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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為何要興建為何要興建為何要興建為何要興建 BRT？？？？ 
 

有鑑於本市市民長期仰賴私有運具使用，因此為扭轉、改變市民 

運具使用習慣，並培養後續推動軌道捷運路網所需之運量，以利向中 

央積極爭取核准興建與經費補助。援此，本局計畫先行推動快捷巴士 

系統建設，因為快捷巴士系統具有低成本、建設期短、高服務水準等 

優勢，適用於培養大眾運輸旅次，俟大眾運輸人口到達建設軌道捷運 

系統的運量時，該系統即完成其階段性任務，進而推動軌道捷運系 

統，並可與軌道捷運同步提供服務，給予民眾多樣的搭乘選擇。在軌 

道捷運建設尚未核定前先提供 BRT 服務市民，乃本局的規劃方向， 

而透過便捷且完整的交通路網，提供民眾可及性高之運具使用、並透 

過轉乘服務等配套措施，除有效滿足民眾通勤、通學需求外，更可帶 

動大臺中地區觀光發展，整體提高大眾運輸之承載率與運量，打造大 

臺中地區一小時生活圈。 
 

事實上，歐美城市其大眾運輸能成功的關鍵不在於城市內是否擁 

有捷運或輕軌，而是能在城市內構建完整的大眾運輸路網，並有效銜 

接城市內部不同的運輸系統。因此，臺中市的大眾運輸發展，不僅要 

在重要路廊上提供更高品質的大眾運輸系統服務外，更重要是需建構 

完整的大眾運輸路網，提供市民一個「無縫運輸、慢活臺中」的新意 

象。運輸系統並無優劣之分，僅有適切與否的問題，在政府目前可投 

入的有限資源下，該投資一條捷運路線或是一個 BRT 路網，何者可 

創造最大社會效益以及滿足多數民眾搭乘需求，BRT 做為 MRT 之先 

期發展計畫應為正確選項。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民 99 年所做「研提推動大眾捷運系統建設 

與營運永續發展機制之研究」，針對都市特性、營運環境及都市財政 

等指標評估國內城市捷運系統，認為 BRT 適合都市人口數在 200 萬 

人至 400 萬人之間的城市。交通部 100 年度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 

畫，各縣市均積極爭取建置 BRT，交通部評估臺中市人口及公路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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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環境都具備發展 BRT 的條件，最後選定臺中市為 BRT 示範城市， 

於 99 年中央補助臺中市 500 萬元 BRT 規劃費，100 年更進一步補 

助臺中市 6500 萬元辦理 BRT 工程細部設計及監造，可見中央對本 

市發展 BRT 計畫的肯定。 
 

二二二二、、、、 BRT 路網規劃為何路網規劃為何路網規劃為何路網規劃為何？？？？ 
 

當全球因為暖化問題，關注節能減碳，推動諸多環保措施之際， 

應該思考環保且節能減碳之交通方式，而大眾運輸亦具有高效能、低 

污染的特性，鼓勵民眾使用大眾運輸，並減少對汽機車的依賴，是成 

就綠能低碳城市的要件，更能提升大臺中都會區的交通運輸品質與能 

力，提供大臺中都會居民一個安全便捷的現代都會生活。 
 

大臺中都會區合併後，幅員遼闊，為建設大臺中市成為國際化城 

市，應連結整體地區的大眾運輸路網(包括公車、快捷巴士、軌道捷 

運、臺鐵、高鐵以及海空港)，因此本局透過相關可行性評估、專業 

研究與評估，著手規劃大臺中快捷巴士(BRT) 系統，透過 BRT 路網 

建置，快速建構大臺中地區的完整大眾運輸路網，有效移轉部分汽機 

車使用者進而使用大眾運輸系統。 
 

臺中市政府推動快捷巴士系統 BRT 獲得中央肯定，交通部也希 

望臺中市未來能成為全國各縣市發展 BRT 的示範城市，本局已著手 

規劃大臺中 6 條 BRT 路網，總長度達 186 公里，路線遍即全市 29 

個行政區，完工後將是亞洲地區 BRT 路網最長的城市，串連目前正 

推動的軌道捷運綠線及臺鐵捷運化紅線，再搭配公車路網的橫向與端 

點接駁，透過公車與 BRT 的同步推動，BRT 與軌道捷運的漸進發展 

讓縣市合併後的大臺中能夠更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BRT 路網打造大臺中 1 小時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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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無縫接軌： 
 

