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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之心人行步道及自行車道路網改善計畫 

－無障礙環境性別分析 

「臺中之心─臺中市中心人行步道及自行車道路網改善計畫」是

以「翡翠項鍊」作為串聯的概念，串起全市 7條園道及 7座公園，範

圍遍及東區、西區、南區、北區等 4 個行政區，總長約 17.2 公里，

主要以園道亮點工程、斷點串連為主。首要改善無障礙人本通道工程，

以達到臺中市中心的人本通道環境為原則。針對性別影響評估，以本

計畫項目改善重點之兩大族群作為性別對象參考的依據，分別是自行

車使用族群及無障礙使用族群，惟本計畫尚未全段施工完成，因此無

進行使用者調查及分析，將採用官方相關統計數據來作分析。 

壹、 使用族群之性別分析 

一、 自行車使用族群 

依交通部統計處於 106年 10月 25日至 11月 18日間所辦

理之「自行車使用狀況調查」，所整理出自行車使用族群之

騎自行車次數及頻率、活動型態、性別比例之結果。(詳圖 1

及圖 2) 

圖 1 各活動型態每人每月騎自行車次數及頻率 

圖 2 騎自行車之活動型態-按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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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統計結果來說，女性在個人活動(買菜、購物等)及通勤學

的比例上較多，且加上活動型態每人每月騎自行車次數及頻

率，可得出女性使用者的次數及頻率較男性高。 

二、 身心障礙者使用族群 

參考衛生福利部統計處更新至 109年 03月 09日之數據，

列出本計畫之範圍行政區域身心障礙人數性別比。(詳表 1) 

表 1 身心障礙者性別比例 

臺中市 總計 男 女 

東區 3,817 2,145 1,672 

南區 5,150 2,888 2,262 

西區 4,646 2,528 2,118 

北區 6,668 3,578 3,090 

以 105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之分析，女性

身心障礙者增加人數及幅度與 100年相比均大於男性。(詳表

2) 

表 2 100年及 105年身心障礙者人口數-按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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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在休閒活動以「看電視、DVD」83.44%的比例最高，

其次是「從事體能活動」31.75%，隨著年齡的增加，「幾乎

沒有從事休閒活動」的比率也隨之增加；在最想從事的休閒

活動上，以「看電視、DVD」47.68%最高，其次是「從事體能

活動」10.63%。(詳表 3及表 4) 

表 3 身心障礙者之主要休閒活動-按年齡別分 

 

表 4 身心障礙者最想從事之休閒活動-按年齡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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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調查分析，身心障礙綜合來說，身心障礙者女性人數雖比

男性少，但人數卻有增加的趨勢，且在休閒活動的兩項數據

上，可以顯示出身心障礙者有「從事體能活動」方面之需求。 

三、 小結 

依據上述兩大使用族群的結果來說，自行車使用族群，女

性使用的次數較男性頻繁；身心障礙者從事體能活動的數據

上，無以性別區分之調查，但總體來說有從事體能這方面的

需求。再檢視本計畫改善之項目，主要以改善人行自行車道、

增加無障礙設施及串連各園道之動線為重點項目，在使用者

性別上，原無特定針對族群，但透過前項數據的輔佐，硬體

品質提升後，有機會對女性使用者及身心礙使用族群之使用

意願有所提升。整體完工後，可另行進行相關性別之調查與

分析，初期以人本設計改善角度切入，著重於現況設施之相

關分析。 

貳、 問題盤點與分析 

現況問題經市府及設計團隊親自騎乘「臺中之心」市區一

圈，交通工具使用臺中市政府推廣的 iBike 微笑單車，共經

過七條的綠園道(東光綠園道、興大綠園道、忠明綠園道、美

術綠園道、草悟道、育德綠園道、興進綠園道)，17.2公里的

路程，對每個路段所會發生的問題點及後續要如何串連的方

法進行初步的討論，並針對 Accessibility可及性(明確、安

全)、Base基地現況(便利)、Connections連結(有意思)歸納

出改善重點，包含自行車道串連、鋪面平整問題、出入口阻

礙、指標系統、交通號誌、公共設施結合、綠化加強等問題

改善，納入後續規劃設計上，也將結合文化、教育、相關活

動、商圈及社區生活等互相結合，串連臺中市中心之精華景

點，給予民眾更安全、舒適、便利的市區綠園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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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ibility可及性： 

依照七條園道的路段特性共細分為二十四個路段，來探討

其問題點，並分析斷點較嚴重的園道包括廢道(沒有路)、容

易迷路的路段，為本計畫優先施作規劃點，下表以東光園道

開始順時針細分各路段。(詳圖 3) 

