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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國道 7號高雄路段計畫是甚麼? 

A1：交通部為因應國家整體建設發展需要，解決高雄都會內及城際間交通運輸

問題，並有效改善高雄港聯外運輸效率，降低運輸成本，以提升高雄港的

營運績效及競爭力，於 96年辦理「高雄港東側聯外高（快）速公路可行性

研究」，由高雄港區內起

直接新闢經由高雄都會區

東側之符合國道標準之公

路。可行性研究成果奉行

政院 99.3.19 核復原則同

意，並請交通部積極辦理

環評及綜合規劃作業，計

畫定名為「國道 7 號高雄

路段」。路線自南星路北

行至仁武銜接國 10，長約

23公里，所經行政轄區包

括：高雄市小港區、林園

區、大寮區、鳳山區、鳥

松區、仁武區及大社區等，

可串連國１、國 10 及台

88，建立高雄都會區完整

高快速路網，強化整體運

輸效功，並提供高雄市、

港及高雄機場另一快捷聯

外運輸幹道，有效提升聯外運輸效率。 

 

Q2：闢建國道 7號高雄路段計畫的必要性為何? 

A2：(一)配合高雄港、市未來發展藍圖需要 

1.為「高雄海空經貿城整體發展綱要計畫」之首要交通建設計畫。 

2.為「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方案」之重要聯外運輸骨幹計畫。 

3.為洲際貨櫃計畫二期、南星計畫及未來第三港口開發區之主要聯外道

路計畫。 

(二)深具經濟效益 

1.經濟效益高―本計畫經估算之益本比(B/C ratio)達 2.01，由總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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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評量計畫所耗費之資源成本與所創造之經濟價值而言，深具經濟

效益。  

2.促進地方經濟繁榮發展―本計畫完工後，可便利區域往來交通，帶動

地方經濟發展。 

3.改善個人及家戶經濟―本計畫可配合地方政府都市計畫規劃及周邊土

地發展，個人增加就業機會及家戶收入，同時沿線土地利用價值亦隨

交通及其他建設及開發計畫而提高。 

(三)促進社會公義 

1.均衡城鄉發展―國 7行經地區屬高雄市潛力發展區域，如大寮、鳥松、

仁武等區，可帶動沿線地區交通運輸、經貿活動、土地利用等各項發

展，有利高雄市城鄉均衡，使高雄都會區腹地向東延伸，奠定未來城

市持續發展的利基。 

2.確保民眾行車安全―國 7 完成後，可將鄰近港區及工業區大型貨櫃車

直接引上國 7行駛，避免重車行經市區繞行後再上國 1或台 88聯外運

輸貨物，可大幅改善市區道路交通壅塞、空氣污染及保障民眾行車安

全。 

3.提供緊急醫療救援―高雄都會區東側區域缺乏南北向高快速公路，國 7

正可補足空缺，並與國 1、國 3及台 88線串聯形成高、快速路網系統，

提供沿線民眾緊急醫療救援服務，以保障地方民眾生命安全。  

(四)改善交通效益 

1.紓解現有及未來交通車流―高雄都會區近年及未來將推動之重大建設

計畫將更形加重市區主要幹道及國 1、國 3、台 88 等高、快速公路之

交通負荷，國 7 完成後，可分擔及紓解上述道路之交通車流，有助改

善高雄市整體交通狀況。 

2.新增區域交通孔道―高雄都會區東側區域缺乏南北向高快速公路，國 7

正可補足空缺，於沿線地區主要幹道設置交流道，服務地方民眾方便

使用國 7，並與國 1、國 3 及台 88 線串聯形成高、快速路網系統，提

供路網間快速轉換服務。 

3.提供高、快速公路網服務―國 7可與國 1、國 3及台 88線串聯形成高、

快速路網系統，設置系統交流道，提供直接快速的高、快速公路間的

交通轉換服務，節省行車時間及油耗成本。 

(五)提升環保效益 

1.兼顧環境保護及經濟發展―國 7 計畫雖有助於國家經濟、地方經貿，

甚至是家戶、個人收入之改善提升，惟仍致力於各項環保議題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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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因應的環保對策措施，儘量將對環境生態之影響降至最低，希望

兼顧環境保護及經濟發展。 

2.改善高雄都會區空氣品質―國 7 完成後，預期可改善紓解相關市區道

路及高快速公路交通壅塞狀況，減少車輛停等所產生之廢氣，整體而

言，有助於改善高雄都會區空氣品質。 

Q3：有人擔心國 7 興建系統交流道銜接台 88，會使台 88 五甲系統更

壅塞，真的嗎? 

