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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風 40 期 特別報導

臺北捷運的建設成果及展望

鄭國雄、李政安

臺北市政府捷運⼯程局總⼯程司、⼯管處副處⻑

摘 要

臺北捷運系統之規劃⾃1975年開始迄今，已完⼯通⾞完成第⼀階段
105.4公⾥（建設公⾥）路網，2010年12⽉平均每⽇已有162萬以
上⼈次搭乘，未來加入興建中的第⼆階段74.6公⾥路網，及規劃中
的第三階段98.3公⾥路網，預估三階段路網完成後每⽇可載運360萬
⼈次的捷運乘客。

因為臺北捷運的逐步完⼯通⾞，改變了整個臺北都會區⾏的節奏，
提昇了⽣活品質，臺北捷運便捷、舒適、準點、省時的特性使你我
的距離縮短了，都市因此有了更新的發展，創造出新的文化，捷運
成為⼤家的好朋友，⼤家也樂意共同維護它，讓它成為臺北迎接城
市國際化的最佳代⾔。

臺北捷運的建設成果也反映出建設團隊之專業精神與技術，獲得新
北市政府、桃園縣政府、台中市政府之倚重，委以重任，展開都會
捷運建設規劃、設計與執⾏等作業。

本文將介紹臺北捷運路網規劃建設之成果，及桃園、台中捷運路網
辦理成果，並期許於現有路網的立基下，持續朝向建設完整路網⽽
努⼒！

一、前言

臺北捷運系統之規劃⾃1975年開始，之後於1988年開始動⼯興建⽊
柵線與淡⽔線，將多年來努⼒規劃的內容⼀步⼀步付諸執⾏，臺北
捷運系統從無到有，歷經1992年到1996年間6線⿑發，在臺北市多
條重要幹道同時動⼯，⼤家共同⾒證了都市進步的過程，也共同忍
受了捷運施⼯所帶來的交通陣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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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捷運系統從1996年第⼀條路線－⽊柵線通⾞後，接著淡⽔線、
中和線、新店線、板橋線、南港線、⼩南⾨線、⼟城線、⽊柵延伸
內湖線等⼀條⼀條路線陸續通⾞，終於到今⽇看到有如⽻化成蝶的
欣喜成就，同時臺北捷運系統規劃了舒適、美觀、動線指引順暢的
轉乘⾞站，透過轉乘⾞站轉換不同路線到達⽬的地，到2010年11⽉
已完⼯通⾞105.4公⾥，2010年12⽉平均每天服務超過162萬⼈
次，⼤家都感受到了捷運系統所帶給⼤家⽣活上的便捷與舒適。

臺北捷運之發展與成就受到⺠眾的肯定，在⽬前已營運與施⼯中之
路網架構下，捷運未及服務地區的⺠眾多表達歡迎捷運路線服務地
區運輸之強烈需要，透過⺠意代表、政府單位服務信箱、說明會等
管道，向政府單位陳請，同時臺北市政府捷運⼯程局（以下簡稱本
局）也以建構更為完整之捷運路網為⽬標，持續就捷運路網未及服
務地區與路線延伸進⾏研究與規劃，因此，臺北捷運路網發展⾄
今，可概分為三階段，第⼀階段是已完⼯通⾞營運路線；第⼆階段
是中央已核定執⾏中路線；第三階段是規劃中路線。

臺北捷運將在第⼀階段與第⼆階段既定路網架構下，綜合都會發
展、地⽅需求、整體運輸等考量因素，追求整體捷運路網最佳化之
建設。

臺北捷運的建設成果也反映出建設團隊之專業精神與技術，獲得新
北市政府、桃園縣政府、台中市政府之倚重，委以重任，展開都會
捷運建設規劃、設計與執⾏等作業。

二、捷運建設願景及目標

臺北捷運路網除了提供都會區⺠眾⼀個新的運具選擇，透過其快
捷、準點、轉乘⽅便等特性，⺠眾對於時間的安排與掌控能更為精
準，所產⽣對⽇常活動的安排、旅⾏時間的節省等效益，使捷運運
量逐漸增加，另⼀⽅⾯，臺北捷運也創造都會新風貌，使捷運不只
是捷運，透過公共藝術與開放空間，提供⺠眾浸潤在新的文化天
地，⾞站內部秩序與清潔也在⺠眾共同維護下井然有序。

