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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團隊基本資料

專案名稱 City Face Off －百年鐵道．城市變色龍

團隊成員

高雄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盧局長維屏、王副局長屯電、王副局長啟川、李主任秘書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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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工務局、文化局、捷運局、環保局、交通局

專案經費 58,210 千元

執行時間

起迄日
99 年 6 月 28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聯絡人 陳駿祥 職稱 課長 電話 (07)3368333 轉 3536

電子郵件 kevin5v@kcg.gov.tw 傳真 (07)3318882

團隊運作架構方式圖示如下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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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案全部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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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Face Off －百年鐵道．城市變色龍

創造效益摘要

位於哈瑪星的高雄港站於 1908 年擴建完成至今已一百年。臺鐵高雄港站

及西臨港線鐵路自民國 97 年 8 月停駛後，擁有百年歷史的高雄哈瑪星臺鐵高

雄港站，從此功成身退，臺鐵局管理人力隨後紛紛調離，致衍生愈來愈多土

地及軌道設施損壞佔用情形，周邊居民對於日益荒廢的偌大站區環境亦希望

早日改善。

高雄港車站北號誌樓及其軌道連動關節，係目前全世界唯一完整留存的

人工機械式調車裝置、1,067mm 軌距鐵道，文化價值非常高，為鐵道國寶。

都市發展局徵詢各方意見後，為避免損及基地內之軌道設施及兼顧使用安全，

採用不拆除一根道釘、不破壞一根鐵軌之可逆式工法（高架式木棧道及平台

方式）施作，將高雄港車站、月台及濱線等重要史蹟保存，北號誌樓連動關

節與轉轍器也完整留下，百年鐵道文化因場域整頓而重現 - 宛若城市變色龍

一般，搖身一變為廣受市民喜愛的高雄港鐵道文化園區。

高雄港站鐵軌裝置 2 隻攀爬鐵路平台貨車的變色龍立體造型綠雕，高約

3公尺的變色龍，共運用了近一萬株的彩色草花裝置而成，配合季節「變色」。

變色龍象徵彈性調適公共政策，將百年鐵道活化重生，配合高雄港區發展，

經由都市更新招商創造經濟效益，打造高雄成為多彩變化及充滿活力的城市。

榮譽 : 本案獲得 101 年建築園冶獎；101 年中華建築金石獎。

( 一 ) 外部效益：

1. 無償取得輕軌水岸線路廊土地 ( 節省 24 億元 )：透過都市計畫變更，臺

鐵局獲得高強度使用（商業區）的土地，市府無償取得 5 公頃輕軌路廊

用地，節省輕軌土路約 24 億元成本。

2. 土地價值提昇 ( 創造開發利益 11 億元 )：土地經由都市計畫變更為商業

區，估計開發後淨利價值可達 11 億元以上。府組成專案推動小組辦理

高雄港站商業區招商，已召開四次會議，並為鐵道文化園區周邊鼓山與

鹽埕舊市區引入都更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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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創造綠地 9.93 公頃 , 自行車道 2.1 公里 , 實現環保減碳：臺鐵高雄港站

綠化面積達 99,300 平方公尺，相當於 12 座足球場綠化面積，不僅能吸

收二氧化碳排放氧氣增加空氣的乾淨度，同時降低落塵量，並符合減碳

的環保目標。依據「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計算本場域綠化成

果，基地綠化總 CO2 固定量（減碳）為 1,986,000 kg，相當於種植 2,206

顆闊葉大喬木之總 CO2 固定量綠化效果。

4. 帶動鼓山鹽埕地區觀光發展：高雄港站環境整理認養及自行車道完工，

市民可以從成功、凱旋路口西臨港線自行車道銜接高雄港站，穿越公園

陸橋、大公路橋到北斗街，全長 7.2 公里，沿途與愛河、駁二特區、西

子灣及壽山風景區等鼓山、鹽埕區著名傳統景點結合，構成西臨港線自

行車道休閒活動路網，有助改善商圈東移後，鹽埕埔日趨沒落景象，帶

動地區觀光發展。

(1) 公共腳踏車使用率提高 1171%：高雄港站鄰近的捷運西子灣站從

100 年的 3,159 人次增加到 101 年的 40,156 人次，經統計 101 年與

100 年比較租賃站使用人次平均成長率高達 1,171%，顯示本場域

改造後大幅提高公共腳踏車使用達率 11 倍增加。

(2) 參訪遊客增加 173%：位於高雄港站鐵道文化園區之打狗鐵道故事

館參訪人數，截至 101 年底，累計達 278,625 人次，比較 101 年與

100 年參訪人數平均成長率高達 173%，印證了自 100 年 4 月 23 日

本工程完工後，整體環境景觀改善已明顯帶來觀光旅遊人潮。

5. 世界級鐵路文物保存 ( 無價 !!)：高雄港站變身成鐵道文化園區，市府與

台鐵合作引進 CT259 及 DT609 兩輛古董蒸汽車火車頭，與另外 6 輛「鐵

路文物」級的車輛，堪稱為鎮園之寶，鐵道宛如復活重生，歷史景物彷

彿倒退百年一世紀，令鐵道迷及日本觀光客緬懷與感動。

6. 創造高雄向上翻轉的機會－型塑亞洲新灣區的出入口：高雄港站鐵道文

化園區位於亞洲新灣區出入口 ( 高雄捷運西子灣站與水岸輕軌交會站 )，

透過保留台灣鐵道文化發展的記憶紋理結合成功打造的綠地空間，讓來

訪高雄的全國朋友與國際遊客均留下美好印象 , 成功創造城市行銷。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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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未來輕軌捷運與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高雄世貿展覽會議中心、

高雄港埠旅運中心及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落實文化保存與觀光發展

整合之經濟效益。亞洲新灣區工程興建過程可提供 8,000 人次的工作機

會；週邊土地增值 42.31 億元；增加政府稅收 12.55 億元；總體效益高

達 193 億元。可望成為高雄未來會展、文創、觀光、影音數位內容等

產業成長的引擎。

( 二 ) 內部效益：

1. 成立專屬網站強調市民參與互動：召開 2 次地方座談會，3 次向文化資

產審議委員會提案保留鐵道文物及 1 次施工前說明會，包括中央及地

方機關、相關國營事業、民間文史團體等專家學者積極投入指導，匯

集各方意見，達到市民參與。

　　　 成立城市變色龍專屬網站，至 102 年 1 月 10 日止，民眾將在高雄

港站所拍攝照片上傳到網站者共 78 張；「高雄港站變色龍」＋「打狗

鐵道故事館」Facebook，所得到民眾按讚的比例（17.29%）較全國其

他同屬觀光類型的火車站更高，成果深獲民眾肯定。

2. 節省土地租金 3315 萬：高雄市政府協調臺鐵局及高港局同意無償代管

土地面積約為 92,833m2，故每年可節省土地租金約 3,315 萬元。

3. 撙節工程成本 1313 萬：完成自行車道總長度共約 2.1 公里，改善周邊

環境場域 9.93 公頃，參考內政部營建署針對「城鄉風貌」開放空間及

廣場造價標準單價每公頃 600 萬元及自行車道平均建造費用標準單價

每公里 431.6 萬元計算，本府獲得內政部營建署全額補助 5,391 萬元即

予完成，約節省工程成本 1,313 萬元。

4. 運用民間資源 ( 每年節省 160.6 萬元 )：除公部門管理維護之資源外，

並與由中華民國鐵道文化協會營運的打狗鐵道故事館建立長期代管機

制，委請其代為看管本場域之火車廂、照明、網路攝影機等設施，每

年節省 160.6 萬元。

5. 系統有效追蹤管制：建置專案追蹤管制系統，精確及有效追蹤管制專案

執行進度及困難排除，使專案如期達成並獲得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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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 wonderful world
（改編自：多麼美好的世界 / 路易士阿姆斯壯）

我看見 38 股鐵道的翠綠和花田的紅艷

她們為你我而綻放

我心中想著

多麼美好的世界啊

我聽著嬰兒哭泣，看著他們長大

他們學習著許多

我從不知道的事物

我心中想著

多麼美好的世界啊

圍繞在園區的是繽紛色彩、是嬉戲奔跑、是歡笑騰騰，高雄港站人氣依

舊、活力滿滿。

回憶帶來幸福的滋味，而朗朗笑聲充盈在耳際，在百年鐵道園區裡，有

懷舊的過去，有熱鬧的現在，也將有明亮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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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Face Off －百年鐵道．城市變色龍

前言－回憶、歷史、荒廢、重生、榮耀、展望

回憶

　　假日午後，負責本場域管理維護的都發局同仁，邀請二位年齡合計超過

170 歲的雙親，同遊高雄港站，在熟悉的月臺鐵道間聽著雙親緩緩訴說青春、

緬懷過去。歷歷往事烙印在記憶深處……

　　

「小時候我常在鐵道旁撿石頭玩，鐵道伴著我成長。

歷經就學、當兵、工作、結婚、生育子女，高雄港站

鐵道留有我生活的點點滴滴……」

「如今，我髮已蒼白，人事已非，但高雄港站鐵道依舊

是我心中永遠的回憶……」

  

 

　　　　　　　　　　　　　　　　　　圖 0-1：二位長者對鐵道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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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1899 年，日本人在鼓山區建造了打狗驛，後改稱高雄驛，通往高雄港口

的濱海鐵路線（簡稱濱線），日文稱為 Hamasen，當地人以臺語直譯其音，

稱為「哈瑪星」。

1908 年 ( 明治 41 年 )，因打狗港 ( 今高雄港 )、打狗驛 ( 今高雄港車站 )

設立，哈瑪星成為當時水陸運輸總樞紐。第一座現代化整齊的街道、最早的

自來水、電力、電燈、電話等，甚至現代化的新式碼頭、鐵路、火車站等均

出現於此。商機無限，也使得五金行、百貨洋行、診所、書店、旅館等各行

各業進駐。

1924 年（大正 13 年）高雄市役所設於此，哈瑪星因而成為高雄市最早

的行政中心，各種新興工商業、金融業更是不斷湧入，同時也是教育、文化

中心，人文薈萃，是最繁華的港濱都市。

哈瑪星由於腹地過小，阻礙都市發展，1939 年（昭和 14 年）市役所遷

至榮町的高雄川畔，1941 年（昭和 16 年）高雄火車站遷至建國二路，「骨牌

效應」隨之應驗，相關民生產業如雜貨店、餐飲、服飾、百貨、印刷、金融、

運輸等，亦隨之遷離哈瑪星，哈瑪星的燦爛星光漸漸暗淡下來。

　

圖 0-2：昔日高雄港站位置鳥瞰圖

資料來源：高雄市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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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廢

