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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紀
100.09 彰化鐵路立體化可行性研究啟動
103.08
104.06
105.10

106.09

鐵工局初審會要求縣府釐清方案
採原線高架推動
鐵工局審查會

三方小組會勘(鐵工局、臺鐵局、縣府)
106.05 交通部初步審查會議

106.11 第二次三方小組會議，定調採用四軌高架橋規劃
107.05 交通部複審會議
108.05 臺鐵局協商會議

108.07 取得臺鐵局原則同意函
108.10 交通部複審會議
109.10 國發會提供綜整各單位之書審意見

108.07 交通部複審會議

110.02 國發會召開審查會議
110年05月10日交通部提送修正報告書予國發會

歷經地方說明會、議會專題報告、
中央審查、協商會議及考察已多
達40次以上

國發會再次召開審查會議110.09
110年09月08日交通部函轉彰化縣政府提送補充報告予國發會

國發會第91次委員會議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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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瓶頸與都市阻隔

平交道長時遮斷
大排長龍

彰化市受高速公路、台鐵及
八卦山之切割，造成火車站
前後站發展不均，且舊城區

發展受限。
陸橋地下道車道縮減

影響交通效率、不利行人穿越

彰化站

八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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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維持平面對都市之影響

 都市發展之阻隔與影響
 都市發展紋理受鐵道切割，前後發展強度不一
 交通阻礙，鐵道橫切分隔道路系統
 都市景觀，鐵道兩側都市發展受限

 橫交公路立體跨越對道路效率之影響
 橫交公路容量受限，鐵道兩側需配合橫交公路略微

繞道

 平面鐵路對道路效率與交通安全之影響
 道路效率之影響

 考量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之營運策略下
 未來年平交道遮斷率及車輛受阻比例將大幅增加，

 交通安全之影響
 平交道闖越安全
 平交道視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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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

計畫
目的

縫合
都市

帶動
更新

騰空
土地

打造行人友善環境

改善市區運輸系統架構 促進彰化市區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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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規劃內容
路廊及構造形式：

 維持原路廊避免車站遷移
 採用高架化節省工程經費

起迄點選擇
 通過國道3號高架橋後爬坡
 大埔截水溝後降坡，計9.5公里

消除4處平交道、4座陸橋、4座地下道、2座天橋

大
肚
溪

大
埔
截
水

彰化站 花壇站

山線

海線
金馬陸橋 建國陸橋

民生
地下道

中華陸橋 中央陸橋
曉陽

地下道

泰和路 長順街 永安路 南美路

大埔截水溝
堤岸道路

國聖
地下道

高架化起點 高架化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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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配置
 因應環島鐵路營運需求全線四軌化

增設通勤站
 新增金馬站及中央站兩座通勤站

軌道布設與增設通勤站

彰化
車站

彰東擴大都計區

金馬站
• 配合彰東擴大區發展

金馬站(台化現址附近)
• 預留與捷運共站轉乘彈性

中央站

• 便利市民就近搭乘
中央站(中央陸橋附近)

G21

G20 G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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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檢段遷移位置方案評估
機檢段遷移評估

 臺鐵局建議機檢段遷移至花壇站北側
12.8KM

4KM

32KM

大肚

彰化機檢段(待遷)

花壇南

二水

花壇機檢段(臺鐵建議選用)

7.4KM

花壇
機檢段

彰化站

花壇站

大肚站

二水站

花壇南
二水

大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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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年中部地區鐵路行車計畫

彰化站

七堵站

花蓮站

臺東站

臺中站

潮州站

新竹站

嘉義站

竹南站

服務類別 服務起迄 尖峰班距
(分鐘)

尖峰車班
(單向班/時)

西幹對號(山) 七堵-潮州 30 2

西幹對號(海) 七堵-潮州 60 1

北半環對號 花蓮-彰化 60 1

南半環對號 臺中-臺東 60 1

區間快(山) 七堵-潮州 60 1

區間車(山) 新竹-嘉義
后里-斗六 15 4

區間車(海) 竹南-彰化 30 2

區間車(成追) 大甲-新烏日 30 2

迴送及貨列 海線-花壇機 60 1

圖例

服務類別
尖峰單向班次

區間車(海)
2班次/小時

西幹線對號及區快(山)
3班次/小時

西幹線對號(海)
1班次/小時

區間車(成追)
2班次/小時

區間車(山)
4班次/小時

北半環對號
1班次/小時

南半環對號
1班次/小時

資料來源：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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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軌及永久站配置構想

