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與各位與會先進，大家好。我是交通規劃師湯道一，今日代表鼎漢簡報「基隆港
西岸整體港區細部規劃」第二次座談會內容。 

本次簡報將為各位說明本案期中階段的課題分析以及本案研擬的改善策略與時序規劃。 



本次座談會共有三項主要目的，除呈現期中階段所研擬之改善構想與對策外，更希望
可以取得在座各位相關利害關係者針對我們所提出的改善構想，提供您的看法與建議
，以利我們後續期末階段調整改善方案時序與經費預估之參考。 



為因應軍港西遷作業、未來基隆港貨運量集中西岸港區及協和電廠更新改建等重大建
設，進行基隆港西岸碼頭區及其周邊道路與聯外交通之檢討與調整，於是在108年基
隆港務分公司完成「因應東櫃西遷基隆港交通優化」之研究案，該案提出了11項交通
優化措施。為了確保前案11項措施之可行性並避免衝突，遂本案應運而生，辦理西岸
港區之內、外相關改善工程之細部規劃，並提供改善前後之車流模擬與效益評估，作
為基隆港務分公司執行決策之依循。計畫範圍如右圖所示。 

綜上所述，本案預計達成四個目的，首先為透過微觀車流模擬，以影像呈現改善工程
前後之具體成效，並有序推動交通改善措施逐步落實，此外，本案也會提供基隆港區
交通資訊整合規劃，以及進行作業服務流程優化建議。 



期中報告階段拜訪了櫃場經營業者、運輸業者和基隆港分公司資訊處等，取得許多重
要資訊。 

根據訪談內容與本案分析結果， 指認基隆港西岸所面對的交通課題，本章節分別說明
如下。 



本案檢視台2己VD數據，進行分析後得知，往基隆港方向車流具有明顯的尖峰性，車
流集中發生於11-12時，以聯結車和大貨車為主。 

如果從整月份來看，本案調查了109年9月份分日大型車運量數據，會發現每個月中每
日大貨車數量超過250輛之時數為15小時，佔當月總時數之2%。從上述分析中可知，
基隆港西岸交通特性為「車輛集中到達」，但「車輛集中到達之高峰值發生頻率不高
」。 



本案另針對櫃場車輛進出進行調查，得知各個櫃場中午與夜間皆設有休息時段。於休
息時段，管制站部分或全部車道會封閉。如台基櫃場入口兩個車道於休息時段皆有管
制，中櫃管制站則只有封閉入口2。除休息時段管制站管制外，如遇到貨櫃車集中進
場，櫃場內部飽和時，管制站也會封閉，並限制車輛進入，造成車輛於管制站外等候
。換句話說，當貨櫃車集中進場時，需擁有足夠的儲車空間作為緩衝。 

港區西岸道路有部份路段與路口有市區與港區車流混流議題。如中櫃前路型複雜，標
示不明顯，發生有車輛逆向與一般車輛誤闖逆向車道之情形。另外，羲澍公司建築物
正好位於轉彎處，影響駕駛視線。 



在西29管制站前，與復旦路和中山四路路口，因爲多岔路口，車輛動線交織嚴重，且
從匝道下來之進場車輛於尖峰時段有回堵之情形。 

因中山三路至中山四路為外港櫃場之主要貨運通道，路幅寬度有限，人行空間較為缺
乏。圖中可看出中山四路僅仙洞巖前方設有人行道外，其餘路段並無人行道。基隆市
政府推廣之西岸歷史觀光景點間，缺乏人行空間串連。 



將上述所提及之課題可以歸納得出以下四大類別。課題1，車流尖峰集中，造成車流
溢流回堵至外部道路之議題；課題2，港市區客、貨運車流混流和路口行車安全之議
題；課題3，港區車流資訊不完整，較難掌握各櫃場內部車流；課題4，需提升管制站
作業效能，並使作業流程智慧化。 