位於哈瑪星的高雄港站於 1908 年擴建完成至今已一百年。臺鐵高雄港站

及西臨港線鐵路自民國 97 年 8 月停駛後，擁有百年歷史的高雄哈瑪星臺鐵高

雄港站，從此功成身退，臺鐵局管理人力隨後紛紛調離，致衍生愈來愈多土

地及軌道設施損壞佔用情形，周邊居民對於日益荒廢的偌大站區環境亦希望

早日改善。

重生

高雄港站的興衰變化，起於運輸需求，停於運輸需求，然後帶著百年餘

韻、懷舊風情，換妝重生。以下為施工前後對照及場域介紹：

圖 0-3-1：場域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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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站鐵道文化園區鳥瞰圖 高雄港站鐵道文化園區鳥瞰圖

戶外經典火車廂展示 打狗鐵道故事館外觀

歷史建築－北號誌樓 歷史鐵道設施－轉撤器連動桿

圖 0-3-2：場域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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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色龍綠雕公共藝術 歷史鐵道設施－ 1,067mm 軌道

現場 QR-Code 引導民眾打卡及上傳照片 休憩平臺

火車廂解說牌 西臨港線自行車道穿越 38 股鐵道

圖 0-3-3：場域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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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文化園區假日親子同遊 行銷高雄花田城市－鐵道花海

架高段自行車道－轉折平臺 鐵道文化園區－蒸汽火車頭

五福路至大公路橋段 大公路橋下鐵道風光

圖 0-3-4：場域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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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 施工後

施工前 施工後

施工前 施工後

圖 0-4-1：施工前後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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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 施工後

施工前 施工後

施工前 施工後

圖 0-4-2：施工前後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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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

本案於 101 年 4 月參加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主辦之競賽獲得 101 年建

築園冶獎；並於 101 年 9 月參加中華建築金石獎活動委員會主辦之競賽獲得

101 年中華建築金石獎。本案能獲此殊榮，其綠化環境與保存文化的用心倍

受肯定，可說是實至名歸。

圖 0-5：獲得 101 年建築園冶獎及中華建築金石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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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

提供適合各年齡層次的友善優質休憩環境：

�一、小　孩：放風箏、吹泡泡、變色龍綠雕合照。

�二、老　人：緬懷歷史回憶、散步、享受陽光綠地。

�三、年輕人：拍婚紗、花田、經典火車廂、騎自行車。

圖 0-6：適合各年齡層次皆感動的友善優質休憩環境

展望

一、短期：創造高雄向上翻轉的機會－型塑亞洲新灣區的出入口

公園路橋配合高雄港站鐵道文化園區活化（102 年刻正規劃設計中）。

計畫目標：

（一）建構鐵道園區景觀意識及環境價值。

（二）結合各項資源，活化文化資產，帶動哈瑪星觀光休閒遊憩發展價

值。

（三）鐵道、文化、遊憩連結鐵道文化園區，創造城市文化地景並增加

其附加價值。

（四）公園路出入口與大安公園兩個公共設施執行環境改善，創造公園

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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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7：公園路橋活化模擬圖（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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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期：建設亞洲新灣區帶動城市經濟轉型升級

( 一 ) 國際商業交易的「高雄世貿展覽會議中心」。

( 二 ) 國際觀光門戶的「高雄港埠旅運中心」。

( 三 ) 港灣新地標的「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

( 四 ) 數位多媒體閱讀的「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 五 ) 結合港灣遊憩與城市運輸的「高雄水岸環狀輕軌」。

四個關鍵公共建設，加上水岸環狀輕軌將於 103 年底陸續完工。

　

圖 0-8：亞洲新灣區發展願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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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期：推動高雄未來百年產業成長發展

引動亞洲新灣區創造價值，加速港區土地活化開發：

（一）加值亞洲新灣區，開創優質投資環境，築巢引鳳。

（二）增訂開發獎勵，放寬經貿園區土地使用管制。

（三）整合公私有地主加速開發。

（四）完成多功能經貿園區都市計畫通檢案公告實施。

（五）協調中鋼總部商業設施、中油南部企業大樓、東鋼觀光旅館及統

一夢時代二期土地進行開發。

圖 0-9：高雄港站過去與未來百年發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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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個案背景與問題描述

本專案內容係以「高雄港站至臺鐵縱貫線分支口自行車道系統延伸工程」

環境景觀改造執行過程為基底，闡述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檢討問題、提出

解決方法之創新作為及實際成效。本專案優先關心及積極面對「市民福祉」

的課題，包括了「環境、經濟、文化」等三大面向，茲先就各面向遭遇之六

大問題（圖 1-1）說明如下：

問
題
描
述

三
大
面
向

六
大
問
題

環境面 經濟面 文化面

City Face O�－百年鐵道．城市變色龍

台鐵土地

閒置荒廢

哈瑪星休

閒綠地不

足

哈瑪星地

區沒落

輕軌用地

費用高

鐵道文化

遺產湮沒

文化保存

與環境開

發衝突

圖 1-1：從三大面向歸納出六大問題

一、環境面

（一）臺鐵土地閒置荒廢

臺鐵臨港線鐵路之高雄港站於停止貨運行駛之後，臺鐵局管理人力

隨後紛紛調離，致衍生愈來愈多土地及軌道設施損壞佔用情形，造成鐵

道雜草叢生，環境髒亂，遊民聚集，形成治安死角，不僅讓市民整體觀

感變差，並對市容造成重大負面影響，周邊居民對於日益荒廢的偌大站

區環境亦希望早日改善。難以想像，圖 1-2 的照片的荒廢景象，卻是以

往國內外觀光客行經高雄著名風景點西子灣的必經之地，因此，市府如

何協調臺鐵局，進一步與市府合作進行環境景觀改善，刻不容緩。

　

圖 1-2：臺鐵土地荒廢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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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哈瑪星休閒綠地不足

臺鐵高雄港站位於高雄市哈瑪星的精華地段內，面對臺鐵用地荒廢

閒置情形，在考量其未來轉型方向的同時，亦需以滿足照顧人民福祉為

前提，且原西臨港線自行車道至高雄港站形成一尷尬斷點，無法串連形

成綠地廊道；在哈瑪星休閒綠地不足之前提下，應思考如何改造並能提

供民眾足夠的優質休閒綠地環境，以增加民眾的社交休憩機會。

二、經濟面

（一）哈瑪星地區沒落

哈瑪星是高雄港現代化發展的起源地。隨著港、市繁榮及新的都市

計畫發展，高雄港的地理環境與車站設備已經無法滿足都巿成長所帶來

的需求。1941 年日人在大港埔〈今高雄車站現址〉興建現代化鋼筋水

泥的新式火車站，將大港庄的居民，有計畫性地遷至新大港（今高雄醫

學大學東邊），都巿重心東移，高雄港站業務僅存承辦貨運及高雄至屏

東的客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1941-1945）末期，高雄港站的站房與

主要場站設備遭美軍轟炸機炸毀。1947 年重建現存站房，南、北號誌

樓則依原建築稍加改建，繼續營運車站業務。1968 年時停辦高雄至屏

東客運，而專辦貨運業務。隨後高雄運輸重心逐漸轉移，人口流失，業

務銳減，地區逐漸沒落。如何藉由良好的公共設施資源投入，讓沒落之

哈瑪星地區能夠振興，為亟待解決之課題。

（二）輕軌用地費用高

臺鐵臨港線鐵路圍繞著高雄站前市中心區商業發展的界面，過去高

雄港大量產業物流的輸運，衝擊著沿線地區的環境品質，使得二側的土

地因鐵路廊道阻隔而缺乏有效的縫合與連結。近年來伴隨著貨物陸運型

態的轉變、鐵路運量減少及都市發展向水岸推動等因素的趨動下，臨港

線以其環狀、線性及環繞市中心區的區位特性，將隨著臨港線停駛後，

取而代之的是輕軌建設及都市綠色軸帶。故臨港線沿線及場站土地之取

得，是輕軌捷運得以順利發包的關鍵因素（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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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鐵臨港線鐵路之高雄港站段所涉及用地產權及管理機關複雜，除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外，還包括了交通部高雄港務局、高雄市政府工

務局、國有財產局及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以臺鐵局為大宗（表

1-1），以該區的輕軌用地費用高達 24 億，將是高雄市政府財政的沈重

負擔。

　

圖 1-3：綠色為水岸段輕軌捷運路線

表 1-1：高港站土地權屬統計表

土地權屬
高港站

面積（m2） 佔該區段百分比

臺鐵局 82,276 68.98%
高港局 34,356 28.80%
市府 1,935 1.62%

國有財產局 406 0.34%
臺糖公司 307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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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面

（一）鐵道文化遺產湮沒

高雄港站是見證高雄市港發展之重要據點，基地內之軌道及設施，

更是濱線鐵路的關鍵路線及設施系統。高雄港車站北號誌樓及其軌道連

動關節，係目前全世界唯一完整留存的人工機械式調車裝置、1,067mm

軌距鐵道，如此重要而豐富的歷史文化遺跡卻淹沒在荒煙蔓草中，被人

忽略。

　

圖 1-4：歷史建築－北號誌樓及轉撤器連動桿

（二）文化保存與環境開發衝突

高雄港站站體（含月臺）、

北號誌樓及連動關節與轉轍器之

鐵軌範圍，已列入文化資產歷

史建築保存範圍，由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主管，其中位於高雄港站

「打狗鐵道故事館」委由中華民

國鐵道協會代管後，各文史團體深怕此段自行車道系統延伸及綠美化工

程闢建破壞歷史建築相關設施，進而要求全區保留，高雄市政府文化資

產審議委員會亦高度關切本工程的規劃及施工 ( 如圖 1-5)。本景觀再造

工程是否會破壞歷史建築遺跡，需要周詳的討論、準備及規劃，故如何

解決文化保存與環境開發的衝突，考驗著主辦機關高雄市政府都發局的

智慧。

圖 1-5：文化資產審議委員及文史團體

　　　   至工程現場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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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解決方法

一、透過「SWOT」分析找出最佳解決模式

針 對 前 述 問

題，都市發展局採用

「SWOT」管理分析

模式進行分析（如表

2-1）找出最佳解決

模 式（ 如 圖 2-1），

多次邀集公私部門開

會，運用「整合協調、

跨機關合作」方法，

分析出「衝、聯、破、

守」四大解決要訣，

並訂定八大策略，據

以執行。

表 2-1：「SWOT」模式進行分析

對達成專案目標為正面效果 對達成專案目標為負面效果

內

在

環

境

優勢 (Strengths) 劣勢 (Weaknesses)

1. 掌控都市計畫變更權限。

2. 已有西臨港線自行車道通車

經驗。

3. 對環境髒亂擁有裁罰權。

1. 財政困窘，用地取得困難。

2. 府內涉及都發局、文化局、工務

局及環保局各有主管立場。

3. 該區段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及細部

計畫未即時配合修正。

4. 相關設施牽動文化資產保存，文

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查結果無法

掌控。

外

在

環

境

機會 (Opportunities) 威脅 (Threats)
1. 市民、地方文史團體之支持。

2. 臺鐵局開放可以簽定委託代

管行政契約方式提供用地使

用。

3. 配合中央都更政策加速都市

計畫變更案順利通過。

4. 有效改善西臨港線自行車道

系統使用機能及價值。

1. 臺鐵局土地呈現閒置荒廢情形。

2. 臺鐵局對該段有復駛可能性，致

本工程採行可逆式工法，非長久

之計。

3. 用地管理權屬複雜，增加跨域協

調困難。

4. 中央經費補助不確定性。

破 衝

守 聯

O機會

T威脅

S優勢W劣勢

‧策略5：荒地變綠地

‧策略6：文產活化

‧策略1：都市計畫變更

‧策略2：法律裁罰

‧策略7：保障土地所有權人

　　　　 權益

‧策略8：減法施工

‧策略3：跨機關合作

‧策略4：市民參與

圖 2-1：透過「SWOT」分析找出最佳解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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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衝：都市計畫變更、法律裁罰

