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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 2 號大園交流道至台 61 線新闢高速公路計畫 
環境影響評估計畫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1 年 8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二、地 點：桃園縣大園鄉公所 3 樓大禮堂（桃園縣大園鄉田心村中正西路 12
號） 

三、主持人：國道高速公路局林代理組長炳松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附會議簽到表) 

五、計畫內容簡報：(略) 

六、主席致詞： 

謝謝廖委員、呂鄉長、各位議員及鄉親百忙抽空參與本說明會，本次

說明會程序會先請顧問公司報告，若簡報後在座各位鄉親有意見可提出來

討論。 

七、貴賓致詞： 

(一)立法委員 廖正井  
1. 本人與桃園縣副縣長范良銹曾到經建會，拜託高架橋下便道由中央出

錢施作，本人感謝經建會答應由中央出錢施作。 
2. 為解決大園鄉塞車問題，本人拜託高公局加速推動本計畫並縮短時程

提早一年完工。 
3. 希望高架橋下施作便道，否則土地無法利用，若有便道則兩側土地可

利用開發，例如農地地主可做加油站等等。 
4. 桃園航空城計畫交通部負責的部分推動太慢，本人擔任立法院司法委

員會召集委員時，交通部的組織條例送審，本人阻擋不予通過，故希

望交通部的航空城計畫儘速推動，另本人亦要求交通部規劃的捷運車

站與產業專用區一併徵收，如此可行性較高，不然以後專用區徵收就

會有困難，現在交通部也朝此方向來推動。 
5. 拜託經建會，桃園航空城不是交通部的事，而是跨部會的事情，所以

要由經建會來推動，這樣成功率才會高，以後桃園航空城計畫成功後，

預計可以增加台灣經濟產值 1 兆 6 千億並創造 8 萬個就業機會，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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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計畫是非常重要的，拜託行政院儘速推動以帶動大園鄉的發展。 
6. 本人在立法法院擬修改回饋金的辦法，現階段 1 年約分配 5 千 8 百多

萬元，若辦法修改後特別回饋金可增加到 2 億元，特請桃園縣議員督

導縣政府分配回饋金一半給大園鄉。 
主席回應： 

有關施工時程及高架橋下施作便道此部分我們會再考量，本案推動也

希望鄉親及立法委員大家來努力，使本案能更快來推動執行。 
(二)大園鄉鄉長 呂水田  

1. 相信在大園鄉的鄉親都可感受到上下班塞車的痛苦，此次高速公路局

推動大園支線，我個人認為不論是方案 A、B1、B2 或 C，高架橋下一

定要做平面道路，這攸關大園鄉圳頭、內海、沙崙及後厝村的發展，

由高架橋路幅規模來看，路幅寬 24.5 米再加兩側各 4.5 米共約 33.5 米，

此寬度扣掉橋墩柱部分應該還有數十米的空間可供施作平面道路，此

平面道路對航空城之間交通一定有很大幫助。 
2. 方案 A 規劃與縣 110 民生路共構，目前民生路交通已經很混亂了，若

再施作高架橋勢必會更壅塞，個人認為路線應順著新街溪右側行經內

海再銜接到台 61 線。 

八、意見表達及回應： 

(一)民眾 
路線要行經何處要讓民眾瞭解，如何民眾才能提供意見，現在方案Ａ行

經縣 110 民生路本人認為不可行，應採鄉長所建議的路線沿新街溪右側

規劃，此路線規劃在溪邊無跨溪既安全又有平面道，如此鄉親才會同意。 
(二)前立法委員 郭榮宗 

當初大園支線改線交通部承諾沿新街溪規劃，為什麼現在路線又更動

了？若沿新街溪規劃，大園鄉鄉親一定沒意見。 
(三)內海村長 劉進益(同書面意見) 

1. 將近 2 公里高架於內海村境內，對於縣 110 民生路是否有拓寬的計畫。 
2. 對於施工前後工業區出入交通動線是否有配套，避免民眾進出交通動

線是否有配套，避免民眾進出交通打結。 
3. 沿線有徵收到民眾土地是否能儘早明確劃出，價格能否優惠（比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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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徵收）（協議價購）。 
4. 台 15 線後接台 61 線路段對內海村民進出必有影響。 
主席回應： 

用市價徵收部分將於 101 年 9 月開始施行，另橋墩所在地方道路（縣

110 民生路）將拓寬為原有路幅寬度，不會造成地方交通太大的衝擊。 
(四)桃園縣議員 徐其萬 

1.完工預定在 107 年 3 月，我建議提早在 105 年完成通車，解決車流量壅

塞的問題。 
2.高架下應做平面道路，以發揮地盡其利，亦可帶動地方繁榮及發展。 
3.應聽地方百姓的意見，以地方損害最少為原則，以快速進行為原則，期

待此條路能早日完成。 
(五)自救會副會長 劉德運(書面意見) 

1.橋下側車道應全面開闢改善埔心至大園國中交通以利上下學。 
2.側車道兩側希望有 8 米寬道路，改善附近地區交通不便。 

九、結論： 

1. 國道 2 號大園交流道至台 15 線部份係規劃於新街溪北側，以減少私

有土地徵收，僅利用民航局的公有土地。 
2. 台 15 線到台 61 線，經各方面影響層面之綜合考量後，在新街溪北側

面臨環境敏感地區（野鳥棲息地及濕地），選擇方案 A 與縣 110 民生

路共構方式興建，此部分土地徵收最少，對環境破壞影響較少，對地

方影響亦不會太大，並為最快可推動之方案。 

十、散會：下午 3 時 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