(1) 用 BRT 連結 2 中心(新市政與陽明行政中心)、聯結雙港(臺中 

港、清泉崗機場)、雙鐵(高鐵、台鐵)、串聯 4 區(高鐵特定區、 

水湳經貿生態園區、中部科學園區、臺中港特定區) 。 
 

(2) 希冀打造從山海屯到市區，一小時生活圈。 
 

2. 便捷路網： 
 

(1) 規劃大臺中 BRT 、臺鐵捷運高架化及雙軌化與捷運系統路線 

共計 8 條，服務涵蓋臺中市 29 行政區。 
 

(2) 除興建中的臺鐵捷運高架化及雙軌化與烏日北屯文心線外，其 

餘 6 條路線將推動以 BRT 系統為主，合計服務里程約為 186 

公里。 
 

(3) 透過便捷的交通路網、可及性高之運具使用、選擇性高之配套 

措施與轉乘服務，希冀可有效帶動大臺中地區觀光發展，提高 

大眾運輸之承載率與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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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BRT 藍線行經中港路是否可行藍線行經中港路是否可行藍線行經中港路是否可行藍線行經中港路是否可行？？？？ 
 

經專業顧問公司進行「中港路規劃快捷巴士系統(BRT)之可行性 

研究」後，初步規劃中港路最外側快車道為 BRT 專用道，慢車道取 

消路邊停車格，改為兩個車道，故原本小客車行駛的車道數(雙向 8 

車道)仍然維持不變，僅由 3 快車道+1 慢車道調整為 2 快車道+2 慢 

車道。取消中港路路邊停車格位後，即無小客車停靠、駛離時與直行 

車輛之交織情況，慢車道車流會順暢甚多；再則，BRT 藍線通車營 

運後，中港路大眾運輸系統將以 BRT 為主，既有市區客運、公路客 

運或國道客運路線將適度調整，減緩公車靠站以及公車與汽機車的交 

織情況，使得整體車流更順暢且交通更安全。 
 

本局的責任是要讓臺中市整體交通更順暢，故會同時考量私人運 

具與公共運輸發展的平衡，BRT 設置並非單純騰出一個車道給 

BRT，而是整體重新規劃中港路各路口幾何佈設、號誌週期及主要相 

交道路(如河南路、文心路、忠明路、五權路等)的路口改善，所有因 

BRT 推動而可能導致路口塞車的情況，皆可透過計畫事前詳細規劃 

加以避免。未來 BRT 營運後，公車路網也會隨著調整，同時會規劃 

很多接駁公車(橫向或端點接駁或是特定區域的市民公車等)，屆時， 

臺中市的整體大眾運輸路網會更密集、更便捷。再者，交通局也會規 

劃乘車優惠、轉乘措施、停車轉乘優惠等措施，讓民眾不管就成本或 

時間效益等因素考量，都覺得搭乘 BRT 是最佳的選擇，創造民眾、 

政府與業者多贏的局面。 
 

道路規劃、運具整合及商圈配合改造，吸引人潮及改善車流，帶來商 

機 
 

1. 具路網完整性：捷運綠線及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完工時，有中港 

路 BRT 系統之配合，市中心骨幹運輸系統形成弓形路網，才能 

建構效率化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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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新規劃中港路道路幾何： 
 

(1)初步規劃中港路最外側快車道為 BRT 專用道 
 

(2)慢車道取消路邊停車格，改為兩個車道 
 

(3)原本小客車行駛的車道數(雙向 8 車道)仍然維持不變，僅由 3 

快車道+1 慢車道調整為 2 快車道+2 慢車道。 

 
3. 改善慢車道車流： 

 

(1) 調整取消中港路路邊停車格位，即無小客車停靠、駛離 
 

(2) 避免路邊停車小客車與直行車輛之交織情況，慢車道車流會 

順暢甚多。 

 
4. 中港路未來運輸重點： 

 

(1) BRT 藍線通車營運後，中港路大眾運輸系統將以 BRT 為主 
 

(2) 既有市區客運、公路客運或國道客運路線將適度調整 
 

5. 漸進式發展大眾運輸： 
 

(1) 考量街廓型態、供電型式、系統造價與營運成本以及興建時 

程等因素，現階段推動快捷巴士系統(BRT)能更符合臺中市的 

現況需求。 
 

(2) 以 BRT 先培養大眾運輸旅次，未來 BRT 營運後整個公車路 

網也會跟著調整，整個台中市的大眾運輸路網會更密集、更 

便捷 
 

(3) 藉由接駁公車、乘車優惠、轉乘免費、自行車停車區等措施， 

讓民眾不管就成本或時間效益等因素考量，都覺得搭乘 BRT 

是最佳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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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快捷巴士快捷巴士快捷巴士快捷巴士行經哪些地區行經哪些地區行經哪些地區行經哪些地區? 
 

