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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1.計畫優先順序編號：4 

2.計畫名稱：瑞穗鄉台九線 267K 處至鶴岡村道路拓寬及橋樑新建工程 

3.計畫類別：A+B 類 

4.縣市別：花蓮縣        鄉鎮市區別：瑞穗鄉 

5.實際執行單位：花蓮縣瑞穗鄉公所 

6.統籌聯絡單位主管： 

課  長：黃郁婷 

電話：03-8872222-190     傳真：03-8875547 

  e-mail：muse@nt.juisui.gov.tw 

7.實際執行單位主管： 

  課  長：黃郁婷   電話：03-8872222-190     傳真：03-8875547 

  e-mail：muse@nt.juisui.gov.tw 

  技  士：石瑞麟   電話：03-8872222-197     傳真：03-8875547 

  e-mail：s0925679000@nt.juisui.gov.tw 

8.計畫內容： 

（1）計畫主題： 

瑞穗鄉近年來致力發展觀光及休閒遊憩產業，以多方向性進

行觀光景點開發，區內鶴岡村主要發展觀光果園，周遭原住民部

落包括 193 線兩側之梧繞、屋拉力、拉吉禾幹等部落，台 9 線東

西側之馬聚集、馬遠、牧魯棧、阿多瀾、拉加善等部落，截至 103

年 4 月統計原住民人數為 2,504 人，占該地區居民人口數 4,489

之 55.78％，產業的外銷運輸與部落對外聯外交通均非常重要，

惟目前聯外僅縣道 193 號，須藉由北方和協橋或南方之瑞岡大

橋，方能連結省道台 9 線，該二座橋樑已老舊且耐震能力及抵抗

洪水能力不足，嚴重影響該地區產業發展。 

為解決此交通瓶頸，提升公路服務水準、增加交通容量與行



  

 

車安全，解決部落對外聯絡交通，改善對外交通狀況提高國內旅

遊品質，並作為台 9 線紓解車流之外環道路，促進瑞穗鄉物資運

輸及觀光產業發展，計畫由台 9 線 267k 處往鶴岡村方向進行道

路拓寬及新建橋梁一座，已由瑞穗鄉公所編列經費辦理橋梁新建

計畫可行性評估作業，擬報請由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挹

注，由花蓮縣瑞穗鄉公所賡續辦理後續工程建置。 

（2）計畫目標 

本計畫道路為東西向跨河連絡道路，主要目的為貫通縣道 193 線

及省道台 9 線之交通運輸網絡，本拓寬道路工程完成後，增加 15m 車

行道路長度 2,800 公尺、新建跨河橋梁一座、自行車道及人行環境空

間 5,600 公尺等，本計畫之執行，能健全地區公路系統並提升交通便

利性，改善運輸環境，藉由環境改善與生活品質之提昇，繁榮地方經

濟，均衡區域之發展，提升公路服務水準、增加交通容量與行車安全，

解決部落對外聯絡交通，改善對外交通狀況提高國內旅遊品質，並作

為台 9 線紓解車流之外環道路，促進瑞穗鄉物資運輸及觀光產業發

展，本案之計畫目標如下： 

2.1）改善交通瓶頸與安全性，使車輛通行順暢，提供用路人便捷安

全的道路，解決部落對外聯絡交通，改善對外交通狀況提高國

內旅遊品質，進而使得土地利用價值提高。 

2.2）健全地區公路系統並提升交通便利性，改善運輸環境，藉由環

境改善與生活品質之提昇，繁榮地方經濟，均衡區域之發展 

2.3）增設自行車道、人行步道及綠帶等友善環境及空間，同時配合

秀姑巒溪泛舟及 193 線自行車道串聯後，營造美麗之地景特

色，提振瑞鄉鄉觀光發展。 

2.4）藉由道路拓寬及橋梁興建工程帶動周邊效益，提昇機能及實現

商機。 

2.5）提昇瑞穗鄉之整體形象與公共空間品質，吸收觀光人潮，促進

經濟繁榮。 

9.總建設經費：7 億 1,730 萬元 

（1）中央補助：5 億 9,498 萬 2,910 元整。 

（2）本府自籌：1 億 2,231 萬 7,090 整。 

 

10.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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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1-1 計畫背景及緣由 

