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宜新軌道社會溝通計畫 

議題手冊（摘要版） 

公民幫推製作 

2024 年 8 月 

 

 



 

 

北宜新軌道社會溝通計畫議題手冊（摘要版） 

1 

目錄 

一、 計畫緣起及工作目的 .................................................................................................. 3 

二、 計畫工作說明 .............................................................................................................. 3 

三、 公民幫推社團法人介紹 ............................................................................................... 4 

四、 宜蘭縣都市發展規劃歷程 ........................................................................................... 5 

五、 未來都市發展課題 ...................................................................................................... 6 

六、 宜蘭縣運輸現況及相關交通建設 ............................................................................... 7 

七、 方案說明及比較 ........................................................................................................ 10 

 

  



 

 

北宜新軌道社會溝通計畫議題手冊（摘要版） 

2 

圖目錄 
圖 1 北宜新軌道社會溝通計畫工作推動流程圖 .................................................. 4 

圖 2-北宜間軌道計畫演進歷程圖 ......................................................................... 7 

圖 3-路線方案示意圖 .......................................................................................... 11 

 

表目錄 
表 1-雙北—宜蘭—花蓮屏柵線運具分配率 ........................................................ 8 

表 2 北宜直鐵交通改善績效（臺鐵提速改善計畫） .......................................... 9 

表 3-高鐵延伸宜蘭交通改善績效-平日 ............................................................... 9 

表 4-高鐵延伸宜蘭交通改善績效-假日 ............................................................. 10 

表 5-兩路線綜整比較表 ....................................................................................... 12 

 



 

 

北宜新軌道社會溝通計畫議題手冊（摘要版） 

3 

一、 計畫緣起及工作目的 
  為解決臺北—宜蘭間軌道運輸運能不足、容量飽和、無法有效轉移公路壅塞等問題，北宜新軌道已

研議 20 年有餘。然 108 年交通部突然將北宜直鐵方案轉為北宜高鐵規劃，地方政府僅被動接受中央

的決策並未提出具體的回應方案，而社會各界與一般縣民更未獲充分資訊，且未能參與討論。 

  高鐵延伸宜蘭計畫於 112 年經環境部環評審查決議需進入第二階段的環境影響評估，今年(113 年)

正辦理第二階段環境境影響評估的環境調查，預計 114 年提出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另一方面，今年

也是台鐵宜蘭線通車 100 年，在此刻重新檢視百年鐵路的未來展望，特別具有重大意義。 

  因此，非營利組織「公民幫推」希望透過「北宜新軌道社會溝通計畫」達成以下三項目的： 

1. 提供社會溝通所需的客觀資訊 

 北宜鐵道規劃已歷經 20 年，針對各項議題的研究已有相關規劃報告，但卻非一般民眾可以輕易

取得、閱讀並理解。因此，公民幫推根據過往規劃成果報告，彙整重要資訊製作「議題手冊」，作為

公眾討論的基礎資料。  

2. 凝聚社會對於北宜新軌道的看法及因應宜花東發展衝擊的配套規劃 

 本計畫將透過公民參與方式，討論北宜新軌道，包括高鐵與台鐵方案，對於不同交通運輸、國土

發展、產業經濟、生態環境及營運業者的影響，以及對於地方衝擊應配套處理的作為。 

3. 實現民眾參與公共政策規劃的民主治理 

 本計畫溝通成果將併同議題手冊，彙整為「北宜新軌道社會溝通成果」文件，後續將進行資訊公

開及政策遊說，實現民眾參與公共政策的民主治理。計畫成果的後續作為如下： 

(1) 提供客觀資訊文件，作為關心宜蘭發展之民眾、團體可使用的資訊。 

(2) 製作說帖文件，向主責機關及民意機關進行說明及溝通。 

(3) 進一步於國發會提點子平台提案，徵詢社會認同，促使政府辦理公民意見溝通。 

二、 計畫工作說明 
1. 工作坊辦理 

(1) 第一場工作坊對象：北部區域民眾及宜花東遊客。（已於 6/2 辦理） 

(2) 第二場工作坊對象：宜蘭地區民眾。 

(3) 第三場工作坊對象：前二場參與民眾，綜整前二場工作坊及地方說明會意見，呈現完整意見徵詢  

結果並進一步討論未具共識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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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至宜蘭縣各鄉鎮市辦理北宜新軌道說明暨座談會 

