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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記錄_951211 
專案名稱 嘉義市忠孝路暨重要道路交通改善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案 

會議時間 95年12月11日(一)10:00 

地點 鼎漢顧問公司 

主席 張局長朝能 

與會人員 如簽到表 

記錄 李尚諭 

會議名稱 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討論事項 

(一) 羅孝賢教授： 

就之前對嘉義的觀察，在談設計問題之前不應太快切到細節，例如世賢路忠孝路
的道路過大，像是三個路口在運作，已經超乎人的尺度是車的尺度，應先瞭解當
初的道路定位為何，兩側發展的目標？都市計畫發展的願景與未來路段改善以及
路口道路配置，先定位再分配空間，從交通觀點歸納以下幾個問題： 

1.進行道路功能分類的檢討，忠孝路上太多小路口，很難當作一個路口處理，幹
道上面的破口太多要再檢討，例如哪些路要封掉以減少橫交之道路。 

2.研究範圍之肇事比率高的原因？先做釐清，從事故原因來看，分為兩個路口太
大且相交道路尺寸太懸殊，路口太大造成號誌設計不良，像是時比以及清道時
間可否讓行人一次通過等。 

3.各種運具跟行人的動線釐清出來，像忠孝路保健路路口右轉引道設計反而製造
衝突點，應在路口前設置而不是在路口處。 

4.道路規範中快車道禁右慢車道禁左，以高雄為例，因大客車比例較高，開放快
車道右轉，先探討嘉義有無地區特性或是交通上之考量。 

5.世賢路為多織路口，行人穿越動線困難，行人事故的情況應多做著墨，行人穿
越如何處理，如何簡化路口？ 

6.就公車而言分為兩部分，第一劃設公車專用道，使車流單純化減少干擾，第二
可達到類似槽化效果，減少潛在的衝突。 

7.引道的開口要怎麼開，交通流量不大的其況下設置號誌有點浪費，但應考量引
道設置的位置。 

8.在政策的推動上必須有些手段 

(二) 王義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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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先瞭解道路功能分類對於忠孝路、博愛路、世賢路三條道路之定位？ 

2.從傳統公路設計的觀念，建議將中央分隔加寬，縮小快慢分隔島，做法與台北
市中華路很類似，並把原來的配置找出來。 

3.肇事資料部分，應把肇事事故釐清，例如快慢之間變換側撞的狀況，以及發生
事故的正確位置。 

4.忠孝路若以路口轉向量分析服務水準會有高估之現象，建議用延滯來評估較為
貼近。 

5.耐斯開發的停車場出入口設置有問題，造成行車動線混亂，未來在忠孝路兩側
陸續會有大型開發案，停車場出入口會衍生新的問題，應納入規劃考慮。 

6.公車專用道的客運調度場總站在忠孝路，公車通過量高但班次不多，建議配置
公車專用道，配置得方式可以採用敦化南北路快車道外側或是中華路在慢車
道。市府先決定整個道路發展，然後跳脫現有的配置。 

7.人行道被佔用之問題可以像高雄美麗島大道行人的淨空間方式處理，用崁燈設
施區隔開來，相信未來嘉義市也可朔造成星光大道、城市光廊。 

8.建議時間允許情況下先分段擬定初步方案與民眾溝通，辦民眾說明會。 

鼎漢公司陳副總經理： 

1.忠孝路的道路定位為省道，道路以車行為考量，在忠孝路上除了忠孝路與世賢
路路口之外，其他的橫交道路都很狹小，此乃道路結構的問題，因應當地的需
求。 

2.以人為本的想法，提供一個人行空間，引申到嘉義市符合地區特性尺度要多少
是可接受的，或是引進人行設施。 

3.按照程序我們將辦理民眾說明會。 

4.短期先做路口路段的改善，大眾運輸導向屬未來可行方案納入長期規劃。 

(三) 吳宗修教授： 

有關道路配置有以下幾點看法： 

1.中央分隔島的綠帶加寬，兩側人行道加寬，多餘的空間還可規劃停車格位。 

2.公車專用道可共用中央綠帶，可藉由流量調查推算左轉所需儲車空間。 

鼎漢公司陳副總經理： 

1.我們預留了幾個綠帶集中的方案，有點像建國南北路預留的發展區，功能上因
聯絡道需要有快慢分隔，若慢車道需求比較大時將壓縮中間的綠帶，規劃上與
功能跟未來需求有關。 

