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鶯歌鐵路平交道與環境改善建設可行性研究地方說明會 簡報資料

計畫緣起

鐵路設施影響都市發展所需改善之問題

鐵路立體化可行性研究

 路線方案研擬

 房屋拆遷

 計畫時程

 路線方案綜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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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鶯歌地區都市發展面臨瓶頸
 鶯歌站前後有東鶯里平交道及尖山

埔路平交道，平交道除對駕駛員造
成壓力外，也易造成事故。既有平
面鐵路阻礙都市發展，不論就交通
或都市方面都面臨瓶頸。

周邊都市鐵路立體化成功的借鏡
 自大台北地區鐵路全

面地下化後，除消除
平交道外，站區發展
以及沿線都市縫合效
益亦相當明顯。

 檢視新北市境板橋、
浮洲、樹林、鶯歌與
鳳鳴地區，板橋浮洲
皆已完成鐵路立體化
，鐵路桃園段地下化。

鶯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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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設施影響都市發展所需改善之問題

鐵路切割形成都市發展障礙
 東鶯里平交道至尖山埔平交道間約2公里路廊橫亙鶯歌地區，鐵路

兩邊都市核心的聯繫國慶街及中正一路之狹窄箱涵。

尖山埔平交道

鶯歌車站

國慶街

東鶯里平交道

中正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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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立體化可行性研究

路線方案
 方案一(A.原地高架/B.原地地下)：無法改善既有路線小曲線，在現有鶯歌站設

新站，新路線總長約3900公尺

 方案二(中山路)：回歸日治時代之鐵路路廊，在東鶯里平交道附近設新站，改
線路線總長約5600公尺

 方案三(山側)：臨近山邊，在北鶯公園後方設新站，改線路線總長約510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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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

方案三

方案二

山佳車站

鶯歌車站

鳳鳴車站
(規劃中)

尖山埔路平交道

東鶯里平交
道

現有線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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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方案研擬

車站位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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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原地高架/原地地下

方案三：山側

方案二：中山路

方案一：原地高架/原地地下

方案二：中山路

方案三：山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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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拆遷(1R以上統計資料)

 方案一 : 268棟

 方案二： 146棟

 方案三： 16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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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佳車站

鶯歌車站

鳳鳴車站
(規劃中)

尖山埔路平交道

東鶯里平交
道

現有線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一

方案三

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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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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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1

A-2

A-3

B

B-1

B-2

B-3

B-4

              年期
 階段別

109

工程施工

可行性

研究評估

環境影響評估

綜合規劃及

配合工作

用地取得

工程設計作業

至工程發包

水保計畫送審

107 108 110

計畫總期程

可行性、綜合規劃

及環評工作

項次 111 N-2 N-1 N N+1 N+7N+2 N+3 N+4 N+5 N+6

可行性評估行政院核定

環境影響說明書
提送環保署審查

用地取得

設計招標 2個月

補充調查 4個月

水保計畫送審-設計階段

水保計畫送審-施工階段

基本設計(含審查) 8個月

綜合規劃及配合工作

行政院綜規核定

計畫總期程 7.0 年

可行性、綜合規劃及環評工作

4個月 環評環保署核定

全面

完工

完工

細部設計(含審查) 10個月

工程招標 3個月

設計18個月

綜規招標

開工 施工期程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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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方案綜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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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項目

方案一A
(原地高架)

方案一B
(原地地下)

方案二
(縣道114高

架)

方案三
(山側山岳隧

道)
備註

1.工程
經費(億)

174.94 329.88 183.75 190.90
方案一B為地下化，經費遠較其他
方案大。

2.房屋
拆遷

拆遷量大 拆遷量大 拆遷量大 拆遷量較小
方案三拆遷量較小較易執行，其他
方案未來民眾抗爭大。

3.路線
優化

不佳，
行車速度70
公里/時

不佳，
行車速度
70公里/時

優化，
行車速度
130公里/
時

優化，
行車速度
130公里/時

方案二、三可滿足需求。

4.交運
運輸

鶯歌站位原
地，交通運
輸及轉乘最
便利

鶯歌站位
原地，交
通運輸及
轉乘最便
利

鶯歌站移
至縣道114，
交通運輸
及轉乘另
須規劃

鶯歌站移約
600m至山
側，交通運
輸及轉乘另
須規劃

◆三鶯線在鶯歌地區設置LB08及
LB09兩站，提供便捷之運輸網絡。
◆方案二及方案三移設新鶯歌站，
藉由調整及增開接駁公車等方式，
便利雙軌轉乘連結，且透過建設新
站帶動鄰近地區都市更新，成為多
元運具轉運之樞紐，建構都市新風
貌與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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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方案綜合評估

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鐵路立體化經綜合評估建議採方案三推動，藉以解決平面鐵

路阻礙都市發展問題，消弭鶯歌站前後之東鶯里平交道及尖山埔路
平交道，達成本解決計畫範圍鐵路設施影響都市發展的課題。

 方案三路線優化使營運速度大幅提昇，可滿足臺鐵營運需求，房屋
拆遷量僅16處，遠低於其他方案近270處，降低對民眾權益影響，
有助於未來計畫執行順利。

 因應鶯歌站調整站位，可藉由調整公車路線，及優化慢行系統之方
式提供新舊車站接駁服務。

 移除環繞鶯歌地區之鐵路後，透過都市計畫變更凸顯鶯歌地區本擁
有文化與歷史產業、豐富的自然景觀與水岸空間，塑造鶯歌地區成
為陶藝文化新核心。

 新鶯歌車站更可帶動鄰近地區都市更新，成為多元運具轉運之樞紐，
建構都市新風貌與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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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方案綜合評估

建議方案新鶯歌站接駁構想

 調整公車路線

 維持原「直行中正一路繞經鶯歌車站」公車路線

 新鶯歌站啟用後，搭配三鶯轉運中心設立，延駛「鶯歌車站起迄」公車路線

 優化慢行系統之方式提供新舊車站接駁服務

 利用鐵路騰空廊帶空間，以及大漢溪畔公共開放空間新闢綠色通道及自行車
租賃系統串聯

 新舊鶯歌站及三鶯轉運中心間導入電動步道空廊串聯

第11頁

  
桃園機場捷運臺北站電動步道 臺北捷運環狀線板橋站聯外空廊 

 

  
桃園機場捷運臺北站電動步道 臺北捷運環狀線板橋站聯外空廊 

 

中正一路公車維持現狀

中山路

新闢綠色通道(人行、自行車)
連接捷運、火車及轉運中心

LB08鶯歌

新鶯歌站

舊鶯歌站
三鶯轉運中心

舊鶯歌站起迄公車
延駛三鶯轉運中心

新闢綠色通道

圖例

公車延駛動線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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