1. 運用都市計畫變更策略

本案區域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原為鐵道、道路、綠地等公共設施用

地，缺乏促使臺鐵局開發之誘因。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為使本案能順

利進行，透過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變更方式，使臺鐵局取得部

分商業區用地，並劃為都市更新地區範圍，除提高臺鐵局管有土地之使

用價值外，相對臺鐵局同意配合高雄市政府推動本案工程，並讓市府無

償取得輕軌捷運水岸線站體及路廊用地（如圖 2-2）。

圖 2-2：西臨港線鐵路土地作為輕軌捷運路線（水岸段）用地構想

2. 運用法律裁罰策略

本路段於臺鐵局自 2008 年 11 月貨運停駛後，因其未能有效管理維

護，導致環境髒亂、雜草叢生，經高雄市政府環保局以違反廢棄物清理

法開罰。藉由此項裁處動作，也讓臺鐵局重新思考與高雄市政府建立合

作關係的可行性，並得以合作進行環境景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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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跨機關合作、市民參與

1. 採取跨機關合作策略

本專案因涉及府外單位如臺鐵局、高雄港務局、市府相關機關（如

環保局、文化局及工務局）及文史團體、當地人士等公私單位，高雄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採取跨機關合作策略，與不同領域的中央、地方公部門

管轄單位進行整合，並與私部門團體建立夥伴關係，使本專案得以充分

展現合作之互利結果。

2. 運用市民參與策略

本案饒富歷史記憶，也是當地人深藏內心的兒時回憶，高雄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啟動市民參與機制，主動邀集臺鐵局、高雄港務局、文史團

體、當地人士及市府文化局、工務局等相關公、私部門召開協調會，讓

市民充分參與意見，說明本案改造不損及鐵道歷史文化價值，並可創造

有意義的休閒環境。

（三）破：荒地變綠地、文產活化

1. 採取荒地變綠地策略

高雄市西臨港線自行車道系統第一段起自成功、凱旋路口至真愛碼

頭，第二段由真愛碼頭至漁人碼頭，本段規劃施工即由高雄港站至臺鐵

縱貫線分支口，總長度約 2.1 公里。因用地權屬及管理部門複雜，加以

市府財政無力全額負擔，用地取得相對困難，使得推動上並不像第一段

及第二段來得順利，因此原有西臨港線自行車道停止於高雄港站區，無

法與西子灣、愛河、壽山等周邊自行車道及觀光景點串連延續。透過本

案之推動執行，串連愛河與壽山風景區自行車道系統塑造成完整網絡，

並將荒廢鐵道變成綠地及綠廊。

2. 採取文產活化策略

臺鐵高雄港站具百年歷史，富含前人篳路藍縷開創生活智慧之歷史

軌跡，都市發展局經結合文化局及地方文史團體之意見，將歷史建築朝

保存活化再利用方式，在新時代重現其光彩。活化方式包括靜態之經典

火車廂展示及打狗鐵道故事館鐵道文物保存展覽，動態方面保存目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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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唯一完整留存的人工機械式調車裝置、1,067mm 軌距鐵道、北號誌

樓及其軌道連動關節，並透過志工導覽，讓民眾了解場域之歷史故事，

徜徉於 38 股鐵道綠地之開闊空間中，如同身蒞於活生生的鐵道博物館，

讓臺鐵高雄港站活化成貼近市民生活的鐵道文化園區。

（四）守：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益、減法施工

1. 採取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益策略

都發局執行本案過程，參與同仁跨 6 個科室及投入 20 人以上人力，

同仁為建築師、土木工程技師、都市計畫技師等專業技師，每個人發揮

專業合作精神，凝聚團隊共識，構思最佳方法以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

益。市府結合舊港區水岸成長與輕軌建設計畫的配套，將臨港線現況閒

置且低度利用的場站與沿線路廊辦理都市更新再開發，調整其發展定位

及都市計畫分區，並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提高土地使用強度，保障了土地

所有權人權益，尤其是占土地權屬大宗的臺鐵局，獲得土地價值增加約

1 億 9 仟萬元及未來開發後高達 11 億以上的獲利。

2. 採取減法施工策略

都發局推動西臨港線鐵路沿線周邊美綠化及環境整理、自行車道串

聯及延續，整個改造採用與鐵道意象相融的減法設計及施工，包括藝術

座椅、變色龍公共藝術、綠地花海等，為避免損及基地內之軌道設施及

兼顧使用安全，本工程採不拆除一根道釘、不破壞一根鐵軌之可逆式工

法（高架式木棧道及平台方式）施作，提供市民潔淨陽光空氣綠地、簡

捷且優質的景觀設施，達到環境永續目標。

二、執行方案

經由上述策略運用，進行三組行動方案、十項執行項目，茲說明如下：

（一）流程整合

本案用地臺鐵局佔了 68.98%，包含高雄港站站體（含月臺）、部

分鐵軌、北號誌樓、連動關節及轉轍器等相關附屬設施，高雄市政府文

化局已登錄公告為歷史建築，同時又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所管理之公園

及綠地於其中。夾雜土地產權複雜、區內違建或占用等問題，整合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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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鐵局、高港局、國有財產局、臺糖公司等之職責或利益，又面臨文史

團體全區保留的訴求，在尋求市民最大福祉的施政目標下，充滿挑戰。

本案整合協調跨機關合作（如圖 2-3）如下說明：

提升

市民

福祉

整合

協
調

市
民

參
與

跨機關

合
作

當
地
居
民

參
與
政
府
公
共
建
設
討
論

民
意
代
表

提
供
民
意
及
專
業
意
見

民
間
文
史
團
體

享
受
優
質
公
共
設
施
建
設
成
果

閒
置
土
地
轉
型
利
用

高
港
局

︵
改
制
為
航
港
局
及

高
雄
港
務
公
司
︶

無
償
提
供
土
地
由
高
雄
市
政
府
代
管

無
須
負
擔
土
地
稅
金 

獲
得
高
強
度
使
用
之
土
地

臨
港
線
停
駛
路
廊
轉
型
利
用

臺
鐵
局

都
市
更
新
整
合
土
地
活
化

提
供
高
雄
市
政
府
輕
軌
捷
運
路
廊
用
地

獲
得
高
強
度
使
用
之
土
地

高

雄

市

政

府

都市發展局

捷運局

工務局

文化局

環保局

交通局

辦理環狀輕軌捷運

建置自行車道串連

辦理文化資產保存

辦理環境髒亂裁罰

辦理交通圖說審查

辦理景觀再造工程

辦理公共藝術加值

辦理後續管理維護

提供民眾互動資訊

提供行政程序支援

辦理都市更新活化

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圖 2-3：「整合協調、跨機關合作、市民參與」提升市民福祉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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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流程整合關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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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府與臺鐵局、高港局跨機關整合

（1）高雄市政府與臺鐵局、高港局跨機關整合採行的策略為：

a. 完成都計變更，取得公設回饋用地。

b. 市府與臺鐵局、高港局簽訂代管土地行政契約，由市府取得闢

設開放空間主導權。

（2）採行的作法為：

a. 短期：環境整理供市民使用。

b. 長期：作為亞洲新灣區發展腹地之一（即水岸輕軌站體及路廊

用地與商業用地）。

從本案規劃施工興闢過程中，從跨機關挑戰角度來看，不僅有縱向

面挑戰（即高雄市政府與臺鐵局、交通部高雄港務局、國有財產局、臺

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尚存有橫向面挑戰（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文化局及工務局）。除此之外，依威廉．瑞克（William H.Riker）所談

博奕理論（game theory），於理性參與者（player）交互行動間的策略

選擇，以及如何建立合作（coordination）的關係而言，就本案高雄市政

府與臺鐵局間，存有囚犯困境賽局（合作賽局）關係，即一方保有開發

必要性與否及另一方在鐵道空間活化利用或閒置間之合作與不合作關係

存在（如表 2-2）。據此，對臺鐵局而言，四種結果的偏好順序為 d > a 

> c > b；對高雄市政府而言，則為 b > a > c > d。

表 2-2：高雄市政府與臺鐵局間「囚犯困境賽局」

兩者而言

最為理想

對高市府有利

對臺鐵局不利

對臺鐵局有利

對高市府不利

兩者而言

皆不理想

a b

d c

主動

合
作

不
合
作

被動

高雄市政府

臺
鐵
局

鑑於開闢本案工程，大部分需使用到臺鐵局所管理之用地，而臺鐵

局基於未來可能再行復駛打算及擔心文史團體之文化保存訴求是否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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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站未來土地開發之考量，暫無與他機關合作意願，致未能發揮資

源共享。

經市府鍥而不捨的努力，提出代管土地、變更都市計畫提高土地使

用強度及代為辦理都更等確保臺鐵局之權益措施，展現最大誠意化解臺

鐵局之疑慮，並取得中央支持，於 2006 年行政院都市更新推動小組第

4 次會議決議：高雄市政府取得路廊用地，臺鐵取得場站用地為原則，

一次解決用地回饋及都市計畫變更問題。高雄市政府爰與臺鐵局簽訂行

政契約代管臺鐵路廊用地，配合水岸輕軌路線，進行本案之環境景觀改

造工程。

另洽商交通部高雄港務局簽訂「經管國有土地無償提供綠美化契

約」取得用地使用，代管認養有效降低成本。

藉由跨機關協調在文化保存與土地開發間求得最佳共識，進行本

案規劃設計及工程施作，以都市更新方式創造縫合新綠廊，興建綠美化

及自行車道系統，促進臨港線沿線及場站土地使用機能的利用與再發展

（圖 2-5），經由整合合作讓高雄市政府、臺鐵局與高港局獲致多贏結

果。

圖 2-5：將臨港線閒置場站與沿線路廊辦理都市更新再開發

2. 市府各機關水平整合

市府機關間水平整合關係如表 2-3，茲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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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高雄市政府機關間水平整合分工說明表

