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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計畫性質 
 

 

 

 

本計畫性質係延續上位研究成果，包括「道路相關設施景觀設計準則之

研究」及「台灣地區觀光遊憩系統發展計畫」等研究計畫案，雖其成果

性質屬研究計畫，然為了落實其成果之實用性，乃以易讀方式編輯，以

利於國內行政單位、規劃設計專業人員及公路維護管理人員等，在道路

景觀設施規劃及設計時之參考引用。 

 

國內景觀道路現階段相關研究成果中，偏重於「景觀道路系統之建構」、

「道路與觀光遊憩發展關係」及「景觀道路規劃與管理」之研究，對於

道路設施規劃設計等具應用性質之計畫較缺乏。綜觀國內公路建設，已

在國人汽車運輸工具普及、遊憩需求日增之情況下，持續興建、拓寬及

改善中，本計畫因應此一公路遊憩化發展趨勢，提出道路設施規劃設計

與整體環境界面處理之參考資料。 

 

計畫執行過程，將涵蓋景觀道路現階段研究成果之理論與實務性內容、

以及國外優良案例與國內道路現況之綜合檢討。因此，在計畫成果的呈

現上，將兼具研究性成果及應用性之參考成果。 

 

 

 

 

 

 

 

 

 

 

 

 

 

 

 

 

 

 

 

 

 

研究性質

應用性質

�相關研究成果歸納 

�案例研究 

�道路設施歸納分類 

�提出規劃方法流程 

�案例操作示範 

�設施項目檢核 

�設施現況檢討 

�設施施工參考圖 

�設施造價資料 

計畫性質 計畫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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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背景分析 
 

 

 

 

台灣景觀道路發展始於民國 68年「台灣地區

綜合開發計畫」中，所提出國家道路公園之計

畫，並指定四段國家道路公園。民國 85年行

政院核定經建會研提之「國土綜合開發計

畫」，指定十條國家級景觀道路，其後台灣北、

中、南、東部區域計畫依綜合開發計畫之指

導，並考量各地區遊憩系統資源、景觀特性等

因素，陸續指定 68條景觀道路。 

 

台灣地區地形複雜多樣，沿山脈、海岸線或串

連城鄉聚落的道路景觀各具特色，但隨都市擴

張及汽車交通的普及，道路建設常因交通運輸

量的壓力，造成景緻優美路段面臨路面坍方破

壞或路線拓寬而犧牲路邊綠地，即，道路在規

劃設計時欠缺路線景觀考量下，景觀美質已逐

漸減少中。 

 

有鑑於國內道路工程之各項設施，目前多係以

工程施工、交通運輸及行車安全為主要觀點進

行規劃設計，故於辦理景觀設計工作時，常發

生衝突及困難。為提升道路工程設計品質，乃

延續政府各部門所研提之景觀道路評估、選

線、規劃與設計、管理之重點內容，著手研訂

景觀道路相關設施設計及施工參考手冊，作為

各區域縣市規劃景觀道路之參考依據。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1998，景觀道路規劃與管理

區域計畫指定之

景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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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計畫目的及重要性 
 

一、計畫目的 
 

道路不僅是將人從一個環境運送到另一個的”通道”，人們乘座車輛行

駛於道路中，透過車窗所見道路路面、結構物、標誌、近景及遠景，均

構成了人們對旅行過程的印象。良好的景觀道路，將增加旅行過程中的

愉悅感，並可強化台灣城鄉風貌景觀。 

 

本計畫延續民國八十八年完成之「道路相關設施景觀設計準則之研究」

成果，針對景觀道路路權範圍內之設施，研訂相關設施設計及施工參考

手冊，預期達到目標如下： 

(一) 突破道路”交通”機能之單一角色，透過國內外景觀道路案例研

討，建立標準化之景觀道路相關設施改善檢核流程。 

(二) 掌握實用及簡易操作原則，研訂具體化且具指導性之參考手冊。 

(三) 依本案建立之參考手冊應用於國內景觀道路，提出現況改善建議，

並做為手冊應用之示範及檢討修正之參考。 

(四) 自景觀道路改善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融入綠營建工程標準及道

路生態規劃理念，達到消耗最少地球資源，製造最少廢棄物之綠營

建道路。 

 

二、計畫位階及執行架構 
 

本計畫案係依據行政院 90.5.2第 2732次院會通過之「國內旅遊發展方

案-全國景觀道路建設計畫1」辦理，延續該方案具體計畫，推動全國景

觀道路建設工作，提昇國內旅遊之吸引力。本案計畫位階如下圖所示： 

 