2.圓環的部分最主要的問題是機車，機車動線不好處理，但有機會設計成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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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有些路可以處理規劃尚須考慮沿街面的處理，但因應地方性的需求造成
地方特殊的狀況。 

(四)陳茂南(書面意見)： 

1.嘉義市區道路系統中主要幹道與一般道路之寬度差距過大，以致在路口處出現
諸如：路口空間過大、動線凌亂、號誌效率不佳、交通事故頻繁等問題，這些
問題多源自於系統上之不調和，因此在尋求解決方法時，也需要系統性之思
考，並作整體及全面性之規劃。 

2.對於幾條寬度數十公尺以上之幹道，其橫斷面設計必須調整，將所有主要車流
彙集在中央路段，並將多餘之空間配置於兩側設置圓道、自行車道或人行道，
並視需要規劃路側分隔式之停車空間，以有效利用道路寬度之優勢。 

3.舊市區商業區內之道路因寬度較小，應考量以設置單行道或限制兩旁路邊停車
之方式，來順暢車流並爭取施設行人步行空間，車用與人用之道路空間應有明
顯區隔〈必要時可使用不同顏色之路面〉，以規劃各種交通動線。 

4.對於主要幹道中部分動線複雜但各方向交通量均不大之路口，可以考量規劃新
型式之圓環，來提升路口之效率。 

5.主幹道之景觀應配合作整體之規劃改善，植栽不宜臨列於交通導緣石兩側，而
應善用守法引入開闊視野與活潑之景觀植栽意象，以強化整體用路品質。 

6.研究分析數據上應增補路口之延滯與服務水準分析，肇事資料應有詳細之肇事
原因分析說明，並應準備大比例尺之全市道路系統現況圖，俾作整體性之規劃。

(五) 嘉義市交通局交通工程課盧課長： 

1.因居民抗爭，無法取消圓環，但可藉由時制時相的調整舒緩衝突。 

2.請鼎漢規劃短中長期改善的方案。 

(六) 嘉義市交通局交通行政課： 

1.現況的公車設在快車道上，希望透過大家經驗討論公車站位的適當性？  

(七) 嘉義市交通局局長： 

1.未來還需要借重各位專家學者的經驗。 

2.本會議屬座談會性質，不做會議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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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記錄_960201 
專案名稱 嘉義市忠孝路暨重要道路交通改善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案 

會議時間 96年2月1日(四)10:00 

地點 嘉義市政府六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 張局長朝能 

與會人員 如簽到表 

記錄 邱建彰 

會議名稱 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討論事項 

(一) 顏秀吉教授： 

就規劃單位提供之書面資料及簡報內容，歸納以下幾個問題： 

1.現況的交通問題是都市計畫規劃的關係所造成。 

2.簡化車流轉向的規劃理念可以接受，不僅有利於提昇路口使用效率，更可增加
行人及車輛的交通安全。 

3.車道車流轉向繞行應妥善規劃，並應設計相關標誌標線以供導引，民眾駕駛觀
念則需時間適應。 

4.中長期的改善方式變化較大，且封閉部份開口，對於民眾的反彈會較大，應採
用漸進式的作法，並召開相關的地方居民說明會宣導民眾週知。 

5.部份路口慢車道幾何配置允許大型車利用慢車道右轉時，短期規劃時即不應開
放大型車在快車道右轉。 

6.中長期建議朝單一路口改善方式發展，規模較大的路口應儘量調整路口尺寸，
以符合未來都市發展需求。 

7.單一路口設計時，因忠孝路路幅較寬，應考量路口淨空所需時間。 

嘉義市政府交通局張局長： 

1.忠孝路-世賢路-新生路口，已先行改善實施快車道禁止右轉及慢車道禁止左
轉，相關標誌牌面已設計施作完成。 

2.部份路段慢車道，較接近路口端停車格位，已開始檢討塗銷，以利車流通行及
轉向。 

鼎漢公司陳總經理： 

1.忠孝路現況慢車道，除新生路-義教街北上慢車道(耐斯廣場前)己拓寬外，其他
路段慢車道現況路幅不足，且路側有停車格畫設或允許停車，導致大型車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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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並且在前次忠孝路地方說明會時，已有居民提出反對意見。 

