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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赴大陸除參訪杭州鐵路東站樞紐公司所興建及營運之杭州東站主要行程外，

並考察杭州市、寧波市及上海市其他軌道交通建設，包括高速鐵路、地鐵及有軌電車

等 3 類軌道系統。透過設計、施工及營運等單位介紹，使本次參訪對於軌道相關建設之

規劃設計考量、旅運設施整合、先進工程技術等有更廣泛的瞭解，可作為國內未來鐵

路改建計畫之借鏡。 

近 10 年來杭州、寧波及上海等 3 城市所完成之重大軌道交通建設，概述如下： 

一、高速鐵路部分：杭州至寧波高速鐵路(杭甬高鐵)及杭州東站、寧波南站、上海

虹橋交通樞紐等高鐵車站。 

二、地鐵部分：杭州地鐵 1 號線、寧波地鐵 1 號線、寧波地鐵 3 號線類矩形潛盾工

法工地、上海地鐵 10 號線，以及地鐵沿線主要車站。 

三、有軌電車部分：上海張江現代有軌電車系統及附屬場站設施。 

行程沿途另參訪大陸新近完成各式特殊景觀橋梁及世界最大跨海大橋，包括杭州

九堡大橋、寧波琴橋、甬台溫鐵路奉化江大橋、寧波澄浪橋、寧波長豐橋及杭州灣跨

海大橋等，其工程設計及施工方式，亦可供國內橋梁工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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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杭州東站位於浙江省杭州市，因客流日益增加，設施不敷使用。於 2008 年封閉舊站

進行施工，2013 年 7 月 1 日改建完成後正式營運，為當時世界最大樞紐車站，採進、出站

分流設計，站內可直接轉乘高速鐵路、傳統鐵路、地鐵(捷運)、公車及計程車等，並預留

銜接規劃中之滬杭磁浮列車機制，而站外碼頭更可搭乘水上巴士，透過運河抵達其他城

市，為「長三角」水路交通樞紐中心，亦是亞洲最大鐵路樞紐車站之一。 

鑑於國內鐵路立體化建設計畫之主要車站(如臺南、嘉義等)均為各都會區連結其他各

運具之轉運中心，杭州東站成功的規劃、設計及改建施工經驗，深值參考借鏡，是本次考

察之初始目的。為更進一步瞭解大陸軌道交通建設發展，本次考察行程一併參訪杭州市、

寧波市及上海市其他軌道交通建設及橋梁工程，藉由實地參訪及主辦單位解說，瞭解大陸

地區對於各類軌道交通設施，如何規劃場站配置、結構型式、施工構想、轉乘設施、人車

動線、避難設施、旅運服務、周邊道路系統及站區商業開發等，期能汲取相關經驗，瞭解

未來發展趨勢，作為國內推動軌道建設之借鏡。 

 

 

貳、考察行程 

本次考察行程自 105 年 10 月 24 日至 10 月 29 日止，共計 7 日。透過茅以升科技教

育基金會聯繫，拜會單位包括浙江省軌道交通建設與管理協會、鐵路杭州站和杭州東

站樞紐公司、寧波市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及上海浦東現代

有軌交通有限公司等。主要參訪杭州、寧波、上海等城市之軌道交通建設，行程中另

安排參觀興建中之地鐵工程及新近完成橋梁工程，考察行程如表 1 所示，考察行程區位

示意圖，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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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考察行程表 
 

 
  

圖 1 考察行程區位示意圖 

日 期 行程摘要 

10 月 24 日(一) 桃園國際機場→杭州蕭山機場 

10 月 25 日(二) 1.拜會浙江省軌道交通建設與管理協會及鐵路杭州站和杭州東站

樞紐公司 

2.考察杭州東站、杭州地鐵、杭州九堡大橋 

10 月 26 日(三) 1.拜會寧波市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 

2.考察寧波南站、寧波地鐵 1 號線(營運)、3 號線(施工) 

10 月 27 日(四) 1.考察寧波琴橋、甬台溫鐵路奉化江大橋、寧波澄浪橋、寧波長豐

橋及杭州灣跨海大橋 

2.拜會上海浦東現代有軌交通有限公司 

3.考察張江有軌電車 1 路 

10 月 28 日(五) 1.拜會上海申通地鐵集團 

2.考察上海虹橋交通樞紐、上海南站 

10 月 29 日(六) 1.考察上海地鐵 

2.上海虹橋機場→臺北松山機場 

20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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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察重點(軌道交通建設) 

一、杭州東站 

1. 2008 年開工，2013 年完工，為當時世界最大樞紐站，總投資 250 億人民幣。車站佔地

40 公頃，總建築面積 113 萬 m
2
。平日運量約 22 萬/日，春運及長假高峰達 40 萬/日。 

2. 主站房為五層結構，地面以上為鋼結構，候車大廳長 400m，寬 60m，無立柱。 

(1) 地上 2 層為鐵路出發層、候車大廳及購物商場 

(2) 地面層為普鐵、高鐵、磁浮列車月台(15 月台 30 線) 

(3) 地下 1 層為鐵路到達層、轉乘大廳及公路轉運中心 

(4) 地下 2 層為地鐵轉乘大廳 

(5) 地下 3 層為地鐵 1 號線與地鐵 4 號線月台層(如圖 2 所示) 

 

 

 

 

 

 

 

 

 

 

 

 

 

 

 

 

 

 

 

 

 

 

 

 

 

 

 

 

圖 2 杭州東站各樓層功能分區示意圖 



10 
 

 

3. 杭州東站的車站建築設計，以「錢塘潮」為建築意象，呈現杭州「精緻和諧、大氣

開放」的城市形象，以及從「西湖時代」邁向「錢塘江時代」的時代變遷特徵，如

圖 3 所示。 

 

 

 

 

 

 

 

 

 

 

 

 

圖 3 杭州東站以「錢塘潮」為建築意象 

 

4. 杭州東站屋頂層的太陽能發電系統和採光系統設置，落實環保理念，同時亦為大陸

最大單體使用太陽能發電之建築，如圖 4 所示。太陽能板鋪設面積超過 11 個足球場

面積，超過 80%屋頂被藍色光電板覆蓋，每年可發電近 1,000 萬度，與火力發電廠相

比，相同發電量每年可節約用煤量約 2,769 噸，相應可減少燃煤所造成二氧化碳 7,108

噸、二氧化硫 55 噸、氮氧化合物 24 噸、煙塵 443 噸。 

5. 杭州東站平均每天的太陽能發電約 3.5 萬度，每天的發電量足夠供應整座車站每日的

照明用電，使得杭州東站成為「零碳排放建築」，充分展現光電建築所帶來的經濟

及環保效益。 

 