A3：國 7 規劃路線位於高雄都會區東

側，可提供小港、大寮、鳳山、

林園及新園等地區，以及大發、

屏東地區藉由台 88 線往來高雄

港區及北高雄的車流，提前於國

道 7號與台 88銜接處之大寮系統

交流道進行分匯流之轉換，減輕

五甲系統交流道之交通負荷，並

紓解台 88 五甲-鳳山-大寮路段

之壅塞。 

 

 

 

 

 

 

Q4：國 1 高雄段車流大且重車多，國 7 如何能達到舒緩國 1 車流量的

預期效果? 

A4：就區位而言，高雄港舊開發區及都會區西側交通仍以國 1為主要聯外孔道，

而國道 7 號基於分流策略，可就近提供高雄港新開發區如洲際貨櫃中心及

南星計畫等重大經建計畫區、臨海、林園工業區及屏東地區之重型車輛直

接之服務，使原使用國道 1 號往返中北部、楠梓、大社、仁武等工業區，

未來將轉移至國道 7號，避免其須繞行市區道路影響居民生活及行車安全。

依交通分析結果，可轉移原使用國道 1 號之聯結車旅次約 11～27%(相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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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 7情境下)，整體交

通量減少約 8～24%，改

善國道 1 號高雄都會區

市區路段之壅塞與提升

地區主要幹道服務水準，

同時配合沿線交流道之

設置，可提供都會區東

側之林園、小港、大寮、

鳳山、鳥松、大樹、仁

武等地區便捷快速之聯

外公路運輸服務，對於

上述地區之均衡發展有

相當大之助益。 

 

 

 

 

 

 

 

 

 

Q5：國道 7號是否成為貨櫃車專用道? 

A5：國道 7 號與國道 1 號，因其各自地理區位特性，將分別擔負高雄港原港區

及開發中新港區聯外貨物運輸之主要幹道，而國 7 沿線並設置 6 處服務性

交流道，以提供林園、大坪頂、小港、大寮、鳳山及鳥松等地區國道級之

快捷運輸服務。依據交通分析預測成果，仁武至小港路段，車流中之重車

比例約在 23%~33%間，與國 1高雄路段車流相較，重車比大致相當；小港以

南至林園路段，因路線鄰近即為臨海工業區及高雄港新港區，住宅區有限，

故車流中之小客車較少，貨車的比例乃相對較高，約占 50%左右，故國 7並

不會成為貨櫃車專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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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國 7沿途設置幾處交流道，是否符合都會區交通運輸需求? 

A6：國 7 行經高雄都會區東側，出港區後往北行經既有林園、小港、大坪頂特

定區、大寮、鳳山、鳥松、仁武等原高雄縣鄉鎮已高度發展地區，而各地

區主要道路均為東西向，缺可串連各鄉鎮之南北向道路，本計畫嗣配合於

沿線各重要地區及主要東西

向道路交接處設置 6 處服務

地區交流道，以便利地方交通

進出，不再利用國 1行駛，另

於台 88線及國道 10號交接處

設置系統交流道，以強化高、

快速整體路網功能。(就國道

1 號現行由鼎金系統交流道

至小港端終點路段，目前也依

交通需求共設置6處交流道，

尚將增設 1 處鼎力路出口匝

道，就都會路段國道公路言，

交流道勢必較密集)。國 7 於

沿線主要幹道設置交流道連

絡道提供地區直接服務，將可

縮短旅行時間距離節省油耗，

使長短程旅次分流，分散市區

通過性車流，強化社區間聯繫

及生活機能，促進城鄉均衡發

展，滿足該區域未來整體發展

需求，確實有興建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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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關於國道 7號銜接國道 10號後是否再向北延伸至國 1或國 3? 