高

雄

市

政

府

都市發展局

住宅發展處 辦理都市更新活化

都市規劃科 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都市開發處
辦理景觀再造工程

辦理後續管理維護

都市設計科 辦理景觀藝術加值

資訊室 提供民眾互動資訊

秘書室 提供行政程序支援

捷運局 辦理環狀輕軌捷運

工務局 建置自行車道設施

文化局 辦理文化資產保存

環保局 辦理環境髒亂裁罰

交通局 辦理交通圖說審查

依前述本案規劃施工興闢過程中，從跨機關挑戰角度來看，尚存有

市府機關間水平整合挑戰（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文化局、工務局、

捷運局、環保局及交通局）。

高雄市政府機關間水平整合由都市發展局擔任起整合者角色，打破

機關間各司其職之領域，藉由都市發展局掌握都市更新及都市計畫變更

職權之優勢，整合成效包括：

（1）協助捷運局推動輕軌捷運都市計畫變更，並與臺鐵局協調折衝讓市

府以最少代價取得其臨港線路廊用地，解決輕軌捷運路廊用地取得

問題。

（2）環保局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開罰臺鐵局之荒廢髒亂土地，此項裁處

動作，也讓臺鐵局意識空地維護的社會責任，並重新思考與高雄市

政府建立合作關係的可行性。

（3）借鏡工務局職掌之公園、綠地及既有自行車道闢建經驗，規劃完善

的西臨港線自行車道系統串連。

（4）與文化局合作，向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提案說明，克服基地內之歷

史建築面臨文化資產保存與開發衝突之問題。

（5）本案工程規劃設計過程中，交通局協助交通圖說審查及安全之把

關，讓完工後之使用者有安全及完善的交通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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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都發局內部分工

都市發展局內部推動本案規劃施工興闢過程中，充分展現水平整合

的力量，茲說明如下：

（1）住宅發展處：職掌都市更新，代辦臺鐵局都市更新土地招商作業，

使市府釋出與臺鐵局善意之協助關係。

（2）都市規劃科：職掌都市變更，辦理臺鐵局高雄港佔用地之都市計畫

變更作業，增加土地價值以提昇臺鐵局同意誘因，是取得臺鐵局合

作獲致雙贏之關鍵因素。

（3）都市開發處：職掌景觀再造工程及負責後續管理維護，扮演與臺鐵

局簽訂代管土地行政契約、爭取中央經費補助、執行景觀改造規劃

及施工及持續改良修繕以保持優良環境品質之重要任務。

（4）都市設計科：職掌公共藝術加值責任，設置變色龍綠雕公共藝術、

花田計畫及經典火車廂展示，並結合打狗鐵道故事館志工現場導

覽，讓改造後的場域創造加值效益。

（5）資訊室：職掌民眾互動資訊責任，特別為本專案於都市發展局服務

網站首頁建置「城市變色龍 - 百年鐵道、活化重生網」，現場民眾

使用手機藉由 QR-Code 連上都市發展局網站，進行打卡，並將與

變色龍綠雕合照之照片上傳專屬網站，民眾並可藉由 Facebook 發

表意見或直接寄送局長信箱，讓民眾獲得本案最新資訊及互動的效

果。

（6）秘書室：職掌行政程序支援責任，在採購作業及行政支援上，提供

本專案強有力的後盾。

4. 中央與市府機關垂直整合

都市發展局推動本案，於前置作業提出完整計畫，成功爭取政部營

建署全額補助規劃設計及工程經費，另又獲該署補助辦理高雄港站都市

更新。過程中，市府承中央支持，於府內外機關間採主動溝通方式排除

困難，局內所屬單位亦和心合力，終完成本案成果，中央至地方貫徹使

命達成目標，充分展現垂直整合的力量。

（二）資通訊服務導入

1. 建置環景遊高雄 APP 線上導覽

都市發展局為將高雄港站鐵道文化園區及高雄豐富的人文風貌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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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景觀介紹給各界，除了結合環景攝影（Panorama）技術與資通訊科技，

建置完成「高雄 720°空間影像網」（如圖 2-6）之外，更同步開發「環

景遊高雄 APP」，方便民眾透過智慧型手機等行動通訊裝置，隨手拈來

即可隨時、隨地觀賞本案及各類精選的大高雄環景圖片，並可利用 APP

將喜愛的場景製成動態明信片，寄給親朋好友觀賞（如圖 2-7）。

　　圖 2-6：高雄 720°空間影像網

　　http://k720.kcg.gov.tw/Show/ViewW?scnid=44

　　　　圖 2-7：利用 APP 將喜愛的場景製成動態明信片，寄給親朋好友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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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公室自動化

（1）CCTV 即時動態畫面監控

利用內部與外部網路連結，管理維護人員在辦公室內（如圖 2-8），

藉由遙控設置於維管場域之網路攝影機，即可監視現場之最新畫面，暨

可既節省人力並又可迅速掌握最新訊息，加速事故處理時效。

　　

圖 2-8：於辦公室電腦螢幕即可監視維管場域之最新狀況

（2）系統追蹤列管

高雄市政府都發局建置專案追蹤管制系統，善用資訊軟體之便利

性，精確及有效追蹤管制專案執行進度及困難排除，使專案如期達成並

獲得良好成效（如圖 2-9）。市府設有 24 小時 1999 市民服務專線提供

民眾通報建議服務，都市發展局對民眾通報之場域故障或髒亂情形，均

能迅速處理並即時回復通報人處理情形（如表 2-4），並責成管理維護

廠商隨時巡視場域，回報最新資訊，故能使場域隨時保持完善狀況。另

民眾並可藉由局長信箱接收民眾之意見，達到與民眾資訊互動的效果。

為將便民服務執行的更有效率，以管理維護服務作業縮短流程時間

為例（如圖 2-10），承辦單位接獲民眾電話或網路線上通報場域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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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時，即第一時間查明所在地點及問題原因，隨即聯絡管理維護廠商

進行修繕，並將處理結果以電話或線上服務系統回復通報民眾。經統計

101 年度共 68 件民眾陳情案，平均總處理時間約 3.4 天，展現出便民及

有效率的服務。

 

圖 2-9：都發局案件追蹤管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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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高雄市政府 1999 人民陳情案件處理聯單

高雄市政府線上即時服務系統 ( 非網路部份 ) 人民陳情案件處理聯單

案號 A-TB-2012-3450 序號 01-1 移文數

承辦機關 都市發展局 承辦天數 5
建議 ( 陳情 ) 人姓名 保密案件 電話 保密案件

建議 ( 陳情 ) 人里別 建議地點
鹽埕區五福四路底

( 西臨港線自行車道 )
電子信箱 保密案件 來源別

建議 ( 陳情 ) 人地址 保密案件 建議日期 2012-01-19 9:12:30
分文日期 / 時間 2012-01-19/09:22:11 機密等級

主項 非屬前述各類的其他事項 子項 其他

主旨

建議事項
鹽埕區五福四路底 ( 西臨港線自行車道 )

渠反映該處照明設備故障不亮，建請查處。

科室 / 承辦人 都市開發處 / 郭又瑜 /3368333 應結案日期 2012-02-02
其他承辦機關 結案日期

答覆日期 字號

特別叮嚀
INS120118142，1/19 09：12 市區養護科路燈股梁連盛先生回報：

該處照明燈為都發局權責，故改派非網辦理。

處理情形

親愛的市民您好：

有關您 1 月 19 日陳情意見收悉，市長非常重視，將屬本局業務

分交本局處理，茲將查處結果敬復如下：

台端反應五福四路底照明設備故障不亮乙節，本局業已責成廠

商於 101 年 1 月 19 日晚上 11：40 改善完竣。

倘您對本案處理結果還有任何疑問，可與本局都市開發處承辦

人郭又瑜 ( 電話 07-3368333 轉 2244）聯繫，我們同仁將會再詳

細為您說明，再次感謝您對市政的關心並熱心提供建言。

敬祝您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盧維屏敬上

備註

無後續處理事項：
結案

接獲民眾電話或網路線上通報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承辦單位

第一時間查明所在地點及問題原因

聯絡管理維護廠商進行修繕

將處理結果以電話或
線上服務系統回復通
報民眾

平
均
總
處
理
時
間
約

　天
3.4

圖 2-10：管理維護服務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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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acebook 打卡、QR-Code、主題網站、合照上傳網站

都市發展局為推廣活化重生後之台鐵高雄港站風貌及鐵道文物，利

用網站於首頁建置「城市變色龍 - 百年鐵道、活化重生網」（如圖 2-11）

活動行銷區域，便於民眾利用行動裝置及 QR-Code 連結本局網站，將

在台鐵高雄港站所拍攝之城市變色龍相關照片上傳，並建立 facebook

專屬帳號「高雄港站變色龍」及「打狗鐵道故事館」，民眾可將照片推

播給親友，目前已累計 78 張（如圖 2-13），每一張都代表對封存已久

的百年鐵道無限的回憶與喜悅！

圖 2-11：城市變色龍－百年鐵道、活化重生主題網站

http://ctcolor.k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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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現場 QR-Code 引導民眾打卡及上傳照片至專屬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DagouyiChameleon

圖 2-13：都發局網站首頁民眾與變色龍合照上傳照片互動

http://urban-web.kcg.gov.tw/ksnew/web_page/KDA400103.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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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民眾在「高雄港站變色龍」及「打狗鐵道故事館」Facebook，與其他火車站

Facebook 人氣比較表　　　　　   　　　　　　　　　　　　　　

Facebook 帳號 按讚人次 到站人次 按讚 / 到站人次比

高雄港站變色龍＋打狗鐵道故事館 3,760 21,752 17.29％

勝興車站＋勝興火車站 2,265 108,732 2.08％

集集鎮火車站＋集集 2,453 199,788 1.23％

鶯歌火車站＋鶯歌車站 655 32,578 2.01％
內灣車站＋新竹縣內灣火車站＋

內灣火車站
328 27,220 1.21％

註：截至 102 年 1 月 10 日止

由上述比較表可知「高雄港站變色龍」＋「打狗鐵道故事館」

Facebook，所得到民眾按讚的比例（17.29%）較其他同屬觀光類型的

火車站高，顯然高雄港站的建設與服務成果深獲民眾肯定。

都市發展局在本專案推展、執行與完成各階段，在局網上以專屬平

臺及新聞稿等傳播媒介，主動即時告知社會大眾（如圖 2-15 ～ 2-16）。

都市發展局主動發佈西臨港線獲頒建築園冶獎、中華建築金石獎等

得獎新聞，行銷市政績效，報章媒體報導獲獎，建立市府正面形象（如

圖 2-14）。

圖 2-14：網站發佈西臨港線獲頒建築園冶獎新聞

http://urban-web.kcg.gov.tw/ksnew/web_page/KDA020100.jsp?PK01=2012042016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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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西臨港線自行車道景觀工程專屬網頁

http://urban-web.kcg.gov.tw/ksnew/web_page/KDA050100.jsp?PK01=20100923155509&SK01=1

圖 2-16：變色龍、花田、老車廂加值專屬網頁

http://163.29.241.153/CREATIVE/ei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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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資源結合