彰化站金馬站 中央站

花壇機檢段

 配合臺鐵局環島路網營運需求調整股道配置
 遠期彰化站周邊尖峰單向班次達13班/時，須採4股道配置
 金馬站採兩島式月台4股道配置
 彰化站採兩島式一岸壁月台5股道配置
 中央站採一島式月台2調車線4股配置

尖峰單向班次：9列/時
利用率：90%

尖峰單向班次：4列/時
利用率：40%

尖峰單向班次：9列/時
利用率：90%

尖峰單向班次：4列/時
利用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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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取得評估

用地取得
 路線段：4.6萬平方公尺
 機檢段：35.0萬平方公尺

拆遷棟數及樓地板
 路線段：

 264棟 ，樓地板1.418萬平方公尺
 1樓建物或棚架164處，8,080 m2
 違法建戶147棟，7,120m2

 拆遷戶117棟，7,060m2

 花壇機檢段
 36棟，樓地板4401平方公尺

 1樓建物或棚架27處，2,663 m2
 2~3樓 9棟，1,738 m2

 彰化站區臺中工務段
 12處構造物，樓地板2,687平方公尺

4.5 4.5

30公尺
21公尺

為減少拆遷棟數，採用維持原臺鐵
東側路權線，朝西側單邊取得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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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 鐵
舊宿舍

10工業
區轉型

3台鳳舊廠
轉 型 區

新增1公里平面付
費遊園列車

7彰化車站

扇型車庫動態保存規劃

扇形車庫規劃
 臺鐵局已著手辦理扇形車庫周邊地區整

建營運移轉(ROT) 案
 利用高架引道銜接正線與扇型車庫

 設置扇形車庫銜接股道，坡度採千分之
25規劃

 原線高架旁佈設一條之字型平面折返線，
兼供遊園路線，路線自彰化車站行經民
生地下道上方至永安街止，長約1公里

扇庫轉盤
爬升引道

往花壇機檢段

永
安
街

依108.05.28臺鐵協商會議共識，採高架引道方案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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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形車庫

彰化車站

民生地下道

站區兩側受鐵路實質分隔，阻礙都市整體發展 202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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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區土地開發構想

編號 區位 土地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面積
(m2)

1. 扇形車庫 古蹟保存區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18,874
2. 彰化車站後站廣場 廣場用地 彰化市 彰化市公所 8,546
3. 臺灣戲院旁 商業區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3,911
4. 自強南路平面停車場 停車場用地 彰化市 彰化市公所 6,035
5. 華山路南側、中正路二段西側 商業區 彰化縣 彰化縣警察局 1,632

彰化站區土地開發規劃
 5處具備開發潛力基地

 扇形車庫周邊
 後站廣場
 中正路臺灣戲院附近
 自強南路附近
 華山路中正路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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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市區鐵路車站發展定位

金馬站
彰化新核心

中央站
生活通勤站

彰化車站
舊城鎮都心

1km

金馬站三鐵共構示意圖

彰化車站雙鐵共構示意圖

中央通勤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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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火車站整體發展示意圖
 前站商業區

 配合舊城都更區整合更新

 創造複合商業空間

 後站更新地區

 加速工業轉型住商

 提升生活品質

 鐵路高架化騰空土地

 扇形車庫+臺鐵舊宿舍+文創

 歷史記憶活化

縣府於107-109年辦理「新彰化火車站特區先期
規劃評估案」，完成站區周邊土地使用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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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文化園區

車專區

商業區

車專區

商業區

鐵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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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期程推估

計畫期程推估
 鐵路切換高架化(兩軌高架)：綜合規劃核定後9年
 四軌化高架橋啟用：綜合規劃核定後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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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效益評估

 參數假設
 折現率3%

 比照106年核定之桃園鐵路地下
化可行性研究折現率

 物價上漲率1.5%
 薪資上漲率2.0%

類別 效益項目
評估期間成本

與效益
(當年幣值)

