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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輕軌計畫 一、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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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民國69年成立產值屢創新高|14萬從業人口|新竹總人口成長至102萬餘人

新竹科學園區為國內積體電路與光電產業重鎮

政府優先推動可以配合區域聯合治理的跨縣市建設

蔡總統105.12.31年終談話提及：擴大基礎建設投資



新竹輕軌計畫 一、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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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及內容
• 行政院106年4月5日臺經字第1060009184號函核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新竹環線輕軌計畫』
• 第一階段由新竹火車站行經新竹科學園區至高鐵新竹站
• 計畫期程106-115年，總經費約300億元(暫編106~113年特別預算30億元)

舊城生活圈

居住人口

27.8萬人

竹科園區

工作人口

13.8萬人

新竹高鐵

日旅客量

2.95萬人次

串連

舊城區

高鐵特定區

竹科園區

依據發展規模規劃整體輕軌路網

融入當地景觀展現綠色運輸風貌

整合交通系統改善新竹市交通

1

2

3

4

5 評估優先路線加速落實規劃成果

竹北生活圈

居住人口
20.萬人

竹北生活圈



新竹輕軌計畫 一、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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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區域發展
提供優質的就業環境 積極強化交通可及性

民國69年新竹科學園區進駐，
至今創造14萬人就業機會

可及範圍擴展至北台，與臺北高度結合
85年竹北交流道啟用、95年新竹高鐵通車、105年新竹轉運站、101座Youbike站

竹塹舊城活化再生

進駐大型商場形成新興生活圈，提高生
活機能
巨城商圈、光復路帶狀商圈、關新商圈

新竹成為宜居活力城市

擁有完整教育體系、藝文活動、休閒綠帶及福利政策，
吸引人口移居，持續注入新生命

69 75 80 85 90 95 100 105

50
45
35
30
25
20

新竹市人口(萬人)

民國69年24萬人

民國111年2月45.2萬人

１ ２

３ ４

111.02

●●●



新竹輕軌計畫 一、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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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社經發展現況

新竹市人口約45.2萬人
年平均成長率1.05%

人口成長趨勢

✓ 小汽車約14.8萬輛

(平均每千人持有率約305~340輛，

成長率1.64%~2.2%)

✓ 機車約25.8萬輛

車輛持有數成長趨勢

106年約478萬人次

觀光人次成長趨勢

基礎年為106年174.46萬元/戶
目標年為140年184.59萬元/戶

家戶所得上升趨勢



新竹輕軌計畫 一、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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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運輸系統現況

國道客運14條路線

公路客運26條路線

市區客運26條路線

客運系統

運具比例

運輸需求特性
OD集中在新竹前站周邊、新竹市

光復路沿線、清交大、竹科園區、

竹北市區、新竹高鐵車站

[註]透過手機信令(CVP)資料進行分析，探討旅次停留熱點(OD)分布

公共運輸6.1%

機車56.3%
汽車27.2%

(私人運具83.5%)

其他 10.4%



新竹輕軌計畫 一、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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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區缺乏可靠大眾運輸系統

122

國道1號服務水準不佳

市區主要道路尖峰時段壅擠

道路路況(平日18：00)

資料來源：googlemap

圖片來源：上下班時段的新竹不動風景
https://vocus.cc/article/5d353087fd897800019adc21

私人運具、公路運輸為主！大眾運輸使用比低！



新竹輕軌計畫 一、計畫說明

科學園區發展交通壅塞情形與日俱增
停車場管理科14萬從業人口|汽、機車為主|急需引進軌道運輸

10



新竹輕軌計畫 一、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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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園區發展外部成本竹市負擔
停車場管理科14萬從業人口|交通|教育|社會福利|環保

來源：UMC



新竹輕軌計畫 一、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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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輕軌建設之必要性
 公路運輸為導向發展30餘年，私人

運具不斷增加，市區道路不勝負荷
且難拓寬。

 臺鐵與高鐵以城際運輸為主，缺乏
深入市區可提供班次密集之較高運
量運輸系統

 人口集中於都市，通勤、通學運輸
需求量大，應優先建設「需求型」
輕軌路線

 未來新竹將以軌道運輸為導向之交
通發展，需規劃「供給型」輕軌路
線

 因應少子化、人口老化，需提供更
為友善、便利及安全之大眾運輸。

竹北生活圈

居住人口
2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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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輕軌計畫 二、整體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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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路網規劃流程