 

圖 3 自行車道各路段特性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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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臺中之心各路段課題對策與未來執行方案統整表 

路
段 

路段名稱 課題(特性) 對策(執行方式) 

執行方案 

管
理
協
調 

工
程
改
善 

整
體
規
劃 

建
議
事
項 

1 東光園道 

園道整體老舊，自行

車行駛在園道內，無

專用道，與人共行。 

本園道已有另案

「臺中市東光園道

整體改善及活化規

劃案」，臺中之心

將予以參考，做整

體規劃。 

    █   

2 
大智公園

路段 

自行車行駛在公園

內與人共行，設有車

阻通過不便。 

以不影響公園內空

間使用與人行分

道，取消路障打開

街口。目前靠旱溪

邊並無路徑，建議

未來在旱溪旁增設

自行車專用道。 

  █     

3 
東峰公園

路段 

廢道-內部自行車道

路線出入口，有車阻

擋住騎乘路線，且地

面上自行車 LOGO有

刮除的痕跡。 

建議相關單位以無

障礙通用道進行改

善並恢復自行車專

用道。 

█ █     

4 興大園道 

騎乘路線上自行車

道辯識度良好，但路

段中多處設置車阻

通行不便。 

以無障礙通用道進

行改善並拓寬自行

車專用道為 4米。 

      █ 

5 綠川路段 

迷路-過路口較危

險，且路口與人行道

的接口不順暢，容易

與機車併行，綠川旁

自行車與人行共用

道上較窄不易騎乘。 

增加識別性，拓寬

橋頭，退出橋頭廣

場。 

  █     

6 健康公園 需行經公園內，且設以不影響公園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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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段 

路段名稱 課題(特性) 對策(執行方式) 

執行方案 

管
理
協
調 

工
程
改
善 

整
體
規
劃 

建
議
事
項 

路段 置路障、指引系統不

明顯，意容易騎錯路

線。 

使用空間為原則，

增加辨識性，改道

將自行車道靠路邊

騎乘。 

7 

忠明綠園

道(接健

康公園

段) 

路口設置路障，騎乘

在園道內自行車與

人行共用道上。 

依原則在靠路色設

置自行車專用道，

避免與人行共道。

建議未來專案規

劃，做整體改善。 

    █   

8 

忠明南路

與南平路

交叉口段 

迷路-雖有自行車道

標示，但大路口車輛

較多危險，且易迷路 

設置完善指標與號

誌，並加強辨識

性。 

  █     

9 

忠明綠園

道(接鐵

道段) 

騎乘在園道內自行

車與人行共用道上 

騎乘路線上自行車

道分辯度良好但為

與人共用道。建議

未來專案規劃，做

整體改善。 

    █   

10 

鐵道旁

(忠明園

道接柳川

段) 

迷路-串連忠明綠園

道至柳川段，因鐵路

的阻斷，需從馬路口

過地下道較危險且

易迷路。 

綠空廊道規劃(鐵

路高架)路段，建議

藉由綠空廊道規劃

案處理此路段問

題。 

    █   

11 柳川段 

美術園道與柳川自

行車道路口車流量

大，無足夠空間與明

顯指標，相當危險。 

改善美術園道到柳

川自行車道之連

結，可拓寬橋頭處

建置自行車平臺。

建議藉由「美術園

道再生-創意綠色

廊道計畫」專案改

善。 

    █   

12 美術綠園 路段多障礙導致淨 藉由「美術園道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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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段 

路段名稱 課題(特性) 對策(執行方式) 

執行方案 

管
理
協
調 

工
程
改
善 

整
體
規
劃 

建
議
事
項 

道 寬過小，且路口無障

礙斜坡角度不適騎

乘困難 

生-創意綠色廊道

計畫」專案改善，

建議拓寬自行車道

4M並採通用設計規

劃。 

13 
美術館前

路段 

沒有路-接駁路口車

流量大，且無號誌與

明確辨識系統，無畫

製自行車道相關指

引。 

與相關單位協調，

於接駁段外側邊設

置自行車專用道，

並加強辨識性。 

█ █     

14 
文化中心

前 

沒有路-為串連草悟

道及美術園道重要

路段，有 i-bike

站，但文化中心至美

術館路段鋪面難以

通行，需牽車步行。

造成路徑大斷點。 

與相關單位協調，

以工程改善無法行

駛問題。 

  █     

15 

草悟道

(接美術

館) 

