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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一、計畫緣起 

桃園市為臺灣六都之一，近年產業發展快速，人口顯著成長，

桃園市和大臺北都會區之關係，漸由外圍邊陲地區轉為北北桃全區的

門戶，並透過區域合作廊道的發展與建立，以及核心產業間的合作，

和大臺北都會區共同發展成為近千萬人口的多核心網絡結構大都會。 

桃園都會區因社會經濟特性、就業機會、生活環境等因素，吸

引許多臺北居民遷移至桃園都會區居住，並以通勤方式往來臺北桃園

間，造成兩都會區間往來旅次需求日益增加。而目前既有軌道運輸系

統「臺北-桃園間縱貫線」運能已達滿載，高鐵雖已通車提供服務，

但高鐵桃園站(青埔)距離桃園都會核心區仍有相當之距離，因此目前

兩都會區間仍以私人運具公路運輸為主。由於臺北都會區已有完善大

眾捷運路網，桃園都會區亦有捷運路網規劃，基於兩都會區間交通建

設之長遠發展及鼓勵大眾運輸使用率的提升，因此兩都會區之捷運路

網如何串聯與整合，以提供更完整的軌道運輸服務，是大眾運輸系統

發展的重要課題，爰考量桃園都會區之地區未來發展，桃園-龜山-

迴龍路廊實有建設便捷大眾運輸系統之必要性，並應以軌道建設及大

眾運輸系統永續發展為目標。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棕線計畫(桃園-龜山-迴龍段)起於桃

園火車站北側之復興路上鄰近中正路口，路線沿復興路往東銜接萬壽

路三段，續行萬壽路二段再轉東萬壽路，至嶺頂橋前之山腰穿出地面

並銜接高架橋，接著沿東萬壽路、樹林區三興路、萬壽路一段、新莊

區中正路，抵台北捷運新莊線之迴龍站，以軌道運輸系統銜接捷運新

蘆線及萬大線，路線全長約 11.38 公里，其中地下段長約 6.1 公里，

高架段長約 5.28 公里，沿線共設 7 座車站(5 座為地下型式，2 座為

高架型式)。路線行經之地區包括桃園市桃園區、龜山區以及新北市

新莊區。桃園捷運棕線計畫為中央推動之重要公共建設，其可行性報

告業於 107 年 5 月 1 日奉行政院核定，刻正辦理綜合規劃作業並於交

通部審查中，將爭取行政院核定綜合規劃後進入工程設計及施工階

段，並以綜合規劃核定後 8年通車為目標。 



2 

本案計畫用地係屬配合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代辦設計施工之

捷運棕線 BRH07 站與臺北捷運萬大線二期 LG21 站共構及共構橋梁之

高架橋樑墩柱，為配合該共構期程及私有土地之取得，爰依都市計畫

法第 27 條規定辦理個案變更。 

二、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本案經桃園市政府 110 年 1

月 4 日府捷綜字第 11000014013 號函示符合前開法令規定。 

三、變更位置與範圍 

(一)捷運棕線位於本計畫區之規劃內容 

位於本計畫區內之捷運棕線係採高架方式興建，西起計畫區邊

界之三興路與萬壽路口；往東沿萬壽路至捷運新莊中和線之迴龍

站，於計畫區中央萬壽路與龍華街路口附近設置 BRH06 站；於計畫

區東側邊界設置 BRH07 站，其中高架路線自萬壽路與中正路口以東

至 BRH07 站路段及 BRH07 站係與臺北捷運萬大線二期共構，另於中

正路口西側部分路段亦須配合共構期程施工。 

前述共構橋樑與萬大線共用部分，業由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辦理「變更龍壽、迴龍地區都市計畫(部分道路用地為捷運系統用

地兼供道路使用)(桃園市轄區)(配合捷運萬大－中和－樹林線第

二期路線)案」，本案係屬配合臺北捷運萬大線二期共構期程及施工

需要辦理，至其餘非屬共構路段及 BRH06 站部分，將另案依實際需

要再行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二)本案變更位置與範圍 

變更範圍位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和中正路口西側，為配合

臺北捷運萬大線二期設計及施工共構橋梁之部分高架橋樑墩柱，屬都

市計畫之道路用地，面積約 0.0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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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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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捷運棕線及捷運萬大線共構(中正路口)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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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變更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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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相關計畫及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一、相關計畫 

(一)全國國土計畫(內政部，107 年 4 月) 

1.內容概要 

國土計畫法業於105年 5月1日公告施行，全國國土計畫於107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國土計畫係為我國管轄之陸域及海域所訂

定引導國土資源保育及利用的空間發展計畫，並是現有國家公園計

畫及都市計畫的上位計畫。全國國土計畫乃屬全國性位階，其內容

以追求國家永續發展願景下，就全國尺度所研訂具有目標性、政策

性及整體性之空間發展及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2.對本計畫之指導或影響 

全國國土計畫以「有序－經濟發展，引導城鄉發展」為國土永

續發展總目標之一，而與本計畫相關的次目標分別為「落實集約發

展，促進城鄉永續」及「提升國土機動性、可及性及連結性」等 2

項。前者著重未來城鄉發展應以城鄉發展區域範圍為主，倘有新增

城鄉發展需求，應以既有發展地區其周邊地區為優先發展範圍；後

者目標則在促進城鄉集約發展及節能減碳前提下，應以既有大眾運

輸系統為基礎，透過整合性公共運輸服務，建構都會地區運輸網

絡，並改善產業與國際運輸據點連結，以提升機動性及可及性。 

此外，運輸部門空間發展策略中之「軌道運輸」，著重未來國

土要加強整合軌道運輸與土地使用開發，啟動因地制宜且可行的建

置方案，同時需適時引入複合式軌道運輸系統，擴大軌道運輸服務

範圍。而「都市公共運輸」之策略，則強調都市空間應導入大眾運

輸導向發展(TOD)，結合軌道與其他大眾運輸場站、周邊道路及人

行空間之整體規劃與開發，以促進人本交通發展，並加強轉運中心

規劃與推動，提升轉乘接駁服務品質。 

(二)桃園市國土計畫 (桃園市政府，110 年 4 月) 

1.內容概要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45 條之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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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三年內公告實施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是故本市擬定「桃園市國土計畫」，係以地方實質空間發展及

使用管制為內容，並於 109 年 6 月 29 日經內政部國審會審竣通過，

110 年 4 月 28 日公告實施。 

桃園配合國家經濟發展政策方向，以優越的地理區位、產業群

聚、人力資源與便捷的交通基礎建設，使工業得以持續蓬勃發展為

全國第一工業城市。爰此計畫在產業發展層面，針對產業未來發展

需求及遍布的違章工廠，積極儲備發展腹地、建構優質產業發展場

域；在生活環境層面，針對快速成長的都會區人口數，加速建構便

捷的大眾運輸系統，並導入 TOD 規劃理念集約發展，透過舊市區更

新及新市區開發，滿足都市地區居住及公共設施服務需求，並提升

都市生活環境品質；在環境保育層面，依據環境資源敏感性加強生

態保育，並因應氣候變遷及生物多樣性，結合桃園特有埤塘資源，

加強都市防洪，以及串聯周邊藍綠系統，積極落實《桃園市發展低

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打造永續的綠色生態都市。 

2.對本計畫之指導或影響 

桃園市國土計畫盤點本市交通運輸之課題為加強交通路網建

設，完善公共運輸系統，並整合觀光遊憩資源，是以「交通運輸部

門計畫」中從「公共運輸系統發展」、「綠色人本交通發展」及「觀

光遊憩系統發展」等面向提出對策，強調以軌道運輸為公共運輸骨

幹，持續推動桃園都會區軌道建設。 

爰因應都會區發展趨勢及改善市區交通服務，推動「三心六線

軌道建設」，於桃園、中壢及航空城三大都會生活圈內發展軌道運

輸系統，規劃本計畫之捷運棕線、捷運機場線、捷運綠線、、捷運

三鶯延伸八德、捷運綠線延伸中壢、桃園鐵路地下化等 6 條軌道運

輸路網。未來透過捷運棕線、捷運機場線及三鶯線連結大臺北都會

區捷運系統，使臺北都會區 30 分鐘可達的便捷捷運路網生活圈得

以向外擴張，形成「北北桃一小時軌道生活圈」。 

(三)桃園都會區捷運路網計畫(桃園市政府，109 年 9 月) 

1.內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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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近年來工商發展迅速，人口、產業及都市空間發展變化極

大，高鐵特定區及航空城深具發展潛力，未來將與桃園、中壢形成

都會三核心，已具備發展成為都會區的優渥條件與契機，而整體交

通運輸問題之解決愈顯重要，必須及早因應未來運輸需求成長，俾

提升大眾運輸效能與使用率。 

透過捷運系統運輸路網之規劃建設，搭配城鄉產業發展策略，

規劃都市及非都市土地作合理有效之利用，以及無線寬頻環境之建

構，使桃園逐步發展成為便捷、舒適、永續、繁榮，且具科技、人

文、運動休閒、觀光遊憩等多元化國際競爭力的大都會。捷運系統

係大眾運輸路網建設之一環，發展以桃園都會區為本之大眾捷運系

統，並可結合地方發展特色與實際需求，進行沿線地區之都市更新

與活化再造，加速場站周邊土地整體開發，有效提昇土地利用價

值，實踐 TOD 大眾運輸導向之整體都市發展與市政願景，也正是推

動桃園都會區捷運建設之積極目標。 

路線概略說明如下： 

(1)捷運機場線及延伸規劃：本捷運系統路線起自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第二航廈，往東經第一航廈，沿線經過桃園市蘆竹區、新北市林

