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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意見 意見回覆 

謝尚能委員  

1. A2公車路線請調整經過文化中心及北

門車站。 

2. 請規劃近程市中心區免費接駁公車與

營運計畫。 

1. 遵照辦理，將短期路網 A2路線修正為

行駛忠孝路轉博愛路至興達路，此路

線可服務文化中心、北門車站乘客搭

乘。詳見第六章 6.4 節。 

2. 遵照辦理，詳見附錄六嘉義市免費市

民公車實施方案。近程免費市區公車

規劃由 A1、A2、A3 三條路線行駛，營

運模式、需求車輛參見附錄六。 

楊宗璟委員  

1. 本研究之主題，前半段對象是市區公
車，受委託之顧問公司做出的成果較

為保守，欠缺供給導向的思考，故未

來高潛力的路線規劃相當有限；至於

後半段對象是高鐵接駁，而該公司建

議反趨向冒險，從供給導向切入，雖

有很多高潛力路線規劃，但那一條最

能吸引乘客卻較少著墨。首先在研究

初期，未針對搭乘高鐵乘客特性充分

調整(只調查市區公車乘客及市區重

要旅次集散地市民之意見)，而且重要

的影響特性(所得以及搭乘高鐵的旅

次目的)亦相當欠缺，難以釐清利用高

鐵進出嘉義市之旅客其最終端點在何

處，會不會使用所規劃的公車捷運

(BRT)做為接駁亦不詳，則規劃路線是

否符合這些旅客實際需求亦無法得

知，如果有旅客利用高鐵，由台北返

嘉義或往嘉義市中心辦理急事，既定

BRT 路線所花時間，是否能在與計程

車或友人親自接送的相對競爭力下仍

擁有些許的市場佔有率已令人質疑，

故依本計畫結論執行，將可能喪失爭

取這些旅客的第一契機。 

2. 第 6-13 頁、第 6-22 頁、第 6-31 頁上，
此三處 BRT 圖例顏色，仍未修改與所

示路線顏色相同。 

1. 說明及修正如下： 
(1)市區公車路網規劃(見第六章 6.4 節)

嘉義市因範圍不大，市區路網雖成網

格狀，但往外均為幅射狀路網發展，

因此，為減少民眾轉車的次數，市區

公車路網規劃是以市中心為核心，採

輻射狀路網規劃，並搭配環狀路線，

構成嘉義市公車網。規劃內容中分別

規劃短期 3條、中期 4條、長期 5條

之市區公車路線，除 A1路線及 A2 南

段路線為市府建議保留之既有公車

路線外，皆為新設之高潛力路線。 

以嘉義市為範圍，分析嘉義市大眾運

輸路網（含鐵公路、BRT、市區公車

等）之服務範圍，在戶籍人口涵蓋範

圍方面，將由現有的 70.7%提昇至短

期 85.1%、中期 91.5%、長期 94.9%，

改善幅度達 14~24%。及業人口涵蓋範

圍方面，將由現有的 54.5%提昇至短

期的 66.7%、中期 73.9%、長期 78.9%，

改善幅度達 12~24%，預期大眾運輸服

務範圍將有明顯改善。 

由於嘉義市公共運輸發展條件不

佳，且旅次長度短，搭乘人口現況多

為學生、老人情況下，即使有完善路

網的路網，仍無法大幅提升公車的使

用意願。為使本計畫規劃的公車系

統，能成為市民生活中的一環，本計

 



畫於合約範圍外，並增加公車營運策

略建議，期望藉由完善之路網規劃搭

配實際可行之營運策略，發揮公車最

大之運輸效益。營運策略參見第七章

7.1、7.2 節及附錄八免費市民公車實

施方案。建議之營運策略包括行駛免

費市區公車、提供可靠與準點的公車

服務班表、整合公車時刻與聯外公共

運輸、溶入生活的公車資訊等。 

(2)BRT 乘客特性(見第五章 5.3 節) 

搭乘 BRT 的旅客種類，依據高鐵局之

分析，可分為搭乘高鐵轉乘 BRT 之旅

客，以及嘉義地區一般旅次兩類，高

鐵轉乘之旅客佔比為 25%，其餘 75%

為嘉義地區民眾。旅客的種類方面，

可分為一般旅客、學生及老人三種。

依據高鐵局之分析，高鐵搭乘 BRT 之

旅客以一般商務旅次為主，而地區一

般旅次則以工作洽公、就學為主。 

另依據高鐵局之分析資料來看，BRT

票價訂定初步將比照地區客運費率

公式計算，並有老殘免費、學生半價

之優惠，對於地區民眾而言，搭乘 BRT

的費用與地區客運相同，但搭乘 BRT

可享有較好之服務品質及旅行速

率。對於高鐵轉乘 BRT 之乘客而言，

由於 BRT之發車時刻將與高鐵之到離

站時刻整合，因此，搭乘高鐵之旅客

可快速藉由 BRT 往返嘉義市區。另由

於 BRT 具有先進運輸系統之概念，預

期將可吸引部分觀光、上班或年輕族

群搭乘。 

旅次分佈方面，搭乘高鐵轉乘 BRT 之

旅客，主要以商務目的為主，旅次目

的地以嘉義市之機關、大專院校、辦

公大樓為主，包括市政府、嘉義大

學、中興路與中山路沿線辦公金融大

樓、大型醫院等。地區搭乘 BRT 之旅

客則以工作洽公、就學目的為主，旅

次目的地主要分佈在垂楊路、彌陀

路、中山路、中興路一帶之機關、學

校、百貨商場、辦公大樓等。另老人

搭乘 BRT 之旅次分佈方面，則以嘉義

 



