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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 

寶山鄉境內由於工商業迅速成長以及鄰近的科學園區之發展，各種社會及

產業活動日趨頻繁，交通量大幅成長，尤其科學園區引進大量外移人口進駐，

加上鄉內觀光、遊憩資源豐富，也吸引許多民眾前往。 

上述兩者雖然帶動了周邊地區的發展，但同時也導致許多交通問題，使得

附近居民生活品質及水準備受影響。為改善本地區之交通問題，因應未來鄉內

之發展需求，首要之務即改善道路面積成長率嚴重落後於車輛成長率這一課

題，以有效地紓解交通壅塞現象。 

本計畫第一期範圍目前進入規劃設計中，惟因預算編列不足，目前僅設計

至 3K+695，其後至 5K+466 路段，將併入本期(第二期)中規劃。 

 

圖 1-1 本計畫施工平面位置 



 

2 
 

 

本工程施工路段位處北二高寶山交流道重要聯絡道，可紓解大量往峨嵋

鄉、苗栗縣三山國家公園之交通量，且區內尚有高速鐵路之建設及預定新闢之

新竹生活圈山區外環道路兩項工程計畫，未來將成為新竹地區重要之交通樞

紐，而寶山鄉公所目前為容納其所衍生大量旅次，以提供安全、便捷之運輸服

務，故為接續前期已拓寬完成之前段上位工程，規劃評估本期寶山雙溪至峨眉

之主要道路(三峰路)拓寬工程，結合上、下位及相關計劃，研擬未來道路建設

之發展方向及建設計劃，期能提昇道路之服務水準，達到均衡地方發展之目標。 

 

 

圖 1-2 本計畫工址位置



 

3 
 

二、計畫概述 

2.1 周邊道路系統說明與現況服務水準分析 

(1)周邊道路系統 

本計畫道路位於新竹縣寶山鄉，為鄉道竹 43 線(三峰路)之部份路

段，三峰路係聯繫寶山市區與國道 3 號寶山交流道之主要道路；本次預

計施作範圍，為竹 43 線 2k+750~3k+695 路段，改善長度約 945 公尺。

周邊道路系統單純，包括國道 3 號，鄉道竹 43 線及竹 40 線、竹 40-1

等道路。計畫區週邊道路系統如圖 2.1-1 所示，並彙整其特性說明如下： 

 (A)主要聯外道路 

本計畫路線周邊主要聯外道路主要有二，一為往新竹、臺北的高

速公路國道 1 號及國道 3 號，一為往竹東、南寮的東西向快速道路；

以幹道等級規劃雙向通行，提供快速、安全之交通運輸服務。 

(a)國道 1 號 

國道中山高速公路於新竹縣境內設有湖口交流道、竹北交流

道及湖口服務區，中山高路寬為 33.3m，配置雙向共 6 車道，採中

央實體分隔。 

國道 1 號為竹北市對外之交通大動脈，提供便捷之聯外交通，

未來將於竹北交流道北端，利用縣道 118 線為聯絡道，增設鑽石型

交流道，以紓解竹北交流道之負荷。 

(b)台 68 線 

台 68 線西起新竹市北區南寮竹港大橋(接台 61 線、台 15 線)，

東至新竹縣竹東鎮竹東大橋(接台 3 線)，路線行經新竹市北側，沿

頭前南岸往東南而行，東至竹東鎮台 3 線中峰公路，可連結台 15

線、台 1 線、中山高等，期望紓解新竹市與竹東之間光復路陳重之

交通負荷。台 68 線全長 23 公里，路寬 25m，雙向 4 道。 

台 68 線之服務水準為 A~B 級，由於與縣道 122 線之橫向聯

繫不足，對光復路之交通紓解不明顯；另與台 1 線之走向不同，亦

難以移轉台 1 線之交通量。 

(B)區內道路 

寶山鄉內外交通連繫以鄉道為主，竹 3(寶山路)、竹 43 與竹 12

為連通新竹市區之主要道路，竹苗 47 可接通苗栗地區，鄉內東西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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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則由竹 4、竹 40、竹 44 與竹 46 提供。由於寶山鄉屬於丘陵

地區，目前道路況不佳，一般道路寬度多在 4 到 9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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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本計畫路線相關道路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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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況交通服務水準 

