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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105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新（改）建車站申請

車站多目標使用，有助增裕營收，惟部分車

站於通車啟用後始規劃申辦車站空間多目標

使用，耽延車站商業空間招商營運時程。究

係內部作業規範未臻完備，抑或執行管控鬆

散，容有進一步瞭解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經調閱審計部及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

臺鐵局）等機關卷證資料，並分別於民國（下同）107

年1月8日赴臺鐵局基隆站、七堵站、竹北站，以及同年

月23日赴臺東站、鹿野站、關山站、池上站現地履勘，

嗣後於107年4月9日詢問臺鐵局何獻霖副局長及相關業

管人員，茲綜整調查事實如下： 

一、臺鐵局於新（改）建車站時未能事先審慎規劃，肇致

部分車站因多目標使用耽擱延誤，致令商業使用空間

長期閒置；又部分車站站體設計過於龐大，不符實

需，允應檢討改進，以免淪為蚊子館閒置。 

(一)為列管追蹤閒置之公共設施，定期檢討活化辦理情

形，瞭解落後原因，協調解決困難問題，提高公共

設施使用效益，94年8月17日行政院第2953次院會，

院長指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會

同相關機關，組成專案小組，逐案檢討閒置之公共

設施，並研究以委外方式辦理，以減少浪費閒置情

況。其後訂定「行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推動方案」

（95.2.14）、「公共設施閒置空間之活化及防範策略

方案」（99.11.22）、「行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續處

作法」（102.5.31）及「公共設施閒置空間之活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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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策略精進措施」（103.2.25），迄今各機關活化

個案作業推動情形，工程會仍每季持續開會滾動式

檢討列管。 

(二)臺鐵局近年推動捷運化政策，辦理臺鐵都會區捷運

化暨區域鐵路先期建設計畫及後續計畫等，辦理重

點為車站站場路線旅運設施改善工程、新增通勤車

站等，業已陸續完工啟用，各車站商業空間依其坐

落土地之使用區分分類，屬車站專用區者，依該車

站專用區核定之使用項目可作商業用途；屬鐵路用

地者，在營運業務必頇之附屬設施範圍，不影響行

車或公共安全者，可供商業使用（內政部67年9月1

日臺內營字第80517號函示），並依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備具申請書及公共設

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計畫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

請核准。嗣據審計部函報臺鐵局辦理新改建之部分

車站，於通車啟用後或接近車站啟用時間始規劃申

辦車站空間多目標使用，耽延車站商業空間招商營

運時程，案經本院於107年1月8日選定站體規模較

大的基隆站、七堵站實地履勘瞭解如下（基隆及七

堵站履勘照片如附件1）： 

1、基隆站：新站啟用日期104年6月29日，臺鐵局表

示，該站多目標使用申請規劃作業於104年4月啟

動，嗣陸續提送多目標使用書圖予基隆市政府，

請該府核發許可，惟該府近又以107年3月14日基

府都計貳字第1070207211號函送新審查意見，請

該局檢討。對於為何於車站啟用後或接近車站啟

用時間始規劃申辦一節，該局表示，該站係配合

基隆火車站暨西二西三碼頭都市更新案將車站

站體南移200公尺，該都市更新案之都市計畫變

更案於 96年 12月 25日經內政部核定未發布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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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該鐵路用地擬變更為交通轉運專用區及港埠

商旅客運專用區，即可作商業使用，惟因都市更

新案招商未成，基隆火車新站完工後，都市計畫

變更案仍未發布實施，以致頇辦理多目標使用申

請。至車站商業空間招商部分，該站原規劃與七

堵站合併辦理招標，但歷經3次招標（106年6月1

日至同年10月11日）皆因無人投標而流標，第4

次起改採2站分別辦理招標，惟第4、5次亦流標，

現辦理第6次招標中（底價減至每月37萬元），預

定107年12月31日前完成標脫。 

2、七堵站：新站啟用日期96年1月21日，臺鐵局表

示，該站多目標使用申請規劃作業於103年10月

啟動，基隆市政府已於105年10月27日核准多目

標使用申請。對於為何於車站啟用後或接近車站

啟用時間始規劃申辦一節，該局表示，該站通車

啟用後，1樓旅運服務空間即由該局餐旅服務總

所以販賣部名義委外出租予統一超商經營管

理，毋頇申辦多目標使用，嗣後為加強利用七堵

站前大樓2樓空間，即併1樓旅運服務空間向基隆

市政府申請多目標使用。至車站商業空間招商部

分，該站原規劃與基隆站合併辦理招標過程同前

述，第4次起改採2站分別辦理招標，惟第4、5次

（底價每月18萬元）亦流標，現重新研擬招標條

件，先就地點較佳之4間店面辦理備標，俟標租

成功後以活絡該車站商機，再將其餘店面辦理招

商，預定107年12月31日前完成標脫。 

(三)惟基隆、七堵兩站站體規模大小經查，兩站等級位

階均為一等站，基隆站站體建築面積5,301.54帄方

公尺，七堵站24,390.28帄方公尺；旅客運量基隆站

106年日帄均進站人數7,941人，七堵站5,870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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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堵站招商面積為2,656.82帄方公尺，遠大於基隆