公園、醫院等為主要目的地。 

(3)BRT 轉乘接駁分析(見第五章 5.3 節)

依據高鐵局之預測，嘉義市區段 BRT

上下車量較高的車站為台鐵嘉義

站、文化路口站、自由友愛站、衣蝶

遠東站、世賢北港站等五站。另外嘉

義公園停車場站為終點站，民族停車

場站鄰近吳鳳南路(台 18省道)，為

通往阿里山之主要道路，有許多客運

經過。上述這些車站的轉乘需求顯

著，於本規劃中已將上述之轉乘需求

納入考量，規劃之公車路線已考量與

上述車站之轉乘接撥。 

A.一般民眾 

搭乘 BRT 進出嘉義市區的民眾，主要

以洽公及商務為目的，欲至中山路及

市政中心之洽公民眾可於衣蝶遠東

站、民族停車場站下車，轉乘公車或

計程車到達；欲至西區中興路、八德

路、北港路周邊辦公大樓之商務旅

次，可於世賢北港站下車轉乘；欲至

大專院校之商務旅客亦可於民族停

車場站下車轉乘。 

B.學生 

由於距離 BRT車站較近的學校只有 3

所高中職，且嘉義市的文教業者集中

於火車站附近，預期搭乘 BRT 的學生

將集中在嘉義後站轉乘。依據本計畫

之調查，由於彌陀路為通往多所學校

的重要道路，在彌陀路上搭乘公車的

學生旅客數佔了總學生旅客數的

70%，因此距離彌陀路較近的 BRT車

站預期將出現學生轉乘需求。民族路

停車場站、嘉義公園停車場站將成為

學生主要轉乘使用之 BRT車站。 

C.老人 

老人主要旅次目的地為嘉義公園及

醫院，至嘉義公園可直接搭乘 BRT 至

嘉義公園停車場站；醫院的部分，由

於BRT車站並未設置在嘉義市的主要

醫院附近，對於搭乘 BRT 至市區就醫

的民眾而言，較接近醫院的轉運站包

 



括：署立嘉義醫院/世賢北港站；嘉

義基督教醫院/世賢八德站；聖馬爾

定醫院/嘉義公園停車場站、民族停

車場站；嘉義榮民醫院/世賢北港站。

(4)BRT 可行路線評估(第六章 6.5 節) 

A.道路條件可行 BRT路線 

考量道路條件、專用道路線長度、轉

乘接駁、端點調度站等因素，初步篩

選 12 條可發展 BRT 之路線，惟嘉義

市大眾運輸使用之情形並不高，且市

區交通問題亦並不嚴重，而 BRT 之建

設營運成本相較於一般公車系統高

出甚多，嘉義市是否有發展多路線

BRT路網之空間，仍有待後續深入之

分析評估。本計畫僅為就道路條件、

交通機能進行初步篩選出有潛力之

BRT 之路線。 

B.建議優先辦理路線 

優先辦理路線考量因素主要考量 BRT

路網的完整性、運輸需求的分布，基

於上述二考量，12 條 BRT 潛力路線

中，建議優先發展路線 2、8、9，三

路線說明如下： 

(A)路線 2：為嘉義既有 BRT路線東西

二端點之接駁路線，擴大服務新

生路、世賢路一段沿線之國宅，

以及耐斯旅館百貨，從運輸需求

及道路條件來看，皆有較高之可

行性，因此，建議可做為後續 BRT

優先辦理路線。 

(B)路線 8：主要服務路廊為林森東西

路、中山路與新民路周邊之國

宅、眷村，以及火車站等多處據

點。運輸需求及道路條件之可行

性皆相當高。 

(C)路線 9：可將 BRT旅客運送至市中

心區一帶，直接服務中山路、吳

鳳北路沿線政府機關及商家，運

輸效益顯著，終點站可搭配市府

北棟大樓工程，留設停車及轉乘

空間；未來亦可提供阿里山假日

遊客疏運的客運路線。惟吳鳳北

路路寬僅 20 米，略顯狹窄，需搭

 



配嚴格之停車及交通管制措施，

與沿街店家溝通協調，改善路邊

停車、臨停等問題，方有足夠之

路幅佈設公車專用車道。 

2. 遵照辦理，已將 P6-13、P6-22、P6-31

三頁中之 BRT 圖例顏色由褐色改為黑

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