• 道路寬度選擇

• 東西向走廊段差異分析

• 台鐵縱貫線東西兩側動線之聯繫

都市發展探討

手機信令大數據應用

需求吸引點分析

潛力與限制因素分析 • 國道一號高速公路東西兩側動線聯繫

• 竹科園區環狀線差異分析

• 頭前溪南北兩岸動線

• 竹北生活圈潛力廊帶銜接



新竹輕軌計畫 二、整體路網

參考資料：104年《新竹地區輕軌系統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可行性研究》期末報告 15

軌道路網潛力發展廊帶

◼ 竹北市東西向廊帶：
光明六路、福興路、興隆路

◼ 竹北竹市南北向廊帶：
中華路、跨越頭前溪替代道路、高鐵
橋下道路

◼ 新竹市東西向廊帶：
公道五路、光復路

涵蓋新竹人口密集區之道路系統，適合規劃為輕軌路廊

都市發展探討



新竹輕軌計畫 二、整體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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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信令大數據應用



新竹輕軌計畫 二、整體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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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吸引點分析

需求吸引點集中在

• 新竹前站周邊

• 新竹市光復路沿線

• 清交大

• 竹科園區

• 竹北市區

• 新竹高鐵車站



新竹輕軌計畫 二、整體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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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與限制因素分析

規劃範圍內路寬 20公尺以上道路示意圖

高架型式斷面圖

需佔用道路寬度2~3.5 公尺

平面型式斷面圖

需佔用道路寬度4(單)~10 公尺

維持雙線各一混合車道通行，最小路幅寬度為20 公尺

參考資料： 104年《新竹地區輕軌系統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可行性研究》期末報告

道路寬度選擇



新竹輕軌計畫 二、整體路網

內灣支線

公道五路

光復路
寶山/新安路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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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灣支線現況照片1

公道五路現況照片2

光復路現況照片3

新安路現況照片4

潛力與限制因素分析 新竹地區東西向路廊選擇



新竹輕軌計畫 二、整體路網

公道五路跨越橋

東光路跨越橋

光復路地下道

新東大陸橋舊東大陸橋西大路地下道振興陸橋

1
2

3
4

6

7

5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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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與限制因素分析 臺鐵縱貫線東西兩側動線之聯繫



新竹輕軌計畫 二、整體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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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新竹交流道
公道五路跨越
橋

1

埔頂路跨越
橋

2

新竹交流道
光復路穿越涵
道

3

新竹交流道
新安路跨越
橋

4 新竹交流道
園區二路跨
越橋

5

新竹交流道
園區三路跨
越橋

6

雙園路跨越
橋

7

潛力與限制因素分析 國道一號東西兩側動線之聯繫



新竹輕軌計畫 二、整體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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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與限制因素分析 頭前溪南北兩岸動線

舊社大橋1

頭前溪橋2

經國大橋3

興隆大橋4

六家支線鐵路橋5

舊社大橋1

頭前溪橋2

經國大橋3

興隆大橋4

六家支線鐵路橋5

頭前溪兩岸動線聯繫之選擇

計畫道路



新竹輕軌計畫 二、整體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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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與限制因素分析 竹科園區環狀線差異分析

