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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丶研究背景與動機 

 

新竹，古稱竹塹，是台灣西北部的城市。自西元一七一八年建城以來，這裡便

一直蓬勃發展，但真正讓新竹經濟起飛的，是於一九八零年成立的「新竹科學園

區」，簡稱竹科。自後者成立以來，新竹成功帶動整個台灣完成了產業及經濟改革，

直接讓台灣成為了亞洲四小龍之一的亞洲科技大國。時至今日，新竹已然成為了台灣

乃至世界的科技業重鎮，如今更有「台灣矽谷」之稱。 

 

然而，隨著時代變遷，交通問題逐漸凸顯，混亂不良的道路規劃及罰則過輕的

因素，導致台灣在發達國家中的交通事故上，經常處於榜首的位置，該問題已然成為

執政者的重要挑戰。新竹跟其他城市一樣，交通問題的根本原因來自於城市的迅速擴

張和蓬勃發展。隨著企業和人口的增長，交通流量逐漸攀升，導致擁擠、塞車等問題

頻發。同時，現有的交通基礎設施難以應對這樣的變化，傳統的解決方案已經顯得力

不從心。 

 

本報告將會以新竹市作為主題內容，輔以實際數據並以 SWOT分析新竹市交通

的優劣勢來深入探討該市錯綜複雜的交通問題，最後提出可行的改善方案，除了是我

個人對新竹表達敬仰的一種方式、更是對這片土地未來更美好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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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丶新竹交通之現況 

 

在新竹科學園區成立之後，該地區便迅速吸引了全國各地的科技業人才前來就

業並置產，但由於新竹市路小擁擠，因此每當上下班的高峰時段都會經歷十分嚴重的

塞車潮。即使近年來市政府都有在著手改善交通，但成效甚微。根據 2021年做的一項

民意調查，就有高達 4成的民眾認為交通為新竹市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此高的

比例說明了交通改革的進展依然太慢、許多市民仍然認為新竹市的交通令他們苦不堪

言。

 

資料來源：艾普羅民調(2021) 

圖 1 針對新竹市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市政問題所做的民調 

 

近年來台灣被 CNN冠上了行人地獄的惡名，根據道安資訊統計數據顯示，台灣

於民國 112年全年的交通事故超過 40萬件，死亡人數更超過 3千人，死亡率超過其他

先進國家的 8倍左右，可見交通改善的議題在台灣還有極大的討論空間。其中新竹的

交通事故共 9397件，在全國縣市的每十萬人死傷數中高居第 4名，雖然被貴稱為科技

城市，但諷刺的是新竹的交通建設顯然遠遠沒有跟上科技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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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道安資訊查詢網(2024)  

圖 2 民國 112年全國縣市於交通上每十萬人死傷數統計 

 

 糟糕的道路規劃，再加上地狹人稠的相互影響，讓新竹的交通尤其為人詬病，

市政府以往的做法都是擴建車道及設立更多停車位，但近年來歐洲城市用經驗告訴我

們，不管再多車道或停車位都是不夠的。成功完成交通改革的他們，已經完全進入到

人本交通的時代，甚至著手規劃「無車社會」，這對於還生活在車本交通社會的我

們，能有什麼啟發？ 

 
資料來源：蔡惠婷 

圖 3 新竹光復路學生與車爭道景象 

請好好思考一下我接下來要問的這個問題：如今台灣躋身發達國家之列、甚至

擁有全球最好的健保。但是難道上面這張圖，就是我們要給孩子的成長環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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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丶 SWOT分析 

優勢 (Strengths): 

科技樞紐： 新竹是台灣的科技城市，擁有龐大的科技產業集群，吸引了大量科技人

才。這也使得城市在智慧交通和科技應用方面具有優勢。 

既有交通建設： 部分區域擁有較為完善的交通基礎設施，包括高速公路和快速道路，

且由於是全國最重要的科技重鎮，因此附近有許多交流道。除了在市中心的台鐵之

外，附近的竹北近年也有了高鐵，因此出入新竹的方式還算便利。 

鄰近機場： 新竹距離桃園國際機場 60公里左右，十分適合打造成結合科技及當地文

化的觀光城市，藉此吸引更多外國遊客。 

劣勢 (Weaknesses): 