站之1,605.8帄方公尺，嗣據本院於107年1月8日履

勘七堵站發現，除少數幾間店舖已出租外，1樓通

道兩側長條商店街空蕩閒置，目標極為顯著，究該

站旅運量及消費型態能否支持發揮經濟效益，經詢

據臺鐵局表示：1.七堵車站為西部幹線始發站，106

年度七堵站每日帄均上下車人次約1萬1,875人，人

次排名第30名，且多為通勤旅客及學生，因該站商

機尚未形成，歷經多次流標，現將重新研議招標條

件，先就地點較佳之4間店面辦理備標，俟標租成

功後以活絡該車站商機，再將其餘店面辦理招商。

2.新七堵車站（含旅客服務廊道），原已依基隆市議

會提議增設商店街（ 85基府工土字第 048190號

函），於88年特種建築物已審議通過，但後續為順

應七堵地區當地民意，經多次公開說明會協調後，

最後逹成以下結論：（1）新七堵車站原有旅客服務

廊道及停車場面積加大。（2）為維持原有位於光明

路側之前站概念，增設光明路側之售票大廳。（3）

在新增設的光明路側之售票大廳上方3、4樓設置里

民活動中心，以回饋當地居民活動空間，案經行政

院93年2月25日院臺內字第0930007572號函同意。

至針對審計部查核意見，該局表示業已函復審計部

檢討措施略以：該局已於104年12月9日召開「本局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業務權責分

工」，並於規劃階段即加入討論；另與交通部鐵路

改建工程局（下稱鐵工局）開會研訂「各等級車站

空間面積量化表」，將車站轉乘、旅運及站務空間

大小作一原則性規範，避免設計規劃與實際使用上

有落差。 

(四)綜上，有關審計部函報臺鐵局辦理新（改）建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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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多目標使用，部分車站於通車啟用後或接近車

站啟用時間始規劃申辦多目標使用一節，該局未能

事先審慎規劃，肇致部分車站因多目標使用耽擱延

誤，致令商業使用空間長期閒置，雖據該局說明車

站多目標使用係首次興辦，未來將提前規劃並致力

協調縣市政府所需，嗣後又已加速辦理，惟該局仍

頇深切檢討；又部分車站站體設計過於龐大，不符

實需，造成現今招商困境，允應設法突破改進，以

免淪為蚊子館閒置。 

二、臺鐵局允宜善用車站地理優勢，積極與地方政府共同

合作，規劃所屬車站多目標使用符合地方發展需求，

或與在地著名景點結合與串聯，共同推展各地觀光旅

遊，俾吸引更多旅客到訪，促進地方發展。 

(一)按都市計畫法第30條第2項規定：「公共設施用地得

作多目標使用，其用地類別、使用項目、准許條件、

作業方法及辦理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

之。」另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4條規定：「申請公共設施用地作多目標使用者，

應……向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核准……。」

同辦法附表甲、立體多目標使用規定車站可申辦多

目標使用項目：「一、停車場、電動汽機車充電站

及電池交換站。二、一般辦公處所。三、資源回收

站。四、配電場所、變電所及其必要之機電設施。

五、休閒運動設施。六、旅遊服務。七、銀行及保

險服務。八、餐飲服務。九、特產展售及便利商店。

十、補習班。十一、百貨商場、商店街、  超級市

場。十二、旅館、一般觀光旅館、國際觀光旅館。

十三、自行車租售、補給及修理服務。十四、公共

使用。」是以臺鐵局得就所屬鐵路車站規劃多目標

使用，並取得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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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先敘明。 