2.單一路口或多路口等二規劃方案，因應未來發展、交通安全、路口效率及法規
層面因素，本公司評估後認為採單一路口設計方案較佳。 

3.單一路口清道時間的考量，依據速限及路寬計算出忠孝路橫交道路的清道時間
約為 7 秒，以一般黃燈 3 秒全紅 4 秒的運作方式，應為可接受範圍，本公司
將納入時制計畫規劃設計考量中。 

(二) 艾嘉銘教授： 

1.就目前的規劃方案中，若允許大型車於快車道右轉，則在執行面上會有無法落
實的困難。 

2.就規劃設計方案，個人認為採用單一路口設計是較安全及有效率的方式。 

3.就改善方案的進行步驟，在路口或路段的幾何調整時，應先採用較為彈性的設
施方式，試行一段時間，待駕駛習慣後才改為實體改善，是屬較安全的作法，
亦較不會引起居民反彈。 

4.規劃方案中是否可以考量用時制計畫來管控衝突點。 

5.既有路口封閉時，易引起居民反彈，應以交通錐等軟性分隔方式，逐漸的封閉
較易被民眾接受。 

6.短期改善方案應考量未來中長期的規劃方案，以避免民眾適應性及相互違背的
情事。 

7.行人的問題應納入分析考量中，行穿線與設施帶須確保行人動線安全與順暢。

鼎漢公司陳總經理： 

1.快車道的設計是採用「禁止右轉」的方式，另以附牌「大型車除外」來例外開
放，以解決大型車右轉動線。 

2.行人的問題皆有納入規劃設計中加以考量。 

(三) 王義川教授： 

1.中長期大眾運輸方案，若採用中央設置公車專用道方式，則對老人及小孩等使
用者而言較不方便，且對小型車轉向亦較不易。 

2.現況公車的停車彎設置於快車道路側，部份設計不當，公車停靠時不易完全停
入，易影響主線車流。 

3.混合車道應不可超車，故不宜設置太寬車道，以避免肇事時鑑定會有瑕疵，產
生同一車道超車疑問。 

4.引道封閉後，對於既有動線運作會較不順暢，可採用號誌分隔的方式區分車流
動線，即可減少動線間之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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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清道時間設置 7 秒，對地方特性較不易接受，須透過調整倒數計時器顯示角
度，以避免橫向車流搶時間。 

6.肇事資料應納入分析中，反應在改善方案呈現，並回饋到何種改善方式可以解
決哪些肇事問題。 

7.較寬的慢車道設計，在嘉義地區易產生逆向違規的情形發生。 

鼎漢公司陳總經理： 

1.公車專用道的設計，主要是預留未來發展 BRT 及大眾運輸時使用，目前短期
未有公車專用道的需求時，則留設做為綠帶使用，未來可在不減少既有車道數
下提供公車專用道。 

2.引道若只是用號誌區隔車流，實際運作較無強制性，怕仍有駕駛違規闖越。 

(四) 嘉義市交通局交通工程課盧課長： 

1.中長期改善方案，應配合未來重大工程改善一併施作，例如未來忠孝路下方的
污水下水道系統。 

2.在沿街商業考量下，卸貨車位的設置應一併檢討，特別在中長期規劃採用較寬
人行道及設施帶時。 

3.漸進式的改善方式較為可行。 

4.忠孝路及博愛路目前的公車站設置於快車道外側，於法不符，除博愛路因快車
道外側仍有機慢車行駛，故可視為非快車道外，忠孝路則在適法性上有所疑
慮，請規劃單位納入規劃設計考量分析中。 

(五) 嘉義市交通局張局長 

1.感謝與會專家學者寶貴意見，請規劃單位納入規劃設計考量中。 

2.本會議屬座談會性質，不做會議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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