臺北都會區捷運建設之願景在多年努⼒累積經驗與專業精進之下，
在2007年提出新願景：「優質建設效率捷運臺北悠遊⾏」，並在此
願景之下，擬定四⼤⽬標：「建構安全的捷運建設、追求⼈本的捷
運系統、造就優質的捷運⼯程、推動永續的捷運環境」，希望捷運
建設夥伴上下⼀⼼，以共同的⽬標作為繼續努⼒的⽅向，追求願景
的達成。

三、捷運工程建設計畫概要



2021/4/6 特別報導_臺北捷運的建設成果及展望

www.ntuce-newsletter.tw/vol.40/T4_1.html 3/13

臺北都會區⼤眾捷運系統之路網規劃，主要是滿⾜以臺北市中⼼區
這個主核⼼與周圍次核⼼之間的聯外運輸⾛廊需求，並以數條"L"型
營運的路線在市中⼼區相互銜接形成格狀路網服務，由於L型路線是
連接都會區兩個尖峰承載運量相當之旅次端點形成之運輸⾛廊，故
形成以市中⼼區對外的輻射型路網；外圍再以環狀路線串聯以與市
中⼼區外圍之衛星市鎮相互連繫，並提供市中⼼區最佳服務，減少
轉乘次數，構成⼀綿密、便利的捷運服務網路。

以⽬前持續推動中的臺北都會區⼤眾捷運系統路網建設計畫來說，
未來整體營運計畫就是把營運中的淡⽔線與興建中的信義線（含未
來繼續延伸的信義線東延段）組成紅線，營運中的新店線、⼩南⾨
線與興建中的松⼭線組成綠線，營運中的中和線與興建中的新莊
線、蘆洲線共同組成橘線，營運中的文湖線組成棕線，營運中的南
港線、板橋線、⼟城線與興建中的南港線東延段及⼟城線延伸頂埔
段共同組成藍線，透過各線彼此於臺北市中⼼區之銜扣連接，除可
提供可臺北市中⼼區聯外輻射型運輸服務外，亦可於臺北市中⼼區
形成格狀路網。

另環狀線部分，中央先⾏核定環狀線第⼀階段路線，本局將持續推
動將環狀線第⼀階段、第⼆階段與規劃中之南北線整合為完整環型
路網架構，扮演臺北捷運路網架構中銜接輻射路網之串連⾓⾊！

臺北捷運路網依上述規劃概念逐步發展⾄今，可概分為三階段，第
⼀階段是已完⼯通⾞營運路線；第⼆階段是中央已核定執⾏中路
線；第三階段是規劃中路線，以下進⾏分階段介紹。

（⼀）第⼀階段：已完⼯通⾞捷運路線

1996年3⽉28⽇⽊柵線完⼯通⾞起，開啟了臺北都會區⼤眾運輸的
新⾴，⽊柵線甫通⾞運量平常⽇每⽇僅3萬7千⼈次，其後1997年底
淡⽔線通⾞營運、1998年底中和線與新店線北段通⾞營運，1999年
起⾄2000年底陸續完成新店線南段、南港線、板橋線（⻄⾨站⾄新
埔站）、⼩南⾨線，2004年完成⼩碧潭⽀線，2006年中板橋線及⼟
城線全線通⾞營運，2008年南港線東延段先⾏通⾞⾄南港站，2009
年文⼭內湖線全線通⾞，2010年蘆洲線通⾞（臺北捷運各線通⾞後
第２個⽉⽉平均⽇運量趨勢如圖⼀），臺北捷運全部通⾞路線達
105.4公⾥（路網⽰意圖如圖⼆所⽰），捷運雙⼗路網成型，⺠眾可
藉由⽅便的轉乘，擴展旅⾏範圍，因此構築出由臺北⾞站為中⼼的
35分鐘⼤眾捷運⽣活圈（第⼀階段捷運路網規劃理念如圖三），截
⾄2010年底臺北捷運年平均每⽇運量已超過140萬⼈次（臺北都會
區捷運系統年平均⽇運量統計圖如圖四），捷運已成為許多⺠眾⼀
⽇不可或缺的⼤眾運輸⼯具，⾄此，臺北都會區捷運建設可謂完成
第⼀階段之重要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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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階段路線所經廊帶均為市中⼼區重要地區，運輸需求量⼤，故
僅文⼭內湖線為中運量系統，其餘路線均為⾼運量系統。