管制-騎乘接近道路

旁，接近市民廣場，

有被管制的騎乘路

段，需下來牽行。 

與相關單協調，建

議路線改道延英才

路至草悟廣場再接

續市民廣場。 

█       

16 市民廣場 

自行車與人行共用

道，市民廣場周邊皆

可以騎乘，有時需小

心閃避人潮。紅色區

塊的停車格原為綠

色運具專用道後已

全面取消。 

建議可往外拓寬設

置自行車專用道，

或與相關單位協調

將綠色運具專用道

恢復。 

      █ 

17 

草悟道

(接科博

館段) 

為行駛舒適順暢的

自行車專用道，但為

雙線單向行駛。 

與相關單位溝通，

依臺中之心整體規

劃建議將路線類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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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段 

路段名稱 課題(特性) 對策(執行方式) 

執行方案 

管
理
協
調 

工
程
改
善 

整
體
規
劃 

建
議
事
項 

改為雙線雙向。 

18 
科博館路

段 

沒有路-路線斷續，

部分路段需騎乘在

馬路上與機車爭

道。且街角入口無設

置無障礙空間。 

路徑選擇科博館外

圈，本身設有淨寬

3M-4M以上之人行

道。改善整體路徑

淨寬與加強汽機車

警示。 

█ █     

19 育德園道 

廢道-沿路路口有自

行車標線，但園道內

部地面上自行車

LOGO有刮除的痕

跡。 

建議拜訪育德里里

長了解園道目前被

廢道的狀況，並以

專案處理做整體園

道改善。 

    █   

20 

中國醫藥

大學前路

段 

沒有路-路徑斷點無

路可走，且醫院前方

車流量大，相當危

險。 

建議在中正公園入

口(學府路)延伸自

行車專用道，串連

兩段路線。 

█ █     

21 
中正公園

路段 

沒有路-美德街中為

地下停車場出入口

路段，車阻阻擋且無

斜坡可給予自行車

通行，需下車自行抬

行，且接至新民高中

人行道相當擁擠。 

取消車阻，設置通

用道路。建議將斷

點地方需連接起

來，且後段共用道

需拓寬。 

█ █     

22 
新民高中

路段 

沒有路-興進園道接

育德綠園道，無實質

路徑。1.學校-需從

學校正門沿著學校

邊騎乘，中間遭車阻

阻擋，接至柳川旁的

小巷弄。2.巷弄-接

至中正公園，中間需

建議可從巷弄接至

新民高中外圍，後

續需拜訪新民高中

相關單位，協調討

論方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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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段 

路段名稱 課題(特性) 對策(執行方式) 

執行方案 

管
理
協
調 

工
程
改
善 

整
體
規
劃 

建
議
事
項 

經過車流量多的崇

德路口。 

23 興進園道 

園道整體識別性

高，但設置車阻與路

障易與人爭道，且部

分鋪面不適騎乘。 

建議與行人分道，

並維持淨寬 4M。 
      █ 

24 
鐵路高架

段 

自行車與人行共用

道，騎乘上較安全，

但往西接興進綠園

道及往南接東光綠

園道無明確的指引

系統。 

綠空廊道規劃(鐵

路高架)路段，建議

藉由綠空廊道規劃

案處理此路段問題 

    █   

 

一、 自行車道路線串連： 

分析完七條園道路線的串連，將優先改善沒有自行車行走

路徑之處。 

二、 自行車道與位置： 

調查出每段自行車道動線的位置及淨寬，發現較好騎乘路

段屬於自行車專用道且雙線單行之路段，且符合自行車專用

車道規範(淨寬規範淨寬度 1.5m以上為宜，最小 1.2m)，騎乘

上較舒適，根據分析後設計將以單線的自行車道寬度設置以 4

米、雙  則為 3 米為原則，在騎乘自行車能雙向通行且能與

人行保持安全距離，在騎乘上也較為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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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行車道阻隔設施及鋪面： 

為防止機車騎上園道，而沒考慮到自行車的通行或將自行

車道出入口以車阻阻擋，導致自行車出入口受阻，甚至嚴重

影響通行；鋪面則因老舊毀損、樹木浮根導致不平整，上述

問題將以設計手法解決。 

表 6 自行車道管理阻隔設施表 

路

段 
路段名稱 管理阻隔設施 

1 東光園道 無 

2 大智公園路段 
出入口遇到車阻問題，需下車牽行相當不

便。 

3 東峰公園路段 

東峰公園內的自行車道，地面上有自行車

的 logo，但出入口遇到車阻問題，需下車

牽行相當不便。 

4 興大園道 無 

5 綠川路段 無 

6 健康公園路段 無 

7 
忠明綠園道(接健康

公園段) 
無 

8 
忠明南路與南平路

交叉口段 
無 

9 
忠明綠園道(接鐵道

段) 
無 

10 
鐵道旁(忠明園道接

柳川段) 
無 

11 柳川段 無 

12 美術綠園道 
園道內連續六個路口都會遇到無障礙斜

坡，雖當初是為防止機車騎上園道(已訪問

美術園道商店管委員會，也建議改變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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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段 
路段名稱 管理阻隔設施 

