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市  嘉義市區自行車道串連與優化及人本環境建構計畫_通勤通學自行車道系統 

通勤通學自行車道系統 

本案通勤通學專用自行車道路廊範圍：至少包括自由路及重慶路，其中，自由路自行車道約

為 2.6公里（雙向分隔島），重慶路自行車道約為 1 公里，合計共 3.6公里，並設計專用廊

道之使用材質及型式，用以串連現有自行車道。其中建議的自行車專用道為自由路與重慶路

兩個路段，本案依據此規劃報告內容接續設計，於當初提報亮點計畫時，亦以此兩段路段為

標的。因重慶路路段另有道將圳沿線整治之計畫工程案件重疊，避免有重複設計之虞，故先

將重慶路標的取消，改提其他替選標的。 

工程效益 

◆課題： 

˙自由路與橫交路口無行人穿越專用號誌。 

˙世賢路與自由路口行人與車輛通行混雜。 

˙新設路線須考慮行車車行安全與轉彎路口之安全設置。 

˙與現有自行車道沿線的串聯（系統化）橫交處理。 

˙快車道須有護欄或綠籬區隔空間保持安全。 

◆對策： 

˙以行人安全與順暢騎行位主要目標。 

˙依據交通部運研所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標準設置。為目的性之騎乘，以快速通

行、指標明確、路網連接為主要需求。 

˙依據營建署都市人本交通規劃設計手冊路口劃設標準，改善既有路口問題，以達到人本空

間、明確路線引導等安全路線。 

˙設置於現有快車道之人行道須有護欄保持安全 

工程範圍 

自由路周邊以住宅區為主、另外還有許多的國中、小學。自由路總寬約為 90米，車道設置

分別為快慢車道寬度約為 11 米-為雙向三線道。其中快車道內側為大客車專用，另外兩線為

快車道；機慢車寬度為 9米，分隔快慢車道的中央綠帶為 18米以及人行道各 2 米。 



 

圖 1 工程範圍示意圖 



 

圖 2 自由路段專用道規劃範圍 

工程背景─改善前 

自由路現有道路路總寬為 90 米左右，車道設置分別為快慢車道寬度約為 11米為三線道。其

中快車道內側為大客車專用，另外兩線為快車道；機慢車寬度為 9米，分隔快慢車道的中央

綠帶為 18米。 

由於慢車道由於車流不大，因此前期規劃預計將靠近快慢車道分隔島側之慢車道空間，劃設

2 米寬度作為自行車專用道使用，再運用 0.5米之快慢分隔島綠帶空間，總計新設 2.5米寬

的通勤通學專用道。 

經現地勘查發現，機慢車道寬度雖為 9米，但實際在道路左右側都被停放汽車所占用，道路

寬度實際可提供通行寬度僅存 4.5～5米。且路燈以及台電電力設施等設置位置皆在靠進慢

車道的綠帶側邊，故欲使用綠帶的 0.5米做為自行道的寬度，在執行上的經費與時程都會增

加，實際可行性並不高。 



另外在路口銜接上也易與右轉車輛以及進入慢車道的大量機車有較多交會的機會，發生危險

碰撞的情況也比較高。沿著自由路，沿線空拍，發現自由路因為道路寬度較寬，車流量雖不

是最高，但是車速都相當快，故未來在設置自行車道時須考慮週邊行車車速造成的實質行車

因素與隱性的心理影響因素。 



  



圖 3 自由路路線路口空拍照片 

 

圖 4 自由路沿線照片 



 

 

圖 5 自由路人行道現況圖 



 

圖 6 原規劃與設計方案檢討與對照 



 