 

 

 

 

 

 

 

 

 

 

 

 

   圖 4 杭州東站為大陸最大單體使用太陽能發電之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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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杭州東站運用了大規模的斜柱，整個東站就是由這些大型斜柱支撐起來的。候車大

廳裡共有 4 排支柱，每排 9 根，共 36 根；加上外面的斜柱，一共 96 根。每根斜柱都

是由 4 至 6 厘米厚的鋼板捲製，每根鋼管約 98 噸重，東西出入口正對候車廣場的 4

根大柱更是每根超過百噸，整個杭州東站工程使用鋼料共 8 萬多噸，如圖 5~9 所示。

 

 

 

 

 

 

 

 

 

 

                    圖 5 杭州東站主體桁架構造完成情形 

 

 

 

 

 

 

 

 

 

 

 

                圖 6 杭州東站斜柱內部桁架構造及施工情形 

 

 

 

 

 

 

 

 

 

 

 

                    圖 7 杭州東站斜柱桁架構造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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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 杭州東站屋頂桁架細部構造 

 

 

 

 

 

 

 

 

 

                         圖 9 杭州東站屋頂裝修完成情形 

 

 

 

 

 

 

 

 

             圖 10 杭州東站完工啟用東側廣場外觀 

 

 

 

 

 

 

 

 

             圖 11 杭州東站完工啟用內部候車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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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杭州東站呈銀白色的外形，外觀呈現金屬質感，如圖 10 所示，車站在地面以上，可

分為上下兩層，上層為候車大廳，長約 400m，寬約 170m，可同時容納 2 萬人候車，

座位超過 5,000 個，如圖 11 所示。候車大廳的兩側共有 28 個驗票口，每處驗票口均

有 4 座自動驗票閘門及一座人工驗票口，自動驗票閘門可刷二代證和中鐵銀通卡直

接進站，如圖 12 所示。候車大廳的驗票口上方設置 4 座寬 25m，高 2.8m 的超大電子

螢幕，顯示所有列車到站信息，也是目前中國大陸規模最大的電子螢幕，如圖 13 所

示。通過驗票口往下進入車站的地面層，即月台和軌道層，如圖 14 所示，目前使用

14 座月台 28 線停靠面，對應 28 個驗票口，於東側另預留 6 條滬杭城軌道路線。月

台設施、標誌系統及動線規劃簡潔清楚，如圖 15~18 所示。 

 

 

 

 

 

 

 

 

 

             圖 12 每處驗票口均有 4 座自動驗票閘門及一座人工驗票口 

 

 

 

 

 

 

 

 

 

 

                 圖 13 驗票口上方設置超大電子螢幕顯示列車訊息 

 

 

 

 

 

 

 

 

 

              圖 14 通過驗票口往下進入車站的月台和軌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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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由於入口閘門已明確驗票，月台層僅簡單標示列車資訊 

 

 

 

 

 

 

 

 

 

            圖 16 捨棄車序牌僅於地面標示，讓月台層感覺相當簡潔 

 

 

 

 

 

 

 

 

 

 

                  圖 17 旅客出發/由地面 2 層往下進入月台層 

 

 

 

 

 

 

 

 

                  圖 18 旅客抵達/由月台層往下至地下 1 層出站 

8.杭州東站採進、出站分流設計，站內轉乘動線及設施規劃完善，如圖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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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地上 2 層出發層進站口 圖 20 地上 2 層候車大廳可容納 2 萬旅客 

 
圖 21 地面層高鐵月台層 圖 22 與杭州東站樞紐公司管理人員合影 

 
圖 23 地下 1 層自動售票區       圖 24 地下 1 層人工售票區 

 

 

圖 25 地下 1 層鐵路到達層、轉乘大廳       圖 26 地下 1 層轉乘地鐵入口 

 

 

圖 27 地下 2 層緊急逃生口透空設計 圖 28 與軌道交通建設與管理協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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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寧波南站 

1. 寧波南站建規劃始於 2008 年，目前規模比原計畫擴大 10 倍，車站整合多項交通系統，

可零距離換乘高鐵、地鐵、公路運輸、計程車和一般車輛。 

2. 2009 年開工，2013 年完工，總投資額約 76 億人民幣。車站佔地 22 公頃，車站設計年

發送旅客量為 2760 萬人次。 

3. 主站房為五層結構，地面以上為鋼結構，各樓層功能分區示意圖，如圖 29 所示。 

 (1) 地上 2 層為鐵路出發層、候車大廳及購物商場 

 (2) 地面層為普鐵、高鐵月台(8 月台 16 線) 

 (3) 地下 1 層為鐵路到達層、轉乘大廳及公路轉運中心 

 (4) 地下 2 層為地鐵轉乘大廳 

 (5) 地下 3 層為地鐵 2 號線與 4 號線月台層(預留) 

 各樓層旅運設施及旅客動線規劃，如圖 30~37 所示。 

4. 寧波南站之建築設計概念為「天一生水，寧波甬浪」，站區規劃採「一心、兩軸、四

區」布局，以主站房為核心，縱橫兩條軸線分別貫穿南北廣場和周邊設施，並將整個

外圍空間劃分為 4 個部分，分別提供作為站區、交通、停車、綠化功能。 

 

 

 

 

 

 

 

 

 

 

 

 

 

 

 

 

 

 

 

 

 

 

 

 

圖 29 寧波南站各樓層功能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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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以高架橋銜接地上 2 層鐵路出發層 圖 31 地上 2 層鐵路出發層入口 

 

 

 

 

 

 

 

 

 

                             圖 32 站車站地面層出入口 

 

 

 

 

 

 

 

 

 

                             圖 33 車站地面層轉運站 

 

 

 

 

 

 

 

 

 

 

                        圖 34 地下 1 層鐵路到達層、轉乘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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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5 旅客到達由地面月台層往下進入地下 1 層鐵路到達層 

 

 

 

 

 

 

 

 

 

 

 

                       圖 36 地面月台層進入地下 1 層樓梯 

 

 

 

 

 

 

 

 

 

 

 

                          圖 37 地下 1 層鐵路到達層 

           (旅客抵達後由月台層往下至地下 1 層出站，閘門未開放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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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杭州地鐵 1 號線 

