用環境。 

二、設計目標 

1.提高生活品質。 

2.整合街道沿線使用者對工作、居住、休閒娛樂等之喜好及需求。 

3.減少因使用汽機車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 

4.提倡步行及自行車、大眾運輸的使用。 

4.2 交通寧靜區建置考量因素 
有關交通寧靜區設置之考量因素、設置後應有之效益描述如下： 

一、交通寧靜區設置之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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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通改善區域之入口、區域內之街道交叉口、路段位置。 

2.街道等級：服務道路(含地方性街道、集散街道)、次要幹道、主要幹

道。 

3.街道幾何型式。 

4.道路沿線的土地使用。 

5.大眾運輸的需求。 

6.經費來源。 

7.景觀考量。 

8.社區居民的喜好。 

二、交通寧靜區設置後應有之效益 

1.減低汽機車行駛速率。 

2.減低人車衝突及肇事嚴重性。 

3.增加非汽機車街道使用者的安全及安全感。 

4.減少交通違規執法的需求。 

5.強化道路環境（如街道景觀之美化）。 

6.促進路面雨水的排除。 

7.增加綠色運輸工具(含自行車、電動車、大眾運輸)的可及性。 

8.減少通過性的汽機車交通量。 

 4.3 交通寧靜區規劃設計準則 
本手冊交通寧靜區規劃設計準則係以內政部營建署『市區道路及附屬

工程設計規範』(民國 98 年)為依據。 

一、設置原則 

1.交通寧靜區主要設置於住宅社區、商業購物區及學校周邊之服務道

路，並經整體路網功能評估，以人本交通為考量，將道路空間規劃兼

具人車交通需求及安全使用機能。 

2.交通寧靜區規劃設置，應考量救援車輛及垃圾車通行需求。 

二、設計要點 

1.交通寧靜區之設計宜整體考量路網機能、交通安全、行人與腳踏自行

車空間、路邊停車、道路環境景觀、噪音振動影響及商業區貨物裝卸

等需求。 

2.交通寧靜區應採低速管制，最高速限 30 公里/小時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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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通寧靜區出入口及設施佈設，應配合適當標誌及標線，使駕駛者易

於辨識。 

4.交通寧靜區設施佈設需符合內政部營建署「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

間指導原則」。 

5.車道寬規定如表 4.3-1。 

表 4.3-1 各種車道寬規定 
雙車道以上 
每車道寬 雙向單車道 單向 

單車道 路段 
分類 

最小 標準 最小 標準 最小 

一般路段 2.80 3.25 5.25 5.50 

限制大型車 
進入路段 2.50 3.00 4.50 5.25 

3.5 

資料來源：『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單位：公尺 

三、規劃原則 

1.交通寧靜區的設置需以社區為基礎，並獲得社區居民的支持。將道路

空間優先配給行人及當地居民活動使用。 

2.轉移穿越性交通，其餘的交通則加以降速處理。 

3.交通寧靜區的設置要能實際改善街道使用者的安全，建全行人、自行

車路網設施，確保徒步及自行車通行品質，提高社區居民可用之空

間。特別是對孩童、行動不便者、老年人及自行車使用者。 

4.交通寧靜區的設計應有對汽機車駕駛人產生限制，使駕駛人減速行駛

的效果，規劃者必須利用最有效和最適當的設施以達到車輛減速的目

的。 

5.交通寧靜區的設置方式要能直接影響汽機車駕駛人的駕駛行為。 

6.交通寧靜區的出入口在建設時就應能清楚辨識，其可能位於主要道路

與次要道路的交叉口(理想狀況)或離交叉口不遠。 

7.交通寧靜區內之分隔空間可做為行人保護措施。例如，使用護柱護欄

或樹木。 

8.路面停車位應座落於角落，標線與字母"P"應與路面其他部分有明顯區

別。 

9.資訊的標誌，可利用交通標誌表現該區的特性。 

10.改善公共運輸及其停車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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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整體規劃停車空間。在商業區街道應提供特殊卸載貨區域，在時限

內提供短時間停車。 

四、設計方法 

設置交通寧靜區的主要方法如下： 

1.路網結構改變：調整行車動線，引導穿越性交通轉移。 

2.路段降速措施及道路空間調整：利用路面高程、線形、寬度、材質、

顏色等變化及道路停車空間規劃以警示並迫使駕駛者減速慢行。 

3.路口整合設計：利用路口高程、線形、寬度、材質、顏色等變化及路

口槽化處理，以提醒駕駛者注意並迫使其減速慢行。 

4.4 設計參考圖 
4.4.1 設計元素的整合與配置 
(一 )主要設施  

交通寧靜區設施依機能可歸類為流量管制設施及速率管制設施，其

主要設施型式如表 4.4-1。 

表 4.4-1 主要設施型式 

管制項目 主要設施型式 
道路全封閉式設施 
道路半封閉式設施 
路口對角封閉設施 
中央分隔阻斷路口設施 
強制轉向槽化島 

流量管制設施 

單行道管制及限制通行時間 
路段之減速墊、減速丘、減速台 
交岔路口之墊高 
跳動路面 
鋪面材質或色彩變化 
路段之車道曲折 
狹路或路寬縮減 

速率管制設施 

速限標誌 
資料來源：『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4-4 



4.4.2 設計範例 
(一) 流量管制設施 

1.道路封閉設施 

(1)全封閉式：設置道路橫斷阻隔設

施，以阻絕穿越性車流，僅維持腳

踏自行車及行人通行空間，設置參

考例如右圖。 

 
全封閉式圖例 

(2)半封閉式：設置交通島並配合標

誌設施，以封閉部分行車方向之車

流，設置參考例如右圖。 

 
半封閉式圖例 

2.路口對角封閉設施 

(1)設置交通島、車阻或暫時性的阻

隔設施，於十字路口作對角線的分

隔，以阻斷路口穿越性車流，設置

參考例如右圖。 
 

路口對角封閉設施圖例 
(2)設施之佈設應維持腳踏自行車及

行人通行空間，並於緊急狀況發生

時，救災車輛仍可穿越而過。 

 

3.中央分隔阻斷路口設施 

利用中央分隔島延伸至路口，以阻斷

橫向穿越車流。設施之佈設應維持腳

踏自行車及行人通行空間，設置參考

例如右圖。 
 

中央分隔阻斷路口設施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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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強制轉向槽化島 

設置路口槽化島，以強制部分行車方

向右轉，設置參考例如右圖。 

 
強制轉向槽化島圖例 

 
(二)速率管制設施 

1.路段之減速墊、減速丘、減速台(考量噪音與安全影響，減速設施之設

置必須謹慎考量)。 

(1)設施鋪面顏色、標線及標誌必須確保辨識性。 

(2)道路縱坡大於 8%，不宜設置。 

設置參考例如圖 4.4.1∼圖 4.4.3，設置幾何尺寸建議詳如表 4.4-2。 

          
圖 4.4.1 減速墊及減速丘平面圖例        圖 4.4.2 減速台平面圖例 

減速墊 

 
 

減速丘 

 

減速台 

 

斜坡段 平台段 斜坡段 

圖 4.4.3 減速墊、減速丘及減速台斷面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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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減速墊、減速丘及減速台幾何尺寸建議 

分類 減速墊 減速丘 減速台 

高度 
  0.025公尺∼

0.035 公尺 
  0.05 公尺∼

0.10 公尺 

0.075∼0.15 公尺 
設置於行人穿越道宜配合

人行道緣石高度 
1/10∼1/7 1/20∼1/10 1/25∼1/10 

斜坡段坡距比 坡頂宜以 
圓弧處理 

坡頂宜以 
圓弧處理 

─ 

長度 ─ ─ 
平台段 

2.4 公尺∼6 公尺 
資料來源：『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2.交岔路口之墊高 

(1)設施鋪面顏色、標線及標誌必須確保辨識性。 

(2)道路縱坡大於 8%，不宜設置。 

設置參考例如圖 4.4.4，設置幾何尺寸建議詳如表 4.4-3。 

 
圖 4.4.4 交叉口墊高圖例 

 
表 4.4-3 交叉口墊高幾何尺寸建議 

高度 
0.075∼0.15 公尺 

(配合人行道高緣石高度) 
斜坡段變化率 1/40∼1/25 

資料來源：『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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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跳動路面 

(1)路面粗糙化處理、凹凸處理或採用粗糙面材質鋪面，使行車產生些

微振動與噪音效果。 

(2)考量噪音影響，緊鄰住宅區巷道不宜使用。 

(3)每組佈設長度為 1.6 公尺∼6 公尺。 

(4)凹凸式處理尺寸設置參考例如圖 4.4.5。 

H:  0.6 公分∼2 公分。 

W1: 5 公分∼15 公分。 

W2: 20 公分 

 
圖 4.4.5 凹凸式處理圖例 

4.鋪面材質或色彩變化─變化路面鋪面材質或色彩，使駕駛者產生警示

效果。 

5.路段之車道曲折 

(1)利用車道線形彎曲配置，迫使駕駛者減速，設置參考例如圖 4.4.6~

圖 4.4.7。 

(2)車道配置應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一章設計車種與

轉向軌跡規定辦理。 

(3)道路縱坡大於 8%，不宜設置。 

   
圖 4.4.6 車道彎曲圖例                圖 4.4.7 車道取折圖例 

6.狹路或路寬縮減 

以實體設施縮小車輛通行寬度或以視覺效果方式，使駕駛通過產

生壓迫感而減低行車速率，設置參考例如圖 4.4.8∼圖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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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8 車道寬縮減圖例            圖 4.4.9 路口寬縮減圖例 

 

4.5 交通寧靜區的推動與執行 
一、交通寧靜區規劃步驟與流程 

(一) 國外交通寧靜區實施步驟 

由國外發展交通寧靜區的經驗，可將交通寧靜區的實施過程分

成 7 個步驟： 

步驟 1：提出申請 

步驟 2：調查現況 

步驟 3：評估設置地區和需要設備 

步驟 4：審查 

步驟 5：規劃和實施 

步驟 6：審議和評估 

步驟 7：修改或移除交通寧靜區設備 

上述實施步驟雖較為繁複，但可做為國內交通寧靜區發展標準

程序之參考依據，實施流程類似圖 4.5.1。 

(二) 交通寧靜區實施流程 

「交通寧靜區」設置申請的基本規定，應由中央主管單位(交通

部或內政部)訂定相關的法令，作為各縣市政府處理「交通寧靜區」

的法源依據，而各縣市政府則設立專門機構(例如：在交通處或交通

局內設置「交通寧靜區」審議委員會或小組，若無交通處或交通局

等交通管理專責單位，則由負責交通管理業務單位執行相關業務)

負責統籌處理相關事宜，有關「交通寧靜區」設置申請的流程可分

為下列 11 個步驟(圖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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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由計劃設置「交通寧靜區」的鄰里社區，向交通管理權責

單位申請設置鄰里交通寧靜區。 

步驟 2：組織鄰里「交通寧靜區」任務小組。 

步驟 3：確定交通寧靜區域所涵蓋的範圍。 

步驟 4：交通管理權責單位進行可行性研究。 

步驟 5：交通管理權責單位提出的可行性研究交由任務小組協助擬

定主要計畫，並至步驟 6；若可行性研究無法確定交通寧

靜區設置的必要性，則取消「交通寧靜區」的申請或延後

再議。 

步驟 6：任務小組舉辦鄰里說明會允許居民對主要計畫提出意見。 

步驟 7：計畫必須經由鄰里居民多數同意，並至步驟 8；若鄰里居民

多數不同意，則取消「交通寧靜區」的申請或延後再議。 

步驟 8：交通管理權責單位和任務小組將計畫同意書交予各縣市「交

通寧靜區」審議委員會。此階段鄰里居民仍可要求改變主

要計畫。 

步驟 9：縣市「交通寧靜區」審議委員會批準主要計畫，再至步驟

10；若未批準，則取消「交通寧靜區」的申請。 

步驟 10：交通寧靜區主要計畫付諸執行(含規劃和實施、監督和評

估)。 

步驟 11：追蹤考核已確認計畫執行的成效。(含修改或移除交通寧

靜區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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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  交通寧靜區實施流程圖 

資料來源：參考國外做法歸納編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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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實施步驟各階段的權責單位可參考表 4.5-1；然而上述實施步驟

必須利用由下而上的方式進行，在部份縣市可能無法執行或曠日廢時，

因此若欲簡化「交通寧靜區」設置申請的流程，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可

採取下列的簡易方式進行，但仍可依地方的特性需求加以彈性調整。 

1.由下而上的簡易方式 

  步驟 1：由計劃設置「交通寧靜區」的鄰里社區，向縣市政府的交通管

理權責單位申請設置鄰里交通寧靜區。 

步驟 2：縣市政府的交通管理權責單位利用現地勘察與申請單位協商等

方式確定交通寧靜區設置的必要性，若確定有必要時則至步驟

3；若無法確定交通寧靜區設置的必要性，則取消「交通寧靜

區」的申請。 

步驟 3：縣市政府的交通管理權責單位提出「交通寧靜區」計畫並舉辦

鄰里說明會，允許居民對「交通寧靜區」計畫提出意見，若居

民多數贊成則至步驟 4；若居民多數不贊成則取消「交通寧靜

區」的申請。 

步驟 4：交通寧靜區計畫通過並執行(含規劃和實施、審議和評估)。 

步驟 5：追蹤考核已執行「交通寧靜區」計畫的有效性(含修改或移除

交通寧靜區設備)。 

2.由上而下的簡易方式 

步驟 1：由縣市政府的交通管理權責單位主動提出可設置「交通寧靜區」

的鄰里社區，利用現地勘察與協商等方式確定交通寧靜區設

置的必要性，若確定有必要時則至步驟 2；若無法確定交通寧

靜區設置的必要性，則取消「交通寧靜區」的設置。 

步驟 2：縣市政府的交通管理權責單位提出「交通寧靜區」計畫並舉辦

鄰里說明會，允許居民對「交通寧靜區」計畫提出意見，若

居民多數贊成則至步驟 3；若居民多數不贊成則取消「交通寧

靜區」的申請。 

步驟 3：交通寧靜區計畫通過並執行(含規劃和實施、審議和評估)。 

步驟 4：追蹤考核已執行「交通寧靜區」計畫的有效性(含修改或移除

交通寧靜區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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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申請設置「交通寧靜區」各階段的權責單位 
步驟 項目 主辦者 協辦者 

1 申請設置「交通寧靜區」 提案的鄰里社區 - 
2 組織鄰里「交通寧靜區」

任務小組 
交通管理權責單位 提案的鄰里社區 

3 確定交通寧靜區之範圍 鄰里「交通寧靜區」
任務小組 

1.交通局(處)或工務
局(處)或其它權責
單位 

2.提案的鄰里社區 
4 進行交通可行性研究 交通管理權責單位 鄰里「交通寧靜區」

任務小組 
5 擬定「交通寧靜區」計

畫 
鄰里「交通寧靜區」
任務小組 

1.交通管理權責單位
2.提案的鄰里社區 

6 舉辦鄰里說明會 鄰里「交通寧靜區」
任務小組 

1.提案的鄰里社區 
2.交通管理權責單位

7 鄰里居民協商或表決 提案的鄰里社區 - 
8 縣市「交通寧靜區」審

議委員會進行審議 
「交通寧靜區」審
議委員會 

交通管理權責單位 

9 批準「交通寧靜區」計
畫 

「交通寧靜區」審
議委員會 

- 

10 交通寧靜區計畫執行 交通管理權責單位 提案的鄰里社區 
11 追蹤考核已確認「交通

寧靜區」計畫的有效性
交通管理權責單位 提案的鄰里社區 

資料來源：本手冊研究整理 
 
二、交通寧靜區設施與實施方法 

1.社區居民教育 
說明：透過教育方式改變駕駛行為的

活動。計畫目標為希望提醒駕駛人減

緩行駛速度、在進入主幹道前先停

等、道路共享，並考慮能降低車輛和

行人衝突的方法。  
2.傳統執法 
說明：警察定期偵測超速和其他違規

事項。 

 
3.社區測速計畫 
說明：政府提供手持測速槍給義工，

在當地紀錄超速狀況，讓居民了解超

速車輛之數量和誰在社區內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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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通寧靜區標誌 
說明：提醒民眾該地區已設為交通寧