 為使公民參與工作坊的資訊得以傳播，關心宜蘭縣發展的民眾了解計畫目前進程及未來推動的工

作項目，提高地方參與程度、促進社會溝通，公民幫推願意協助宜蘭縣政府及各鄉鎮市公所辦理說明

暨座談會，說明北宜新軌道（包括高鐵與台鐵方案）規劃方案的成果及影響，並說明公民幫推針對北

宜新軌道的後續推動工作。期望提供民眾客觀充分資訊，讓民眾有能力參與地方公共政策討論，促進

中央政府與地方溝通，共議北宜新軌道方案及配套措施，為宜蘭縣未來發展共盡一份心力。 

3. 議題手冊製作 

 議題手冊製作隨著工作坊及說明會辦理，將逐次更新需要納入的資訊及前次工作坊結論。 

圖 1 北宜新軌道社會溝通計畫工作推動流程圖 

三、 公民幫推社團法人介紹 
  公民幫推是一個促進公民參與的推廣平台，期待透過公民參與的過程，廣納公民及相關利害關係人

反饋意見，尋找社會前進的共識價值，並為政府及社會凝聚出社會轉型的共識方向，使政府及人民能

夠在時代趨勢的推演下，持續調適邁向未來的推進力。 

  鑒於北宜新軌道對宜蘭土地及國家財政影響，藉由多領域專家的協助，公民幫推辦理宜蘭新軌道社

會溝通，期待促成民眾參與公共政策的民主治理。 

有關公民幫推介紹及相關合作專案，請參見： 

公民幫推官網｜北宜新軌道社會溝通計畫（ https://peoplenudgeplatform.wixsite.com/people-

nudge/about-6 ） 

 

 

https://peoplenudgeplatform.wixsite.com/people-nudge/about-6
https://peoplenudgeplatform.wixsite.com/people-nudge/abou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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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宜蘭縣都市發展規劃歷程 
（一）1980 年代奠定環保立縣、觀光立縣的核心價值，以「成長管理」的概念引導地方發展 