本計畫道路為竹 43 線三峰路(2K+750~3K+695)路段，亦即三峰路

於嵩翠路至寶峰路以南(高鐵隧道)間路段。竹 43 線(三峰路)目前自中山

高起至 2K+750 處路段(環南路以南至嵩翠路間)業已拓寬為雙向四車

道，本計畫路段即銜接此已拓寬路段。 

為分析計畫道路之現況交通特性，茲蒐集相關交通量調查進行分

析，其結果如表 2.1-2 所示。由表 2.1-2 可得知，本路段以北之環南路

至嵩翠路間路段，尖峰小時交通量約為 186~251 PCU/小時/單向，因本

路段路幅已拓寬至雙向四車道，故服務水準可達 A 級。 

本計畫道路為竹 43 線 2K+750~3K+695 路段，現況尖峰小時交通

量約為 104~146 PCU/小時/單向，由於本路段路幅狹窄，僅 8 公尺左右，

故服務水準降至 B 級。計畫道路現況之道路服務水準雖在可接受範圍，

惟因路幅狹窄，會車困難造成交通阻塞，並嚴重影響道路沿線居民安全，

故本計畫道路仍有拓寬改善之必要。 

表 2.1-2 計畫道路尖峰小時交通量及服務水準 

道路名稱 路段 方向 
道路容量 尖峰交通量 

V/C 
服務 

水準 (PCU) (PCU/HR) 

竹 43 線 

環南路~嵩翠路 

(已拓寬路段) 

往南 1,200 186 0.16 A 

往北 1,200 251 0.21 A 

計畫道路 

2K+750~3K+695 

往南 
1,100 

146 
0.23 B 

往北 104 

資料來源：「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北二高寶山交流道聯絡道拓寬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新竹縣政

府，103 年 6 月。 

註：計畫路段為雙向雙車道，容量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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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周邊土地使用與發展現況 

本計畫區位於寶山鄉三峰村，寶山鄉位處新竹縣西南側，東鄰竹東鎮，西

接新竹市香山區，南連峨眉北埔兩鄉，北至新竹市東區，東西長 14 公里，南

北寬 8.45 公里，面積約 64.84 平方公里。 

 

 

圖 2.2-1 第一期工程起點(竹 43 線 2K+750) 

 

圖 2.2-2 第一期工程終點(竹 43 線 3K+695) 

 

新竹縣寶山鄉位於台北、台中兩大都會區之間，交通極為便捷，藉由縱貫

公路連結兩地，車程時間均在 1 小時左右，加上自然環境以及現有資源條件，

對於觀光遊憩產業頗具潛力。寶山鄉觀光遊憩地點彙整說明如下： 

(1)高爾夫球場：寶山鄉有多座高爾夫球場，佔全鄉面積比之一大部份，成為

寶山鄉的觀光特色。 

(2)三峰碳窯：寶山鄉多為相思林，相思樹的樹性強健，生長迅速，耐強風、

乾旱、 貧瘠、木材材質堅硬為木炭燒製的主要原料。為台灣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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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僅存的碳窯之一，極具觀光價值。 

(3)寶山糖廠：甘蔗分佈再北緯三十六度至南緯三十度之間，台灣適處於此地

帶，適宜甘蔗生長。從前的寶山曾大幅度的種植甘蔗，用以製

糖。寶山糖廠於民國十七年在新城創立，主要產品乃是將黃砂

糖精練成紅糖；現已規劃為歷史及觀光遊憩資源，供民眾參觀。 

 

圖 2.2-3 寶山糖廠 

 

(4)寶山水庫：位於寶山鄉境內，水源由上坪溪經竹東大圳引入，水質乾淨 即

使逢枯水期水源依然充足。水庫附近湖光山色、景色秀麗，喜

歡享受郊遊踏青者，寶山水庫是值得一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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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寶山水庫 

