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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轉難！台北轉運站問題多運轉難！台北轉運站問題多

2010-01-02  記者 陳怡 報導

連續假期帶來的返鄉熱潮，一向都讓台鐵、高鐵、國道客運傷透腦筋，中秋假期時就曾因為難以

應付龐大旅客數量而暫時改採站外下車制度的台北轉運站，在元旦佳節的三天連假期間，再度面

臨急著趕回家與家人共度倒數時光的旅客人潮考驗。

集中收編全台國道客運的台北轉運站，要面臨來自各地旅客的考驗。（攝影／

陳怡）

 

轉運站設置　該分散或集中轉運站設置　該分散或集中

座落於台北車站北側市民大道以北、承德路以東、華陰街以南的台北轉運站，雛形來自於二○○

四年由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辦理的交九開發案，透過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模式（BOT），由日

勝生活科技投資興建而成，期望發揮匯合國道客運、高鐵、台鐵、捷運與機場捷運的五鐵共構功

能，期望紓解台北車站位於交通樞紐位置的壅塞。 

「其實轉運站這個想法，大概從李登輝或黃大洲的時代就有了。」提起轉運站的緣起，現任東華

大學歷史系學士班，本身亦是交通愛好者的唐奕琦回溯。由於過往國道客運車輛統統都擠在承德

路，造成交通堵塞的情況嚴重，台北市政府便提出在鐵路地下化後，興建多座客運轉運站的計畫

，商議過程中最多在台北市內規劃了七座轉運站，以疏散集中在承德路的客運車流，其中又特別

集中在圓山（濱江）轉運站、動物園轉運站、台北車站轉運站和市府轉運站四處地點的討論，最

後當時的台北市長馬英九決議刪除圓山及動物園轉運站，僅保留台北車站及市府轉運站，而台北

車站轉運站又以月台數幾乎為市府轉運站四倍的大規模，成為實質上集中整理國道客運的中心，

並且於二○○九年六月完成測試，同年八月正式啟用。 

僅採用兩座大型轉運站的決策，其實一直爭議不斷。因為轉運站作為疏通車流之用，應該是「越

多越好」，轉運站若能分散設置，才能公平服務所有台北市民；反之將所有的客運路線都集中在

一個點的做法，對廣大的台北市區居民來說既不便利也不經濟，尤其在已經很擁擠的台北車站，

集中過多的機能是否會讓台北車站特定地區過於繁忙而不堪負荷，也讓許多專家感到不安。 

只是將塞車由平面轉移到建築內只是將塞車由平面轉移到建築內

果不其然，選在平日啟用的台北轉運站立刻受到巨大衝擊。二○○九年八月十九日啟用當天，下

午三點轉運站周邊交通即陷入癱瘓，車流回堵長達六百公尺，不如預期的轉運量更印證了台北市

議員李建昌、許淑華及黃向群五月時曾提出的質疑：「台北轉運站轉運量不到國道D1臨時站的一

半，如何能擔負疏通交通的重責大任？」不良的動線設計，也讓首批進入台北轉運站的旅客大呼

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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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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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台北轉運站不堪使用，交通大學運管系三年級的林立翔首先對台北轉運站的立意表示肯定：

「以前的轉運站太小了，遇到尖峰時刻有些客運會停在外面等，附近交通超差的。」國道客運集

中在同一建築物管理的做法有益於排解舊國道客運總站周邊交通混亂的問題，然而這種超大型的

轉運站需要良好的規劃，目前的台北轉運站最欠缺的首先在於動線設計。 

四層約四十個月台同時提供上下車服務，客運車輛進入轉運站之後，最多可能需要近三十分鐘的

時間才能到達下車月台，來自高雄的何耘伊對於要回到台北的學校必須透過台北轉運站，就倍感

困擾，覺得在站內繞行麻煩又浪費時間；就讀交通大學三年級的傅如尉更乾脆地表示，由於新竹

客運的下車月台在四樓，必須在轉運站內繞圈好長一段時間：「我現在回台北都坐可以比較早下

車的國光。」不同客運的消費者權益，在此無法取得平衡；「我覺得也可以上下車分開，讓旅客

先在同一個地方下車。」林立翔考量下車旅客的權益，提出規劃「下客大廳」的意見，唐奕琦更

進一步提出，台北轉運站內原本樓板面積就小，等車的人已經很多，分層下客的方式只會造成建

物內擁擠不堪，連假時期甚至要站外下客的應變方式，對一個「轉運站」而言，更是天大的笑話

。

未規劃下車大廳的結果是月台要同時肩負上下客功能，客運車輛更要在轉運站內繞行許

久才能下客。（攝影／陳怡）

 

