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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鐵臺中車站已完成高架化工程。本文以臺中都會區北方五座高架鐵路新建

車站為例，考量車站建築不同營運空間機能及旅客使用需求，整合車站營務功能，

與工務、機務、電務等機能空間之所需，並納入「旅客」乘車起、迄及候車等相

關需求。導入「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UD)」的觀念，加強「公共活動空

間應用」及「資、通、訊」傳導應用等功能，並針對高齡、障礙者所使用之友善

設備，施以「普及化」與「適用化」之設計，使之更安全更便利，提升車站服務

品質及優質運輸環境，創造使用者、管理者、及決策者三贏之局面。 

關鍵詞：鐵路車站、通用設計、智慧型建築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Innovative Overall 

Design Pattern of Five Stations in Taichung 

Abstract 

The Taiwan Railway has completed the overhaul project in Taichung city. Taking 

the new station of five elevated railway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Taichung 

metropolitan are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different operational space 

functions and passenger demand of the station building, integrates the station's 

business functions, and the needs of the functional space such as public works, 

maintenance, and electricity. Passengers are required to travel, start and wait.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Design (UD)", strengthen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activity 

space application" and "capital,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ransmission 

applications, and implement "popularity" for friendly equipment used by senior 

citizens and disabled people. The design of "applied" and "applicable" makes it safer 

and more convenient, enhances the service quality of the station and the high-quality 

transportation environment, and creates a win-win situation for users, managers and 

decision makers.  

Keywords： Railway station, general design, intelligent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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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多年來台灣持續推動鐵路運輸改善計畫，新創車站之興建，已成為台灣中部

都市更新之核心亮點。然而，車站建築運輸空間規劃與設計之整合，從車站新建

起至營運階段，常缺乏整體性的考量，造成使用者的旅運功能需求無法適切滿足，

例如乘車動線、資訊傳達、轉乘機制、候車空間、站場交通動線及無障礙友善設

施等設置機能之整合不足，因而造成使用者便利性不足。 

本文主針對鐵路車站建築空間需求，考量空間應有的機能及環境安全，研提

「機能創新設計與整合規劃模式」，來彌補傳統式車站使用空間建置條件的不足

[1~3]。以臺灣鐵路車站建設之台中十個車站案例為基礎，將「車站建築需求」、「設

計方法」及「歷史經驗」等加以整合，研提「新一代車站」建築創新規劃之通則。 

營造多功能車站建築及無障礙環境(barrier-free-environment)，針對建築空間

考量營運單位「業務執行人員（for one）」的使用機能，及營運「管理單位（for 

all）」的機能整合。並針對高齡者、兒童、孕婦、弱勢、身心障礙者或暫時失能

者等使用友善設備，施以「普及化」與「適用化」之規劃設計，使各年齡層在使

用環境上，皆能獲得普遍合理的尊重，均能予使用者更安全更便利[4~5]。 

 

圖1.臺中計畫鐵路路線圖(臺灣鐵路管理局擷取) 

 

二、車站建築空間需求與機能探討 

2.1  車站需求空間 

車站設施設備需求空間規劃項目及內容：車站建築空間需求項目(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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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車站規劃需求圖 

 

表 1. 車站建築空間需求表 

 

 

三、  車站建築設計需求功能 

鐵路車站運輸設施空間之規劃設計策略，應朝「以人為本」，提供更「多

元性」及「包容性」方向研討，將使用者兩性平權之權益及感官實質重視，

就車站建築設計運用之材料、造型、結構、物理環控、建築設備妥適性及周

遭環境配合之安全防護、視覺感官、質感、色彩、通風、採光、音控、給排

水、電氣、空調、消防等功能建置整合，亟需透過標準化設計，整合車站建

築之空間及機能配置，並配合「資、通、訊」系統化要求[6~9]，營造既美觀

又有創意的「新一代車站」建築。本文針對車站建築之建築師、設計師、規

空間

性質
項次 空 間 說 明

空間

性質
項次 空 間 說 明

空間

性質
項次 空 間 說 明

空間

性質
項次 空 間 說 明

9 會議室/勤務講習室 1 行車控制室(就地控制盤室)