 宜蘭縣於 1981 年陳定南當選縣長後，擬定全縣整體發展總目標為「並重有形無形建設，均衡農

工商業發展，使宜蘭縣成為安居樂業與最適合休閒旅遊的地區」，自始宜蘭以「保護環境」與「發展

觀光」為兩大施政主軸。後於 1990 年代，為因應國五未來開通對宜蘭的衝擊，聘請新加坡都市規劃

之父劉太格領軍的團隊制定《宜蘭縣總體規劃》。針對人口增長規模及未來經濟走向預先規劃，以避

免成長失控。宜蘭國土沿台九線為骨幹逐步發展，在頭城、礁溪、宜蘭及羅東皆劃定 7,000 到 10,000

公頃的終極 X 年最適發展規模（預定宜蘭縣最終人口為 100 萬，而達到 100 萬人口的年限為彈性的

X 年），以成長管理的核心概念引導地方發展規劃。 

（二）2006 年國五通車後，修訂宜蘭縣成長規模與並強化沿鐵路發展的 TOD 構想 

 然而，國五通車後並未如原先預測引入大量人口。因此 2011 年《修訂宜蘭縣總體規劃暨擬定宜

蘭縣區域計畫》在先前的成長管理策略上，將終極 X 年的 100 萬人口修正為 77 萬，規劃以 10,000

公頃的集中發展區容納。並擬定 2031 年宜蘭縣的成長規模為 60 萬居住人口，可吸引 3 萬人才進駐、

年度觀光旅客達 1,300 萬人次。在藍水穿城、田林環繞、兩萬公頃生態農業區的空間發展基礎上，訂

定以宜蘭智慧生活城市、羅東食農文創城市為南北雙核；頭城礁溪永續發展示範鄉、蘇澳綠能養生鎮

為軸線多點的城鄉發展架構。 

 在交通運輸系統方面，透過北宜直鐵通車強化宜蘭的軌道運輸功能，確立沿鐵路發展的線性城市

發展模式以避免都市蔓延，訂定鐵路立體化、車站城市及周邊發展的 TOD（大眾運輸導向發展）構

想。以下簡述說明： 

(1) 車站周邊土地使用多元化：集中發展車站周邊地區，滿足工作、生活、休閒等多元需求。 

(2) 建構鐵路車站為核心的便利生活圈：主要發展核心提供大型購物、娛樂、就醫、洽公等機能；次

要發展核心設有便利大型商場；地方服務核滿足生活購物需求。 

(3) 整合國道客運轉運站，促進前後站均衡發展：市區公車路線跨越鐵路及前後站連通動線。 

(4) 依車站類型整合綠色運具，取代汽機車：主要車站提供複合型運具選擇，次要車站以自行車和鐵

路兩者服務之。 

（三）2021 年宜蘭縣國土計畫：慢活、觀光、涵養優良農田地景 

 為配合國土計畫法指導，2021 年公告實施的《宜蘭縣國土計畫》延續《宜蘭縣總體規劃》、《宜

蘭縣區域計畫》，研擬宜蘭縣長期發展藍圖。訂定宜蘭縣國土三大發展目標及策略： 

1. 具有良好復原能力：以維持生產的土地利用、與水共生、氣侯調適，聚落與周圍農、漁等自然地

景維持和諧景觀，管理良好生態環境基底。使得農田地景得以保持，並維護生產功能及安全防災的調

適功能。 

2. 具有可持續性的經濟力：以綠色經濟發展宜蘭在地特色，提供具有深度參與體驗的文化學習旅遊

產品，配合地方知識與生態旅遊觀光政策，打造具有宜蘭價值與地方精神的深度參與體驗，善用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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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特色驅動產業增長，以積極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願景。 

3. 值得選擇的未來：宜蘭的經濟發展模式應自空間資源著手，依靠在地生活及文化緊密結合，加上

豐富的地景環境資源彼此相輔並進。建立體驗、循環、低碳、在地的融合經濟圈，為傳統產業帶來加

值創新，透過綠色經濟，讓宜蘭成為永續性的環境教育學習場域。 

五、 未來都市發展課題 
（一）城市發展用地未有效利用，應鼓勵發展動能集中使用都市計畫可發展用地 

 宜蘭縣國土計畫提出的城鄉空間發展構想為「城是城，鄉是鄉」，在「城是城」的城市發展策略

下，鼓勵開發都市計畫可發展用地，集中發展的城鎮以現有（含辦理中）都市計畫區範圍為主；而新

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以帶動產業及環境敏感治理級保育為主要目的，不派常住人口。 

 然而，彙整宜蘭縣都市計畫可發展用地的開發情形，預定開發的 747.2 公頃都市土地，截至 2022

年僅使用三分之一（249 公頃）；亦有城鄉蔓延、非都市土地快速發展的問題，以及國五通車後縣內

人口自宜蘭市、羅東鎮兩大舊城區分散至各鄉鎮的情形。顯見宜蘭縣的發展動能有限，且未集中於城

鎮區域而致使土地及公共資源未能有效利用。 

（二）應優先利用車站周邊臺鐵管有之土地，達成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的目標 

 宜蘭縣國土計畫的城市發展策略訂定，「為增加大眾運輸工具使用率與土地開發效率，都市發展

地區採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結合未來北宜直鐵通車後，鐵路東移及鐵路高架化之機會，於車