口區、桃園市龜山區、新北市新莊區、泰山區、三重區後進入臺

北市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延伸規劃路線由 A21 站起，沿中壢區

中豐路南行，沿中正路銜接至臺鐵中壢站，沿線設置 A22 站及 A23

站(與未來桃園鐵路地下化中壢站共構)等 2 座地下車站，將連結

桃園國際機場、高鐵桃園站及臺鐵中壢站，加速航空城、高鐵桃

園車站特定區及中壢都會區之都市發展。 

(2)桃園鐵路地下化：本計畫起點在新北市鶯歌區鳳鳴陸橋北側，至

桃園市平鎮區台 66 線南側，全長約 17.95 公里。除了既有桃園、

內壢及中壢車站，增設鳳鳴、中路、桃園醫院、中原及平鎮等 5

座通勤車站，消除沿線 8 座陸橋、8 處地下道及 20 處平交道，改

善鐵公路安全，降低鐵路兩側噪音、振動及阻隔，提升民眾居住

環境品質，計畫完成後打通前後站，再造都市景觀。 

(3)捷運綠線：由八德建德路起，經八德區介壽路、桃園區建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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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平路，再經桃園火車站，續沿桃園區中正路、蘆竹區中正北路、

省道台 4 線，轉坑菓路，與捷運機場線 A11 站銜接。另自 G14 站

後路線分岔往西，與捷運機場線 A16 站銜接，共設 21 座車站，全

長 27.8 公里。捷運綠線規劃與桃園鐵路地下化及捷運機場線直接

轉乘，能充分發揮捷運路網效益。並將成為航空城聯外交通骨幹，

可以提供旅客便捷運輸服務，符合桃園都會區未來都市發展與國

際門戶所必需。 

(4)捷運綠線延伸中壢：本計畫規劃路線起點由八德區桃園捷運綠線

G01 站往西延伸，沿「建德路至崁頂路」新闢道路(原生活圈六號

道路)採高架型式至霄裡坡轉為地下型式接中山東路，於中壢區中

山東路與環中東路交岔路口左轉接環中東路二段，行至環中東路

與龍岡路交叉路口右轉接龍岡路二段，最後再直行經健行路至臺

鐵中壢站，未來將連結捷運機場線及桃園捷運綠線，形成環狀捷

運路網。本計畫路線全長約 7.2 公里，共設置 5 個捷運站(地下 4

站，高架 1 站)。透過本計畫可連結捷運機場線與桃園捷運綠線，

結合沿線都市更新及土地開發效益以提高桃園市整體交通路網可

及性、提昇大眾運輸效益，達成永續運輸發展願景。 

(5)捷運棕線：桃園捷運棕線之路線全長約 11.38 公里，其中地下段

長約 6.1 公里，高架段長約 5.28 公里，沿線共設 7 座車站，其中

5 座為地下型式；2 座為高架型式。路線起於桃園火車站北側之復

興路上鄰近中正路口(BRH01 站)；沿復興路往東銜接萬壽路三段，

續行萬壽路二段再轉東萬壽路，至嶺頂橋前之山腰穿出地面並銜

接高架橋，接著沿東萬壽路、樹林區三興路、萬壽路一段、新莊

區中正路，抵台北捷運新莊線之迴龍站(BRH07 站)。 

(6)三鶯線延伸八德段：自三鶯線鶯桃福德(LB12)站往八德大湳方向

高架延伸，經福德一路、八德區「和強路至介壽路新闢道路」(規

劃中)後，於「和強路至介壽路新闢道路」及和平路口附近設置 LB13

站，續行於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南緣農業區轉入地下往西

行，迄於八德介壽路二段/金和路附近之桃園捷運綠線 G04 站下方

設置 LB14 站，路線長度約 3.9 公里，共設 3站。捷運三鶯線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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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鶯桃福德(LB12)站)位於新北市鶯歌區，距離桃園捷運綠線僅

約 3.9 公里，倘能延伸至捷運綠線 G04 站，將可有效串聯台北及

桃園兩大都會捷運系統，加乘捷運路網效益，擴大北桃都會生活

圈範圍。 

 

圖 2-1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路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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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都市計畫概述 

(一)發布實施經過 

龍壽、迴龍都市計畫區範圍東至新莊都市計畫為界，南至塔寮

坑溪及樹林(三多里地區)都市計畫區界，西至塔寮坑溪與台一號省道

交接處附近，北至林口特定區計畫界，計畫面積為 75.75 公頃。 

本計畫區於民國 71 年 9 月 27 日公告實施，迄今辦理過兩次通

盤檢討，分別於 79 年 9 月及 91 年 1 月公告實施；自第二次通盤檢討

後迄今，期間辦理過 4 次個案變更。 

表 2-1  計畫區都市計畫辦理歷程一覽表 

編號 變更計畫名稱 發布日期文號 

0 
變更龍壽、迴龍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案 

91 年 1 月 28 日 

府城鄉字第 0910021120 號 

1 
變更龍壽、迴龍地區都市計畫(部分醫院用地

為捷運系統用地)案 

91 年 7 月 29 日 

府城鄉字第 09101577012 號 

2 

變更龍壽、迴龍地區都市計畫(部分捷運系統

用地為醫院用地)(新北市轄區)(配合捷運新

莊線機廠工程)案 

109 年 5 月 25 日 

新北府都字第 10908982171 號 

3 

變更龍壽、迴龍地區都市計畫(部分捷運系統

用地為醫院用地)(桃園市轄區)(配合捷運新

莊線機廠工程)案 

109 年 5 月 26 日 

府都計字第 1090119903 號 

4 

變更龍壽、迴龍地區都市計畫(桃園市轄

區)(部分道路用地為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

使用)(配合捷運萬大－中和－樹林線第二期

路線)案 

111 年 2 月 7 日 

府都計字第 1110015471 號 

資料來源：整理自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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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都市計畫區範圍東至新莊都市計畫為界，南至塔寮坑溪及樹

林三多地區都市計畫區界，西至塔寮坑溪與台一號省道交接處附近，

北至林口特定區界，計畫面積為 75.75 公頃。 

(三)計畫年期及計畫人口 

現行計畫以民國 94 年為計畫目標年；現行計畫之計畫人口為

10,800 人。 

(四)土地使用計畫 

劃設住宅區、商業區、工業區、宗教專用區、文教區等，面積

合計為 34.20 公頃，占總面積 45.15％。 

(五)公共設施計畫 

劃設機關用地、學校用地(國小、私立龍華工專)、公園用地、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綠地用地、停車場用地、零售市場用地、加

油站用地、醫院用地、溝渠用地、捷運系統用地、捷運系統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道路用地等，面積合計為 41.55 公頃，占總面積 54.85％。 

(六)交通系統計畫 

1.聯外道路 

包括一號道路(台 1 號省道)為本計畫區之主要聯外幹道，東往

台北，西通桃園，計畫寬度 37.5 公尺；二號道路為北接一號道路，

向南通往板橋之聯外道路，計畫寬度 30 公尺；三號道路(台 1 號省

道)為東接一號道路，向西通往桃園之連外道路，計畫寬度 25 公尺；

四號道路為北接一號道路，向南通往樹林三多地區之連外道路，計

畫寬度 15 公尺；五號道路為北接一號道路，向南通往樹林三多地

區之聯外道路，計畫寬度 12 公尺。 

2.區內道路 

配設區內主要、次要及出入道路等，其計畫寬度分別為 10 公

尺、8 公尺、6 公尺。此外，為方便行人通行，酌設 4 公尺寬之人

行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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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現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  目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占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比例 
占計畫總面積

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宅區 22.43 29.61% 29.61% 

商業區 1.00 1.32% 1.32% 

工業區 8.71 11.50% 11.50% 

宗教專用區 0.38 0.50% 0.50% 

文教區 1.68 2.22% 2.22% 

小    計 34.20 45.15% 45.1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0.28 0.37% 0.37% 

文小用地 1.76 2.32% 2.32% 

私立龍華工專用地 2.86 3.78% 3.78% 

公園用地 2.31 3.05% 3.05%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0.50 0.66% 0.66% 

綠地用地 0.49 0.65% 0.65% 

停車場用地 0.14 0.18% 0.18% 

零售市場用地 0.18 0.24% 0.24% 

加油站用地 0.18 0.24% 0.24% 

醫院用地 7.30 9.64% 9.64% 

溝渠用地 2.23 2.94% 2.94% 

道路用地 12.93 17.07% 17.07% 

捷運系統用地 10.27 13.56% 13.56%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

使用 
0.12 0.16% 0.16% 

小    計 41.55 54.85% 54.85%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75.75 100.00% - 

都市計畫總面積 75.75 -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龍壽、迴龍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及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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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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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捷運棕線整體概述 

一、發展願景 

桃園捷運棕線行經桃園區、龜山區、樹林區、新莊區等地，沿

線與台一線平行，全線發展情況大致分為桃園龜山市區、台一線沿

線、龍壽迴龍地區等三部分：桃園火車站周邊商業機能繁盛，龜山后

街生活圈則提供優良居住環境；台一線沿線，除壽山巖觀音寺和東方

高爾夫球場外，工業廠房和零星砂石業沿線分布，包含龜山都市計畫

工業區、三興工業區與龍壽工業區等；龍壽、迴龍地區各類型教育設

施密集分布，生活圈橫跨桃園、新北行政區界。桃園捷運棕線各站

TOD 規劃，肩負桃園、龜山、龍壽、迴龍等地區的重要發展任務。 

緣此，本計畫將以透過桃園捷運棕線串接都市生活場域，建構

以捷運車站為核心的生活鄰里單元。其發展重點可大致歸為「北臺都

會區一日生活圈更緊密連結」、「建構連續性的都市空間及產業軸

帶」、「靈活而多樣化的 Green-TOD 城市環境」等三大項。 

 