輕軌優先路線

R07

R06

R09

R10

R08

方案A：園區二路方案
方案B：園區三路方案
方案C：園區三-力行三路方案
方案D：園區三-力行二路方案

方案A

方案B

方案C

方案D

◆ 新竹市到竹科園區通勤旅次佔

園區通勤總量62.2%

◆ 斷層帶通過力行三路、篤行路

下方->採B型路權

◆ 採方案D->車站500公尺服務

涵蓋率可服務整個園區



新竹輕軌計畫 二、整體路網

新竹都市計畫

高鐵特定區

竹北都市計畫

香山精密
機械園區

G08 G07R14
G09

G11

G10

G06

G05
B12

G04

G12

G13

G14

G15

G03

G02

R02
R04

R03
O01

R01
G01 R01a

R01b

R06

R07

R08
B13R09

R09a
R10

R11

R12

R13

O07

R05
O08

O06
O05

O04

O03

O02

科學園區

B11

B10

B09

B08

B07

B06

B05

R01c
B04

台灣知識經濟
旗艦園區

新竹生
物醫學
園區

新竹漁港特定區

竹科X計畫

創新產業
園區

清大、交大、
工研院

站前商圈

城隍廟商圈

巨城商圈

光復商圈
新竹公園

新竹科學園區

關新商圈

光埔二期
重劃區

金山住宅區

馬偕醫院

國宅區竹蓮商圈

楠雅商圈

中國
醫藥學院

新竹縣政府

市政中心

縣立體育場

新竹高鐵

六家住宅區

南寮漁人碼頭

海岸風景區

南寮運動公園

寶山特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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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輕軌整體路網規劃

滿足既有都市計畫生活圈之服務為目標

需求導向

以提供未來都市計畫的發展規劃、及大眾運
輸導向發展規劃，引領都市達成永續發展。

供給導向

 新竹火車站為路網中心

 光復路往來新竹市區需求明顯
 園區一路路廊需求具合理性

 竹科往來六家需求密切

 引導南寮地區都市計畫與發展

 引導頭前溪兩岸新興地區計畫
與發展

紅線 1 7 . 1 k m
綠線 1 3 . 1 k m
藍線 1 2 . 0 k m
橘 線 7 . 1 k m 深入園區降低私有運具使用率

直捷竹北東西向串聯雙鐵往來

臺鐵新竹站直接轉乘深入舊城區
南寮港埠再生觀光遊憩新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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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整體路網規劃

紅線 17.1 km
綠線 13.1 km
藍線 12.0 km
橘線 7.1 km 深入園區降低私有運具使用率

直捷竹北東西向 串聯雙鐵往來

臺鐵新竹站直接轉乘 深入舊城區
南寮港埠再生 觀光遊憩新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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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輕軌計畫 三、先期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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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路網」主要功能

快速創造運量，降低道路交通量

滿足無車民眾日常需求

減少推動阻力

臺鐵新竹站、科學園區及高鐵新竹站為最重要旅次集中點

✓ 5所大專院校、10所中高學

✓ 串聯新竹公園、動物園、體育館、十八尖山

✓ 配合步行城市人本環境

服務機關、學校、市場、車站、避免六家線中斷營運

以「行」的建設串起
食、衣、住、育、樂

食

衣

行住

育

樂



新竹輕軌計畫 三、先期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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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方案評選

路線方案
構想

初步評估
替選路線
方案

詳細評估
建議路線
與次佳路線

◆工程可行性

◆用地取得

◆運輸服務

◆環境衝擊

◆工程成本

◆經濟效益



新竹輕軌計畫 三、先期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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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路線方案評估—新竹車站至新莊車站

方案一(經園區一路)

高架

方案1C

高架+地下

平面

方案1A

方案1B

方案3A

方案3B

方案3C

高架

平面

地下

方案三(直行光復路不經竹科園區)

新竹車站

新莊車站

新竹車站

新莊車站

高架方案2

方案二(經園區三路)

新竹車站

新莊車站

園區一路

新安路

光復路

園區三路

新安路

光復路

光復路



新竹輕軌計畫 三、先期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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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各方案內容

評估項目
方案

1A 1B 1C 2 3A 3B 3C

工程可行性 1.6 1.6 1.2 1.2 1.2 1.2 1.2

用地取得 4 4 4 4 3 3 3

運輸服務 2.5 2.5 2.5 3.3 2.5 2.5 2.5

環境影響 0.8 1.2 0.8 0.8 1.2 1.2 1.2

得分總計 8.9 9.3 8.7 9.3 7.9 7.9 7.9

➢ 以捷運系統具降低對地方交通衝擊、提昇旅次、帶動發展及經濟效益之興建目的

而言，建議以方案1B、2為建議路線方案。



新竹輕軌計畫 三、先期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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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路網規劃
• 經歷次與竹科管理局協調會議達成共識，避免推動初期對於園區旅運衝擊過大
• 初期輕軌路線建議以園區一路為主，後續路線再依考量深入園區

