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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及台東位處中央山脈及太平洋間，地勢險峻、聯外交通困難，而近年政府大力

推動觀光，帶動了觀光旅次大幅成長。為改善花東鐵路車站設施老舊、不敷使用之情況

及滿足未來運輸需求，交通部遂有計畫地推動「花東線鐵路整體服務效能提升計畫」，

期能藉由計畫的推動，達到「車站改建效能提升、花東風貌再創新局」之願景。而本公

司與張樞建築師有幸參與此計畫，於設計階段透過業主(鐵路改建工程局)舉辦的論壇、地

方座談會及審議委員會的集思廣益，納入了民意及專家學者建議，在設計上反映在地自

然與文化特色、融入當地城鄉風貌、展現節能環保，使新車站成為都市再生及文化觀光

發展的典範。

引領未來之
花東新車站─
花蓮、新城站之設計

321

壹、前言

「花東新車站運動」是繼北迴線鐵路完工

通車後，再次開啟東部鐵道史嶄新的一頁。不

僅為北起新城站南至臺東站等廿九個車站改頭

換面、提升整體服務效能，搭配花東鐵路全線

電氣化與瓶頸路段雙軌化工程之推動，更可縮

短旅運時間、減少東西隔閡，提升旅運品質，

達成全面帶動花東地區觀光產業和經濟的成長

與發展之目標。

配合花東地區整體觀光發展計畫及東部永

續發展計畫，行政院於民國99年核定了「花東

線鐵路整體服務效能提升計畫」，並由鐵路改

建工程局繼續推動，同年亦舉辦了「車站改建

效能提升、花東風貌再創新局」論壇，提出本

計畫之八大推動宣言：「改建車站提升效能、

強化鐵路服務設施、結合地方文史特色、導入

綠色建築內涵、優質樂活鐵馬故鄉、形塑國際

觀光門戶、節能減碳永續發展、花東風貌再創

新局」，希望能落實到車站的設計之中。

貳、計畫概述及設計理念

「花東線鐵路整體服務效能提升計畫」之

計畫範圍北起新城站南至臺東站，依工作區段

概分為A、B、C三項(詳圖1)。為參與此一國內

重大交通建設，本公司特邀國內知名建築師張

樞建築師共同組成服務團隊，取得A項：新城站

至平和站之設計及監造服務工作。其中張樞建

築師為本計畫主持人並負責花蓮車站建築設計

工作；且另邀請姜樂靜建築師負責新城車站建

築設計；黃明威建築師則負責吉安車站、志學

車站及平和車站建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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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計畫範圍

圖2 在地特色屬性

據每個車站所在地區特色，對A及B項車站，提

出「13道在地的醍醐味」(詳圖2)，藉由鐵路

串連起一系列的美好幸福的滋味，並賦予每個

車站一個代表字，引入色彩識別，讓每個車站

有自己的獨特顏色，從車站即可辨識在地的特

色。茲將最具代表性的花蓮車站及新城車站的

設計構想及內容說明於后。

參、樂活慢遊新起點-花蓮車站

一、現況概述

近年來花蓮地區已成為國內觀光重鎮，

但現有花蓮車站之場站設施諸如月台、站場設

備、嚮導指標、動線、無障礙設施等，均不符

新法令之需求。在考量滿足未來東部地區鐵路

運輸、觀光需求及花蓮市都市發展的前題下，

如何在軟、硬體建設方面配合改善，以提升車

站整體服務效能，重新詮釋車站與地方特色文

化，強化鐵路觀光旅遊運輸功能及減少鐵路對

都市之阻隔乃當務之急。目前花蓮車站(詳圖3)