1. 杭州地鐵 1 號線，標誌色為海棠紅，如圖 38 所示，為杭州市政府計劃興建八條地鐵中

的第一條路線。2007 年開工，2012 年完工，全長 53.6 公里，全線共設置 31 個地下車

站，3 個高架車站，另設有七堡車輛基地。 

2. 杭州地鐵 1 號線由杭州杭港地鐵有限公司取得特許經營權，期限為開始試營運日起的

25 年。其旅運設施規劃因所在環境不同，部分旅運設施與國內鐵路及捷運不同，如圖

39~40 所示。 

3. 武林廣場站為杭州地鐵 1 號線樞紐大站，並預留與地鐵 3 號線(預計 2017 年開工)的換

乘空間，武林廣場站的結構分為地下三層，是上下重疊的島式月台結構，如圖 41 所示。

杭州地鐵 1 號線一般車站的寬度約 20 公尺至 22 公尺，而武林廣場站的站廳寬度約 34

公尺，大廳高度也高達 4.7 公尺，車站空間配置及旅運設施，如圖 42~45 所示。 

圖 38 杭州地鐵系統路網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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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地鐵 1 號線鳳起路站採開放式入口 

 

 

 

 

 

 

 

              圖 40 為防範恐怖攻擊各地鐵站全面進行安檢 

 

 

 

 

 

 

 

 

 

 

 

圖 41 武林廣場站結構為地下三層並預留與 3 號線換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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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 寬敞付費區大廳設置多處出入口閘門 

 

 

 

 

 

 

                  圖 43 於進入月台層之樓梯側面標示乘車方向 

 

 

 

 

 

 

                   圖 44 未設置電梯，於樓梯設置行動不便設施 

 

 

 

 

 

                   

                 圖 45 地鐵 1 號線與杭州東站轉乘區設置電動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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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寧波地鐵 1 號線 

1. 寧波地鐵 1 號線是浙江省寧波市第一條地鐵路線，也是浙江省開通的第二條地鐵路

線，標誌色為藍色，如圖 46 所示。2009 年開工，2016 年完工，全長 46 公里，高架 31

公里、地下 15 公里，車站 29 座，其中 6 座車站與其他 5 條軌道交通路線換乘，總投

資 206 億人民幣。 

2. 一期工程長 21 公里，從高橋西站至東環南路站，共設車站 20 座，於 2009 年 6 月開工，

2014 年 5 月 30 日通車。 

3. 二期工程長 25 公里，從東環南路站至霞浦站，共設車站 9 座，於 2012 年 12 月開工，

2016 年 3 月 19 日通車。 

圖 46 寧波地鐵 1 號線平面圖 

 

 

4. 寧波地鐵 1 號線車站的文化主題為「天一生水」，一期工程 15 座車站中，9 座為標準

站，以望春橋站為樣板。6 座車站為文化站，結合寧波歷史文化設計，如圖 47 所示。

6 座文化車站獲頒大陸城市雕塑建設「公共設施藝術化」範例獎。 

 

 

圖 47 寧波地鐵 1 號線 6 座文化車站位置示意圖(紅色圈者) 

二期工程一期工程

地下 高架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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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祝站：主題為「風雅梁祝」，取材寧波發源的梁祝傳說及車站附近的梁山伯廟遺址

及梁祝文化公園。車站外設有蝴蝶裝飾，為龍骨加上不銹鋼烤漆色塊組成。

站內立柱以梁祝故事剪紙包裹柱面，剪紙工藝透過淺浮雕體現。 

 

(2)西門口站：主題為「故城書韻」，取材於寧波老城望京門和附近的古代藏書樓天一閣。

文化牆的背景為天一閣，裝飾由書卷和水鄉景致組成。明代藏書家，天一

閣創始人范欽和清代浙東學派代表人物黃宗羲也在文化牆中。 

(3)鼓樓站：為 1 號線及 2 號線共構站，1 號線主題為「憑樓倚月」，取材於車站附近象徵

寧波建城的寧波鼓樓及月湖景區。文化牆利用鏡面不銹鋼構成月湖的水面，

同時反射出經過旅客的影像。周邊房屋浮雕則勾勒出月湖的外形，展現月湖

人家的景致，同時與平滑的鏡面形成視覺衝擊。2 號線主題「古城舊韻」，以

月湖為底圖表現車站的地域特徵，同時借鑑寧波傳統的朱金木雕工藝，採用

銅、金箔、朱漆等材料，塑造具有寧波風情、風俗的場景及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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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東門口站：主題為「江廈·天下」，取材於有「走遍天下，不如寧波江廈」之稱的江廈

街和寧波商幫啟航的東渡門碼頭。藝術牆由多個大小一致的三角柱拼接而

成，右側繪有寧波畫家金林觀繪製的古代東渡門和三江口商貿往來的繁華

景象，左側則設有當代三江口的夜景照片。從不同角度觀看藝術牆，會呈

現不同圖像，展現三江口的變遷。 

(5)江廈橋東站：主題為「東城脈動」，取材於車站附近的慶安會館、浙常關、和豐紗廠

等代表寧波的近代工業企業。車站藝術牆的底圖為缸鴨狗、樓茂記等寧波

老字號組成的舊江廈商圈，代表寧波舊時的商貿繁榮，圖中形成三江形狀

的為現代寧波知名企業的商標，展現現代寧波商人的風貌。 

 

(6)福慶北路站：主題為「璀璨新城」，取材於車站所在的寧波東部新城，體現新城的發

展速度。車站藝術牆利用小塊陶瓷拼成城市建築的剪影，並穿插曲線，

表現城市的輪廓和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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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寧波地鐵 1 號線二期工程，西起邱隘鎮，東至北侖區霞浦街道，全長約 25 公里，主

要為高架路段，如圖 48 所示，於 2012 年 12 月開工，2016 年 3 月 19 日通車，工期

約 3 年，總投資 71 億人民幣，平均每公里造價約 13.6 億新台幣。 

圖 48 寧波地鐵 1 號線二期工程平面圖 

 

 

6. 寧波地鐵 1 號線二期工程，共設 9 座高架車站，以下就其中寶幢車站、鄔隘車站、

大碶車站及松花江路車站等 4 個高架車站之車站配置及外觀造型設計，說明如下。

 

寶幢高架車站：位於鄞州區五鄉鎮寶幢村。車站長 118 公尺，寬 30.3 公尺。距五鄉站 3.0
公里，距鄔隘站 6.7 公里，配置島式月台。車站外觀融合車站所在地的

水鄉特色，造形結合江南民居材質和花格窗設計。車站東側設八字道

岔，在 1 號線二期開通運營前作為臨時終點站使用。 

車站外觀融合車站所在地的水鄉特色 造形結合江南民居材質和花格窗設計 

鄔隘站

大碶站

寶幢站

松花江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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鄔隘高架車站：位於北侖區大碶街道，南側為北侖支線寧波鐵路貨櫃中心站。車站長 118
公尺，寬 17.3 公尺，設置岸壁式月台。距離寶幢站 6.7 公里，距離大碶