新竹都市計畫

科學園區

竹蓮商圈

站前商圈 新竹公園 光復商圈
馬偕醫院

國宅區

清大、交大
工研院

新竹科學園區
金山住宅區

關新商圈
新莊站

竹中站

高鐵新竹站

施工期間六家線
維持正常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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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路線、系統及營運規劃新竹輕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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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輕軌先期路線規劃

• 服務新竹火車站周邊商圈、光復路周邊商圈、清交大校區、竹科園區、光埔二期新興商圈等

新竹火車站
(每日運量約3-5萬人次)

串連主要運輸樞紐：臺鐵新竹站、臺鐵新莊站

總長度10.2公里｜全線高架｜設置12座高架車站

六家站

竹科園區

新莊站

竹中站

新竹科學園區內約3.6km

園區一路

圖例

優先路線車站

優先路線

新竹縣

新竹市

竹科

輕軌維修機廠



四、路線、系統及營運規劃新竹輕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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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路網服務特點
1.穿越兩所大學，於校內設輕軌車站

全台第一條輕軌路線穿越兩所大學，總師生人口數達3.6萬人

3.進入科技園區，服務通勤旅次

全台第一條輕軌路線進入科技園區，服務竹科園區工作人口
達13.7萬人，紓解長期以來交通壅塞問題

2.以大眾運輸服務取代計畫道路

取代特二號計畫道路開闢，利用綠色運具取代一
般道路，轉型現代人運具選擇新契機

4.串連臺鐵—臺鐵縱貫線與六家線

路線深入新竹人口密集區，成為使用效率更高的
高鐵聯外系統

5.串連三個轉運站

新竹火車站轉運站、清大客運轉運站、竹科轉運
站(規劃中)

馬偕醫院

工研院

清大

交大

台中捷運放學潮

竹科

取代計畫道路

輕軌進入園區



四、路線、系統及營運規劃新竹輕軌計畫

食品路
住宅社區

關長重劃區

金山社區

輕軌X台鐵

輕軌X台鐵

清大、交大

竹科園區

國民運動中心
金面山公園

新竹市立圖書館

新竹公園
體育場

靜心湖

清大商圈

光明新村

科園社區

光復路/關新商圈

馬偕醫院

新竹國泰醫院

科管局

清大客運轉運站

客運轉運站

赤土崎公園
工研院

公學新城

金城社區

文教
清大(本部、南大)、交大(光復、博愛)、曙光、
竹女、竹中、竹商、光復、建功、實中、世界

就業 新竹市區、竹科園區

醫院 國泰、馬偕

住宅商圈 新竹市區、南大、光復、清交、關埔、金山

樞紐
臺鐵新竹站、臺鐵新莊站、新竹轉運站、清大
客運站、竹科轉運站

35

新竹輕軌先期路網周邊服務

臺鐵六家站以「行」的建設串起
食、衣、住、育、樂

食

衣

行住

育

樂

車站500公尺
範圍服務人口

居住人口 8.4萬人

學生數 2.8萬人

就業人口 10.0萬人

路網「多元服務」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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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路網系統型式建議
結構量體輕量化、美化城市景觀行駛高架專用路線佔用空間小

輕量化、專有路權、自動駕駛

自動駕駛系統 高架車站設置跨站天橋，安全、無障礙設施



四、路線、系統及營運規劃新竹輕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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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模式建議

高鐵新竹

臺鐵
新竹

臺鐵千甲

臺鐵竹中

臺鐵新莊

清大客運站

竹科轉運站

R01

R03

R05

R07

R04

R08

R10

R11

R09a

高鐵路線

臺鐵路線

輕軌路線 臺鐵
竹北

臺鐵
六家

R01

R03

R05

R07

R04

R08

R10

R11

R09a

R01

R03

R05

R07

R04

R08

R10

R11

R09a

R01

R03

R05

R07

R04

R08

R10

R11

R09a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短期

中期

長期

營運模式各有其優劣，適合於初、中、長期使用

初期需求較少採方案一，而後隨著運量成長採方案二或方案三逐漸加密服務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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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輕軌計畫 五、機廠選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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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軌機廠選址原則說明