現有前、後站及三座月台（一岸壁、二島式，

共計5個月台面），月台間以地下道方式銜接。

每逢假日或觀光團到達時，常造成壅擠而顯得

不敷使用；而前後站也無法直接連通，對都市

均衡發展造成影響。

本團隊於設計初期即對計畫範圍之自然、

人文、社經、交通等資料作詳實之蒐集及剖

析，深深體驗到位處山海之間的花東地區，擁

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山勢雄偉、植物茂

密、天空明朗及空氣清新等重要特色，也是花

東地區得以發展觀光的有利條件；車站設計需

將這些自然素材納入，才得以彰顯花東地區之

慢活及休閒感。除了自然條件外，花東地區之

物產也頗具特色，如大理石、豐田玉、蛇紋

石、礫石、木材等資源特產，因此車站的材質

可使用具有當地特色的材料，藉由軟硬材料的

搭配運用，創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築。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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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風向風速玫瑰圖

圖5 模擬日照遮陽圖

圖3 花蓮車站站前現況照片

二、車站主體設計構想

而花東縱谷的氣候條件亦是必須考量的因

素，如日照時間、風速及風向、颱風等氣候因

子(詳圖4)，是車站設計時可發揮之處，如日照

的遮陽(詳圖5)及太陽能板的使用、利用風向自

然通風、防颱的設施等，皆可轉變成為車站形

式之特色，充分利用當地所賦予的自然優勢，

創造出適切的使用環境空間。

此外，豐富的物產及人文風情也是花東地

區另一項特色之一，四大族群的人文資產、多

樣的藝術創作（編織、木雕、石雕等），讓車

站的公共藝術可結合在地的生活與藝術活動，

讓車站不只是交通運輸功能，更是社區的核心

及人文聚集處。

 東部車站和西部車站的不同處為東部車

站在青山綠水中，西部車站在水泥叢林中，花

東新車站設計特色在於將好山好水還原至地景

之中，把花東縱谷的陽光、空氣、植物、水、

山帶進車站，強調親切的服務性並將地方的特

色融入車站建築語彙中，並運用節能減碳等綠

建築手法，將在地的文化內涵與永續發展的精

神，反映到車站的實質設計上。由以上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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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造型構思圖

圖8 花蓮新車站模擬透視圖

圖6 設計概念分析

路，沿線盡是一片綠意和綿延的秀麗山脈

田景；不同於西部幹線的車站，花東車站

往往是以中央山脈或海岸山脈為背景，車

站四周有著豐富的自然景色，因此打破車

站的量體感、對稱性及紀念性，找出屬於

花東車站的特色：車站造型採用盤根糾結

的樹枝意象及九曲洞雄偉壯麗的山川景

色，大理石岩壁上的斷層、節理、褶皺等

作為設計的素材。(詳圖7)

1.  把景色帶進車站：不同於房子，亭是一

種半戶外的建築形式，亭下的空間提供

遮陽及避雨，四面開闊可觀景且通風，

因此亭在中西方的庭園裡是一個不可或

缺的元素，讓車站還原成大自然中的亭

子，空間與視覺的通透性將花東的好山

後提出車站是「涼亭、花園、慢活的開始」概

念。(詳圖6)

(一)   車站是亭子：車站前有迎客亭，銜接

車站與都市

蜿蜒於花東縱谷這條綠色走廊的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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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日照採光通風圖

圖10 花園大廳透視圖

2.  景觀植栽：景觀設計重於慢活及生態理

念的傳遞，設計手法有別於傳統將景觀

與建築分開思考，而是用立體的思維將

東部現有的好山好水與景觀、建築融為

一體。景觀之美不是平面的，而是三向

度。將花蓮現有的好山好水以流動的手

法帶入車站，並依車站的現況加入綠色

的原生植物花園及藍色的生態水池，使

旅客一下車便可開始體會花蓮的山水之

美。植物花園內的植物將以東部的原生

樹種及各部落常見的植物為主。(詳圖

11)

好水帶進車站，也讓地方的氛圍與特色

自然地滲入車站，沒有搶席、取代，只

像畫框一樣，框住一時的山光水色，蘊

藏為一世的珍惜。它也是一支迎賓傘，

熱情地迎接世界各地到訪的嘉賓、呵護

著歸鄉的遊子，呼吸著人們送往迎來的

氣息，眷顧著給予祝福。(詳圖8)