BRT 藍線 
 

BRT 藍線目前規劃自太平區起，經台中車站，中港路，梧棲，清 

水，至大甲、大安地區，支線將經龍井區、大肚區、烏日區、南屯區， 

路線採分期分段施工，並視財源籌措情形興建營運。 
 

BRT 橘線 
 

現階段規劃之大臺中 BRT 路網草案 BRT 橘線行經霧峰區、大里 

區、中區、北區、大雅區及沙鹿區，詳細動線俟未來預算核定後辦理 

BRT 橘線規劃設計時綜合檢討確認。 
 

BRT 其它路線 
 

現階段規劃之大臺中 BRT 路網草案，係以區區有 BRT 為目標， 

並初步選定路廊為棕線：北區、北屯區、潭子區、神崗區、大雅區、 

后里區、外埔區、大甲區，黃線：后里區、外埔區、大甲區、大安區， 

紫線：西區、南區、大里區、太平區、北屯區，金線：豐原區、石崗 

區、新社區、東勢區、和平區，詳細動線俟未來預算核定後辦理 BRT 

路線規劃設計時綜合檢討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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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是否有審慎評估建置與宣傳是否有審慎評估建置與宣傳是否有審慎評估建置與宣傳是否有審慎評估建置與宣傳？？？？ 
 

本局未來除利用各種開會場合加以宣導、說明 BRT 計畫外，亦 

會積極辦理說明會，以有效推動本項重大政策，並規劃委辦進行一系 

列 CIS（企業識別系統）設計、行銷與宣傳，希冀透過電視、網路、 

報章雜誌、文宣品等方式，以最簡潔有力的方式達到最有效的宣傳， 

俾使市民充分了解 BRT 所帶給臺中市不僅是運輸廊帶的服務供給， 

更是都市景觀串連、區域環境再造等效益。 
 

本局已持續針對交通措施、政策等進行運量、旅次之逐年發展趨 

勢分析與研究(如 TTJ 之運量等)，期望透過此一研究機制，做為未來 

施政之重要參考依據。BRT 之營運與現營公車業者並不衝突，反倒 

是共同合作的契機，未來 BRT 將透過臺中捷運公司負責捷運與公車 

捷運之營運，並透過公開方式邀請鄰近縣市政府、本市客運業者及銀 

行等募集捷運公司資本，達到整合捷運、快捷巴士、公車等大眾運輸 

系統，達到大眾運輸系統間之無縫運輸，期能永續經營。 
 

臺中市市區公車載運量已從 10 年前的每月 40 萬人次，成長至現 

今每月逼近 520 萬人次，未來臺中市的大眾運輸發展，不僅要在重 

要路廊上提供更高品質的大眾運輸系統服務外，更重要是需建構完整 

的大眾運輸路網；高規格 BRT 系統雖在臺灣是第一次，但在國外卻 

行之有年，臺中市在邁向國際城市之際，若能發揮創意並結合在地文 

化，由 BRT 循序漸進地邁向 MRT，將可建構財務永續大眾運輸系統， 

並打響臺中市在國際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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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T 特性 臺中 臺北 嘉義 

 獲中央肯定，BRT 示範城 

市 

公車專用道 技術示範路線 

一、基本特性    

服務特性 

(相對公車而言) 