A7：國道 7號計畫於可行性研究階段係依臺南、高雄都會區運輸需求，研擬國 8

以南至高雄港間路網構想，

經綜合評比各路廊方案，以

及交通分析預測成果，本計

畫初期終點銜接至國道 10

號（國 7高雄路段計畫）興

建完成後，至民國130年（本

計畫目標年），國 1岡山以

南路段均可滿足國道應維

持的服務水準（D級以上），

已可達成本計畫預期目標

及功能，故奉行政院 99年 3

月核定國7現階段建設計畫

先闢建至國 10。國道 7號目

前規劃路線已預留未來北

延之條件，未來配合臺南、

高雄都會持續發展之交通

運輸需求，將適時研議北延

路線，提出建設計畫陳報核

定後繼續推動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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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如果國 7推動受阻，對高雄都會區發展及交通有何影響? 

A8：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計畫」及「南星土地開發計畫」均將以國 7作為

主要聯外道路，且相關環境影響評估成果已陸續經環保署審查同意或辦

理第二階段環評作業，若本計畫未能配合儘速推動，將造成鄰近主要進

出道路及國 1高雄都會區路段更為壅塞，勢影響其推動及沿線地區之發

展，嚴重衝擊國家整體發展。 

―國 1鼎金交流道以南路段，民國 110年以後服務水準將惡化至 E～F級。 

―藉由國 1進出之市區道路壅塞情形更形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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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國 7除現行規劃路線外，是否評估其他替代方案? 

A9：為改善國道 1 號高雄都會區路段交通壅塞之問題，及考量高雄都會區整體

發展、高雄港聯外運輸需求，本案規劃階段除於已避開高雄都會區聯外運

輸壅塞之東側路廊進行國道 7 號高雄路段規劃外，並針對高雄地方人士研

提之西側(台 17線)濱海路廊方案、國道 1號高雄都會區路段高架拓寬案及

沿高屏溪堤岸(台 21共線)案進行可行性評估，結果顯示，目前規劃路廊為

服務效益最大、生態衝擊及拆遷最小、工程可行性最高之方案。 

    

路廊研究(左)及規劃路廊、高屏溪西側(台 21)路廊(右)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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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可否以類似五楊高架拓寬方式，全面拓寬改善國道 1號高雄路段

交通? 

A10：國道 1號高雄路段由鼎金系統交流道至末端中山四路均已充分利用路堤邊

坡空間於民國 95年完成拓寬，並採垂直擋土壁方式辦理路幅拓寬，因此，

除國道 1號里程 356.2k～362.4k以及 371.8k～372.8k等路段尚有局部剩

餘邊坡外，全線各路段幾無剩餘路權空間可資利用，且國道 1號路廊於市

區路段兩側多為密集住宅，就工程面而言，其困難點為： 

(一)沿線已於民國 95 年完成拓寬，因路權受限而採垂直擋土壁並加設地

錨方式辦理路幅拓寬，若於現有路幅內高架，其橋墩及基礎將影響地

錨結構而須全數打除且施工安全風險高，致國道 1號多數車道無法使

用，難以實施有效之交維措施，造成市區交通之癱瘓。 

(二)若於國道 1號外側高架拓寬，因兩側多為密集住宅並緊臨側車道，高

架拓寬拆遷量大並影響側車道服務功能。 

(三)且因沿線房屋密集，市區道路車流大且空間受限，已無可興闢上下匝

道之適當橫向連絡道路，故僅能作為通過性之「港區貨車專用道」，

無法發揮效益。 

 

國道 1 號市區段兩側密集住宅用地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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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國 7如改沿高屏溪堤岸而行銜接國 3是否可行? 