2.  對應在地氣候：當車站還原成亭子，增

加自然的通風與對流，降低空調機的使

用；而亭子的頂部也可利用造型來改變

風速，而利於內部空間之通風及降溫。

車站開放成為亭子也增加了採光面，白

天時可充分引進自然光線，減少人工照

明使用。(詳圖9)

(二) 車站是花園

1.  多層次的新車站：既有的車站架構為南

北向的長條型建築物，從候車室經剪收

票口後就直接到月台，空間深度不足且

層次略為單調。將車站還原成為自然景

色中的亭，同時引入綠色的層次，從站

前廣場延伸到車站前的綠帶、車站內的

綠色空間到月台上的綠色空間，讓車站

變成是一座花園。延續周邊環境和自然

景觀的連結，並提供當地居民平日停留

與休息的戶外平台，縫合私自與公共的

都市關係與使用者的生活經驗。(詳圖10)

圖11 景觀植栽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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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構輕量化：在材料上使用鋼構及木頭

等可回收的材料為主，以合理輕量為

目的。

三、整體配置設計

以站前廣場、亭子及花園構成的花園大

廳、車站主體及自由通道串聯成整個車站配

置。為滿足日益增加的觀光人潮，除設計舒適

便利的無障礙環境外，提供大眾得以快適的利

用設備及流暢的移動，並透過導入更加親近的

通用設計，其候車空間為原有空間的6倍，商業

空間為原有空間的2.7倍，整體提升質與量的設

計，成為更先進的鐵路設施空間。(詳圖13)

四、設計內容說明

(一) 自由通道銜接都市紋理

自由通道東西兩端以中央山脈及美崙

山為端景，北側以機場及太平洋為端景(詳

圖14)，將好山好水帶進車站；自由通道直

寬且沿兩側有公共活動，兩端設明顯之垂

直動線，成為市區重要之都市空間。

自由通道連接前後站的都市綠地廣

場，也連接國聯四路與富吉路的都市紋

理，成為市區重要之都市空間；並藉由改

善東入口之行車動線，空出廣場南側與現

(三) 車站是慢活的起點

車站花園延續周邊環境和自然景觀

的連結，讓車站不再只是上下火車的一個

通道，是旅客享受花東自然景色的開始，

是回鄉遊子到家的開始，是在地居民活動

休憩的場所，是孩童的遊戲場，綠色車站

是慢活的起點。綠色車站的設計，將是未

來車站必須具備的要素，為落實永續公共

工程節能減碳政策，本案考量綠色建築材

料、結構節能減碳工法及採用環保、高效

率與省能源運轉模式之機電設備為前提，

不但可符合綠建築需求，未來在營運管理

上相關之電力系統、空調系統、照明系統

等，均可發揮省能源效果與減少廢棄物產

生，具體達到節能、減碳目標，以符合綠

建築所揭櫫的「生態、節能、減廢、健康

的建築」。綠建築設計不只是爭取若干項

目指標，而是從根本面改進車站的環境條

件：(詳圖12)

1.  自然通風採光：將建築物空間架構轉變

成為半戶外／開放式的車站，採用被動

式設計(passive design)的方式，自然通風

採光，降低對設備的依賴。

2.  增加綠化保水面：將車站變成花園，加大

綠化範圍，增加透水面積，同時也考量基

地全年風向，形成風廊而達到適溫目的。

圖12 綠建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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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自由通道透視及平面圖

圖16 車站廣場動線圖

圖13 整體鳥瞰及動線圖

圖14 自由通道端景示意圖

有遊客中心及公園連接，成為步行的綠色

開放空間區域，使車站、人行道、廣場及

商店等活動與紋理緊密結合。(詳圖15)

