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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藉由本專題研究赴英國及德國學習鐵道資產現況與營運模式及鐵道資產保

存活化與周邊區域發展及環保現況結合之相關知識、推動經驗及未來發展趨勢，

以運用在國內車站及周邊區域之活化與再利用之執行及未來促進鐵路建設之永

續發展之參考。透由英德 2 國在經濟、文化古蹟、環境及永續發展等觀點瞭解當

地鐵道資產保存活化與周邊區域發展現況結合之可能性，讓逐漸不符合現代需求

的車站進行活化與再利用，兼具突顯其在地特色，並利用環保、永續發展及文化

特色方式讓新、舊車站的更有效的營運與管理維護，使得周邊區域的協同發展、

良性競合來促進鐵道產業活化利用讓區域得到再發展的機會，同時也讓車站遺址

能夠風華再現與獲得永續經營財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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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計畫概述 

一、目的 

透由赴英國及德國對車站及鄰近再發展區域之經驗進行研習及現勘了解，在

發展經濟、文化古蹟、環境及永續發展等觀點瞭解鐵道資產保存活化與周邊區域

發展現況結合之可能性，讓逐漸不符合現代需求的車站進行活化與再利用，兼具

突顯其在地特色，並利用環保、永續發展及文化特色方式將新、舊車站的更有效

的營運與管理維護，使得周邊區域的協同發展、良性競合來促進鐵道產業活化利

用讓區域得到再發展的機會，同時也讓車站遺址能夠風華再現與獲得永續經營財

源的可能。 

二、研習內容 

(一) 研究範圍: 本研究計畫透過經濟、文化古蹟、環境及永續發展等觀點瞭

解鐵道資產保存活化與周邊區域發展現況結合之可能性，並在滿足新興

鐵道觀光旅遊休閒需求之餘，對城市歷史記憶的尊重與在地發展的努力，

俾作為未來本國促進鐵路建設之永續發展。 

(二) 研究項目 

1. 鐵道資產現況與營運模式整合研究。 

2. 鐵道資產保存活化與周邊區域發展現況及環保永續結合研究。 

3. 鐵道車站周邊區域再發展成功案例分析研究。 

4. 鐵道車站及車車站周邊區域古蹟活化成功案例分析研究。 

5. 本國鐵路車站適用英國及德國執行案例之探討。 

 

三、研究過程 

(一) 研究期間：111 年 6 月 20 日~111 年 10 月 3 日 (其中 7 月 6 日~7 月 20 日

奉核請假返國)，共 91 日。 

(二) 研究機構：主要研究機構為英國 UCL、英國倫敦傳承發展合作局史特拉福

站辦公室、英國伯明罕大學、英國利物浦大學、德國法蘭克福車站總站、

美茵茲市政府、曼海姆火車總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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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行程： 

項次 日期 單位 主題 

1 

111.6.20 

| 

111.10.3 

倫敦大學學院(UCL) 

1. 鐵道資產現況與營運模

式整合研究。 

2. 鐵道資產保存活化與周

邊區域發展現況及環保

永續結合研究。 

3. 鐵道車站周邊區域再發

展成功案例分析研究。 

4. 鐵道車站及車車站周邊

區域古蹟活化成功案例

分析研究。 

5. 本國鐵路車站適用英國

及德國執行案例之探

討。 

6. 111.8.20 研究人員期中簡

報 

7. 111.9.28 研究人員期末簡

報 

2 

111.7.5 

111.9.2 

111.9.29 

英國柏靈頓

（Paddington）車站及周

邊地區 

車站古蹟保存活化與周邊區域

再發展現況現勘 

3 

111.7.24 

111.8.1 

111.9.3 

111.9.16 

111.9.17 

111.9.24 

111.9.30 

111.10.1 

英國倫敦橋（London 

Bridge）車站及周邊地區 

車站古蹟保存活化與周邊區域

再發展現況現勘 

4 

111.7.1 

111.9.9 

111.9.10 

111.10.1 

陳嘉琳教授辦公室 

英國及德國車站、法國里爾

（Lille）歐洲車站古蹟保存活

化與周邊區域再發展成功案例

現況研討 

5 

111.7.2 

111.8.5 

111.8.8 

倫敦史特拉福(Stratford)

車站、周邊地區及倫敦

傳承發展合作局史特拉

福站辦公室 

車站古蹟保存活化與周邊區域

再發展現況現勘 

8 月 5 日和 TAKU 教授拜訪倫

敦傳承發展合作局史特拉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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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日期 單位 主題 

辦公室的負責人 Peter Maxwell

及工程主管 Martin Tedder 業務

簡介、經驗分享、交流討論及

現勘 

6 

111.6.30 

111.9.6 

111.9.18 

111.9.24 

倫敦尤斯顿(Euston)車站

及周邊地區 

  

車站古蹟保存活化與周邊區域

再發展現況現勘 

7 111.7.26 

伯明罕(Birmingham)車站

案例-新街 (New Street)

站、古森街(Curzon 

Street)站及周邊地區 

車站古蹟保存活化與周邊區域

再發展現況現勘 

8 111.8.2 
雷丁(Reading)車站及周

邊地區 

車站古蹟保存活化與周邊區域

再發展現況現勘 

9 

111.6.12 

111.7.4 

111.7.28 

111.7.29 

111.8.6 

111.9.4 

111.9.20 

111.9.26 

國王十字(King Cross)車站

及聖潘可拉斯(St Pancras)

國際車站及周邊地區 

 

車站古蹟保存活化與周邊區域

再發展現況現勘 

10 
111.8.10-

12 

曼徹斯特

（Manchester）車站及

周邊地區 

車站古蹟保存活化與周邊區域

再發展現況現勘 

11 
111.8.16-

19 

法蘭克福火車總站

（Frankfurt (Main) 

Hauptbahnhof）及周邊

地區 

車站古蹟保存活化與周邊區域

再發展現況現勘 

8 月 17 日下午和 TAKU 教授及

德國 Peter Endemann 老師拜訪

法蘭克福車站總站辦公室，由

女性主管 Melanie Kuhner 率相

關人員接待，業務簡介、經驗

分享、交流討論及現勘 

12 111.8.17 

曼海姆火車總站

（Mannheim 

Hauptbahnhof） 

和 TAKU 教授及德國 Peter 

Endemann 老師拜訪曼海姆火

車總站辦公室，由副站長

Daniel Henninger 接待，業務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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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日期 單位 主題 