出入)，但對於騎乘自行車的民眾相當的不

便，斜坡的角度需要 90度轉彎，有時會需

要下車牽行。 

13 美術館前路段 無 

14 文化中心前 無 

15 草悟道(接美術館) 

因草悟道人潮眾多，在接近向上路一段至

公正路的園道上，有「自行車請牽行 禁止

騎乘」的標示。 

16 市民廣場 無 

17 
草悟道(接科博館

段) 
無 

18 科博館路段 無 

19 育德園道 無 

20 
中國醫藥大學前路

段 
無 

21 中正公園路段 

中正公園旁美德街因地下停車場一處出入

口，雖有車阻阻擋減緩速度以維護汽機車

與自行車相會的安全度，但無斜坡設施，

需下車牽行。 

22 新民高中路段 沿著新民高中旁，中間會遇到車阻的情況。 

23 興進園道 無 

24 鐵路高架段 無 

 

 

表 7 自行車道鋪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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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段 
路段名稱 

損壞鋪

面 

樹木浮根

問題 

不平整的

鋪面 

1 東光園道      

2 大智公園路段    

3 東峰公園路段      

4 興大園道     

5 綠川路段    

6 健康公園路段      

7 
忠明綠園道 (接

健康公園段) 
      

8 
忠明南路與南平

路交叉口段 
   

9 
忠明綠園道 (接

鐵道段) 
   

10 
鐵道旁 (忠明園

道接柳川段) 
   

11 柳川段     

12 美術綠園道       

13 美術館前路段    

14 文化中心前       

15 
草悟道 (接美術

館) 
   

16 市民廣場    

17 
草悟道 (接科博

館段) 
   

18 科博館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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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段 
路段名稱 

損壞鋪

面 

樹木浮根

問題 

不平整的

鋪面 

19 育德園道      

20 
中國醫藥大學前

路段 
   

21 中正公園路段    

22 新民高中路段    

23 興進園道      

24 鐵路高架段     

四、 高低差問題： 

經調查部分路段有高低差、斜坡過陡的問題，可能導致動

線上安全性不佳問題，在後續規劃將改善。 

五、 交通號誌： 

部分路段紅綠燈標示不明顯，需考慮到在假日人潮多時，

須閃避人潮與車潮，容易發生危險。(詳圖 4) 

圖 4 號誌路口現況 

 

 

 

 

 

 

東光園道-無號誌燈路口 美術園道-無號誌燈路口 育德園道-無號誌燈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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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指標系統： 

部分地面或立面指標過於老舊，有些地面自行車 LOGO 則

有刮除痕跡，在規畫上需改善；在無引導指標的路徑，會造

成騎乘的不便(詳圖 5)，例如騎乘在健行路馬路口時，邊找指

標邊躲開高速行駛的來車，很容易就跟公車及汽機車併肩同

行。 

圖 5  指標系統現況 

 

 

七、 公共系統： 

整理出周邊相關公共設施，周邊相關設施的規劃方便度，

可提高民眾騎乘的興趣，導覽地圖可實際的指引民眾騎乘的

路線，本次調查出 i-bike、公共廁所、導覽地圖、休憩空間

的位置。(詳圖 6) 

地面形式指標 

立面形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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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自行車道公共系統說明圖 

從上圖可看出 i-bike 有十六處多集中在鐵軌的上半部，

下半部在中興大學前有一處，未來 369 計畫將會持續擴充租

賃站節點。自行車的導覽地圖後續需要再重新規劃設置，多

處導覽牌已生鏽，導致地圖上模糊不清，且自行車的導覽圖

為較舊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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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Base臺中之心基地現況 

臺中之心全長約 17.2公里，共有七條園道(草悟道、美術

綠園道、忠明綠園道、興大綠園道、東光綠園道、興進綠園

道以及育德綠園道)與七個公園，跨越了四個行政區域(西區、

南區、東區、北區)。 

圖 7 臺中之心七條園道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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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Connections臺中之心與周邊連結 