圖 3-1  桃園捷運棕線都市發展願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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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捷運路線及車站概述 

由中正路復興路口(近桃園火車站)起，採地下型式向東沿復興

路、萬壽路三段、萬壽路二段、東萬壽路後至嶺頂橋南側山坡地出土，

以高架型式續東沿東萬壽路、萬壽路一段至新莊區中正路至新北市迴

龍地區止，全線約 11.38 公里，地下段約 6.1 公里，高架段約 5.28

公里，設 7 個車站，包含 5座地下站及 2 座高架站，其中樹林中正路

口至 BRH07 站之高架路段與臺北捷運萬大中和樹林線結構共構。另於

BRH01 站至捷運綠線 G06 站間設置維修軌道，長度約 1.5 公里。 

 

 

表 3-1  桃園捷運棕線車站位置綜整表 

車站名 車站型式 位置 都市計畫區 備註 

BRH01 地下島式 
臺鐵桃園車站北側 

復興路和中正路口 

桃園市 

都市計畫 

可與臺鐵(桃園站)

及 桃 園 捷 運 綠 線

(G07 站)銜接轉乘 

BRH02 地下島式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

市立體育場附近 

桃園市都市計

畫及龜山都市

計畫 

 

BRH03 地下島式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

大同路路口附近 
龜山都市計畫  

BRH04 地下島式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

華美街路口附近 
龜山都市計畫  

BRH05 地下島式 
桃園市龜山區東萬壽路 

寶石街路口附近 
非都市土地  

BRH06 高架側式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

龍華街路口附近 

龍壽、迴龍 

都市計畫 
 

BRH07 高架側式 
新北市新莊區 

中正路新莊機廠前 

龍壽、迴龍 

都市計畫 

可與新蘆線(迴龍

站)及萬大線(LG21

站)銜接轉乘 

資料來源：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棕線(桃園-龜山-迴龍段)綜合規劃報告書，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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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桃園捷運棕線綜合規劃建議路線圖 



18 

三、捷運各場站定位、構想及周邊土地開發策略 

就 7 處車站之周邊現況及設站後預期之發展，略分為四處地區，

賦予未來之發展定位、構想及周邊土地之開發策略，彙整如下。 

表 3-2  捷運棕線各車站發展定位、構想及周邊土地開發策略 

地區 車站 發展定位 發展構想及周邊土地開發策略 

桃園交通 

轉乘樞紐 

BRH01 

桃園軌道 

運輸與商

業核心 

北側為前站商圈核心，南側以大後站計畫為擘劃願景推

動台銀土地與閒置工業區轉型發展。隨著鐵路地下化後

前後站地景縫合，以及捷運建設提升交通可及性，配合

周邊都市更新計畫，將可大幅改善桃園站區空間意象，

平衡前後站商業發展動能，提升地區發展活力。 

BRH02 
高科技 

職住鄰里 

定位為高科技專業人才進駐居住空間，隨著交通可及性

提升、鐵路地下化及桃林鐵路活化改造為鐵馬道，形構

良好的通勤及休閒動線，配合周邊都市更新計畫推動，

將可大幅改善周邊居住環境品質與空間意象，並提升生

活商業服務機能，吸引人才進駐，促進產業創新升級。

龜山產業 

複合商圈 

BRH03 
優質文教 

住居商圈 

未來配合捷運車站設置，配合東西向南崁溪水岸自行車

動線與南北向大同路動線劃設，以綠色運輸動線串連結

點，將商業活動往北引導，提升生活便利性與街道活力。

BRH04 
產業創新 

樞紐 

南北兩側皆為龜山都市計畫工業區，以金屬、機械、塑

膠、電子產業為主。隨著大眾運輸工具可及性提升，配

合場站土地開發，周邊使用有機會引入更多人流與商業

活動，並為淺山交界之住宅社區增加更多生活機能。 

台一線 

職住綜合

地區 

BRH05 
城郊生活 

鄰里 

周邊屬住宅與工業混合地區，主要為支援龜山都市計畫

工業區及北側林口工業區之生產聚落。未來以步行空間

串接周邊休憩空間，並提升主要街道之生活商業服務機

能，藉由環境與機能的改善吸引觀光訪客。 

大學城 

與迴龍 

生活圈 

BRH06 
大學 

生活圈 

周邊各級學校林立，可預見捷運通車後，大量的通學人

口與地區居民通勤人口將會是本站主要的服務對象之

一，應更強化車站與通學動線的串接，並沿塔寮坑溪劃

設自行車道，強化與新北地區的綠色運輸連結。 

BRH07 
迴龍 

生活圈 

三條捷運線交會，未來善用三捷運的優勢，藉此促進周

邊都市的更新發展，並開闢公共設施、留設公共開放空

間，改善街廓紋理，規劃適合通勤與通學的步行系統，

以串連捷運場站與周邊的重要節點，引入適當的住宅、

商業與辦公機能，塑造完善的生活中心。 

資料來源：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棕線(桃園-龜山-迴龍段)綜合規劃報告書，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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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捷運車站公共設施聯結情形 

捷運棕線各車站均位於主要道路旁，其中有 6 站設於現行都市

計畫區內，車站周邊多鄰近公共設施，公設聯結便利。 

表 3-3  捷運棕線都市計畫區內各車站公共設施聯結情形 

車站 示意圖 周邊公共設施 

BRH01 

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多為商業區，鄰近

公共設施有桃園火車站、桃園國小、文

昌公園、東門國小等。 

BRH02 

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公共設施有台北

科大附屬桃園農工、桃園市立體育館、

山頂國小、山頂農民活動中心、郵局、

市立圖書館山德分館等。 

BRH03 

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公共設施有壽山

高中、龜山國中、龜山國小、自強國小、

中正公園、龜山區公所、警察局、派出

所、戶政事務所、農會、龜山眷村故事

館等，為龜山區主要行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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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 示意圖 周邊公共設施 

BRH04 

車站南北兩側為龜山都市計畫工業區，

周邊現況多為工廠、零售商店，東北側

為公墓，南側茶專路上有若干山坡地社

區。除萬壽路兩側各有一處加油站外，

無其他公共設施。 

BRH06 

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各級學校林立，包

含龍華科技大學、光啟高中、迴龍國小、

三多國小等，其他公共設施尚有郵局、

加油站、迴龍市場、三多圖書館、三多

派出所、三多市民活動中心等。 

BRH07 

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包含醫院、迴龍

派出所、迴龍郵局、迴龍圖書館、迴龍

國小、丹鳳國小、丹鳳高中、迴龍社區

活動中心等公共設施。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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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捷運設施用地變更原則 

捷運棕線除 BRH05 站至 BRH06 站間嶺頂橋旁由高架進入地下之

區段外，其餘站體均採高架或地下穿越土地上方或下方施築，路線須

穿越私有土地部分，依大眾捷運法第 19 條暨其子法「大眾捷運系統

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審核辦法」辦理地上、下穿越段空間範

圍公告及補償事宜，並依「桃園市大眾捷運系統工程穿越土地上空或

地下處理要點」，以註記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或採設定地上權方式

取得，可免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而車站之站體、出入口、通風井、變電站及路線段等相關設施，

依設置位置需使用道路旁之建築基地佈設時，須以變更都市計畫方式

變更為捷運系統用地或配合土地開發變更為捷運開發區。 

六、高架墩柱變更原則 

高架路線段之墩柱需用範圍如涉及私有土地時，因墩柱係使用

道路之地下及地上，非屬「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

理及審核辦法」規定之穿越補償範疇，故應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辦理

徵收。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9 年 1 月 14 日營署都字第 1080099111 號

函釋，徵收前須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52 條規定不得妨礙都市計畫，故

須變更為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俾資適法。 

七、高架墩柱設立後之交通影響說明 

本案之墩柱設立略位於道路之中央，現況道路寬度為 37.5 公

尺，道路復舊後，中央分隔島由原 2M 寬調整為 4M 寬，車道配置維持

與現況車道數之配置，往桃園方向為 2 汽車道、1 混合車道配置，往

台北方向為 2 快車道、1 混合車道、1 右轉車道，不致影響整體交通

系統及人行通行。車道平面及斷面配置詳圖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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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上圖為初步規劃，應以實際核定之圖說為準。

圖 3-3  高架墩柱設立後之車道平面及斷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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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通衝擊分析 