百分比

成本
項目

興建成本 399.50億元 94.0%

營運維修成本增量 25.57億元 6.0%

成本小計 425.07億元 100%

效益
項目

旅行時間節省效益 570.93億元 72.9%

公路行車成本節省 173.42億元 22.1%

肇事成本節省 37.88億元 4.8%

空汙及噪音成本 1.21億元 0.2%

效益小計 783.44億元 100%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淨現值(民國110年) 2.16億元

益本比 1.065

內生報酬率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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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效益分析

財
務
專
章

21

年期
工程及營運成本 營運收入

工程建造成本 維修及營運
成本增量

本業
(票箱+附業)

外部效益
(TIF+土開)

興建期 399.50億元 - - -

營運期
(121年~150年) - 25.57億元 10.92億元 55.44億元

財務指標 本業收入 本業收入+
外部效益

自償率 -2.19% 7.01 %

淨現值 -326.78億元 -297.36億元

 參數假設
 折現率3%、物價上漲率1.5%、薪資上漲率2.0%

2021/10/18



22

中央地方經費分攤試算

項目
土地
費用

非自償性經費 自償性經費
合計 比例

補助 比例 分擔 比例

總經費 26.17 345.03 100.00% 28.30 100.00% 399.50 100.00%

中央政府 0.00 296.73 86.00% 0.00 0.00% 296.73 74.27%

彰化縣政府 26.17 48.30 14.00% 28.30 100.00% 102.77 25.73%

自償率門檻

第四級財力

3%
彰
化
縣 中央補助比率 86%

鐵路平交道與環境改善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
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非自償經費補助比率

地方未有行政院
核定捷運或輕軌

建設計畫

單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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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110.09.23審查結論回應
國家發展委員會審查結論 意見概要回覆

1. 臺鐵公司設置條例目前仍研議中，不宜
直接引用至本案財務專章辦理。

2. 若中央無法負擔工程營運成本25.57億
元，臺鐵局扣除票箱收入、開發挹注，
臺鐵局仍須負擔4.92億元，就本計畫臺
鐵局不應再負擔任何自償性經費。

3. 近年建造成本不斷調整，建議未來於綜
合規劃若經費有異動，彰化縣政府須允
諾依配合款比例進行負擔。

彰化縣政府說明：
敬悉，本案係考量未來綜合規劃階段辦
理期程與臺鐵公司化發展進程相近，故
先行就臺鐵公司化情境試算其對財務計
畫之影響程度，相關試算結果呈現於附
錄M相關內容，不直接引用至本計畫財
務專章。

本計畫考量臺鐵負擔工程營運成本後之
營運期間現金流入不敷出，故並未安排
臺鐵局負擔自償性經費。

彰化縣政府承諾，後續綜合規劃階段將
依據相關作業要點規定，負擔本建設計
畫之地方配合款項。

2021/10/18



25

國發會110.09.23審查結論回應
國家發展委員會審查結論 意見概要回覆

4. 公有土地開發挹注(臺鐵局)由1.49億提
升至9.73億，樂觀計算方式臺鐵局無法
檢視其合理性，請彰化縣政府提供計算
供臺鐵局檢核。

彰化縣政府說明：
公有土地樂觀計算方式係考量車站精華
區土地具有較大之商業開發價值，遂依
據彰化地區土地實價，採用更為彈性之
財務手段，評估樂觀情境之站區騰空空
間開發效益及挹注建設計畫能力。相關
評估方式請參見第七章相關內容。惟即
便採用樂觀情境評估車站精華區土地開
發計畫，考量臺鐵負擔工程營運成本後
之營運期間現金流入不敷出，故並未安
排臺鐵局負擔自償性經費。
可行性研究階段之財務計畫主要在評估
建設計畫之財務概要方向，後續綜合規
劃階段仍將依據當時法令及時空發展環
境，另行依據進一步的深入規劃資料評
估研擬合宜之土地開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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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推動臺鐵公司化之影響

 交通部110.5.4已將「國營台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設置條例草案」報行政院，相關內容及影響：

