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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鐵路地下化工程是中央交通部鐵工局主導的工程計
畫，完工後交由鐵路局營運管理，台南市政府配合辦理
用地變更事宜。

總經費293.6億元，中央出87.5%、台南市政府出12.5%配合款

行政院2009年9月核定之「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北起柴頭港溪(永康區與北區
交界)北側，南至龍寶路(東區與仁德區交界)以南約1.4公里處，全長約8.23公里，範
圍內設有臺南地下車站及林森、南臺南2座地下通勤站，總經費293.6億元。



台南市

 面積: 2,191.6 平方公里 (台灣排名第7)
 人口: 188萬人 (台灣排名第6)
 市內火車站: 後壁、新營、柳營、林鳳營、隆田、拔林、善化、南科、新市、
永康、大橋、台南、(林森、南台南)、保安、中洲、 (長榮大學、沙崙)等16站

 次級行政區: 37

年代 台南市
(萬人)

台南縣
(萬人)

合計
(萬人)

1980年 58 96 154
1990年 68 103 171
2000年 73 110 184
2010年 77 110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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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最早由臺灣省政府交通處於1991年6月開始可行
性研究，並於1993年3月完成《台南地區鐵路立體化（郊區化）可行性研究
暨規劃》。當時的總統為李登輝、市長施治明。1993年規劃採用「東側施
工」，也就是直接在現有軌道東側興建地下化鐵路，即現稱之「東移」。

 交通部鐵工局接手後，曾陸續研擬多種工法，包括：東側施作、臨時軌、潛
盾等，但皆未獲核定。

 2009年行政院劉兆玄院長任內，核定採用與1993年版本相同之東側施作
（東移）工法，原先被納入經建會跨域加值計畫，之後被剃除。

 東側施作需徵收之市區精華區土地，約5.1公頃。其中私有地佔21%，拆遷
戶計407戶，是一個長約8公里、寬7至30米的狹長土地。



1993年規劃版本，鐵路地下化東移14.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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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救會

(贊成地下化)
鐵工局

(地下化工程執行單位)
 潛盾可於現有軌道下方施作，且不影響地面建
物。

 地下化工程不能在既有鐵路正下方施工，因此不論採
用「明挖」或「潛盾」，施工上方一定有建物必須拆
除

 鐵路地下化徵收土地，是為了圖利財團。
 （2012年12月至今，自救會改口，認為徵收土
地是為了彌補臺鐵營運虧損，也就是經建會口
中的跨域加值計畫）

 鐵路地下化是中央政府的公共運輸建設計畫，沒有財
團、建商介入，更無圖利問題。

 臺鐵利用東移取得土地，再出售騰空土地開發
獲利、填補虧損。

 地下化後的地面，有通風口等設施。僅能作大面積綠
化等低度使用，不可能做多目標使用。

 2012年7月，市政府公展「臺南市東區都市計畫（細
部計畫）」，鐵路地下化工程完工後其上方騰空廊帶
於未來都市計畫除引道及站區外，主要規劃為公園道
（公園兼道路）使用。未來合併現行鐵路用地，將成
為貫穿市區之主要公園道。。

 鐵路地下化不用鐵路局土地，反而徵收民地開
發。

 全案北區(3.37公頃)私有地佔21.36％(7,200 M2)、東
區(8.97公頃)私有地佔16.39％(14,700 M2)，其餘皆為
公有地。

 沿線兩處招商案位於小東路北側（原臺鐵宿舍）、生
產路（原臺糖農地），都是閒置中的公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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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核定版 自救會版

工法  明挖覆蓋、一次施作地下永久
軌

 逆打工法，上方通行火車、下方
同步開挖

軌道設計寬度  4.5公尺  4.11公尺
地下結構體側牆厚度  90公分  20~50公分
連續壁到用地範圍邊界線  1公尺  60公分
工程期間軌道切換  1次  3次（工期較長）
維持火車通駛  既有9處平交道管控  增加3處臨時平交道
拆除範圍  約307棟、407戶受影響  增加部分地區（約2公里長）增

設6公尺寬平行巷道

用地取得  一般徵收補償、低收安置、專
案照顧住宅

 徵用民地，完工後還地

地面騰空路廊寬度  20~40公尺，規劃公園綠道  16.3公尺，兩旁私有地緊鄰通風
口。

 車道約11公尺。



309棟
407戶
2.19公頃私有地主

北區 東區



林森站、南台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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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標準: 最小破壞、少拆民房、效益較高、施工安全較高、營運動線較佳?



都委會小組
可以處理這類問題



都委會可能沒辦法處理這個選項!





公共利益可以折衝嗎?

徵收民地、拆遷原住戶、結合公有土地、鐵路東
移地下化、連結前後站區、增加規模較大園道、
原住戶搬遷或接受安置

徵用民地、拆遷原住戶、結合公有土地、鐵
路東移地下化、連結前後站區、增加規模較
小園道、部分原住戶原地重建



個人淺見

 規劃本來就是一種價值選擇，是非如果是光譜的兩端，可能無法道盡規劃的價
值與缺失。

 鐵路地下化被多數台南政治人物與居民視為等待已久的重大建設，過往爭取的
歷史軌跡說明，鐵路地下化是台南市進步的指標，也是必要設施。

 在此前提下，鐵路高架化、地下化、平面化等選項似乎變成單選題，只剩下:
如何地下化，原軌道下方地下化或東移地下化。

 就計畫面而言，既然地下化具有高度共識，都市計畫必須配合辦理，最多只能
就北段通道之必要性於以調整之。

 地下化目前爭議點之一: 徵收民地或徵用民地，兩者皆會涉及民房拆遷問題，
這是工程選項，並非計畫選項。

 未來發展建議: 由中央需地機關出面辦理雙向溝通的公聽會，市政府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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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市區改正計畫



放棄地下化或採高架化

 鐵道專家蘇昭旭表示，基於對下一代子孫的責任，不要債留子孫，與對於地球暖化，天災地變，
以及環境社會安全福祉的遠見，除了已經在執行中的工程之外，台灣環島鐵路高架化，請謹慎
三思；至於高成本的都市鐵路地下化，實在不宜再做了。廣設鐵路高架化與地下化，表相普及
化，各都市都要像台北，實質稀釋化，利用鐵路改建「都更」，炒作土地增值，一年不如一年。

 簡單的說: 台南鐵路地下化工程，不管東移與否，應該重新定位。

 問題是: 重新定位有共識嗎?

 蘇煥智2013/10/8表示，293億元的鐵路地下化工程經費，可以做8公里，但改為高架化工程可以延伸達25公
里，對於都會及週邊的交通大有幫助。高架化的工期較短，可以快速塑造大都會意象，化解反鐵路東移的紛
爭。

 鐵工局表示，臺南市鐵路兩側民房林立，原有鐵路廊帶寬度不足以供鐵路立體化工程施工，因此無論將鐵路
地下化或是高架化，都必須徵收(或協議價購)取得工程所需用地，隧道與高架橋因結構型式不同，有著截然不
同的施工方式，所需用地亦有差異，地下化隧道之標準斷面(不含緊急出口等隧道附屬設施)路權為16.3公尺，
而高架橋則因兩側與鄰房必須保持4.5公尺之淨空，假設於既有鐵路與東側鄰房間興建高架橋，高架化完工通
車後拆除西側既有鐵路改為道路，因此西側無須再增設4.5公尺空間，東側與鄰房間因無道路則須留設4.5公尺
淨空，如此計算出高架化所需路權寬度為17.5公尺，較地下化多出1.2公尺，因此須多增加土地徵收及民房拆
除面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