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捷運藍線
綜合規劃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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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9:10 主持人致詞、介紹來賓

19:10〜19:30 簡報說明規劃內容

19:30〜20:55 意見交流

20:55〜21:00 主持人結語

21:00 散會

捷運藍線
綜合規劃
公聽會

 辦理公聽會之目的，為讓市民了解捷運藍線規劃內容，並
聽取民眾寶貴意見及建言

 公聽會簡報為目前規劃成果，最終方案以行政院核定版為準

 欲於會議中發言的民眾，請先至發言登記處登記，發言時間
以3分鐘為限

 為忠實紀錄您的意見，請您填寫書面意見單並交給工作人員，
未發言的民眾也可提供書面意見單

 會後若有意見表達，可於109年7月27日前以書面或傳真等
方式向主辦機關表示意見，以利納入會議紀錄

 公聽會簡報於會後公告於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網站



規劃緣起

規劃願景

規劃方案

後續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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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核定可行性研究

市府啟動綜合規劃

107年
10月

108年
3月

99年 市府啟動可行性研究

106年 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110年初 預計完成綜合規劃續提報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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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藍線
規劃緣起



規劃願景

烏日文心北屯線
(綠線)

捷運藍線

藍線延伸

綠線延伸

機場捷運

大平霧線

崇德豐原線

科工軸線

豐科軸線

遠期路網可行性研究

綜合規劃施工中，即將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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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臺中都會區基礎軌道路網

• 提升綠色大眾運輸整合性服務

• 紓解市區交通，均衡都會發展

• 促進沿線產業，活絡商圈經濟

• 串連政經樞紐，再造城市魅力

規劃中，尚未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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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願景
建立臺中都會核心一小時軌道生活圈

捷運10分鐘捷運30分鐘捷運45分鐘

服務沿線市民 74.1萬人
140年全 日 總運量 23.3萬人次/日

尖峰小時運量 4.2萬人次/時
節省旅行時間 15.3萬小時/日
減少使用小汽車 10.8萬人次/日

機 車 12.5萬人次/日

藍線



提升大眾運輸服務品質，引導推廣綠色公共運輸
有效紓解臺灣大道交通壅塞
串連沙鹿車站、捷運綠線、臺中車站達到「無縫運輸」轉乘之目標

規劃願景

臺地

海港

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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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以人為本，公共運輸導向之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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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起臺中港，沿臺灣大道至臺中車站
(台糖生態園區)，全長約25.2公里

 19座車站(高架7座、地下12座)、1座機廠

 採高架/地下型式之中運量捷運系統

 尖峰班距3〜6分鐘

 轉乘臺鐵沙鹿站、捷運綠線、臺鐵臺中站

 未來延伸太平地區，可行性研究辦理中

高

架

段

地

下

段

規劃方案



梧棲段 沙鹿段 西屯段 臺中市區段

梧
棲
國
小

童
綜
合
醫
院

靜
宜
大
學

弘
光
科
大

國
際
街

澄
清
醫
院

秋
紅
谷

忠
明
國
小

英
才
路

臺
糖
園
區

可
行
性

綜
合
規
劃

中
港
轉
運
站

竹
林
國
小

五
權
路
口

第
二
市
場

臺
中
教
大

臺
中
州
廳

龍
井
機
廠

臺
中
港

機
廠

市
政
府(

轉
乘
綠
線)

臺
中
港

保
留
站

大
甲
斷
層

1 2 3 4

東
海
大
學\

臺
中
榮
總

沙
鹿
車
站(

轉
乘
臺
鐵)

臺
中
車
站(

轉
乘
臺
鐵)

B12-B14段
由民權路改行
臺灣大道

B5-B7段
由高架改採地下

增設B7a站

B1附近
由地下改採高架

增設B1a站

臺中港機廠
調整至
龍井機廠

規劃方案
檢討調整可行性研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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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
目的