站 2.6 公里。車站外觀融合車站所在地現代化和田園氣息兼具的特點，車

站外型結合「烏篷船」的造型特色。 

車站外觀融合現代化和田園氣息兼具的特點 人行樓梯採與車站一致的造型元素 

大碶高架車站：位於北侖區大碶街道錢塘江路上。車站長 118 公尺，寬 17.3 公尺，為岸

壁式車站。距離鄔隘站 2.6 公里，距離松花江路站 2.3 公里。車站外形

融合車站所在地現代化和田園氣息兼具的特點，外形結合「烏篷船」的

造型特點。 

車站外觀融合現代化和田園氣息兼具的特點     高架橋延續車站一致的造型元素 

松花江路高架車站：位於北侖區新碶街道泰山路、鳳洋路路口。車站長 118 米，寬 17.3
米，距離大碶站 2.27 公里，距離中河路站 2.37 公里，為島式車站。車

站外觀融合北侖區濱海城市的特色設計，外形為「海鷗飛翔」，外部鋁

鎂錳合金板主色調為淡藍色。 

車站外觀融合濱海城市的特色設計 車站造形意象為「海鷗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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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寧波地鐵 3 號線 

1. 寧波地鐵 3 號線一期工程採用世界最大類矩形潛盾機，構築隧道長約 390m。 
2. 工程特點： 
 類矩形潛盾機可穿越軟弱地層(淤泥質粘土)。 
 淺覆土河床(約 2.5m)、淺基礎民房。 
 最大坡度 35‰、最小半徑 400m。 
 工進 6m/天，費用人民幣 16 萬元/m。 

3. 開發類矩形潛盾機(陽明號)優點： 
 類矩形潛盾機可避免雙圓潛盾機頂部中間背土困擾。 
 雙線一次完成，減少用地及拆遷，撙節費用達 6 億人民幣。 

  

3 號線採全球首例類矩形潛盾機斷面 接待單位解說類矩形潛盾機運作原理 

  

類矩形潛盾工法完成後隧道內部情形 參觀類矩形潛盾工地與接待單位合影 

  

簡報與討論類矩形潛盾工法細節 研討會後與林平副總及 3 位博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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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類矩形潛盾機具演進(如圖 49 所示)： 

 

 
 
 
 
 
 
 
 
 
 
 
 
 
 
 
 
 
 
 
 
 

圖 49 日本類矩形潛盾機具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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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陸類矩形潛盾機具演進(如圖 50 所示)與隧道斷面綜合分析比較(如圖 51 所示)： 

圖 50 大陸類矩形潛盾機具演進 

圖 51 隧道斷面綜合分析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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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海張江有軌電車 1 路 

(一)有軌電車的發展： 

1. 有軌電車(或路面電車)泛指與路面交通混行的軌道系統列車。在城市交通系統中，因

其與輕軌列車在技術上完全不同，故不屬於輕軌系統。一般輕軌系統多指軌距

1435mm 標準軌列車，列車利用自動化信號系統運作。 

2. 路面電車在 1900 年代初期歐洲、美洲、大洋洲和亞洲的一些城市，曾風行一時。隨著

汽車產業在 1950 年代起普及，路面電車陸續拆卸，在北美、法國、英國、西班牙等

地幾乎完全消失。但在瑞士、德國、波蘭、奧地利、意大利、比利時、荷蘭、日本

及東歐等國，路面電車路網依然保持完好。 

3. 1970 年代以來，由於能源危機、環境污染、土地緊缺、交通擁堵等問題日益嚴重，迫

使歐洲國家重新發展大容量的地鐵交通系統。而對於中小型城市無法負擔地鐵交通

系統的巨額投資。有軌電車系統在歐洲中小型城市應運而生。1980 年代迄今，有軌

電車系統在歐洲數十座城市蓬勃發展，有相當良好的成效。 

4. 有軌電車系統具有可靠、舒適、節能、環保等特點，且相關技術已甚為成熟，現今多

個國家也在各城市改建或新建有軌電車系統，如法國斯特拉斯堡、瑞士日內瓦、西

班牙巴塞羅那，以及中國大陸的大連、天津、上海等城市。 

5. 中國大陸預計 2012 年至 2020 年，將建設有軌電車超過 2500 公里，總投資金額將超過

人民幣 3,000 億元。 

 

(二)有軌電車的優缺點： 

<優點> 

1. 對於中小型城市，有軌電車是實用且廉宜的選擇。1 公里有軌電車所需的投資僅是

1 公里地鐵的 1/3 至 1/20。以中國大陸長春為例，每公里造價約人民幣 2,000 萬元（包

含車輛採購、軌道鋪設、線網架設、整流站建設等全部費用），堪稱快、好、省的

有軌電車建設典範。 

2. 相較其他路面交通工具，有軌電車更有效減少交通意外的比率。 

3. 有軌電車以電力推動，車輛不會排放廢氣，是無污染的環保交通。 

<缺點> 

1. 運輸效率比地鐵低：因有軌電車的速度較地鐵慢，除非有軌電車行駛專用路權。

有軌電車每小時可載客約 7,000 人，地鐵每小時載客可達 12,000 人。 

2. 有軌電車佔用車道，道路交通要為有軌電車改道，並讓出行車道。 

3. 需要設置架空電纜。超級電容供電和地下軌供電還處於試驗階段。 

 

(三)上海市首條現代化有軌電車路線—張江有軌電車 

1. 張江有軌電車為紓解科技園區交通壅塞問題興建，於 2007 年 12 月 23 日開工，2009

年 12 月 31 日通車。第一期工程線路全長約 10 公里，總投資 6 億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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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起點與地鐵 2 號線張江高科站“零轉乘”，線路位於張江功能區的核心區域—高科技

園區範圍內，沿線涵蓋張江工業園區內主要產業基地、科研院所、醫院和生活區域。 

3. 線路初期配有 9 輛車，全線共設 15 個站點，平均站距 600m。 

 

(四)張江有軌電車系統概要 

1. 張江有軌電車之車輛採法國膠輪導軌電車系統(低噪音、剎車靈敏、爬坡能力佳)，全長

9.8 公里，設置 15 站。 

2. 採 3 節車廂，每節長 25m，750V DC 架空電車線系統供電。 

3. 最大縱坡 13%，最小曲線半徑 10.5m。 

4. 最高時速 70km/hr，運量 5500 人/日，最高可達 20000 人/日，尖峰班距 12 分鐘。 

5. 與車輛共用道路系統，行車安全考量，目前無號誌優先。設有安全駕駛系統要求駕駛

於 3 秒內觸控按鈕一次，否則即刻停車。 

6. 有軌電車路線大部分設置在道路中央，車站以雙向島式站台配置較佳，僅少數路口於

路線兩側設置側式站台。(如圖 52~58 所示) 