站附近一定範圍內增加建築物容積，提高城中的居住密度與土地利用強度，以車站與高密度、多元服

務結合成為城鎮發展的核心區。」 

 宜蘭縣境內車站及周邊臺鐵公司管有之土地，經統計達 66.2 公頃。應活用車站周邊臺鐵公司 60 

公頃土地進行招商，以車站為核心引入商業、人流等地區成長動能，達成大眾運輸導向（TOD）的城

鎮發展目標。將發展動能集中於臺鐵沿線既有的數個城鎮，可依線性城市模式引導地區發展，強化、

延續臺鐵沿線各市鎮的生活機能，透過多核鄉鎮均衡宜蘭整體發展，避免無止盡的都市蔓延和無效開

發。並配合大眾運輸轉乘規劃，提升各個城鎮的觀光效益。 

（三）僅有大型交通建設無法帶動宜蘭縣成長，產業方為區域發展的關鍵 

 國五這般大型的交通建設進入宜蘭後後，並未如原先預期帶動人口成長。1994 年訂定《宜蘭縣

總體規劃》時人口為 46 萬，原先希望 2015 年的人口成長到 62 萬，然直至現今仍只有 44 萬。且

外流就業人口佔就業人口 2 成，為北部區域最嚴重的縣市。 

 運輸建設是區域發展的必要條件，但不是非充分條件。如高雄市在 2007 年高鐵通車後，並未因

此帶動產業發展和經濟成長；反倒是美中貿易戰致使台商回流（集中於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及電腦、電

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以及金屬製品製造業），加諸市府積極推動產業轉型，吸引半導體產業鏈

大廠進駐，成功招商帶動產業活絡與創造優質工作機會。在 2021 年營利事業銷售總額（可視作產業

整體表現指標）首度突破 5兆元，2022 年更來到歷史新高 5.87兆元，成長率為六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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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現今不具產業吸引力，面臨產業投資及勞動力皆短缺的情形。國五開通後僅帶動土地及不

動產價格上漲，其他產業並無獲得實質增長。區域發展所需除了產業用地（宜蘭縣產業用地供過於求）

和交通建設等基礎設施以外，能否吸引高經濟成長產業的投入、創造就業機會方為帶動人口及營利事

業銷售總額增長的關鍵。 

（四）未見觀光產業轉型、創造旅遊經濟，應朝向停留時間長的深度「慢旅遊」型態發展 

 自 1980 年代起，宜蘭縣已訂定「觀光、文化、環保立縣」的發展方向。縣內自然及人文資源豐

富，為觀光旅遊奠定良好基礎。然而，宜蘭縣雖於 2006 年國五通車後遊客人次大幅增長，但留宿比

例未因此提升，且仍低於全國平均值。國五雖然為宜蘭縣帶來觀光人潮，但因交通時間大幅縮減，旅

遊型態多為單日往訪。分析宜蘭縣稅收數據，觀光產業並未在國五開通、地區可及性提升後進行產業

轉型，遑論透過悠閒農村生活創造旅遊經濟。 

 台灣觀光旅遊產業具 3.84 倍產業帶動效果、3.12 倍就業帶動效果，其產業關聯效果極可觀。宜

蘭縣國土計畫亦指導以綠色經濟發展宜蘭在地特色，提供具有深度參與體驗的文化學習旅遊產品。「慢

旅遊」是旅遊型態現今的國際發展趨勢。不同於快速、大眾的旅遊方式，慢旅遊強調與當地居民、文

化、食物、自然環境建立深度連結，學習、體驗該處生活方式的同時，維持當地社區和環境的可持續

發展。由於遊客留宿於當地的時間較長、進行具地方獨特性深度體驗的文化消費，區域得以提升旅遊

經濟收入。藝文觀光、休閒遊憩、農村慢活正是宜蘭縣的旅遊特性，未來應朝向慢旅遊的型態發展，

打造具宜蘭特色的觀光品牌。 

六、 宜蘭縣運輸現況及相關交通建設 
(一)  北宜間軌道計畫演進 

 北宜間軌道計畫發展歷程如圖 2。鐵路立體化於既有臺鐵路廊建設，北宜直鐵方案出隧道後即匯

入臺鐵主線；若為高鐵方案則另立一個與臺鐵高架路線平行的高鐵路線高架，並於高鐵站增設一臺鐵

車站以利轉乘，因此對直鐵、高鐵方案皆無影響。 

圖 2-北宜間軌道計畫演進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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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況運輸需求特性 