介、經驗分享、交流討論及現

勘 

13 111.8.18 
美茵茲(Mainz）車站及周

邊地區 

和 TAKU 教授及德國 Peter 

Endemann 老師到達美茵茲

(Mainz）車站和美茵茲市政府

城市開發部門負責人 Christian 

Kron 會合，業務簡介、經驗分

享、交流討論及現勘 

14 
111.8.20-

23 

柏林車站總站（Berlin 

Hauptbahnhof）、鄰近車

站及周邊地區 

車站古蹟保存活化與周邊區域

再發展現況現勘 

15 111.8.26 
the Bluebell Railway 車站

及沿線 

車站古蹟保存活化及蒸汽火車

的動態保存現況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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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前準備 

    行前經與倫敦大學學院(UCL)鐵道車站產業活化與區域再發展研究專家 Taku

教授密切聯繫，他曾參與東日本鐵道相關車站再發展計畫，目前持續在 UCL 專注

於車站營運管理與維護及資金募集(含活化和再利用)相關計畫研究。Taku 教授告

知本次我在英國研習，除了可以完全運用該校圖書及辦公室資源外，他建議我到

英國後可現地了解倫敦地區 King's Cross、St Pancras、London Bridge、Paddington 、

伯明罕新街及曼徹斯特等車站有相關活化及再發展計畫案例，並請我聯繫利物浦

大學 TOD 專家陳嘉琳教授推薦德國車站相關案例。 

    經聯繫利物浦大學陳嘉琳教授後，她建議我先與德國法蘭克福 Peter 

Endemann 先生連繫研習事宜，Peter Endemann 先生回信請我提供臺灣某個車站

再發展之案例作為他在德國安排之依據，Taku 教授得知 Peter Endemann 先生的

想法後，也請我儘速準備，以利在英國研習時需要。 

    因參與新竹大平台綜合規劃工作，遂再細讀 109 年 3 月 31 日行政院核定之

「新竹大車站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及「新竹大平台計畫綜合規劃報告書(初稿)」，

並經與顧問討論後，並著手翻譯，以英文簡報檔提供 Taku 教授及 Peter Endemann 

先生，作為安排後續課程之參考。Peter Endemann 先生研讀後，再洽詢如新竹縣

市人口及新竹車站運量等相關問題，最後安排在德國參觀法蘭克福火車總站、曼

海姆火車總站及與新竹車站有類似狀況的美茵茲車站，並建議自行參觀轉乘系統

完善、蓬勃再發展之柏林車站。 

    Taku 教授在看完簡報後，也建議我再增加倫敦 Stratford 車站及倫敦以外地區的

雷丁車站，並請我到達 UCL 時，立即簡報給他深入了解，進一步安排後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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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校研討情形 

3.1 與 UCL 研討 

(1) 學習日期 

    111 年 6 月 21 日-10 月 2 日 

(2) 研討主要內容 

    如果 UCL 校友大導演諾蘭用電影影響了世界，其實是 UCL 的自由風也影響

了他，我來到 UCL 後就立即感受到，同學和我説 UCL 的自由學風影響他們很深，

上課大都採用討論方式，教授注重每個人的能力發揮，一定要發表自己的想法。

我在來倫敦的前幾天就受到震撼教育，參與課程中的每一個人都要發表意見，每

個人的想法才說完，其他人就接著發表意見，再由教授引導後，每人再腦力激盪，

花了不少時間後，這時由教授「彙整」出初步结論，這時如有不合邏輯或不實用

的部分就藉討論来删除，讓大家記憶深刻，其中我也被問到多次，包括臺灣的狀

況，或者臺灣會怎麼做，當場難以招架，所以往後和老師討論前，就會更用功收

集相關資料。 

    克里斯多福諾蘭身兼編劇和導演的 2010 年上映影片「全面啟動」（Inception），

有一個場景就在本校圖書館弗拉克斯曼藝廊，同學帶我到現場立刻感受到圖書館

內的絶美，感觸更深的是好多人在使用圖書館，這學校的校風刺激學生更認真學

習。諾蘭也是「記憶拼圖」、「天能」、「蝙蝠俠：開戰時刻」、「星際效應」及「敦

克爾克大行動」等片的導演，他很喜歡在影片做人性面深刻的探討，特别是罪惡

感及心智極度扭曲中仍然傳達愛是最重要的元素，他在學校就拍了很多實驗性短

片，那時就潛力非凡，他的太太也是校友和他弟弟是他影片製作的三人组，影響

了世界影壇。 

    以和我同辦公室的泰國女博士同學為例，她是個鐵道迷，因此来 UCL 唸博士

時，剛開始也及極不適應，因為在泰國一般都是老師在說，學生很少回應，女生

更没有回應空間。但在 UCL 每堂課，每個教授都一定問她，而且都要叫她講多一

點，原來這是 UCL 從 18 世纪就建立的風氣，不拘學生性別及宗教背景都可以就

讀，近來就讀後，每一個人也一定要全力參與。這是哲學家傑里米·邊沁對教育的

理念，啟發了 UCL 的創辦者，傑里米·邊沁现在仍與學生同在，他的部分肉身(頭

是蠟製的)仍存在校園鼓勵學生。 

    和 Taku 教授研討的第一堂課，就是簡報新竹大平台計畫，Taku 教授思考 2

天後，立即試著聯繫倫敦傳承發展合作局史特拉福站辦公室，並決定和我去德國

法蘭克福地區參訪 3 個車站，也請我儘速聯繫陳嘉琳教授進行討論，及先進行倫

敦地區 King's Cross、St Pancras、London Bridge、Paddingto、Stratford、雷丁、伯

明罕新街及曼徹斯特之現勘，以利每周的課程進行。 

    後續課程中，Taku 教授敲定拜訪倫敦傳承發展合作局史特拉福站辦公室，且

因地鐵伊莉莎白線全線營運通車及 HS2 計畫施工，Taku 教授又請我深入了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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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計畫，我自行增加 HS2 Euston 車站之現勘，並於前述各站現勘時增加地鐵伊莉

莎白線及 HS2 計畫的執行狀況的了解。除上課、參訪及現勘外，我於 8 月 20 日

進行研習的期中簡報及 9 月 28 日進行期末簡報，10 月 2 日搭機返國前，仍與

Taku 教授和同學持續研討。 

 