瑞穗鄉近年來致力發展觀光及休閒遊憩產業，以多方向性進行觀

光景點開發，區內鶴岡村主要發展觀光果園，周遭原住民部落包括 193

線兩側之梧繞、屋拉力、拉吉禾幹等部落，台 9 線東西側之馬聚集、馬

遠、牧魯棧、阿多瀾、拉加善等部落，截至 103 年 4 月統計原住民人數

為 2,504 人，占該地區居民人口數 4,489 之 55.78％，產業的外銷運輸與

部落對外聯外交通均非常重要，惟目前聯外僅縣道 193 號，須藉由北方

和協橋或南方之瑞岡大橋，方能連結省道台 9 線，該二座橋樑已老舊且

耐震能力及抵抗洪水能力不足，嚴重影響該地區產業發展。 

為解決此交通瓶頸，提升公路服務水準、增加交通容量與行車安

全，解決部落對外聯絡交通，改善對外交通狀況提高國內旅遊品質，並

作為台 9 線紓解車流之外環道路，促進瑞穗鄉物資運輸、部落聯外道路

及觀光產業發展，計畫由台 9 線 267k 處往鶴岡村方向進行道路拓寬及新

建橋梁一座，已由瑞穗鄉公所編列經費辦理橋梁新建計畫可行性評估作

業，擬報請由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挹注，由花蓮縣政府賡續辦

理後續工程建置，本計畫經檢討非屬中央已核定重大建設計畫、跨域整

合計畫及偏鄉經濟振興計畫等計畫範圍。 

有關本計畫規劃範圍，詳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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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計畫區位置圖 

 

省道台 9線-往花蓮方向 

省道台 9線(外環道) 

-往台東方向 

縣道 193線-往花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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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概述 

2-1 周邊道路系統與現況服務水準 

瑞穗鄉東側各村落之主要對外聯絡道路僅依靠縣道 193 線，該道

路屬縱向貫通亦即與省道台 9 線平行；省道台 9 線仍為花東縱谷最為重

要之運輸道路，瑞穗鄉東側各村落之人、車、外來遊客及農產品運輸，

於南端須經瑞穗市區由瑞岡大橋進出；北端則須由富興村過和諧橋經花

56 縣道進入省道台 9 線。 

計畫周圍原住民部落包括 193 線兩側之梧繞、屋拉力、拉吉禾幹

等部落，及台 9 線東西側之馬聚集、馬遠、牧魯棧、阿多瀾、拉加善等

部落，截至 103 年 4 月統計上述部落原住民人數為 2,504 人，占該地區居

民人口數 4,489 之 55.78％強，惟部落藉由 193 線南、北端出入台 9 線現

況約有 9 公里餘之遙，且 193 線目前路寬僅 4~6m，僅可勉強會車，其間

雖有兩處跨河堤底道路可橫跨至省道台 9 線，然一旦遇雨即無法通行，

若經由北方和協橋或南方瑞岡大橋連結省道台 9 線，該二座橋樑已老舊

且耐震能力及抵抗洪水能力不足，行車安全性堪虞，有關該區域整體道

路服務水準約 D 級，實非長久之計，亟需改善交通現況以利部落聯外與

民眾通行及地方發展。 

目前周邊聯外道路情形，詳如圖 2-1 所示。 

 

 

 

 

 

 

 

 

 

 

 

 

 

 

 

 

 

縣道 193線鶴岡村北端出入和協橋現況 縣道 193線鶴岡村南端出入瑞岡大橋現況 

藉由跨河堤底道路出入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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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193線東西側 台九線東西側
台九線以東至193

線
台九線以西 台九線以西

行政轄區 鶴岡村 瑞北村 富興村 富民村 富源村

總人口數 1,017 734 716 1,058 964 4,489

部落名稱
梧繞(阿美族)、

屋拉力(阿美族)

馬聚集(阿美族)、

馬遠(阿美族)
拉吉禾幹(阿美族)

牧魯棧(阿美族)、

阿多瀾(阿美族)、

拉加善(阿美族)

崗估那(阿美族) 小計

原住民人口

(平地+山地)
725 330 261 824 364 2,504

小計

 

 

 

 

 

 

 

 

 

 

 

 

表 2-1 計畫區域內原住民部落統計表 

 

 

 

 

 

 

 

 

 

 

 