• 優化路線線形

• 考量設站需求

• 降低斷層衝擊

• 減少營運風險



B1附近由地下改採高架，增設B1a站

 高架跨越大甲斷層，震災較易修復

 沿線無用地拆遷問題

 直行臺灣大道，路線條件佳

 增設B1a站，擴大沙鹿市區服務

 地下穿越大甲斷層，震災錯動難修復

 地下穿越民宅70棟，用地風險高

 短距離增加4處轉彎、高低起伏大，

影響營運及搭乘品質

 B1站服務人口較少

 臺灣大道兩處出土段之交通影響
 B1站整合臺鐵高架立體化，加強沙鹿

車站轉乘接駁機制

 B1a站整合沙鹿之翼，兼顧車站出入口

及人行陸橋功能

靜
宜
大
學

沙
鹿
高
工

竹
林
國
小

沙
鹿
之
翼

童
綜
合
醫
院

沙
鹿
陸
橋

臺灣大道

沙鹿車站

鎮南路青年路

中
華
陸
橋

4.9km

4.3km

可行性研究 原方案 綜合規劃 優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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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B7段由高架改採地下，增設B7a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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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爬升長陡坡降至4.6〜4.9%，減少

營運風險及成本

 增設B7a站，整合中港轉運站

 出土段由市區改至山郊，交通影響小

 高架爬升長陡坡5〜5.5%，接近設計

建議值，營運風險及成本較高

 地下段較長，工程經費增加，檢討

經費需求及財務影響

東
海
大
學

東
海
藝
術
街

臺
中
榮
總

臺
中
交
流
道

中
港
轉
運
站

澄
清
醫
院

可行性研究 原方案 綜合規劃 優化方案

縱坡度5〜5.5%

縱坡度4.6〜4.9%

約3.6km

大肚山爬升段縱坡線形



臺
中
車
站

第
二
市
場

臺
中

公
園

柳
川

臺中教大

臺中州廳
臺中醫院

4.1km

3.8km

B12-B14段改行臺灣大道

 直行臺灣大道，路線條件佳

 沿線用地拆遷問題較少

 車站周邊服務人口較多，約2.64萬人

 出入口位於臺中車站廣場

 可整合臺中大車站計畫轉運樞紐

 共4處轉彎段，影響營運及搭乘品質

 地下穿越民宅21棟，用地風險高

 車站周邊服務人口較少，約2.27萬人

 出入口距臺中車站較遠，約150m

 與大車站計畫客運轉運站較遠，約350m

 市區路寬20m，採上下疊式配置

 持續協商整合臺鐵車站、機場捷運、

客運站及周邊開發計畫等介面

可行性研究 原方案 綜合規劃 優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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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方案

13

最適捷運系統型式：中運量捷運系統

140年尖峰小時最大站間通過量，符合中運量系統服務運能

5,000〜10,000人次/小時3,000〜5,000人次/時1,000〜3,000人次/時

臺中港 沙鹿站 臺中站市政府東海大學靜宜大學

中運量捷運系統特性

高運量
20,000〜80,000

人次/小時

中運量
5,000〜20,000
人次/小時

輕軌
3,000〜10,000
人次/小時

臺北文湖線

新北環狀線 桃園綠線

臺中綠線新北三鶯線

臺北萬大中和樹林線

• 運能5,000〜20,000人次/小時

• 採高架或地下型式

• 自動化程度高，可採無人駕駛

• 穩定性及安全性高

• 小轉彎半徑，高爬坡能力

• 適於都會區、高發展區



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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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足運輸需求

• 考量最適站距 -市區 800〜1,200m

-市郊1,000〜2,000m

• 工程條件合宜

• 用地取得可行

• 整合都市發展

• 配合重大建設

車站區位遴選原則

BA1

BA2
BA3

B1
B1a

B2

B7a

B3

B5 B6 B7

B8
B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沙鹿樂活居

文創大學城

東海生活圈

新市政特區

舊城再生區

海線雙港核心



竹林
國小

靜宜大學

弘光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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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鹿
高工