(二) 站前廣場，無縫接駁

利用車站廣場串接周邊零散的開放空

間，站外採單行車道，右側靠車站，下客

在前，上客在後，並增加沿路上下客車停

車位置(詳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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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站內空間規劃

空間配置由一層花園大廳、月台、停

車場、自行車補給站、衛生設施、機房等

空間組成，經由樓梯、電扶梯或電梯直上

三層售票大廳、非付費區、付費區、站務

空間、商品販賣等並由自由走道串連東、

西(前、後)站，各局部空間透視及平面位置

請詳圖17~圖20。

肆、再創花東新門戶-新城車站

一、現況概述

新城站(詳圖21)地處太魯閣國家公園東側入

口處，有著地理優勢的太魯閣峽谷馳名遐邇，

圖19 非付費區透視圖

圖20 付費區透視圖

圖17 花園大廳透視及平面位置圖

圖18 售票大廳透視及平面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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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車站主體設計構想

新城站的建築設計構想，主要係以「門

戶」及「峽谷」為發想(詳圖22)。讓每位旅客

盡情地呼吸清新空氣，想像沁涼的淳淳溪流，

清楚地感受到花蓮太魯閣的第一映像及無限的

讚嘆。

(一) 門戶：進與出的尊榮

新城站為花蓮縣進入太魯閣國家公園

的入口車站，亦為花東線由北往南的首座

效能提升車站，在考量滿足未來東部鐵路

運輸、觀光需求的前提下，籌設全新之國

際級車站，建立國家門戶。以「門」為意

每年吸引上百萬觀光遊客。近年由於兩岸直

航、海外觀光人數更是倍增；此外，太魯閣峽

谷馬拉松路跑賽、春節太魯閣遊園專車、民眾

自行車旅行等活動，多以本站為集合點，為國

內、外觀光客進入花東地區的重要車站，假日

旅客流量日益增加，是觀光人潮聚集的場所；

然而現有站場空間有限、缺乏舒適之停等環

境、男女公廁數量不足、站前廣場停車空間缺

乏整體規劃等，皆使得現有車站空間與機能不

敷使用。因此轉型為全新的國際級車站遂為必

然的發展趨勢，除了改善旅運設施使其更加現

代化外，尚需增設專業旅遊諮詢處、地方物產

商業空間，並整合自行車路網與自助觀光，讓

新城站蛻變成符合臺鐵營運新形象的現代化效

能提升車站。

圖22 設計概念分析

圖21 新城車站站前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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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商業空間：Cafe shop、便利商店、花

蓮縣當地農特產品販售。

(五)  旅客服務中心：旅遊諮詢、行程住宿

規畫…等。

(六)  自行車補給為四星級：道路救援、自

行車配件販售…等。

(七)  原有二月台另新建岸壁式月台330公尺

可停靠郵輪式等列車。

(八)  樓梯、電梯、地下道、廁所及無障礙

設施。

四、設計內容說明

(一) 呼應山林的摺板門樓(詳圖24)

廣場作為都市活動的延續，而門樓則

作為站體空間與戶外之間中介轉化的「界

面」，透過摺板的結構形式，強化新城站

層巒疊嶂的入口意象。由廣場望向門樓，

由半遮掩的摺板形塑出「門」的空間元

素，設置一水平向行走空間的「樓」，視

象，親切且直接的展現迎賓納福之宏度，

奠定花蓮「與國際接軌、擁抱地球村」的

基石。

(二) 峽谷：世界級的山光水秀

以深邃壯闊，水聲印象，切割的力

道，鬼斧神工的開鑿出立霧溪切割成V形的

太魯閣峽谷地質。並以一道樸實本色的面

牆勾勒進與出的意象。

三、整體配置設計

站體以新建車站為主，使其具順暢動線服

務旅客，塑造臺鐵營運新形象。其相關空間配

置詳圖23。

(一)  站前廣場規劃中間為旅客休憩空間，

兩側為大客車停車、小客車停車及計

程車載客區等。

(二)  車站大廳含售票口與進站閘口停等空

間可容納500人。

(三)  站務室含站務員休息室、行車室等。

圖23 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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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上嘗試連結廣場與車站、山景不同空間