資料來源 103 年 4 月-瑞穗鄉戶政事務所 

藉由跨河堤底道路出入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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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計畫周邊部落分佈情形與道路系統示意圖 

計畫位置 

和諧橋位置 

鶴岡大橋位置 

跨河堤底道路位置 

N 

屋拉力部落 

梧繞部落 

馬遠部落 

拉吉禾幹部落 

牧魯棧部落 

阿多瀾部落 

拉加善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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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與重要開發區、觀光景點、產業園區之聯結情形 

本計畫位置東側為鶴岡村，1970 年代這裡是以「鶴岡紅茶」揚名

國際，另在瑞穗鄉農會及政府積極輔導下，於 1961 年開始轉種文旦，由

於品質優良，命名為「鶴岡文旦」，開始聲名大噪，享譽全省，經統計

瑞穗鄉目前己有八百公頃的文旦果園，佔了全省八分之一強的生產面

積，年產量約在 1,600 萬公斤左右。 

瑞穗全鄉農業發達，是東部著名茶區之一，特色茶品有天鶴茶、

福鹿茶、蜜香紅茶等，因雨量豐沛、氣候溫暖，土壤屬黏質酸性，栽植

的鶴岡文旦品質好，產量高，果肉品質及甜度皆屬特級品，不亞於麻豆

文旦，近年來聲名大噪，每年八月中旬至九月下旬觀光果園開放採果；

由於天候環境優越，處於最適合栽種咖啡的南北緯約 25 度間的環狀地

帶，平均氣溫 15～25 度，雨季時開花，乾燥期為收穫季，符合咖啡成長

週期，產出的瑞穗咖啡獨具風味，近年來響應政府推動無毒有機農業，

瑞穗鄉農會積極整合產銷班並協助推廣，打響「瑞穗咖啡」品牌；鳳梨

則為近年來崛起的栽培新趨勢，採腋芽小果結上紅緞帶，作為祭祀供品。

另為配合政府推行休閒農業，於每年的農曆四月初八（浴佛節）舉辦南

瓜節，會中有大南瓜比賽、南瓜大餐、農特產品展售等各項活動。蔬菜

生產以耐運輸的角瓜及苦瓜為主，近年來採網室有機栽培的彩色甜椒，

則因品質良好而深受消費者喜愛。 

瑞穗鄉觀光遊憩資源豐富，並位於二大國際知名的花東縱谷國家

風景區及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內，計畫區內緊鄰秀姑巒溪泛舟起點，得

天獨厚的秀姑巒溪激流泛舟、結合路跑與自行車的鐵人三項聞名全台，

熱門遊程還包括經由省道台 9 縣前往北回歸線標、「卑南文化」的遺址

三級古蹟掃叭石柱，均為遊客必定停留拍照打卡的著名景點；近年來國

人推動節能減碳、低碳旅遊，自行車活動盛行，計畫區內的花 64 線、線

道 193 線等，皆為國內自行車活動及休閒鐵馬遊程最夯的路線。 

瑞穗鄉近年來不斷致力發展觀光及休閒遊憩產業，及多方向性觀

光景點開發，發展精緻農業、推動觀光果園等，對鶴岡村來說產業的外

銷運輸及遊客之引入是很重要的。相較於西側，東側更具有特殊之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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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文資源尚待開發，全鄉之地質地形極富特色，如能有效的將之串聯

起來，將極具有劃設成為國家級人文地質公園之潛力，成為花東縱谷平

原重要的人文地質景觀區帶。 

有關計畫周邊重要開發區、觀光景點、產業園區等，詳如圖 2-2

所示。 

 

 

 

 

 

 

 

 

 

 

 

 

 

 

 

 

 

 

 

 

圖 2-2 計畫連結重要產業區、觀光景點示意圖 

 

秀姑巒溪泛舟中心 

計畫位置 

蜜香紅茶、天鶴茶、福鹿茶產區 

瑞穗咖啡產區 

北回歸線標及掃叭石柱遺址 

鶴岡文旦產區 

溫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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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周邊土地調查及產業使用現況 