3.2 與陳嘉琳教授研討 

(1) 學習日期 

    111 年 6 月 21 日-10 月 2 日 

(2) 研討主要內容 

    和 Taku教授研討後，立即聯繫陳嘉琳教授，她是成大建築系畢業，取得建築師

執照也擔任過公職，後來到 UCL取得博士學位後，擔任利物浦大學教授，是倫敦知

名的 TOD專家。教授家在倫敦，所以我不需去利物浦大學拜訪，如果沒在教授家研

討，就透由電話進行討論。 

    111 年 7 月 1 日上課時，陳教授建議我在英國第一個成功案例 King's Cross、

St Pancras 及有類似大平台概念的史特拉福車站周邊再發展區，分多次現勘以深

入瞭解，因為該區都有很多重大計畫同時進行，必須弄清楚相互關係。德國法蘭

克福方面，教授與 Peter Endemann 先生熟識，應該會對我這個研究有相當大的

幫助，教授也關心桃園車站後站周邊地區再開發之可行性及基隆捷運的後續規劃，

並表示暑假將到基隆市政府演講，英國和德國的案例也將會對桃園車站及基隆捷

運有幫助。 

    111 年 9 月 9 日上課，陳教授除討論德國 3 個案例外，又介紹了法國里爾 

（Lille）歐洲車站案例，建議我去現地了解，但因 UCL 的課程忙碌，我表示無法

前往，陳教授提供相關論文讓我先行細讀，再進行研討，因教授忙碌，後續用電

話討論，這個案子可用作新竹車站前後站發展不均衡之借鏡。111 年 10 月 2 日

與教授再碰面時，Taku 教授也在場，共同討論了我三個月研習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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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和 TAKU 教授在辦公室前合照 

 

 
圖 3- 2 UCL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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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UCL 上課方式 

 

 

圖 3- 4 諾蘭大導演拍攝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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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 哲學家傑里米·邊沁 

 

 

圖 3- 6 TAKU 教授辦公室，他與學生共用，學生有問題隨時可與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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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 與陳嘉琳老師學習 

 

 
圖 3- 8  111.10.2 與教授及同學聚餐並持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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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車站活化與周邊地區再利用

案例研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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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英國柏靈頓（Paddington）車

站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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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車站活化與周邊地區再利用案例研究情形 

4.1 英國柏靈頓（Paddington）車站案例 

(1) 現勘日期 

    111 年 7 月 5 日、9 月 2 日及 9 月 29 日 

(2) 研習及現勘主要內容 

    如果說國王十字車站是由車站的改建來引發周邊大規模再發展及活化的最

佳案例，柏靈頓（Paddington）車站則屬於比較被動的，柏靈頓主車站是在 1854

年啟用，又於 1906 年至 1915 年間擴建，在車站的北側興建了第 4 個拱，跨度為

33 公尺，與其他 3 個拱相互平行，車站本身就是柏靈頓地區最重要的地標，目

前有 14 個月臺，6 號與 7 號月臺是希斯羅機場快線的月台，這條快線把國際旅

客帶進帶出，也帶動周邊觀光業發展，但車站最近的改建，卻是因為旁邊大池北

邊的再發展計畫蓬勃發展使然。 

    柏靈頓車站旁邊國際旅館、紀念品店、餐廳林立，而我認為這地區整合最

成功的就是，政府和運河信託基金的合作，把車站旁２條運河（攝政運河及大

聯盟運河）所匯集的柏靈頓大池在西元 2000 年弄乾、清理及整修後，重振了

「小威尼斯」名聲，旅客可以在運河上的船浪漫用餐，而且在 2010 年代又在大

池北邊推動再發展計畫，創造了 19 萬平方米的住商及休閒企業區域，後來再發

展計畫持續推動，一直到今年 3 月還有 Premier Inn 的大型投資計畫完成，未來

也持續看好。 

    而且柏靈頓還因一隻小熊聞名，柏靈頓熊是英國兒童文學中的一個虛構角

色，牠第一次出現是在 1958 年，作者麥可·龐德所寫的 14 本小説就是以牠為主

角，牠並非是一隻真正的熊，而是麥可·龐德將牠設計為一隻孤獨、好心有禮貌

的泰迪熊，穿著一件厚呢風衣及一雙長統靴，其靈感來自作者在 1956 年聖誕節

前夕在柏靈頓車站附近的一家商店的架子上注意到了一隻泰迪熊，並買下了牠

作為送給妻子的禮物。小說暢銷後連帶紀念品大賣，柏靈頓熊更因此提高了柏

靈頓車站知名度，還拍了二部相關電影。 

    柏靈頓車站是倫敦中區的樞紐，有故事性及商機發展，而且國際旅客來到

這個區域至少可以待 2 天，先在運河上的船屋享用下午茶，然後沿著攝政運河

往 Camden lock 走，大約是 3 小時路程，運河兩岸綠意盎然，各種植物襯著鴨

子、松鼠等小動物，是一個對人很療癒的世界，一路經過了豪宅區、自然公園

和票價昂貴的動物園，如果搭船遊河，是全程 45 分鐘大約花費 15 鎊。Camden 

lock 就是 2 條不同水面高度的運河在此會合時船要上升或下降之處，現在發展

成一個很受歡迎的市場(Camden Market)，有很多年輕藝術家商店及好吃的小店

進駐。往地鐵站方向走，是一條很熱鬧的商品街，很像台灣的夜市，很多年輕

人在此喝酒聊天。周邊愈來愈多的旅館及國際學生宿舍在興建，如果治安能維

持，這一區已具備再發展的很多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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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靈頓車站車站本身已受到侷限，無法大規模擴建，但仍然可以透由部分

改建來服務旅客並吸引商機，所以現在仍持續改建中，原有的大西部鐵路加上

地鐵 Bakerloo、Circle and Hammersmith&City、District 等線的貫穿，讓車站的運

量仍維持在近 50 萬人次的運量，地鐵伊莉莎白線在今年 5 月 24 日開通後，將

大倫敦地區東區及西區連接起來，並將影響力擴及倫敦東區邊緣的雷丁市及泰

唔士河谷等地區，對倫敦東區的發展計劃有極大的助益，也對本站鄰近地區的

活化及再發展有加乘效果，地方政府在車站周邊仍持續在進行公共設施及景觀

的建設，即可說明這車站周邊的再發展在疫情後變得潛力無窮。 

(3) 學習重點 

1. 如何找出本站開發優勢(如機場快線終點及小威尼斯之特色)。 

2. 車站結合其他大計畫使得鄰近地區的再開發和活化成功。 

3. 柏靈頓熊故事和電影的成功，使國際旅客湧入。 

4. 如何結合轉乘系統，讓車站鄰近區域再發展腹地更大，也讓旅客轉往其他景

點更加容易。 

5. 地鐵伊莉莎白線的營運，創造未來商機。 

6. 市政府的積極作法。 

 