圖 7 自行車道初步路網斷面型態建議分布圖 

計畫內容 

本計畫旨在規劃以通勤、通學為主之市區自行車路網，設計至少包括自由路及重慶路兩條幹

道之自行車道，串連現有世賢路或其他自行車道，提高嘉義市民使用綠色交通工具（自行

車）的意願與機會，並結合大眾運輸，提昇嘉義市大眾運輸使用意願與服務品質。 

其中，自由路自行車道約為 2.6公里（雙向分隔島），重慶路自行車道約為 1 公里，合計共

3.6 公里，並設計專用廊道之使用材質及型式，用以串連現有自行車道。然而重慶路自行車

道路廊之範圍與目前嘉義市「綠園道-道將圳水環境改善計畫」之範圍有部分重疊，故此標

的需再重新評估更適合的範圍。 

工程標的 

自由路路段規劃構想 

以目前自由路現況來說，90 米寬的道路在橫交的行人穿越使用上，有很大的不便。從世賢

路往市區方向至友忠路，共有八個橫交路口，所有路口皆無行人專用號誌，除此之外，在北

安路口，保安宮前，有一段連行人穿越線、庇護島都沒有。 

故希望透過本次環市串連的計畫來提升道路品質，以人本為主，同時考量行人的通行安全以

及自行車專用道的規劃設置。 



設計方案將老舊及使用率低之內側人行道加以改建，施工界面較為單純且活化空間使用，自

行車通行較安全、順暢。既有人行道之樹木因樹穴範圍小，生長亦受到限制，故移植至原土

層的綠帶之中，將會給予植物更大的生長空間。未來將可提供騎士更多涼蔭，造就人與自然

雙贏的局面。 

由於環市自行車道系統路線以嘉義市外環串聯為主，在使用的定位上較屬休閒型自行車道類

型。而自由路的通勤通學的專用路廊，為通往市區中心內的主要道路，未來建置後所使用的

強度與頻率肯定高於休閒騎行之使用。除考量基本的安全性之外，更具有嘉義市區自行車專

用道示範道路的代表地位。為加強市民對於自行車專用道的設置安全與宣導，所以依據道路

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174條規定：自行車專用道為磚紅色來設置。使騎士可以快速、

明確導引到正確的路徑上，並設置自行車專用號誌，維護自行車騎士路權，以下將針對自由

路之自行車道用路權、路口改善、及部分路段須架高、排水方式、區隔車道及自行車道空間

之方式等做說明。 

一、自行車專用道 

參考「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五章針對自行車道之型式分類及「道路交通標誌標

線號誌設置規則」，自行車道類型依其使用路權可分為自行車專用道路（A級路權）、自行

車專用車道（B級路權）、自行車與車輛共用車道（C 級路權）、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D

級路權）共四大類型。綜合上述考量及因素，其中以自行車專用道路（A級路權）適用本案

通勤通學路廊規劃。 

◆自行車專用道路（A級路權） 

只供自行車使用，不容許其他機動車輛進入使用，通常與機動車輛道路分離設置，該條道路

即稱為自行車專用道路。自行車專用道路設置之主要目的在提供自行車族們一個安全、舒

適、具景觀美質之騎乘空間，故於規劃路線之環境許可、路徑寬度充裕之狀況下，建議儘量

以自行車專用道路之方式劃設規劃之。 

 

圖 8 自行車專用道路 



二、路口改善 

優良之道路交叉口設計能促進車輛與行人流動效率與安全性，因此改善不良道路交叉口為提

升市區道路運轉效率之重點項目之一。從行車角度考量，簡化路口動線並增加人、車反應時

間與反應距離為改善道路交叉口主要操作方式；從行人角度而言，則以縮短路口穿越距離並

擴大路口停等空間面積為符合人本精神的改善方式。本節設計參考圖以大型正交路口與大型

斜交路口為主體對象，分別提出配置圖供參考，整理出改善道路交叉口基本三點原則： 

(一)道路儘量修正為直角交會，減少視野上之死角。 

(二)擴大路口停等空間面積來縮短行人路口穿越距離，必要時於路段中設置庇護島保障行人

分段穿越安全。 

(三)避免多支道路交會於一點，實務若遇此情況時，優先考量將小於 45度夾角之道路調整

轉向，避免與其他向道路交會或將其改為步行空間或單行道。 

◆大型路口 

道路寬度通常超過 20公尺、車道數為 6車道以上，人行道寬度通常較寬（超過 2.5公

尺）、自行車可與行人共用人行道、機車需採兩段式待轉，一般會將自行車穿越道及庇護道

納入設計考量，由於路口寬度受斜交路口交角影響，路口寬度及行人通過路口的距離因交角

變小而增長，故區分為正交路口與斜交路口，差異說明如下。 

1.大型正交路口： 

行人穿越道係與道路正交，通過路口距離最短，建議道路中央設置庇護島可縮減行人單次穿

越路徑的長度。為考量行人與自行車道使用者之間的動線，建議路口處，自行車動線規劃於

快車道側，人行動線規劃於慢車道側，人行、自行車動線分離，降低事故發生。 



 

圖 9 大型正交路口配置示意圖 



  

圖 10 路口動線配置示意圖 

2.大型斜交路口： 

為儘量縮小路口寬度及行人通行路徑，在未設置庇護島的分支，為使行人能以最短路徑穿越

至對向，行人穿越道採與道路正交方式劃設，在有設置庇護島的分支，行人穿越道可採 Z字

形劃設，或採與斜交分支同向的角度劃設，行人通過路口距離雖增長，但行人穿越道與行人

行進路徑較為一致，茲舉 60 度斜交路口為範例，詳見下圖。 



 