1 車站大廳/候車區 1 值班站長室/詢問處 10 男員工更衣室 2 備品室

2 自動售票機 2 郵局 11 女員工更衣室 3 電池室(建議和電訊系統合併)

3 人工售票窗口 3 行包中心 12 員工廁所 4 UPS室 (建議和電訊系統合併)

4 兌幣機 4 國軍運輸官辦公室 13 清潔人員室 5 發電機室 (置高架)(建議和電訊系統合併)

5 公共廁所 - 男 鐵路警察辦公室 14 一般儲藏室 6 主繼電器室

6 公共廁所 - 女 執勤辦公室 15 茶水間 7 北繼電器室

7 親子無障礙廁所 備勤室 1 售票房 8 南繼電器室

8 給哺乳室 6 志工休息室 2 站務室(剪售票處) 9 繼電器箱 (置軌道外側,南北各一）

9 急救室 3 補票房 1 電子設備室/操作控制中心

10 販賣店 1 防災指揮中心 4 自動售票機維修空間 2 不斷電設備/電池室 (接車站緊急電源）

11 餐廳/廚房 2 站長室 5 票務庫房 1 光纖/固網機房 (傳輸設備)　

12 旅遊服務中心 3 貴賓室 6 現金處理室 2 電訊機房/電訊室(MDF,交換設備)

4 副站長室 7 售票辦公室 3 電池室(建議和號誌系統合併)

1 自動驗票閘門 5 主管辦公室 8 行車控制室 4 UPS(建議和號誌系統合併)

2 人工驗票閘門 6 總務室 9 道班休息室 5 發電機室 (置高架)(建議和號誌系統合併)

3 候車區 7 員工辦公室 10 道班房

4 月台 8 站務專用儲藏室 11 道班工具/材料堆置場(戶外)

空間

性質
項次 空 間 說 明

空間

性質
項次 空 間 說 明

空間

性質
項次 空 間 說 明

1 汽車停車位（含無障礙車位） 1 消防水箱(m3，有效容量)

2 機車停車位（含無障礙車位） 1 台電配電室／場 2 消防水箱泵浦室

3 腳踏車停車位 2 台鐵開關設備室 3 日用水箱(m
3
)

4 公車臨停區 3 台鐵發電機室 4 屋頂水箱(m
3
)

5 汽車臨停區（含無障礙車位） 4 台鐵油槽室 5 日用水箱泵浦室

6 計程車臨停區（含無障礙車位） 5 單元變電站室 6 FM-200鋼瓶室(列車號誌控制及車站中控室)

6 不斷電設備室 7 FM-200鋼瓶室(號誌系統繼電器室)

1 分駐所辦公室（含監視設備） 7 電池室 8 污水泵浦室

2 材料庫（含監視設備） 8 車站電氣室 9 車站集水箱 (雨水回收)

3 公務車庫 9 空調電氣室 10 污水集水坑

1 分駐所辦公室（含監視設備） 1 空調設備機房 (含回風機房及回風室…等) 11 污水處理設備

2 材料庫（含監視設備） 2 冰水主機房

3 公務車庫 3 排風機房

1 工務段辦公室（含各種設備監視） 4 送風機房 ELVR 1 電梯機房

2 材料庫（含監視設備） 5 冷卻水塔場

3 公務車庫 6 環控設備機房 (含冰水主機房, 通風機, 排風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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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建築基本空間需求及設備項目表

  A.車站公共/站務空間   B. E/M 設備空間  A.車站公共/站務空間   A.車站公共/站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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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系統

電

子

系

統
1 電子設備室 (電訊/號誌/中控及其它機房)

  C.轉乘設施量空間

非付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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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務設施 電務設施 

站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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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師、鐵路工程專業工程師、車站營運管理者、乘車旅客等，進行訪談及諮

詢資料彙整，以分析之設計條件佐證，提創新「車站建築空間及機能」之研

究成果，建立空間及機能運用最佳設計選擇模式，作為未來「新一代車站」

規劃、設計參考。就營運、服務、友善性及多功能性項目等需求，研提綜整

如下表2[10~14]： 

表2. 建築整體規劃機能及營運需求研析表 

 