梧棲
國小

童綜合
醫院

臺中港/三井購物中心

BA1〜B3車站與周邊都市發展：結合港區建設及大學城生活圈

規劃方案

沙鹿車站商圈

靜宜大學主顧聖母堂



東海大學

臺中
榮總

中港
轉運站

藝術街

新市政
中心

秋紅谷朝馬
轉運站

草悟道
中心
商業區

科博館

逢甲
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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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
醫院

歌劇院

精明一街
商圈

第二
市場

臺中大車站

B5〜B15車站與周邊都市發展：結合新興發展區及舊城區活化

規劃方案

東海藝術街商圈

新市政中心



新市政中心

G9-1
開發案

G9-2
開發案

新
市
政
中
心

G
9
-1

土
開

G
9
-2

土
開

市
政
廣
場

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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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線G9-1開發大樓已預留
藍線銜接轉乘空間

 整合綠線採「高架-地下」
交會轉乘

 出入口服務新市政中心及
周邊商圈

藍線B9站與綠線市政府站轉乘規劃

市政廣場



規劃方案
藍線B14站與臺中大車站轉乘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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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轉運中心

機場捷運線車站
立體停車場

南京路

雙
十
路

武
德
街

復
興
路

八德街

進
德
路

帝國
製糖廠

臺中車站
台糖生態園區

古蹟車站

立
體
連
通
平
台

縱
貫
之
心

臺
中
車
站

客
運
轉
運
站

立體平台

 整合臺中大車站計畫及
立體連通平台

 臺中車站廣場設置出入口

 轉乘機場捷運線/客運站

 地下連通道串連周邊開發



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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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線車站出入口轉乘規劃

• 捷運通車前盤點/調整公車路線，優化轉乘接駁

• 整合公車/iBike/計程車/接送臨停設施，以達無縫運輸目標

• 發展臺中成為公共運輸導向之樂活宜居城市

捷運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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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方案
建設經費與財務規劃策略

臺中綠線車站開發案例

用地取得以公有地優先，降低用地成本及取得風險
評估車站開發，挹注捷運建設，保障地主權益

工程經費詳實估算，依最終路線方案再行檢核
提升計畫自償率，爭取中央補助，健全捷運財務

工程費

總經費預估
1,285.6億元

自償率28.9%



土建工程細部設計、施工

機電系統設計、製造

軌道與機電系統安裝、測試

初履勘

都計變更、用地取得

D＋4年 D＋11年

綜合規劃

中央核定D年

環評

基本設計

完工

招標方式
減少設計
施工介面

部分工作
同步辦理
縮短期程

計畫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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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方案
推動期程規劃：採一階段興建，預估綜規獲行政院核定後11年完工

• 妥善規劃，降低設計與用地風險

• 綜規審查階段提前啟動基本設計

• 同步辦理用地取得與土建設計

• 研擬最適招標方式，減少設計施工介面

加速推動
策略



後續辦理事項
藍線可行性研究
(107.10核定)

藍線綜合規劃
(公聽會)

交通部審議

交通部核轉行政院
(國發會)審議

行政院核定

捷運設施用地取得

環境影響評估都市計畫變更

環評委員會
審議通過

都計變更書圖
(公展/說明會)

臺中市
都委會審議

內政部
都委會審議

市府公告
發布實施

基本設計

細部設計

施工

環評報告書
(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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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110年初完成綜合規劃報告
續報請中央核定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臺中市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
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01號
電話：04-22289111轉61600
傳真：04-22295712 謝謝您今日的參與!

23

 請各位就本規劃案提出寶貴建議，如無法於現場提出，亦可以書面
表達您的意見。相關意見請於本規劃案最後一場公聽會召開後10日內
(109年7月27日前)，寄送或傳真至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以利納入本次
會議紀錄

 公聽會簡報、會議紀錄及意見處理將公告於主辦機關網站

後續辦理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