7. 車門採「需要再開啟」模式，由前後車門上車，中央車門下車，內部乘坐空間設計相

當舒適。(如圖 59~60 所示) 

8. 大陸自行研發車輛導輪及軌道伸縮接頭，大幅降低維修成本。(如圖 61~62 所示) 

9. 張江有軌電車系統之維修機廠及車輛基地相關設施，如圖 63~70 所示。 

 

圖 52 採雙向島式站台配置較佳 圖 53 少數路口於路線兩側設置側式站台 

圖 54 路線轉彎處電車線、軌道佈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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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跨越橋梁路段電車線、軌道佈設情形 

 

 

 

 

 

 

 

 

 

圖 56 路口處電車線、軌道、標誌佈設情形 

 

 

 

 

 

 

 

 

圖 57 路線終點設置軌道橫渡線 

 

 

 

 

 

 

 

 

 

圖 58 路線終點設置電力終點錨及終端電力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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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車輛到站乘客上下車情形 圖 60 車輛內部周詳考量乘客舒適性  

圖 61 維修車庫及維修坑道(大陸改良) 圖 63 道岔及號誌 

 

圖 62 維修車庫更換導輪處鋼軌缺口 圖 64 注意軌道排水系統設計，降低感電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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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原廠更換導輪之維修頂升設備 圖 66 車輛設備維修區 

圖 67 車輛基地內部 圖 68 車輛基地外觀 

圖 69 車輛故障牽引機 

 

 

 

 

 

 

 

 

圖 70 於車輛維修機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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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上海地鐵系統 

(一)上海地鐵系統的發展： 

1. 上海地鐵目前營運規模 14 線/588 公里/365 站，如圖 71 所示。 

2. 上海地鐵系統之建設及營運，均由上海申通地鐵集團統籌辦理，該集團組織規模龐大。

計畫於 2025 年達 800 公里/500 站，2040 年達 1000 公里。(如圖 72~73 所示) 

3. 本次參訪地鐵 10 號線相關路線配置、設施規劃及轉乘動線，如圖 74~79 所示。 

4. 人民廣場為最大轉乘站，有 3 線(1 號、2 號、8 號)在此轉乘，申通地鐵集團建議轉乘站

以 2 線轉乘為限，避免交通尖峰期間人潮過度集中，疏散不易。(如圖 80~87 所示) 

5. 虹橋樞紐為上海最大樞紐站，包含地鐵 2 號、10 號可在此線銜接轉乘，國內外航站樓

及各級鐵路列車。虹橋樞紐站總長約 1.6 公里，平日旅次約 20 萬，春運或長假高峰達

35 萬。(如圖 88~105 所示) 

 

 

 

 

 

 

 

 

 

 

 

 

 

 

 

 

 

 

 

圖 71 上海地鐵系統路網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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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介紹上海地鐵營運現況及未來發展 圖 73 與上海申通地鐵集團人員合影 

 
圖 74 地鐵 10 號線宋國路站(配合島式月台設

停留股回送虹橋樞紐站增加運量) 

圖 75 地鐵 10 號線虹橋 T1 航站(建議號誌機

房與服務中心結合節省營運成本)  

 

圖 76 地鐵 10 號線虹橋路站月台(轉乘 3 號) 圖 77 地鐵 10 號線虹橋 T2 航站月台 

圖 78 地鐵 10 號線轉虹橋路站乘 3 號線 圖 79 地鐵 3 號線上海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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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地鐵人民廣場站 (參訪內容概要，如圖 80~87 所示)： 

 

圖 80 人民廣場站各層配置圖 圖 81 人民廣場站進站長廊 

 
圖 82 1 號線與 8 號線至 B1 轉乘 圖 83 人民廣場站付費區大型疏散閘門 

 
圖 84 地鐵轉乘旅客遠多於進出站旅客 圖 85 人民廣場站站內地下一層商場規劃 

圖 86 人民廣場站主要入口地面指標清楚 圖 87 人民廣場站主要動線簡潔的指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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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上海虹橋交通樞紐 

1. 上海虹橋交通樞紐 2008 年開工，2010 年完工，為世界最複雜的綜合交通樞紐，總投

資 474 億人民幣。整合高速鐵路、磁懸浮、城際鐵路、高速公路客運、城市軌道交通、

公共交通、民用航空等運輸系統轉乘功能，集散客流量 48 萬人次/日，如圖 88 及 89。 

2. 鐵路：整合京滬、滬杭甬高鐵，京滬、滬寧、滬昆、滬杭鐵路，站場規模 16 月台 30

股道，其中高鐵運量 6000 萬人次/年(16 萬人次/日)，總佔地 90 公頃，如圖 90 及 91。 

3. 長途巴士：發車能量 800 班次/日，旅客量 500 萬人次/年(2.5 萬人次/日)，高峰運量達

3.6 萬人次/日，佔地 9 公頃，如圖 92 及 93。 

4. 地鐵：整合軌道運輸系統包括：地鐵(2 號線、5 號線、10 號線、13 號線)、低速磁浮線

和機場快速線，形成“4＋2”的六線彙聚佈局。另規劃周邊停車場用地約 60 公頃。 

5. 磁懸浮列車：規劃預留 10 線 8 月台，月台長度 280m，如圖 94 及 97。 

6. 機場：總投資 153 億人民幣，規劃旅客量 3000 萬人次/年（8 萬人次/日）。2020 年旅

客量 4000 萬人次/年（12 萬人次/日），如圖 98 及 105。 

 

 

 

 

 

 

 

 

 

圖 88 上海虹橋交通樞紐透視圖 

 

 

 

 

 

 

 

 

 

 

 

 

 

 

 

圖 89 上海虹橋交通樞紐各樓層使用功能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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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0 虹橋樞紐轉乘高鐵系統長廊 圖 91 虹橋樞紐地下 1 層高鐵到達層 

 
圖 92 虹橋樞紐轉乘公路運輸系統 圖 93 虹橋樞紐轉乘公路運輸售票處 

 
圖 94 虹橋樞紐轉乘地鐵 2 號線及 10 號線 圖 95 虹橋樞紐轉乘鐵路系統 

 

圖 96 地鐵 10 號線虹橋樞紐站 圖 97 地鐵 2 號線虹橋樞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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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8 虹橋樞紐轉乘 T2 航空站 圖 99 於 T2 航站與虹橋樞紐營運單位合影

圖 100  10 號線 T2 站月台(列車採雙開門) 圖 101 地鐵 10 號線 T2 站轉乘 T2 航空站 

  

圖 102 10 號線 T2 站轉乘 T2 航空站入口 圖 103 10 號線 T2 站轉乘 T2 航空站入口 

圖 104 10 號線 T2 站轉乘 T2 服務台 圖 105 10 號線 T2 站轉乘 T2 航空站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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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上海南站 