2.3 附近相關重大建設計畫 

本計畫整理新竹地區周邊土地開發計畫及交通建設計畫，目前新竹地區重

大開發計畫主要在六家高鐵站特定區、璞玉計畫、生醫園區、竹東(頭重、二

重、三重)都市計畫區、新竹科學園區及竹東都市計畫區等地區，未來開發完

成後，通過性車流將加重道路系統的負擔。 

近年來新竹地區由於上述重大開發計畫帶動周邊區域發展迅速，產生大量

交通需求，導致國道 1 號高速公路交流道路段及周邊道路交通容易壅塞，縣府

規劃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北二高寶山交流道聯絡道拓寬工程(竹 43 線拓寬工

程)」及相關配套措施等計畫，期望能有效改善之道路交通現況，同時帶動地

區之均衡發展。 

本計畫周邊之相關重大建設計畫有新竹科學園區、竹東(頭重、二重、三

重)都市計畫區及竹東都市計畫區等區域，相關重大建設如下： 

(A)新竹市綜合發展計畫 

本計畫位於新竹市東區範圍內，新竹市綜合發展計畫對此地區之發展

定位為國際科技、學術、休閒及生活與商業發展之空間，並分別規劃科技

商業帶、科技學術帶與休閒生活帶，成為推動新竹市邁入國際的基盤。 

本計畫所涵蓋之區域為新竹市之東區，依綜合發展計畫對於本區之定

位，在新竹市未來發展上，東區若能立於現有資源基礎上，加強公共設施

建設與交通的改善，促進商業層級的提昇，進而提高生活環境品質等，東

區將可創造更多的商業發展機會、就業機會與居住空間，成為新竹市絕佳

的生活與經濟發展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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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新竹市綜合發展計畫構想圖 

 

圖 2.3-2 新竹市整體發展綱要計畫發展圖 

(B)新竹科學園城發展計畫 

「新竹科學城發展計畫」為指導性之都會區發展計畫，其位階處台灣

地區綜合發展計畫及台灣北部區域計畫之下，整合新竹生活圈發展計畫及

新竹縣市綜合發展計畫，新竹地區發展為具高科技、高效率之國際化都會

http://www.hsinchu.gov.tw/urbanplan/modules/result/result/detail.asp?i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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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範圍大致涵蓋新竹縣市全境，目標為創造良好之高科技產業成長環境，

促進自主的次區域中心。其發展重點如下： 

(a)建設北部都會帶次區域中心，分擔區域中心之機能 

(b)強化新竹地區之經濟自主性，提供地方生活圈完整之機能 

(c)創造高科技研究及發展之環境，吸引高科技產業進駐新竹地區 

(d)提升生活環境品質，吸引人口進駐。  

計畫範圍 

包括新竹市及新竹縣之竹北市、關西鎮、新埔鎮、竹東鎮、新豐鄉、

湖口鄉、芎林鄉、寶山鄉、橫山鄉、峨眉鄉、北埔鄉等十二個市鄉鎮，面

積約 776 平方公里。 

計畫年期 

計畫年期共 25 年，以民國 85 年為短程目標年，民國 89 年為中程目

標年，105 年為長程目標年。 

 

圖 2.3-3 新竹科學城計畫構想圖 

(C)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依據民國 84 年 3 月間行政院經建會召開之「國土綜合開發研討會」所

宣示的理念及其建議，未來國土規劃及執行體系，將調整為兩個層級，一

為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其屬法定計畫、政策性指導計畫；另一為縣市綜合

發展計畫，同屬法定計畫，其主要目的在於落實地方自治及發展地方特色。 

(D)新竹縣綜合發展計畫 

內政部會同台灣省政府於民國 76 年，研訂「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實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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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及「推動縣市綜合發展計畫之工作計畫」，並協助各縣市辦理綜合發展