 

圖 4.1- 1 柏靈頓（Paddington）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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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2 柏靈頓（Paddington）車站鄰近地區再發展 

 

 
圖 4.1- 3 柏靈頓車站最著名的故事-柏靈頓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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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4 市政府持續進行車站旁的公用措施建設 

 

 
圖 4.1- 5 柏靈頓車站旁的小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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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6 車站旁知名的柏靈頓大池(2 條運河交界處) 

 

 

圖 4.1- 7 運河上的觀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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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8 柏靈頓地鐵站出口 

 

 

圖 4.1- 9 運河旁富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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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10 柏靈頓車站與運河區交界處的大型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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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英國倫敦橋（London Bridge）

車站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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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英國倫敦橋（London Bridge）車站案例 

(1) 現勘日期 

    111 年 7 月 24 日、8 月 1 日、9 月 3 日、9 月 16 日、9 月 17 日、9 月 24

日、9 月 30 日及 10 月 1 日 

(2) 現勘主要內容 

    倫敦橋車站位於倫敦橋的東南方，是英國乘客人數第 3 繁忙的英國鐵路和地

鐵的共構車站，主要由東南列車、南方鐵路(Southern)及泰唔士連線(Thameslink)3

個系統服務倫敦東南、南部等地區的旅客，搭乘鐵路的旅客，可藉由地鐵北線

(Northern line)及銀禧線(Jubilee line)聯繫大倫敦地區，旅客亦可藉由泰唔士連線

通往倫敦以南 76 公里的著名旅遊城市布萊頓(Brighton)，中途還經過魯頓(Luton)

機場和僅次於希斯洛機場的英國乘客流量第二大的蓋威克(Gatwick)機場。 

    倫敦橋站周邊有十分多的景點，如泰唔士和南岸的泰德現代美術館、莎翁劇

場、倫敦塔橋、千禧橋及波羅市場(Borough Market)等，最著名的是東南側的破碎

塔（the Shard)，這幢摩天大樓高 309.6 公尺，為英國最高建築物，登高到 72 樓

可以看整個大倫敦市區。破碎塔由義大利名建築師倫佐·皮亞諾負責設計，耗資

15 億英鎊（包括收購土地及利息支出），2013 年 2 月 1 日完工，營運時受到很大

的注目，但遇疫情，租用率不高，是負責營運單位近期要努力的目標。如果以樓

層來看，台北 101 樓高 510 公尺高出很多，但倫敦景觀比台北美了太多了，古老

與現代的建築在泰晤士河沿岸併存是倫敦特色，從 The Shard 頂樓一覧無疑，視

野很清楚，而且可以看到倫敦橋車站的鐵道運行方式，英國鐵路真是複雜又有趣。 

    2009 至 2017 年倫敦橋車站大規模重建，改建月台、大廳、零售商店部份及

2 處通往地面街道的主要出口，讓大量旅客更容易行動，也可接受更多旅客進站。

2012 年倫敦橋站上層大廳與破碎塔有部分共構，該大樓位車站提供 1 處出口，

且大樓前方有一座大型巴士站在同步啟用，也可直接連通到地鐵站，服務遠程旅

客，同年也展開泰晤士連線相關的月台重建計畫，2018 年 5 月 9 日這個花費 10

億英鎊的重建工程完工，泰晤士連線列車開始於本站提供全日服務，班次及運量

明顯增加。之後，車站鄰近地區開始大興土木，很多商業大樓及國際學生宿舍大

樓持續興建，很多老舊地區開始再發展及活化，這區域的年輕學子不斷增加，倫

敦良好地區的指標 Waitrose 超市也在此設立分店，證明這幾年往正面發展。 

    擁有 15 個月台的倫敦橋車站，在疫情期間乘車人數大減，但今年已開始回

復，倫敦地鐵也跟著漸漸回到以往在倫敦地鐵第 4 繁忙時的盛況，破碎塔大樓近

期積極招商，想改變近 70%空置率之窘況。 

    歷史最悠久的波羅市場 (Borough Market)距離倫敦橋車站大約 7 分鐘步行路

程，從英國傳統美食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食物都買得到，還有號稱倫敦最好吃的炸

魚薯條及人氣最高的獨立咖啡店，市場內充滿了國內外的年輕旅客，因為用非常

合理的價格就可以吃到美食，在疫情後倫敦面臨極大的通貨膨脹問題，省錢成了

王道。如果再往泰唔士和南岸走道泰德現代美術館附近，更多物廉價美的小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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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年輕上班族的光臨。中高階層的老人一退休就搬離倫敦地區，因為離開倫敦

房價和物價就降低態多，目前年輕人對倫敦仍情有獨鍾，倫敦橋車站鄰近地區目

前的開發很明顯吸引年輕人的眼光，活化及再發展選用的方式也以吸引他們為主，

所以本區除了以 TOD 去考量，人口結構重置也是一大重點。 

(3) 學習重點 

1. 如何找出本站開發優勢(如景點的串聯及破碎塔的共同行銷)。 

2. 如何吸引國際學生及旅客的活化方式。 

3. 住民年輕化，除了商機也促成人口結構重置。。 

4. 英鐵如何配合市政府的積極作法。 

5. 藝術及話題性如何納入再發展的構想。 

 

 

圖 4.2- 1 英國倫敦橋車站站內 

 
圖 4.2- 2 英國倫敦橋車站站外大型建物興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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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3 英國倫敦橋車站站內看倫搭最高建築破碎塔 

 

 
圖 4.2- 4 英國倫敦橋車站上層與倫敦最高建築破碎塔共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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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5 倫敦最高建築破碎塔最底層 

 

圖 4.2- 6 倫敦最高建築破碎塔最高層看倫敦橋車站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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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7 倫敦最高建築破碎塔最高層 

 

圖 4.2- 8 倫敦最高建築破碎塔 1 樓入口 

 

圖 4.2- 9 倫敦橋車站鄰近泰德現代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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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10 倫敦橋車站鄰近莎士比亞劇場 

 

圖 4.2- 11 倫敦橋車站鄰近波羅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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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法國里爾（Lille）歐洲車站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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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法國里爾（Lille）歐洲車站案例 