靜區。 
荷蘭 

5.道路標線 
說明：利用標線提醒駕駛人道路狀

況，例如利用標線造成道路寬度縮減

的視覺效果。  
6.高辨識度的人行穿越道 
說明：行人穿越道採鋪設格狀紋路或

對比色條紋設計以增加駕駛人識別

度。  
7.減速標線或微凸障礙物 
說明：在路面鋪設微凸標線或障礙

物，以提醒駕駛人降低速度。 
 

8.管制營業車輛 
說明：經交通或停車管理主管單位決

議，標示營業用車輛應管制進出。 

 

9.特殊鋪面 
說明：改變道路鋪面變化，可以提醒

駕駛人注意通過地區。將道路鋪面由

標準的柏油改為連鎖磚、混凝土鋪面

材料或彩色混凝土，以影響駕駛人行

為和減速。  
10.中央分隔島 
說明：在道路中央用來分隔交通的島

或障礙物，為防止車輛向對向移動而

設計。設置地區不能左轉。 
 

11.減速駝峰 
說明：減速駝峰高度應不會使駕駛人

產生不適或車輛損壞。減速駝峰可以

有效降低速度，且不會對救災車輛或

公車造成危險。  
12.升高的行人穿越道 
說明：在行人穿越道路面設計緩升

峰，一般設在街廓中間。 
 

13.交叉路口減速駝峰 
說明：在道路交叉路口的緩升峰，大

部份設於四叉路口，藉由路面的改變

來影響駕駛行為及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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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入口處理 
說明：採用標誌、旗幟、造景或其他

建築物來處理街道，以強化該社區的

入口意象，讓駕駛人了解駕駛環境的

改變。 
 

15.轉彎半經縮減 
說明： 交叉路口轉彎半徑縮減，可

使駕駛人減速轉彎通過。 

 
16.小圓環 
說明：在住宅區道路交叉路口建築的

島狀物，可使駕駛人減速以順著圓環

移動。  
17.圓環 
說明：圓環會增加交叉路口的環型區

域，駕駛人沿著圓環逆時針行駛。圓

環行駛的車輛有優先路權，準備要進

入圓環的車輛要等到圓環內無車才

能進入。  
18.設計彎道 
說明：主線道彎曲，讓道路不是筆直

車道。此設施會改變車輛直線前進通

過社區的視線，讓車輛降低速度。 
 

19.交叉路口縮減 
說明：減少交叉路口路寬。類似車道

縮減，但使用於交叉路口。在交叉路

口處減少截角，以降低過境交通。 
 

20.車道縮減 
說明：街道縮減以增加人行道及造

景，當駕駛人接近此設施，會感覺道

路縮減，而降低速度。 
 

21.強迫轉彎障礙物 
說明：設置於交叉路口引導轉彎的小

槽化島。設計來限制某些轉彎方向，

特別是左轉。  
22.單行道 
說明：設置於有高過境交通量的地

區，以改變交通流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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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都市自行車環境規劃設計 

本章說明市區道路自行車環境的規劃設計，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1.有關自行車環境的定義敘述於 5.1 節。 

2.有關自行車環境設計應考量的因素說明於 5.2 節。 

3.有關自行車環境的規劃設計請參考 5.3 節。 

4.有關自行車環境的設計參考圖與範例呈現於 5.4 節。 

若欲瞭解有關自行車環境設置之查詢流程與使用方式，請直接參閱 5.4

節首段之說明。 

5.1 自行車環境定義 
一、適用範圍 

1.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6 條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9 條慢

車種類及名稱，對自行車之定義如下： 
(1)腳踏自行車。 

(2)電動輔助自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人力為主、電力為輔，最大行

駛速率在每小時二十五公里以下，且車重在四十公斤以下之二輪車輛。 

(3)電動自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電力為主，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

二十五公里以下，且車重（不含電池）在四十公斤以下之二輪車輛。 

因電動輔助自行車以人力為主，電力為輔，其行駛速度等特性與腳踏

自行車差異較小，然而電動自行車以電力為主，在行駛速度方面，明顯

較腳踏自行車與電動輔助自行車快，故本手冊將可通行於自行車道的

自行車定位為腳踏自行車與電動輔助自行車，並不包括電動自行車，

電動自行車的行駛空間與機車類似，因此本手冊所提及之自行車包括

腳踏自行車與電動輔助自行車。 

2.本手冊統一將腳踏車定名為自行車。  

3.本手冊之自行車道範圍界定為：「市區生活通勤型自行車道」（本手

冊不包括運動休閒型與運動競賽型自行車道）。 

二、分類 

內政部營建署『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所針對的自行車係

指腳踏自行車而言，不包括電動輔助自行車與電動自行車，『市區道路

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針對腳踏自行車道之型式分類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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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腳踏自行車道型式 

1.腳踏自行車道係指提供腳踏自行車使用或腳踏自行車與行人共用之

車道或道路，包括腳踏自行車專用、腳踏自行車與行人共用二種。 

2.腳踏自行車專用：包括腳踏自行車專用車道、腳踏自行車專用道路二

種。 
(1)腳踏自行車專用車道：於道路用地範圍內劃設特定空間，提供腳踏自行

車使用，其他車種不得佔用行駛。 

(2)腳踏自行車專用道路：獨立設置特定行駛空間，提供腳踏自行車使用，其

他車種不得佔用行駛。 

3.腳踏自行車與行人共用：包括腳踏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腳踏自行車

與行人共用道路二種。 
(1)腳踏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於道路用地範圍內劃設特定空間，提供腳踏自

行車與行人共用，應合乎腳踏自行車道與人行道相關規定。 

(2)腳踏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路：獨立設置特定行駛空間，提供自行車與行人

共用，應合乎腳踏自行車道與人行道相關規定。 

4.腳踏自行車專用道路、腳踏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路之線形應依「市區

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5.4 節規定辦理，腳踏自行車專用車道、

腳踏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之線形得配合道路線形設計。 

5.腳踏自行車道之設置可為標線、實體分隔或獨立設置。 

 (二)以功能分類 

針對自行車道之分類，行政院體委會所委託編定之「自行車道

設施設計準則彙編」(中華民國景觀協會，民國 92 年 6 月)，對自行

車道可區分為運動休閒型、生活通勤型與運動競賽型三類；針對生

活通勤型自行車道則可區分為與人行共用型、與車行共用型兩類；

本手冊將以生活通勤型自行車道為主進行規劃設計準則之研訂，不

包括運動休閒型與運動競賽型。 

                 
      圖 5.1.1 自行車道系統分類       圖 5.1.2 生活通勤型自行車道 

          資料來源：本手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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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以設置地點與路權型式分類 

本手冊擬規劃之自行車道屬於生活通勤型(包括通勤型與通學

型)，生活通勤型自行車道（Bikeway）提供通勤、通學及日常生活之

目的，一般依其使用的路權，可分為自行車專用道路(A級)、自行車

專用車道(B級)、自行車與車輛共用車道(C級)、自行車與行人共用車

道(D級)等四種。 

 

5.2 自行車環境設計考量因素 
參考國內外案例之發展經驗，自行車道(bike paths, bike lanes, bike routes)

應設置於可讓使用率達到最大的區域。一般來說，中短程活動(10 公里以內)

由於自行車騎士與機動車輛駕駛的起迄點大致相同，故自行車道與一般車道

應設置於相同的通道，如幹道和服務性道路(含集散道路)等。因此，規劃自

行車設施之建置地點時，應該考慮下列位置或因素： 
1.就業中心位置-工業區或勞力密集處。 

2.商業設施位置-包含購物中心、商場、商圈等。 

3.轉乘設施位置：主要的轉乘點如轉乘樞紐中心、捷運站、火車站、市內自行

車路線連接點等。 

4.公園、體育館(場)、棒球場、展演中心、遊樂場和其他休閒區域位置。 

5.學校位置。 

6.區域人口統計資料-包括人口密度和年齡、家庭的大小和類型(集聚透天住宅,  

公寓等)。 

7.旅次長度-大多數自行車(旅次)活動少於 10 公里(或小於 20 分鐘)，在考量計

畫範圍和優先性時，應評估介於可能的起迄點之旅行(旅次)長度。 

依據“市區道路工程規劃及設計規範之研究”第十一章自行車行駛特性

考慮因素，自行車之交通空間設計必須充分考慮自行車行駛特性，這些特性

包括： 
(1)使用自行車的學生在上下學交通中所佔的比例特別的高。 

(2)自行車之速度以在 13(公里/小時)到 18(公里/小時)之間居多。 

(3)經常發生被其它車種超越的情形。 

(4)自行車經常會併排行駛。 

(5)自行車道與人行道之高程差異會限制可行駛之空間。 

(6)負載行李或保持間隔、及後視鏡會影響到所需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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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行車之交通在同一自行車道上經常是雙向的。 

基於上述特性，自行車交通空間的設計特別重視安全淨空之要求。

自行車道寬度除考慮其車寬及行駛淨空之基本要求外，一般亦考慮安全

淨空，單向車道寬度採1.25~1.5公尺為設計標準，且寬度不宜小於1.2公

尺。若只有單一車道，考慮偶發之逆向或兩慢車併行時，為增加騎乘之

舒適度可採用1.5公尺寬以上。在不同之自行車道型式下，一般可採用之

寬度以標線分隔之單向自行車道為1.5公尺，雙向則為2.5公尺；具有實

體分隔之自行車道因受其他運具干擾較小，寬度則建議設置以1.25公尺

以上即可。 

5.3 自行車環境規劃設計準則 
欲瞭解自行車環境規劃設計之內容與使用方式，請參考下列說明： 

1.自行車環境規劃的基本準則說明於 5.3.1 節。 

2.有關自行車環境設計項目(例如寬度、淨高、坡度等)之設計標準參考

5.3.2~5.3.5 節。 

3.有關市區道路之自行車道劃設，包括使用方法、查詢流程等參閱 5.4 節第

一段說明。 

5.3.1 規劃基本準則 
針對自行車道規劃設計準則之訂定，本手冊以內政部營建署訂定『市區

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為依據，並參考行政院體委會所委託編定之「自

行車道設施設計準則彙編」。 

一、通用原則 

自行車道建置以安全、連續串連為前提，用地足夠先採獨立路權，

再考量調整現有車道及路面設施，遇市區採混合車道或繞道方式通過。 

二、生活通勤型自行車道選線考量因素 

未來考量在現有車道上設置自行車專用道，在選定路線時必須考慮

下列因素： 
1.選擇轉彎車輛較少、大型車數量較少的路線。 

2.避免經過高度商業區。 

3.設置於無公車或公車班次較少的路線，並避免與公車站相互干擾。 

4.遠離快車道或避免車速太快的路線，汽車時速超過 60 公里時，所產生的瞬

間風與震動會影響自行車騎乘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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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當汽機車速限超過 50 公里，而每日每車道交通量超過 6,000pcu 或每日每車

道大型車超過 300 輛時，若設置自行車道，應優先設置獨立路權的自行車

專用道。 

6.道路路面宜平緩，路寬應符合設計規範，而自行車速率設計在 30km/hr 以內。 

7.以路網型式規劃，需考量與車站、住宅區、學校、辦公地點、政府機關等據

點銜接性。 

8.設置自行車專用道之專用交通號誌，並減少路口延遲。 

9.經過橋梁或鐵道時，需特別注意自行車車道轉接部分，需有適當區隔與平穩

安全鋪面 

三、自行車環境標誌與標線之設置通則  

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第一

版，針對自行車環境標誌與標線之設置規範符合本手冊需要者，說明如

下： 

1.基本應用原則 

(1)「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以下稱「設置規則」）係所

有用路人（包括自行車使用族群）均需遵循的規則。 

(2)因自行車路段斷面不一致，設置單位必須善用自行車道的標誌、標

線及號誌，彼此相互搭配。 

(3)本手冊目前並不需修改現行公路法令，若有特殊需要，而必須增減

或變更，則需依照設置規則第 234 條，報請交通部核定後公告實施。 

(4)本手冊以範例型式，說明與車道斷面型式( Type1~Type12)搭配的可

行配置方式。至於 Type13~Type23 可參考 Type1~Type12 的設置

方法。 
2.標誌設置通則 

(1)標誌牌面之大小，應以有關之車輛駕駛人（包括汽車、機器腳踏車、

自行車等）在適當距離內辨認清楚為原則。 

(2)同一路線之標誌，其橫向距離及高度應力求一致。 

(3)標誌得視需要加裝附牌，使車輛駕駛人及行人易於瞭解圖案之意義。 

(4)牌面尺寸：警告及禁制標誌，在一般道路上應用標準型，行車速率

較低或路面狹窄之道路則得用縮小型。 

(5)中英對照：自行車系統之標誌或辨識牌等之中英文字，需參照遵守

國際生活環境整合網提供之作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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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豎立式標誌之設置：標誌牌之任何部份不侵入路面上空。高度以標

誌牌下緣距離路面邊緣或邊溝之頂點 120-210 公分為原則，其牌面

不得妨礙行人交通。 

(7)懸掛式標誌之垂直淨空，不得少於 460 公分；其支柱或支架與路肩

邊緣相距以不少於 60 公分為原則。 

3.標線設置通則 

(1)種類：標線之線條設於路段中者，以實線或虛線標繪於路面或緣石

上（其型式依「設置規則」辦理）。 

(2)文字書寫：文字採中文、正楷或變體字，字體大小應一致，標寫順

序縱向者採由遠而近、橫向者則採由左而右書寫，筆劃寬度橫豎比

得採 2：1。 

(3)標字標繪：數字採阿拉伯數字，用等線體或變體字，字體大小應一

致。 

(4)標線得以反光材料設置之。 

路段上行駛管理 

相關標誌標線 標誌牌面 
自行車專用道路(第 68 條) 

     
遵 24 

自行車專用道路(第 69 條) 

   
遵 27        遵 28.1     遵 28.2 

自行車專用車道線，得劃

設於人行道(第 174 條)，
可搭配「自行車專用」標

字(第 175 條) 

 
行人及自行車共用標誌，

設於該段道路或人行道，

以行人為優先(第 67-1 條) 

遵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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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處行駛管理 

相關條文 標誌標線 

機慢車兩段左 (右 )

轉標誌，配合劃設機

慢車左 (右 )轉待轉

區標線。(第 65 條) 
  

遵 20     遵 20.1 

機慢車左 (右 )轉待

轉區(第 191 條) 

 
自行車穿越道線，設

於路口或路段中，必

要時，得增加指向線

(第 186-1 條)  
指向線，劃設於車道

上(第 188 條) 

停車及警告、禁制管理 

行駛管理 相關條文 標誌標線 
停車處的管理 停車處標誌(第 118 條) 

   
指 46   指 47 

當心自行車標誌(第 46 條)

 警 39 

警告與禁止特

定車種的管理 

(第 37 條) 
1. 禁止 4 輪以上汽車及

550cc 以下機車進入 
2. 禁止自行車進入 
3. 禁止電動自行車進入 
4. 前項圖案得擇要調整 

 
禁 6      禁 10     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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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自行車道設計準則 
本手冊有關自行車環境之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設置，應依「道路交

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規定。至於自行車環境之交通標誌、標線、號

誌，應由交通管理權責單位(例如交通局或交通處)負責設置與維護。 

(一)寬度要求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針對腳踏自

行車道之淨寬規範說明如下： 
1.腳踏自行車專用車道淨寬規定如下： 

(1)允許單一腳踏自行車行駛之腳踏自行車專用車道，以 1.5 公尺以上為宜，

最小 1.2 公尺。 

(2)允許雙向通行或二輛腳踏自行車併行之腳踏自行車專用車道，以 2.5 公

尺以上為宜，最小 2.0 公尺。 

2.腳踏自行車專用道路淨寬規定如下： 

(1)允許單一腳踏自行車行駛之腳踏自行車專用道路，以 2.0 公尺以上為宜，

最小 1.2 公尺。 

(2)允許雙向通行或二輛腳踏自行車並行之腳踏自行車專用道路，以 3.0 公

尺以上為宜，最小 2.0 公尺。 

3.腳踏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淨寬以 2.5 公尺以上為宜，最小 2.0 公尺，其設計