本計畫擬建立省道台 9 線與縣道 193 線間之聯絡路網，預定施作

工程位置為東西向連結台 9 線與縣道 193 線之最短距離，計畫範圍內道

路拓寬為 15m，新建橋梁寬度 20m，有關計畫區域範圍道路周邊土地使用

現況，經調查多屬國有土地，極少部分為私有，且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

界於 75~145 元之間，大幅降低土地取得成本。詳如圖 2-2、圖 2-3 所示。 

 

 

 

 

 

 

 

 

 

 

 

圖 2-2 計畫路線範圍(台 9 線)土地使現況示意圖 

 

 

 

 

 

 

 

 

 

 

 
圖 2-3 計畫路線範圍(193 線)土地使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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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配合「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進行區域協商整合及「中央補助型計畫資

源整合平台」審議通過之地區整合建設計畫 

本計畫經公路總局 102 年 11 月 18 日函復申請補助計畫建議意見

及 103 年 4 月 10 日召開會議研商，業達成列入生活圈計畫第四優先結論。 

2-5 與「綠色路網或低碳運輸」之配合情形 

本計畫之執行，能健全地區公路系統並提升交通便利性，改善運輸環

境，藉由環境改善與生活品質之提昇，繁榮地方經濟，均衡區域之發展，且道

路拓寬與新建橋梁，可東西向銜接縣道 193 線與台 9 線，可提供產業運輸及景

觀、休憩場所與生活環境改善，規劃車道布設含有景觀綠帶及自行車與人行專

用道，結合 193 線自行車道，形成區域綠色路網。 

2-6 與「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之配合情形 

本計畫可就近銜接台鐵瑞穗火車站及富源火車站，農產品運輸可經由

本路線之新建經由鐵路運輸運往全省各地，加速提升公共運輸競爭力，並且善

用行銷吸引民眾使用公共運輸，以順利引導民眾改變運具使用習慣，降低對私

人運具之倚賴。 

計畫設計期間，將落實以「重建信心、愛用公共運輸」、「無縫運輸、

服務有感」、「有效管理、共創多贏」及「創新公共運輸、使臺灣更好行」為

主之策略目標，著重於優先路權之改善、配合整建場站設備、設置無障礙設施

等，為長期永續健全發展奠定穩定之基礎。 

2-7 是否為原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內之工程 

本計畫尚未於歷年生活圈相關計畫提報。 

2-8 以交通工程或交通管理手段改善之執行情形 

瑞穗鄉東側各村落之主要對外聯絡道路僅依靠縣道 193 線，該道路屬

縱向貫通亦即與省道台 9 線平行；省道台 9 線仍為花東縱谷最為重要之運輸道

路，瑞穗鄉東側各村落之人、車、外來遊客及農產品運輸，於南端須經瑞穗市

區由瑞岡大橋進出；北端則須由富興村過和協橋經花 56 縣道進入省道台 9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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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端出入口約有 9 公里餘之遙，且路寬僅 4~6m，僅可勉強會車，

瑞穗鄉公所雖已設置兩處跨河堤底道路以橫跨銜接至省道台 9 線，然一旦遇雨

即無法通行，若經由北方和協橋或南方瑞岡大橋連結省道台 9 線，該二座橋樑

已老舊且耐震能力及抵抗洪水能力不足，行車安全性堪虞，有關該區域整體道

路服務水準約 D 級，實非長久之計，亟需改善交通現況以利民眾通行及地方發

展。目前周邊聯外道路情形，詳如下圖所示。 

 

 

 

 

 

 

 

 

 

 

 

 

 

 

 

 

 

 

 

 

 

 

 

 

 

 

 

 

 

 

縣道 193線鶴岡村北端出入和協橋現況 縣道 193線鶴岡村南端出入瑞岡橋現況 

藉由跨河堤底道路出入現況 

藉由跨河堤底道路出入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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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建設目標與效益 