而由於台北轉運站大車出口依然開在承德路，被集中收編到台北轉運站的國道客運車輛，幾乎全

數必須由承德路出口離開，客運車輛除了在站內塞成一團，進入平面路段也為承德路帶來更大的

交通負擔，如此一來，承德路平面車輛爆炸的問題就沒有獲得解決，只是將堵塞情形轉移進轉運

站建物內而已。至於台北轉運站二樓另行開闢的市民高架出口，雖然提供了另外一個疏散車流的

管道，卻隱憂不斷。「統聯很多車從市民高架出口出去，但重點是，市民高架本來就不是什麼特

別順暢的地方，加上都會型的快速道路系統，通常車道跟路肩淨空不足，沒有太多空間施作加速

車道；而且當初市民高架在設計的時候，也沒有計算到這方面的道路容量，所以通常是車子一出

去就塞在上面，更增加了在市民高架上面出車禍的可能性。」唐奕琦分析道，市民高架出口在尖

峰時刻不但擁擠，對於大型車輛來說，更是十分危險。 

商業空間規劃　排擠轉運功能商業空間規劃　排擠轉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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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歸咎台北轉運站的設計問題，和交九案的開發宗旨息息相關：本身屬於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模式

的交九開發案，目標除了轉運站營運外，更期待台北轉運站能夠結合百貨商場、影城、商務飯店

以及一般住宅功能。在商業掛帥的營運目標下，台北轉運站大部分的樓板面積被劃為商業使用，

導致台北轉運站中可以真正做為交通用途的面積縮水，台北市議員陳玉梅就曾批評台北轉運站：

「商場功能極大化，交通功能極小化。」並宣布交九開發案是一個完全失敗的計畫。 

「現在的交九，就像一個大怪物。」唐奕琦語帶惋惜地說。一則承包交九開發案的日勝生活科技

原本就不是運輸管理專長，自然以複合式商場利益為第一優先，在不違反合約內容的前提下，自

然是物盡其用地將樓板面積大量規劃為商業空間，不但駐車空間規劃不足，使得客運車輛只能停

放於過去台北市公車處的建成車場；將轉運站出口開在原本就很繁忙的承德路，也是基於排擠到

與台北轉運站共生的京站時尚廣場商業空間，而做出的決策。 

可以說台北轉運站現在的營運狀態變成一個本末倒置的結果。許多使用者都肯定於京站購物廣場

提供的購物功能，甚至提出對遠程旅客來說，可以就近在京站或轉運站商店街購買一些紀念品十

分方便的看法；然而無可否認的是，京站購物廣場帶來人潮與商機的同時，做為轉運功能的台北

轉運站卻無法有效消化人潮，台北車站周邊變得比過去更加擁擠，地下空間也因為多了台北轉運

站及京站連通口而更形複雜，當初「便民」的立意，似乎已被商業考量沖淡了痕跡。

京站時尚廣場的設置，為台北轉運站帶來人潮之餘，也讓

北車周邊更為擁擠。（攝影／陳怡）

 

BOT交通政策　可否成功交通政策　可否成功

從貓空纜車到捷運文湖線，台北市政府的交通政策不斷面臨質疑。位於台北車站特定區的交九開

發案耗資百億，成果卻依然差強人意，扣除對於交通運量壓力紓解不力的問題，台北轉運站無障

礙設施的欠缺、售票櫃台的圓弧型規劃帶來的購票動線混亂問題以及部分標示不符合國際標準的

瑕疵，都讓人民無法繼續對台北市政府保持信心，而台北轉運站周邊尚未開幕的飯店和民宅區的

未來，在台北車站持續邁向擁擠和吵雜的現況下，是否能夠確實達到預期中的繁榮，許多專家也

抱持負面態度。 

而即將於二○一○年完成地下五層、地上三十一層的轉運站暨飯店、百貨商場工程的市府轉運站

，亦傳出因承包的統一開發決定公車轉運站由地下改為地上，面向基隆路、忠孝東路地面的菁華

樓層開闢車場，因而面臨容積率不足的困境，究竟在同樣屬於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模式的狀況下

，市府轉運站是否能夠負荷信義計畫區的長途客運、公車與捷運轉乘功能，已經引起許多關注的

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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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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