1.  總旅次量及分布 

(1) 平日：宜花東城際旅次主要來自大台北都會區，其次是桃園，大台北往來宜蘭旅次約 5.5 萬人/

日，平常日以商務、休閒、探親為主，各約 1.5萬人/日。 

(2) 假日：假日大台北都會區往返宜蘭總旅次達到 22 萬人次/日，為平常日 4 倍，以休閒旅遊、探親

為主，旅次量分別為 11 萬人/日、8 萬人/日。 

2.  運具分配（搭乘的運具） 

(1) 通過台北-宜蘭間的屏柵線（畫在不同區間的虛擬線，反應通過這區間的交通總量特性），包括往

返宜蘭縣及花東的民眾最多使用是小汽車，占 60%以上，平常日低於假日（72%），顯示假日遊

客更偏好使用小汽車。 

(2) 就台北-宜蘭段國道客運與臺鐵而言，國道客運吸引力亦高於臺鐵，且臺鐵運量應大多數為前往

花東，因台北-宜蘭段臺鐵運量低於宜蘭-花蓮段運量。 

(3) 在通過宜蘭-花蓮屏柵線的交通量中，平常日小汽車車使用率略高於臺鐵，分別為 51%、48%，

公路客運使用量非常低。假日臺鐵市佔率亦下降，顯示假日為多人出遊，開車偏好較高。 

表 1-雙北—宜蘭—花蓮屏柵線運具分配率 

屏柵線 運具 

平日 假日 

順向 逆向 順向 逆向 

旅次量 運具比 旅次量 運具比 旅次量 運具比 旅次量 運具比 

雙北-

宜蘭 

小汽車 3.7 66% 3.1 62% 12.2 78% 10.3 72% 

公車客運 1.1 19% 1.1 21% 2.2 14% 2.5 18% 

臺鐵 0.8 15% 0.8 17% 1.4 9% 1.4 10% 

宜蘭-

花蓮 

小汽車 1.8 63% 1.3 51% 3.3 68% 2.6 60% 

公車客運 - 1% - 1% - - - - 

臺鐵 1.0 36% 1.2 48% 1.5 31% 1.7 40% 

資料來源：《高鐵延伸宜蘭計畫可行性研究暨綜合規劃報告》（110 年 12 月） 

(三)  未來軌道計畫的交通移轉量 

 評估軌道計畫的效益時，對於交通改善的績效是重要指標，以下分就北宜直鐵、高鐵延伸宜蘭的

交通移轉量說明改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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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宜直鐵交通改善績效 

 北宜直鐵數個方案對於國道 5號旅次的移轉量如表 2，無論採新方案一或新方案二，對於對國道

5號的交通量移轉均相當輕微。新方案一因行車時間較短，故移轉效果稍佳，然移轉量於平常日與假

日皆僅落在 3.5~5%區間。 

表 2 北宜直鐵交通改善績效（臺鐵提速改善計畫） 

改善績效 零方案 新方案一 新方案二 

國道 5號旅次 

(北宜屏柵線) 

(人次/日) 

平日 80,628 77,588(移轉 3,040) 78,388(移轉 2,240) 

假日 273,050 258,980(移轉 14,070) 262,060(移轉 10.990) 

資料來源：《北宜新線計畫綜合規劃報告》（108） 

2.  高鐵延伸宜蘭交通改善績效 

（1）平日：高鐵通車對國道 5號的交通改善績效輕微 

 在有高鐵建設的情況下，小汽車順向旅次僅減少 900 人/日；國道客運減少 600 人次/日；台鐵

運量影響顯著，單向減少 2,100 人/日，占無高鐵之 30%。 

表 3-高鐵延伸宜蘭交通改善績效-平日 

屏柵線 運具 

無高鐵情境（單位：萬人/日） 有高鐵情境（單位：萬人/日） 

順向 逆向 順向 逆向 

旅次量 運具比 旅次量 運具比 旅次量 運具比 旅次量 運具比 

台北- 

宜蘭 

小汽車 3.03 64.7% 2.58 60.9% 2.94 53.4% 2.49 50.0% 

公車客運 0.97 20.8% 0.98 23.2% 0.91 16.6% 0.93 18.6% 

臺鐵 0.68 14.5% 0.67 15.9% 0.47 8.5% 0.48 9.6% 

高鐵 - - - - 1.19 21.6% 1.09 21.8% 

合計 4.68 100% 4.23 100% 5.51 100% 4.99 100% 

高鐵衍生量 - 0.83 - 0.76 - 

資料來源：《高鐵延伸宜蘭計畫可行性研究暨綜合規劃報告》（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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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假日：高鐵通車對國 5 影響輕微，國道客運及台鐵運量下降顯著 