計畫。新竹縣綜合發展計畫在區域發展、文化發展、產業發展等面向著眼，

規劃出未來長期發展的具體指導計畫。 

(a)計畫目標年：民國 90 年~101 年 

短程：民國 90 年~93 年 

中程：民國 94 年~97 年 

長程：民國 98 年~101 年 

(b)計畫範圍：包含新竹縣行政區，總面積 1,427 平方公里。 

(c)發展構想 

 整體規劃以六家高鐵車站特定區為核心的聯外交通運輸系統，透過示

範性的都市設計及開發企劃，引領新竹地區區朝向良性發展。 

 建立以大學城為核心的人文科技園區，提供開放的學習環境，協助地

方產業升級及轉型。 

 串接桃園、苗栗的黃金海岸遊憩帶，規劃開發新竹地區西部濱海陽光

花園大道帶狀休閒專用區。 

 打通台北-新竹高科技走廊及竹北-湖口-新豐發展軸、竹北-新埔-關西

發展軸、竹北-芎林-橫山發展軸的任督二脈，促進傳統工業用地轉型

再發展，吸引新興科技產業進駐。 

 鼓勵透過社區居民積極參與，重新塑造主要市區的空間意象。 

 採用複合式的多角化經營模式，轉型發展為都會近郊之市民有機農園

或生態休閒農場。 

 改造河川、灌溉水圳新風貌。 

 地方基礎設施，創造適宜久居的都會生活空間 

2.4 目標年交通量預測 

本計畫以民國 125 年為本計畫交通影響分析之目標年，茲參考新竹縣寶

山鄉近 10 年之平均人口成長率，並考量科學園區的帶動效果，進行標年計畫

道路交通量推估，其結果如表 2.4-1 所示。 

由表 2.4-1 的分析結果可得知，目標年因交通量成長，計畫道路若維持現

有道路寬度 8 公尺，則民國 125 年之道路服務水準將由現況之 C 級下滑至 D 

級，道路交通狀況將較現況更惡化。若拓寬現有道路寬至 15 公尺，則目標年

計畫道路將可由 D 級服務水準提昇為 B 級，可達到改善道路交通服務之功能。 

表 2.4-1 計畫道路目標年交通量及服務水準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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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名稱 路段 方向 
道路容量 尖峰交通量 

V/C 
服務 

水準 (PCU) (PCU/HR) 

計畫道路 

2K+750~3K+695 

拓寛前 
往南 

1,100 
291  

0.45  D 
往北 207  

拓寬後 
往南 

1,600 
291  

0.31  B 
往北 207  

 

2.5 敘明『該工程(已闢建道路)是否已以交通管理手段改善且經檢討確有拓寬之必

要？且所使用交通管理措施及成效為何？。 

本區道路交通服務水準受限於道路容量不足，現有道路容量以無法負荷隨

地區發展所成長的交通量，且道路之間聯繫性不佳，無法以調撥車道或替代道

路改善。 

 
 

三、建設目標與效益說明 

3.1 道路功能定位 

本工程施工路段位處北二高寶山交流道重要聯絡道，可紓解大量往峨嵋

鄉、苗栗縣三山國家公園之交通量，且區內尚有六年國建高速鐵路之建設及預

定新闢之新竹生活圈山區外環道路兩項工程計畫，未來將成為新竹地區重要之

交通樞紐。 

3.2.道路建設後可達成之主要功能與效益 

鑑於大新竹地區整體交通網路建設需求，接續『新竹縣生活圈山區道路工

程規劃』，本計畫之道路可視為連繫前述計畫之重要交通脈絡，有效提升寶山

地區之交通完整性，提供新竹縣南側與北側寶山之間一個重要聯絡道。 

 分散通過之車流量，紓解尖峰車流。 

 改善竹東地區聯外之交通狀況，促進區域交通網之連結。 

 發展鄰近地區觀光，促進經濟活動。 

 縮短前往苗栗縣三山國家公園之車程時間，提供便捷的交通。 

 交通現況之改善，大型車輛有足夠之安全行駛寬度，提升道路安全。 

 提高周邊土地開發利用機會，帶動區域發展。 

 帶動周邊地區發展，提高土地價值，增加稅收。 

 

整體而言，本計畫道路因應新竹縣內整體交通需求，尤以改善寶山鄉及峨

眉鄉區內交通服務品質最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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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竹地區之國道、省道及縣道建設多集中於西北側地勢較為平坦區域，東南