在西岸櫃場發展和智慧港趨勢的前提下，本案與櫃場、居民（市府）和運輸業者進行
訪談，知曉居民/市府對於港區人行動線串連以及市區客車與港區貨車交織造成行車安
全較為關注；在櫃場方面，業者提及車輛回堵至外部道路原因，主要為貨櫃車於集中
時段提領，且管制站外部儲車空間不足，造成進港方向車輛易發生交通瓶頸；在運輸
業者部分，提到中午休息時段車輛排隊等候情形，此外運輸業者對於港區內部交通資
訊需求大，想得知櫃場現況是否有塞車或排隊等情況。此外，櫃場和運輸業者不約而
同皆有對於開放貨櫃車往來國1、 西岸高架及中山一、二路的期盼。 



針對上節所歸納出之四大課題，本計畫在交通改善目標設定為構建有效率、安全、智
慧之港區聯外道路系統，並提出14項改善對策。接下來針對課題所對應的對策進行說
明。課題一包含兩面向的改善構想，分別是運輸系統管理即TSM和以增加櫃場儲車空
間為主的工程改善，運輸系統管理包含增設台2己行車指引標誌、開放國1西岸高架橋
和中山一路至中山四路；在增加櫃場儲車空間部分則包含北櫃/陽明櫃場匝道重新分配
，以及新增匝道以增加儲車空間。其中對策1-1、1-2和1-3為參酌前期規劃之建議。 

為因應基隆港西岸現況與未來所面臨之課題，相關交通改善構想說明如下。 



在課題2部分包含兩面向改善措施，其一為交通工程改善，內容包含西2~西3後線港西
街新闢引道、復旦路中山四路路口交通改善、中櫃前路口交通改善以及居民人行環境
改善等。在導引分流措施部分，則提出觀光動線導引。課題三的改善策略參酌前期規
劃「增設各匝道之績效偵測，提供道路壅塞預警」和「建立西岸車流資訊整合平台」
的建議，本計畫調整後重新提出交通資訊系統整合計畫中之對策3-1和對策3-2。 

最後，針對課題四管制站作業效能部分，本計畫參酌前期規劃「實施管制站軟、硬體
設施改善」的建議，重新提出3項改善對策。包含貨櫃（物）交領預報機制、管制站
彈性化使用和完整港區門哨管制。各對策細節內容將於下章節分別說明。 



對策1-1為短期可進行之改善措施，在忠孝/仁愛隧道前後設置門架式指標，提供用路
者明確之方向指引。對策1-2建議為短～中期之改善措施，建議常態性開放中櫃、南
櫃貨櫃車使用西岸高架橋，以分散車流。此外，當台2己道路中斷等特殊事件，國1和
西岸高架橋可為替代動線。 

首先，先從交通工程改善構想開始說明。 



對策1-3為短～中期之改善措施，現況台2己匝道配置為雙向4車道，建議常態性重新
分配為下匝道3車道和上匝道1車道，重新配置長度約為200公尺，以增加儲車空間。
根據績效評估後之結果，匝道重新分配後，停等長度減少約8輛貨櫃車。 

新增匝道最主要是分流台基櫃場車輛，簡化瓶頸路口動線，並提升交通服務水準。建
議由往南櫃出口匝道外側拓寬並新增一下匝道接光華路。下匝道規劃路線如圖所示，
紅色圈圈圍建議之橋柱。新增匝道施工期間，對於港區運維影響重大，原有往北櫃及
中櫃方向之匝道需暫時封閉。因此建議設定為長期對策並於滿足條件時執行，決策條
件即當每月大型車超過250輛之時數占當月總時數大於5%，應考慮執行新增匝道方案
。 



對策2-2復旦路/中山四路路口交通改善，縮小路口，將復旦路南北側出口合併，並配
合時誌減少車輛交織。限制管制站出口車輛右轉，減少左轉車輛造成的交織，減少北
櫃與中櫃之路口車道數。經車流模擬分析，路口合併後，整體服務水準維持C級，管
制站出口停等時間減少外，還增加道路安全性。 