不得有礙行人通行，並提供足夠人行淨寬。 

4.腳踏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路淨寬以 4.0 公尺以上為宜，最小 3.0 公尺，其設

計不得有礙行人通行，並提供足夠人行淨寬。 

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第一

版，針對自行車道設置寬度之規範符合本手冊需要者，說明如下： 

1.自行車專用車道或道路： 

一輛自行車： 1.5m(≧ 最小 1.2m) 。 

雙向或二輛自行車並行： 2.5m(≧ 最小 2.0m) 。 

2.自行車與行人共用： 

共用車道：淨寬 2.5m(≧ 最小 2.0m)。 

共用道路(與汽機車同平面) ：淨寬 4.0m(≧ 最小 3.0m)。 

3.自行車道路(與汽機車同平面)： 

 一輛自行車：  2.0≧ m (最小 1.2m)。 

二輛自行車並行：  3.0m (≧ 最小 2.5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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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劃設單邊雙向車道  3.0m (≧ 最小 2.5m) ，與其它車種間應以實體分

隔。 

(二)安全淨空(寬) 

1.自行車道間的安全淨空(寬)至少 0.5 公尺。 
2.與路燈、植栽或建物之間的安全淨寬至少 0.25 公尺。 
3.在停車位旁之安全淨寬至少 0.75 公尺。 
4.與汽車道間之淨空(寬)依車速行駛速度而異。車速 60kph≧ ，側向風

力顯著影響，(優先以設施帶分隔)，宜相距 1.5 公尺以上，但不得低

於 1.0 公尺，以確保自行車專用道路的安全。 

(三)腳踏自行車道線形 

內政部營建署『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針對腳踏自行車

道之線形規範說明如下： 

依附於道路斷面之腳踏自行車專用車道及腳踏自行車與行人共用

道，其線形與道路相同；獨立設置之腳踏自行車專用道路及腳踏自行車

與行人共用道路，其線形規定如下： 

1.設計速率：得依路段特性調整，分為 10∼30 公里/小時。 
2.平曲線最小半徑：按腳踏自行車行駛設計速率的不同，所需之平曲線最小

半徑如表 5.3-1 所示。 
3.橫坡度：以 2%為宜，最小 0.5%。 
4.超高率：最小超高率(emin)依橫坡度規定，最大超高率(emax)以 2%為宜，最

大 3%。 
5.最大縱坡度：以 5%以下為宜，如為橋梁、立體交叉處且受地形或其他特

殊限制者不得大於 8%。 
6.縱坡限制長：縱坡度與縱坡長度限制參考表 5.3-2 所示。 
7.安全淨高：不得小於 2.5 公尺。 
8.連續性：經過橋梁、排水構造物與鐵道等銜接處，應考慮腳踏自行車道之

連接，須特別注意接縫、鋪面平整與坡度、寬度連續性。 

表 5.3-1 腳踏自行車道平曲線最小半徑 

設計速率 Vd 
(公里/小時) 

平曲線最小半徑 Rmin 
(公尺) 

30 30 
20 15 
10 3 

資料來源：『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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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 腳踏自行車道縱坡度與縱坡長度限制 

縱坡度 G 
(%) 

縱坡限制長 Li 
(公尺) 

＜3 ─ 
3 500 
4 200 
5 100 
6 65 
7 40 
8 35 

資料來源：『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依上述『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之要求，自行車道設置在

安全淨高、坡度、坡道等仍需注意下列事項： 

1.安全淨高(垂直淨空) 

(1)騎乘自行車淨高約 1.8∼2 公尺。 

(2)騎駛時與路燈、植栽或建物間之緩衝高    

度為 0.25 公尺。 

(3)自行車道之垂直淨空建議至少要有 2.5 

公尺。 

(4)自行車道路面上方 3 公尺高度最好不要有樹枝，且路面外側最

好有 1 公尺左右的空間是理想的情形。 

2.橫坡度 

自行車道之橫坡度要求係依據車道高程變化而決定，且應注意

車道坡度之長度。 

(1)在車道路線之選擇應盡量沿著地形等高線走向選定。 

(2)路面坡度一般以 2%為佳，以利路面排水。 

(3)一般而言自行車橫坡度均應保持在 5%以下，最好不要超過

8%，其中超過坡度 2%之路徑不宜超過 4 公里；4%之路徑不宜

超過 2 公里；若有特殊高差必須克服，亦儘量不超過 12%，以

提供各年齡層之民眾使用(表 5.3-3）。 

3.坡道 

(1)長斜坡自行車道必須儘量尋找適當腹地地點，設置休憩平台或

是水平車道，以提供騎士休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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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行車若遇到過於陡斜坡道或階梯時，應設計坡道及設置指示

標誌讓騎士下車並容易推車上坡。 

表 5.3-3 自行車坡度表 

高差(M) 坡度(%) 坡長(M) 
1 12 8 
2 10 20 
4 6 65 
6 5 120 
10 4 250 
10≧  3 250≧  

參考資料來源：德國自行車專用道路設計規範 

(四)車道鋪面 

針對自行車道之鋪面規範依交通部規定辦理。自行車道之鋪面可採

用瀝青鋪面、混凝土瀝青、磚材鋪面、人造鋪面及木棧道等堅硬的材料，

本手冊建議採瀝青鋪面。車道之鋪面材質以透水性舖設為優先考量。 

 
資料來源：『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第一版 

 
(五)交叉口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針對腳踏自行車道之交叉口規範說

明如下： 
1.腳踏自行車道在交叉口或路段中之穿越方式，宜配合行人穿越道設置。 

(1)腳踏自行車專用車道穿越交叉口時，宜與行人穿越道區隔。 

(2)腳踏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穿越交叉口時，應與行人穿越道共用。 

2.腳踏自行車穿越道之劃設可為標線或採不同顏色、材質之鋪面。 

(六)腳踏自行車道與車道區隔方式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針對腳踏自行車道與車道之區隔方

式可分為： 

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第一

版，針對自行車道分隔方式之規範符合本手冊需要者，說明如下： 

1.分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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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體分隔：以緣石、護欄、車止、欄杆、植栽槽、綠籬等方式 

(2)非實體分隔：以交通標線分隔 

2.設置原則 

(1)以實體分隔為優先考量，如採標線分隔時應禁止雙向通行。 

(2)針對 Type12 自行車道，當自行車道設置路段道路兩側環境差異大，

需將雙向自行車道設置於單側(如沿海岸、河岸或潭邊等風景區)，且

經評估無法設置於人行道上或由設施帶分隔自行車道時，經檢討車

道寬度後，得將雙向自行車道設於單側車道內並以實體設施分隔汽

機車及自行車。 

 (七)標誌標線 

在指示標誌、標線之位置及內容皆應考量騎乘者反應的時間，自行

車車速約在 16 公里，見到牌誌後之反應時間約需 2.5 秒，其位置與內容

應讓騎乘者容易閱讀及反應。指示牌以圖示為佳、文字應盡量減少且以

黑體字為宜，並應標明地名、方向、里程等基本資料。指標高度應設於

騎乘者視覺平視或上方位置。 

 (八)植栽 

車道運用植栽配置可營造自行車道騎乘空間之安全性、趣味性與教

育性。植栽考慮以引導性及遮蔭性植栽為主，但須注意避免遮擋住騎乘

視線及景觀視線。與車道間可運用植栽作為區隔。在考慮塑造地方特色

方面可利用鄉土植栽或當地特有之植栽。 

(九)界線分隔：自行車道與其他車道交會或並行處，需要採用植栽、安全島、

邊石、劃線或欄杆等方式作明顯之區隔。 

(十) 腳踏自行車停車空間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針對腳踏自行車之停車空間規範說

明如下： 
1.基本停車空間：長 1.85 公尺、寬 0.6 公尺，詳圖 5.3.1 所示。因腳踏自行

車手把寬度約 0.6~0.7 公尺，因此本手冊建議將停車空間寬度設定為 0.7

公尺。 

2.並排停車空間：並排停放時，以長 1.85 公尺、兩車中心間距 0.4 公尺設計

之，詳圖 5.3.2 所示。 

3.斜角停車空間：停車場所狹窄時，可為斜角停車，詳圖 5.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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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 腳踏自行車基本停車空間 

(單位：公尺) 
圖 5.3.2 腳踏自行車並排停車空間 

(單位：公尺) 

 

 

圖 5.3.3 腳踏自行車斜角停車空間 
(單位：公尺) 

 

資料來源：『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5.4 參考設計圖 
有關市區道路自行車道劃設，本手冊提供下列方式供使用者查詢運用： 

1.若要檢驗路權範圍內自行車道所留設寬度是否合宜(參考使用方式說明

一) 
2.有關自行車空間與人行空間整合配置可參考本手冊第二章 2.4 節的說

明。 
3.有關自行車道設置的選擇條件可參考圖 5.4.1~圖 5.4.2 之流程進行分析

(參考使用方式說明二) 
4.依自行車是否擁有專用通行空間，決定自行車道的配置型態(參考使用方

式說明三) 

使用方式說明一： 

市區道路不論是新闢或已闢建，本手冊針對路權範圍內自行車道寬度

的設定可參考表 5.4-1，表中數據僅供參考，國內尚無完整的基礎分析，

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使用方式說明二： 

圖 5.4.1~圖 5.4.2 之流程分析可依下列步驟，區分出 Type1~Type23 等

23 種自行車行駛型態。(參閱 5.4.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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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決定自行車道的路權型式 

步驟 2：決定自行車道是否為單側佈設或設置在單行道 

步驟 3：決定自行車道是否可在人行道設置 

步驟 4：決定自行車道在車道空間設置的型式 

使用方式說明三： 

Type1~Type11 自行車道空間可依允許機動車輛共用或允許行人共用

或專供自行車通行之功能性不同，區分為三大類，並分別歸類於表 5.4-2、

第二章之表 2.4-3、表 5.4-3。表 5.4-2 與表 5.4-3 自行車道配置方式係以自

行車行駛於道路之車道空間進行分類為主，有關自行車行駛於人行道之配

置方式請參閱第二章之表 2.4-2。 

表 5.4-2 與表 5.4-3 依據道路類型、自行車行駛位置、外側車道寬度、

自行車行駛空間類型、自行車行駛寬度、公共設施帶供停車或公車使用寬

度、路側使用類型等情況，據以研擬自行車道的合理寬度，並提出各類型

自行車道的可能型式，其配置型式及圖號可於配置圖檢索表中查詢，查詢

方式參閱 5.4.1 節。 

有關上述使用方式之操作範例說明如下： 

範例 1：某市區道路為已闢建道路並具有下列特性(1)屬主要道路等級(2)自行車

道設置於車道空間(3)外側車道寬度 3.5m(4)自行車行駛類型經查詢圖

5.4.1 後為 Type7-2 (5)路側劃設汽車停車格(6)自行車道設置於停車格

右側，其自行車道配置類型為何? 
步驟 1：利用上述(1)屬主要道路等級(2)自行車道設置於車道空間(3)外側車

道寬度 3.5m(4)自行車行駛類型經查詢圖 5.4.1 後為 Type7-2 等 4

項資訊，接下來應查詢表 5.4-3。 

步驟 2：已知某市區道路(5)路側劃設汽車停車格(6)自行車道設置於停車格

右側，經查表 5.4-3 得知，符合條件的配置類型為 C202-1、

C202-1a、C202-1b。 

範例 2：某市區道路為已闢建道路並具有下列特性(1)屬主要道路等級(2)自行

車道設置於車道空間(3)外側車道寬度 2.8m(4)自行車行駛類型經查

詢圖 5.4.1 後為 Type6-1 (5)路側禁止停車，其自行車道配置類型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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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利用上述(1)屬主要道路等級(2)自行車道設置於車道空間(3)外側

車道寬度 2.8m(4)自行車行駛類型經查詢圖 5.4.1後為Type6-1

等 4 項資訊，接下來應查詢表 5.4-2。 

步驟 2：已知某市區道路(5)路側禁止停車，經查表 5.4-2 得知，符合條件

的配置類型為 C001、C101。 

本節以下內容包括二個部分：第一部分(參閱 5.4.1 節)為自行車道設計元

素之整合及配置，分別就各類型之自行車道為滿足不同功能之需求，提出各種

整合及配置之可能性，再於 5.4.2 節中繪製配置參考圖；第二部分(參閱 5.4.2

節)為自行車環境設施項目之設計參考圖與設計範例。 

5.4.1 設計元素的整合與配置 
有關自行車空間與人行空間整合配置之一般性準則可參考本手冊 2.4 節

的說明。至於自行車道建置的一般性準則與選擇條件說明如下： 

一、一般性準則  

自行車道的設置區位與寬度需求必須考慮以下五種因素： 

1. 準則1--路權的獨立性：不論是新闢道路或已闢建道路，若自行車通

行空間係路權獨立且僅歸自行車使用，則以設置自行車專用道路為

宜，若路權獨立但行人與自行車可共用道路則設置自行車與行人共

用道路。 

2. 準則2--車流的速度(Traffic Speeds)：當車速較高時，因機動車輛與

自行車間存在較高的速差，對單車族的威脅較大，故單車族宜與機

動車輛有分隔的行駛空間或者是有較大的安全淨空，上述狀況下使

用自行車專用車道(bike lane)或自行車專用道路(bike path)是較適

當的。自行車道寬度可依是否與其它車道分隔或緊鄰車道之車流速

度而定。本手冊以速限代表車流的速度。 

3. 準則3--車流量的多寡(Traffic Volumes)：當機動車輛之車流量或大型

車輛增多時，汽機車或大型車輛對單車族的威脅性愈大，建置自行

車專用道路或專用車道的必要性也愈大，自行車道之寬度也應隨車

流量的增加而適度調整。 

二、自行車道寬度的設定  

不論是新闢道路或已闢建道路，有關自行車道是否需要設置?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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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寬度為何?應達到的服務水準為何?因國內尚無較完整的基礎分析，

故本手冊嘗試以國外的研究所計算之流率指標，計算出自行車道設置

的門檻植，例如當自行車流率達 5 車/分，自行車仍可順暢行車，一般

而言，此流率值仍是自行車通行品質可接受且合宜的等級，因此當雙

向自行車流率少於 5 車/分，可不必設置自行車道，自行車可行駛於混

合車道或慢車道或外側車道，但自行車道若設置時其寬度至少 1.2 公

尺，但以 1.5 公尺以上為宜，當雙向自行車流率達 5~10 車/分時，自行

車道寬度至少 1.5 公尺，但以 2.0 公尺以上為宜，當雙向自行車流率達

10 車/分以上時，自行車道寬度至少 2 公尺，但以 3 公尺以上為宜。上

述自行車流率門檻植的訂定，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自行車流率可經

由調查取得。 

表 5.4-1 顯示設計自行車道橫斷面之選擇門檻，表中數據僅供參

考，國內尚無完整的基礎分析，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表 5.4-1 都市地區自行車道橫斷面設計選擇 

車輛 ADT 
（二車道） 

＜500 
500– 
1,000 

1,000– 
2,000 

2,000– 
5,000 

5,000– 
10,000 

＞10,000

車輛 ADT 
（四車道） 

N/A N/A 
2,000– 
4,000 

4,000– 
10,000 

10,000– 
20,000 

＞20,000

<40kph SL WOL WOL WOL BL=1.5m 不適用 

40-50kph 
有標誌的

SL 
WOL BL=1.5m BL=1.5m BL=1.8m BL=1.8m

50–70kph WOL BL=1.5m BL=1.5m BL=1.8m BL=1.8m 
BL=1.8m

或 
PS=2.5m

車

速 

70kph≧  BL=1.5m BL=1.5m BL=1.8m BL=1.8m
BL=1.8m 

或 
PS=2.5m 

SUP 或 
PS=3m 

BL=自行車道  SL=混合車道  WOL=寬外車道  SUP=共用道 
PS=慢車道或路肩   
註：車輛 ADT 單位為 PCU 
資料來源：本手冊整理，Minnesota DOT(2008) Minnesota Bikeway Facility Design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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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行車道設置的選擇條件  