A11：若將國道 7號改沿高屏溪河岸而行，於嶺口銜接國 10、國 3，由於路線偏

離小港、鳳山、高雄市現況發展區以及臨海工業區、高雄港等交通量主要

產生地，可預期上開地區聯外交通（尤其通往大社、仁武工業區或往高雄

市西北部如左營地區之交通），大部分仍將再經由目前交通量已甚大之台

17、台 88、台 1戊、台 1等省道或其他地方道路，設法到達國 1高雄市區

路段沿線交流道，仍利用國道 1號行駛前往各地，將無助於疏解國道 1號

高雄路段之交通壅塞情形，而且也未能直接提供高雄都會東側具發展潛力

廊帶國道公路服務，將有違國道 7號興建之目的。 

 

沿高屏溪西側(台 21)研擬路廊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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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國 7如改經都會區西側濱海地區之台 17高架是否可行? 

A12：依本計畫可行性研究階段之評估，西部路廊(台 17路廊)可能面臨的課題，

包括：路廊北段經過四草濕地 IBA(重要野鳥棲地，Important Bird Area)、

四草濕地國際級國家重要濕地、鹽水溪口國家級國家重要濕地、安平賞鳥

區、茄萣濕地、永安濕地 IBA、竹滬鹽田與永安鹽田兩處地方級國家重要

濕地、援中港濕地、柴山自然公園及壽山賞鳥區一帶等多處法定保護區或

保育團體關注的生態敏感區，生態衝擊較大；此外，路廊南段經過左營，

沿線為都會發展區，有左營圓環舊城門古蹟迴避與市區用地取得困難等，

為路廊難以克服的重大工程課題，故西部路廊在生態與工程方面可行性皆

低。 

 

 

 

 

 

 

   

西側濱海地區之台 17 高架案生態、敏感區位課題及用地取得困難 

 

Q13：有人說國 7高架道路基樁會阻礙區域排水，國 7是否會惡化高雄

地區淹水? 

A13：國 7 有 90%以上路段採高架橋方式通過，對區域排水幾無阻隔影響，設計

階段將避免於現有水路中落墩，不會影響河防安全，並將妥善收集橋面排

水，以不增加下游排水路之容許排放量原則進行設計。至於國 7少部分路

堤段，其相關之區域排水路或橫交水路將配合治理計畫斷面採箱涵或橋梁

跨越辦理設計，或依現況灌、排水路斷面酌予擴充尺寸，以維持既有灌、

排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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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4：國 7路線是否經過鳳山丘陵及駱駝山，而影響當地猛禽夜棲地之

自然生態? 

A14：國 7計畫在路線規劃階段即與地方環保團體進行訪談對話，以瞭解地方及

環保團體等關心之議題，並纳入

作業參考。規劃中計畫道路沿線

所經地區，並未有公告生態保護

區，針對本計畫對鳳山丘陵南側

春過境猛禽生態可能的影響，目

前規劃路線已迴避環境敏感區，

主要沿台 17而行，其主要夜棲林

與台 17線最近處距離超過 150公

尺，中間為工廠等既有人為干擾，

因此受本計畫道路影響較不顯著。

本計畫並針對沿線環境進行詳細

之調查評估，妥擬各項污染防制

措施與減輕對策，降低對自然生

態之衝擊。 

 

Q15：國 7路線是否經過鳳鼻頭國定史前遺址，而影響國家重要文化資

產? 

A15：國定鳳鼻頭遺址目前已知西界位於

國 7計畫道路東側約 400公尺距離，

且兩地間尚有駱駝山分隔，使計畫

道路與遺址分處於不同之地形面。

經調查評估，鳳鼻頭遺址範圍並未

擴及本計畫道路邊緣，惟本計畫仍

已承諾在鄰近鳳鼻頭遺址路段施工

階段進行監看，並已妥擬污染防制

措施及加強該路段之景觀美質規劃。

上述調查評估成果及相應對策建議

業經行政院文化部及高雄市政府文

化局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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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6：高雄歷來空氣品質不佳，國 7計畫道路之空污及噪音防制改善對

策為何? 