1. 上海南站 2002 年開工，2006 年完工，總投資 34 億人民幣。主站房設計為巨大圓形鋼

結構，高 47 公尺，圓頂直徑 220 公尺，總面積 5 萬多平方公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圓頂結構火車站。建築意念取自中國傳統的亭子，主體結構為鋼結構。南來北往的火

車可從主體建築的架空部分穿行而過，意寓「車輪滾滾，與時俱進」，如圖 106 所示。 

2. 主站房為三層：地面層為月台層，設有 13 條鐵軌和 6 個月台，年發送旅客 1500 萬人

次，候車室最多可容納 6000 人。另有通道與南北廣場相連。地上 2 層為出發層，設有

周長 800 公尺的高架環形出發平台，可同時容納一萬餘人候車的候車區及檢票通道

等。地下 1 層為到達層，設有旅客出站地道、南北地下換乘大廳、地鐵(1 號線、3 號

線、15 號線)、長途客運和旅遊專線等，實現站內零距離換乘。(如圖 107~112 所示) 

3. 上海南站的南北廣場平面設計為園林綠地和旅遊集散地，占地 60 公頃，南北廣場地下

設計二層商鋪、道路和停車場，總建築面積為 12 萬平方公尺。 

 

 

 

 

 

 

 

 

 

                               圖 106 上海南站透視圖 

 

 

 

 

 

 

 

 

 

 

                 圖 107 地上 2 層為鐵路出發層及候車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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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08 地面層為鐵路月台(6 月台 13 線) 

 

 

 

 

 

 

 

 

 

 

 

 

 

 

 

                圖 109 地下 1 層為鐵路到達層、轉乘大廳及公路轉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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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0 直徑 200 公尺圓頂鋼桁架結構 

 

 

 

 

 

 

 

 

           圖 111 周長 800 公尺高架環形平台兼具候車區及檢票通道功能 

 

 

 

 

 

 

 

 

 圖 112 地下 1 層到達層可換乘地鐵(1、3、15 號線)及長途客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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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察重點(橋梁工程建設) 

一、杭州九堡大橋 

1.九堡大橋全長 1855 米，雙向六車道快速路標準，設計時速 80 公里。於 2008 年 12 月 18

日開工，2012 年 7 月 6 日通車。 

2.九堡大橋主橋採用新型組合結構橋梁型式，採用創新頂推工法施工，體現橋梁全生命週

期經濟性理念，為中國大陸第一座全橋採用組合結構的越江橋梁，旨在通過建設理念與

技術創新，推動中國大陸組合結構橋梁的發展，如圖 113~117 所示。 

3.九堡大橋南接線，北起濱江一路和九堡大橋相接處，南至機場高速公路互通，與規劃中

的通城快速路相連，全長 6.81 公里，總投資約 36.7 億人民幣。 

4.九堡大橋將杭州主城區與三個快速發展的副城—臨平、下沙和蕭山連接。大橋還與海寧

東西大道、杭浦高速公路、杭甬高速公路相連。大幅地擴展杭州向錢塘江以東的空間。 

 

 

 

 

 

 

 

 

 

 

 

 

 

      圖 113 九堡大橋橋頭設置管理中心 

 

 

 

 

 

 

 

 

 

 

 

 

 

      圖 114 九堡大橋橋橋上拍攝橋梁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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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5 九堡大橋橋橋上拍攝橋梁構造細節(一) 

  
圖 116 九堡大橋橋橋上拍攝橋梁構造細節(二) 

 

圖 117 九堡大橋橋兩端引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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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寧波琴橋 

1.琴橋位於浙江省寧波市跨奉化江，是一座公路橋，連接海曙區大沙泥街和鄞州區西河

路，琴橋原名大沙泥橋，由於橋梁形似豎琴，且橋梁西側連接寧波音樂文化廣場，因而

取名琴橋，如圖 118~120 所示。 

2.橋梁全長 293m，主橋採下承式單拱肋鋼拱橋，跨徑 123.6m，橋寬 33m，拱高 25m，規

模為大陸同類橋型之最。 

3.1997 年 12 月 26 日開工，1999 年 9 月 2 日完工。 

 

 

 

 

 

 

 

 

 

          圖 118 橋梁西側連接寧波音樂文化廣場因而取名琴橋 

 

 

 

 

 

 

 

 

 

 

          圖 119 橋梁欄杆以五線譜搭配音樂符號呼應琴橋之意象 

 

 

 

 

 

 

 

 

 

 

 

          圖 120 琴橋橋址處奉化江兩岸河畔規劃完善休憩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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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甬台溫鐵路奉化江大橋 

1.甬台溫鐵路奉化江大橋位於浙江省寧波市，是一座鐵路橋，跨奉化江，甬台溫鐵路和北

侖支線從橋上通過。 

2.橋梁全長 270.8m，主橋跨徑 128m，採用尼爾森橋型的提籃式鋼管系拱橋，是中國大陸

鐵路跨度最大的提籃式拱橋，也是中國大陸同型橋梁第一次應用於高速鐵路橋梁工程。 

3.2006 年 1 月 19 日開工，2009 年 6 月 10 日完工通車。(如圖 121~122 所示) 

4.甬台溫鐵路北起寧波，通過蕭甬複線連接杭州樞紐，連接上海、江蘇及華北、東北及西

北地區；南端銜接溫福鐵路，被譽為浙江省東南沿海的「黃金通道」。 

5.鐵路奉化江大橋位於寧波市中心，跨越奉化江航道及寧波市交通主幹道江東南路。船隻

往來不斷、車輛絡繹不絕，場地狹小，施工複雜。此外，為確保既有北侖支線正常營運，

必須先建便橋，拆除舊橋後在原橋址重建新橋，俟主橋建好後，再拆除便橋，如圖 123~125

所示。 

 
 

 

 

 

 

 

 

 

 

 

 

 

    圖 121 於鐵路奉化江大橋橋址留影 

 

 

 

 

 

 

 

 

 

 

       圖 122 大陸首次將提籃式鋼拱橋應用於高速鐵路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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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3 奉化江大橋施工期間需設便線維持鐵路北侖支線營運(摘至網路) 

 

 

 

 

 

 

 

 

 

 

 

 

  圖 124 奉化江大橋施工期間需維持奉化江航道船隻通行(摘至網路) 

 

 

 

 

 

 

 

 

 

 

 

 

 

     圖 125 奉化江大橋鋼拱肋及橫撐構件(摘至網路) 

 