(1) 和陳嘉琳教授研討日期 

    111 年 9 月 9 日、9 月 10 日及 10 月 1 日 

(2) 研討主要內容 

    這次研習以英國和德國為主，沒有到法國，但在利物浦大學陳教授家上課時，

他特別推崇法國里爾城的站區再開發案例，也頗適合台灣車站未來再發展的參考。

法國里爾（Lille）是個靠近比利時邊界的藝術老城，原來是重要的邊塞及工業中

心，20 世紀工業有衰退情勢，經濟也開始不振，配合高鐵時代轉型，現在已成功

轉型為一座綜合性的工商業中心，而且里爾在國際合作中獲得了先機，在高鐵站

旁再發展的 Euralille 區已成為法國最大的綜合性商務區之一。 

    1990 年代，法國高速鐵路北線及比利時一號高速鐵路在里爾交匯，當地政

府因此提出城市改建計劃，興建了里耳歐洲火車站及再發展了 Euralille 區。里爾

成功轉型後，依其文化及藝術成就，在 2004 年與義大利熱那亞共同被選為歐洲

文化之都，在長達數個月的展出中，里爾共接待了 900 多萬來自世界各地的遊

客，更打響了這座重新發展城市的名號。里爾還有 2 個特別吸引力，第一個是有

歐洲之星連通倫敦，又可用 TGV 接軌歐陸其他大車站，第二個是車站旁的歐拉里

爾街區有草間彌生的「香格里拉鬱金香」戶外雕塑作品，吸引非常多的國際旅客

前往。 

    里爾歐洲站與里爾法蘭德斯站(老城區)之間有一條 500 米長的通道，並連接

里爾地鐵 2 號線、里耳有軌電車（tramway）R 線、T 線，可輕易轉運到里爾的各

景點。歐洲本身的旅客，可直接在車站東側的廣場上搭乘大巴，歐洲各大汽車客

運公司均有開通前往比利時、荷蘭、英國以及德國北部方向的大巴，同時也可轉

搭到巴黎再往法國其他各地，對旅客是相當友善的安排。 

    里爾是 2020 年世界設計之都，近年來市政府積極投入閒置空間活化，以數

位科技與文化創意推動產業轉型，創新設計的實力獲得法國政府的注目，在「法

國科技」（La French Tech）被定位為「法國發展數位創新的重要實驗基地」。里爾

也將實驗精神落實在世界之都活動中，以「概念性驗證(POC)」為架構，透過全體

市民共同參與提案，最後票選出 100 個設計方案，將在城市裡多處景點進行原型

展示和體驗，藉此驅動城市的產業經濟、社會文化及生活環境能全面轉型提升。 

    除了車站重建，當地政府政策的有很多積極作為，里爾以創意設計讓城市產

業再生的經驗，不僅僅是源於文化藝術的傳承，更多的是將當地的創意結合新興

產業的發展趨勢，建構創新創業生態圈、深耕教育與人才發展，並納入 POC 與公

民參與機制，才讓城市得以新的風貌站上世界的舞台。其中一項關鍵性的計畫，

便是將當地一座廢棄紡織廠重新改建為法國第 1 個科技新創園區

(EuraTechnologies)，專門扶植數位科技研發與服務相關的新創企業，藉由引入創

新創業能量來帶動當地產業升級，成為里爾翻轉城市面貌的契機。新創園區於

2009 年成立，占地 100 公頃，建築外觀保留舊古廠房的紅磚牆，但園區實際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C%E5%B0%94%E4%BD%9B%E5%85%B0%E5%BE%B7%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94%E5%88%A9%E6%99%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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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載著法國最活絡新創能力，目前已與微軟（Microsoft）、思科（Cisco）等知名

企業合作，鼓勵技術轉移與人才招募，來協助新創企業進入市場。 

    20 世紀末，身處倫敦巴黎布魯塞爾三大都之間，里爾要搶下全球化年代的

優勢位置，原本它的都市更新計畫只是大規模的火車站區計畫，當年趁著英法海

底隧道通車之際，讓車站轉型更適合高鐵運輸， 而 Euralille 的立體商務中心讓

老火車站與新火車站間一路熱鬧逛街沒有距離，這都是當地是政府靈活的巧思，

也讓里爾站的周邊地區活化迅速，帶動全市的再發展。另一個重點是里爾車站管

理單位和市政府的事權分工明確，確認目標就立即進行。目前里爾的產業結構已

由昔日的工業，轉型成 90%的高等教育與服務業，並有超過 85 間私人工業研究

實驗室、600 間設計公司。在 210 萬人口中，35%為 25 歲以下的年輕居民，創新

能量相當可觀。由車站再發展所帶動的產業發展，未來仍十分有競爭力，里爾的

成功代表本國政府在決策時要更靈活，才更能吸引年輕人及旅客的到來。 

(3) 學習重點 

1. 如何結合高鐵找出本站及鄰近地區再發展優勢。 

2. 如何創造賣點，創造吸引國際旅客的活化方式。 

3. 地方政府的積極作為改變城市命運。 

4. 如何將住民年輕化，也促成人口結構重置。。 

5. 法鐵如何配合市政府的積極作法。 

6. 除了推動商機，如何將創意、藝術、科技及古蹟成為未來發展重點。 

 

圖 4.3- 1 法國里爾（Lille）歐洲車站鄰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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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2 法國里爾（Lille）歐洲車站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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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倫敦史特拉福(Stratford)車站案例 