A16：高屏空氣品質防制區空氣污染主要由固定污染源貢獻；屬公路系統產生之

移動污染所佔比重不高。國 7 完工後可改善相關高、快速公路壅塞情形，

提高行駛速率，降低油耗及廢氣排放，營運期間(30 年)預估約可節省

51,502萬公升之能源(油品)及減少 122.5萬公噸之碳排放，可達節能減碳

效益。另為減少沿線噪音影響，本計畫路線佈設多沿聚落邊緣通過，避免

穿越增加交通噪音量及影響範圍，並針對「噪音影響等級評估流程」評定

為「中度」或「嚴重」影響以上須進行減輕對策之敏感受體樓層，均依需

求設置隔音牆等改善設施。 

高屏空品區各污染源排放比重分析(民國 1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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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7：鳥松區有一疑似泥火山位於興農巷南側，近年多次噴發泥漿，國

7高架橋鄰近路段是否有安全疑慮? 

A17：(一)泥火山非屬火山，其所噴出者係地下淺層的泥與水混合物、天然氣，

受高壓作用，沿著岩體裂隙噴出地表，故其所噴出者為較低溫(約 50

℃)泥漿，而非高溫熾熱熔融的岩漿。由於泥火山噴發之泥漿溫度比

天然氣燃點低，無法自燃，噴出物並無火與熱，故一般狀況下，台灣

地區之泥火山不會爆炸、傷人，且噴發壓力小對建物安全危害程度低，

其主要災害多為泥漿噴出漫流所造成之農損。 

(二)鳥松泥火山 (2010~2013)噴發範圍侷限於興農巷南側、鳥松區公所後

方至曹公圳新幹線間地區，外形為一噴泥池，由於該處泥漿噴出處距

本規劃路廊約 400 公尺，且依地質調查鑽孔資料顯示，規劃路廊沿線

深度 40～50公

尺內均為礫石

夾砂為主，並

無泥漿侵入現

象，初步評估

對本規劃路廊

影響極微，惟

後續設計階段

將就此區域進

行詳細地質鑽

探調查，並依

調查結果妥善

規劃橋梁結構

系統，加強橋

梁結構之強度、韌性與防止落橋設施，以確保橋梁安全。 

 

Q18：經費龐大的國道 7號計畫會有經濟效益嗎？ 

A18：參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公共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作業

手冊」(97年版)及交通部運輸研究「交通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手冊」(100

年版)等作業依據，以目前國 7 規劃方案，就運輸、環境、產業發展及都

市發展等效益進行量化估算，並以 101 年幣值計，推估完工通車 30 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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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之累計整體經濟效益約新台幣 1,038億元，經估算，國 7案之益本比

為 2.01，淨現值約新台幣 522億元，內部報酬率約 11%，各項經濟效益指

標顯示，具經濟可行性。其他無法量化的外部效益尚有提昇國家競爭力、

提供安全舒適用路環境、均衡都會區城鄉發展差距、促進相關產業發展

等。 

 

Q19：建設國道 7號會不會影響國家財政？ 

A19：國道 7號的建設經費主要來自「國道公路建設管理基金」，國道基金是政

府考量「使用者付費、取之於路用之於路、循環運用」的財政運用原則設

置，基金的收入包括通行費及服務區收入、部分汽車燃料使用費等。行政

院核定國道基金自償率為 78％，剩下 22％由政府循預算程序撥款補助。

經詳細的財務估算，國道基金在容納國道 7 號建設費用後，仍可維持 78

％之自償率而持續循環運用，因此並不會影響政府財政。 

 

Q20：國 7興建經費過高，是否造成高雄市政府日益拮据之財政負擔? 

A20：本計畫經評估具經濟可行性，並由交通部依公路法規定將其定位為國道，

未來將以「國道公路建設管理基金」為主要財源，不會造成地方政府之財

政負擔。 

 

Q21：國 7建設費 6 百多億元可不可移做高雄地區其他建設或發展用? 

A21：國 7建設經費主要來自「國道公路建設管理基金」，該基金是政府考量使

用者付費、取之於路用之於路、循環運用等財政運用原則設置，依規定有

其特定用途，尚無法移做高雄地區其他建設或發展用。 

 

Q22：國 7總經費達 6百多億元(包含用地及工程費)，換算每公里造價

是否過高? 