提供更快速、安全、便 

宜、低汙染、舒適、高公 

帄性、運量大之類軌道捷 

運系統 

儘速度略有提 

升 

速度與舒適度 

皆略為提升 

二、系統特性    

車輛選擇 

1. 雙節車廂 

2. 多車門進出 

3. 清潔能源動力 

4. 無障礙設計 

無 僅低地板車輛 

系統運量 160 人/車次 70 人/車次 70 人/車次 

車站設計 

1. 高效率封閉式站台 

2. 結合車輛一體設計 

3. 提高街道美感意象 

4. 與都市意象結合具指 

標性與地標性 

無 無 

都市景觀 

整體意象 

1. 城市生活景觀軸線 

2. BRT/Bicycle/Bus/Walk 

綠色低碳軸線 

3. 商圈再造，引爆商機 

4. 都市意象設計 

無 無 

專用車道 
1. 實體分隔設計 

2. 與道路配置一體規劃 

僅實體分隔 僅部分路段實 

體分隔 

路網架構 
遍布台中市 29 個行政區 

區，達到區區有捷運之願 

景 

共 13 條，集中 

特定區域 

僅 1 條主線與 2 

條銜接路線 

收費系統 
1. 電子票證(非接觸 IC 

卡) 

2. 車外收費設計 

1. 電子票證 

2. 車內收費 

1. 電子票證 

2. 車內收費 

交控中心 

及機廠設置 

1. 車輛調度維修系統 

2. 緊急救援系統 

無 僅有傳統車輛 

調度之機廠 

ITS 先進技術 1. 自動車輛辨識系統 僅車輛動態資 1. 公車動態資 

 
 
 
 
 
 
 

六六六六、、、、 本市本市本市本市 BRT 優點與臺北市及嘉義公車專用道比較優點與臺北市及嘉義公車專用道比較優點與臺北市及嘉義公車專用道比較優點與臺北市及嘉義公車專用道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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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自動定位系統(AVL) 

3. 優先號誌系統 

4. 車上電子資訊系統 

5. 監視攝影系統 

6. 車站動態資訊系統 

訊系統 訊系統 

2. 僅部分路段 

優先號誌 

服務營運策略 

1. 準確可靠到離站時間 

2. 班次密集 

3. 無障礙搭乘環境 

4. 即時的乘車訊息 

5. 儲值與轉乘優惠 

6. 與捷運聯合營運，形 

成主幹路網 

7. 跨運具 (BRT、公車、 

自行車、捷運、臺鐵、 

計程車)整合，達到無 

縫運輸目標。 

1. 轉乘優惠 

2. 優待票 

1. 可靠的到離 

站時間 

2. 即時乘車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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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BRT 站體與車廂如何設計站體與車廂如何設計站體與車廂如何設計站體與車廂如何設計？？？？ 
 

快捷巴士系統為一地面運輸系統，更屬都市景觀一部份，候車 

亭、轉乘站、車輛皆透過通用設計概念，提高民眾搭乘的可及性，另 

以清潔、安全、舒適等特色更建立嶄新形象，吸引更多客源，對都市 

行銷亦有莫大的助益。故本局於 BRT 建設時，希望仍致力於保留景 

觀原貌，其並搭配捷運系統「輕、簡、透」設計理念，讓臺中市的各 

大眾運輸系統具整體美觀性。本局未來將委由專業團隊，針對 BRT 

車站及車廂部份進行設計方案探討，站體設計以「生態、環保、綠色」 

主軸，以「綠建築」方向為主，車廂設計朝向「低碳節能」概念；並 

期望配合臺中市意象及都市景觀及各區域地方特色，打造具在地特性 

之站台與車廂設計，提高 BRT 自明性的同時，並具有地標性與都市 

意象，讓來臺中的人們認為未搭乘臺中之 BRT 就不算到過臺中，達 

到行銷臺中市之目標。 
 

八八八八、、、、 興建興建興建興建 BRT 放棄放棄放棄放棄 MRT 嗎嗎嗎嗎？？？？ 
 

快捷巴士系統(BRT)具有低成本、建設期短等優勢，適用於培養 

大眾運輸旅次，俟大眾運輸人口到達建設捷運系統的運量時，該系統 

即完成其階段性任務，進而推動軌道捷運系統。屆時 BRT 可與軌道 

捷運系統聯合營運或補強軌道系統端點延伸等服務模式，皆是到時的 

民眾使用習慣以及運量進行調整。由於捷運系統經費龐大，動則上百 

億、千億元，中央審核捷運建設計畫均甚嚴謹，且核定時程非常冗長， 

預估計畫核定時程較晚約需 10 年以上，故在捷運建設未核定前的空 

窗期，先提供 BRT 服務市民，乃本局的規劃方向，本局並不是要用 

BRT 取代 MRT，而是以 BRT為 MRT的先期建設。國外亦有由BRT 

進階改建為 MRT 的案例(如加拿大渥太華等)，本局未來亦將朝此方 

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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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 中港路塞中港路塞中港路塞中港路塞車問題如何解決車問題如何解決車問題如何解決車問題如何解決？？？？ 
 