3-1 目標說明 

ㄧ、改善交通瓶頸與安全性，使車輛通行順暢，提供用路人便捷安全的道路，解

決部落對外聯絡交通，改善對外交通狀況提高國內旅遊品質，進而使得土地

利用價值提高 

二、健全地區公路系統並提升交通便利性，改善運輸環境，藉由環境改善與生活

品質之提昇，繁榮地方經濟，均衡區域之發展 

三、增設自行車道、人行步道及綠帶等友善環境及空間，同時配合秀姑巒溪泛舟

及 193 線自行車道串聯後，營造美麗之地景特色，提振瑞鄉鄉觀光發展。 

四、藉由道路拓寬及橋梁興建工程帶動周邊效益，提昇機能及實現商機。 

五、提昇瑞穗鄉之整體形象與公共空間品質，吸收觀光人潮，促進經濟繁榮。 

3-2 達成目標之限制 

一、交通建設計畫的之推動必須兼顧經濟發展、環境保育及社會公平之永續發展：

在政府有限的財政資源限制下，相關交通建設計畫之推動，必須考量與地區

資源競合問題，並兼顧經濟發展、環境保育及社會公平之永續發展，依優先

順序逐步推動。 

二、建設用地取得限制：本計畫部分土地位處工業區，或部分為私人所有，地權

取得、地用變更等，須及早規劃因應並妥擬建設期程，加強與相關主管機關

溝通解決，以免延緩實質建設期程。 

三、自然地理環境限制：花蓮地區常因天候不佳如颱風豪雨而造成聯外交通中斷，

或因聯外道路路幅狹小、易受天災坍塌，而影響遊客前往，或因地區水源不

足、缺乏污水處理設施等，致觀光發展受限。宜針對環境本質推動適宜性的

規劃建設，並作適當的承載量之規劃及管制。 

3-3 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預估本瑞穗鄉省道台 9 線 267K 處至鶴岡村道路拓寬及橋樑新建工程建置後，

服務水準可提升至 C 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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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內容 

4-1 主要工作項目 

一、規劃調查階段：規劃設計時須依都市計畫中心樁引測，沿線鄰房、地上物調

查，地下管線及排水調查。 

二、設計階段：基於需求面及道路實質條件限制，本計畫拓寬工程時應考量工期、

徵收土地、工程成本、維護費用之綜合考量。另為方便用路人，應加強標示

導引系統等設施。 

4-2 道路路線規劃 

於縣道 193 線里程 82K+418 處新建引道接計畫新建橋樑橫跨富源溪後，銜接於

省道台 9 線 267K 處，並拓寬縣道 193 線里程 81K~83K 路段，以配合新建橋樑改善

現有路況，西側引道如因應台 9線拓寬規劃設計，其引道坡度與槽化島之設計需兼

顧交通安全與行車順暢。有關計畫路線詳如圖 4-1 所示。 

 

 

 

 

 

 

 

 

 

 

 

 

 

 

圖 4-1 計畫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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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道路斷面分配 

一、有關道路斷面考慮車輛通行、自行車道、人行道及生態環境，寬度分配如下： 

（1）拓寬車道：雙向 2 車道計 6 公尺，機車道雙向 4 公尺。 

（2）人行道及設施：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及設施各 2.5 公尺計 5 公尺。 

（3）橋梁：新建跨河預力 I 型梁橋 410 公尺及兩側引道。 

（4）排水工程：道路沿線排水溝修築 

（5）行道樹：沿線二側種植喬木行道樹。 

（6）景觀照明設備工程 1 式。 

（7）道路指標及周邊設施工程 1 式。 

2.道路及橋梁斷面規劃方式，詳如圖 4-2 及圖 4-3。 

 

 

 

 

 

 

 

 

 

 

圖 4-2 計畫道路斷面示意圖 

 

 

 

 

 

 

 

圖 4-3 計畫橋梁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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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路燈示意圖 

1.主要照明燈具 

 

 

 

 

 

 

 

 

 

 

 

 

 

 

 

 

8m-LED 共桿高低燈示意圖 

 

 

 

 

 

 

 

 

 

 

 

 

 

 

 

 

 

7m-花朵意象 LED 高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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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景觀照明燈具 

 

 

 

 

 

 

 

 

 

 

 

 

 

3.5m-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景觀燈具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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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植栽規劃示意圖 

 

 

 

 

 

 

 

 

 

 

 

 

 

 

 

 

 

植栽樹種-中東海棗示意圖 

 

 

 

 

 

 

 

 

 

 

 

 

 

 

 

植栽樹種-蒲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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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用地取得作業 

本計畫規劃路線係由原有路線拓寬，計畫範圍並無建物，有關用地調查部分詳

如下表所示，有關計畫區域範圍道路周邊土地使用現況，經調查多屬國有土地，私

有地僅占 21％，且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界於 75~145 元之間，大幅降低土地取得成