 小汽車順向旅次僅從減少 6,600 人/日，約占無高鐵方案減少 6%；國道客運運量影響非常顯著，

順向旅次較無高鐵情境降低 5,200 人次/日，占無高鐵情境 27.5%；台鐵運量影響較輕，順向減少達

1,700 人/日，占無高鐵方案之 13.7%。 

表 4-高鐵延伸宜蘭交通改善績效-假日 

屏柵線 運具 

無高鐵情境（單位：萬人/日） 有高鐵情境（單位：萬人/日） 

順向 逆向 順向 逆向 

旅次量 運具比 旅次量 運具比 旅次量 運具比 旅次量 運具比 

台北- 

宜蘭 

小汽車 10.61 77.3% 9.00 72.5% 9.95 63.4% 8.33 58.7% 

公車客運 1.89 13.8% 2.27 18.3% 1.37 8.7% 1.85 13.1% 

臺鐵 1.23 8.9% 1.15 9.2% 1.06 6.7% 0.99 7.0% 

高鐵 - - - - 3.31 21.1% 3.02 21.3% 

合計 13.73 100% 12.42 100% 15.69 100% 14.19 100% 

高鐵衍生量 - 1.96 - 1.77 - 

資料來源：《高鐵延伸宜蘭計畫可行性研究暨綜合規劃報告》（110） 

七、 方案說明及比較 
  北宜新線，亦稱為北宜直線鐵路、北宜直鐵，是針對臺灣鐵路公司東部幹線臺北—宜蘭間現有的

95.9 公里路線過於冗繞而提出的截彎取直方案所規劃的新路線，並以「臺鐵南港至花蓮提速改善計

畫（北宜鐵路提速工程計畫）」的名義進行規劃。全線規劃起自南港車站至頭城車站，本尚待環境影

響評估，108 年來因改變為高鐵延伸宜蘭方案，故終止研究。另因 112 年高鐵延伸宜蘭計畫進入環

境影響評估階段，在範疇界定會亦中，已納入高鐵延伸宜蘭方案的替選方案選項，目前正併同高鐵延

伸宜蘭進入第二階段環評審查中。 

  為釐清過去臺鐵與高鐵方案之影響、提供未來進行北宜新軌道評估的民眾溝通意見，本次說明會將

針對高鐵路線方案、平行國五路線方案，分別以臺鐵系統、高鐵系統營運的效益及影響進行分析評估。 

(一) 高鐵隧道路線-高鐵方案 

  本方案總經費 1880 億元，由南港出發，前段與臺鐵方案路線類似，爾後提早轉南，在頭城附近進

入蘭陽平原，至新宜蘭站（縣政中心）結束。路線全長 59.3 公里，其中新建隧道總長 33.8 公里，由

於繞開集水區，預期對環境影響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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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鐵隧道路線-臺鐵方案 

  在高鐵方案提出並送入環評後，有公民團體及倡議者於會議上主張可以使用高鐵規劃的隧道路廊，

並以臺鐵規格興建，減少原臺鐵方案的路線長度，並降低於平原段軌道建設的重複投資。本手冊認為

此方案可納入討論，並且先行依照官方報告數據推估經費與行車時間。 

 本方案總經費預估 724 億元（根據鐵道局 2019 年北宜直鐵報告書中隧道工程單價數據推算），

由南港出發，前段與高鐵方案路線相同，進入蘭陽平原前提前偏向東側，在頭城車站北側接回臺鐵路

線。路線全長 43.4 公里，其中新建隧道總長 33 至 36 公里，由於繞開集水區，預期對環境影響較小。 

圖 3-路線方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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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兩路線綜整比較表 

  根據高鐵隧道、平行國五兩路線方案，彙整路線長度、穿越集水區距離、高鐵及臺鐵系統估算建設

成本、經濟益本比、行車時間、票價、對軌道沿線多方影響等，於下表比較。 

表 5-兩路線綜整比較表 

方案 
高鐵隧道路線 平行國五路線 

高鐵方案 
(110 年方案 A) 