圖 11 大型斜交路口配置示意圖 

由於自由路的現況路口處的畫設的人本空間並不完善，例如無障礙空間、人行動線等，建議

自由路的八處路口應依據營建署頒佈之都市人本交通規畫設計手冊，規劃出友善的人行及自

行車通道。 

 

圖 12 自由路路口現況 



自行車與行人共用人行道時，在路口處的人車動線較複雜，往往自行車在通過路口時易與停

等的行人產生衝突，自行車於路口處停等時亦會阻礙穿越路口的行人動線，因此建議當自行

車與行人共用人行道時，於路口處應有周全之配置。路口處劃設「自行車停止線」可規範自

行車在路口處停等的位置、避免阻礙行人通過，由於自行車通行較行人迅速，建議自行車停

等位置需遠離路口，將優先通過路口的位置讓給行人。以下依人行道路段上是否有劃設自行

車道或混用的類型，說明如下： 

1.雙向皆劃設自行車道 

在號誌化路口處建議劃設「自行車導引線」及「自行車停止線」，如路口處有劃設自行車穿

越道時，需與人行道上之自行車穿越道銜接。 

 

圖 13 雙向皆劃設自行車道時 

2.一向劃設自行車道、一向與行人混用 

人行道僅單向有劃設自行車道時，在混用的路段上無「自行車導引線」連接，宜劃設「自行

車停止線」規範自行車停等位置。 



 

圖 14 人行道僅單向有劃設自行車道時 

3.雙向皆為與行人混用 

人行道雙向路段皆為混用型式時，路口不劃設自行車穿越道線及導引線，但兩端宜劃設「自

行車停止線」規範自行車停等位置。 



 

圖 15 雙向皆為與行人混用時 

三、自行車道排水 

自行車及鄰近排水處理原則： 

˙自行車道（AC路面）設置橫坡 2％，將地表逕流導入綠帶自然入滲。 

˙自行車道（架高地坪段）雨水可順著路面宣洩至下方地面入滲。 

˙自由路北側為側進式邊溝，上層人行道打除，原則上不擾動既有側溝。 

˙自由路南側，邊溝位於路側，自行車道闢建不影響側溝。 



 

圖 16 自行車道排水處理示意圖 

四、自行車道架高 

在自由路現況中，南側現況普遍人行道樹樹徑較大，且快慢分隔島中的樹木也較相鄰人行道

側且部分有浮根狀況，為避免大量移植樹木，建議可將未來的自行車道架高，保留樹木，且

排水更無疑慮。分隔方式，依據「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自行車道與一般車道及人

行空間之區隔方式可以分為以下兩種： 

˙實體分隔：包括緣石、護欄、車阻、欄杆、植栽槽、綠籬及回覆式防撞桿（分隔導桿）等

方式。 

˙非實體分隔：以交通標線進行分隔，其設置建議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辦

理。 



 

圖 17 架高案例照 

五、護欄 

目前自由路現況人行道約 250 公分左右，加上現況人行道樹穴為 100公分左右，然而依據前

文自行車道寬度不得小於兩米，因此建議空間較侷限路段採用護欄區隔道路與自行車道之空

間，增加使用者的安全性。 

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頒布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自行車護欄之設置目的包括區