中櫃前路型改善將市區道路設定為主幹道，並於中山三路/中山四路路口增設號誌。外
側則增設貨櫃專用道，進行車種分流，縮減了原本3車道的貨櫃車專用道為2車道。改
善後提升道路安全性。 



居民環境改善部分，建議在白米甕與仙洞巖間增設實體或標線型人行道，並於路口處
增設行穿線，與仙洞巖前既有之人行道串連。 

此外，本計畫另研擬了市港區車流分流設計，有別於前頁關於增設人行道之設計，此
項對策主要是透過道路設計將市區車流與港區車流分開，設置實體分隔，增設迴轉道
與圓環，使車輛轉向順暢。從圖中顯示，橘色的道路為貨運通道、而黃色道路則為客
運通道。但由於此項對策為了有效劃分市港車流，將無額外空間可於道路旁增設人行
道，故前頁方案與此方案無法同時採納。 



為因應市府對於西岸觀光發展規劃，本計畫提出增設歷史場景及基隆市區之動線導引
，於台2己德安路匝道前設置導引牌，引導觀光車輛由德安路匝道到達市區平面道路
，經復興路、文化路、中華路由光華隧道和復興隧道進入西岸景區。此對策可結合前
頁之市港區車流分流對策，分流觀光、市區和港區動線。 

接著，在交通資訊系統整合規劃部分，共提出2個策略，分別為車流資訊整合平台與
增設櫃場感應器。說明如下。 



交通資訊整合系統目標做整、導、提、管。因目前基隆港西岸交通資訊分落在各單位，例如
高快速道路資訊在高公局、工總，市區平面道路則是在交通處，櫃場內部目前則尚無資訊來
源，故我們的目標建立一個資訊收容平台，將港區資訊與周邊聯外道路資訊整合收納。資訊
收納後，透過導引分流機制，當道路壅塞後，預先發布事故或壅塞報警發布給駕駛人，提供
提前改道建議。第三點，因目前港區管制站停等車輛數無法有效及時告訴駕駛人，透過這樣
的資訊讓駕駛人可以提早得知資訊。最後在長期收納大數據後，可用作交通管理改善策略的
執行依據。 

前述所說第一點交通資料介接，目前定義左圖範圍作為資料介接範圍，包含港區西岸
、國1、國3，以及基隆市的麥金路跟台2己，計畫收容此些資訊。圖中灰色部分中山
一、二、三、四路和西岸港區是目前尚未設置感應器的地方，因此沒有任何資料來源，
所以後面會規劃建議的設備位置以利資料收集。 



資料收集後，最重要的問題是該如何將資訊發布給駕駛人。建議開發專門的APP做資訊發佈
。資訊發佈有兩個重要的策略，第一為路徑旅行時間，當後續收容這些道路資料後，可以提
供一個介面，當駕駛人在一個起點，透過手機GPS定為訊號可以知道他的起點，那訖點可以
選擇他要去的管制站，即可提供每條到達管制站路徑的旅行時間，提供駕駛人做選擇。第二
點是管制站內部訊息，假設想知道周邊管制站資訊，那APP可提供內部目前殘留車輛數，以
及管制站外面等待進站車輛數。有別於一般導航系統，可提供駕駛人管制站等候狀況，讓駕
駛人可以在不同時間點到達。 

在路側設備端，中山一二三四路至管制站前虛線位置無資料來源，建議在路段上建置e-tag
，搜集路段旅行時間，旅行時間可以換算成旅行速率。為了解管制站外部停等狀況，所以另
有規劃建置AICCTV，透過影像辨識確認管制站前停等數量有多少，並換算停等長度。 