為解決中港路交通負荷過大問題，除了檢討號誌連鎖、實施禁止 

左轉及警員疏導外，本府交通局刻正推動中港路設置快捷巴士系統， 

藉由新型的快捷巴士系統引入，達到吸引小客車、機車族改搭乘大眾 

運輸系統，才能有效降低中港路的車流，徹底解決中港路塞車問題。 

本局初步規劃中港路最外側快車道為 BRT 專用道，慢車道取消路邊 

停車格，改為兩個車道，故原本小客車行駛的車道數(雙向 8 車道)仍 

然維持不變，僅由 3 快車道+1 慢車道調整為 2 快車道+2 慢車道。 
 

中港路路邊停車格位取消後，即無小客車停靠、駛離時與直行車 

輛之交織情況，慢車道車流會順暢甚多；再則，BRT 通車營運後， 

慢車道無公車或僅剩少許公車行駛、靠站，公車與機車及小客車的交 

織情況也會改善甚多，整體車流會更順暢，交通更安全。另外，同步 

檢討沿線周邊停車供給是否可滿足沿線的停車需求，以降低路邊停車 

格位取消所造成民眾使用上的不便。 
 

未來 BRT 營運後，公車路網也會跟著調整，同時也會規劃許多 

的接駁公車，屆時，臺中市的大眾運輸路網會更密集、更便捷，交通 

局除規劃乘車優惠、轉乘免費、自行車免費停車外，甚至評估搭乘 

BRT 可折抵停車費之可行性等，讓民眾不管就成本或時間效益等因 

素考量，都會放棄汽機車使用，而選擇大眾運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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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 為何不採用輕軌為何不採用輕軌為何不採用輕軌為何不採用輕軌(LRT)？？？？ 
 

路面電車又稱「輕軌(LRT)」，有別於地下化或高架化的軌道系 

統，路面運行的大眾運輸系統更能與都市景觀緊密結合。事實上，歐 

美城市其大眾運輸能成功的關鍵不在於城市內是否擁有捷運或輕 

軌，而是能在城市內構建完整的大眾運輸網絡，並有效串聯城市內部 

不同的運輸系統。平面式輕軌與 BRT 的差異僅在於車輛與供電系統 

的不同，對於服務效能而言皆大同小異，都可提供類軌道捷運的服務 

品質與載運能力。因此，臺中市的大眾運輸發展，不僅要在重要路廊 

上提供更高品質的大眾運輸系統服務外，更重要是需建構完整的大眾 

運輸路網，提供市民一個「無縫運輸、慢活臺中」的新意象。 
 

但運輸系統的發展是需要循序漸進，在考量實際需求、區域特性 

與政府財務狀況下，植入因地制宜的運輸系統是決定系統能否永續經 

營的關鍵。例如巴黎的輕軌系統(T3)，最開始也僅是一般公車路線， 

憑藉搭乘人數的逐年增加，進而運用雙節公車負擔此路線的旅客輸 

送，而 90 年代末期此路線運量已經超出雙節公車負荷時，巴黎市政 

府即著手規劃與建置輕軌系統。 
 

提供符合民眾搭乘需求以及漸進式發展大眾運輸是系統永續經 

營的要素，在有限資源投入下，該如何滿足最大的旅次需求，是臺中 

市大眾運輸發展的現今課題，發展輕軌系統固然是一種選項，但考量 

街廓型態、供電型式、系統造價(1條LRT之建設經費約為BRT之5 

倍)與營運成本以及興建時程(BRT約1 個月、軌道系統5-6年)等因 

素，或許現階段推動快捷巴士系統(BRT)能更符合臺中市的現況需 

求。此外，BRT 系統除需投入資源較少的優勢外，施工期間所造成 

的各方衝擊也比較輕微，再者，考量臺灣身處於颱風與地震頻繁的區 

域，輕軌供電系統若穿梭於街廓中所引起安全的不確定性仍是需要納 

入考量。 
 

運輸系統並無優劣之分，僅有適切與否的問題。在政府目前可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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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有限資源下，該投資一條捷運路線或是一個 BRT 路網，何者可 

創造最大社會效益以及滿足多數民眾搭乘需求，BRT 應為正確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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