 

圖⼀ 臺北捷運各線通⾞後第２個⽉⽉平均⽇運量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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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臺北都會區捷運路網第⼀階段路網⽰意圖

 

圖三 第⼀階段捷運路網規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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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臺北都會區捷運系統年平均⽇運量統計圖（資料來源臺北捷運公司）

 

（⼆）第⼆階段：建設中路線

臺北都會區在第⼀階段路網營運通⾞後，⺠眾開始享受到捷運帶來
便利的⾏，本局為使更多⺠眾能享受到捷運系統所帶來的便捷與舒
適的運輸服務，持續擴⼤捷運服務網絡，臺北都會區捷運建設邁入
第⼆階段，繼續推動⾏政院已核定之74.6公⾥路線之建設作業，第
⼆階段已核定路線內容如圖五所⽰。本階段路線若完成後將使臺北
都會區捷運路網規模達180公⾥。

現在每天有超過140萬⼈次在臺北捷運系統各站進出，配合悠遊卡的
推出，進出驗票閘⾨速度更為快速，加上⼤家守秩序排隊，所以⼤
家都能輕鬆地享有捷運系統所帶來⽣活品質的提昇，也因為⼤家知
道捷運所帶來的好處，早先所遇到捷運施⼯期間的交通陣痛期，⼤
家也都願意配合接受，所以現在臺北捷運路網仍在努⼒擴充當中，
包括新莊線、南港線東延段（南港站⾄南港展覽館站）、信義線、
松⼭線、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線三重⾄臺北市段、環狀線第⼀階段及
⼟城線延伸頂埔段等都在施⼯中，另信義線東延段與萬⼤─中和─樹
林線第⼀階段路線於⽇前已獲⾏政院核定，將要開始進⾏細部設計
等作業。俟現在施⼯中各路線陸續完⼯後，捷運路網之服務範圍就
越來越擴⼤，可以讓⼤家透過良好的轉乘，更便利、快速地到達⽬
的地，捷運系統服務旅次量也將隨著路網擴⼤⽽步步⾼昇（第⼆階
段路網效益：擴⼤⽣活圈創造新地標如圖六）。

第⼆階段路線⼤多為早期臺北捷運路網整體規劃構想中之規劃路
線，⾏經重要運輸廊帶，除萬⼤─中和─樹林線與環狀線屬於新的獨
立路線，採⽤中運量系統外，其餘各線均為⾼運量系統，與第⼀階
段路網串連，達成路網以數個L型相扣營運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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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臺北都會區捷運路網第⼆階段路網⽰意圖

 

圖六 第⼆階段路網效益：擴⼤⽣活圈創造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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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階段：繼續規劃臺北都會區捷運健全路網

臺北都會區捷運路網規劃的腳步從未停歇，持續對⽬前捷運路線未
及服務地區與路線延伸進⾏研究，期達成捷運路網服務最佳化，提
供臺北都會區⺠眾健全的捷運網路，可經由⽅便的轉乘達到四通八
達的運輸⽬的。

⽬前規劃中路線包括南北線、⺠⽣汐⽌線、安坑線、三鶯線、社
⼦、⼠林、北投區域輕軌路網、環狀線第⼆階段路線等（路線⽰意
圖如圖七所⽰），每⼀路線⽅案依⼯作計畫進⾏相關規劃作業，並
加強與⺠眾溝通，除經常透過本局電⼦信箱直接與⺠眾溝通外，各
案均適時辦理說明會、公聽會與⺠眾⾯對⾯溝通，期將地⽅⺠眾的
意⾒落實在路線規劃階段即納入考量，使後續計畫之推動能得到地
⽅的⽀持。