臺鐵方案 
(本計畫提出) 

高鐵方案 
(110 年方案 C) 

臺鐵方案 
(108 年新方案一) 

工程起點 南港 南港 南港 南港 

工程終點 縣政中心南側 頭城 縣政中心 頭城 

路線長度 60.6 公里 43.4 公里 49.1 公里 36.3 公里 

經集水區長度 0 公里 0 公里 11.6 公里 12.3 公里 

新增站點 
縣政中心車站 
（宜蘭新站） 

無 
縣政中心車站 
（宜蘭新站） 

無 

行車時間 
(臺北車站- 

宜蘭火車站) 
46 分鐘 46 分鐘 45 分鐘 42 分鐘 

乘車方便性 
須搭乘臺鐵至縣政中
心車站(宜蘭新站)轉
乘高鐵。 

全縣境內有 22 個臺鐵車
站，民眾可依居住地就近
搭乘。 

同高鐵隧道高鐵方案 
同 高 鐵隧道 臺 鐵
方案 

班次/時 
(臺北-宜蘭) 

1~3 班/小時 3~5班/小時 1~3 班/小時 3~5班/小時 

票價 
(臺北-宜蘭) 

300 元 153 元 250 元 137元 

工程經費 1,880 億元 724 億元 1,592 億元 665億元 

財務淨現值 -1675.37億元 -637.32 億元 -1251.56億元 -542.36億元 

經濟益本比 0.59 1.24 0.72 1.79 

用地徵收 

� 高鐵路線軌道用地：
一般徵收 

� 高鐵車站特定區用
地：區段徵收（目前
預定為 190 公頃） 

� 頭城鎮隧道出口臺鐵路
線軌道用地：一般徵收 

� 行駛臺鐵軌道，無增加
站體用地 

同高鐵隧道高鐵方案 
同 高 鐵隧道 臺 鐵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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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土地 
使用影響 

� 於未開發農地上另
立單一發展核心，發
展動能集中於高鐵
特定區，削弱臺鐵車
站沿線地區及舊城
區開發潛力。 

� 國五與高鐵高架橋
所夾廊帶，將致使土
地再次畸零化，限縮
土地利用。 

� 宜蘭縣境內臺鐵各車站
及周邊臺鐵公司管有之
土地，經統計達 66.2 公
頃。 

� 可依國土計畫指導進行
大 眾 運 輸導向模式 發
展，利用既有臺鐵各站
及周邊用地招商，強化
並促進舊城區再生，均
衡全縣發展。 

同高鐵隧道高鐵方案 
同 高 鐵隧道 臺 鐵
方案 

未來產業 
發展影響 

� 若未能吸引高經濟
成長產業的投入、創
造就業機會，將再次
驅使產業競爭力較
弱的宜蘭縣就業人
口外流，無法帶動營
利事業銷售總額（可
視作產業整體表現
指標）及稅收增長。 

� 可透過臺鐵發展大眾運
輸導向城市、慢旅遊經
濟，並配合建設便捷的
轉乘設施，同時滿足生
活型與觀光型交通，使
得各城鎮皆能因此發展
旅遊經濟以引導區域成
長。 

同高鐵隧道高鐵方案 
同 高 鐵隧道 臺 鐵
方案 

未來環境 
生態影響 

� 高鐵特定區徵收優
良農地，且該區域原
遇豪大雨已易淹水，
美福排水系統是否
能再負荷 190 公頃
的土地開發後增加
的地表逕流目前尚
未可知。 

無 

� 行經翡翠水庫集水
區上方，未來採不排
水隧道工法，可大幅
降低對翡翠水庫排
水量影響（預估營運
期間隧道排水量僅
為雪山隧道 0.13%） 

� 根據國五施工經驗
及環保署調查，翡翠
水庫水質污染源為
集水區農業肥料而
非國五工程。 

同平行國五高 鐵
方案 

（左側） 

資料來源：《北宜新線計畫綜合規劃報告》（108）、 

《高鐵延伸宜蘭計畫可行性研究暨綜合規劃報告》（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