項次 條文內容 影響

第二條 臺鐵公司本企業化經營原則，以
發展健全之國營鐵路事業，充實
國家資本，促進經濟建設，便利
人民生活為目的。

• 臺鐵公司化後，票價費
率可視需求調漲或爭取
凍漲補貼款。

第十九條 臺鐵公司因配合政府政策任務所
造成之營運虧損，由政府負責補
貼之。

• 鐵路立體化之虧損由中
央負擔。

• 臺鐵公司因鐵路立體化
計畫得益部分應列為建
設計畫自償性經費。

• 臺鐵公司應納入分攤建
設計畫自償性經費

第二十條 鐵路基礎設施之興建與重置更新，
由交通部編列預算辦理，無償提
供臺鐵公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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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市鐵路高架化財務試算對照表
四軌高架各項成本 可行性研究報告主

情境財務分析結果
臺鐵公司化情境

試算版
工程建造成本 399.50億元 399.50億元

工程營運成本 25.57億元(臺鐵承擔) 25.57億元(中央承擔)

鐵路本業收入增量 10.92億元 10.92億元

租稅增額融資挹注(TIF) 2.87億元 2.87億元

調整土地使用分區效益回饋 3.27億元 3.27億元

公有土地開發挹注(彰化縣) 8.10億元 8.10億元

公有土地開發挹注(臺鐵局) 9.73億元 9.73億元

增額容積挹注 31.47億元 31.47億元

自償率 7.01% 10.77%

中央分攤(非自償性經費86%) 296.73億元(74.24%) 283.69億元(71.01%)

縣府分攤(非自償性經費14%) 48.30億元 46.08億元

縣府分攤(土地費用) 26.17億元 26.17億元

縣府分攤(自償性工程經費) 28.30億元 31.07億元

縣府分攤(合計) 102.77億元(25.73%) 103.42億元(25.89%)

臺鐵公司分攤(自償性工程經費) 0元(入不敷出，不承擔) 12.38億元(3.10%)

配合國發會意見
評估後提高

臺鐵公司化
尚未定案

納入附錄M
做為綜合規劃
階段補充參考

本可行性研究
採用分析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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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地方政府承諾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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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承諾事項

 承諾建設計畫獲中央核定後即成立基金與專戶

 承諾負擔地方配合經費計102.77億元

 成立鐵路立體化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推動小組
 彰化縣政府已成立「鐵路立體化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推動小組」
 以彰化縣副縣長為召集人，小組成員共12人

 取得地方議會同意函
 107年6月21日彰化縣議會發函全力支持彰化市鐵路高架化計畫
 109年4月21日至5月4日，彰化縣政府於彰化縣議會第19屆第7、8次

臨時會期間提案，並獲議會出具同意函
 同意彰化縣政府於相對應預算年度籌措地方配合款。
 同意若地方政府負擔經費未如期到位，中央得自彰化縣政府當年度或以後

年度之計畫型補助款先行扣抵或支付。
 同意中央年度預算編列不足時，先行墊付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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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承諾事項
 提供鐵路營運機構優惠措施

 未來臺鐵局土地依本計畫辦理變更或建設時，協助辦理相關作業流
程，例如申請執照、辦理變更

 鐵路高架化完成後，預期週邊土地容積率將會提高，後續縣府將視
當時發展情形提供一定容積率予臺鐵局

 協助臺鐵局取得花壇機檢段用地，並共同推動彰化市區鐵路改以四
軌化方式建設，以擴大環島路網之服務運能與營運可靠度。

 都市計畫變更階段，其變更回饋計算依「都市計畫國營事業土地檢
討變更處理原則」之規定辦理

 臺鐵局經管鐵路沿線路廊土地，若供作道路、公園、綠地、轉運等
公眾使用，請依「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
劃分原則」規定辦理有償撥用

 符合「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經管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作業
要點」之用地，作綠美化、自行車道等開放空間使用，請依「交通
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經管國有公用土地提供綠美化及環境維護作業要
點」辦理認養並自行維護管理。

 臺鐵局橋下空間得採多目標使用方式開發，餘站區範圍部分車站及
站間橋下空間供公眾使用之空間，請彰化縣政府編列預算管理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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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恭請裁示

鐵路立體化

不只是工程建設

更是都市改造計畫

我們立基於過去經驗~用更寬廣的視野

廣納更多元意見、重視關鍵議題規劃

一起擘劃未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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