A22：國 7將採國道設計標準，其中 90%以上為高架橋，總建設經費約 615億元(包

含用地及工程費)，其中用地取得將採市價徵收方式辦理估算所需費用約

202億元，另系統交流道及一般交流道總工程費約 138億元，故國 7如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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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費及交流道費用後，平均每公里造價約 12億元，與其他類似計畫平均

造價相當。本計畫後續將參據更詳細之測量地調資料，本撙節原則再覈實

檢討各項計畫經費。 

 

Q23：國 7計畫有沒有辦理地方說明會和當地民眾溝通？ 

A23：本計畫前曾於 99 年 12 月 29、30日分別於高雄市小港、大寮、鳥松及仁

武等區召開計畫說明會， 101年 3月 7～13日再到沿線各行政區召開公聽

會，聽取地方民眾對本計畫路廊之意見，並已納入規劃作業參考；另外配

合行政院南部服務中心、高雄市政府、民意代表等也多次舉辦說明會、公

聽會及相關協調會議等和民眾或團體進行溝通。 

 

 

 

 

 

 

 

 

 

 

 

 

Q24：當地民意對於國 7開發案贊成與反對比率如何? 

A24：規劃作業期間及近期民調結果顯示，支持率都在 6成以上，顯示多數民意

支持本計畫之興建。 

―規劃作業期間：於民國 100年 1月間針對計畫道路沿線 500公尺區域內

進行家戶面訪(有效問卷：604份)調查結果顯示，67.2%支持、5.1%有條

件支持、15.6%不支持、12.1%無意見 (不知道)，顯示多數民意支持本

計畫之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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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於民國 102年 6月間針對國 7區及非國 7區進行電話抽樣調查(有

效問卷：1,080份)，調查結果顯示，國 7區：64.5%贊成、25.9%不贊成、

9.6%未表態，顯示多數民意支持本計畫之興建。 

 

Q25：國 7高架橋下空間可以提供地方利用嗎? 

A25：高速公路高架橋下土地，在不妨礙高速公路安全與景觀功能下，可由地方

政府向高速公路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申請使用。 

 

Q26：國 7是否徵收私人土地，對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保障為何? 

A26：在符合環境生態、交通運轉及行車安全等考量下，路線規劃原則即優先考

量利用現有道路或公有土地，儘量避免徵收優良農地及拆遷房舍，並儘量

利用工程技術將徵收私有土地範圍，達最小必要限度範圍。因用地取得對

道路沿線業者產生之土地、地上物與生計等之影響，已妥擬各項保障地主

權益之補償與救濟措施，說明如下： 

－鑑於本計畫道路多採高架橋方式構築通過，部分地區必要時亦可考量配

合沿線地上物特性與民眾需求，研採設定區分地上權方式取得土地使用

權而非徵收所有權。 

—地價補償費將依土地徵收條例第三十條規定，按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

地價。 

—土地改良物之補償、遷移費由高雄市政府依該府所定之相關查估自治條

例規定估定之。 

—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原供合法營業之用，因徵收而致營業停止或營業規模

縮小之損失，將依土地徵收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給予補償。 

—徵收公告 1 年前有居住事實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人口，因其所有建

築改良物被徵收，致無屋可居住者，或情境相同經高雄市政府社會工作

人員查訪屬實者，將依土地徵收條例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國工局將協

調高雄市政府訂定安置計畫，並於徵收計畫書內敘明安置計畫情形。 

—建物被徵收後，工廠完全被拆除者，如業主有意另覓地遷廠，將協調工

業主管部門協助其遷廠。 

—未來後續階段本局將持續與地方協調，並於辦理用地徵收前，通知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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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於地方舉行公聽會，進行宣導及溝通，以及聽取民眾、各界意見，

審慎衡酌並作成適當之處理，務期將居民權益損失降到最低。施工及營

運期間設立專線、網路信箱等管道，便利民眾詢問及陳請，並妥適處理。 

 

Q27：對於被徵收土地之私人地主，是否可以請求以地易地方式辦理? 

A27：國工局所承辦業務為興建高速公路，所取得之土地均須作為高速公路及其

相關設施使用，並無多餘之土地可供交換，因此以地易地事宜，尚無從辦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