不論是新闢道路或既成道路，在劃設自行車道時可依自行車通行空

間之型式按照圖 5.4.1~圖 5.4.2 之流程進一步分析，而建置的型式可分

為 23 種。非單行道之自行車通行空間區分為以下三大類： 

(一) 獨立路權 

1.自行車專用車道(Type1) 

(二) 與行人共用路權 

1.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Type2) 
2.自行車、行人共用人行道，汽機車道共用道(Type3-1、Type3-2) 
3.自行車、行人共用人行道之標線專用車道，汽機車道共用道

(Type4-1、Type4-2) 
4.自行車、行人共用人行道之分隔島專用車道，汽機車道共用道

(Type5-1、Type5-2) 
(三)與汽機車共用路權 

1.自行車與汽機車道(快慢車道)共用車道(Type6-1、Type6-2) 
2.自行車與汽機車道共用車道 (快慢車道 )之標線專用車道

(Type7-1、Type7-2、Type7-3) 
3.自行車與汽機車道共用車道 (快慢車道 )之分隔島專用車道

(Type8) 
4.自行車與汽機車道(混合車道)共用車道(Type9-1、Type9-2) 
5.自行車與汽機車道共用車道 (混合車道 )之標線專用車道

(Type10-1、Type10-2) 
6.自行車與汽機車道共用車道 (混合車道 )之分隔島專用車道

(Type11) 
7.自行車單側雙向之專用車道，汽機車道共用車道 (Type12) 

除上述 12 種外，單行道上自行車通行空間可區為 Type13~Type23，

計 11 種。 

圖 5.4.1 之分析步驟說明如下： 

    步驟 1：決定自行車道的路權型式，自行車專用路權(Type1)、自行車與

行人或其它種類車輛共用路權(Type2、Type3~Type11)。 

步驟 2：決定自行車道是否為單側佈設或設置在單行道，若是則決定自

行車道在單側佈設或在單行道空間設置的型式 (Typ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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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13~Type23)，若否則至步驟 3。 

步驟 3：決定自行車道是否可在人行道設置，若是則決定自行車道在人

行道空間設置的型式(Type3、Type4、Type5)，若否則至步驟 4。 

判斷標準:人行道服務水準達 C 級以上(即 A~C 級)，表行人流

量不高，可利用人行道剩餘空間供自行車行駛，判斷的指

標有流率與平均密度。  

流率:小於 34-49 人/分.公尺  

平均密度:小於 0.49-0.78 人/M2 

步驟 4：決定自行車道在車道空間設置的型式。 

判斷標準:外側車道交通量>6000PCU 日/車道或大型車>300 輛/ 

日/車道 

當外側車道交通量或大型車數量超過上述門檻時，表示外

側車道可供自行車行駛的空間較少，自行車的安全易受到威

脅。上述條件成立外，若同時外側車道寬<3.0M，建議採混合

車道或另覓道路串連自行車路線。 

自行車在車道空間的其它通行方式可依外側車道寬與快

慢車流是否分道進行配置。 

狀況 1:外側車道寬≧3.0M，快慢車流分道 

自行車道在車道空間設置的型式(Type7、Type8) 

狀況 2 :外側車道寬≧3.0M，但快慢車流不分道 

自行車道在車道空間設置的型式(Type10、Type11) 

狀況 3 :快慢車流分道，外側車道寬<3.0M 

自行車道在車道空間設置的型式(Type6) 

狀況 4 :快慢車流不分道，外側車道寬≧3.0M 

自行車道在車道空間設置的型式(Type9) 

任一道路欲建置自行車道時，可能因道路型態變化等因素而有不同

的型式可選擇，亦即同一條道路之自行車道型式可能有一種以上，但必

須注意的是不同型式自行車道於銜接處必須顧及順暢性、安全性與連續

性等之考量。 



自行車道
設置評估

自行車專用道路
Type 1

自行車專用道路
Type 1

否

單行道或
單側佈設
自行車道

是

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路
Type 2

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路
Type 2

獨立路權 自行車專用

否

是

否

A

人行道服務水準達C級以上
流率:34-49人/分公尺

平均密度0.49-0.78人/M2

否

外側車道交通量
>6000PCU日/車道或
大車>300輛/日/車道

否

快慢車流分道

外側車道淨寬
≥3.0公尺

外側車道設2.5公尺以上
慢車道供機車與自行車共用

Type 6-1,6-2

外側車道設2.5公尺以上
慢車道供機車與自行車共用

Type 6-1,6-2

是

是

否

是 人行道淨寬度≥2.5公尺
或總寬度≥3.0公尺

人行道劃設1.2公尺以上自行車道
Type 4-1,4-2 、 Type 5-1,5-2

人行道劃設1.2公尺以上自行車道
Type 4-1,4-2 、 Type 5-1,5-2

是

否

優先考慮設置2.5公尺以上
人行道供行人與自行車共用

Type 3-1,3-2

外側車道寬
≥3.0公尺

是

否

採混合車道或另覓
道路串連自行車路線

快慢車流分道
是

否

標線、實體分隔
自行車道寬度1.2公尺以上

Type 10、 Type 11

標線、實體分隔
自行車道寬度1.2公尺以上

Type 10、 Type 11

是
標線、實體分隔

自行車道寬度1.2公尺以上

Type 7-1,7-2,7-3、 Type 8

標線、實體分隔
自行車道寬度1.2公尺以上

Type 7-1,7-2,7-3、 Type 8

外側車道設2.5公尺以上
慢車道供機車與自行車共用

Type 9-1 ,9-2

外側車道設2.5公尺以上
慢車道供機車與自行車共用

Type 9-1 ,9-2

是

外側車道寬
≥3.0公尺

否 是

否

步驟1

步驟2

步驟4

步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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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1 自行車道建置流程圖(1) 

 



A

否

否

是
單行道

允許左側停車

是 設置順向自行車道

Type 13
是

否

否

允許兩側停車

自行車道設於
單側且雙向通行

Type 12
允許右側停車

採混合車道或另覓
道路串連自行車路線

Type 14

採混合車道或另覓
道路串連自行車路線

Type 14
是

是

採混合車道或另覓
道路串連自行車路線

Type 17

採混合車道或另覓
道路串連自行車路線

Type 17

設置順向或逆向自行車道

Type 15、 Type 16
是

設置順向或逆向自行車道

Type 18、 Type 19
是

否

否

否

是 設置順向或逆向自行車道

Type 21、 Type 22

採混合車道或另覓
道路串連自行車路線

Type 20

採混合車道或另覓
道路串連自行車路線

Type 20

採混合車道或另覓
道路串連自行車路線

Type 23

採混合車道或另覓
道路串連自行車路線

Type 23

否

車道空間可建置
自行車道

車道空間可建置
自行車道

車道空間可建置
自行車道

車道空間可建置
自行車道

 
圖 5.4.2 自行車道建置流程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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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自行車道型式 Type1~Type11 之適用條件說明如下： 

(一)獨立路權 

     Type 1：本類型「自行車專用道路」屬完全獨立之路權型態（自行車道

分級：A 級，Bike Path），提供自行車用路人一個兼具安全性高、

舒適、平穩、低干擾的騎乘環境，在路權寬度充裕的市區道路

較易設置，此類型較常佈設於分隔島上，由於分隔島與相鄰車

道平面有高度上的實體區隔，可使騎乘於專用道路之自行車與

其他機動車輛或行人完全分離；另在風景區及觀光景點，本類

型自行車道常見設置於湖畔堤道、溪岸堤道或園區道路上。本

類型「自行車專用道路」可單向或雙向通行。 

適用條件：自行車有獨立路權且不與行人、其它車輛共用道路時。 

設置區位：具獨立路權處、寬度足夠之分隔島(如快慢分隔島)。 

路寬條件：自行車專用道路 3.0≧ 公尺以上為佳、最小 2.0 公尺。 

   
Type 1(自行車專用道路)   

 

(二) 與行人共用路權： 

     Type 2：與 Type1 相異之處在於道路設計納入行人的元素，使行人可

與自行車共用此設施。由於自行車與行人共用專用道路，因此

應設置提醒自行車騎士與行人防止彼此擦撞事故發生之警告資

訊。本類型「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路」可單向或雙向通行。 

適用條件：自行車與行人有獨立路權、且兩者共用道路、但不與其它

車輛共用道路時。 

設置區位：具獨立路權處、寬度足夠之分隔島(如快慢分隔島) 。 

路寬條件：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路以 4.0 公尺以上為宜，最小 3.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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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2(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路) 
 

     Type 3：車道空間不宜自行車通行時，若人行道鋪面或改善後鋪面材

質適合自行車騎乘時，可考量將自行車路線設置於人行道上，

自行車與行人共用人行道，因此應設置提醒自行車騎士與行人

防止彼此擦撞事故發生之警告資訊，可區分為 Type 3-1(禁止路

邊停車)與 Type 3-2(允許路邊停車)。 

適用條件：若 2.0M≦人行道淨寬< 2.5M，則自行車與行人共用人行道

（自行車道分級：D 級，Bike Route），鋪面材質應適合自行車

行駛。 

設置區位：道路之車道空間不宜自行車通行且有人行道。 

路寬條件：2.0M≦人行道淨寬< 2.5M 

    
Type 3-1 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路(禁止路邊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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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3-2 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路(允許路邊停車) 

 

     Type 4：與 Type3 同為自行車無法行駛於車道空間之類型，但人行道

淨寬度 2.5≧ 公尺或人行道總寬度≧3.0 公尺，此時可將人行道

劃出部分空間做為自行車專用道（自行車道分級：B 級，Bike 

Lane），並以標線分隔自行車道與人行道，建議以不同於人行道

材質的鋪面設置自行車道，其優點在於可清楚辨識自行車道及

提升其路權之權威性，此類型道路常見於公園周邊道路或人行

道較寬的路段上，單向自行車道之寬度以 1.5 公尺以上為宜，

最小 1.2 公尺，雙向自行車道之寬度以 2.5 公尺以上為宜，最小

2 公尺，而人行空間以 1.0 公尺以上為佳，可區分為 Type 4-1(禁

止路邊停車)與 Type 4-2(允許路邊停車)。 

適用條件：人行道淨寬≧ 2.5M 或人行道總寬度≧3.0 公尺，且自行車

道與人行道可以標線分離設置。 

設置區位：道路之車道空間不宜自行車通行且有人行道。 

路寬條件：人行道淨寬  2.5M≧ 或人行道總寬度≧3.0 公尺。 

 
Type4-1 自行車道與人行道以標線分隔(禁止路邊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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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4-2 自行車道與人行道以標線分隔(允許路邊停車) 

 
     Type 5：與 Type4 類似，但自行車道與人行道間為實體分隔，此類型

道路常見於公園周邊道路或人行道較寬的路段上，單向自行車

道之寬度以 1.5 公尺以上為宜，最小 1.2 公尺，雙向自行車道之

寬度以 2.5 公尺以上為宜，最小 2 公尺，而人行空間以 1.0 公尺

以上為佳，可區分為 Type 5-1(禁止路邊停車)與 Type 5-2(允許路

邊停車)。 

適用條件：人行道淨寬≧ 2.5M 或人行道總寬度≧3.0 公尺，且自行車

道與人行道可以實體設施分隔設置。 

設置區位：道路之車道空間不宜自行車通行且有人行道。 

路寬條件：人行道淨寬  2.5M≧ 或人行道總寬度≧3.0 公尺。 

        
Type 5-1(禁止路邊停車)            Type 5-2(允許路邊停車) 

Type 5 自行車道與人行道以實體設施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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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汽機車共用路權 

     Type 6-1：外側車道交通量<6,000PCU/日/車道、且大型車<300 輛/日/

車道、且禁止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分道、且外側車道寬

<3.0M，外側車道設置 2.5 公尺以上慢車道讓機車與自行車共

用。 

適用條件：禁止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分道，自行車與機車可共用車道。 

設置區位：人行道不宜自行車通行，但道路之外側車道可供自行車通

行。 

路寬條件：外側車道寬<3.0M。 

Type 6-2：外側車道交通量<6,000PCU/日/車道、且大型車<300 輛/日/

車道、且允許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分道、且外側車道寬

<3.0M，外側車道設置 2.5 公尺以上慢車道讓機車與自行車共

用。 

適用條件：允許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分道，自行車與機車可共用車道。 

設置區位：人行道不宜自行車通行，但道路之外側車道可供自行車通

行。 

路寬條件：外側車道寬<3.0M。 

 
Type 6-1 自行車與機車共用慢車道(禁止路邊停車) 

  
Type 6-2 自行車與機車共用慢車道(允許路邊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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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7-1：人行道空間不宜自行車通行、且禁止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

分道、且外側車道寬≧3.0M，外側車道設置 1.2 公尺以上自

行車道，自行車道與慢車道以標線分隔 

適用條件：禁止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分道，外側車道可設置自行車道 

設置區位：人行道不宜自行車通行，但道路外側車道可供自行車通行 

路寬條件：外側車道寬≧3.0M 

Type 7-2：人行道空間不宜自行車通行、且停車格外側允許自行車行

駛，自行車道設置於停車格與人行道之間，寬度 1.2 公尺以

上 

適用條件：允許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分道，停車格與人行道間允許設

置車道 

設置區位：人行道不宜自行車通行，但停車格之外側可供自行車通行 

路寬條件：停車格與人行道間淨寬 1.2M≧  

Type 7-3：人行道空間不宜自行車通行、且允許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

分道、且外側車道淨寬≧3.0M，自行車優先道設置於停車格

左側之外側車道，寬度 1.2 公尺以上 

適用條件：允許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分道，停車格左側之外側車道允

許設置自行車優先道 

設置區位：人行道不宜自行車通行，但停車格左側之外側車道可供自

行車通行 

路寬條件：外側車道寬 3.0M≧  

 

標線    
Type 7-1 自行車道與慢車道以標線分隔(禁止路邊停車) 

5-26 



 

    
Type 7-2 自行車道設於停車格與人行道間(允許路邊停車) 

 

快車道
慢車
道

公共
設施
帶

人行
道

1.8 0.2

路側
停車
格

自行
車優
先車
道

0.2 0.8

標線   
Type 7-3 自行車道設於停車格與慢車道間(允許路邊停車) 

 

Type 8：人行道空間不宜自行車通行、且禁止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分

道、且外側車道寬≧3.0M，外側車道設置 1.2 公尺以上自行車

道，自行車道與慢車道以實體設施分隔 

適用條件：禁止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分道，外側車道可設置自行車專

用道 

設置區位：人行道不宜自行車通行，但道路外側車道可供自行車通行 

路寬條件：外側車道寬≧3.0M 

  
Type 8 自行車道與慢車道以實體設施分隔(禁止路邊停車) 

5-27 



     Type 9-1：外側車道交通量<6,000PCU/日/車道、且大型車<300 輛/日/

車道、且禁止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不分道、且外側車道寬

<3.0M，外側車道設置 2.5 公尺以上混合車道讓汽機車與自行

車共用。 

適用條件：禁止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不分道，自行車與汽機車可共用

車道。 

設置區位：人行道不宜自行車通行，但道路之外側車道可供自行車通

行。 

路寬條件：外側車道寬<3.0M。 

Type 9-2：外側車道交通量<6,000PCU/日/車道、且大型車<300 輛/日/

車道、且允許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不分道、且外側車道寬

<3.0M，外側車道設置 2.5 公尺以上混合車道讓汽機車與自行

車共用。 

適用條件：允許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不分道，自行車與汽機車可共用

車道。 

設置區位：人行道不宜自行車通行，但道路之外側車道可供自行車通

行。 

路寬條件：外側車道寬<3.0M。 

 