在臺北都會區主要運輸廊帶以數個L型捷運路線串連服務架構下，捷
運路網第三階段路網為臺北都會區次要運輸⾛廊規劃便捷的軌道運
輸服務，並與前兩階段路網規劃最佳的交會轉乘，使整體路網服務
範圍更為擴⼤，由於第三階段路網服務臺北都會區次要運輸廊帶，
在運輸需求量較主要運輸帶低的情形下，第三階段路網各線均朝向
中運量或輕軌系統作為建議之系統選擇。

臺北捷運第三階段路網係建設在前兩階段路線架構下，進⼀步擴
⼤，主要是因為臺北都會的發展逐漸以臺北市中⼼區為中⼼向外擴
展，都會外圍地區的發展帶動捷運延伸服務的可⾏性（到達捷運⾞
站等時⽰意圖如圖八），催促著本局規劃與建設的腳步持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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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臺北都會區捷運路網第三階段路網⽰意圖

 

圖八 以臺北⾞站為核⼼搭乘捷運於12、20、30分鐘到達捷運⾞站等時⽰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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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捷運用地聯合開發

由於捷運建設需取得所需⽤地，以臺北都會區⼟地資源昂貴，且私
⼈⽤地取得困難，故捷運建設亦積極推動捷運聯合開發，以順利取
得所需⽤地並有效利⽤⼟地資源，促進地區發展。

聯合開發作業之願景即配合捷運建設、促進地區發展、使都市再造
與都市更新藉著捷運聯合開發之完成得以實現。

五、協助大臺中烏日－文心－北屯線建設與整體路網
規劃

臺中都會區⼤眾捷運系統於⺠國1998年規劃完成，建議路網由紅、
藍、綠三條線組成，共計69.3公⾥，交通部⾼速鐵路⼯程局考量政
府財政狀況及建造經費龐⼤等因素，無法同時興建整體建議路網，
經辦理捷運優先路線檢討結果後，建議以連接北屯區、臺中市副都
⼼及⾼鐵台中站之捷運綠線為優先興建路線，規劃報告書業於2004
年11⽉獲⾏政院原則同意，並命名為「臺中都會區⼤眾捷運系統烏
⽇文⼼北屯線」計畫；⽽其餘紅、藍線及延伸路線則建議後續分期
推動。

交通部⾼速鐵路⼯程局考量捷運系統整體運能需藉由路線與路線的
串連⽅得以發揮，烏⽇文⼼北屯線發包設計後有必要開始研議建議
路網後續的興辦順序，同時也配合臺中地區⺠眾對於捷運路線延伸
⾄臺中市以外地區的殷切期盼，故請臺中捷運總顧問檢討原建議⽅
案的路網架構，進⽽提出臺中捷運烏⽇文⼼北屯線完成後應再續辦
之路網⽅案。因2008年11⽉交通部、臺中市政府與臺北市政府簽訂
三⽅協議書，本局接辦後，接續原交通部⾼速鐵路⼯程局⼯作成
果，並於2009年5-6⽉間召開5場次公聽會徵詢⺠眾意⾒，各階段規
劃成果亦提報由⼤臺中相關單位（包括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
南投縣等）代表組成之「臺中都會區⼤眾捷運系統後續路網推動專
案⼩組」討論，整合相關單位意⾒。

本局於2009年10⽉27⽇完成「臺中都會區⼤眾捷運系統整體路網規
劃」報告書，臺中捷運後續路網建議⽅案（除綠線『烏⽇文⼼北屯
線』外）包含藍線、橘線、綠線延伸彰化，原87年規劃之紅線路線
部份服務範圍與臺中鐵路⾼架捷運化計畫（奉⾏政院核定並執⾏
中）重疊，故調整部分紅線路線改經中清路、⼤雅路服務⽔湳經貿
園區並改名為橘線。因臺中捷運路網建設經費龐⼤，建議分期分段
推動，因此，區分為較具推動可⾏性之「核⼼路網」與尚未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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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檻但具有發展潛⼒之「願景路網」分期推動。核⼼路網包
括：藍線由東海⼤學經臺中港路⾄太平市（路線⻑約16.2公⾥），
橘線由⽔湳經貿園區經中清路、⼤雅路⾄⼤⾥市、霧峰鄉（路線⻑
約19公⾥），綠線延伸彰化（路線⻑約6.2公⾥）等；願景路網包
括：藍線延伸⾄臺中港，橘線延伸⾄清泉崗機場及南投，綠線延伸
⾄彰濱⼯業區及⼤坑，環線串連北屯、太平、⼤⾥。

