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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鐵路 

 第二章  臺鐵捷運化、立體化及電氣化 

  第十五節  臺鐵南港至花蓮提速改善計畫 

一、計畫緣起:  

(一)交通部鐵工局自民國91年開始進行「北宜直線鐵路」研究，主要考量因

素有二： 

1.既有鐵路路線彎繞，且部份路段坡度過大，形成運能瓶頸，需有新增路

廊，改善臺鐵一票難求情形。 

2.預估未來國道五號雪隧飽和年期為105年，需有新增路廊，轉移紓解其

壅塞情形；而100年假日臺北宜蘭行車時間已達2小時。 

(二)「北宜直線鐵路」計畫於95年完成環境影響評估，經環保署95年1月20日

審查認為不應開發，但得另提替代方案重新送審。 

(三)交通部鐵工局於98年9月展開臺鐵南港至花蓮提速改善可行性研究，就前

期北宜新線鐵路環評疑義進一步分析評估，研究新的北宜新線鐵路方

案。 

(四)可行性研究於100年11月14日奉行政院核復同意辦理下一階段綜合規劃，

並指示「將研究不足部分，併入下一階段綜合規劃考量」。 

二、計畫必要性 

(一)東部幹線軌道運輸尖峰時段一票難求，亟需提供民眾一條安全穩定回家

的路。 

(二)公路壅塞影響區域發展及環境，亟需低碳可靠的綠能公共運具。 

(三)充足快捷的軌道運能，促進東部區域觀光產業發展。 

三、計畫效益 

(一)北宜新線鐵路提供東臺灣快捷的鐵路運輸服務。 

(二)北宜新線鐵路與宜蘭線鐵路形成路網，促進區域發展。 

(三)創造東部以鐵路運輸為主軸，落實東部低碳旅遊「快速到達、悠游慢

活」的觀光及生活環境。 

四、執行情形 

(一)102年8月19日賡續辦理「臺鐵南港至花蓮提速改善計畫」綜合規劃(含基

本設計)，工作項目包含規劃設計、環境影響評估、測量及地質調查。 

(二)103年2月18日提出路廊評選報告，係就交通運輸、地區發展、工程執

行、環境影響及經濟財務各方面綜合考量，經綜合評估以「新方案二」

為優選方案。 

(三)103年4月22日召開推動小組第3次暨路廊評選複審會議獲共識定案，並將

「北宜直鐵」簡稱修正為「北宜新線」。 

(四)103年8月29日召開推動小組第4次暨期中報告審查會議，原則通過。 

(五)103年9月10日~12日依據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分別於南港、雙

溪及頭城召開北宜新線鐵路環境影響評估公開說明會，當地居民或有關

團體意見其回應辦理情形，將編製於環評說明書內說明。 

五、未來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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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將以「新方案二」賡續以低碳、生態工法理念進行為期12個月綜合

規劃及環境影響評估調查等後續作業，並就斷層、礦坑等環境影響敏感因子持

續深入評估，研提減輕避免對策，預估將於104年初完成調查及規劃，並提送環

評審查。後續將持續與各地方政府及各界所關心之議題持續進行溝通，尋求最

大共識與支持，俾利共同推動北宜新線計畫，解決東部一票難求、紓緩國5壅

塞，落實東部低碳旅遊「快速到達、悠游慢活」的觀光及生活環境，並促成全

島一日生活圈願景之實現。 

 

 

 

 

 

 

 

 

 

 

 

 

 

 

 

 

 

北宜新線鐵路計畫路線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