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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察與參觀 

4.1 紐約大眾運輸系統體驗 

本次透過出席大會的機會並實際搭乘該市大眾運輸系統，藉此體認當

地大眾運輸系統之運作。紐約地鐵及市區公車皆由紐約市都會運輸局

（MTA）負責管理與維護，特別是紐約市地下鐵系統由於實際運轉歷史悠

久，因此包含軌道、車輛與車站等系統可謂新舊雜陳，要維持正常運作可

以預期負擔相當沉重。迄目前為止，紐約市之大眾運輸系統仍然是紐約地

區民眾日常通勤使用之優先選擇，相較於美國其他都市，紐約地區之大眾

運輸系統可謂發展的相當成功，當然這樣的成就除經營單位的努力外，市

政府的整體大眾運輸發展政策支持亦是功不可沒，特別是對於私人運具的

使用抑制策略（如高額之停車與隧道橋樑收費）。 

圖 8 係紐約市曼哈頓區之公車總站，曼哈頓地區高度商業化發展因此

地價昂貴，在寸土寸金的現實環境下，土地採取高度利用方式開發，以該

站為例，該公車總站並不提供民眾上下車服務，而係儲車、發車與維修使

用，該站佔地範圍廣闊採立體化三層樓建築形式設計，大型車輛可停放於

頂樓，該建築結構設計必須承受大型車輛頻繁進出之使用。 

 

 

圖 8  紐約市公車總站       圖 9 港務局大樓客運轉運站 

 

圖 9 係港務局大樓客運轉運站，該轉運站係曼哈頓區內主要之客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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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站，該站位於中曼哈頓之商業區，附近商業活動發達，該轉運站可提供

地鐵、捷運系統與長途客運等運具旅客於此進行轉乘交會。旅客轉乘區包

含地下 2 層與地上 3 層，地下 2 樓為地鐵及捷運路線交會搭乘區，地上 1

樓為旅客服務大廳，地下 1 樓、地上 2 樓及 3 樓則為主要長途客運月台及

旅客等候區，總月台數高達 150 餘座。旅客及大型客車進出頻繁，安全與

效率勢必為管理單位之工作重點，整棟大樓監控中心設置於大樓中心區（請

見圖 13），觀察戰區運作順暢，未見混亂與髒亂之情形，顯示管理良好。 

 

 

圖 10  轉運路線站台資訊     圖 11 月台發車即時資訊看板 

 

 

圖 12  旅客候車空間一角       圖 13 轉運站管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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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紐約交通未來發展計畫 

以 2007 年相較於 2006 年，紐約大眾運輸承載率達到新高，地鐵成長

4%，平均每日運量達 5 百萬人次；長島通勤鐵路（LIRR）成長 4.4%，平

均每日運量達 29 萬人次；而 MTA 計 81 條路線之公車亦成長 11%；而紐

澤西大眾運輸（NJT）亦成長，每日運量達 86萬 5千人次。因此，建置與

擴展大眾運輸服務，無疑是紐約重要的交通政策，以下僅摘錄紐約市政府

當前交通發展行動方案之重點內容供國內參考。 

依據紐約市運輸局（NYCDOT），紐約交通建設未來有 2大發展目標：

(1)藉由增加大眾運輸容量來改善用路人旅行時間延誤；(2)達成紐約市道

路、地鐵、鐵路系統處於良好的維護狀態（state of good repair）。 

為達到前述目標，紐約市將於未來推動 16項運輸行動計畫： 

1. 建置與延伸大眾運輸基礎設施 

(1)增加壅塞路線之容量 

(2)提供至曼哈頓新的通勤鐵路 

(3)延伸大眾運輸可及性至低度服務地區 

2. 在現有基礎設施下改善大眾運輸服務 

(1)改善與延伸公車服務 

(2)改善地區通勤鐵路服務 

(3)改善現有大眾運輸之可及性 

(4)重視紐約市壅塞地區 

3. 鼓勵其他永續運具 

(1)擴充渡輪服務 

(2)鼓勵騎乘腳踏車 

4. 減少道路壅塞以改善交通流 

(1)試辦道路徵收擁擠費 

(2)更有效地管理道路 

(3)強化交通違規行為執法 

(4)提昇貨物流動效率 

5. 達成道路與大眾運輸系統處於良好的維護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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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除都會運輸局(MTA)所管轄系統良好維護狀態之落差 

(2)達成紐約市道路及橋樑之良好維護狀態 

6. 發展新的經費來源 

(1)建置新的區域大眾運輸財務機制 

圖 14~圖 15，分別是部分前述行動計畫之重點，例如：紐約市都會運

輸局 2008-2013 之資本投資計畫、都會運輸局與港務局有關大眾運輸改善

之資本投資計畫。 

2007 年 8月聯邦運輸部提供紐約市 3.54億美元建置道路擁擠費及發展

大眾運輸之「條件補助款」，條件是若紐約市能於 2008 年 4月前推動徵收

擁擠費之政策。紐約州於 2007 年 7月經州立法通過成立交通擁擠紓緩委員

會（Traffic Congestion Mitigation Commission），專責評估徵收擁擠費之可

行性，經舉辦多次公廳會及專業分析，若於曼哈頓 60街以南徵收汽車擁擠

費及推動計程車費率及停車政策，每年可減少汽車行駛里程 6.8%，並可徵

得 4.91億美元之淨收入用於大眾運輸投資計畫，此評估計畫後經紐約市長

背書及市議會通過，惟最後不幸被州立法否決，因此未能成功。目前紐約

市未來交通發展計畫之推動，最大的瓶頸仍是經費來源問題，以 MTA 之

2008-2013資本投資計畫為例，其中存在有 138億美元的缺口，徵收擁擠費

之政策被州立法局否決，將使得紐約市及MTA減少預期 45億美元的收益。

未來紐約要推動相關交通改善計畫，最迫切需克服的仍是財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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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MTA之 2008-2013資本投資計畫 

 

 圖 15  都會運輸局與港務局之大眾運輸改善資本投資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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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紐約市道路交通永續發展策略計畫 

政府的政策往往必須呼籲當代的價值觀，經由會議期間所蒐集到的「紐

約市道路交通永續發展策略計畫」（參附錄 2）可以看出基於市政府的立場

上，如何擘畫其未來之交通運輸政策重點以回應當代的價值觀，也就是持

續提升都市活動力（mobility）、維護交通安全（safe）與減少全球氣候衝擊

等三大目標。該策略之內容與方向或可供我各級政府擬定我未來之交通政

策時參考。以下僅摘錄其 7項行動方針供參： 

1. 安全目標：成為全國交通上最安全的大都市（Making the Nation’s 

Safest Big City Even Safer） 

2. 活力目標：在繁榮的都市中如何提昇民行（Improving Travel in a 

Thriving City） 

3. 世界級街道品質目標：世界級的都市應有世界級的街道（World Class 

Streets for a World Class City） 

4. 基礎建設目標：提供優良的道路、橋樑與輪渡（Delivering Outstanding 

Roadways, Bridges and Ferries） 

5. 綠色目標：由上而下建立政府交通部門的綠色概念（Greening the 

Department From Top to Bottom） 

6. 全球領先目標：打造符合 21 世紀要求的運輸部門（A 21st Century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7. 顧客服務目標：溝通、信賴與透明（Communication, Accountability, 

Transparen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