1. 辦理徵圖活動，與民間文史團體合作進行歷史建築保存規劃

本專案在前置作業及規劃過程中，與民間文史團體合作，採納其建

議進行歷史建築保存規劃，使本專案能兼顧歷史建築保存與開發之目的

（如圖 2-19）。

為尋找高雄港站接近理想的未來構想，都發局辦理國際徵圖活動，

自 99 年 12 月 11 日開始至 100 年 3 月 25 日截止收件，活動期間除於北、

中、南部各舉辦一場徵圖說明會，並分別於 100 年 1 月 22 日及 100 年

3 月 6 日辦理北號誌樓參訪與哈瑪星文化導覽活動，深度介紹台鐵高雄

港站的歷史與鐵道文化。國際徵圖活動計有 62 件作品報名參選，參選

者來自台灣、英國、美國、荷蘭、加拿大、韓國、馬來西亞及中國等。

經資格審查後，計有 56 件作品進入評選。第一階段採書面評選，

總計 13 件作品入選；第二階段採入選者簡報與答詢評選，總計選出特

優作品 2 件、優等作品 3 件、佳作作品 5 件（如表 2-6）。入選作品皆

於 100 年 8 月 17 日舉辦之「舊打狗驛 ( 高雄港站 ) 文化保存與都市再

發展徵圖決選公告記者會暨頒獎典禮」、「大高雄鐵道文化創意發展論

壇」及「舊打狗驛（高雄港站）文化保存與都市再發展徵圖成果展覽暨

系列活動」中展出，深獲國內外與會者好評，認為整體規劃符合文化保

存與都市更新的目的，並提供產業活化與水岸發展上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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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國際徵圖第二階段評選結果

圖 2-17：國際徵圖特優 AGER Group 作品「帶狀鐵道景觀公園」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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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國際徵圖特優 De Architekten Cie 作品「與歷史連結」示意圖

　

圖 2-19：邀集專家學者及民意代表及在地人士召開地方座談會

2. 社區夥伴協助進行場域管理維護

本專案場域納入都市發展局管轄範圍，除公部門管理維護之資源

外，並與由中華民國鐵道文化協會營運的打狗鐵道故事館建立長期代管

機制，委請其代為看管本場域之火車廂、照明、網路攝影機等設施（如

圖 2-20），建立合宜之經營管理維護體系，每年可節省約 160.6 萬元，

有效降低管理維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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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打狗鐵道故事館受都發局委託代為管理維護場域

3. 志工協助多語導覽服務

高雄港站鐵道文化園區之戶內外展示，室內展示的鐵道歷史文物

都是日本時代非常珍貴的遺物，戶外則展示深受鐵道迷喜愛的經典火車

廂。現場運用中華民國鐵道文化協會志工協助提供諮詢及導覽服務，常

態解說志工約 6 人，採排班輪值，背景多為退休老師或熟悉鐵道歷史的

熱心人士。另鐵道文化協會與中山大學外文系羅庭瑤教授合作，可預約

提供外國遊客進行英語或日語導覽，自 99 年 10 月開館至今，平均每月

導覽 9 場，估計約已導覽 220 場次以上，讓前來遊賞之國內外遊客進一

步了解百年鐵道歷史文化，達到文化傳承目的。

  

圖 2-21：中華民國鐵道文化協會志工協助導覽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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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際效果

一、外部效益

高雄市政府都發局為解決臺鐵高雄港站閒置荒廢土地問題，推動鐵

路沿線周邊美綠化及環境整理、自行車道串連時，所展現的核心價值即

是「市民福祉」。從圖 3-1：「環境、經濟、文化」提升市民福祉的正

向循環圖可得知，本專案從「環境」改善出發，「環境」可提振「經濟」

發展，「經濟」可改善「文化」內涵，「文化」可形塑「環境」氛圍，

藉由正向的循環發展，提升「市民福祉」的核心價值。

圖 3-1：「環境、經濟、文化」提升市民福祉的正向循環圖

（一）環境面

1. 提供優質休憩空間（變色龍綠雕、騎自行車空間場所）

「鐵道文化園區」遊賞之民眾滿意的稱讚說：「現場空間猶如置身

鐵道博物館一般。」。本場域提供市民無縫的人際交流，健康休閒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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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空間，民眾前來賞花海、騎自行車，師生前來戶外教學、新人拍攝婚

紗；假日及黃昏時更是人潮活動的高峰。市府藉由提供市民健康安全的

休閒環境，完善的場域管理維護服務，提升市民對市府服務的滿意度。

　

　

　　　圖 3-2：鐵道園區吉祥物變色龍綠雕　　圖 3-3：高雄港站吸引新人前來拍攝婚紗

本場域貼近市民的生活，營造市民的後花園，甚至市民主動將面

臨自行車道的後門，改造當成正門，只因環境綠美化後，原為後門的空

間變漂亮了，市民樂於在此空間中活動，生活的點點滴滴也在此場域發

生。市民對市府提昇環境品質努力的認同，建立對市府的信任感。

　

　　　　　　　　　　　　　　　　　　　　 圖 3-5：高雄港站改造後景觀鳥瞰圖圖 3-4：市民主動將面臨自行車道的後

門，改造當成正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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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高雄港站景觀平臺設計示意圖

2. 綠美化鼓山、鹽埕環境

高雄港站環境整理認養及自行車道完工，市民可以從成功、凱旋

路口西臨港線自行車道銜接高雄港站，穿越公園陸橋、大公路橋到北斗

街，全長 7.2 公里，沿途與愛河、駁二特區、西子灣及壽山風景區等鼓

山、鹽埕區著名傳統景點結合，構成西臨港線自行車道休閒活動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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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面積達 9.93 公頃的優質景觀，為鼓山、鹽埕注入新的生態與生活

元素，有助改善商圈東移後，沒落鼓山、鹽埕的風華再現。

本案榮獲 101 年建築園冶獎及中華建築金石獎的雙重肯定，報章媒

體亦多加以報導（圖 3-7），民眾對政府作為相當肯定，建立有為政府

的正面新形象。

圖 3-7：西臨港線獲頒建築園冶獎報導（101 年 5 月 27 日民眾日報）

圖 3-8：高雄港站鐵道文化園區報導（101 年 4 月 13 日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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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減碳潔淨空氣

臺鐵高雄港站綠化面積達 99,300 平方公尺，相當於 12 座足球場綠

化面積，不僅能吸收二氧化碳排放氧氣增加空氣的乾淨度，符合減碳的

環保目標，同時降低落塵量。依據「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計算

本場域綠化成果，基地綠化總 CO2 固定量（減碳）為 1,986,000kg，相

當於種植 2,206 顆闊葉大喬木之總 CO2 固定量綠化效果。計算方式說明

如下：

基地綠化總 CO2 固定量（指基地綠化栽植之各類植物二氧化

碳 固 定 量 與 其 栽 植 面 積 乘 積 之 總 和。） ＝ ΣGi×Ai ＝ Σ20(kg/

m2)×99,300(m2) ＝ 1,986,000 (kg)

表 3-1：高雄港基地綠化總 CO2 固定量計算

植栽種類 栽種條件
固定量 Gi

(kg/m2)
栽種面積 Ai

(m2)
計算值 Gi×Ai

(kg)
草花花圃、自然野

草地、草坪

土壤深度 0.3m
以上

20 99,300 1,986,000

（二）經濟面

1. 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高雄港站有大量台灣地區鐵道文化發展的記憶紋理，都市發展局透

過都市計畫變更將具保存價值之鐵道，劃入公共設施用地或納入建築法

定空地，以達文化保存與觀光發展整合之經濟效益。

都市計畫變更後的高雄港站土地使用分區，由綠地及特文 1 變更為

商 3、公園用地及交通用地，由表 3-2 得知，自 100 年高雄港鐵道文化

園區成立後，公告現值逐年攀升。以商 3土地為例，其面積約 5.44公頃，

土地公告現值 99 年及 100 年為 29,000 元 / 平方公尺；101 年為 31,500

元 / 平方公尺；102 年為 32,500 元 / 平方公尺，近 3 年內平均每平方公

尺增加 3,500 元，估計商 3 土地增值約 1 億 9 仟萬元。

都市發展局在土地開發與鐵道歷史文物保存之衝突中，求得最佳解

決方式，既滿足文史團體之文化保存訴求，又得以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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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高雄港站變更前都市計畫圖（綠地）　圖 3-10：高雄港站變更後都市計畫 
　　　　　　　　　　　　　　　　　　　   圖（商業區）

表 3-2：高雄港鐵道文化園區範圍內土地最近五年公告現值一覽表

鼓山區鼓南段一小段

地號

118-20、118-22、88、
90、91、78、92-2、

71-1
81、81-1、118-21 118-15

年度 公告現值 ( 元 / 平方公尺 )

98 29,000 29,000 29,000

99 29,000 29,000 29,000

100 29,000 29,000 29,000

101 31,500 31,500 31,500

102 32,500 32,500 32,500

99 年都市

計畫變更
綠地、特文 1 變商 3 綠地變公園用地 商業區變交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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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帶動觀光旅遊人潮

臺鐵高雄港站經都市發展局改造後，景觀變美了，場域吸引民眾與

遊客怡然倘佯於其中（如圖 3-11），位於高雄港站鐵道文化園區內之打

狗鐵道故事館參訪人數（如表 3-3），截至 101 年底，累計達 278,625
人次，且參訪人數逐漸增加，尤其是 101 年農曆年節期間，前來參訪

的單月人次達到高峰，此外 7、8 月的暑假期間參訪人數亦特別多。分

析 101 年度每月人次皆比 100 年度每月人次高出甚多，年成長率高達

173%（如圖 3-12），印證了自 100 年 4 月 23 日本工程完工後，經 101

年初完成變色龍、花田、經典火車廂等公共藝術加值，整體環境景觀改

善已明顯帶來觀光旅遊人潮。

有關高雄港站鐵道文化園區遊客人數經實地估算，一般平日下午 3

時以後平均每小時約有 100 人，一般假日每小時則約達 377 人，足見本

場域受民眾歡迎，人氣十足。

圖 3-11：高雄港站吸引民眾前來遊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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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打狗鐵道故事館參訪人次統計表

參訪人次 100 年 101 年 成長率

1 月 2,984 31,702 962%
2 月 6,079 24,550 304%
3 月 3,319 11,617 250%
4 月 6,810 13,750 102%
5 月 6,933 9,374 35%
6 月 5,104 10,393 104%
7 月 9,793 15,849 62%
8 月 8,690 19,391 123%
9 月 7,217 14,891 106%

10 月 5,910 14,884 152%
11 月 4,573 14,309 213%
12 月 7,197 23,306 224%
合計 74,609 204,016 173%
總計 278,625

資料來源：高雄市歷史博物館

　　

　　圖 3-12：打狗鐵道故事館參訪人次 100 年度與 101 年度差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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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區域經濟發展

本案創造良好而便捷的公共設施，不僅提升哈瑪星地區生活機能，

並具有產生帶動區域經濟發展之效果。

由表 3-4 得知高雄港站附近公共腳踏車租賃站使用人次，以鄰近的

高雄捷運西子灣站 100 年使用人數 3,159 人次增加到 101 年的 40,156 人

次最多，也看出本場域改造後帶動的公共腳踏車租賃人潮。另分析 99

年至 101 年西子灣公共腳踏車租賃站使用人次的變化（表 3-5），得知

101 年度各月份使用人次皆比 99 至 100 年度有大幅成長，101 年與 100

年比較年成長率高達 1,171%，表示本案吸納了相當多的觀光人潮，提

升了區域經濟發展。

圖 3-13：西臨港線自行車道（成功路、凱旋路口至漁人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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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帶動哈瑪星區域經濟發展範圍圖