   
Type9-1(禁止路邊停車)       Type9-2(允許路邊停車) 

Type 9 自行車與汽機車共用混合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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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10-1：人行道空間不宜自行車通行、且禁止路邊停車、且快慢車

流不分道、且外側車道寬≧3.0M，外側車道設置 1.2 公尺以

上自行車道，自行車道與混合車道以標線分隔 

適用條件：禁止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不分道，外側車道可設置自行車

道 

設置區位：人行道不宜自行車通行，但道路外側車道可供自行車通行 

路寬條件：外側車道寬≧3.0M 

Type 10-2：人行道空間不宜自行車通行、且停車格外側允許自行車行

駛，自行車道設置於停車格與人行道之間，寬度 1.2 公尺以

上 

適用條件：允許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不分道，停車格與人行道間允許

設置車道 

設置區位：人行道不宜自行車通行，但停車格之外側可供自行車通行 

路寬條件：停車格與人行道間淨寬≧1.2M 

Type 10-3：人行道空間不宜自行車通行、且允許路邊停車、且快慢車

流不分道、且外側車道淨寬≧3.0M，自行車優先道設置於停

車格左側之外側車道，寬度 1.2 公尺以上 

適用條件：允許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不分道，停車格左側之外側車道

允許設置自行車優先道 

設置區位：人行道不宜自行車通行，但停車格左側之外側車道可供自

行車通行 

路寬條件：外側車道寬≧3.0M 

 

   
Type 10-1 自行車道與混合車道以標線分隔(禁止路邊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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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車道 公共設施帶 人行道

標線

1.80.2

路側停車格

0.20.8

自行車
專用車道

 
Type10-2 自行車道設於停車格與人行道間(允許路邊停車) 

  
Type 10-3 自行車道設於停車格與混合車道間(允許路邊停車) 

 
Type 11：人行道空間不宜自行車通行、且禁止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

不分道、且外側車道寬≧3.0M，外側車道設置 1.2 公尺以上自

行車道，自行車道與慢車道以實體設施分隔 

適用條件：禁止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不分道，外側車道可設置自行車

專用道 

設置區位：人行道不宜自行車通行，但道路外側車道可供自行車通行 

路寬條件：外側車道寬≧3.0M 
混合車道 公共設施帶 人行道

分隔設施

自行車
專用車道

 
Type 11 自行車道與混合車道以實體設施分隔(禁止路邊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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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12 自行車道佈設於單側     Type 13 單行道允許兩側停車，且可設置

且雙向通行                    順向自行車道。 

  
Type 14 單行道允許兩側停車，     Type 15 單行道允許右側停車， 
無法設置自行車道，自行車與       且路權寬度足夠設置順向自行車道。              

汽機車共用混合車道。 

  
Type 16 單行道允許右側停車，且路   Type 17 單行道允許右側停車， 

權寬度足夠設置逆向自行車道。      但路權寬度不足無法劃設自行車道， 
採混合車道方式。 

  

公共設施帶 人行道公共設施帶人行道 單行道

標線

路側停車格

1.8
0.2

自行車
專用車道

 
Type 18 單行道允許左側停車，       Type 19 單行道允許左側停車， 

且路權寬度足夠設置順向自行車道。   且路權寬度足夠設置逆向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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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20 單行道允許左側停車，但因      Type 21 單行道禁止兩側停車 

路權寬度不夠，無法另劃設自行車道     ，單行道設置順向自行車道。 
，因此採與汽機車混合共用之方式。 

        
Type 22 單行道禁止兩側停車，       Type 23 單行道禁止兩側停車，但 
單行道設置逆向自行車道。           路權寬度不足，無法劃設自行車道， 
                                 因此採混合車道方式。 
 

四、配置類別與型態  

前述 Type1~Type11 自行車行駛空間可依允許機動車輛共用或允許

行人共用或專供自行車通行之功能性不同，區分為三大類，並分別歸納

於表 5.4-2、第二章之表 2.4-3、表 5.4-3，表 5.4-2 為機動車輛可行駛於

自行車道之配置型態，表 5.4-3 則為自行車道僅供自行車通行之配置型

態，第二章之表 2.4-3 為自行車可行駛於人行道之配置型態。其適用內

容概述如下： 

第一類：自行車道允許機動車輛與自行車共用之型態(參考表 5.4-2) 

自行車與機動車輛共用車道，較無法保障單車族之安全；此類型較

適合於車道空間較窄之道路。 

1.路側禁止停車 

      當外側車道寬<3.0M，可設置自行車優先道或慢車道或混合車道讓

自行車行駛於其間，自行車與機動車輛共用車道。 

2.路側允許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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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外側車道寬<3.0M，可設置自行車優先道或慢車道或混合

車道讓自行車行駛於其間，自行車與機動車輛共用車道，自行

車道與停車格間應留設安全淨空。  

第二類：自行車道僅供自行車通行之型態(參考表 5.4-3) 

自行車道僅供自行車通行型態應為自行車道設置之主要型態；此類

型較適合於車道空間較寬之道路。 

1.路側禁止停車 

      當外側車道寬 3.0M≧ ，可設置自行車專用道，自行車專用道與機

車優先道或混合車道間可以標線或實體設施進行分隔。 

2.路側允許停車 

(1)當外側車道寬 3.0M≧ ，若自行車道設置於停車格左側，此自

行車道為自行車優先道型態，並與機車優先道或混合車道間

可以標線設施進行分隔。  

(2)當外側車道寬 3.0M≧ ，若自行車道可設置於停車格右側，此

自行車道為自行車專用道型態，並與停車格間可以標線或實

體設施進行分隔。  

3.設於分隔島或具獨立路權處 

自行車道設置於分隔島或具獨立路權處，此自行車道為自

行車專用道路或專用車道型態。  

五、配置參考圖之查詢  

表 5.4-2 與表 5.4-3 自行車道配置方式係以自行車行駛於道路之車

道空間進行分類，有關自行車行駛於人行道之配置方式請參閱第二章

之表 2.4-3(人行道配置參考圖檢索表)。 

表 5.4-2 與表 5.4-3 各配置參考圖乃根據前述 Type1~Type11，針對

各自行車道設計元素之配置準則、建議等，就不同之道路類型、自行

車行駛位置、外側車道寬度、自行車行駛空間類型、自行車行駛寬度、

公共設施帶供停車或公車使用寬度、路側使用類型等情況，提出各類

型自行車道的可能型式，其配置型式及圖號可於配置圖檢索表中查詢

(表 5.4-2 與表 5.4-3)。 

表 5.4-2 與表 5.4-3 使用方法說明如下： 

欄位一：查詢道路功能分類(例如屬於主要道路，則參考主次要道路類

別)，區分為主次要道路、服務性道路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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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二：查詢自行車道設置位置(例如設置於車道空間，則參考車道空

間類別)，區分為車道空間、分隔島、人行道三類； 

欄位三：查詢外側車道寬度，區分為< 3 公尺、≧ 3 公尺等兩類； 

欄位四：依據上述查詢道路功能分類、自行車道設置位置與外側車道

寬度之結果，再利用圖 5.4.1 查詢自行車行駛類型，區分為

Type1~Type11 等 11 類；(表 5.4-2 與表 5.4-3 之查詢不包括

Type12~Type23) 
欄位五：”自行車行駛寬度”與”公共設施帶供停車或公車使用寬度”兩

欄位僅供使用者參考； 

欄位六：查詢路側使用類型，區分為無(含禁止停車)、汽車停車、機車

停車、公車停靠區、自行車停車彎、機車停車彎與公車彎等

七類； 

欄位七：查詢配置類型與編號，C 類屬主次要道路，D 類屬服務性道

路。 

表 5.4-2 與表 5.4-3 所對應之配置參考圖請參考 5.4.2 節之設計範

例。另針對退縮空間部分，「退縮空間規劃於都市計畫時，應預留基

地斷面之未來配置處理方式」的機制，由各縣市政府之規劃單位聯絡

建管單位或都市計畫單位來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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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2 自行車道配置參考圖檢索表(共用道) 

道路 
功能 
分類 

自行 
車 
行駛 
位置 

外側車道寬

度（含排水設

施，但不含 
停車空間） 

自行車 
行駛類型

自行車 
行駛寬度

（公尺）

公共設施帶

供停車或

公車使用

寬度（公尺）

路側使用類型 
配置

類型

< 3 
Type6-1
Type9-1

< 3 --- 無(含禁止停車) C001

Type6-1 --- 無(含禁止停車) C101
汽車停車 C102
機車停車 C1032.2~3.0 
公車停靠區 C104

2.0 自行車停車彎 C105
2.2 機車停車彎 C106

< 3 
Type6-2

< 3 

2.5~3.0 公車彎 C107
Type9-1 --- 無(含禁止停車) C108

汽車停車 C109
機車停車 C10102.2~3.0 
公車停靠區 C1011

2.0 自行車停車彎 C1012
2.2 機車停車彎 C1013

< 3 
Type9-2

< 3 

2.5~3.0 公車彎 C1014
汽車停車 C202
機車停車 C203Type7-3 2.2~3.0 
公車彎 C204

車 
道 
空 
間 

≧ 3 

Type10-3

1.5 
(標準值)

2.2 
汽車停車 
機車停車彎 

C206

主 
次 
要 
道 
路 

人行

道 
參閱第二章之表 2.4-3(人行道配置參考圖檢索表(行人與自行

車共用))，包括 Type3、Type4、Type5 
--- 

Type9-1 --- --- 禁止停車 D001
服務

性道

路 

車道 
空間 

--- 
Type9-2   

汽車停車 
機車停車 

參考

C109
C1010

註：表中圖例為自行車道供自行車與機動車輛共用之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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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3 自行車道配置參考圖檢索表(專用道) 

道路 
功能 
分類 

自行 
車 
行駛 
位置 

外側車道寬

度（含排水設

施，但不含

停車空間） 

自行車 
行駛類型

自行車 
行駛寬度

（公尺）

公共設施帶

供停車或公

車使用寬度

（公尺） 

路側設施類型 
配置 
類型 

Type7-1 C201 
C201-1Type7-1

Type8 
--- 無(含禁止停車) 

C201-2
C202-1
C202-1a汽車停車 
C202-1b
C203-1
C203-1a機車停車 
C203-1b

Type7-2 2.2~3.0 

公車灣 C204-1
C205 

C205-1Type8 

≧1.2 

2.0~2.2 自行車停車彎 
C205-2

Type10-1 --- 無(含禁止停車) C206-1
C206-2
C206-2aType10-2

≧1.2 
2.2~3.0 

汽車停車 
機車停車 

C206-2b
--- 無(含禁止停車) C207 

車 
道 
空 
間 

≧ 3 

Type11 ≧1.2 
--- 無(含禁止停車) C207-1

人行

道 
參閱第二章之表 2.4-3(人行道配置參考圖檢索表(行人與自行

車共用))，包括 Type3、Type4、Type5 
 

主 
次 
要 
道 
路 

分隔

島（大

於 2.5
公尺） 

--- 
Type1 
Type2 

≧1.2 --- 無(含禁止停車) C301 

註：表中圖例為自行車道僅供自行車通行之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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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設計範例 
一、自行車環境標誌與標線之設計範例  

 
Type1 

遵22-1

        
Type2                                圖片來源：臺中市政府網站 

http://w3.tccg.gov.tw/intro/institution/traffic/oldweb/senic/bicycle/n2.html 

快車道 慢車道 公共設施帶
自行車與

行人共用道
遵22-1

  
Type3-1                                     台南市林森路 

圖片來源：本手冊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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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車道 慢車道

排水
與公
共施
設

自行車
與行人
共用道

1.8
0.2

慢車道
遵22-1

 
Type3-2 

快車道 慢車道 公共設施帶

標線

人行
道

自行車
專用車道

遵28.2

    
Type4-1                               圖片來源：高雄市政府網站 

                           epublication.kcg.gov.tw/.../200808/02_01.jpg 

遵28.2快車道 慢車道

排水
與公
共施
設

1.8
0.2

慢車道

標線

人行
道

自行車
專用車道

   
Type4-2 

快車道 慢車道 公共設施帶

分隔設施

人行
道

自行車
專用車道

遵28.2

  

遵28.2快車道 慢車道

排水
與公
共施
設

1.8
0.2

慢車道

分隔設施

人行
道

自行車
專用車道

 
Type5-1                             Type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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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車道 慢車道 公共設施帶
人行
道

(第183-1條)

   
Type6-1                                  台北市資料 

快車道 慢車道 公共設施帶
人行
道

1.8
0.2

路側停車格

(第183-1條)

   
Type6-2 

快車道 公共設施帶
人行
道

標線

慢車道
自行車
專用車道

遵28.2

    
Type7-1                             

 

快車道 慢車道 公共設施帶
人行
道 遵28.2

1.80.2

路側停車格

0.20.8

自行車
專用車道

標線    
Type7-2                              台南市林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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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車道 慢車道 公共設施帶
人行
道

1.8 0.2

路側停車格
自行車
優先車道

0.2 0.8

遵28.2

標線    
Type7-3                               台南市林森路 

遵28.2快車道 公共設施帶
人行
道慢車道

自行車
專用車道

分隔設施

   
Type8                            台北市敦化北路 

混合車道 公共設施帶 人行道混合車道 (第128條)

     
Type9-1                              

混合車道 混合車道 公共設施帶 人行道

1.8 0.2

路側停車格

0.2 0.8

(第128條)

  
Type9-2                                台北市復興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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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車道 公共設施帶 人行道

標線

自行車
專用車道 遵28.2

     
Type10-1                                  台北市資料 

混合車道 公共設施帶 人行道

標線

1.80.2

路側停車格

0.20.8

自行車
專用車道 遵28.2

  

1.8 0.20.2 0.8

混合車道 公共設施帶 人行道路側停車格

標線

自行車
優先車道 遵28.2

 
Type10-2                             Type10-3 

遵28.2混合車道 公共設施帶 人行道

分隔設施

自行車
專用車道

 
Type11 

快車道 慢車道 公共設施帶 人行道

分隔設施

自行車專用道

逆 順

公共設施帶人行道
遵28.2

   
Type12                                       台 9 丙（鯉魚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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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行車道各型態配置圖 

針對新闢道路或已闢建道路自行車環境之設置，Type3~Type23 可

參考下列配置圖，配置圖中相關名詞之意義，說明如下。 

最小值：正常狀況下之車道寬度下限值 

最大值：正常狀況下之車道寬度上限值 

特殊考量：特殊狀況下之車道寬度下限值 

Vd：速限 (單位:公里/小時) 

   
Type3-1a                      Type3-1b 

  
50KPH<Vd<80KPH

2.5

3.0

路側
停車格

中
央
分
隔
帶

路

肩

汽車道
機車

優先道

0.25 3.0 2.0 2.0

0.5 3.5 2.5 2.5

自行車

與行人
共用道

0.8

1.5
2.75

公
共
設
施
帶

最小值

最大值

特殊考量

CL 1.2

1.5
0.0

路

肩

 
Type3-2a                     Type3-1b 

    
Type4-1a                       Type4-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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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分
隔
帶

路

肩

汽車道
機車
優先道

0.25

0.5

3.0

3.5

2.0

2.5

CL 2.5

3.0

路側
停車格

0.8

1.5

公
共
設
施
帶

0.5

1.0
0.0

路

肩

Vd≦50KPH

1.2

2.5

自行車
專用道

最小值

最大值

特殊考量

人

行
道

1.25

標
線
分
隔

2.75

  
Type4-2a                    Type4-2b 

  
Type5-1a                     Type5-1b 

  
Type5-2a                    Type5-2b 

     
Type6-1a                     Type6-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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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6-2 

       
(雙車道路權15m~20m)