營運期間產生之影響包括捷運車站衍生之行人、車輛所產生之

流量，對於周邊道路所產生之衝擊，以及捷運系統服務後運具使用特

性改變而使運輸走廊道路交通量之改變等。主要影響說明如下： 

(一)大眾運輸服務可及性增加 

捷運系統興建可增加所及區域透過車站增加對外連絡之便利

性，大眾運輸可及性即獲得提升。係以捷運車站區位為中心，採步

行可接受距離 500 公尺～800 公尺半徑為服務範圍進行估算，目標

年以車站 500 公尺範圍約有 6.7 萬居住人口，10.9 萬活動人口；車

站 800 公尺範圍約有 16.9 萬居住人口，26.1 萬活動人口。 

(二)與其他捷運路線轉乘串聯 

桃園捷運棕線預計於桃園端 BRH01 站與台鐵、未來桃園捷運綠

線 G07 銜接轉乘，於新北市端以 BRH07 站可與新莊線迴龍站，以及

未來萬大線 LG21 站銜接轉乘，透過新莊線與萬大線即可串聯台北

都會區捷運路網。本計畫預測目標年，於桃園端 BRH01 站與台鐵、

未來桃園捷運綠線 G07 站銜接轉乘每日約有 3萬名旅客；於新北市

端以 BRH07 站可與新莊線迴龍站，以及未來萬大線 LG21 站銜接轉

乘日約有 1.9 萬名旅客。 

(三)預估私人運具旅次轉移 

本計畫預測有捷運棕線時，捷運棕線廊帶每日小客車及機車每

日旅次約移轉 1.6 萬人與 1.5 萬人次，公車約移轉 1.6 萬人次；晨

峰小時小客車及機車約移轉3.5千人與3.4千人次，公車約移轉3.5

千人次。 

(四)旅行時間縮短與道路服務水準提升 

桃園捷運棕線營運後地面道路恢復原車道數，且道路交通量由

於私人運具使用轉移至大眾運輸，預估交通量減少，將使道路服務

水準提升。目標年有無本計畫路線道路服務水準與旅行速率提升分

析如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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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主要影響道路交通變化分析表 

路

名 
路段 方向 

無本計畫 有本計畫 

道路容量 

(PCU/hr) 

交通量 

(pcph) 
V/C

旅行

速率

(kph)

服務

水準

道路容量

(PCU/hr)

交通量 

(pcph) 
V/C 

旅行

速率

(kph)

服務

水準

台 

1 

線 

萬壽路一

段(中正

路～ 

三興路) 

西 3,750 3,044 0.81 32.99 B 3,750 2,897 0.77 33.96 B

東 3,750 2,673 0.71 18.84 E 3,750 2,525 0.67 20.04 D

東萬壽路 

(三興路

～ 

龍校路) 

西 2,450 1,164 0.48 50.40 A 1,960 1,001 0.45 48.25 A

東 2,450 1,477 0.60 26.55 C 1,960 1,313 0.60 25.11 C

東萬壽路 

(龍校路

～ 

萬壽路二

段) 

西 2,450 1,064 0.43 33.06 B 2,450 876 0.36 37.67 A

東 2,450 1,559 0.64 41.12 A 2,450 1,370 0.56 43.36 B

萬壽路二

段 

(東萬壽

路～振興

路) 

西 3,750 2,489 0.66 14.39 F 3,750 2,264 0.60 16.13 E

東 3,750 2,506 0.67 33.06 B 3,750 2,278 0.61 34.82 B

台 

1 

甲

線 

萬壽路二

段 

(振興路

～三民

路) 

西 3,750 1,300 0.35 32.85 B 3,750 1,036 0.28 34.23 B

東 3,750 1,782 0.48 27.81 C 3,750 1,517 0.40 32.11 B

萬壽路三

段 

(三民路

～ 

復興路) 

西 3,750 1,382 0.37 27.04 C 3,750 1,118 0.30 28.81 C

東 3,750 1,998 0.53 32.31 B 3,750 1,733 0.46 36.61 A

復興路 

(萬壽路

三段～中

正路) 

西 2,450 1,007 0.41 17.46 E 2,450 853 0.35 20.83 D

東 2,450 1,055 0.43 34.15 B 2,450 902 0.37 37.96 A

資料來源：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棕線(桃園-龜山-迴龍段)綜合規劃報告書，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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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環境影響分析 

依「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棕線(桃園-龜山-迴龍段)環境影

響說明書」之內容，相關之環境影響分析詳如下之預防及減輕開發行

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 

表 3-5  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 

環境 
類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物 
化 
環 
境 

空
氣
品
質 

ˇ  

(一)本計畫對鄰近敏感受體所

造成之空氣污染物濃度增

量，與背景值疊加後，除

桃園測站及新莊測站之細

懸浮微粒(PM2.5)24 小時值

因背景值濃度即超標，導

致合成值有超標情形，其

餘各敏感受體各項目均符

合「空氣品質標準」，且施

工影響係屬暫時性，其增

量影響將於施工完成後終

止。 

(一)圍籬設置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

規定辦理，並配合現地環境於工區周界選用符合法令

規定之圍籬及防溢座，區隔工區內外，減少粒狀污染

物逸散、隔離施工嗓音及防止工區內之地表逕流漫流

至區外。 

(二)針對工地內之裸露地表，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或鋪

設鋼板、混凝土、瀝青泥凝土、粗級配或其他同等功

能之粒料；或植生綠化；或地表壓實且配合灑水措施；

或配合定期灑水。防制範圍應達裸露地面積之百分之

80%以上。 

(三)運土時間避開尖峰時段。 

(四)工地主要車行出入口，設置洗車設備，並於洗車設備

四周設置防溢座或集水坑或其他防制設施，防止洗車

廢水溢出工地。 

(五)運土車輛應就密閉車斗、覆蓋防塵布或其他不透氣覆

蓋物等擇一使用。而使用防塵布或其他不透氣覆蓋

物，應捆紮牢靠，且邊緣應延伸覆蓋至車斗上緣以下

至少 15 公分，以不逸散為為原則。另運土車輛應具備

污水蒐集功能或其他替代方式，以避免運輸過程污

水、砂石掉落造成落面污染。 

(六)施工期間使用之運輸及施工柴油車輛須符合四期(含)

以上排放標準，或三期加裝濾煙器之車輛，並做好保

養維護工作，以減少廢氣排放。 

(七)施工機具、車輛選用合格油品(如低硫柴油、柴油應符

合含硫量 10ppm 以下規定等)，以減低污染物排放。

(八)妥善規劃機具操作及運輸車輛排程，減少施工機具操

作時數及怠速運轉情形，降低施工機具之溫室氣體直

接排放。 

(九)施工區主要出入口處進行洗掃作業區域，藉由洗掃方

式，將排放之粒狀物清除，作業方式將依環保署「街

道揚塵洗掃作業執行手冊」內容辦理。 

 ˇ 

(一)捷運系統以電力驅動且可

改善區域性道路交通擁塞

情況、減少車輛行駛距

離，將間接減少空氣污染

物之排放量，因此營運期

間對空氣品質之影響有正

面之改善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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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續) 

環境 

類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物

化

環

境 

噪
音
振
動 

ˇ  

(一)經評估至敏感受體代表點與背景音

量合成後之噪音增量，於〝桃園農工〞

及〝大慶新世界社區〞屬於中度影響

等級以上且須提減輕對策之影響等

級，此外，在〝龍校街旁民宅〞及〝中

正路旁民宅〞則為超出所屬之日間營

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者。為減低本計

畫工程對鄰近居民之噪音干擾，評估

若於〝桃園農工〞、〝龍校街旁民宅〞、

〝中正路旁民宅〞及〝大慶新世界社

區〞靠近本計畫捷運路線周界處，設

置 2.4 公尺施工圍籬，則敏感受體之

影響等級可降至〝輕微影響(含)〞以

下等級程度。 

(二)施工振動均低於「日本東京都營建工

程振動規定」規定。 

(三)評估運輸道路交通噪音時，依施工期

間交通量預測結果，推估『有』計畫

情況下，噪音增量介於 0.3～

1.1dB(A)，研判所造成之噪音影響等

級為〝無影響或可忽略影響〞。 

(四)推估各運輸道路尖峰小時路邊地區

之「日間」時段合成振動Lv10值約31.6

～46.8dB，均符合日本東京都公害振

動規制之交通振動基準值，影響輕

微。 

規劃設計階段： 
(一)設計階段將依據最新法令、最新路線設計成

果，以及沿線建築物分布情形，並依系統廠

商提供之列車噪音量及振動位準、軌道系統

外部整體音量，就土建、軌道及機電系統等

方面進行細部檢討調整，並檢核計畫路線之

高架路段、轉彎段及道岔段於營運期間對於

沿線聚落之噪音振動幅度，據以進行減振降

噪設計，以符合所屬噪音管制標準。 

(二)為降低列車於停止、怠速或慢速通過敏感受

體時之機電設備噪音影響，將於機電設計規

範採用適當減振降噪措施，使得機電設備怠

速運轉所產生之均能音量（Leq）符合「陸

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第八條大眾捷運

系統交通噪音管制標準所屬噪音管制區之

夜間時段小時均能音量（Leq,1h）。 

(三)路線經過敏感受體大慶新世界社區附近路

段及嶺頂橋旁民宅附近路段於軌道區考量

設置防音措施，以符合所屬噪音管制標準。

以降低對鄰近住戶影響。 

(四)為因應未來交通成長及都市發展而衍生可

能設置噪音防制措施之需要，高架路線預留

於軌道側加舖吸音材料或設置隔音牆之空

間及荷重，以保留未來增設減音措施之彈

性。 

施工階段： 
(一)依施工規範所規定應採行之噪音防制措施

施工，並加強作業人員之訓練。 

(二)於工區周界進行噪音量測，如超出營建工程

噪音管制標準，將更換或調整施工機具種

類、數量或重新安排施工時程。 

(三)於鄰近敏感受體之工區周界設置與地面密

接之圍籬。對於高噪音量之機具使用消音包

覆或裝設消音器。 

(四)維持施工運輸道路之平整，以減低車輛行駛

路面跳動所產生之噪音振動。 

(五)限制運輸卡車經過社區、學校時之行駛速

度，並禁鳴喇叭。 

(六)施工時間配合居民之作息習慣，減輕干擾鄰

近住宅區；非必要不在夜間施工。若須於夜

間施工，須事先與民眾溝通。 

(七)規劃於〝桃園農工〞、〝龍校街旁民宅〞、〝大

慶新世界社區〞及〝中正路旁民宅〞靠近本

計畫捷運路線周界處，設置 2.4 公尺施工圍

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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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續) 