(1) 現勘日期 

    111 年 7 月 2 日、8 月 5 日(和 TAKU 教授拜訪倫敦傳承發展合作局史特拉福

站辦公室的負責人 Peter Maxwell 及工程主管 Martin Tedder)及 8 月 8 日 

(2) 研習及現勘主要內容 

    倫敦東區位於泰晤士河以北。原來是聚集了大量貧民與外來移民，而這地區

使人口激增、導致生活環境極度擁擠，且為失業問題困擾，犯罪率居高不下，史

特拉福地區屬大倫敦東區計畫發展的重心。史特拉福車站是史特拉福地區的大型

鐵路車站，有大盎格利亞鐵路（Abellio Greater Anglia）、c2c 鐵路，並連接地鐵

中央線（Central Line）、地鐵銀禧線（Jubilee Line） 、地鐵伊莉莎白線（Elizabeth 

line）、 道克蘭輕軌(DLR)及倫敦地上鐵（London Overground）為旅客服務，距離

車站 370 米遠的有 HS1 高鐵史特拉福國際站，每年處理超過 2100 萬乘客，為大

倫敦地區第 13 繁忙的車站，近期因居住人口大量增加，本站日漸重要。 

    1990 年代後期，本站的下層月台因銀禧線延伸工程而被大幅重建，部分下

層月台和新建的票務廳自此被一座以玻璃、鋼材建成的大型建築物覆蓋。位於本

站東端的舊票務廳及其連接通道則被拆除。2009 年 4 月，北倫敦線列車由原本

使用本站下層 1、2 號月台改為使用新落成的上層 1、2 號月台。鐵路列車因此得

以使用下層 1、2 號月台（重建後改稱 16、17 號月台），道克蘭輕軌並於 2011

年 8 月將服務延伸至史特拉福國際站。2022 年 11 月 6 日，位於本站至白教堂站

(Whitechapel station)間、連接橫貫鐵路和大東部主線的聯絡線落成啟用。 

    2005 年由倫敦奧運交付管理局（Olympic Delivery Authority）提出計畫，預算

約為 70 億英鎊，開始取得原本垃圾場、污染工廠、廢車場及被污染的河川等遍

布的區域之土地，一開始進行「洗土」─清洗被工業污染過的土壤，土壤洗乾淨

了再拆除地上近百處廢棄的建築物。2007 年開始興建奧運公園相關設施，倫敦

奧運場館總監布利（James Bulley）將「減法」以及「暫時性建築」的概念，徹底

發揮在奧運主場館、水上運動中心、籃球場的設計與興建上。用最少的鋼量，建

造出世界最輕的奧運主場館，未來可以把水上運動中心和籃球場多餘座位拆除， 

改成社區運動中心。這個 2012 年倫敦奧林匹克公園的所在地在奧運開幕後，奧

運選手與遊客雲集的這個區域，以往有「臭史特拉福（stinky Stratford）」之稱的

廢墟變成了現代化的都會公園區，有乾淨的捷運站、新穎的運動中心，以及歐洲

發展最成功的 Westfield 購物中心及名牌商店已進駐，而且有熙攘的人潮。在 2012

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之後，建在水岸邊的選手村，改為可容納 2800 戶住家的

公寓，安裝廚房之後，60％出售、40％移作社會住宅。建於西北邊的媒體中心，

也會改成辦公大樓，招攬新企業進駐，替地方創造 3000 個就業機會，現在看起

來都有達成政府的第一階段目標，本區域持續下一階段的再發展，預定 2030 年

會有初步結果，，估計會有 10000 個住宅區完成、5 個全新的大型開發計畫、1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6%99%A4%E5%A3%AB%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A7%E7%AA%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BB%E6%B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8F%A3%E9%81%8E%E5%A4%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B1%E6%A5%AD%E5%95%8F%E9%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2%E7%89%B9%E6%8B%89%E7%A6%8F_(%E5%80%AB%E6%95%A6)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6%AF%E7%89%B9%E6%8B%89%E7%A6%8F%E5%BE%B7%E5%9B%BD%E9%99%85%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6%95%99%E5%A0%82%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6%95%99%E5%A0%82%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9%AB%E8%B2%AB%E9%90%B5%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AB%E6%95%A6%E5%A5%A7%E6%9E%97%E5%8C%B9%E5%85%8B%E5%85%AC%E5%9C%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2%E5%B9%B4%E5%A4%8F%E5%AD%A3%E5%A5%A7%E6%9E%97%E5%8C%B9%E5%85%8B%E9%81%8B%E5%8B%95%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2%E5%B9%B4%E5%A4%8F%E5%AD%A3%E5%A5%A7%E6%9E%97%E5%8C%B9%E5%85%8B%E9%81%8B%E5%8B%95%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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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學校(含 UCL 分校)及托兒所計畫、3 個健康中心，40%的人口為家庭住家，屆時

這個車站特定區將會是大倫敦地區的新興發展區，開發潛力無窮，也改變了以往

貧窮犯罪率高的結構。 

    2022 年 8 月 5 日上午在指導教授 TAKU 博士的帶領下，拜訪了倫敦傳承發展

合作局史特拉福站辦公室的負責人 Peter Maxwell 及工程主管 Martin Tedder，他

們都事先了解了新竹大平台的想法，他們以 2012 倫敦奧運為目標所作的都市發

展案例做比較，建議要有更靈活的都市計畫，而且市政府和台鐵的事權一定要分

工清楚，主導者建議是市政府，然後有一個可立刻解決問題的協調組織。本區域

的爛地在政府改造下，變成了最美的奧林匹克公園，特別是歐洲最大最成功的百

貨經營集團 Westfield 進駐及帶動，這個集團有極佳的事前評估能力，開在什麽

地方都非常成功，也很能吸引年輕人喜歡的品牌進駐，當然年輕族群就被引導過

來，現在假日滿滿的年輕人潮，也經常有很多創意的音樂會、展覽在此舉辦。只

是要持續再發展到 2030 年，仍然必須努力提出新的計畫來爭取經費，這是目前

Peter 最需要立即解決的問題。 

    史特拉福老城與再發展區的連結，靠的是一座非常大型的天橋平台，通過車

站上方後，一直延伸到奧運主場館(現為英超 West Ham United 隊的主球場)，平

台上有餐廳、百貨公司、商店及辦公室等進駐，很多人也會走到老城區參觀，也

帶動了老城區的再發展，已經有好幾幢超高層辦公大樓正在興建中。這區屬倫敦

軌道運輸收費區的 2 和 3 區，因為 1、2 區間有特別優惠，而且這邊房租以比較

便宜，所以國際學生和拿打工簽證的亞洲人也逐漸往本區集中，我來此現勘 5 次，

每次都可以看到很多亞洲人。 

    我很喜歡史特拉福車站站區再發展成功案例中很多的發想，我問他們的團隊

是怎麼組成?Peter 是建築師、Martin 是 UCL 建築開發學院的校友，團隊裡有包括

藝術家的各行各業專家。2 位領導人有點開玩笑的說:討論過程其實沒那麼順利，

但因為他們從小就在老師要求下，都會先仔細觀察再進行討論，每個人即時表達

想法，也尊重每個人想法，沒有階級之分，才能有這麼多創意產出，若沒共識就

再討論，自然會有最好的點子。我來到英國就發現，小時候的老師很重要，幾乎

只要去博物館、畫廊、植物園等都可以看到老師帶著學生參觀和討論，暑假期間

更是只要有大型活動（如航空展、蒸汽火車之旅、溫布頓比賽、日本節等)就能看

到很多老師帶學生參與，這種啟發一生有用，這也許是英國創造力的最大來源。

那天回到 UCL，學校正舉辦新生週，所有活動全由學生會籌辦，校方把全校場地

都提供出來，但老師都不能參與，學校的介紹以服裝秀、演唱會、跳蚤市場及如

何在大學存活的課程等活動讓新生充分體會，而且創意十足又好玩，讓在旁的我

都羡慕不已。在 UCL 上課也是幾乎每堂課都在討論，我到倫敦的第 3 天就被老師

要求發問及說明，壓力甚大但語言進入狀況也很快。 

    在 TAKU 教授陪同下與 2 位負責人相談甚歡，之後走到史特拉福國際車站搭

乘一段 HS1 高鐵到終點聖潘克斯國際車站，旅客非常多，每個車廂都站了不少

人，這段不到 10 分鐘車程，車票費用為 7.5 英鎊，可使用倫敦交通儲值卡（Oy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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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 