公有地

私有地

公私共有土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新竹市用地權屬分布圖

• 儘可能選擇以公有地為主
• 鄰近主線場址以利車輛調度
• 具共同開發潛力區
• 避開環境敏感區如地質敏感區、土壤液
化區及洪泛易淹水區等

• 避開水資源保護區
• 避開文化保留區如古蹟、
遺址或遺跡

• 基地面積須完整且達6~7公頃



新竹輕軌計畫 五、機廠選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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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廠基地位址說明 機廠基地位於新竹市境內頭前溪南岸國有土地(國產署、水利署
100%)共16.1公頃，處於環境敏感區新竹斷層及水質保護區。

◆ 位置：新竹市境內

◆ 面積：8.2公頃(國產署)+7.9公頃(水利署)

◆ 現況：

⚫ 非都市計畫

⚫ 非都特定農業區

◆ 擬訂中：

⚫ 新竹市都市計畫（頭前溪沿岸地區）

⚫ 機關用地

◆ 土地所有權人：國有100%

◆ 土地使用前置作業程序：

1. 土地有償撥用

2. 非都市土地開發申請

3. 環境影響評估

本案開發需預留30%保育地，鄰環境敏感區以設置軌道區、滯洪池
及綠帶等平面設施為主。其餘設置維修廠、駐車廠及相關檢修設備、
行政大樓及變電站等。

地質敏感區
(新竹斷層)

水質保護區
(新竹第四取水口與隆恩堰)

水利署
(100%)

國產署
(100%)



新竹輕軌計畫 五、機廠選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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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廠功能

⚫滿足5級廠維修功能

⚫提供輕軌列車足夠停放及維修

空間

⚫定期檢修、保養及不定期維修

⚫列車調度、駐車及測試

⚫支援軌道、供電、號誌、通訊

及自動收費系統等設備維護

⚫列車清洗及內部清潔

⚫提供存放設備

⚫行控中心、行政管理中心及主

變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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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輕軌計畫 六、用地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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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勘選原則
一、優先使用公有或公營事業土地

二、善加利用原有公共設施用地

三、考量尚未開發及低度利用土地

四、考量未來發展需求之用地規模

五、配合相關發展計畫之界面銜接

捷運系統車站出入口、通道可考量與規劃中之相
關建設、或興建中之捷運等大眾運輸協商共用或
共構，並在未來建設時配合都市計畫發展與土地
使用，以利減少用地面積需求。

(一)配合現有都市計畫，減少變更時程

(二)配合相關市政建設計畫，土地精明利用
高雄捷運土地開發案示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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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期程規劃與經費分攤新竹輕軌計畫

先期路網興建期程規劃
預計可研報告於113年核定

計畫總工程經費
(含土開用地取得)

354.82億元



七、期程規劃與經費分攤新竹輕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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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分攤

• 工程費280.86億元分攤計算式

– 新竹市自償負擔：280.82 億元×工程自償率33.11% = 92.97 億元

– 新竹市非自償負擔：280.82 億元×(1-33.11%)×16% = 30.06 億元

– 中央非自償負擔：280.82億元×(1-33.11%)×84% = 157.79億元

354.82億元計畫總建設經費
(含土開用地取得)

約 280.82億元—中央地方分擔工程經費

約 74.00億元—地方負擔用地費

新竹市負擔 197.60億

可獲得中央最高補助比例經費，非自償經費84%。

中央、市分攤工程費分攤(億元)：

自償率=25.63%
工程自償率=33.35%

單位 機關
工程費

小計 分攤比例
自償 非自償

中央 交通部 - 157.22 157.22 55.99%

地方 新竹市 93.65 29.95 123.60 44.01%

總計 93.65 187.17 280.82 100.00%

• 參考案例：北捷萬大線、環狀線、中捷綠線等
中央、地方(所轄縣市案路線里程比例)共同分攤之方式

• 工程費：
➢自償性—由新竹市分擔
➢非自償性—由交通部及新竹市負擔

• 用地費：
➢屬國科會管轄範圍將採用無償提供方式辦理
➢其餘由新竹市政府負擔

(工程費123.60億+ 用地費74億)