環境 

類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物

化

環

境 

噪
音
振
動 

 ˇ 

(一)捷運軌道噪音在無防音措施下各

敏感受體之噪音增量約 0.0～

13.0dB，屬〝無影響或可忽略影響〞

～〝中度〞，在有防音措施情況下

降至〝輕微(含)〞影響等級以下。

(二)通風口距各敏感點之最短水平距

離約 5.4～88.2 公尺，多數敏感點

之通風口低頻噪音於『夜間』均超

出所屬第二或三類「營業場所噪音

管制標準」規定，針對不符合管制

標準路段設置防音措施後，各通風

口低頻噪音值均符合法規標準 

(三)機廠距附近敏感受體代表點距離

約 714～1,541 公尺，預估機廠噪

音對周圍敏感受體幾無影響。 

(四)沿線主要敏感受體一樓處合成振

動量約 30.6～60.3 dB，符合「日

本東京都公害振動規則」振動評估

基準。 

(一)定期進行軌道之維護修補，尤其轉彎處因軌面

波狀磨損可能加重噪音振動影響。 

(二)依沿線敏感受體交通噪音振動監測成果、營運

狀況及民眾陳情案件，視需要採取適當之防音

設施，以減輕交通噪音影響程度。 

(三)營運期間高架路段、車站站體附近通風口噪

音，依噪音管制法第 9條規定「噪音管制區內

營建工程及營業場所，所發出之聲音不得超出

噪音管制標準」辦理，針對不符合管制標準路

段設置防音措施。 

水

文 
ˇ ˇ 

(一)本計畫路線多位於既有公路上，不

改變沿線既有水路排水分區，可維

持計畫區原排水系統規劃。維修機

廠區設置截水溝、滯洪池，開發後

逕流經滯洪過後依據下游塔寮坑

溪排水之放流量之規定排放。  

(二)施工期間並不抽用地下水，惟地下

段施工段開挖時，需抽取排放地下

水，將暫時造成鄰近地區之地下水

流失，不至影響當地地下水資源利

用。另外營運期間亦無抽取任何地

下水行為，惟地下車站及軌道可能

改變局部地下水流動方向。 

規劃設計階段： 
(一)詳細調查工程範圍內之灌排水路，並協調各水

利主管機關配合進行必要之水利建造物保護

措施或妥善規劃管線遷移，以維持其正常之灌

排水功能。 

施工階段： 
(一)工區內設置臨時滯洪沉砂設施。 

(二)維修機廠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設置臨時

滯洪沉砂設施及周界截水溝。 

營運期間： 
(一)維修機廠區設置截水溝及滯洪池。 

水

質 
ˇ  

(一)承受水體懸浮固體物濃度增量約

0.3~0.7 mg/L。 

(二)施工期間各工區每日產生車輛清

洗廢水量約 92~184 立方公尺。 

(三)尖峰期施工人員每日產生之生活

污水量約 70 立方公尺。 

規劃設計階段： 
(一)依各車站及機廠推估污水量，設計建築物污水

處理設施，其放流水須符合「建築物污水處理

設施放流水標準」或配合計畫地區污水下水道

系統建構期程，納入各分區之污水收集系統。

(二)依據「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規定，研訂「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於施

工前報請主管機關審查。 

(三)於工區運土車主要出入口設置洗車設備，並於

工區內設置必要之廢水處理設施，將工區廢水

（非逕流廢水）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始

可放流。 

(四)於施工規範中明訂穩定液不可含重金屬等有
害物質及污染物質，並規定承包商須提出檢驗
證明。地下連續壁穩定液不可含重金屬等有害
物質及污染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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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續) 

環境 
類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物

化

環

境 

水

質 
ˇ  

 施工階段： 
(一)施工期間，將管制工區工人垃圾及廢土不傾棄於河川區域內，其

活動亦不牴觸水污染管制區之管制事項。 

(二)施工期間主要以非點源污染對水文水質造成影響，將採下列非結

構性及結構性最佳管理作業 (BMPs)，進行工區非點源污染控制。

1.非結構性 BMPs 

(1)施工人員之管理：確實執行施工人員之衛生教育訓練，並嚴格要

求，以減少人為產生之污染。 

(2)施工工期之管理：一般橋墩及其基礎之施作，均須儘量安排於非

汛期期間，以避免造成河川因施工之圍堰或便橋等設備之阻水而

洪泛致災。 

(3)施工機具之管理：為減少因機具運轉時所產生之油污污染，需加

強工區管理，減少因人為疏失所造成之油污外洩。並統一收集廢

油污交由合格之代處理業處理。 

(4)廢棄物管理：施工期間所產生之生活廢棄物將定點蒐集，並使用

有蓋之垃圾桶。營建廢棄物於收集、運送及處理時，應避免產生

污染。 

2.結構性 BMPs： 

(1)各工區開挖面或堆置場所鋪設防止雨水進入之遮雨、擋雨及導雨

設施：降低施工暴雨逕流產生土壤沖蝕增加逕流廢水中泥砂含量。

(2)設置臨時沉砂池：各工區排水出口設置臨時沉砂池，利用重力沉

降去除雨水逕流中較大顆粒之泥砂；沉砂池並應符合「水污染防

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九條之相關規定。 

(3)設置砂攔或砂包攔：於工區適當位置設置砂攔或砂包攔，降低上

游水流流速，減少土壤沖蝕量。 

(4)工地圍籬設置防溢座：避免工區含泥沙之地面逕流向外溢流。 

(5)物料管理：施工所需之物料於運送時須避免洩漏產生，暫儲於工

區時，上方應以塑膠布覆蓋。 

(三)工區進行整地開挖前，須先設置臨時截流及排水系統，並與既有

排水系統銜接，須定期檢查、清理臨時排水系統，以維持其暢通。

(四)選用低污染性之穩定液，並配合土壤地質條件設計穩定液之配比

使用量，有效實施穩定液之再生處理，以保持穩定液之液壓並避

免污染地下水體。 

(五)工區設置套裝式污水處理設備，將施工人員生活污水處理至符合

「放流水標準」後方予排放。若因工區空間受限，無法設置污水

處理設施而設置臨時流動廁所，則須委託清除機構定期清運。 

(六)工區主要車行出入口設置洗車設備，俾利洗淨車體、輪胎。 

(七)車輛清洗廢水經沉澱處理至符合營建工地「放流水標準」後再排

放，並定期清除淤泥，以確保沉澱效能。 

(八)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9 條規定，於營建

工地開挖面或堆置場所設置擋雨、遮雨、導雨、沉砂池等設施及

進行定期清理維護工作。另辦公場所、員工宿舍產生之生活污水，

應妥善收集處理，另依第 10 條規定於施工前檢具逕流廢水污染削

減計畫報請桃園市環保局核准，並據以實施。 

(九)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49 條之三規定，辦

理沉積污泥之清除、廢油之收集處理，並紀錄留存，以備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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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續) 