49 
 

四、寧波澄浪橋 

1.澄浪橋位於浙江省寧波市，為跨奉化江之公路橋。 

2.主橋採中承式內傾鋼桁架及鋼箱組合鋼拱橋，橋長 446m，主橋跨徑 183m，橋寬 49m，

雙向各佈設 3 車道、1 機慢車道及人行道。澄浪橋梁底標高需滿足奉化江通航限界要求。

橋址範圍要求為通航淨寬 90m，通航淨高 5.8m，其最高通航水位 1.83m。 

3.主拱肋於橋梁兩端分開為兩片拱肋，拱肋配置於人行道外側，整座大橋造型新穎、線條

流暢。主橋鋼箱梁採用封閉式流線形扁平鋼箱梁結構，兼顧力學與美學，體現橋梁簡潔、

素雅之美，如圖 126 及 127 所示。 

4.整座橋梁結構外觀新穎，駕車或步行於橋上視野開闊、神清氣爽。近賞主拱猶如一彎新

月，橫跨江水。遠觀主拱反射天光，給人華光溢彩之感。橋梁構件倒影於江中，增加橋

梁細緻多變之美。橋梁與周邊環境銜接和諧，濱江步道行人可自由穿梭於拱間，為奉化

江岸增添一座多功能跨江景觀橋。夜晚的澄浪橋，在各種景觀燈交替變換下，如夢如幻，

佛彷彿進入童話世界，如圖 128~130 所示。 

5.橋梁於 2014 年 1 月 15 日開工，2016 年 6 月 30 日完工通車。 

 
                

  

  

 

 

 

 

          圖 126 澄浪橋橋造型新穎、線條流暢(摘至網路) 

 

 

 

 

 

 

 

 

 

 

 

 

        圖 127 遠觀橋梁構件輕巧體現橋梁簡潔、素雅之美(摘至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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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8 橋上視野開闊、神清氣爽 

 

 

 

 

 

 

 

 

 

 

 

      圖 129 主拱於兩端分開為兩片拱肋，濱江步道行人可自由穿梭於拱間 

 

 

 

 

 

 

 

 

 

 

 

     圖 130 拱肋佈置於人行道外側，人行道於拱肋端部可直接上下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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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寧波長豐橋 

1.長豐橋位於浙江省寧波市，是一座跨奉化江公路橋，連接海曙區鄞奉路和鄞州區新典路。 

2.橋梁總長 226m，主橋跨徑 132m，橋寬 41.2 米。 

3.長豐橋主橋為下承式連續梁系鋼拱橋，三根拱肋結合形成鳥翅狀，同時寓意寧波「三江

併流」的城市地理特徵，是中國大陸首座倒三角式鋼拱橋，如圖 131~135 所示。 

4.橋梁於 2006 年 1 月開工，2008 年 12 月通車。 

 

 

 

 

 

 

 

 

 

 

 

 

 

 

 

圖 131 本次參訪於長豐橋之橋址留影 

 

 

 

 

 

 

 

 

 

 

 

 

 

        圖 132 橋上佈設雙向各 3 車道、1 機慢車道及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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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33 三根拱肋形成鳥翅狀，寓意寧波「三江併流」的城市意象 

 

 

 

 

 

 

 

 

 

 

 

 

 

 

       圖 134 長豐橋倒三角式鋼拱肋兩側以鋼纜錨碇於懸伸橫梁 

 

 

 

 

 

 

 

 

 

 

 

 

      圖 135 長豐橋之橋梁伸縮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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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杭州灣跨海大橋 

(一)杭州灣跨海大橋概要 

1.杭州灣跨海大橋橫跨中國杭州灣海域全長 36 公里，配置雙向六車道之高速公路，設計

時速 100km，總工程費約 118 億人民幣，設計使用壽命 100 年以上。 

2.杭州灣跨海大橋路線規劃，引用西湖蘇堤的形態，以「長橋臥波」的美學理念，跨越杭

州灣，橋梁呈現 S 形曲線，並引入景觀設計概念，使其具有較高的觀賞性及遊覽性，如

圖 136 及 137 所示。 
3.大橋配置北、南兩座通航橋孔。北通航橋孔為主跨 448m 的雙塔雙索面鋼箱梁斜拉橋，

通航標準為 35000 噸；南通航橋孔為主跨 318m 的單塔單索面鋼箱粱斜拉橋，通航標準

為 3000 噸，如圖 138 及 139 所示。銜接大橋之兩岸引橋工程總長 84.4 公里，總工程費

約 53 億人民幣。其中北岸引橋工程長 29 公里，工程費約 18 億人民幣；南岸引橋工程

長 55.4 公里，工程費約 35 億人民幣。 

4.杭州灣跨海大橋及兩岸引橋工程總工程費約 171 億人民幣，2003 年開工，2008 年 5 月 1

日完工通車，工期五年。大橋使用混凝土 200 萬立方公尺及鋼材 100 萬噸。大橋縮短寧

波至上海陸路距離 120 公里，對促進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一體化有重要意義。 

 

(二)杭州灣跨海大橋施工 

1.杭州灣跨海大橋位於世界三大強潮海灣之一的杭州灣，流向紊亂，潮流錯綜複雜，泥沙、

海床運動多變，施工難度極高，如圖 140 所示。 

2.為降低施工風險和工程成本，跨徑 50m、70m 的預力橋梁工程採用大直徑且超長之鋼管

樁作為橋梁基礎。鋼管樁直徑有 1.6m 和 1.5m 兩種。樁長達 88m。鋼管樁總計 5092 根。 

3.南北通航孔橋是跨徑 448m（北航道橋）和 318m（南航道橋）的雙塔和單塔斜拉橋，基

礎採用直徑 2.5m、2.8m 的全套管基樁，共 3138 根。採用水中平臺施工，數量多、直徑

大、超長、超重是本橋梁基樁工程的特點。 

4.杭州灣跨海大橋全部橋梁共 630 跨，其中跨度 50m 之箱梁共 202 跨；跨度 70m 之箱梁共

270 跨，均為雙向分離的預力單箱單室結構。按照“三化”：大型化、預製化、機械化

的技術政策，採“整孔工廠預製、大型機具運輸架設、墩頂現場澆置混凝土將簡支梁變

為連續梁”。 

5.上述跨度 50m 的預製箱梁重 1430 噸，採用 1600 噸步履式架橋機及成套設備，實現梁上

運梁的架設工藝。跨度 70m 的預製預力箱梁重 2200 噸，採大陸自行研發的“小天鵝”