六、協助桃園捷運路網規劃

桃園縣近幾年來由於⼯商發達，致⼈⼝持續成⻑，都市化程度快
速，已成為現代化之⼤都會區，為積極推動⼤眾運輸及綠⾊交通政
策朱前縣⻑於2007年商請郝市⻑同意借助本局20多年的本⼟捷運規
劃與推動經驗與規劃團隊，透過北北桃之縣市合作模式協助縣府進
⾏整體路網規劃之相關⼯作，於2007年底委託本局辦理「桃園都會
區捷運路網檢討評估及優先路線規劃」案(以下簡稱桃園專案)。本案
⾃2007年12⽉展開，重新檢核交通部⾼鐵局原規劃報核之桃園都會
區⼤眾捷運系統整體路網，並針對縣府委託顧問公司辦理之「桃園
都會區捷運系統路線可⾏性研究及⼯程規劃」成果，依據最新發展
計畫推估之社經⼈⼝，進⾏桃園都會區⼤眾捷運路網評估暨分期發
展計畫以及優先興建捷運路線⾛廊研究案，包括⼟地開發整體規劃
構想、桃園都會區捷運路網評估暨分期發展計畫、優先路網規劃報
告書、臺北捷運與桃園捷運銜接可⾏性分析、優先路線環境影響評
估及相關作業、優先路線規劃報告書及環境影響說明書陳報中央及
審查等項。

辦理期間於2008年3⽉就初步研析成果舉⾏7場地⽅說明會，以聽取
地⽅各界之意⾒，⺠眾參加踴躍，並於2008年6⽉完成成果報告初
稿，並獲縣府原則同意研究成果。

2009年接續依據前期完成之「桃園都會區⼤眾捷運路網評估暨分期
發展計畫」成果，辦理桃園都會區⼤眾捷運系統初期路網優先興建
路線—捷運綠線（全名為桃園航空城捷運線）之可⾏性研究報告及
路線規劃作業（含⺠間參與可⾏性研究、財務計畫、捷運及臺鐵沿
線⼟地開發基地評選與規劃）」。同時依⼤眾捷運法及環評法辦理
本路線之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另亦同步辦理臺北捷運與桃園捷運銜
接之可⾏性研究⼯作。

2009年完成桃園捷運捷運綠線可⾏性研究報告並送中央部會審查、
完成桃園航空城捷運線規劃報告書及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完成捷
運桃園站初步規劃、8場⺠眾參與之公聽會與說明會、多次中央部會
之審查意⾒研處說明答覆及綠線沿線之聯合開發基地遴選評估與初
步規劃。將持續協助縣府辦理相關報告書之審查作業，爭取中央儘
速核定航空城捷運線計畫、編列預算，據以推動後續建設相關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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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專業精進與提供技術諮詢服務

捷運⼯程推動全⾯品質管理、提昇⾏政績效，本局（含五個⼯程
處）⼀次通過ISO-9001：2000驗證作業，並於2002年1⽉29⽇獲
授證，⽬前每年接受驗證，建立全局品質管理制度並加以落實，提
昇⼯程品質，訂立各項作業標準作業程序（QSOP），建立完整作
業流程，以健全的機制提昇捷運⼯程品質，歷次榮獲全國性及本府
各類優良獎項，以達成提⾼顧客滿意度的⽬標。

同時隨著科技與市場研發技術之與⽇俱進，推動新技術、新⼯法與
新材料並落實於細部設計作業中，機電設備部份也持續引進新的功
能技術，追求捷運⼯程⾼品質的⽬標。

另本局20年在捷運建設之經驗，已受到各⽅的肯定，在⾃⾝⼯程建
設業務之餘，盡其所能提供其他地區捷運技術之諮詢服務，例如：

⾃2001年起獲聘擔任⾼雄捷運公司技術諮詢顧問、機電系統設計審
查顧問。

亞新⼯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於2003年辦理交通部委託「捷運系統建
設技術規範草案之研究—系統整合篇」計畫案，邀請本局擔任其技
術諮詢服務顧問。