分
向
線

路
肩

汽車道
機車
優先道

0.25

0.5

3.0

3.5

2.0

2.5

1.25

人
行
道

0.8

1.5
2.75

公
共
設

施
帶

最小值

最大值

特殊考量

1.2

2.5

自行車
專用道

標
線
分
隔

路
肩

0.25

0.5

1.0

CL

 
Type7-1a                        Type7-1b 

   
Type7-2a                          Type7-2b 

     
Type7-3a                          Type7-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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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車道路權15m~25m)

分
向
線

路
肩

汽車道
機車

優先道

0.25

0.5

3.0

3.5

2.0

2.5

1.25

人

行
道

0.8

1.5
2.75

公
共
設
施
帶

最小值

最大值

特殊考量

1.2

2.5

自行車
專用道

實
體
分
隔

路
肩

0.25

0.5

CL

 
Type8a                           Type8b 

  

分
向
線

混合車道

3.0

3.5

3.0

3.5
2.75

混合車道

0.8

1.5

公
共
設
施
帶

2.5

3.0

路側
停車格

最小值

最大值

特殊考量

CL

 
Type9-1                     Type9-2 

        
Type10-1、Type11                      Type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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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10-3                       Type12  

 
Type13 

  

單行道

3.0

2.75

1.2

2.5

自行車

專用道

標

線
分
隔

人
行

道

0.8

1.5

1.25 0.8

1.5

公

共
設
施

帶

2.5

3.0

路側

停車格

1.25 最小值

最大值

特殊考量

人
行

道

公

共
設
施

帶  
Type14                         Type15 

   
Type16                         Typ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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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18                           Type19 

  

單行道

3.0

2.75

1.2

2.5

自行車

專用道

標
線
分
隔

人

行

道

0.8

1.5

1.25 0.8

1.5

公
共
設
施
帶

1.25 最小值

最大值

特殊考量

人

行

道

公
共
設
施
帶  

Type20                           Type21 

單行道

3.0

2.75

1.2

2.5

自行車

專用道

標
線
分
隔

人
行

道

0.8

1.5

1.25 0.8

1.5

公
共
設
施
帶

1.25 最小值

最大值

特殊考量

人
行

道

公
共
設
施
帶    

Type22                          Type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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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行車環境配置參考圖之設計範例 

以下為表 5.4-2 與表 5.4-3 所對應自行車環境配置參考圖之設計範

例。 

   (參考圖例) 

 

   (參考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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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配置類型：C102

3.0

機慢車優先道

2.5

路側停車格

行道樹

緣石

排水孔蓋

車道線

路側停車格

0 1.0 2.0 3.0
（單位：公尺）

路燈

機慢車優先道

1.8 0.20.5

.  (參考圖例-台南市中華東路)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配置類型：C103

3.0

機慢車優先道

2.0

機車停車格

0 1.0 2.0 3.0
（單位：公尺）

0.3

安全

間距

行道樹

緣石

車道線

路燈

排水孔蓋

機慢車優先道

機車停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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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配置類型：C104

3.0

機慢車優先道

3.0

公車停靠區

行道樹

緣石

排水孔蓋

車道線

公車停靠區

0 1.0 2.0 3.0
（單位：公尺）

路燈

機慢車優先道

公車站牌

  (參考圖例-高雄市) 

(參考圖例-台南市林森路) 

 

公共設施帶排水
設施

配置類型：C105

3.0

機慢車優先道

2.0

自行車停車彎

0 1.0 2.0 3.0
（單位：公尺）

行道樹

緣石

車道線

路燈

排水孔蓋

機慢車優先道

自行車停車彎

自行車停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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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帶排水
設施

配置類型：C106

3.0

機慢車優先道

2.0

機車停車彎

0 1.0 2.0 3.0
（單位：公尺）

車道線

路燈

機車停車彎

排水孔蓋

機慢車優先道

行道樹

緣石

   (參考圖例) 

 

公共設施帶

配置類型：C107

3.0

機慢車優先道

3.0

公車彎

緣石

車道線

0 1.0 2.0 3.0
（單位：公尺）

路燈

機慢車優先道

行道樹

公車彎
前漸變段起點

排水

設施

排水孔蓋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配置類型：C108

行道樹

混合車道

緣石

排水孔蓋

車道線

0 1.0 2.0 3.0
（單位：公尺）

路燈

混合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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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配置類型：C109

2.5

路側停車格

行道樹

緣石

排水孔蓋

車道線

路側停車格

0 1.0 2.0 3.0
（單位：公尺）

路燈

混合車道

1.8 0.20.5

混合車道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配置類型：C1010

2.0

機車停車格

0 1.0 2.0 3.0
（單位：公尺）

0.3

安全
間距

行道樹

緣石

車道線

路燈

機車停車格

排水孔蓋

混合車道

混合車道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配置類型：C1011

3.0

公車停靠區

行道樹

緣石

排水孔蓋

車道線

公車停靠區

0 1.0 2.0 3.0
（單位：公尺）

路燈

混合車道

公車站牌

混合車道

 
公共設施帶排水

設施

配置類型：C1012

2.0

自行車停車彎

0 1.0 2.0 3.0
（單位：公尺）

緣石

車道線

路燈

排水孔蓋

混合車道

自行車停車彎

自行車停車架

混合車道

行道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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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帶排水
設施

配置類型：C1013

2.0

機車停車彎

0 1.0 2.0 3.0
（單位：公尺）

車道線

路燈

機車停車彎

排水孔蓋

混合車道

混合車道

緣石

行道樹

  
 

公共
設施帶

配置類型：C201

≧1.22.0

自行車專用道機車優先道

行道樹

車道線

排水孔蓋

0 1.0 2.0 3.0
（單位：公尺）

路燈

機車優先道

標線分隔

自行車專用道

排水
設施

 (參考圖例-台南市安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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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配置類型：C201-2

≧1.22.0

自行車專用道機車優先道

緣石

車道線

0 1.0 2.0 3.0
（單位：公尺）

路燈

機車優先道

自行車專用道

行道樹

排水孔蓋

連續綠籬

0.5

連續
綠籬

分隔  
 

公共

設施帶

排水
設施

配置類型：C202

2.5

1.8 0.20.5

路側停車格

行道樹

排水孔蓋

車道線

路側停車格

0 1.0 2.0 3.0
（單位：公尺）

路燈

1.52.0

自行車優先道機車優先道

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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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圖例-台南市林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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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圖例-台北市敦化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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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圖例-台北市敦化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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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圖例-台南市東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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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道路交叉口整合設計 

本章說明道路交叉口整合設計，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1.有關道路交叉口整合設計的定義敘述於 6.1 節。 

2.有關道路交叉口整合設計考量因素說明於 6.2 節。 

3.有關道路交叉口整合設計準則參考 6.3 節。 

4.有關道路交叉口整合設計的設計參考圖與範例呈現於 6.4 節。 

6.1 定義 
一、適用範圍 

        本手冊道路交叉口整合設計之範圍界定為：「路口周邊範圍 80 公尺

內規劃供行人或車輛通行之空間」，此範圍值可依地區的特色與需求加

以彈性調整。所探討的路口以平面交叉型式為主要對象。 

二、分類 

依內政部營建署「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對平面交叉設計

型式有下列之分類： 

1.平面交叉型式包括三支交叉、四支交叉、多支交叉、環形交叉及分隔

帶開口。 

2.多支交叉係指大於四支情況，宜避免使用或採改道、槽化方式處理。 

3.路口交通量較小且有景觀或交通安全考量時，得採環形交叉。 

4.分隔帶開口包括供車輛迴轉、車輛及行人穿越之中央分隔帶開口或快

慢車道間分隔帶之開口。 

6.2 道路交叉口整合設計考量因素 
道路交叉口整合設計應考慮下列四種因素：  

1. 因素1—動線衝突的避免：若路口空間條件許可時，應儘量讓

通過路口之人車動線分離，若空間確實不足時，可採共用道

路方式設計，例如自行車與機車共用道路、自行車與行人共

用道路。  

2. 因素2—停等空間的留設：若路口空間條件許可時，應儘量劃

設行人停等區、自行車停等區或待轉區、機車停等區或待轉

區，若空間確實不足時，自行車與機車可規劃共用停等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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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轉區，自行車與行人可規劃共用停等區，但必須注意彼此

間速度差異的特性。  

3. 因素3—行人安全的保障：在交通寧靜區或學校周邊或行人流

量較多的路口，應採取降低機動車輛通過路口速度的措施，

若有必要可藉縮減路口的方式，縮短行人通過路口的距離與

時間，保障行人的安全。  

4. 因素4--使用者的情況：如果通過路口使用者大多為行人或單

車族，選用分離的人行道與自行車道是較適當的。  

6.3 道路交叉口整合設計準則 
6.3.1 規劃基本準則 

規劃原則：考量行人、自行車、機車、小汽車與大型車之行進動線 

1.行人與自行車、機車之停等空間以分離設置為宜，若空間條件不允許

時，行人與自行車之停等空間可合併設置。  

2.自行車與機車之停等區、待轉區以分離設置為宜，若空間條件不允許

時，自行車與機車之停等區、待轉區可合併設置。  

3.自行車通過路口時，其行進動線宜與機車分離，但必須顧及行人，不

應彼此衝突干擾。 

6.3.2 設計基本準則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針對平面交叉設

計型式之規範說明如下： 

(一) 平面交叉交角 

平面交叉交角以近直角為佳，斜交時其相交銳角宜大於 60 度。 

(二) 平面交叉處之超高與縱坡度 

1.平面交叉處之線形宜平直，須設置超高時宜小於 3 %。 

2.平面交叉處之縱坡宜平緩，交叉口之縱坡度宜小於 3 %，惟如地形特

殊及情況受限者，不得大於 5%。 

3.前項平面交叉口，係指道路或人行道邊緣虛擬連接線以外 5 公尺，或

停止線劃設後(不含截角)所涵蓋之路面，如圖 6.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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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1 平面交叉口範圍示意圖 

(三)平面交叉轉角設計 

平面交叉之轉角車道邊線，宜與設計車種之轉向軌跡邊線保持 0.25

公尺以上之側向淨距。 

(四)轉向彎道 

轉向彎道係於道路交叉處因實際需要設置槽化路口供轉向且與主線

分離之車道。轉向彎道至少須符合『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之

規定。 

 (五)轉向車道 

轉向車道包括平面交叉口需停等之左、右轉車道，及不需停等直接

銜接轉向彎道之加、減速車道。 

1.轉向車道寬度 

轉向車道宜與直行車道同寬度，不得小於 2.8 公尺。需停等之轉

向車道，得不設緣石淨距及路肩。 

2.轉向車道長度應考量車道配置、轉向交通量及號誌時相等因素，綜合

評估後設置。 

(六)中央分隔帶開口 

1.除寬度 8 公尺以上之橫交道路、有行人穿越需求、備有救護車之醫院

大門口、消防隊等外，原則上中央分隔帶不設開口。專供汽車迴轉及

慢車穿越者，其間距不宜小於 3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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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隔帶開口，供車輛穿越者應依交通量及設計車輛行駛軌跡，比照交

叉路口設計，其側向淨距宜保持 0.25 公尺以上。 

3.分隔帶開口，供車輛迴轉者應符合設置轉向車道或交叉路口之規定，

但供緊急車輛迴轉之開口不在此限，惟需設置必要之管制設施。 

4.分隔帶開口之最小長度，不得小於橫交道路全寬(不含人行道)且不小於

行車道加 2.5 公尺，亦不得小於 12.5 公尺。專供車輛迴轉之分隔帶開

口，不受此限。 

5.專供人行之開口，應有適當之交通管制設施。 

6.4 設計參考圖 
6.4.1 設計元素的整合與配置 

針對市區道路而言，路口整合設計應涵蓋的元素包括： 

1.行人單元：行人穿越線、行人停等區 

2.自行車單元：自行車停等區、自行車待轉區、自行車穿越道 

3.機車單元：機車停等區、機車待轉區 

4.轉向車道單元：左轉車道、右轉車道 

5.公車單元：公車停靠區、公車彎 

6.停車單元：汽車停車格、機車停車格、機車彎、自行車停車格、

自行車彎 

在路口各項條件皆許可下，上述各單元應配合路口型態、交通運具組

成、流量、人車動線與轉向限制之特性於路口進行整合配置。 

表 6.4-1 路口整合設計應考量的因素 
考量因素 類別 

路口型態 三支交叉、四支交叉、多支交叉、環形交叉及分隔帶開口

交通運具組

成 

行人、自行車、機車、小型車、大型車、其它車種 

流量 行人流量、自行車流量、機車流量、小型車流量、大型車

流量、其它車種流量 

人車動線 行人動線、自行車動線、機車動線、小型車動線、大型車

動線、其它車種動線 

轉向限制 禁止左轉、禁止右轉、禁止進入、其它轉向限制(含禁止

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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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各配置參考圖乃根據前述規劃元素與本手冊第五章自行車通行空

間之型式，針對 Type3~Type11 就不同之道路類型、交通工具組成、是否允

許路側停車、不同寬度之路側設施帶等情況，據以研擬交叉路口的配置型

態，再配合主要服務功能設置各項設施與元素，提出交叉路口整合設計的可

能型式。 

 
     Type 3：車道空間不宜自行車通行時，若人行道鋪面或改善後鋪面材

質適合自行車騎乘時，可考量將自行車路線設置於人行道上，

自行車與行人共用人行道，因此路口與路段應設置提醒自行車

騎士與行人防止彼此擦撞事故發生之警告資訊。 

 

設計元素 是否設置 附註 
行人穿越線 是 雙向通行 
自行車穿越道 是 雙向通行 
機車停等區 以設置為宜 以機車停等為主 
機慢車待轉區 以設置為宜 配合兩段式左轉之需要 
自行車停等區 以設置為宜 設置於路口人行道處，可配合行人

停等區設置 
自行車待轉區 以設置為宜 設置於路口人行道處，可配合自行

車停等區設置 
 

   
Type 3-1 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路(禁止路邊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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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3-1 路口配置範例(a)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小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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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3-1 路口配置範例(b)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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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3-1 路段配置範例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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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3-2 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路(允許路邊停車) 

 

 

Type 3-2 路口配置範例(a)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小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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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3-2 路口配置範例(b) 
(適用類型：路口有右轉專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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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3-2 路口配置範例(C)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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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3-2 路段配置範例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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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4：與 Type3 同為自行車無法行駛於車道空間之類型，但人行道淨

寬度 2.5≧ 公尺或人行道總寬度≧3.0 公尺，此時可將人行道劃

出部分空間做為自行車專用道，並以標線分隔自行車道與人行

道，可區分為 Type 4-1(禁止路邊停車)與 Type 4-2(允許路邊停

車)。 

設計元素 是否設置 附註 
行人穿越線 是 雙向通行 
自行車穿越道 是 單向通行 
機車停等區 以設置為宜 以機車停等為主 
機慢車待轉區 以設置為宜 配合兩段式左轉之需要 
自行車停等區 以設置為宜 設置於路口人行道處，可配合行人

停等區設置 
自行車待轉區 以設置為宜 設置於路口人行道處，可配合自行

車停等區設置 

  
Type4-1 自行車道與人行道以標線分隔(禁止路邊停車) 

 

Type 4-1 路口配置範例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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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4-1 路段配置範例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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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4-2 自行車道與人行道以標線分隔(允許路邊停車)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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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4-2 路口配置範例(a) 
(適用類型：路口有左轉專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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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4-2 路口配置範例(b)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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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4-2 路段配置範例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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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5：與 Type4 類似，但自行車道與人行道間為實體分隔，此類型

道路常見於公園周邊道路或人行道較寬的路段上，可區分為

Type 5-1(禁止路邊停車)與 Type 5-2(允許路邊停車)。 

設計元素 是否設置 附註 
行人穿越線 是 雙向通行 
自行車穿越道 是 單向通行 
機車停等區 以設置為宜 以機車停等為主 
機慢車待轉區 以設置為宜 配合兩段式左轉之需要 
自行車停等區 以設置為宜 設置於路口人行道處，可配合行人

停等區設置 
自行車待轉區 以設置為宜 設置於路口人行道處，可配合自行

車停等區設置 
 

       
Type 5-1(禁止路邊停車)            