 

 

 

 

 

 

 

 

 

 

 

                                                 
1 該計畫業於民國 92年 6月整併於「觀光客倍增計畫」中。 

國內旅遊發展方案-- 

全國景觀道路建設計畫

道路相關設施景觀設計

準則之研究 

景觀道路相關設施設計

及施工手冊訂定 

內政部 

營建署

交通部 

高公局

˙上位計畫 

˙規劃管理 

˙設計準則研究

˙工程設計參考

˙實務操作應用

交通部 

高公局

挑戰2008計畫: 

觀光客倍增計畫
交通部

觀光局

圖 1-1、計畫位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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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計畫內容步驟及方法 
 

 
 
 

一、計畫內容及步驟 
 

 

 

 

 

 

 

 

 

 

 

 

 

 

 

 

 

 

 

 

 

 

 

 

 

 

 

 

 

 

 

 
 
 
 
 
 
 
 

圖 1-2、計畫內容及步驟圖 

計畫背景分析

計畫目的

相關政策及研究

基礎資料蒐集與彙整

計畫位階 

國內外案例 

確定景觀道路設施項目

設施設計準則研擬

道路規劃分析
同質路段劃定 
路段屬性界定

道路設施設計說明
意象圖片 
施工參考圖 
造價分析 

研究案例操作示範

手冊內容檢討與修正

設施設計及施工參考手冊 

緣起與目的 

資料蒐集與分析 

規劃分析

設計與施工參考圖彙整 

研究成果應用與檢討 

步驟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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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1、系統角度： 

應用使用者、環境資源及活動提供三個系統角度，進行景觀道路設施設

計供需面探討，以符合實際需求： 

 

(1)使用者體系： 

景觀道路同時促進了沿線聚落間，以及旅客與聚落間之交流，相關設施

規劃應滿足用路人休息、資訊提供、賞景等需求；另一方面，應顧及當

地城鄉需求，達到環境較佳之利用模式。 

 

(2)環境資源體系： 

景觀道路沿線景觀風貌、產業特色及風土文化等環境條件及區位因素，

將成為景觀道路相關設施改善型式、原則及風貌之依據。 

 

(3)活動體系： 

採取需求平衡供給的方式，在實例調查中記錄景觀道路可能提供的活

動，包括休閒、商業、交通、社會、文化等，以此記錄來衡量未來景觀

道路設施設計內容。 

 

2、作業方法： 

 

(1)資料收集及整理： 

收集並整理國內外相關案例、報告，作為本案規劃參考及評估資料，實

際案例設計階段執行時所需之相關法令、行政作業及經營管理內容，亦

應列入本研究參考分析之基礎資料。 

 

(2)現況記錄及勘查： 

針對實際景觀道路路段相關設施設計階段，道路周邊綠地之環境及使用

現況，應列入現況記錄及勘查之主要項目，依照景觀道路具有特色及資

源條件，提出設施設計改善。 

 

(3)訪談調查： 

以主管機關行政單位之工作人員為主要對象，確實掌握區域性景觀道路

發展目標，完成意見調查，作為使用方式引入意願及實質發展工作之主

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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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問題的克服及解決： 

本案的進行必須克服兩項主要之問題： 

 

(1)環境現況的掌握： 

 

台灣地區景觀道路之界定除前述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及區域計畫所界

定之路段，其確實之路線及路段範圍尚處於研提計畫階段；另一方面，

景觀道路綿延數公里，其穿越城市、鄉鎮及村落部份，就環境特性及實

際使用現況來說，更是千變萬化。 

 

因此，本案所研訂之相關設施設計及施工參考手冊，要能克服現況多樣

的複雜性，掌握現有景觀道路型式及空間特性，憑藉適當的地圖研判，

綜合現況調查及相關訪談來進行，其有效的工具包括都市計劃圖、地形

圖以及利用照片及動態攝影來協助現況記錄。 

 

(2)意見的交流與溝通： 

 

本計畫所涵蓋的區域有許多均跨縣市行政區界，景觀道路相關設施設計

涉及整體性風貌及序列性(地區性)特色之掌握。因此，為達到參考手冊

之實用性，如何將景觀道路基於整體考慮的一個善意構想，能與民間或

地方政府的意見相結合並運作良好，是一項關鍵課題。這一項課題的克

服，應採取地區環境改造的模式，在用地的適法性、適宜性及社區的需

求三方面，經由地方座談會的方式來達成共識並建立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