表 3-4：99~101 年高雄港站附近公共腳踏車租賃站使用人次資料表

使用人次 99 年 100 年 101 年 成長率（101 年與 100 年比較）

西子灣站 1,753 3,159 40,156 1171%
鹽埕埔站 3,010 4,444 31,641 612%

漁人碼頭站 1,354 1,124 8,212 631%
電影圖書館站 4,195 4,271 19,063 346%

史博館站 2,218 1,630 10,347 535%
中山大學站 936 1,268 19,061 1403%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圖 3-15：99~101 年高雄港站附近公共腳踏車租賃站使用人次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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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99 年至 101 年西子灣公共腳踏車租賃站使用人次一覽表

使用人次 99 年 100 年 101 年
成長率（101 年度與

100 年度比較）

1 月 284 40 1,703 4158%
2 月 530 138 2,235 1520%
3 月 214 33 2,354 7033%
4 月 168 80 3,065 3731%
5 月 67 99 2,683 2610%
6 月 59 126 2,245 1682%
7 月 103 146 3,545 2328%
8 月 87 240 2,690 1021%
9 月 62 375 4,290 1044%

10 月 79 477 5,244 999%
11 月 55 394 4,715 1097%
12 月 45 1,011 5,387 433%
合計 1,753 3,159 40,156 1171%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圖 3-16：99 年至 101 年西子灣公共腳踏車租賃站使用人次比較圖

4. 為「亞洲新灣區」整備最佳化環境

近年來，將傳統港灣的港埠或工業用地改造成為結合經貿、生活、

創意與生態的新機能都市空間，是世界各國際海港城市的發展趨勢，許

多世界知名的水岸城市透過重大公共建設營造出全球觀光焦點，例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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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舊金山的漁人碼頭改造後，一年吸引 1 千 4 百萬觀光人潮。高雄亦正

積極地推動舊港區港灣再造，103 年後，高雄世貿展覽中心、高雄港埠

旅運中心、海洋文化流行音樂中心、高雄總圖館及高雄水岸環狀輕軌等

五大國際競圖重大公共建設，將一一完成，並帶動高雄港灣轉型發展金

融、文創、觀光、會展產業。亞洲新灣區已引燃高雄市經濟活絡蓬勃向

上的氣氛，尤其在商機敏銳的觀光飯店及房地產業者，它所帶動的群聚

效應與日俱增。

高雄港站鐵道文化園區位於亞洲新灣區最前線，即高雄港第一港

口出入口之關鍵位置，透過保留臺灣鐵道文化發展的記憶紋理，將現況

閒置低度利用的場站與臨港沿線路廊辦理活化開發，落實文化保存與觀

光發展整合之經濟效益，重塑都市活動與生活意象的建構，展現煥然一

新的都市風貌，強化了國際資金投資意願，為亞洲新灣區整備最佳化環

境。

　

    圖 3-17：亞洲新灣區帶動的群聚效應與日俱增（102.01.17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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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面

1. 活絡百年鐵道文化

高雄港站及其相關珍貴的鐵道設施獲得完整的保存後，陸續的各種

相關文物也不斷進駐。首先是 CT259 及 DT609 兩輛古董蒸汽車火車頭，

都市發展局並洽詢鐵路局同意再支援六輛不同功能，且全部都是「鐵路

文物」級的車輛，包括敞車、工程平車、篷守車、平車、行李車及客車

等，堪稱為鎮園之寶，歷史景物彷彿倒退百年一世紀，最獲鐵道迷及日

本觀光客緬懷與雀躍。

　　

圖 3-18：CT259 及 DT609 古董蒸汽車火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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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火車群 敞車

工程平車 行李車及客車

篷守車 平車及解說牌

圖 3-19：高雄港站鐵道文化園區保存經典火車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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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有

機

車

蒸
氣
機
車

1929 年日本汽車製造會社製造，為貨

車用機關車，1982 年報廢，為同型機

關車中唯一被保存下來的文物車。

蒸
氣
機
車

1938 年日本三菱重工業製造，為早期

旅客快車用機車頭 1982年功成身退。

新

進

車

廂

工
程
平
車

文化車廂－ 1911 年由日本製造，屬

鋼製平車，是目前臺鐵最古老貨車。

敞
車

1969 年日本製，作為運送石碴及枕木

等物料之用。

新

進

車

廂

篷
守
車

1982 年唐榮製造，掛於貨物列車之頭

尾，搭載車長和隨車人員。

客
車

1966 年日本川崎製造，裝設國產的翻

背椅，目前僅存 3 輛。

行
李
車

1970 年日本製，附掛於在莒光號前

端，供應電源兼行李車。

平
車

1975 年唐榮製造，可以裝載貨櫃、軍

車及長型物資。

圖 3-20：高雄港站鐵道文化園區保存經典火車廂說明圖　

2. 與鐵道意象相融的減量設施設計

臺鐵高雄港站閒置荒廢土地，在都市發展局推動含鐵路沿線周邊美

綠化及環境整理、自行車道串聯及延續後，增加 9.93 公頃綠地。整個

改造採用與鐵道意象相融的減量設施設計包括藝術座椅、變色龍公共藝

術、綠地花海等，透過設計景觀平臺，使民眾以不同視野觀賞壽山、高

雄港站區域、東站月臺、38 股鐵道，除將環境景觀綠美化，同時可達

到節能減碳的效果，而藉由公、私部門合作進行場地妥善的管理維護，

提供市民潔淨陽光空氣綠地，良好的景觀設施規劃，達到環境永續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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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高雄港站場域全景

3. 文化傳承與教育意義

完成後的鐵道文化園區，富含百年鐵道歷史記憶展現，本場域結

合打狗鐵道故事館，小自票卡，大至鐵道或車廂，均為實品展示。靜態

的展覽室裏面存放的桌椅都是日本時代的遺物，歷經 1945 年大轟炸後

而倖存的，一直做為高雄港站之業務用桌，木桌前面烙印「鐵道站」及

鐵道部的標誌「工」，至今可說非常珍貴。再如鐵道員制帽，是鐵道站

長或是專員在執勤中所穿戴大盤帽，會根據每個級職的不同，上面的制

帽邊緣帶子顏色也有所不同，現場並可供人穿戴拍照。戶外展示包括敞

車、工程平車、篷守車、平車、行李車及客車等經典火車廂，現場設有

解說牌，並透過志工導覽解說過程，讓前來遊賞的民眾充分體驗具歷史

意義之鐵道文化。至 101 年底依據打狗鐵道故事館紀錄有案的參訪人數

已達 27.8 萬人次以上，導覽�次估計已達 220 場以上，本場域已充分發

揮及扮演文化傳承與教育意義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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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志工導覽解說具文化傳承與教育意義

二、內部效益

（一）跨機關合作示範案例

都市發展局透過整合府內外臺鐵局、港務局、台糖公司、工務局、

文化局、捷運局、環保局、交通局等相關機關的橫縱合作，以短期結合

周邊景點開闢鐵道文化園區綠帶並引入文化展演，長期則配合都市更新

招商引入商業帶動周邊發展為目標，並組高雄港站專案推動小組促進高

雄港站地方開發。

短期開闢鐵道文化園區綠帶部分，為充分瞭解民意，召開 2 次相關

機關、民意代表、專家學者與地方座談會，3 次向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提案保留鐵道文物及 1 次施工前說明會，包括中央及地方機關、相關國

營事業、民間文史團體等專家學者積極投入指導，匯集各方意見，達到

市民參與，過程中機關間歷經折衝協調，配合度、協調性大為提升，獲

致的成果對市政的推動更是大有助益。

長期引進商業部分，本府組成專案推動小組辦理高雄港站招商，已

召開四次會議，研議招商相關議題，整合各機關意見，提出該地區未來

發展構想。

本案跨機關合作成果如表 3-6，相關辦理經驗堪為跨機關合作示範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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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6：本案跨機關合作成果表　　　　　　　

高

雄

市

政

府

都發局

1. 完成 9.6698 公頃都市計畫變更。

2. 完成鐵道文化園區 9.93 公頃綠化及 1.73 公里自行車道，

串連形成完整網絡。

3. 亞洲新灣區環境整備。

工務局
1. 提升自行車道使用率。

2. 周邊聯外道路興闢，促進地區發展。

文化局 經營打狗鐵道故事館，鐵道文化導覽及解說。

捷運局
1. 推動市政重大交通建設－輕軌捷運。

2. 解決高雄捷運運量不足及輕軌建設市府財政困難問題。

環保局
1. 提升高雄市公共腳踏車租賃使用率。

2. 環境維護、消除場域死角。

交通局 協助交通圖說審查，增進地區交通安全。

（二）提昇 ICT 運用技巧

都市發展局致力提昇 ICT 運用技巧，輔助專案執行進度追蹤及效能

提升，並達到與民眾互動、便民效果。採用方法有：建置「高雄 720°
空間影像網」、「城市變色龍」主題網站，開發「環景遊高雄 APP」，

將相關資訊整合並提供最新資訊，透過 Facebook、QR-code、民眾上

傳照片、專題網頁及局長信箱等工具，民眾可表達對本案場域之意見，

並可就民眾意見迅速回應處理。另藉由專案追蹤管制系統、CCTV( 即
時動態畫面 ) 等軟體，有效管控專案進度及困難排除，達成目標績效並

完善場域管理。

（三）知識累積及傳承

本案是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對於西臨港線自行車道系統延伸的既

定政策及目標，對於所屬都市開發處承辦人員灌輸使命必達信念，除善

用過去辦理之「舊左營國中校園變身綠樹草原」、「台鐵廢置中鋼支線

鐵路變身居民休憩綠廊」、「旗山老車站廢棄路廊變身巷弄花園」、「小

港餐旅學校閒置荒地變休閒綠地」等社造及城鄉風貌景觀改造經驗外，

積極吸收外部創意與學習，如實地參訪台東鐵道改造案例、本府工務局

建置自行車道等經驗，進化專業素養並加速工作進度，透過局內建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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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 流程知識分享平台，相互討論研商解決對策，凝聚團隊能力，建

立內外部共識積極推動本案，終使本案能順利完成，並榮獲 101 年建築

園冶獎及中華建築金石獎的雙重肯定，同仁皆感與有榮焉，終不負市民

深切期望。

圖 3-23：高雄市政府都發局內部 SOP 流程知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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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賦權優良案例