Type 5 自行車道與人行道以實體設施分隔 

 

Type 5-1 路口配置範例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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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5-1 路段配置範例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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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5-2(允許路邊停車) 

Type 5 自行車道與人行道以實體設施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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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5-2 路口配置範例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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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5-2 路段配置範例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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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6-1：外側車道交通量<6,000PCU/日/車道、且大型車<300 輛/日/

車道、且禁止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分道、且外側車道寬

<3.0M，外側車道設置 2.5 公尺以上慢車道讓機車與自行車

共用。 

設計元素 是否設置 附註 
行人穿越線 是 雙向通行 
自行車穿越道 是 單向通行 
機慢車停等區 以設置為宜 以機慢車停等為主 
機慢車待轉區 以設置為宜 配合兩段式左轉之需要 
自行車停等區 以設置為宜 即機慢車停等區 
自行車待轉區 以設置為宜 即機慢車待轉區 

 
Type 6-1 自行車與機車共用慢車道(禁止路邊停車) 

行人
停等區

行
人

停
等
區

機慢車

停等區

行人
停等區

行
人

停
等
區

騎 樓

騎 樓

機慢車

停等區

行
人

停
等

區

行人
停等區

機
慢
車

停
等
區

機
慢

車

停
等

區

行
人

停
等

區

行人
停等區

騎

樓

騎 樓

騎

樓

騎

樓

騎 樓

騎

樓

 

Type 6-1 路口配置範例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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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6-1 路段配置範例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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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6-2：外側車道交通量<6,000PCU/日/車道、且大型車<300 輛/日/車

道、且允許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分道、且外側車道寬<3.0M，

外側車道設置 2.5 公尺以上慢車道讓機車與自行車共用。 

 

  
Type 6-2 自行車與機車共用慢車道(允許路邊停車) 

 

 
 

Type 6-2 路口配置範例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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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6-2 路段配置範例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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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7-1：人行道空間不宜自行車通行、且禁止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

分道、且外側車道寬≧3.0M，外側車道設置 1.2 公尺以上自

行車道，自行車道與慢車道以標線分隔 
 

設計元素 是否設置 附註 
行人穿越線 是 雙向通行 
自行車穿越道 是 單向通行 
機車停等區 以設置為宜 以機車停等為主 
機慢車待轉區 以設置為宜 配合兩段式左轉之需要 
自行車停等區 以設置為宜 與機車停等區緊鄰 
自行車待轉區 以設置為宜 與機慢車待轉區共用 

 

   
Type 7-1 自行車道與慢車道以標線分隔(禁止路邊停車) 

 

 

Type 7-1 路口配置範例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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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7-1 路段配置範例(a)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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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7-1 路段配置範例(b)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小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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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7-1 路段配置範例(c) --多車道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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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7-2：人行道空間不宜自行車通行、且停車格外側允許自行車行駛，

自行車道設置於停車格與人行道之間，寬度 1.2 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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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7-2 自行車道設於停車格與人行道間(允許路邊停車) 

 

Type 7-2 路口配置範例(a)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小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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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7-2 路口配置範例(b)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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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7-2 路段配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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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7-3：人行道空間不宜自行車通行、且允許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

分道、且外側車道淨寬≧3.0M，自行車優先道設置於停車格

左側之外側車道，寬度 1.2 公尺以上 

 

  
Type 7-3 自行車道設於停車格與慢車道間(允許路邊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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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7-3 路口配置範例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小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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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7-3 路段配置範例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小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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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8：人行道空間不宜自行車通行、且禁止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分

道、且外側車道寬≧3.0M，外側車道設置 1.2 公尺以上自行車

道，自行車道與慢車道以實體設施分隔 

設計元素 是否設置 附註 
行人穿越線 是 雙向通行 
自行車穿越道 是 單向通行 
機車停等區 以設置為宜 以機車停等為主 
機慢車待轉區 以設置為宜 配合兩段式左轉之需要 
自行車停等區 以設置為宜 與機車停等區緊鄰 
自行車待轉區 以設置為宜 與機慢車待轉區共用 

 

 
Type 8 自行車道與慢車道以實體設施分隔(禁止路邊停車) 

 

行
人

停
等

區 行
人

停
等
區

機
車

停
等

區

騎
樓

騎 樓

自
行

車

停
等

區

行
人

停
等
區

騎
樓

騎 樓

行
人

停
等
區行

人
停
等
區

機
車

停
等

區
自

行
車

停
等
區

 

Type 8 路口配置範例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小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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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8 路段配置範例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小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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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9-1：外側車道交通量<6,000PCU/日/車道、且大型車<300 輛/日/車

道、且禁止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不分道、且外側車道寬

<3.0M，外側車道設置 2.5 公尺以上混合車道讓汽機車與自行

車共用。 

設計元素 是否設置 附註 
行人穿越線 是 雙向通行 
自行車穿越道 是 單向通行 
機慢車停等區 以設置為宜 以機慢車停等為主 
機慢車待轉區 以設置為宜 配合兩段式左轉之需要 

 

   
Type 9-1(禁止路邊停車)      

Type 9 自行車與汽機車共用混合車道 

 

Type 9-1 路口配置範例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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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9-1 路段配置範例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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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9-2：外側車道交通量<6,000PCU/日/車道、且大型車<300 輛/日/車

道、且允許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不分道、且外側車道寬

<3.0M，外側車道設置 2.5 公尺以上混合車道讓汽機車與自行

車共用。 
 

 
Type9-2(允許路邊停車) 

Type 9 自行車與汽機車共用混合車道 

 

 

Type 9-2 路口配置範例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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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9-2 路段配置範例 

(適用類型：路口範圍較大或路口轉角區域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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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10-1：人行道空間不宜自行車通行、且禁止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

不分道、且外側車道寬≧3.0M，外側車道設置 1.2 公尺以上

自行車道，自行車道與混合車道以標線分隔 

設計元素 是否設置 附註 
行人穿越線 是 雙向通行 
自行車穿越道 以設置為宜 單向通行 
機車停等區 以設置為宜 以機車停等為主 
機慢車待轉區 以設置為宜 配合兩段式左轉之需要 
自行車停等區 以設置為宜 與機車停等區緊鄰 
自行車待轉區 以設置為宜 與機慢車待轉區共用 

 

   
Type 10-1 自行車道與混合車道以標線分隔(禁止路邊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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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10-1 路口配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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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10-1 路段配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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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10-2：人行道空間不宜自行車通行、自行車道設置於停車格與混合

車道之間，寬度 1.2 公尺以上 
 

 
Type 10-2 自行車道設於停車格與混合車道間(允許路邊停車) 

 

 

Type 10-2 路口配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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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10-2 路段配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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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11：人行道空間不宜自行車通行、且禁止路邊停車、且快慢車流不

分道、且外側車道寬≧3.0M，外側車道設置 1.2 公尺以上自行車

道，自行車道與慢車道以實體設施分隔 

設計元素 是否設置 附註 
行人穿越線 是 雙向通行 
自行車穿越道 是 單向通行 
機車停等區 以設置為宜 以機車停等為主 
機慢車待轉區 以設置為宜 配合兩段式左轉之需要 
自行車停等區 以設置為宜 與機車停等區緊鄰 
自行車待轉區 以設置為宜 與機慢車待轉區共用 

 
混合車道 公共設施帶 人行道

分隔設施

自行車
專用車道

 
Type 11 自行車道與混合車道以實體設施分隔(禁止路邊停車) 

機
車

停
等

區

行人
停等區

行人

停等區

騎
樓

騎樓

機車
停等區

行
人

停
等

區

騎 樓

騎

樓

行
人

停
等
區

騎 樓

騎

樓

自行車

停等區

機
車

停
等

區

行人
停等區

騎
樓

騎 樓

行人
停等區

自
行

車

停
等

區

機車
停等區

行
人

停
等

區

行
人

停
等

區

自行車

停等區

自
行

車

停
等

區

 

Type 11 路口配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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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11 路段配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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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設計範例 
自行車穿越路口當需進入人行道扇型區域時，以台北市政府為例，基

於安全性考量，已不採用以往扇形斜坡道並設置車阻之方式，因此斜坡道僅

設於人行道進入行穿線位置，參閱下列的範例 1~範例 3。 

一、路口縮減類型 

在規劃設計人行道之斜坡道轉彎區時，可否優先考慮行人之安全

性，俾減緩汽機車之車速並保障行人安全。 

方法：交叉路口縮減 

說明：減少交叉路口路寬。類似車道縮減，但使用於交叉路口。在交叉

路口處減少截角，以降低過境交通。 

功用：1.讓行人停等區擴大。 

      2.讓行人通過路口距離縮短。 

          3.降低機動車輛通過的速度，增加機動車輛通過的不方便性。 

適用條件：交通寧靜區或行人流量大之地區，特別是汽機車通過較少的

路口，在學校周邊與住宅社區可優先考量。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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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十字型路口縮減(全路口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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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十字型路口縮減(單側型態) 

 
範例 3：T 字型路口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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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機動車輛管理人本化 

本章說明機動車輛管理人本化，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1.有關機動車輛管理人本化的定義敘述於 7.1 節。 

2.有關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之實施說明於 7.2 節。 

3.有關機車停車彎之實施參考 7.3 節。 

4.有關機車停車收費之實施陳述於 7.4 節。 

5.最後 7.5 節提出其他措施(鼓勵搭乘大眾運輸、騎乘自行車)，以供國內參考。 

7.1 機動車輛管理人本化定義 
一、定義與適用範圍 

機動車輛管理人本化主要是針對機動車輛如何以人本的角度與需要

進行管理，其涵蓋項目所涉及的層面相當的廣，包括： 
1. 汽機車的管理(含停車管理) 

2. 公共運輸的管理(含停車管理) 

3. 汽機車與人行環境、自行車環境之整合 

4. 公共運輸與人行環境、自行車環境之整合 

5. 汽機車與公共運輸之整合 

6. 其它(含不同運具間的整合) 

本手冊囿於時程的限制，僅以機車的管理人本化為主要範圍，特別是

與人行環境、自行車環境有密切關係的項目，包括： 

1. 機車退出騎樓及人行道之實施 

2. 機車停車彎之實施 

3. 機車停車收費之實施 

4. 其他措施(鼓勵搭乘大眾運輸、騎乘自行車) 

配合第二章所述屬於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應予打通及整平，騎樓地

前面或左右，不得圍堵使用；有關騎樓可否停車問題，本手冊規範應以禁

止停車為原則，允許停車為例外；新建騎樓地，應依建築法規有關規定辦

理。 

二、後續研究方向 

除機車外，汽車與公共運輸之管理人本化應列為後續研究的重點，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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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強調的是應將人行環境、自行車環境、通學(巷)步道、交通寧靜區等同

時納入研究。 

7.2 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之實施 
一、實施地區的評選 

在實施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政策時，為避免對民眾造成生活上的困擾，

可依據機車退出政策實施的必要性及可行性進行可實施路段的篩選，再從中

選取有必要實施的路段，並針對被選取路段的現況作可行性評估。另為避免

在路段實施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後，機車

停車需求轉移至周邊巷道，以致周遭巷道的

停車供需狀況嚴重惡化，使得停車秩序更加

混亂，故有必要針對可能衍生的負面影響加以

防範。 

區域評選

1.規劃、研究範圍設定
2.執行區域優先順序初步排列

路段評選

1.主要、次要步行動線劃定
2.執行區域優先順序排列結果確定

執行區域調查

1.停車供需比
2.路段實質特性

配套措施研擬

民意溝通與協調

1.研擬說帖

2.民意代表、里長訪談
3.召開說明會
4.問卷調查

基於上述的考量，本手冊首先將以質化

因子進行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地區的篩

選，再由被篩選地區中進行應實施機車退出

騎樓人行道路段的篩選，並研擬因應的配套

措施。 

接著再蒐集被選取區域內重要旅次產

生吸引點、主要行人步行動線等基本資料，

利用量化因子決定選取區域內應實施機車

退出騎樓及人行道的路段。並在後續以機車

停車供需、路段實質特性等資料構思配套措

施方案。                          

圖 7.2.1 執行地區評選暨配套措施研擬 
                                         、民意溝通協調之流程架構 

(一)有捷運系統地區 

針對有捷運系統的縣市(台北縣市與高雄縣市)，捷運出入口周邊皆新建

人行道藉以改善步行環境，順應此規劃條件，捷運站周邊可作為機車退出騎

樓人行道的候選區域，同時讓捷運站周邊之步行環境更完善，並藉由讓機車

停車的不方便性提升，進一步促使部分民眾減少機車的使用機會，並轉乘大

7-2 



眾運輸工具(含捷運與公車等)。 

透過臺北市的推動經驗得知，機車退出騎樓及人行道政策之優先考量區

域，包括捷運場站出入口周邊、商圈、人行道景觀改善工程路段等三類，其

推行成效亦較容易呈現，本手冊在衡量有捷運系統地區的發展特性與需要，

同時納入捷運通車的效應下，初步評析發現(捷運場站出入口周邊、商圈、人

行道更新或改善工程路段)等三類區域可做為有捷運系統地區執行機車退出

騎樓及人行道措施之優先考量地區，此三類區域可視為三類質化因子，再運

用因子間彼此交集重疊的方式，由上述三類區域選擇出有必要優先進行機車

退出騎樓人行道的候選地區，再依照執行的必要性與需要性排列優先順序。 

前述篩選方式尚未納入個別路段之影響因素(例如機車停車需供值之大

小)，故在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可執行路段評析結果得知後，應再依據該項

評選結果針對前述候選區域之實施順序進行調整，藉以找出最優先可執行的

區域。 

1.初步篩選原則 

(1)捷運場站出入口周邊 

本手冊將捷運站出入口周邊列為初步評選的質化因子之一。而捷運場

站出入口周邊可做為機車退出騎樓及人行道執行範圍的界定，係以民眾可

接受的步行距離 400~800 公尺(步行時間 5~10 分鐘)為原則，即以捷運站

為中心，半徑 400 公尺的涵蓋區域為執行範圍，另考量配套措施之涵蓋範

圍必須較執行範圍為大，故針對每一處捷運站執行範圍之半徑再擴增 100

公尺，即調查範圍以半徑 500 公尺為原則。 

(2)商圈 

本手冊將商圈列為初步評選的質化因子之一。而商圈可依商業發展強

度進行等級的分類，區分為三類： 

 重要商圈：服務對象可包含整個縣市地區居民及外來的觀光遊客，不

論平日、假日皆擁有許多步行人潮，屬於應優先考量實施的地區。(例

如：台北市信義商圈、士林商圈、高雄市三多商圈及五福成功商圈) 

 地區商圈：服務對象多為商圈周邊地區內居民，商圈內步行人潮普通，

較重要商圈人潮明顯減少。(例如：台北市北投商圈、高雄小港區漢民

商圈、苓雅區武廟商圈及左營區左營大路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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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街商店：屬非集中式的商業發展，無法形成商圈。(例如：台北市民

生東路、高雄市八德路、七賢路及民生路) 

(3)人行道更新或改善工程路段 

台北市與高雄市政府人行道更新或改善工程(含捷運通勤道)在實施

前已經過評選衡量，係選擇重要路段施行，故將人行道更新或改善工程路

段(含捷運通勤道)亦列為初步評選的質化因子之一。另外，依據路段改善

工程的目的及路段位置可將此質化因子區分為兩類： 

 捷運通勤道 

 人行道景觀改善工程路段 

依據上述的初步篩選原則，有關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區域的評選如圖

7.2.2 所示，以符合三個質化因子的區域列為最優先實施地區，符合兩個的區

域為次優先實施地區，僅符合一個的區域則為後續實施地區。 

     (二)實施區域優先順序初步排列 

依據前述初步篩選原則的說明，捷運站周邊區域直接納入評選的對象，

至於商圈及人行道景觀改善工程路段所在的區域，仍必須進行評比判斷其得

分，得分的分配如表 7.2-1 與表 7.2-2 所示，得分愈高表實施順序愈優先。表

7.2-3 呈現各捷運站在篩選過程中，其周邊區域所在之商圈，以及人行道景觀

改善工程路段或捷運通勤道的數量，再依表 7.2-1 與表 7.2-2 之得點分配方

式，可計算出各捷運站的總得分，總分高的捷運站周邊將被列為優先實施機

車退出騎樓人行道政策之區域。 

(三)無捷運系統地區 

無捷運系統地區之初步篩選原則類似前述之捷運系統地區，僅將質化因

子之”捷運場站出入口周邊”以”重要大眾運輸場站出入口周邊”取代，其餘因

子不變，故不再贅述 

大眾運輸場站
出入口周邊

人行道更新或
改善工程路段

商圈

    