• 工程費280.86億元分攤計算式

– 新竹市自償負擔：280.82 億元×工程自償率33.35% = 93.65 億元

– 新竹市非自償負擔：280.82 億元×(1-33.35%)×16% = 29.95 億元

– 中央非自償負擔：280.82億元×(1-33.35%)×84% = 157.2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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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輕軌計畫 八、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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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先期路線-紅線|臺鐵新竹站-新莊站

• 服務新竹舊市區文化中心、竹科園區、光復商圈、新莊車站等

• 總長度10.2公里｜全線高架｜設置12座高架車站｜全日運量約11.1萬人次

經費分擔

自償性：新竹市負擔
非自償性：交通部及新竹市負擔

屬國科會管轄範圍將採用無償提供方式辦理
其餘由新竹市政府負擔

工程費 用地費

• 考量地方財政負擔，由中央(交通部)與地方(新竹市)共同分攤。

48



新竹輕軌計畫 八、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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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輕軌正面效益可行性研究

全國第1條進入科學園區的輕軌

串連2條軌道系統(臺鐵及捷運，後續延伸至高鐵六家)

串連清大、交大、工研院3所學術單位

滿足通勤、通學、就醫、購物4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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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11月8日專家學者座談會

◆ 前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局長蔡輝昇

 第一階段紅線自臺鐵新莊站至臺鐵新竹站，
考量旅客便利性與搭乘意願，建議最好第一
階段就直接連接至高鐵新竹站，對於旅運量
提升將會有重大幫助，且營運通車後至少需
十年以上，最好是一次就到位。

 紅線未來應與新竹縣藍線共同向中央爭取，
一次到位，並可討論共用機廠，避免重複投
資。

 輕軌高架化可能會有影響市容、噪音、景觀
及土地徵收等問題，可以考慮地下化，雖然
建設費用高，但可解決市容、景觀及噪音的
衝擊，並可減少土地徵收，路線可以更直捷。

◆ 逢甲大學退休副教授李克聰

 新竹市為科技城市，一定要有區內之軌道運
輸，只是要定位清楚。

 紅線與藍線應合併推動，延伸至高鐵新竹站，
可評估採分期分段施工。

◆ 前臺北市政府交通局副局長鄭佳良

 紅線至少要延伸至高鐵新竹站，例如目前若從台
北搭乘高鐵至新竹，需要再轉乘六家線至新竹，
且班次不多較不方便，所以建議要直達。

 場站與車輛設施設備應一次到位，提供舒適環境
才能吸引民眾搭乘。

◆ 陽明交通大學退休教授張新立 (書面意見)

應將台鐵六家線競合關係納入考量，並加強輕軌與公

共運輸轉乘接駁計畫，提升輕軌運量。

◆ 前臺北市政府交通局局長羅孝賢 (書面意見)

建議以先導公車培養運量及私人運具管理，引導使用

大眾運輸；軌道建設為百年建設，宜以大新竹生活圈

整體考量，以發揮軌道運輸效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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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新竹火車站周邊商圈、光復路周邊商圈、清交大校區、竹科
園區、光埔二期新興商圈、生醫園區及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等

新竹火車站
(每日運量約3-5萬人次)

串連主要運輸樞紐：臺鐵新竹站、高鐵新竹站

總長度14公里｜ ｜設置15座車站

竹科園區

RO1c 高鐵新竹站

高鐵新竹站

該高架就高架
該地下就地下

• 延伸至高鐵新竹站

竹市輕軌先期路線規劃-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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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11月28日與新竹縣政府、台灣科學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簽署MOU

◆ 紅線延伸至高鐵新竹站，一次到位。

◆ 紅線與藍線串聯新竹舊城區、科學園區、高鐵

新竹站及竹北生活圈等四大生活圈，後續共同

努力向中央爭取核定。

◆ 輕軌為重大交通建設，新竹輕軌路線行經國內

產值最高之新竹科學園區，仰賴中央給予支持

及協助，讓科技重鎮的大新竹地區也能享有優

質、便利的公共運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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