都市發展局善用公部門賦權能量，藉由都市計畫變更及都市更新職

權，並透過良好溝通機制、善用非正式組織，主動協調化解紛爭，使輕

軌捷運路廊用地得以解決，另亦有效的整合跨機關繁複的行政程序，過

程中機關間歷經折衝協調，化不可能為可能，配合度、協調性大為提升，

獲致市民好評的成果，可供其他機關移植及擴散效益。說明如下：

1. 建立共識取得認同

都市發展局為使本案自行車道系統能延伸連接原有西臨港線自行

車道，提供市民便捷行車空間，讓臺鐵局及高雄港務局瞭解市民需求，

建立市民福祉優先共識，取得臺鐵局及高雄港務局認同市府之善意及誠

意，願意提供所管有土地讓高雄市政府進行本案工程。

2. 主動協調化解紛爭

利益衝突雖難以化解，但如有良好的協商機制，便有機會異中求

同，找到合作空間。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主動邀集臺鐵局、高雄港務

局、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工務局、文史團體及地方民間團體代表等，運

用良好的溝通機制並善用非正式組織，說明開闢緣由及成效，透過多元

參與方式，而讓本案能順利完成。

3. 跨機關合作達成多贏結果

高雄市為全國第二座捷運城市，高雄市政府刻正規劃環狀輕軌捷

運，藉由完整公共運輸路網，改善捷運不足問題，但建造輕軌捷運費用

龐大。在本區域所規劃之輕軌路廊用地係就地利用臺鐵局原有之臨港

線鐵道路廊，高雄市政府以最少代價成功取得輕軌捷運路廊用地，節

省 24 億元之用地費。高雄市政府並透過與高港局簽訂無償代管土地進

行綠美化契約，無償使用土地，進行本案環境景觀改造，增加綠地面積

9.93 公頃，設置變色龍公共藝術及創設打狗鐵道博物館，讓市民享受優

質休閒活動空間，達成「市民」、「高雄市政府」、「臺鐵局」、「高

港局」多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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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本合理性

（一）節省綠美化開發成本

1. 代管認養有效降低成本：由高雄市政府都發局洽商臺鐵局簽定「經

管國有土地租賃契約」、「經管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契約」

之委託代管行政契約取得用地使用，另洽商交通部高雄港務局簽訂

「經管國有土地無償提供綠美化契約」取得用地使用，無償使用土

地予以綠美化，提供市民休憩空間。高雄市政府無償使用綠美化土

地面積約為 92,833m2，上開無償使用土地面積若換算成需租用的成

本，依高雄市政府與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簽訂「經管國有土地租

賃契約」之租金標準計算（面積 3,819m2，每半年租金 681,890 元）

約 3,315 萬元，故本府採取代管認養方式已有效降低成本。

2. 善用中央補助經費撙節成本：參考內政部營建署針對「城鄉風貌」

開放空間及廣場造價標準單價每公頃 600 萬元及自行車道平均建造

費用標準單價每公里 431.6 萬元計算，本案工程費應高達 6,704.67

萬元，本府積極爭取內政部營建署全額補助 5,391 萬元即予完成，

共節省工程成本 1,313.67 萬元。

（二）節省管理維護成本

志工運用：本場域現場每日由打狗鐵道故事館代為管理維護鐵道園

區場域及投入 4 位志工協助導覽解說工作，一年來投入 1,460 人次，以

工資每天 1,100 元計算，約節省 160.6 萬元。

（三）市府無償取得輕軌水岸線路廊

協助市府重大公共建設：透過都市計畫變更，臺鐵局獲得高強度使

用（商業區）的土地，市府無償取得約 5 公頃輕軌路廊用地，本府節省

約 24 億元輕軌土地取得成本，創造雙贏。

（四）土地價值提昇

藉由政府投資優良品質的公共建設，改善沒落的哈瑪星地區，強化

都市服務機能，促使土地價值提昇，重塑海岸空間，保存鐵道意象，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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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觀光人潮的湧入，帶動區域經濟發展。

高雄港站都市計畫變更之綠地變更為商業區後（如表 3-7），進行

增值效益評估，經參考現有不動產市場價格，估算原綠地變更為商業

區後之建蔽率 60% 及容積率 490%（可興建樓地板面積 22,737 坪）所

增加之效益，分析估算結果，開發後淨利價值可達 11 億元以上（如表

3-8），土地增值約 1 億 9 仟萬元，效益非常大，相對帶動地區經濟發

展效果。

　　　表 3-7：變更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計畫（臺鐵高雄港站及臨港沿線都市更新

再開發）案第二階段實質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高雄港站

由表 3-9：成本合理性分析表計算結果：工程投入成本節省 5,821

萬元，管理維護成本節省 3,475.6 萬元，土地取得成本節省 24 億元，增

值效益 12.9 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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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高雄港站都市計畫變更前後綠地部分增值效益評估表

都市計畫變更前 都市計畫變更後

面積（坪）
綠地：25,566m2

（7,733.7 坪）

商業區（商 3）：25,566m2

（7,733.7 坪）

法定建蔽率 －
60%

留設空地約 3,093.5 坪

法定容積率 －

490%
1. 可新建建築物樓層約 7 樓

2. 總樓地板面積 22,737 坪

新建產品

價值說明
－

1. 以室內坪數每戶 25 坪計算，（權屬面積 32.5
坪 / 戶，其中 30% 為公設），共可興建 909 戶。

2. 總成本以每坪 10 萬元計算（含土地成本、營

建成本、管銷、稅金等費用），總成本約為

295,425 萬元。

3. 每 戶 售 價 以 450 萬 元 計 算， 總 售 價 約 為

409,050 萬元。

4. 淨利價值＝總售價金額－總成本金額＝

113,625 萬元。

表 3-9：成本合理性分析表

成本 / 效益 內容 經費

工程投入

節省成本

規劃設計監造（中央全額補助） 430 萬元

工程經費（中央全額補助）

後續維護管理經費
5,391 萬元

管理維護

節省成本

運用志工 160.6 萬元

藉由代管認養有效降低成本 3,315 萬元 / 每年

土地取得

節省成本

協助輕軌捷運路廊用地無償取得及縮短

建設時程
24 億元

小　計 24 億元 9,296.6 萬元

增值效益

都市計畫變更為高強度土地使用

（商業區）

土地增值 1.9 億元

開發價值 11 億元以上

帶動區域商機 增值效益相對提升

增加政府稅收（房屋稅、地價稅、契稅） 增值效益相對提升

小　計 12.9 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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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功建構中央地方合作夥伴關係

1. 後工業化城市治理思維（創新思考）

以最少的投入換取最大的產出

= 調控中央到地方政府資源

+ 以使用價值換取交換價值

Value Engineering
=Do more with less

=One stop shopping & total solution

高雄市政府採行後工業化城市治理思維，結合舊港區水岸成長與輕

軌建設計畫的配套，取得中央支持，將臨港線現況閒置且低度利用的場

站與沿線路廊辦理都市更新再開發，妥予檢討規劃並調整其發展定位及

都市計畫分區，健全市中心區與水岸地區的產業成長，並將龐大之用地

取得費用，藉由政策工具之適當運用，將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交互轉換

為用，提高投資之自償率，促進輕軌捷運重大公共建設之成功可行性，

達成以最少的投入換取最大的產出之綜效。

2. 促成國土資源有效利用

本案由市政府各機關合作共同完成，不僅完成了「高雄港站至臺鐵

縱貫線分支口自行車道系統延伸工程」及創造富含文化保存與具教育意

義的「鐵道文化園區」，提供民眾有意義的健康休閒交流環境，並且協

助市府重大公共建設 - 輕軌捷運路廊用地無償取得，促成國土資源有效

利用。

本專案積極執行的過程，以「市民福祉」為核心，同時關懷「環境、

經濟、文化」等 3 大面向，其成就也彰顯在這 3 大面向，造就的經濟效

益更是無法估算，尤其是成功建構中央地方合作夥伴關係，高雄市政府

的該當作為，讓荒廢的閒置土地運用更有效率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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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場域故事

在午後微風的城市中　遇見小小的幸福

騎著鐵馬沿著西臨港線自真愛碼頭往西子灣的方向前進，迎面吹拂

而來的是高雄特有的鹹味海風，沿著自行車道往前行，經過了一條不算

寬的小路後，突然映入眼簾的是一片寬闊的大草地，頓時彷彿時間變成

緩緩流動，藍天、綠地、草原、微風串連一氣，有種置身雲端的幸福感。

細數眼前，是一條條數不清的鐵軌，沿著鐵軌往前沿伸，一對對依偎在

花田中拍著甜蜜婚紗照的新人，是浪漫！。

空中飄來絢爛的七彩泡

泡，一顆一顆的泡泡裏，乘載

著小小孩天真的歡笑聲與父母

的殷殷企盼，咔嚓、咔嚓，是

剎那、是永恆、是幸福。

隨著小孩的腳步在舊鐵道

上奔跑，也忙祿的穿梭在舊火

車頭的周遭，尋找著年幼時的

鐵道思緒，一張張泛黃的記憶

也慢慢的鮮明起來了。

這裡不禁讓人停下腳步，

聆聽著每個人的幸福，而自己

也不禁溶入在這小小幸福的一

刻中，原來城市中也有著這樣

洋溢著微笑幸福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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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本案工程順利完成，讓西臨港線自行車道系統可以從成功、凱旋路

口銜接高雄港站，穿越公園陸橋、大公路橋，一路暢行哈瑪星、北斗街

至縱貫線分支口，營造長度 2.1 公里及 9.93 公頃綠地，包括變色龍公共

藝術、花田、木棧道休憩平臺、經典火車廂等設施，成功建構高雄港站

鐵道文化園區。

住在舊鐵道旁的居民以前忍受噪音，97 年火車停駛後，由於鐵路

局疏於維護清理，居民飽受髒亂之苦，都發局協調臺鐵局同意由市府代

管，逐年逐段改善。西臨港線自行車道，完成最後一哩開闢，「現在終

於像是個後花園，住家環境獲得很大的改善」舊鐵道旁的興宗里里長倪

李碧子如此表示。

本案執行過程中經由跨機關合作，集合公、私團隊的智慧，終於獲

致市民、市府、臺鐵局、港務公司及中央單位等多贏的成果。

期待藉由本案的推動，結合未來都市更新與輕軌捷運建設，為高雄

下階段的產業成長引擎－亞洲新灣區整備最佳發展環境。

圖 4-1：高雄港站至臺鐵縱貫線分支口自行車道系統延伸工程啟用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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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西臨港線自行車道，完成最後一哩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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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

附件一、西臨港線自行車道系統延伸工程基本資料

■名稱：西臨港線高雄港站 - 縱貫線分支口段自行車道系統延伸工程

■位置：高雄市鹽埕區西臨港線高雄港站（北緯 22.62216，東經 120.27216）

■基地面積：9.93 公頃

■戶外休閒廣場面積：9.93 公頃

主要空間及設施：景觀草坪，水電照明、噴灌系統、車檢站整修、文資保

護範圍木棧道工程、標誌標線、環境綠美化工程。

■規劃設計監造成本：4,300,000 元

■施作建造成本：53,910,057 元

■開發單位：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營建團隊：名　稱：東照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潘 樹