隔空間，空間範圍界定；防止危險；規範可使用範圍及禁止進入範圍（包括人或動物）及動

線之導引。設置原則如下： 

1.設置位置 

設置於高程落差大之路側、溝渠邊、水岸邊（湖邊、河邊、海岸邊）、橋樑上之自行車道或

設置自行車牽引道，因考量騎乘安全必要時設置護欄。護欄建議與自行車道留設有 0.25公

尺寬之側向安全淨寬，以增進駕駛人之安全。 

2.設置高度 

高度設計上除安全考量外，建議顧及避免遮蔽視野範圍，需依據現地條件及環境景觀設計護

欄高度，高度以 1.1～1.4公尺為原則。在緊鄰水岸邊（湖邊、河邊、海岸邊）、山崖邊及

緊鄰高程落差較大之地點，因考量不慎跌落無緩衝空間有立即之危險，建議其護欄高度至少

要有 1.2公尺以上。 

3.設置型式 

(1)護欄設置型式建議兼具景觀通視性，以鏤空方式設置。 

(2)護欄型式儘量避免設有可供攀爬之水平橫條，若為結構支撐考量則可適當設置，另在行

人與自行車會停留地點之欄杆建議避免可供直徑 10 公分物體穿越之鏤空。 

(3)造型宜簡單，避免複雜之圖案型式設計，並建議與環境特性及自行車道形式融合。 

4.材質 

(1)材料選用以耐候性佳之材質為優先考量。 



(2)材質選用以天然材料為最優先考量，並將維護之難易納入考量。 

(3)依現地環境之自然材質特色及氣候狀況，選擇與環境結合度高之材質設置。 

5.護欄之長度 

護欄所須之長度建議考慮被防護區域與道路平行之長度及護欄入口之展開長度，並包括護欄

下游端之展開長度等。 

六、自行車道旁植栽種植要項 

1. 路口為保持良好行車視距，距路燈號誌及道路交叉口 10公尺內，宜栽植高度低於

0.5公尺之灌木或草花；距停止線 50公尺內之植栽帶，於駕駛人視線水平高度 5.5

度仰角區間內之枝葉，建議適當剪除。 

2. 車道出入口或自行車道標誌系統旁，避免種植大型喬木遮蔽視線，另植栽建議距離自

行車道至少 0.5公尺，避免植栽影響騎士的騎乘。 

3. 綠帶寬度在 13公尺以上者，可以栽植三排以上之喬木；綠帶寬度在 7公尺（含）～

13公尺間者，可以栽植雙排或交錯三排喬木；綠帶寬度在 1.5公尺（含）～7公尺間

者，可以栽植單排或交錯雙排喬木；綠帶寬度在 1.5公尺以下者，可以小型喬木或大

型灌木列植。 

4. 如果用地許可條件下，自行車道旁建議規劃喬木之植栽空間，植樹穴面積建議依樹木

大小決定，但建議不宜小於 1.5平方公尺，且植樹穴得設計鋪面進行鋪蓋，並可配合

自行車道道佈設形式，實施連續性帶狀設計。 

5. 喬木之植樹穴建議以適於該樹種之良質土壤回填，植栽帶的植穴土壤厚度，草本地被

植物建議在 15公分以上，灌木類建議在 30公分以上，淺根性喬木建議在 60公分以

上，深根性喬木建議在 90公分以上，且覆土建議低於植樹穴旁之鋪面或緣石，並調

整自行車道坡度，讓雨水集中流向樹穴。 

6. 為確保樹枝下通行的基本高度，故自行車道的植栽帶自樹穴邊緣起 50公分，其分枝

高建議在 2公尺以上，且植栽高度與電力線建議保持適當距離，以策安全。 

7. 自行車道植栽設考慮適當之植栽距離，依喬木樹冠大小定樹距為 4至 15 公尺，種植

方式建議以免影響鄰近建築物或遮擋商家廣告招牌，並避開住戶門面及共同進出口且

對齊各隔戶間種植，並儘量與鄰接建築物之柱子對齊，以不阻擋住家、商家出入為原

則。 

8. 自行車道植栽灌木高度建議在 0.9公尺以下，設置建議避免視線阻隔性，造成不安全

的環境死角。人身體可及處，避免種植有毒性、含刺等，具潛在危險性的植物。 

9. 自行車道植栽種植建議以符合自然、原生性為原則，並考量多層次綠化方式，增加環

境的多樣性；喬木可選擇樹幹挺直高大、枝葉濃密、深根性、耐風、抗污染之高層開

展形樹冠為主。 

10.植栽高度與電力線建議保持適當距離，以策安全；電線桿前後 2公尺範圍內不建議種

植大型喬木。 

 七、通勤通學自行車道配置說明 



 

圖 18 自由路現況視角說明圖 



 

圖 19 自由路規劃方案與設計方案對照說明圖 

因應現況環境不同，以四種不同改善方案，將自由路鄰近快車道側之人行道改善為自行車專

用道，以下根據現況人行道之樹穴與快慢分隔島之距離是否符合自行車道最小寬度兩米，及

樹徑大小是否大於或小 15公分，為相對標準，以部分移植為宗旨，減少生態衝擊。 



 

圖 20 TYPE A 現況斷面、改善示意圖 

 



  

 

圖 21 TYPE B 現況斷面、改善示意圖 

 

 



 

圖 22 TYPE C 現況斷面、改善示意圖 



 

圖 23 TYPE D 現況斷面、改善示意圖 



 

 

圖 24 自行車道斷面圖 



 

 

圖 25 自由路設計方案 3D 模擬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