號 2500 噸和“天一”號 3000 噸海上運架一體船，實施架設工藝，如圖 141 所示。 

6.杭州灣跨海大橋主要特色為“兩跨”、”雙百”。”兩跨”是跨越杭州灣天塹，“一橋

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氣勢恢宏，氣吞山河，在世界跨海大橋中長度第一；二是跨

越世紀，大橋的前期工程跨越 20 世紀與 21 世紀，大橋的使用壽命將跨越 21 世紀與 22

世紀。此外，大橋的“雙百”工程，即營運時間超越百年，投資總額逾越百億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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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6 杭州灣跨海大橋位置圖 

 

 

 

 

 

 

 

 

 

 

 

圖 137 杭州灣跨海大橋鳥瞰圖 

圖 138 北通航橋孔為主跨 448m 的雙塔雙索面鋼箱梁斜拉橋 

 

 

 

 

 

 

 

 

圖 139 南通航橋孔為主跨 318m 的單塔單索面鋼箱粱斜拉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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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0 杭州灣流向紊亂，潮流錯綜複雜，

泥沙、海床運動多變，施工難度極高 
圖 141 跨度 70m 預力箱梁重 2200 噸，以 2500 噸

小天鵝號海上運架船實施架設 

8. 杭州灣跨海大橋全長 36 公里，在整個跨海大橋中間約 18 公里處，設置海中觀景平台，

觀景平台為杭州灣的最高點，可在此觀賞大橋雄姿、海景變換，稱為「海天一洲」。海

天一洲分為觀景平台和觀光塔兩部分，觀景平台共 6 層，以白色和藍色為主色調，外觀

像一隻展翅飛翔的雄鷹。觀光塔共 16 層，高 146m，站在塔上，可以遠眺跨海大橋「長

虹臥波」的優美姿態及錢塘江大潮景致，如圖 142 所示。觀景平台及跨海大橋之施工過

程概要，如圖 143~150 所示。 

                  圖 142 跨海大橋中間約 18 公里處設置海中觀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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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3 觀景平台及樁基礎構造細節(一) 圖 144 觀景平台及樁基礎構造細節(二) 

  

圖 145 觀景平台和觀光塔構造細節(一) 圖 146 觀景平台和觀光塔構造細節(二) 

   
圖 147 觀景平台和觀光塔構造細節(三) 圖 148 跨徑 50、70m 預力箱型梁採預鑄吊裝

  
圖 149 北航道橋主跨 448m 採鋼床板箱型梁 圖 150 北航道橋完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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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一、 大陸地區自 2004 年起開始興建高速鐵路，至 2016 年 10 月止，建設里程超過 2 萬

公里，路線長度占全世界高速鐵路長度總量 60%以上，預計至 2025 年，路線總長

將達 3 萬 8,000 公里，是世界上擁有高速鐵路網規模最大的地區。其路網系統複雜、

乘客數量龐大，相關工程技術應運而生，如附屬車站杭州東站、上海虹橋交通樞

紐等，必須整合各類大眾運輸系統，一併納入規劃設計，以紓解尖峰旅運人潮，

使得車站規模及旅客運量亦趨世界之最。在地鐵建設部分，隨著都市建設及經濟

蓬勃發展，旅運需求大幅提升，目前地鐵運營總里程超過 4500 公里，在世界各國

地鐵長度排名高居榜首。而有軌電車建設，於未來 10 年預計興建 2500 公里，亦

將躍居世界領先行列。 

二、 大陸建設進步很快，尤其軌道交通建設，包括地鐵、高速鐵路之興建，路線里程

長度，每年皆為大幅度的成長，令人印象深刻。主要沿海城市人口眾多、經濟活

動頻繁，近年來，除利用高速鐵路縮短城際旅行時間外，並陸續於數個特定區內

進行鐵、公路系統整合，使其成為便捷之複合運輸系統，甚至將航空站或港埠納

入整合，建成全球最大交通樞紐，解決龐大運輸需求，並促進區域發展。所見幾

處城市重大交通樞紐，已周延整合各項複雜且運量極大之運輸系統，並發展出運

量極大之子系統，如杭州東站周邊公路運輸系統、地鐵系統等。 

三、 大陸大規模推動交通建設並配合先進工程技術及創新施工設備，使得甚多工程均

勘稱世界之最。藉由雙方參與交通建設人員之交流與經驗分享，可為國內相關建

設之借鏡，歸納其特色說明如下： 

(一)新建車站結構大多採用大跨度挑空結構設計，使車站動線及旅運設施一目瞭 

   然，並使車站空間更有效地利用。 

(二)車站整合各類大眾運輸系統，相關空間配置妥適，加上旅運設施完善、指引

標誌系統簡潔易懂，使旅客動線不交織，達零距離轉乘目標。 

(三)主要車站採進、出站分流設計，旅客進出車站動線邏輯一致，大廳空間、通

道寬度及閘門數量均合理設置，使旅客滯留車站時間縮短，達快速疏運人潮

目的。 

(四)大型交通樞紐因應旅運尖峰期間，大量旅客運輸需求，在轉乘設施、旅運設

施、旅客動線、逃生動線及商業空間配置規劃，均有合理且周詳考量。 

(五)大型交通樞紐整合各項運輸系統，包含高速鐵路、傳統鐵路、地鐵(捷運)、磁

浮列車、公路，甚至航空站、運河碼頭水上巴士等，均有整體且長遠的規劃。 

(六)大型車站配合節能減碳世界趨勢，利用自然採光及太陽能發電等，以車站建

築自體發電量供應車站照明用電，符合經濟及環保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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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車站站體空間美化與公共藝術呈現，與城市歷史脈絡及在地文化特色結合，

使車站建築意象更富色彩，讓城市更具活力。 

(八)硬體建設進度超前於旅客使用公共設施之心態，後續維管需要極多人、物力。 

(九)工程規模浩大但完工精緻度尚不及我國。 

四、 本次考察沿途參訪數座先進橋梁工程，各橋梁與周邊環境融合整體設計，同時注

重橋梁外觀造型及細部構造，使橋梁如裝置藝術品點綴於都市空間中，值得國內

景觀橋梁設計參考。 

五、 依據上述心得提出對本局業務推動及主管機關之建議意見如下： 

(一)未來鐵路車站設計，於規劃階段應廣泛邀集地方政府及相關單位就各項公共

運輸系統、站區道路線形及都市計畫等上位計畫，覈實檢討妥適研擬方案，

整合相關計畫。 

(二)鐵路車站於設計階段應針對影響車站重要功能事項，進行細部設計研析及審

查，如站區轉乘設施、旅運設施、旅客動線、逃生動線及商業空間配置等。

建議統一列出主要審查項目，俾審查作業逐項辦理，使各車站設計滿足使用

需求。 

(三)對於車站空間美化與公共藝術等，設計階段應廣泛徵詢地方意見或邀文化界

參與，於細部設計時即融入站體設施考量，以提升整體設施功能及設計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