項

次 

 

營 運 需 求 規 劃 機 能 屬性 

1 

各等級車站

建築空間營

運需求部份 

(1)機能空間標

準化 
工 務

設施 
(2)空間指標導

引一貫化 (3)智慧型設備

功能統一化 

2 

智慧建築車

站資、通、訊

機能需求部

份 

(1)車站乘車行

程路網資訊客

製化 

電 務

設施 

(2)車站服務加

值應用回饋雲

端化 

(3)視訊加值服

務應用系統即

時化 

(4)行旅資訊裝

置平臺整合便

捷化 3 

車站營運工

作者需求部

份 

(1)營運設備機

能全面自動化 
運 務

設施 
(2)服務環境安

全優質化 (3)車站多目標

營運價值化 

4 

車站設施空

間之規劃設

計策略部份 

(1)空間功能系

統化 
機 務

設施 
(2)空間機能設

備多功能化 (3)空間控管智

慧型多元化 

5 
旅客服務需

求部份 

(1)乘車路徑辨

識度便捷化 
站 務

設施 
(2)候車接送環

境舒適親民化 (3)無礙溫馨環

境設施友善化 

6 

友善性環境

及嚮導系統

建置部份 

(1)車站轉乘互

動資訊整合 
站 務

設施 
(2)結合地方觀

光及文化產業

特色 

(3)行車資訊即

時通透明化整

合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針對台灣台中市北方五個「車站建築整體規劃」來探討，以使用者為主

角的前衛考量，分析研究車站建築空間規劃及使用機能，將車站旅運與站務建築

空間之規劃設計，導入「通用設計」概念，提供「多元性」及「包容性」的設計，

並隨營運單位業務執行人員，世代交替之結構層快速變化到來，應以尊重各職場

人員及乘車旅客權益及生活感官，就車站建築設計運用之綠色材料、建築設備設

施、結構工法及配合周遭環境等機能，興建有質感、色彩融合、通風優良、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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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視、減噪控制、節能與安全等功能之智慧綠能運輸站場建築。本文透過「標準

化」之「車站建築整體規劃」，整合車站建築之空間配置及機能，提出建設性的選

擇，以達到滿足「旅客（for more）」乘車起、迄及候車等行旅資訊及安全需求，

考量到車站營運單位職場使用機能層面，如何把營運單位「業務執行人員（for 

one）」的使用空間，以最適當的角度研討功能需求，整合「營運管理單位（for all）」

的空間機能配置，期導入「通用設計」及「節能多元化規劃設計」，使車站建築物

使用「以人為本」，符合「資、通、訊」安全便利需求，既節能、美觀又包涵人文

特色，並就車站位處都市、鄉村、山(海)區等，不同環境及使用者氛圍，能因地

制宜採最佳化合宜建築規劃，讓營運管理單位易於管理並永續經營，使車站建築

設計者規劃時能滾動性改善演進，進而能賦予決策單位預先結合產、官、學等專

家學者，將具歷史性傳統式之車站建築，配合地方政府辦理都市計畫更新通盤檢

討，創新文化價值，活化歷史古蹟，使車站建築及歷史文化共創雙贏，「新一代車

站」終將成為國際城市地標及都會觀光亮點。 

探討台中五個車站設計的功能需求，和客運需求的友好合作“為未來鐵路車站總

體規劃”。智能空間的趨勢，電子票務系統的歸納介紹如下： 

（一）具備旅客親和性是車站規劃的重點。 

（二）具備環境親和性與更少的碳足跡。 

（三）整合 P，D，C，A的標準化方法來改善空間規劃、客戶滿意度、和降低維護

成本。 

（四）未來之車站建築，應採用綠建築與區域商業整合之理念，整體構築。 

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站的建築風格，與當地政府處理城市規劃更新審查創新

價值，活化歷史古蹟的整體文化，使車站建築和文化歷史創造一個雙贏的局面，

“一個新的車站“最終將成為一個最終將成為一個國際城市標誌性建築和城市觀

光的亮點。 

 

圖 3. 臺中鐵路高架化 5座車站透視圖(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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