(3) 學習重點 

1. 以國家計畫為基礎，建立都市更新的策略。 

2. 中央、地方管道及鐵路公司建立良好彈性的溝通管道，以年輕人成立

Workshop，讓建築師、設計師、藝術家等專業人士加入，研商結果上層人士

予以尊重。 

3. 計畫執行時，事權分立清楚。。 

4. 至少有 30 年的再發展計畫，並確實執行，讓參與計畫廠商有信心。。 

5. 再發展同時務必結合軌道轉運系統興建，公車系統只能是輔助。 

6. 除了在新發展區推動商機，如何同時活化舊城區。 

 

圖 4.4- 1 史特拉福(Stratford)車站再開發區地圖 

 
圖 4.4- 2 與倫敦傳承發展合作局史特拉福站辦公室負責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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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3 再開發區 2005 年前為垃圾場 

 

 
圖 4.4- 4 再開發區 2005 年前的廢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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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5 再開發區 2007 年時的情景 

 

 

圖 4.4- 6 再開發區 2014 年奧運公園營運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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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7 再開發區要到 2030 年才整個完成 

 

 
圖 4.4- 8 再開發區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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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9 再開發區發展現況(2022 年) 

 

 
圖 4.4- 10 倫敦史特拉福(Stratford)車站的轉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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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11 再開發區成功的重要元素 Westfield 購物中心 

 

 
圖 4.4- 12 再開發區用大型平台天橋通往舊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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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13 開發區的大型建物林立 

 
圖 4.4- 14 再開發區內的高鐵國際站 

 

圖 4.4- 15 奧運主場館轉變成英超球隊主場地 



52 
 

 

 

 

 

 

4.5 倫敦尤斯顿(Euston)車站案例

(HS2 端點) 

 

  



53 
 

4.5 倫敦尤斯顿(Euston)車站案例(HS2 端點) 

(1) 現勘日期 

    111 年 6 月 30 日、9 月 6 日、9 月 18 日及 9 月 24 日 

(2) 研習及現勘主要內容 

    英國 HS2(高鐵 2)號稱零排放計畫，花費預計為 566 億英鎊，連接倫敦尤斯

顿、伯明罕古森街(Curzon Street)及曼徹斯特等主要城市，設計時速達 400 公里，

預計 2026 年完成首段倫敦至伯明罕段，2033 年全線完工，英國人民很期待，但

很多專家擔心花這麽多錢，卻會不會拖到很久後才完成。 

    本站繁忙程度為英國第五名，站前即有公車總站，我搭乘了很多次，每班車

幾乎都有 8 成滿，很多旅客會搭往倫敦北區。本站軌道配置為終端式車站，大多

數在此發車的列車都是開往西米德蘭、西北英格蘭、北威爾斯和蘇格蘭部分地區，

大部分長途列車的目的地是伯明罕、克魯、曼徹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和霍利

希德。尤斯頓地鐵站就在尤斯頓車站旁，可搭乘倫敦地鐵維多利亞線（Victoria line）

及北線(Northern line)，屬倫敦軌道運輸第 1 收費區，鄰近大英博物館、大英圖書

館及 UCL、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及伯貝克學院等校。因國際學生數量龐大，國際學

生宿舍需求大，每月房租租金約 1100-1500 英鎊(單人房，共用廚房及浴廁)。 

    尤斯頓車站是 HS2 的端點，高鐵站部分已經開始進行地面建築， 車站廣場

有很多年輕人聚集的速食餐廳，價格以倫敦水準來看，還算經濟實惠。本站距離

國王十字車站及聖潘克拉斯國際車站約 800 米，旅客來此主要是轉搭長途列車或

短途運具，比較少人在此作長時間停留，車站內並不會雍塞，是很適合當高鐵的

起點，附近興建的工程仍以住宅和學生宿舍為主，未來高鐵完成後，會不會帶動

再發展及活化商機?我認為除非幾個大學遷校，把校地釋出才有開發的空地，TAKU

教授和我說學校有此構想，因為校地價值不斐，賣了可充實校務基金。 

(3) 學習重點 

1. 以配合 HS2 計畫為基礎，發展本站之特性。 

2. 因本局距離大站國王十字車站甚近，在高鐵帶動下，也許對本站發展有限，

但可能對國王十字車站鄰近地區在發展影響甚大。 

3. 鄰近大學的校地可整合成下一階段再發展之考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AF%E6%98%8E%E7%BF%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B%E9%AD%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C%E5%BD%BB%E6%96%AF%E7%89%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A9%E7%89%A9%E6%B5%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BC%E6%8B%89%E6%96%AF%E5%93%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C%8D%E5%88%A9%E5%B8%8C%E5%BE%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C%8D%E5%88%A9%E5%B8%8C%E5%BE%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AB%E6%95%A6%E5%9C%B0%E9%90%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AB%E6%95%A6%E8%BB%8C%E9%81%93%E9%81%8B%E8%BC%B8%E6%94%B6%E8%B2%BB%E5%8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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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1 英國 HS2 倫敦尤斯顿車站正施工中 

 

 
圖 4.5- 2 倫敦尤斯顿車站旁年應人喜歡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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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伯明罕(Birmingham)車站案例-新街 (New Street)站 及 HS2 中點之古森街(Curzon 