紋理，也給予遊客特殊的空間體驗。

(二) 以人為本的站前廣場(詳圖25)

透過現有及未來各級車流量統計預

估，設定大客車、小客車、機踏車停車

格，並規劃其分流路線以及計程車上下客

處。規劃站前轉乘空間，將車行動線從廣

場移開，以人行空間為主，利用站前廣場

圖24 門樓示意圖

圖25 站前廣場示意圖

圖26 候車平台示意圖

有系統地串接周邊零散綠地並提供安全的

步行空間，亦可提供聚集、活動、以人為

主的大型停留空間，作為客運轉運、人車

動線分離之介面，並設遮雨棚與車站相

接。

(三)  都市活動的延續，景隨步移的特色商

業活動(詳圖26)

作為花蓮縣的重要觀光門戶，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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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內規劃有可容納自行車的電梯外，也配

合地下道設計自行車斜坡道，並於自行車

出入口旁設置補給站，提供基本的騎士休

憩，以及自行車租賃、販售、寄放與道路

救援，藉以縮短自助旅客動線，讓前來花

東縱谷的遊客都能感受到台鐵細膩貼心的

服務。

(五) 在地風貌的轉譯(詳圖28)

新城站將原住民編織、漿砌卵石，結

合鋼構、玻璃帷幕、鈦鋅 / 鋅鋁合金屋頂

板，進行當代詮釋，企圖在溫厚的原民傳

統文化與輕透的構架材料趨勢上找到平衡

點，為蒼翠的花東風貌奠下全新氣象。

站充分利用了其位於太魯閣國家公園東側

入口的地理優勢，於站體西北端設置餐旅

商業空間，並將原先的第一、二股軌道拆

除，在擴增旅運候車空間量以外，也創造

出舒適的綠帶候車平台 – 以遼闊蔥鬱的山

林為月台端景，亦能將候車旅客身影與花

東自然風光一齊拉進室內，為商業空間創

造雙重借景的有趣層次。

(四) 便利暢達的當代兩鐵生活(詳圖27)

  近年來國內自行車旅行風潮盛起，

也有不少遊客以搭火車到當地、再騎自行

車的方式輕鬆達成自助旅行的計畫，是為

「兩鐵生活」（鐵路 / 鐵馬）。因此除了

圖27 旅客服務中心及自行車補給站示意圖

圖28 外部飾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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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花東新車站運動」代表了綠色運輸、綠

色建築及綠色旅遊三大前瞻趨勢。其中「花東

鐵路電氣化工程」引領節能減碳的綠色運輸；

「花東新車站」則採用減法設計及使用者導向

的參與式設計成就了綠色建築；而現代化的車

站空間規劃、配合兩鐵文化與低碳生態觀光之

設計，則塑立了綠色旅遊的典範。新車站在設

計上除可提供旅客安全、方便、舒適、美觀之

環境外，更融入當地城鄉風貌、結合地方觀光

發展、在地自然與文化特色，並展現綠能環保

車站的企圖，使新車站成為都市再生及文化觀

光發展的新亮點。

鐵路與產業文化、城市發展及人們的生

活記憶有密切關係。鐵道不再只是鐵道，更承

載了人們記憶、運送著地方情感、完成旅遊情

懷和想像。而花東車站的改建工程，也將車站

還原成生活的「驛站」，車站不再只是單純的

運輸轉乘地點，更是記錄美好歷程的起終點。

本團隊秉持兢兢業業、克盡社會義務之精神，

期能讓新車站的設計達到「引領未來、再展風

華」的願景。

本專題撰寫期間，承蒙設計花蓮車站之張

樞建築師及新城車站之姜樂靜建築師在專業技

術及文件資料提供上，大力的協助，在此亦深

表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