山區鄉鎮之道路建設相對有限。本計畫道路所在之寶山鄉，境內兩條高速公

路均有通過，但沒有省道及縣道銜接，而本計畫道路之執行，除改善既有道

路之幾何條件，亦可強化寶山交流道之對外聯絡功能，使寶山、峨眉、北埔

等鄉鎮之民眾進出國道系統及新竹市區更加便利，後續亦以此道路為基礎，

逐步帶動東南向山區道路系統之興建。 

(2)提供較完善之醫療救災道路系統，寶山鄉雖緊鄰新竹市及竹東鎮，然鄉內道

路大多較為蜿蜒且寬度不足，使得災害救援及醫療人員輸送上之困難。本計

畫道路完工後，除改善既有鄉道系統之幾何條件，同時藉由與茄苳景觀大道

銜接，構成快捷便利之交通要道，倘若往後寶山、峨眉、北埔等山區發生災

害時，可縮短救災人員進出所需時間。 

(3)串連新竹市與寶山鄉、峨眉之觀光資源，寶山鄉本身屬山坡地鄉鎮，山區景

緻優美，且境內有寶山水庫、寶山糖廠、沙湖壢藝術村、新豐宮等觀光、文

化景點；新竹市境內亦有香山火車站、海山漁港觀海平台等海岸地區觀光遊

憩景點；峨眉湖畔好山好水的自然景觀亦為該地區的指標性休閒遊憩景點，

吸引眾多民眾前往。綜合以上原因，以致鄰近地區之車流隨之增加。本計畫

道路完工後，可與茄苳景觀大道銜接，讓新竹市與寶山、峨眉、北埔等鄉鎮

之居民之間往來遊憩更加便利，亦可提供外縣市民眾至寶山鄉觀光遊憩便捷

的交通要道。 

(4)目前本計畫道路之部分道路(寶山交流道往南行駛路段)，該道路現況僅約容

納雙向單線通車為主，易造成居民及遊客之交通事故，危及用路人之安全，

同時考量現行中央核定之新竹生活圈山區道路拓寬計畫中，本路段將形成未

來寶山鄉境內由北往南行駛通往峨眉鄉境內之主要道路。雖目前道路交通服

務水準尚可滿足現況，且並未見立即性之需求改善，主要係因現行之交通車

流受限於當地地形，故民眾多行駛縣道 120、縣道 122 及台 68 轉台 3 線之

方式行進，未來本計畫道路通車後，將可吸引大新竹地區欲由寶山地區往南

通行至峨眉之車流。 

3.3 與政府政策目標之配合情形 

(1) 配合都市發展政策，促進地區繁榮。 

(2) 配合永續公共工程政策，使用綠色材料、綠色工法，力行節能減碳政策。 

(3) 設置共用道與周邊路網連結，呼應人本交通政策。 

(4) 配合產業特定區計畫，作為計畫區聯外道路，加速經濟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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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與重要開發區、大眾運輸集結點或重要道路之聯結情形 

本計畫道路主要用來連絡新竹縣境內縱向幹線公路(國道 1 號、國道 3 號)

與台 68 線以及未來新竹生活圈山區外環道路，構成路網，增進整體運輸效率。 

3.5 與政府重大建設開發案之配合情形 

寶山地區因鄰近科學園區，近年來發展迅速，各產業活動頻繁，大量人口

進入，從而衍生交通問題。為因應本鄉之未來發展需求，促進地方整體均衡發

展，本計畫結合新竹地區現有之交通運輸系統，配合區域計畫及未來建設，從

整體發展之觀點作通盤性之整合，期望達成下列目標： 

 配合生活圈道路系統，建立完整之區域性交通路網。  

 確立道路功能分類，提昇道路之可及性及舒適性。  

 改善生活圈道路瓶頸，提昇道路服務水準。  

 整合生活圈運輸系統，均衡鄉鎮整體發展。  

 新竹科學園區的衛星支援基地（居住、休閒、水資源） 

  

本計劃道路之建設，在經濟、安全性的考量下，冀望以合理及宏觀的設計

及施工，提供車輛行駛之道路，使其達成下列的實質目標及效益： 

(1) 竹 43 線道路規劃成景觀道路，改善路旁植栽綠美化，並在適當地點設置

觀景亭、臨停彎、眺望解說牌等設施，增加當地特色，提高行車舒適度。 

(2) 紓解目前寶山暨茄苳交流道，北二高至中山高科學園區交流道間交通量。 

(3) 容納週邊產業道路之交通量並改善因外來新居民遷入後，所衍生之龐大交

通量；作為科學園區衛星鄉鎮所帶來的大量人口。 

(4) 本計劃道路施工完成後，可紓解東至寶山、寶二水庫及竹東鎮、西接新竹

市香山區、南連峨眉北埔兩鄉、北達寶山鄉公所及科學園區四面八方之交

通量，並大幅提昇本計畫道路竹 43 線及竹 40 線之服務水準，改善居民

生活環境及交通安全。 

(5) 延續前段寶山交流道附近已拓寬完成之道路，並可結合三山國家之旅遊資

源，將遊客導入峨眉及寶山鄉，促進兩鄉經濟活動，改善居民生活環境。 

3.6.效益評估 

雖依照現況所評估之經濟效益不明顯，然考量本計畫道路可連結新竹東南

山區道路系統並成為帶動後續交通建設之基礎、提供新竹東南山區較完善之醫

療救災系統、串連新竹市與寶山鄉之觀光資源等上述建設目標所潛藏的效益

(如:連結交通系統、方便市區物資送往山區、觀光資源整合帶動區域發展)，亦

是值得進一步由其他角度深入探討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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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內容 