交通擁擠： 新竹地狹人稠，部分區域可能會在上下班的高峰時段遇到交通擁擠的問

題，假日的時候遠東巨城的周遭道路更是塞車噩夢區。 

道路及交通設計： 大部份的道路設計都頗為糟糕，造成人車爭道的情況更比比皆是。

此外由於新竹缺乏輕軌或捷運等市內交通設施，民眾能依賴的大眾運輸就只有在市區

內經常誤點的公車，因此許多人會選擇自行開車或騎車等加重塞車的選項。 

機會 (Opportunities): 

智慧交通技術： 由於新竹是科技城市，因此可以利用先進的智慧交通技術來提升交通

管理效能，包括智能交通信號、智能停車系統等。 

可持續交通： 促進可持續交通方式，如自行車道系統、行人友好型區域，有助於減輕

交通壓力並改善城市環境。此外輕軌及捷運也是未來市區內必備的大眾運輸。 

威脅 (Threats): 

民代反對：台灣常被詬病的一點就是執政者過於看重民代的意見，若後者反對交通改

革，執政者很常會因此延緩或收回政策，即使該政策長期來看會有利於該地區。 

自然災害： 地震、颱風等自然災害可能對交通基礎設施造成損害，影響城市的運輸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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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丶對新竹市交通之改善建議 

 

1. 加速人本交通建設：台灣地狹人稠且已邁入高齡化社會，政府應在市區大範圍

建設人行道及自行車道，並限縮汽車車道。此政策可以鼓勵人們以脚踏車或步

行等更健康的方式來移動。 

 

2. 引入更多大眾運輸：除了現有的公車，新竹也該引入輕軌、單軌或捷運等大眾

運輸，這種大眾運輸若能連接到科學園區的話，便能有效消化掉高峰時期的通

勤人流量。 

 

3. 對大眾運輸進行補貼：對大眾運輸的使用進行補貼，降低民眾成本、提高使用

意願。 

 

4. 提高違規成本：新竹的違規非常嚴重，車子違停隨處可見，且不時發生酒駕車

禍等危險駕駛的例子，應提高違規罰鍰，並輔以更嚴厲的交通執法。 

 

5. 建設多層停車場：比起一般露天停車場，多層停車場最大的優勢便是能有效運

用空間，在同樣的佔地面積上可以停放更多車輛，此外這類建築維護成本相對

不高，考慮到前期會虧本、一般商人不會想做，市政府可能得在咨詢業界專業

人士後使用公帑建設該類設施，並設定更低的停車費，鼓勵民眾使用該設施。 

 

6. 有效宣導交通安全：與目前政策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在改革初期，市政府應該

要大範圍打廣告宣導交通安全。在大眾運輸、電視廣告、甚至是市區的大型廣

告板等等，以此來引起民眾的注意。此外，與其使用卡通式的可愛廣告，我們

應該要把廣告形式改成真人故事，請交通受害者本人或者家屬來講述他們的故

事，提高警示及警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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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丶總結 

 

一個好的政策，在前期未必會得到市民們的理解，甚至可能會導致執政者民調

的下跌，這就是所謂的「陣痛期」；在成效開始顯現之前，除了執政者必須承擔罵聲

以外，民眾也需要忍受新政策暫時帶來的不便。 

交通落後已經困擾新竹乃至台灣許久，慶幸的是近年來台灣國內已經開始了關

於人本交通的討論，人民對於這議題越關注、未來執政者也會越來越重視相關政策的

實施。 

人本交通這四個字代表的意思不僅僅是以人為本的交通，背後更深層的涵義更

意味著把城市及道路重新還給人民、有效改善噪音及空氣污染、改善生活環境及健康

和讓城市變得更適合觀光等。 

透過這些建議的實施，新竹市可以朝向解決交通擁擠、提升市民生活品質、以

及建立一個更加宜居和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環境邁進。我期許的未來，是新竹不僅繼續

在科技發展方面領先，同時也將成為一個以人為本的交通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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