本。預定於計畫核定後，配合設計進度適時召開公聽會、用地協議價購及徵收作業

說明會，有關計畫路權範圍內用地部分依規定採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地上物拆遷

補償部分，將依據「花蓮縣興辦公共工程用地拆遷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查估

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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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經費估算 

本案計畫於縣道 193 線里程 82K+418 處新建引道接新建橋樑橫跨富源溪後，銜接於省

道台 9 線里程 267K 處，並拓寬縣道 193 線里程 81K~83K 路段，以配合新建橋樑改善現有

路況。施作項目包括：拓寬車道雙向 2 車道計 6 公尺，機車道雙向 4 公尺；自行車與行人

共用道及設施各 2.5 公尺計 5 公尺；新建跨河預力 I 型梁橋 410 公尺及兩側引道，道路沿

線排水溝修築、沿線二側種植喬木行道樹與設置景觀照明設備、道路指標及周邊附屬設施

工程等。本工程所需執行總經費約為 7 億 1,730 萬元整，說明如下： 

（一）用地及地上補償費 

本計畫規劃路線係由原有路線拓寬，計畫範圍並無建物，有關用地調查部

分，經調查計畫區域範圍道路周邊土地使用現況多屬國有土地，私有地僅占 21

％，且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界於 75~145 元之間，大幅降低土地取得成本。依現

況概估編列 703.7 萬元，預定於計畫核定後，配合設計進度適時召開公聽會、用

地協議價購及徵收作業說明會，有關計畫路權範圍內用地部分依規定採徵收當

期之市價補償，地上物拆遷補償部分，將依據「花蓮縣興辦公共工程用地拆遷

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查估補償。 

（二）管線下地代辦費 

代辦台電管線、寬頻管線、污水、自來水、電信等地下化，俟與相關主管

機關確認後納入代辦發包範圍。 

（三）空污費 

空污費以發包工程費千分之三編列，為 192.7 萬元整 

（四）發包工作費 

本工程依實際工程所需，發包工程費為 6 億 3,247 萬元。 

（五）工程管理費 

本工程依實際工程所需之工程管理費（含委外設計、監造費及工程準備金）

為 7,589.5 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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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壹 發包工程費 

1 路基工程 m2 42,000 600 25,200,000

2 水溝工程 m 5,600 3,000 16,800,000

3 路面AC工程(15M全舖) T 9,660 2,600 25,116,000

4 人行環境工程 m 5,600 15,000 84,000,000

5 橋梁新建工程 m2 8,200 40,000 328,000,000

6 引道工程 m2 300 25,000 7,500,000

7 路燈照明工程 式 1 16,100,000 16,100,000

8 標誌導引工程 式 1 8,390,000 8,390,000

9 植生工程 式 1 16,240,000 16,240,000

10 槽化島工程 式 1 655,200 655,200

11 雜項工程(約1.5%) 式 1 7,910,000 7,910,000

12 品質管理及作業費(約1.2%) 式 1 6,431,000 6,431,000

13 勞工安全衛生維護費(約1.2%) 面 1 6,431,000 6,431,000

14 廠商利潤、保險與管理費(約10%) 式 1 53,578,800 53,578,800

小計 602,352,000

15 營業稅(5%) 式 1 30,118,000 30,118,000

合計 632,470,000

貳 自辦工程費

一 空氣污染防制費(0.3%) 式 1 1,897,000 1,897,000

二 工程管理費 (2.5%) 式 1 15,059,000 15,059,000

三 委託規劃設計費 (約4.5%) 式 1 27,106,000 27,106,000

四 委託監造費 (約3.5%) 式 1 21,082,000 21,082,000

五 工程準備金(約2%) 式 1 12,649,000 12,649,000

合計 77,793,000

參 徵收費用 7,037,000

1 土地及地上物徵收費用 式 1 7,037,000 7,037,000

肆 預埋管線費用 式 1 另計

(包含台電管線地下化、寬頻管線、污水、自來水、電信等等)

總計 717,300,000

計畫總經費： 元整柒億壹仟柒佰參拾萬

表 4-1 計畫總經費概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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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環境影響評估檢討 

依據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2 年

9 月 12 日環署綜字第 1020078054 號令修正發布部分條文）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道(公)