環境 
類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物 

化 

環 

境 

水 

質 
 ˇ 

(一)各車站污水量約 21 立方公尺

/日。 

(二)機廠污水量約 54.8 立方公尺

/日。 

(一)各車站及機廠污水優先納入地區之污水收集系

統，若期程未能配合則於維修機廠設置污水處

理廠並於車站設置套裝式污水處理設施，處理

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再行排放。 

(二)定期檢查車站周圍排水系統，如有淤塞或損壞

之情形，應立即清理修復，以免因堵塞導致淹

水或漫地流沖刷，污染鄰近區域水體水質。 

地 

形 

地 

質 

ˇ ˇ 

(一)本計畫路線產生液化、沉陷之

可能性不大。 

(二)計畫沿線並無活動斷層通

過，惟新莊斷層沿塔寮坑溪谷

與計畫路線交錯。受新莊斷層

影響，於斷層帶開挖施工時，

可能遭遇破碎帶、斷層泥或異

常水壓。 

(三)經查台灣地區災害性地震紀

錄，震央並未出現於本計畫沿

線上。此外造成本計畫地區之

震度僅為〝弱～中〞震度等

級，因此地震對本計安全威脅

並不特別顯著。 

(四)本計畫僅嶺頂橋附近之山岳

隧道洞口段及機廠需進行整

地，其餘路段均不需整地，對

現有地形無影響。 

(五)本計畫以高架形式經過此山

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僅於公

路上開挖施工橋墩基礎，並未

改變現地邊坡地形及變更其

既有保護工，故不影響其穩定

性。 

規劃設計階段： 
(一)進行沿線地質調查及鑽探試驗，詳細分析工區

之承載位置、液化潛能、地表沈陷，針對各項

潛在地質災害型態，選用耐震設計之適當工

法，並擬具監測管理計畫與對應之應變措施。

(二)針對計畫路線兩側鄰房建物，進行識別及現況

調查，作為設計建物保護措施及佈設監測系統

之依據。 

(三)針對兩處地質敏感區邊坡，本計畫並未改變現

地邊坡地形及變更其既有保護工，不影響其穩

定性。針對鄰近地質敏感區邊坡之墩柱加強其

強度並設置保護工，以降低岩屑崩滑時對捷運

構造之影響。 

(四)本計畫高架車站主墩柱之耐震能力設計依內政

部營建署「鐵路橋梁耐震設計規範」規定設計，

確保其有充裕之結構強度與韌性容量，達成中

小地震時無影響、大地震時微損可修復、超大

地震時不傾倒之最高原則。 

(五)明挖覆蓋構造、樁帽開挖視地層特性與工程性

質，設計適當之擋土壁工法，並注意應有合適

之貫入深度與支撐系統。 

(六)針對機廠整地後之高邊坡，原則採用多階式大

口徑擋土排樁維持穩定性，並設置監測系統及

維護通道，以確保擋土構造物之安全。 

施工階段： 
(一)明挖覆蓋構造、樁帽開挖採取增加擋土壁厚

度、勁度、長度、加強支撐系統、適當提高支

撐預力、調整施工順序等措施，基樁施工需注

意避免坍孔、震動、湧水等問題，依據標準施

工程序管控並配合現場狀況調整。 

(二)考量岩層、卵礫石層等複合地盤特性，潛盾隧

道應選用合適之潛盾機，施工中管控土艙壓

力、出土量，並搭配灌漿控制施工沉陷量。 

(三)進行挖填方施工時，施工範圍內設截流溝等設

施，以避免土方鬆動坍滑或沖蝕。 

(四)針對受影響建物執行現況調查，且保存完整之

紀錄，以便在日後若施工發生問題時，供作排

解糾紛之依據。 

(五)鄰近工區建物配置安全監測儀器，並對建物進

行評估以訂定監測儀器的管理值，依監測結果

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以確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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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續) 

環境 
類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物 

化 

環 

境 

廢棄

物及

土石

方資

源 

ˇ  

(一)每日施工人員垃圾產量約 0.35 公

噸重。 

(二)挖方量約 112 萬立方公尺(自然

方)，填方量約 15 萬立方公尺(自

然方)。 

(一)土石方運輸依內政部頒「營建剩餘土石方處

理方案」、「新北市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

及營建混合物資源處理場設置管理要點」及

「桃園市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辦

理。 

(二)運輸道路有散落土石、泥水滴落或路面損壞

時，應負責清掃、清洗。 

(三)為便於土方運送調控彈性及零星小型結構物

(如排水溝、集水井等)預留回填土之暫置需

求，各施工區域內土石臨時堆置以防塵網、

防塵布或塑膠布覆蓋處理，以抑制晴天之塵

土飛揚及避免降雨期間雨水直接沖蝕造成表

土流失。 

(四)於施工場所設置有蓋式垃圾桶分類收集生

活垃圾，並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委

託合格之廢棄物清除機構代為處理。 

(五)可回收再利用之資源化垃圾如鐵鋁罐、玻璃

容器等，應分類收集貯存，並由承包商定期

委託合格之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回收清理。

(六)工區內經沉澱設施所產生污泥將交由合格

之清除處理業者清運處理。 

 ˇ 

(一)營運期間各車站廢棄物產量約

0.1～0.95 公噸重/日。 

(一)車站及機廠設置資源和一般垃圾桶分類收集

旅客及工作人員生活垃圾，並委託合格之廢

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定期清運處理。 

生 

物 

環 

境 

陸域

植物 
ˇ ˇ 

(一)調查共發現 1 種特稀有植物及 4

棵受保護樹木，皆位於工程範圍

外，不致受本工程影響。 

施工階段： 
(一)施工期間加強工地管理，並設置施工圍籬，

以降低營建噪音干擾。 

(二)非必要緊迫性工程，避免於夜間進行高噪音

工程。 

(三)嚴格監督工地人員，避免有違反「野生動物

保育法」之行為發生；施工中若發現保育類

野生動物進入施工範圍，將嚴格管制工地人

員不得騷擾、虐待及獵捕。 

營運期間： 
(一)車站環境及植生管護不使用毒鼠餌料、殺蟲

劑、除草劑。 

陸域

動物 
ˇ ˇ 

(一)計畫路線附近記錄八哥、領角鴞及

大冠鷲等 3 種珍貴稀有野生動

物、紅尾伯勞及臺灣藍鵲 2種其他

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並未於計畫

路線發線築巢紀錄，且鳥類動物具

有遷徙之習性，對其影響較輕微。

水 

域 

生 

態 

ˇ ˇ 

(一)據藻屬指數計算，本計畫所經之南

崁溪及塔寮溪皆屬嚴重污染水

質，水域物種不豐，且並未發現保

育類動物，施工及營運階段所產生

各項廢污水均有採行水污染防治

措施後排放，對現有水域生物之棲

息影響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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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續) 

環境 
類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景觀

及遊

憩環

境 

景觀 

ˇ  

(一)施工活動及圍籬設置產生之視覺影響，對沿線地區

產生景觀改變、視線阻隔或動線串接之不便，也直

接或間接對沿線居民、工作者或用路人產生視覺與

動線之衝擊。 

(一)設置整齊美觀之施工圍

籬，並定期清潔維護。 

 ˇ 

(一)地下段對鄰近居民及用路人之視覺景觀可維持與開

發前相同，僅車站出入口、通風口等地面突出物的

量體將對沿線景觀產生影響；高架段則包含軌道、

車站等設施量體對沿線天際線之改變、視覺空間之

分割及對鄰近視覺衝擊接受者所產生之視覺壓迫及

阻隔。 

— 

遊憩 

ˇ  

(一)計畫路線沿線並無緊鄰之重大遊憩資源，於施工期

間亦將不至於造成鄰近觀光景點交通之顯著惡化，

故本計畫對沿線鄰近地區之觀光遊憩資源並不至於

產生顯著之影響。僅施工期間因圍籬圍設，台 1 線

將可能因道路寬度調整，或受施工車輛、機具運輸

材料車輛調度，對於交通動線之行車速率有所影響。

— 

 ˇ 

(一)計畫路線完工營運後，提供便利的大眾捷運系統轉

乘，將間接對新北市往返桃園沿線鄰近之各觀光遊

憩據點提供更高之可及性及吸引力。 

— 

社經

環境 

社會

環境 

ˇ  

(一)施工活動對環境所造成之不良影響，將降低計畫路

線鄰近地區居民生活品質。 

(一)施工時間配合居民之作息

習慣，減輕干擾鄰近住宅

區；非必要不在夜間施

工。若須於夜間施工，須

事先與民眾溝通。 

 ˇ 

(一)依據所完成之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九成之受

訪者支持本計畫，可知本計畫之推動興建係為當地

居民之期待，就社會大眾心理層面而言具有其正面

意義。 

— 

土地

利用 

ˇ  

(一)本計畫預計將使用約 27.73 公頃土地，其中屬國公

有土地約 16.03 公頃，私有土地約 11.60 公頃，其

中私有地約 5.44 公頃屬於維修機廠範圍， 

— 

 ˇ 

(一)捷運車站出入口將產生旅運人流對當地土地價值提

升有正面助益。未來配合 TOD 周邊土地結合大眾運

輸導向開發，將可於車站周邊高強度及混合使用，

除提升捷運車站運量、公共建設使用效率外，亦帶

動車站周邊人口聚集與土地開發。 

— 

產經

活動 

ˇ  

(一)因道路施工圍籬設置及工程進行所衍生之噪音等因

素，將對沿線所鄰地區之工商業活動造成影響。參

酌以往捷運建設之施工經驗，將透過分段施工、交

通維持、環境品質維護等措施，降低對工區附近商

家工廠之干擾。 

(二)因捷運土建工程部分，多可由國內業者直接提供，

故施工期間除為桃園地區帶來就業機會，亦將促進

營造業及其關聯產業包括運輸、水泥及鋼鐵製品等

之發展。 

— 

 ˇ 

(一)本計畫完成後可建構桃園都會區與臺北都會區連繫

之捷運路線，形成完整之北部都會區捷運軸帶，預

期可更加活絡站區附近之經濟活動及商業發展。 

— 



32 

表 3-5  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續) 

環境 
類別 

環境 
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說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社 

經 

環 

境 

道 

路 

交 

通 

ˇ  

(一)台 1線(中正路～嶺頂)段高架橋施工，施工範

圍將使車道數減少，配合本計畫施工期間疏導

車輛改道，本路段車輛疏導改行台 1甲線，預

計移轉 30%交通量，加上增加運土車次，各路

段都能維持現況之服務水準，僅台 1線東萬壽

路(龍校路～萬壽路二段)往西服務水準將由A

級降至 B級，顯示施工期間配合改道措施，大

致可維持既有之服務水準，影響不大。 

規劃設計階段： 
(一)配合施工計畫及設計圖說，審

慎研擬交通維持原則，並納入

工程合約或施工規範中，於施

工前提出「交通維持計畫」，

經當地交通主管機關核可後

實施。 

施工階段： 
(一)運輸作業應避開交通尖峰時

間，並視需要派員於工區出入

口協助大型車輛進出並指揮

交通。 

(二)嚴格禁止運輸車輛超載、超速

等違規行為。 

(三)定期派員檢視運輸道路路

面，若有因計畫運輸造成路面

破壞情形，應儘速修復。 

(四)依道路主管機關核定之「交通

維持計畫」確實執行。 

 ˇ 

(一)桃園捷運棕線營運後地面道路恢復原車道

數，且道路交通量由於私人運具使用轉移至大

眾運輸，預估交通量減少，將使道路服務水準

提升。 

— 

文 

化 

資 

產 

文 

化 

資 

產 

ˇ  

(一)計畫路段未經過有形文化資產，鄰近地區之歷

史建築及遺址，均距施工區尚有一段距離，且

有既有建物阻隔，影響程度不大。 
 

(一)開發過程如發現任何涉文化

資產標的，將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第 33 條、第 57 條、第

77 條、第 88 條等規定辦理，

並注意工程是否涉及民俗活

動場域。 

(二)開發過程，對於既有之文化資

產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4 條、第 35 條規定辦理。 

資料來源：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棕線(桃園-龜山-迴龍段)環境影響說明書，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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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發展現況概述 