大臺中藍綠帶結合，未來交通規劃發展「ＭＲ.B&B」分別

代表捷運、鐵道、公車以及自行車。臺中之心屬於自行車發

展願景下的重要計畫。由於日治時期的都市規畫劃設了臺中

市中心綠園道的圓環雛形，延伸出現在臺中擁有全臺灣唯一

的環城市區綠園道。除了園道資源，大臺中也擁有許多藍帶

資源，如柳川、綠川、梅川、麻園頭溪等。臺中之心將會結

合綠帶與藍帶資源，串聯重要節點如科博館、國美館、中正

公園等(詳圖 8)，透過串起中斷的路徑，建立完整、舒適的環

城市中心廊道。(詳圖 7) 

圖 8 臺中之心路徑上重要節點 

 

科博館 

 

國美館 

 

中正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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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規劃內容 

一、 整修側邊園道，建置側邊人行自行車共用空間：人行自行

車道原則以3M淨寬為標準(路線單邊或雙邊,皆為雙向通行)，

其側邊並利用園道空間增設人行專用空間1.5M以上依人潮多

寡調整，為讓都市空間有效串連，讓人潮有足夠的人本空間。 

二、 開闊街角人行與自行車街角分流：目前園道街角口人本空

間不足，人行自行車往往會在街角口交織，影響人行安全與

自行車騎乘順暢，故本計畫於街角口劃設人行專用行穿線與

自行車專用穿越道，拓寬街角分流人行與自行車。 

三、 公園局部園道化：自行車道設置不影響公園內行人使用為

原則，避免與公園空間相衝突，包含大智公園路段、東峰公

園路段、健康公園路段，局部將公園邊園道化，提供自行車

道穿越。 

肆、 執行情形 

本計畫共分為二期工程，第一期工程已於 107 年 8 月 13

日完工，主要以人車分流之設計原則建置自行車專用道，路

段全長約 3.7公里，路線起自科博館，經由草悟道至國美館、

美術園道及崇倫園道串接興大園道。 

第二期延續第一期，改善長度約 5.6公里，分為三個階段

工程施作。第一階段工程長度約 1.6公里，已於 108年 7月 5

日完工，建置忠明園道(臨忠明南路)及育德園道第一街廓(博

館路至民權路)自行車道及人行步道，後續可串聯至興大園道

至美術園道；第二期第二階段的改善工程，長度約 2.3公里，

改善興進園道及東光路廊道，已於 109 年 3 月完工。第三階

段工程長度約 1.4公里，改善育德園道及興進園道，已於 109

年 5月開工，預計 12月底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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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語 

本案以營造舒適安全的自行車道路景觀及人行環境，以人

為本連通綠園道及人行、自行車道形成完整網絡。執行「系

統性」規劃設計，建構全面可及的人行、自行車環境，並善

用景觀手法營造簡約、美觀、節能減碳的道路景觀及人行環

境；串連園道及公園，創造市中心精華路段之完整循環道路，

用環狀園道形成的網絡，盤點出各項大型綠地、公園及著名

景點，形成大型的環狀綠園道網絡，方便當地居民與外來旅

客悠遊漫步或騎單車，享受愜意自在的休閒時光，並透過共

享接駁，提昇綠色運具使用率、結合大眾運輸系統加上未來

捷運系統的建置，可提供遊客漫步臺中之美，體驗漫活悠閒

的臺中精神。 

本計畫已完成 85 處街角無障礙出入口改善，將原本街角

行走不順暢的出入口，透過計畫性的改善，配合人行道及自

行車的建置，可讓更多身心障礙者願意來到戶外，從事體能

活動，輪椅族、女性、兒童及媽媽推嬰兒車也能行走在舒適

安全的空間。雖整體計畫尚未全部完成，但就現已完成的來

看，效益逐步顯現，使用者愈來愈多，尤其是輪椅族、自行

車族及女性運動人口，可預期全部完成後，使用者將會持續

且呈倍數成長。本計畫針對人行環境改善項目統計如表 8，改

善前後照片詳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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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臺中之心工程人行環境改善項目數量表 

工程項目 完成數量 

人行自行車道工程改善長度 8.8公里 

街角無障礙出入口改善 85處 

新增景觀燈 138組 

人行自行車道化妝溝蓋 258組 

新植喬木 292株 

綠地鋪設 18,830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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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村綠橋段

現況改善前 工程完工後

工學北路至南屯柳橋段

國美館至草悟道南段

國美館至草悟道南段

圖 9 臺中之心工程人行環境改善前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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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博館段

國美館至草悟道南段

現況改善前 工程完工後

忠明園道北段

忠明園道南段

育德園道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