路、高速公路或快速道(公)路之拓寬，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位於非都市土地，拓寬寬度增加一車道之寬度以上且長度十公里以上」。 

本路段部分位於非都市土地，由原 3-6m 道路寬度拓寬為 15 公尺，惟計畫長度

2.8 公里（不含橋梁 410 公尺及引道 10公尺），尚未達 10 公里，依上開規定非屬應

實施環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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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工期

項目 (月) 4~6月 7~9月 10~12月 1~3月 4~6月 7~9月 10~12月 1~3月 4~6月 7~9月 10~12月 1~3月 4~6月 7~9月 10~12月

計畫申請等前置作業 9

委託規劃設計 6

土地徵收計畫及公聽會 6

土地徵收取得 6

委託監造 1

工程招標及訂約 1

工程施工 21

完工及驗收 2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伍、計畫執行 

5-1 執行單位 

本計畫於報奉核定後，由瑞穗鄉公所負責執行，展開委外設計監造及用地取

得作業，並於設計階段及與地方政府密切溝通並召開地方說明會取得共識，降低執

行期間之不確定因素。施工完成後，由鄉公所負責後續管理維護工作，以確保道路

服務水準。 

5-2 計畫進度 

本計畫自計畫獲核定開始執行起，預估至計畫辦理完竣止之期程約需 34 個月，

其中經費申請等前置作業 8 個月，委託規劃設計約需時 6 個月，配合設計作業同步

辦理用地取得作業（需時 9 個月），工程施工階段時程則預估約需時 21 個月完成。

詳如表 5-1。 

表 5-1 計畫時程表 

 
 
 
 
 
 
 
 
 
 

5-3 分（期）年執行策略 

基於本計畫之執行，能健全地區公路系統並提升交通便利性，改善運輸環境，

藉由環境改善與生活品質之提昇，繁榮地方經濟，均衡區域之發展，提升公路服務

水準、增加交通容量與行車安全，提高國內旅遊品質之相關景觀及設施改造，改善

對外交通狀況，並作為台 9 線紓解車流之外環道路，促進瑞穗鄉物資運輸及觀光產

業發展，考量完成整體計畫所需經費，除工程經費籌措外，尚牽涉拓寬全線工址地

質調查、用地取得及地上物徵收、居民與地方政府溝通等，擬採用地一次徵收、委

託設計監造方式辦理，於預計期程內完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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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期效果及影響 

6-1 預期效果及影響 

本計畫道路為東西向跨河連絡道路，主要目的為貫通縣道 193 線及省

道台 9 線之交通運輸網絡，本拓寬道路工程完成後，增加 15m 車行道路長度

2,800 公尺、新建跨河橋梁一座，自行車道及人行環境空間 5,600 公尺等，有

效提升 193 縣道道路品質。 

至本道路拓寬工程方案完成後，所產生之不可計效益，如：提供用路

人便捷安全的道路、減少交通壅塞，減輕空氣污染、繁榮地方經濟，提升生

活品質、交通改善以利農產品運輸、環境之改善、生活品質之提昇、促進區

域東西側均衡發展、增加人民生命財產之保障及對政府之向心力等，建議本

計畫須儘速加以執行。 

6-2 永續經營管理 

優質的公共設施可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質與環境景觀，但有賴維護管

理，才能延長使用期限，有效管理設施，勝於一再的更新汰換，避免過多的

資源耗費，本計畫完成後，相關營運管理及設施維護如下： 

一、營運管理 

設施整建完成後，以瑞穗鄉公所為主體，整合地區資源與負責聯繫

各相關公私部門，帶動地區之觀光旅遊，透過各種資訊媒體行銷，並配合當

地產業舉辦各項季節主打活動，達到充分帶動地方觀光產業之效益。 

經由公部門帶動之後，希望推動地方組織團體、策略聯盟商家與部

落共同進入營運操作，以民間的力量投入發展觀光、生態旅遊、體驗部落遊

程、歷史文化探索等工作。 

二、設施維護 

由鄉公所派遣人力進行清潔維護。後續包括景觀設施、導覽解說牌、

照明等修繕與更新，據點周圍綠美化植栽養護、修剪等工作，另向縣政府爭

取經費執行維護管理工作，藉由推廣觀光活動及良好的維護管理能長期而永

續的發展。 



23 

柒、附錄-計畫用地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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