一、土地使用現況 

變更範圍位於萬壽路一段和中正路口之西側，距離捷運棕線

BRH07 站約 500 公尺，均屬本都市計畫區之道路用地，使用現況為省

道台一線(萬壽路一段)。 

 

圖 4-1  變更範圍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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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權屬 

本案二處墩柱之土地權屬其中公有土地約 0.025 公頃，約占總

面積之 55.08％；私有土地約計 0.021 公頃，約占總面積之 44.92％。 

表 4-1  變更範圍土地權屬統計表 

位置 類別 所有權人(管理機關) 面積(㎡) 百分比 

墩柱 

公有地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4.44 3.14% 

中華民國(交通部公路總局) 237.44 51.61% 

台北市(台北市政府財政局) 1.52 0.33% 

小計 253.40 55.08% 

私有土地 206.67 44.92% 

合計 460.08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圖 4-2  變更範圍土地權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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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現況 

(一)交通運輸現況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棕線計畫範圍周邊主要聯外道路系

統包括國道 1 號、國道 3號、省道臺 1 線、省道臺 1甲線、省道臺

4 線，地區道路系統則有市道 110 線、市道 105 線，以及鄉道桃 7

線、桃 8線、桃 12 線等。 

表 4-2  計畫範圍主要道路系統幾何特性彙整表 

等級 編號 路名 路段 寬度(m) 功能 車道 分隔型式

國道 

國道 1號 

平面路段 
中山高速公路 林口交流道-機場系統交流道  

高速公路 

6-8 中央分隔

國道 1號 

高架路段 
五楊高速公路 五股交流道-楊梅系統交流道  4-6 中央分隔

國道 3號 福爾摩沙高速公路 三鶯交流道-龍潭交流道  8 中央分隔

省道 

台 1線 

萬壽路一段 萬壽路一段-工興街 33(37.5)

主要 

幹道 

6 中央分隔

東萬壽路 
工興街-寶石街 18 4 中央分隔

寶石街-延美街 18 4 標線分隔

萬壽路二段 延美街-三民路 30 6 中央分隔

台 1甲線 

萬壽路一段- 

萬壽路二段 

工興街-東萬壽路 309 巷 15-20 4 標線分隔

東萬壽路 309 巷-集美街 15 2 標線分隔

集美街-廷美街 15 3 標線分隔

萬壽路二段- 

復興路 

振興路-興中街 20 4 標線分隔

興中街-山鶯路 40 8 中央分隔

山鶯路-春日路 30(20) 6 標線分隔

春日路-縣府路 20 4 標線分隔

台 4線 

春日路 幸福路-三民路 20(30) 4 中央分隔

三民路二段- 

三民路三段 
春日路-中山路 25-30 6 中央分隔

三民路三段 中山路-介壽路 17-20 4 標線分隔

介壽路- 

介壽路二段 
介壽路-興豐路 20 4 標線分隔

市道 

市 110 線 春日路 大林路-三民路 15(28)

地區 

道路 

2 標線分隔

市 105 線 

忠義路二段 復興一路-忠義路二段 240 巷 40 6 中央分隔

忠義路二段- 

忠義路一段 
忠義路二段 240 巷-楓樹七街 40 6 

中央/快慢

分隔 

鄉道 

桃 7 振興路 長壽路-西勢湖路 20(30) 4 中央分隔

桃 8 大同路 萬壽路二段-德明路 12 2 標線分隔

桃 12 三民路 成功路-萬壽路二段 30 6 中央分隔

其他 萬壽路三段 
春日路-民生路 15 2 標線分隔

民生路-重慶街 11(14) 2 標線分隔

資料來源：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棕線(桃園-龜山-迴龍段)綜合規劃報告書，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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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棕線(桃園-龜山-迴龍段)綜合規劃報告書，111.3.。 

圖 4-3  計畫範圍道路系統示意圖 

 

(二)軌道運輸系統 

本計畫範圍及其周邊地區現有之軌道運輸系統包含臺鐵、機場

捷運線、捷運新莊線等。搭乘鐵路系統之旅客可經由桃園火車站進

出，桃園和龜山民眾亦可搭乘公車至新莊線迴龍站搭乘捷運新莊

線，至新北市與台北市。以下說明各系統現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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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鐵系統現況 

臺鐵系統為桃園市最重要之聯外大眾運輸工具，主要擔負都會

區城際運輸之服務，運輸容量較高但可及性較低，臺鐵縱貫線從台

北站至桃園站間計有萬華、板橋、浮洲、樹林、南樹林、山佳、鶯

歌等站，於桃園市設置桃園、內壢、中壢、埔心、楊梅、富岡及新

富等七個站，其中桃園和中壢站為一等站，各級列車皆有停靠，楊

梅站停靠莒光號以下列車，內壢、埔心、富岡、新富四個站則只有

停靠區間車。其中以桃園站與本計畫相關性較高，民眾可利用鐵路

往返臺北市、新北市與桃園市。未來桃園捷運綠線與本計畫興建完

成後，桃園站將成為三鐵共站的轉運樞紐，對於紓解桃園地區平日

通勤、通學之交通有相當大助益。 

2.捷運新莊線現況 

捷運新莊線自通車後，即成為新莊區最重要之聯外大眾運輸工

具，對紓解新莊地區平日通勤、通學之交通有相當大之助益。其中

迴龍站未來將與本計畫路線銜接轉乘外，捷運萬大樹林線計畫未來

亦將於此設站，未來於本計畫路線與萬大樹林線通車後，迴龍站將

成為三鐵共站，轉運功能將大幅提升。 

3.桃園機場捷運 

桃園機場全長 53.09 公里，由臺北市臺北車站開始，沿途橫跨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等 3 個直轄市；路線於臺北市沿臺鐵與高

鐵隧道北側、鄭州路南側過淡水河後，進入新北市沿環河南路、疏

洪東路河堤穿越二重疏洪道後，再沿台一線、新北大道、青山路。

進入桃園市後續沿青山路、文化一路、八德路向西行，沿赤塗崎溪

出林口臺地，經過桃園國際機場後，沿著新街溪、領航北路、高鐵

北路、高鐵南路、中豐北路至中豐路，繼續沿中豐路、中正路至中

壢車站止。鄰近本計畫路線之車站為 A6 泰山貴和站，各班班距各

為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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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車系統 

本計畫範圍之公車路線多達 6 條，主要提供桃園往返龜山，或

桃園地區往返新莊迴龍市區之服務，主要行經台 1 線或台 1 甲線等

主要道路。其中 601、棕線先導公車與 602 線與本計畫路線有高度

重疊，都是因應新莊線迴龍站通車後，桃園、龜山可循最短路徑，

往返新莊線迴龍站，增加與臺北都會區捷運路網便捷之銜接。 

由圖 4-4 桃園市區往返捷運迴龍站公車路線各月運量統計顯

示，601 線、棕線先導公車與 602 線，寒暑假運量明顯較低，非寒

暑假 601 線與棕線先導公車平均每月平均約 19.4 萬人，寒暑假平

均每月平均約 15.8 萬人，可以觀察學生旅次約占 1/3。 

 

資料來源：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棕線(桃園-龜山-迴龍段)綜合規劃報告書，111.3.。

圖 4-4  108 年桃園市區往返捷運迴龍站公車路線各月運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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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停車需求 

基於配合都市運輸政策之考量，市中心區不鼓勵設置停車轉乘

設施，並以步行、公車及接轉乘為主。各車站預估之停車需求數量

如下表所示。 

表 4-3  捷運棕線各站轉乘設施需求估計表 

車站 

路緣臨停 路外停車 

小汽車與 

計程車 
機車 公車 自行車 機車 

BRH01/G07 3 1 3 50 125 

BRH02 3 1 2 50 140 

BRH03 3 1 2 40 108 

BRH04 2 1 2 33 89 

BRH05 1 1 1 13 32 

BRH06 2 1 1 20 55 

BRH07/LG21/O21 2 1 1 20 55 

資料來源：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棕線(桃園-龜山-迴龍段)綜合規劃報告書，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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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地質 

(一)地質 

依中央地調所區域地質圖所示，本計畫路線因行經南崁溪及塔

寮溪溪谷，多位於全新世沖積層，其餘包括更新世桃園層（BRH01

站~BRH02 站）、林口層（BRH05 站）、中新世南港層、桂竹林層、石

底層（BRH05 站~BRH06 站）及大寮層，地質特性概況如下描述。 

1.現代沖積層(a) 

河道洪泛區之堆積作用所形成，分布於南崁溪及塔寮溪河床兩

側，以礫石、砂及泥為主。 

2.桃園層(Ty) 

分佈於桃園台地，由紅土與礫石所構成。礫石主要為矽質砂

岩，其中混有矽質黑色頁岩，膠結物為泥砂。有時被鐵質溶液所浸

染。紅土呈紅色或黃棕色且富於砂質，呈明顯的層理。 

3.林口層(Lk) 