2005年應擔任臺北捷運系統環狀線計畫(第⼀階段路線)第⼀期總顧
問的昭淩⼯程顧問公司之邀於2005年6⽉簽約，提供臺北捷運系統
環狀線計畫之技術諮詢服務、圖說文件審視服務、技術訓練服務及
技術文件資料提供等4項服務。

⾃2006年7⽉起擔任亞新⼯程顧問公司承辦交通部⾼鐵局委託「臺
中都會區⼤眾捷運系統烏⽇文⼼北屯建設計畫第⼀期總顧問服務⼯
作」委託技術服務案之技術諮詢顧問。

八、結語

臺北捷運⽬前執⾏中央已核定路網，將於2008年底⾄2018年間陸續
完⼯，逐步擴展捷運服務網路，在地區⺠眾的期待之下，本局全局
上下，⼀秉對專業技術的執著，追求⼯程如期如質完成，儘管亦曾
遭遇⼯程困難的課題，本局均憑藉著多年來累積的經驗，排除萬
難，朝向既定的時程努⼒。

現階段臺北捷運之展望，是在臺北捷運路網第⼀階段與第⼆階段路
網架構下，積極推動環狀路網之建設，使臺北捷運路網在中⼼區格
狀路網向外輻射狀路網發散的架構下，能再結合環狀路網，達到臺
北捷運基本路網之架構，以臺北捷運路網來看，完整環狀線路網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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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環狀線第⼀階段、環狀線第⼆階段與南北線，未來將透過系統
整合、票證整合，⼀⾞到底營運⽅式達成全環串連之⽬的；完整環
型路網完成後，結合⽬前規劃中路網，未來由最東端的動物園站順
時針⽅向將可與文湖線、新店線、安坑線、中和線、萬⼤－中和－
樹林線、板橋線、新莊線、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線、蘆洲線、社⼦、
⼠林、北投區域輕軌路網、淡⽔線、文湖線、⺠⽣汐⽌線、南港線
等13條路線、14個⾞站相交轉乘，讓乘客可以透過這些捷運路線，
很⽅便、很快速地往來臺北市、新北市。

其次臺北捷運規劃中路網之推動，將與地區未來之發展結合，在中
央與地⽅共同努⼒下逐步推動，惟本局將先向中央爭取核定路線，
讓捷運路廊得以獲得確認，可以與其他公共建設相互配合，不管是
未來施⼯的整合，或是路權與⽤地的整合，能先⾏以確定計畫來協
調，都是對地⽅發展最為有利的⽅式。

隨著臺北都會區逐步向外擴展，臺北捷運也應持續規劃與建設，除
了滿⾜都會區的旅運需求，也為提昇國際競爭⼒與國際形象，因
此，展望未來，本局將仍舊秉持⼀貫專業技術的基礎與經驗，繼續
為打造臺北都會區符合世界⼀流⽔準的捷運系統⽽努⼒！

臺北市政府捷運⼯程局於1987年成立，投入許多⼈⼒、物⼒，從無
到有，開啟了臺灣捷運建設的歷史新⾴，⾄今捷運系統已成為繁華
臺北⼤都會的主要⼤眾運輸⼯具，20多年來不曾停下腳步，朝向未
來的⽬標，也正在⼀步步落實之中。

臺北捷運在今⽇的架構下展望未來，挑戰仍將艱鉅，第三階段規劃
路網應積極爭取中央之⽀持儘速核定，讓第三階段路網之興建早⽇
實現，使臺北都會區每百萬⼈擁有之捷運路線⻑度擠⾝世界先進⼤
都會之列，落實臺北核⼼都會區每500公尺步⾏可及範圍內皆可搭乘
捷運系統等，皆是未來希望達成的⽬標，本局有信⼼再開創更璀
璨、更輝煌的下⼀個捷運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