在港區管制站作業效能改善部分，我們研擬了三項對策。以下分別說明。 

第一個為貨櫃（物）交領預報機制。參考高雄港預報機制作業方式，當運輸公司派車時，預先將交領需求傳
送至櫃場進行登打作業，當車輛到場時，僅需進行單據掃描與身份驗證，減少車輛停等在管制站的時間。實
施方式建議已逐步導入方式進行，短期階段，以「日」預報為單位鼓勵櫃場導入，推廣初期階段，建議可透
過開放中山一、二路供使用預報機制車輛進入櫃場，相關開放措施可再與市政府進行協調。 
中期階段則為全面落實，以「半日」為預報單位，將預報系統持續精進。 
預報機制須由運輸業者、司機、櫃場業者和海關進行配合，並建置預報資訊系統及行動裝置版本提高使用效
率。 
未來若能完成全面獨立設置港區門哨，配合港區內部儲車空間配置專屬車道及停等區，預報系統可轉換為預
約制度之基礎。 



接著第二個對策我們提出進行管制站彈性化使用。這部分提出兩個方案，方案一利用南櫃管制站側
邊，拆除部分圍牆及出口1空間微調的方式，新設一處中櫃專用的彈性出入口，於尖峰時段供中櫃彈
性應用，例如：僅供空車架進出、ＭＹ櫃出廠等。原本中櫃管制站三進二出則不變。此方案的配套
除須中櫃及南櫃配合人力及空間調整外，針對貨櫃集散站之管制規定須協調航港局及海關同意調整。 

方案二部分，則建議將中櫃管制站東移，貨櫃車利用公共連絡道往南櫃出場。調整後，進入中櫃之
拖車一律透過南櫃進場，延櫃場內部公共連絡道往北進入新的中櫃管制站，原中櫃管制站位置則保
留港區門哨功能，提供一般車輛進場、拖車出場使用。此方案在尖峰時段可利用內部公用道路停等
排隊入場，將可緩解塞車問題，若消化不及導致拖車排隊到南櫃場門哨外，則可利用中山四路。 
此方案之相關配套措施除須調整南櫃場的門哨與櫃場空間外，由於排隊進場車輛可能占用內部公用
道路，建議須連帶調整中櫃儲區，以維持公用道路之通行。中櫃儲區之調整須經過中櫃同意，建議
可利用土地空間交換、租金優惠等措施提供接受度。 



第三個改善對策為完整港區門哨管制。基隆港西岸受限於地形，因此現況港區門哨與業者門
哨共用。因未能全面建置自動化門哨設備，因此在進出車輛管制上有安全疑慮。有鑑於此，
目前中短期執行中之方案將改善各櫃場出入口門哨系統，建制人車管理機制。在長期方面，
我們建議利用台二己線及中山三路設置獨立港區門哨管制人車進出。如圖。 
1. 在台2己德安交流道前設置港區門哨，引導車輛分流，未來原本分散在各櫃場的港警人力

可以集中到兩個主要門哨協助引導 
2. 配合中山四路市區港區車流分流改善對策 
3. 此外，管制光華隧道和復興隧道僅供市區車輛通行 
4. 居住於港區之居民則發給港區通行證，建議由港公司主動與里長合作免費提供 
因此方案所需配合與協調單位較多，也需長時間與居民溝通，故建議為長期辦理。 



我們依據上述各項改善對策，初步規劃改善時序。從運輸系統管理、工程改善、交通工程改
善到導引分流措施相關對策，規劃於目標年前完成，以梳理西岸港區現有之道路安全、車流
分流、人行空間。 

在交通資訊系統整合計畫與管制站軟、硬體設施改善中，建議在中期115年前完成，以增加
管制站作業效能與整合港區交通資訊。關於台2己和中山三路建置獨立港區門哨，因此方案
需要研擬相關配套，故建議可於目標年前完成。如本計畫課題分析得知，由於港區西岸貨櫃
車輛到達西岸之時間集中，造成短時間內櫃場作業消化不及，因此除上述本案研擬之改善對
策之外，為使櫃場未來能夠因應目標年西岸發展後的貨櫃量，櫃場內部必須進行作業系統智
慧化，本計畫將此設定為其他重大配套措施。在上述改善措施皆執行的情況下，且當月大型
車超過250輛和車輛回堵匝道之時數佔當月總時數大於5%，建議啟動新增匝道。 



以上為今次座談會之內容，敬請各位先進給予指教，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