林口台地東側，為礫石出露，由古新店溪從泰山向西扇狀入海

形成林口沖積扇，以紅壤、礫石及礫石夾砂泥為主之地層。 

4.南港層(Nk) 

以砂岩、砂頁岩互層為主，主要岩性為厚層至塊狀泥質砂岩，

厚層頁岩夾部分砂頁岩薄互層所構成。 

5.石底層(St) 

岩性主要由厚層至中層砂岩、砂頁岩之互層或薄紋層構成，夾

有細縞狀砂頁岩。為臺灣最重要之含煤層，需注意此區過去是否有

煤礦開採活動。 

6.大寮層(Tl) 

上部以厚層灰色頁岩為主，偶夾薄至中層砂岩；中部以塊狀砂

岩為主，因抗蝕力強，常突出為山脊；下部以厚層頁岩偶夾薄層砂

岩為主，全層富含海相化石，且常集中成化石密集帶。 

7.桂竹林層(Kc) 

岩性為厚層砂岩及砂頁岩層，厚層砂岩屬塊狀裂隙結構，砂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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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互層為層狀結構。 

 

資料來源：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棕線(桃園-龜山-迴龍段)綜合規劃報告書，111.3.。 

圖 4-5  區域地質圖 

 
 

(二)水文 

本計畫範圍主要鄰近排水系統為塔寮坑溪，塔寮坑溪為中央管

河川(第十河川局)，集水面積 29.37 平方公里，排水幹流全長約

12.25 公里，集水區位於淡水河系大漢溪流域內，位處台北盆地西

南邊，北與中港大排及貴子坑溪為界，西側位屬林口台地，南鄰坡

內坑溝集水區，東接大漢溪，為大漢溪支流，溪流源於桃園市龍壽

村及新嶺村交界，往東流經桃園市龜山區、新北市樹林區及新莊區

等地區。 



42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圖 4-6  本計畫區水文系統示意圖 

 

五、都市防災 

(一)歷年淹水情形和地區淹水潛勢 

依水利署一日暴雨 600 毫米下之淹水潛勢作為評估依據，模擬

於各降雨情境下，龜山區範圍內淹水影響範圍在東南側的山頂里和

山德里，後續捷運車站出入口、通風井及結構物之開口將加以設計

保護車站不淹水。另外本計畫區內多以公共設施用地作為防災避難

場所，主要設置在主要道路上，未來捷運車站周邊皆有設置避難空

間可供使用。 



43 

資料來源：105 年龜山區災害防救計畫。 

圖 4-7  龜山區一日暴雨 600 毫米淹水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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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防災避難場所設施 

本計畫區之防災計畫係依土地利用型態及道路系統，規劃防救

災據點、防救災路線及緊急疏散方向，以應遭逢不可抗拒之緊急災

害之需。 

1.臨時避難場所 

臨時避難場所之劃設，係考量因空間阻隔或緊急事故，供作暫

時避難空間使用；指定本計畫區之公園、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綠地、

停車場等用地為臨時避難場所，其周邊應保持暢通、減少設置永久

性障礙物，並維持其開放性。 

2.緊急避難場所 

此層級具有較完善設施可提供庇護之據點，除因應前項空間阻

隔或緊急事故，供作暫時避難空間使用外，主要為提供災後都市復

建完成前，避難生活所需設施，並且為當地避難人員獲得各種資訊

的場所。以學校用地、活動中心及學校單位為主。 

 

 

圖 4-8 本計畫區防救災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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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理由及內容 

一、變更原則 

高架路線段之墩柱需用範圍如涉及私有土地時，因墩柱係使用

道路之地下及地上，非屬「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

理及審核辦法」規定之穿越補償範疇，故應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辦理

徵收。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9 年 1 月 14 日營署都字第 1080099111 號

函釋，徵收前須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52 條規定不得妨礙都市計畫，故

本案之墩柱需用範圍因涉及私有土地，須變更為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

路使用，俾資適法。 

二、變更理由 

配合桃園捷運棕線銜接臺北捷運萬大線第二期共構設計施工之

部分高架橋樑墩柱需求，因涉及私有土地之徵收，爰變更所需用地為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以供捷運設施使用。 

三、變更內容 

為提供捷運建設計畫所需用地，本計畫變更道路用地為捷運系

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以達捷運系統施工、營運及提供公共服務等目

的。 

 

表 5-1  變更內容明細表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萬壽路一段

與中正路路

口西側 

道路用地 

(0.05) 

捷運系統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0.05) 

配合桃園捷運棕線銜接

臺北捷運萬大線第二期

高架段橋墩柱落墩使用

私有地之需求劃設。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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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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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變更後計畫 

本計畫之變更涉及二項公共設施用地之增減，說明如下。 

一、道路用地 

本次變更減少 0.05 公頃，變更後之道路用地面積為 12.88 公

頃，占計畫總面積之 17.00％。 

二、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本次變更新增 0.05 公頃，變更後之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面積為 0.17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之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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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變更前後面積對照表 

項目 

現行計畫 

面積 

(公頃)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本案變更後 

計畫面積 

(公頃) 

占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比例 

占計畫面

積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宅區 22.43  22.43 29.61% 29.61% 

商業區 1.00  1.00 1.32% 1.32% 

工業區 8.71  8.71 11.50% 11.50% 

宗教專用區 0.38  0.38 0.50% 0.50% 

文教區 1.68  1.68 2.22% 2.22% 

小計 34.20  34.20 45.15% 45.1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0.28  0.28 0.37% 0.37% 

文小用地 1.76  1.76 2.32% 2.32% 

私立龍華工專用地 2.86  2.86 3.78% 3.78% 

公園用地 2.31  2.31 3.05% 3.05% 

公園兼供兒童遊樂

場用地 
0.50  0.50 0.66% 0.66% 

綠地用地 0.49  0.49 0.65% 0.65% 

停車場用地 0.14  0.14 0.18% 0.18% 

零售市場用地 0.18  0.18 0.24% 0.24% 

加油站用地 0.18  0.18 0.24% 0.24% 

醫院用地 7.30  7.30 9.64% 9.64% 

溝渠用地 2.23  2.23 2.94% 2.94% 

道路用地 12.93 -0.05 12.88 17.00% 17.00% 

捷運系統用地 10.27  10.27 13.56% 13.56%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 
0.12 0.05 0.17 0.22% 0.22% 

小    計 41.55 0.00 41.55 54.85% 54.85%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75.75  75.75 100.00%  

都市計畫總面積 75.75  75.75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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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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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施進度與經費 

一、開發方式及主體 

(一)開發方式 

依大眾捷運法第 6條規定，大眾捷運系統需用之土地，得依法

徵收或撥用之。而依據司法院大法官 89 年 9月 29 日釋字第 513 號

解釋略以：都市計畫法第 52 條前段「都市計畫範圍內，各級政府

徵收私有土地或撥用公有土地，不得妨礙當地都市計畫。」…中央

或地方興建公共設施，須徵收都市計畫範圍內原非公共設施用地之

私有土地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先踐行變更都市計畫之程序，

再予徵收。 

本案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之範圍涉及公有與私有土

地，公有土地以撥用方式取得；私有土地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應先

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若協議不成時，改採一般徵收方式取得。 

(二)開發主體 

本案以桃園市政府為開發主體。 

二、辦理時程 

本案係屬桃園捷運棕線配合臺北捷運萬大線二期共構期程辦

理，臺北捷運萬大線二期預計 117 年完工並配合相關模擬演練及提報

初、履勘通過後正式通車，整體計畫年期至 119 年。 

三、開發經費與來源 

本計畫所需土地取得相關費用由桃園市政府編列預算，估計約

3,83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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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實施進度與經費表 

項目 權屬 
面積 

(公頃) 

用地取得方式 土地取得

費用 

(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 

期程 

經費 

來源 協議 

價購 
徵收 撥用

捷運系

統用地

兼供道

路使用 

公有 0.03   ˇ 

3,836
桃園 

市政府

民國 

119年 

編列 

預算 
私有 0.02 ˇ ˇ  

註 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際測量分割為準。 

註 2：表列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相關部門行政、審查進度及市場情形

酌予調整，並以實際金額為準。 

 

 

 

捌、其他 

一、本計畫區內捷運建設計畫之路線、場、站及相關附屬設施所需用地未

納入變更為「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者，依「大眾捷運法」第

18條及「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條之規定辦理，

不予變更都市計畫。 

二、凡本次變更未指明變更部分均依原計畫為準。 

 



 

 

 

 

 

 

 

 

 

 

 

附件一、都市計畫變更認定同意文件 

 

 



 

 



 

 

 

 

 

 

 

 

 

 

 

附件二、行政院(107 年 5 月 1 日)核定「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

系統棕線(桃園-龜山-迴龍段)可行性研究報告書」函 

 



 



 



 

 
 



 

 

 

 

 

 

 

 

 

 

附件三、變更範圍土地清冊 

  



 

變更範圍土地清冊 

編號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謄本面積 

(㎡) 
變更範圍 權屬 

原使用分區

/用地 

1 

龜山區 迴龍段 

30-6    1,018.94 部分 公有 

道路用地

2 393-1      479.12 部分 私有 

3 394      292.06 部分 公有 

4 565      387.94 部分 公有 

5 566      285.90 部分 私有 

6 567      442.11 部分 公私共有 

7 569      793.06 部分 公有 

8 577      483.50 部分 公私共有 

 

 

  



 

 

 

 

 

 

 

 

 

 

附件四、都市計畫公開展覽前座談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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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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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