圖 7.2.2  有捷運系統地區初步篩選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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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1 「商圈」因子之得分等級 
評選因子(1) 商圈 

商圈 沿街商店 地方商圈 重要商圈 
得分 1 2 3 

註：供參考 

表 7.2-2 「人行道更新或改善工程路段」因子之得分等級 
評選因子(2) 人行道景觀改善工程路段 

改善工程路段 
涵蓋一條 

改善工程路段 
涵蓋二條以上 
改善工程路段 

涵蓋捷運通勤道

得分 1 2 3 
註：供參考 

表 7.2-3 各捷運站周邊特性一覽表(以高雄市為例) 
原始資料 

捷運場站 
所在之商圈 人行道改善工程路段 

R3-小港站 地區商圈-漢民商圈 沿海一路 
R4-高雄國際機場站 無 中山路 

R4A-草衙站 無 中山路 
R5-前鎮高中站 無 中山路、翠亨北路 

R6-凱旋站 無 中山路 
R7-獅甲站 沿街商店-民權路 中山路、民權路 

R8-三多商圈站 重要商圈-三多商圈 中山路、三多路、新光路

R9-中央公園站 重要商圈-新堀江與玉竹商

圈、原宿廣場 
中山路、五福路、民生路

R10-美麗島站 地區商圈-中正商圈 中山路、中正路 
R11-高雄車站 地區商圈-站前商圈 中山路、建國路 
R12-後驛站 沿街商店-博愛路 博愛路 

十全路(通勤道) 
R13-凹仔底站 地區商圈-明誠商圈 博愛路 

明誠路(通勤道) 
R14-巨蛋站 地區商圈-裕誠商圈 博愛路 

裕誠路(通勤道) 
R15-生態園區站 沿街商店-孟子路 博愛路 

R16-左營站 無 無 
R17-世運站 無 無 

R18-油廠國小站 無 無 
R19-楠梓加工區站 無 無 

R20-後勁站 沿街商店-加昌路 無 
R21-都會公園站 無 無 

資料來源: 本手冊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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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路段的評選 

經由前述初步篩選原則被評比為優先的區域，將依序再進行第二階段的

評估，在此將以重要節點來評選各候選區域內之主要、次要步行動線，首先

以捷運站或大眾運輸場站出入口周圍為規劃調查範圍，並確認調查區域內的

重要旅次產生點與吸引點，接著分析到達這些旅次產生點與吸引點的動線分

佈，再依照動線的重要性及經過動線的步行人數來區分為主要、次要的步行

動線，規劃以主要步行動線作為優先執行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政策的路段。

而調查區域內的重要旅次產生點與吸引點、及其動線可區分為下列幾類： 

1.捷運站或大眾運輸場站出入口 

(1)旅次產生吸引點-捷運站或大眾運輸場站出入口 

(2)步行動線 

a.各捷運場站或大眾運輸場站出入口的路段 

b.各出入口到達所標示目的地的路段 

2.商業節點 

(1)旅次吸引點-百貨公司及觀光商圈、地方商圈 

(2)步行動線 

a.旅次吸引點-出入口相鄰路段 

b.百貨公司及觀光商圈至停車場的路段 

3.學校 

(1)旅次吸引點-國小、國中、高中及各大專院校 

(2)步行動線：a.校門口相鄰路段；b.校門口至大眾運輸節點路段 

4.重要旅次吸引點 

(1)旅次吸引點-政府機關、社教館、郵局…等 

(2)步行動線：a.旅次吸引點-出入口相鄰路段；b.旅次吸引點-出入口至大

眾運輸節點路段 

當各調查區域內之步行動線確認後，再考量經過動線之步行人數多寡，具

以判斷動線之重要性，主要與次要步行動線之判斷原則說明如下(表 7.2-4)： 

1.若連結重要旅次產生吸引點數量與步行人數超過門檻值(1,200 人/時)的路

段，將其劃設為主要步行動線。 

2.若動線雖然亦為串聯重要旅次產生吸引點，但步行人數較少者(>100 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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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1,200 人/時)，或是雖未連結重要旅次產生吸引點功能，但步行人數較多

者(>400 人/時)，皆列為次要步行動線。 

3.其餘路段未達表 7.2-4 所列標準者則省略，不列入主要或次要的步行動線。 

表 7.2-4 步行動線分類原則表 
動線類型 分類原則 

主要步行動線 1.連結兩處(含)以上重要旅次產生吸引點的動線，且路段
雙向步行人數為每小時 1,200 人(含)以上。 

次要步行動線 1.連結兩處(含)以上重要旅次產生吸引的動線，且路段雙向
步行人數為每小時 100 人以上，1,200 人以下。 

2.未連結任何重要旅次產生吸引的動線，但路段雙向步行
人數為每小時 400 人以上。 

註：1.次要步行動線之判定只要符合分類原則之其中一項即可 
    2.表中分類原則供參考 

 
三、機車退出騎樓與人行道評估與作業流程 

依據所收集之路段停車供需比及路段實質特性調查等資料，採三階段性

評估方式執行機車退出騎樓與人行道政策，如圖 7.2.3 所示。 

第一階段：1.當路邊機車停車格(彎)供給量大於需求量時，即執行機車退出騎

樓人行道的措施。 

2.當路邊機車停車格(彎)供給量、巷道增闢機車停車格供給量等 2

項之和大於需求量時，即執行機車退出人行道的措施。若當地

居民也同意機車退出騎樓時，則同時執行機車退出騎樓與人行

道措施。 

第二階段：當路邊機車停車格(彎)供給量、巷道增闢機車停車格供給量、人

行道劃設機車停放區供給量、路邊汽車格可改繪為機車格供給量

等 4 項之和大於需求量時，即執行機車退出人行道的措施，若當

地居民也同意機車退出騎樓時，則同時執行機車退出騎樓與人行

道措施。 

第三階段：當路邊機車停車格(彎)供給量、巷道增闢機車停車格供給量、人

行道劃設機車停放區供給量、路邊汽車格可改繪為機車格供給

量、公有路外停車場增加機車停車格供給量等 5 項之和大於需求

量時，即執行機車退出人行道的措施，若當地居民也同意機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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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騎樓時，則同時執行機車退出騎樓與人行道措施。否則再評估

增加私有路外收費機車停車位與實施路邊停車收費政策之可行

性，做為後續評估階段之參考。 

 

圖 7.2.3 機車退出騎樓與人行道措施執行評估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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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在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之作業流程可分為九個步驟(圖 7.2.4)： 

流程 期程 

步驟 1：各行政區路段納入檢討 7 天 

步驟 2：可實施地區與路段初步篩選(是否符合條件) 5 天 

步驟 3：初步篩選路段進行機車停車供需調查與配套措施研擬 1 個月 

步驟 4：舉辦說明會(居民是否同意) 14 天 

步驟 5：確定執行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路段 10 天 

步驟 6：執行相關標誌、標線等規劃作業 2 個月 

步驟 7：宣導期 1 個月 

步驟 8：現場宣導 10 天 

步驟 9：實施後定期檢討並改善相關配套措施 每半年 
 

上述之步驟 1 至步驟 6 (開始至標誌、標線等設施完工啟用)所需時間約

為 4 個月，宣導期約為 1 個月，至於實施後的定期檢討則訂為每半年檢討一

次。上述表所列工作期程為參考值，作業時可依實際狀況彈性調整。 

四、機車退出騎樓與人行道執行配套措施 

(一)機車停車供需調查 

有關機車停車供需調查於平常日與假日分別進行，每日調查時間以至少

12 小時為原則，並區分為三個時段(AM06：00~10：00、AM10：00~PM14：

00、PM14：00~18：00)，藉以觀察各時段內機車停車需求的變化狀況。此項

調查包括擬實施區域周邊之調查路段，半徑 500 公尺內之主要及次要道路，

本手冊利用表7.2-5之範例針對規劃範圍內的路段進行機車停車供給量與需求

量調查。 

1.供給量調查：停車供給數係表示可供機車停車的合法格位數，並區分為人行

道停車格位數、機車停車彎格位數及路邊停車格位數等三類，若可供機車停

車空間未劃設格位標線，停車格位寬度則以每公尺為一格位加以估算。 

2.需求量調查：機車停車需求量包括合法停車數及違規停車數，合法停車數表

在合法停車區內實際停放的機車數，違規停車數包括 3 類(表 7.2-5)，其中騎

樓停車數表停放於騎樓機車數，人行道停車數表違規停放於人行道之機車

數，至於其他停車數則表屬於其他情形之違規停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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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4 執行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之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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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5  機車停車供需調查表格(範例) 
時段：14:00~18:00 
路段：四維路(起點：中華路∼迄點：中山路) 
方向：北側 

人行道停車格數 0 
機車停車彎格數 38 停車供給 
路邊停車格數 0 
合法停車數 36 

騎樓停車數 108 
人行道停車數 30 

停車需求 
違規停車數 

其他停車數 1 
 

(二)大眾運輸 

機車退出騎樓與人行道，除使行人擁有良好行走空間及改善停車秩序的

目的外，另降低機車使用方便性，可藉此提升大眾運輸使用率，達到節能減

碳之目的，因此大眾運輸的被使用率可視為配套措施研擬對象之一。 

(三)禁停標誌設立與修改 

實施機車退出騎樓與人行道措施的同時，必須於實施路段設置禁停警告

標誌，以避免民眾誤停，各實施路段依據禁停管制狀況之不同，所設立之禁

停標誌分為二種：(1)騎樓與人行道禁停標誌：所設立之禁停標誌範例如圖

7.2.5；(2)人行道禁停標誌：所設立之禁停標誌範例如圖 7.2.6。 

                        
圖 7.2.5 人行道騎樓禁停標誌          圖 7.2.6 人行道禁停標誌 

 
依照前述三階段評估流程，未來優先示範路段亦將分為「機車退出騎樓

與人行道路段」及「機車退出人行道路段」兩類，雖然「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中人行道已包含騎樓退縮地，但仍建議將牌面資訊加以區分，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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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誤會而違規停放；另禁停(駛)標誌設置地點以各街廓前後、以及街廓中之

巷口處為主；另外，在人行道斜坡道旁為避免機車行駛人行道亦可設置禁停(駛)

標誌。 

7.3 機車停車彎之實施 
現行機車彎深度 2.0m-2.2m 之規格係臺北市交通局於民國 89 年 12 月 12

日邀集都發局、工務局、新工處、養工處、停管處等相關單位研商後所訂之

規範，對於新設 3 米寬以上人行道規劃機車彎，原則上於寬度大於 3.5 公尺(有

騎樓時)或 4 公尺(無騎樓時)之人行道設置機車停車彎，而斜角式停車彎基於

施工養護、管理、避免空間浪費與都市整體景觀等層面考量下有相當的難度，

故臺北市決定將機車停車彎統一為直角式設計。 

機車停車彎工程設計標準方面，依據內政部營建署「市區道路人行道設

計手冊」第四章「規劃設計準則」規範內容，在不造成市區道路景觀的破壞，

以及不影響行人通行之權益下，有關機車停放格位之設置準則包括： 

(1)機車停放以不影響行人安全為原則，機車應直接由設有斜坡或與人行道

等高之慢車道進入停車格位，或由人行道牽行進入停車格位，而不得由

人行道上駛入。 

(2)機車停放格位以劃設於路旁停車帶為優先考慮。 

(3)當路寬不足時，可利用公共設施帶植栽之間隔空間設置機車停車格位。 

(4)機車停放格位與人行道間如有高程差，應設置警示帶(如以鋪面設置或

標線繪設方式隔離)，以防止行人誤踏入停車格。 

(5)機車停放格位與車道間如有高程差，其坡度斜率應小於 1：3，以利機

車駛入。 

(6)人行道機車停車彎設計可分為直角式與斜角式兩種，直角式停車彎可提

供較多停車位，斜角式則適用於人行道或路寬較窄路段，以下分別說明

兩種停車彎設置方式： 

(6-1)直角式機車停放格位與路面邊緣直交，長 2.2 公尺，寬 1 公尺，適

用於 3.5 公尺以上人行道。 

(6-2)斜角式機車停放格位以 45 度為原則，佔路寬 1.6 公尺，停車格位長

度仍為 2.2 公尺，寬度 1.0 公尺，可利用於寬度較窄之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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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機車停車收費之實施 
台北市停車管理處委託進行「台北市機車停車收費管理策略研究」，藉以透

過完整的規劃、設計、管理之程序研究，評選出實施機車停車收費管理之優先地

點、收費方式，擬定收費費率標準、收繳費流程、收費管理員配置、收費時間(表

7.4-1)。 

表 7.4-1 臺北市機車收費路段資訊 

實施區域 費率 時段 
路邊停車收費格位數

(格) 
信義特區 492 
南陽特區 

週一至週六

1200-2000 3,030 
內湖科技園區 760 
台北車站 

週一至週六

0900-1700 324 

士林夜市 
週一至週日

1200-2000 
1000 

西門商圈 

20 元/次，收費以一

日一次為限，可憑單

重複停車 

週一至週日

0900-2100 
- 

資料來源：台北市停車管理處 
 

(1)收費時間與時段 

假日與非假日之停車特性雖不相同，但為避免民眾因資訊複雜而混淆，

故假日與非假日之收費時段規劃一致，收費時間依照各地區停車特性不同，

分別訂有週一至週六之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週一至週六中午 12 時至晚間 8

時、及週一至週日中午 12 時至晚間 8 時等類別。 

(2)收費方式與收費費率 

收費方式採人工開單收費，將收費通知單以訂書機夾放於機車後照鏡或

後座握把上。收費費率採計次收費，每次收費 20 元，單日收費以一次為限，

同一日內可停放於實施範圍內不同路段的機車停車格位，不重複收費。 

另為減輕有長時間停車需求的機車族負擔，停管處於周邊路邊停車場出

售每月 300 元之月票，可無限次進出停車場。並於民國 97 年研究發售機車

路邊停車月票之可行性，月票的價格參照目前路外停車場機車月票每月 300

元訂定，且將停車月票票證結合無線射頻技術(RFID)管理。 

(3)措施實施前宣導 

為使民眾了解措施的相關訊息，預先於收費路段設置標誌牌且於兩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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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施區域及周邊區域對機車族進行夾單宣導措施。 

由上述案例回顧可看出，實施機車收費制度對抑制該地區機車停車需求

確有正面效益，然實施區域周邊道路之停車秩序卻因收費區域內停車需求之

移轉而更加混亂，故實行後必須配合周邊道路加強取締違規停車與停車格再

規劃等配套措施，藉以減少停車混亂情形發生。 

7.5 其他(鼓勵搭乘大眾運輸、騎乘自行車) 
使騎乘機車旅次轉移為大眾運輸旅次或自行車旅次，以減少機車停車需求，

亦為機動車輛管理人本化(含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的配套措施之ㄧ。台北縣市與

高雄縣市搭配捷運路網在捷運車站周邊的用地，規劃出停放自行車的位置或設置

自行車停放車架，以鼓勵民眾利用自行車來接駁搭乘捷運。 

除台北縣市與高雄縣市外，其它縣市亦可在大眾運輸場站周邊的用地，規劃

出停放自行車的位置或設置自行車停放車架，以鼓勵民眾利用自行車來接駁搭乘

大眾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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