4.1 道路建設之起訖點及長度、寬度等（工程位置圖） 

(1) 起點：竹 43 線，2K+750 

(2) 終點：竹 43 線，3K+695 

(3) 全長約 0.945 公里，計畫寬度 15m 

(4) 位置圖 

  

圖４.1-1 施工位置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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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道路工程規劃（標準斷面圖，新闢道路之平縱面圖） 

(1)標準斷面圖 

本計畫道路計畫寬度為 15m，道路橫斷面配置依據交通需求、計畫總經

費控制、道路景觀塑造、工址現況，建議如圖 4.2-1，並說明如下： 

(A) 斷面配置雙向雙車道，順應民意需求。 

(B) 藉由公共設施導正民眾用路習性，創造優質生活環境。 

(C) 路側配置邊溝收納路面地表逕流，提升用路安全。 

(2)平縱斷面圖 

(A)道路平面線形 

依據道路設計標準及下列原則規劃道路平面線形如附圖： 

(a) 拓寬段以優先使用未登錄地及水利地為原則。 

(b) 路線規劃儘量避免拆除高樓層建物，尤其是鋼筋混凝土建物，

降低建物拆遷補償。 

(c) 直線段以由道路中心往兩側平均拓寬為原則。 

(d) 新設路段順延土地紋理。 

(B)縱坡度 

依據道路設計標準及下列原則規劃縱坡度。 

(a)最大縱坡度係公路上之車輛能安全升降之最大坡度。此項最大

坡度，依路面之種類、速度、載重量及動力之大小等而異。車

輛持續行駛於最大縱坡度時，引擎將不勝負荷，易發生危險。

故為車輛行駛於長程坡度上，應接以一段較平坡度段，稱為緩

和區段，使引擎有休息機會，此種長度限制，稱為最大縱坡度

之長度限制。 

(b)最小縱坡度為公路之最緩縱坡度。因公路均須排除路面之雨

水，如全無坡度，則雨水不能排除，不僅妨礙交通效率，且對

公路之壽命亦有所影響，開挖及橋梁、隧道路段考慮排水之最

小縱坡度以 0.3%~0.5%為宜。同時最小縱坡度之大，依路面材

料之吸水性質而異，如瀝青路面因水之滲透率小，則坡度可稍

緩。市區道路因地形上之關係，需要較長之平坦路面時，其橫

坡度可稍予加大並予以側溝適當之縱坡度，以利排除路面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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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本計畫道路拓寬工程之道路施工段標準斷面示意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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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本計畫道路拓寬工程之道路施工段標準斷面示意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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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本計畫道路拓寬工程之道路施工段標準斷面示意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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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本計畫道路拓寬工程之道路施工段標準斷面示意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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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本期計畫道路拓寬工程平縱斷面圖(一) 

第一期施工終點 

2K+780 

#1滯洪沉砂池 

 

2K+960 

#2滯洪沉砂池 

 
3K+400 

#3 滯洪沉砂

池 

 

3K+610 

#4 滯洪沉砂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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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本計畫道路施工平面圖

第一期工程: 

竹 43 線:2K+750~3K+695；原有道路平均約 8 公尺，拓寬後道路寬度 15 公尺，L=94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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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道路景觀規劃 

(一)人本交通 

本計畫道路設置雙向雙車道，落實人本交通政策。 

(二)綠帶配置 

地被可採百慕達草、百喜草、黑麥草、類地毯草、高狐草及綠柏草 

4.4 相關都市計畫作業及辦理情形 

本區位於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非屬都市計畫區。 

4.5 用地取得作業及進度說明 

(1) 本計畫範圍內如涉及公有土地係採有(無)償撥用、私有土地則由新竹縣

政府以一般徵收方式取得，其經費來源爭取 104-107 年生活圈道路系統

建設計計畫，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新竹縣政府部分款項，不足部份由

新竹縣政府籌措，並負責興闢。 

(2) 本計畫道路已於 105 年 7 月完成用地取得。 

(3) 用地取得情形:已取得 

(4) 4.6.經費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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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 第一期工程經費概估明細表 