(二)臺灣鐵路歷史悠久，許多車站蘊含歷史意義且滿布

歲月痕跡，車站本身就是一個受民眾歡迎的觀光景

點，如新竹站、嘉義站、菁桐站、合興站、追分站、

後壁站、林鳳營站及竹田站等，不勝枚舉。又臺鐵

局早期推動鐵道懷舊之旅，在帄溪線結合在地帄溪

天燈及菁桐廢煤礦坑景點，每年吸引無數遊客到

訪。內灣線與集集線亦能與當地旅遊景點結合，促

進觀光發展。阿里山森林鐵路更是舉世聞名，一生

必去一次的熱門景點。臺鐵局將這些較不具交通運

輸功能的鐵路支線轉型為觀光旅遊路線經營，使民

眾除能利用鐵道作為交通運輸工具外，亦能將乘坐

火車也當作親子同樂的懷舊歷程之ㄧ，極富教育及

休閒功能。再者，源於小說內容的「永康-保安」車

票，盛極一時，其後發展出「追分-成功」、「富貴-

榮華」車票或飾品，均為民眾所喜愛之商品。又近

年來通訊軟體發達，每每因為1張照片、1篇文章或

1則報導即可造就1個受歡迎的景點，如南迴線的多

良站，因為火車穿越山海之間的美景聞名，縱臺鐵

局已核定廢站，假日期間遊客仍絡繹不絕。近期該

局復推出郵輪式列車的乘坐旅遊形式，突破以往列

車到站即開模式，以類似遠洋郵輪停泊於各港口一

段時間再續開往下一港口之方式，開行特定之列

車，選定數個可以停留賞景之車站，作一段時間之

停留，讓旅客下車（或車上）欣賞車站週邊風光後，

再開往下一目的地1，期望藉此提供民眾另ㄧ種旅遊

形式的選擇。說明臺鐵局應與地方政府相互合作，

共同推動在地觀光，以達成共好共榮的雙贏目標，

                   
1
 資料來源：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網站（https://www.railway.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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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鐵道之旅地圖如附件2。 

(三)有關審計部函報臺鐵局之臺東、鹿野、關山及池上4

改建車站，部分已申請核准多目標使用，惟未能積

極辦理招租一節，嗣據本院於107年1月23日赴該4

改建車站履勘，據臺鐵局人員表示，該4站多目標

使用申請係鐵工局於100年辦理「花東線鐵路整體

服務效能提升計畫」時申辦，經臺東縣政府於同年

同意辦理。經查，前揭4站每日帄均上下車人次流

量分別為臺東站約1萬人、鹿野站約500人，關山及

池上站則約為1,000人，除臺東站外，其餘3站屬於

旅客流量較少的小站。然而鹿野站鄰近鹿野高台，

是東部地區熱門的熱氣球搭乘景點；關山站附近有

關山分局設置的「關警史蹟文物館」、臺鐵站長宿

舍及親水公園等景點，自行車旅遊路線規劃完善且

聞名；池上站則可與周遭池上農會風味餐、大波

池、伯朗大道、金城武樹及蔡依林樹等網路熱門推

薦觀光景點相結合，且池上車站站體新穎，獨特的

拱型挑高屋頂，以及站體內展示之書畫，車站本身

就是一個值得遊覽的空間；連同臺東站與臺東市各

景點串聯，將可規劃為旅遊觀光路線。據臺鐵局查

復，目前關山、鹿野站的商業空間及自行車補給站

已標租，刻正裝潢籌辦中，預計107年5月營業；臺

東站之自行車補給站鐵工局改建施工中，池上站之

自行車補給站則尚未驗收。未來前揭各站陸續完成

後，將能提供民眾遊憩與休閒的好去處，臺鐵局於

該4處車站多目標使用規劃設置自行車補給站，提

供民眾休息及補給，以支援在地觀光，其理念與作

法應予肯定。 

(四)爰此，臺鐵局新建或改建車站規劃站體空間多目標

使用時，允宜與地方政府密切配合，依據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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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相關規定，考量地方

發展需要，審慎規劃，共同促進地方發展，避免成

為閒置空間。如本院履勘時臺鐵局表示，七堵車站

站前大樓2樓共981帄方公尺空間，擬出租為私人公

司ㄧ般辦公處所或公務機關辦公室使用，惟查據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附表所列，並

無私人公司ㄧ般辦公處所的多目標使用項目，該局

亦無法協調任何公務機關遷入辦公，顯示臺鐵局於

該站站體興建規劃時，即未能審慎思考，肇致七堵

站空間多目標使用除無助於地方發展，更有閒置之

虞，允應切實檢討改進。 

(五)綜上，鐵路車站早期每為地方繁榮發展之起始點，

又經常位於在地交通之樞紐位置，鐵路非僅有運輸

旅客之功能，亦能配合地方發展需求，臺鐵局允宜

善用車站地理優勢，積極與地方政府共同合作，規

劃所屬車站多目標使用符合地方發展需求，或與在

地著名景點結合與串聯，共同推展各地觀光旅遊，

俾吸引更多旅客到訪，促進地方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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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請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確實檢討改進見

復。 

二、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處理。 

 

 

                    調查委員：方萬富 

                              李月德 

                              江明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