　　　　　　電　話：3434301

■空間規劃：名　稱：翊祥建築師事務所

　　　　　　負責人：黃振祥

　　　　　　電　話：07-3451868

■管理維護：名　稱：山廣營造有限公司

　　　　　　負責人：吳榮群

　　　　　　電　話：07-3304151

■相關地方團體：名　稱：中華民國鐵道文化協會

　　　　　　　　電　話：0935-176127
　　　　　　　　名　稱：打狗鐵道故事館 
　　　　　　　　電　話：07-5316209

■開幕時間：100 年 4 月 23 日



83

百年鐵道

附件二、高雄港站百年大事記

1900 年
縱貫線臺南至打狗間火車開通，設於南鼓山的打狗停車場（火車

站）啟用，此為第一代的打狗停車場。

1908 年
舊打狗停車場空間不足，因此利用哈瑪星填海造陸的新腹地，將

打狗停車場遷移至現高雄港站位置。

1912 年
第一期築港工程完成，哈瑪星新巿街也開發完工。新巿街用地包

括新濱町、湊町、山下町、哨船町及鹽埕町一、二丁目等。

1920 年

配合地名改制，打狗改名為高雄，「打狗停車場」改名為「高雄

停車場」或「高雄驛」。同期漁業帶動相關產業，哈瑪星逐漸成

為高雄發展中心。

1941 年

日人於大港庄興建高雄火車站（即今建國二路高雄火車站），客

運業務移至新站，高雄港站以經營貨運為主，是臺鐵最大的貨物

編組站，臺鐵全省各式貨物列車進出均由這裡負責相關調送服務。

客運方面則剩高雄至屏東路線。

1947 年
二次大戰末期，高雄港站的站房與主要場站設備遭美軍炸毀。重

建現存站房，南、北號誌樓依原建築稍加改建。

1960 年 都市活動東移，漁業重心亦轉移前鎮區，哈瑪星發展轉趨低迷。

1967 年 第一臨港線全線通車；設立木造前鎮車場。

1968 年 高雄港站停辦屏東線客運，專營貨運。

1970 年 6 月設立中島車場。

1973 年 前鎮車場加強為磚造建築。

1993 年 高雄港務局將高雄港站內的扇形車庫索回拆除。

2002 年 港區蓬萊線拆除。

2002 年 高雄港站與高雄車站被高雄市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

2002 年
高雄港站南號誌樓以南各股因捷運施工停用，隨後配合高雄捷運

工程而遭拆除。

2005 年 貨運列車改於前鎮車場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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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配合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高雄港檢車分段遷移至高雄機廠

遷移完成；鼓山車站至高雄港站路段及高雄港站站內區亦隨之停

用。

2008 年

臨港線停駛，高雄港站停用。11 月 1 日至 9 日辦理「摩登高雄 ‧

百年風華」活動，開行「高雄港尾班車」專車；最後一班列車於

九日下午五點三十分由高雄港站駛離後，鼓山車站至高雄港站不

再有火車行駛。隨後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之鼓山車站一至六

股拆除工程開工，鼓山車站通往高雄港站的鐵軌正式截斷，此後

火車再也無法駛入高雄港站。

2008 年
12 月 16 日高雄港站及其管理之新光站正式裁撤，高雄港站所屬

之前鎮車場業務移至高雄車站管理。

2009 年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成功爭取內政部營建署全額補助進行西臨

港線高雄港站－縱貫線分支口段自行車道系統延伸工程規劃。

2010 年
6 月 15 日將高雄港站站內區攔腰截斷的臨海二路打通至七賢三路

工程完工通車。

2010 年

10 月 24 日「打狗鐵道故事館」開館，將高雄港車站站房變身，

館內展出相關鐵道文物，目前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委託中華民國

鐵道文化協會營運。

2011 年
4 月 23 日西臨港線高雄港站－縱貫線分支口段自行車道系統延伸

工程完工啟用。

2012 年
1 月 3 日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與臺鐵高雄機廠合作，新增六節

各式車廂至站區股道展示。

2012 年

5 月西臨港線高雄港站－縱貫線分支口段自行車道系統延伸工程

榮獲第十八屆建築園冶獎高雄市優質公共景觀類獎，9 月再獲第

二十屆中華建築金石獎優良公共建設類獎殊榮。

2012 年 西臨港線景觀全線改造，最後一哩路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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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站

高雄港站的興衰變化，起於運輸需求；停於運輸需求，然後帶著百年餘

韻、懷舊風情，換妝重生。它的歷史進程是一篇動人的故事，在起承轉合間

綿綿長長地融入了高雄人的生活記

憶，不論是過去的繁忙月臺，還是今

天的鐵道園區，高雄港站用不同的面

貌，但始終如一的熱情迎接你我。在

這片場域中，我們將繼續譜寫一段段

新的故事。

打狗停車站－從臨時到現代化

1900 年，日人修建臺南至打狗的火車運輸鐵道，將「打狗臨時停車場（臨

時火車站）」建於鹽埕埔的車路頂。

1901 年，橋仔頭設立新式糖廠。翌年臺灣總督府頒布「糖業獎勵規則」，

許多新式糖株式會社接連設立，一時之間糖業大為發展，各種機器設備不斷

從國外輸入島內工廠，為打狗港營運帶來盛況。1908 年西部縱貫鐵路開通，

加上 1905 年日俄戰爭結束後，島內米、糖及阿里山林場木材等，大量集中於

打狗港急待輸出，當時的打狗港及停車場（火車站）場地已經出現不敷使用

的情況。

早在 1904 年「臺灣鐵道部」已察覺打狗臨時停車場的不足之處，除了場

地狹窄，還有距海岸較遠，導致港口貨物裝卸不夠便利，因而決議將原來的

車站遷建、擴張。當時正在進行的打狗港整建工程，一面將港內航道疏濬以

修築新式碼頭（即今新濱碼頭的前身）；一面利用港內挖掘出來的泥沙填海

造地。1907 年，一部分的灣內泥沙已填築成為鄰近海面的新生地，而打狗火

車站也在 1908 年 9 月 15 日正式誕生在這片新生地中。這座位於鼓山的高雄

港站，是全臺第一個填海造地的現代化新火車站，便捷的鐵路運輸搭配現代

化碼頭，貨運效率大大發揮，就此開啟海陸聯運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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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瑪星－高雄市發展的起源地

海埔新生地除了打造高雄驛（高雄港火車站），也成功填築出新濱町新

巿街用地。當時的新濱町、湊町靠近港邊，有便利的「濱海鐵路線」通往商港、

漁港，這片「濱線」地帶是日人所稱的 Hama-sen，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哈

瑪星。哈瑪星是當時的市政、金融、運輸交通中心，不論是自來水、電力、

電燈、電話、新式碼頭、鐵路、火車站，或是現代化的整齊道路、現代化市場、

現代化書店等等，各種新式商店及新式建築林立，繁榮的巿街呈現出一座現

代化城鎮的進步景象。哈瑪星是高雄港現代化發展的起源地，在高雄都巿發

展中佔有極為重要的一頁。

隨著港、市繁榮及新的都市計畫發展，高雄港的地理環境與車站設備已

經無法滿足都巿成長所帶來的需求。1941年日人在大港埔〈今高雄車站現址〉

興建現代化鋼筋水泥的新式火車站，將大港庄的居民，有計畫性地遷至新大

港（今高雄醫學大學東邊），都巿重心東移，高雄港站業務僅存承辦貨運及

高雄至屏東的客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1941-1945）末期，高雄港站的站房

與主要場站設備遭美軍轟炸機炸毀。1947 年重建現存站房，南、北號誌樓則

依原建築稍加改建，繼續營運車站業務。1968 年時停辦高雄至屏東客運，而

專辦貨運業務。隨後高雄運輸重心逐漸轉移，人口流失，業務銳減。

變身為鐵道文化園區

2008年臺鐵高雄港站停駛後，

高雄市攻府積極與臺鐵局協商認養

土地、進行管理維護，完成全區綠

化，並保留 38 股軌道。9.93 公頃

的高雄港站區化身為鐵道文化園

區，開放供民眾使用，並將部份鐵

道延續成為 2.1 公里的自行車道。

2012 年此工程已獲得第十八屆建築園冶獎－優質公共景觀及中華建築金

石獎的肯定，高雄巿政府於同年 12 月完成西臨港線末段景觀改造延伸至鐵路

地下化縱貫線分支口的相關工程，完整串接西臨港線自行車道，構成一優質

完善的自行車道與人行空間休閒活動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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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火車站 壽山見高雄市街

　　清光緒 26 年（民國前 12 年）11 月

落成於當時最繁榮地區―哈瑪星新濱町一

丁目。臺灣鐵路在清朝時只築成基隆到新

竹一段，日治時期才又在臺灣南北兩端分

段興建縱貫鐵路，而於民國前 12 年築成

高雄到臺南間的鐵路，稱為打狗驛，民國

9 年改稱高雄驛。

　　此即自壽山向下俯瞰高雄的情景，右

側為哈瑪星一帶的市街，遠方則為高雄

港，仔細往照片中間看，還能看見一節節

往返碼頭輸送貨物的火車車廂。

高雄市全景之一鹽埕町 高雄火車站落成

　　鹽埕町原為日治時期「打狗整地會社

埋立地」之一，而於第二期築港工程期

間，由「打狗整地株式會社」築地開發成

新市街，使原本毫不起眼的荒埔，一翻身

成了商業的黃金地段，店舖連軒，甚至取

代了三塊厝的地位。照片中可見其街道規

劃得相當整齊，中央則為高雄港鐵路。

　　照片中為南臺灣第一個火車站，落成

於清光緒 26 年（民國前 12 年）11 月，

即為現在的高雄港站（鼓山一路 373號）。

火車站前方可見高挺的椰子樹、電線桿、

街燈、噴泉、郵筒，在當時已算是十分現

代化的黃金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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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車站前的人潮 高雄港火車站前

　　這是日治時期鼓山區的火車站新濱線

前人潮洶湧的景象。該火車站建物，已改

建作為「高雄港站」之用。

　　攝於西元 1938 年（昭和 13 年），為

日治時期高雄火車站（今高雄港站）前的

景象。圖中可見電線桿、公車、人力車、

高聳的椰子樹，以及川流不息的人潮。

高雄驛前 御泊所御發，高雄停車場御著

　　座車上正在向人示意的裕仁太子，攝

於高雄火車站前（今高雄港站）。

　　裕仁太子座車及隨行車隊自貴賓館出

發，與到達高雄火車站入內參觀的鏡頭。

註：本文所有老照片資料來源皆由高雄市歷史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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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西臨港線自行車道通車活動（10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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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相關媒體報導

1020110 臺灣時報

   
　　1020111 自由時報　　　　　　　　　　　　　　1020111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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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4 民眾日報 - 高雄港站 新增六部經典車輛

1000424 聯合報－高雄港站自行車道開放 1010104 臺灣時報－高雄港站

鐵道園區 再增經典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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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21 臺灣時報－高雄港站變色龍綠雕好 Q

1000905 聯合報高雄港站得獎競選 故事館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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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25 自由時報－百年蒸汽火車過了 13 年 重返高雄港站

990829 自由時報－臺鐵高雄港站留 6 成 文團盼濱線復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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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829 聯合報－臺鐵高港站六成 文資保存

980808 臺灣時報－高港站鐵道園區擘畫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