項 次 金額(元) 備註

壹  176, 500, 000. 00

一  32, 505, 886. 00

二  96, 757, 817. 00

三  10, 454, 300. 00

四  614, 410. 00

五  3, 337, 660. 00

六  811, 430. 00

七  1, 230, 590. 00

八  661, 700. 00

九  2, 685, 500. 00

十  1, 760, 450. 00

十一  1, 328, 100. 00

十二  1, 706, 558. 00

十三  1, 512, 900. 00

十四  1, 846, 608. 00

十五  447, 178. 00

十六  10, 434, 151. 00

十七  8, 404, 762. 00

 176, 500, 000. 00

貳  14, 476, 152. 00

一  1, 673, 535. 00

二  10, 813, 300. 00

三  500, 000. 00

四  600, 000. 00

五  470, 667. 00

六  418, 650. 00

 190, 976, 152. 00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參 用地徵收 M2  26, 200. 00  3, 500. 00  91, 700, 000. 00

肆 地上物補償費 式 1  54, 000, 000. 00  54, 000, 000. 00

伍 查估作業費 式 1  2, 000, 000. 00  2, 000, 000. 00

總計  338, 676, 152. 00

發包工程費

  (壹+貳+參+肆+伍)

其他

工程管理費

委託設計監造服務費(6. 45%)

外線補助費

電桿臨時遷移費

空氣污染防治費((發包工作費-營業稅)*0. 28%))

施工期間環境清潔維護費

營造工程險(含營造綜合險. 雇主意外責任險及第三人意外

任險)

包商工程管理費. 利潤

營業稅(5%)

發包工程費總價

雜項工程

施工中交通維持

勞工安全衛生

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費(1000萬*2%+(1000至5000)萬*1. 5%+(

5000萬至1億)*1%+(1億至5億)*0. 8%+5億以上*0. 6%

材料試驗費

監造及業主材料檢驗費

總價(總計)

道路工程

擋土牆工程

排水工程

交通工程

路燈照明工程

交通號誌工程

景觀工程

水土保持工程

工  作  項  目

 

 

 

4.7.環境影響說明：本道路建設對週遭生活環境、自然生態、

社會經濟及景觀等方面影響 

(1) 本計畫辦理徵收後主要開發作為道路使用，拓寬後增加行車之順暢性，

減少雙向車輛交會停滯時之廢氣排放，減輕道路拓寬對環境生態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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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以維護居民健康。 

(2) 計畫道路並未位於任何自然保留區或保護區內，未來於施工時將會設置

保護圍籬，同時避免夜間大量機具同時操作，並採減音與防振措施等。 

(3) 本計畫道路拓興闢善本區聯外交通服務水準，除可提供本區居民、觀

光、通勤等功能，亦可改善現時貨櫃車、聯結車等穿越性車流之行駛安

全性，故本路段完成後，對周邊居民及社會整體觀感及影響應為正面 

(4) 本道路建設時對周遭生活環境、自然生態等因素會考量影響程度最低的

方向從事設計與施工；完成後對週遭社會經濟及景觀會帶來正面的發

展。 

 

五、計畫執行 

本案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預計於 105 年辦理細部設計及用地取得，

106~107 辦理工程施工。 

5.1 執行單位：新竹縣工務處 

5.2 計畫進度： 

本案已於 103 年 1 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預計於 104 年~105 年辦理

工程設計及土地徵收，106~107 年辦理工程施作，預計於 106 年底完工通

車，計畫預定進度及須用經費詳表 5.2-1。 

 

表 5.2-1 計畫需求經費分年表 

項次 工作項目 
104 105 106 107 

1 
工程規劃設計 

    

2 
土地徵收及建物

拆遷補償 

    

3 
工程施工 

    

 

六、前期執行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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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新竹縣生活圈道路交通系統建設，已完工及施工中部分如下： 

1. 115 線新埔段拓寬工程於 97 年 10 月完成發包，於 99 年 6 月完成施工。 

2. 湖口鄉(老湖口地區)二號道路第二期改善工程於 100 年 3 月完成施工。 

3.  北二高茄苳交流道通往新竹聯絡道路改善工程Ａ段第一標 104 年 4 月  

完工、 Ａ段第二標 105 年 5 月完工、Ｂ段已於 103 年 12 月 24 日完工。 

4. 高鐵橋下聯絡道路第一期工程已於 104 年 5 月完工通車。 

5. 縣道 115 線 20K+016~25K+950 段拓寬工程:預計於 107 年底完工。 

6. 竹 58 線 0K+000~0K+200 道路改善工程:預計於 107 年 1 月完工通車。 

7. 台一線替代道路(新豐~新竹)工程規劃:預計於 106 年底完成期末報告審

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