Street)站 

(1) 現勘日期 

    111 年 7 月 26 日 

(2) 研習及現勘主要內容 

    伯明罕車站的研習在 TAKU 老師的協助安排下，由 2 位泰國籍的英國鐵路專

家 Panukorn Krusuansombat 博士(伯明罕大學)和 Natchaya Tortainchai 博士(UCL)會

同，也要求我先向他們說明台鐵新竹大平台的構想，他們才能適時提供協助說明。

而且伯明罕新街站是因為太醜陋而重建，每想到從新街站的重建，市政府在一系

列良好政策的推動下，伯明罕在車站鄰近區域的再發展算上相當成功的案例。 

    伯明罕是英國中部的最大城市，素有「世界工廠」之稱的，也是工業革命的

發源地。由於早期工業的發達進步，其在 19 世紀中葉人口已高達 50 萬人，然因

科技的進步與新能源的使用，工廠與居民的移出使伯明罕都會區的發展一度停滯

不前。近年來，由於英國政府與歐盟計畫性的補助，伯明罕由一個傳統工業城市

蛻變成為歐洲新商務中心，並在 2007 年被世界最大的地產顧問公司 Cushman & 

Wakefield 評定為全英國最適合企業經營的城市的第三名，僅次於倫敦與曼徹斯

特。 

    伯明罕新街站（Birmingham New Street station）位於英格蘭伯明罕市中心，

是本市主要的鐵路車站，也是英國鐵路路線網中重要的樞紐車站，共有英國縱貫

鐵路、倫敦西北鐵路、Avanti West Coast、威爾斯交通局鐵路等列車以伯明罕作

為始發站或終點站，本站為英國第 6 繁忙的車站，也是倫敦以外英國最繁忙的車

站，目前有 Avanti 西海岸、CrossCountry、西米德蘭列車、威爾斯交通等四家鐵

路公司負責對外營運，。因為新街與車站平行，車站以新街命名，它也是倫敦以

外最繁忙的轉乘站，每年在該站轉乘的旅客僅有 700 多萬人次。2018 年，新街

站的乘客滿意度為 92%，在全英排名第三。 2003 年 11 月，該站被「鄉村生活」

雜誌評選為英國第二大 "礙眼 "車站，2007 年新街站與利物浦萊姆街和東克羅

伊登站並列為顧客滿意度最差的車站，正因為本站的醜陋，2015 年 9月，「Gateway 

Plus」的 5.5 億英鎊的車站重建計畫正式開啟，新的大廳比 1960 年代的大廳大

3.5 倍，中央有一個圓頂的中庭，讓自然光照進來，翻新後的月台由新的電扶梯

和電梯到達，新的車站外牆和 Stephenson 街的新入口。完整的大廳於 2015 年 9

月 20 日開放，四天後，Grand Central 購物中心開業。整修後的 Pallasades 購物中

心更名為 Grand Central，其中包括一個新的 John Lewis 百貨商店。車站周邊充滿

了藝術創意，車站內裝及外觀也非常時尚雅緻，又結合商業行為，漂亮車站提振

市民信心。 

    在火車站改造後，伯明罕是英國最重要的國際觀光客旅遊目的地之一，每年

吸引將近 78 萬名的國際觀光客造訪。伯明罕城市改造的關鍵動機來自於擺脫日

益蕭條的市中心產業活動、貧富差距、和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從改善經濟，創造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6%A0%BC%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6%A0%BC%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E7%B8%B1%E8%B2%AB%E9%90%B5%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E7%B8%B1%E8%B2%AB%E9%90%B5%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0%AB%E6%95%A6%E8%A5%BF%E5%8C%97%E9%90%B5%E8%B7%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Avanti_West_Coast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8%81%E7%88%BE%E5%A3%AB%E4%BA%A4%E9%80%9A%E5%B1%80%E9%90%B5%E8%B7%AF&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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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城鎮為出發點，此時的伯明罕歷經轉型，擁有了全面的產業結構。再加上豐

富的高等教育資源，伯明罕已成為全球頂級的投資熱點，吸引了來自全球的企業

與房產投資者。從 2010 年開始，英國啟動 Big City Plan 大城市計畫，包括城區往

外擴大 25%建築面積，總面積 800 公頃，進行大型建設及轉型計畫，未來 20 年

還要投入 80 億英鎊挹注，強化商業發展，預計創造 5 萬個就業機會，每年將為

地方經濟帶來 21 億英鎊的收益。並計畫未來 20 年內成為全球排名前 20 位最適

宜居住的城市之一。 

    不只是建築業，金融產業也大舉移入伯明翰， 企業進駐與政府計畫都將創造

眾多的就業機會，過去十年間伯明罕的人口增長了 30 萬，其中 40％是在 25 歲

以下，伯明罕有 6 所大學，是倫敦以外最大的高等教育中心，這都帶來了大量的

住房需，伯明罕一直是英國房產投資熱點，其租金指數和交易量的成長速度高居

英國一二，明罕城市規模持續擴大，租屋需求居高不下，經濟受惠於地方、國家

和國際的持續投資，伯明罕不但轉型為商業大城，更以英國首座綠色生態城市做

為示範。隨著時間演變，煤炭資源的耗盡與城市空氣的污染，伯明罕面臨都市轉

型的必要性，為都市再發展尋求新方向。具有強烈危機意識的伯明罕政府，堅定

的為城市產業轉型做出規劃，經歷漫長且艱辛的城市更新，伯明罕終於在經濟轉

型上取得初步成功。 

    伯明翰作為英國三大城市之一，全市約 108 萬人，連同外圍則合共約 300 萬

人，治安非常良好，是英國最適宜居住的城市之一，以本市 Nechelles 的唐人街

為例，明亮乾淨價格低廉，和其他城市的唐人街偷竊率高不同，唐人街離新街站

及未來高鐵的古森街走路差不分 10 分鐘，和運河連成一氣，吸引很多高品質的

是居民在鄰近地區居住。這裡房租、物價低於倫敦，到處充滿藝術氣息，伯明罕

人對城市未來的發展深具信心，自認伯明罕是最年輕及最有創意的城市。 

    以新街車站為中心，連結機場、鄰近的摩爾老車站、未來的古森街高鐵站、

6 所大學、商業區及住宅區，目前由 West Midlands Metro 的路面電車系統設法延

展至城市各角落，從新街站延伸至 Wolvehampton 地區的藍色線(line 1)已營運，

不少人搭乘。淺藍色線的一段從新街站延伸至 Edgbaston 站，在 111 年 7 月中旬

開通，搭乘這條新線沿著市政廳廣場(含博物館及畫廊)、圖書館(類似 LV 大禮盒

的建築)、商業區(Five Ways)等站，終點是 Edgbaston ， 選在此當終點令我有點

驚訝，雖然市府未來想把這個環境優美又在伯明罕城市大學旁的大三角地區搭配

Mall 發展出來，但我和泰國博士 Natchaya Tortainchai 在現勘時共同的感覺，這是

很美的地方，有很多下午茶餐廳，目前有很多很有設計感的小公司，卻並沒看到

大公司進駐，再發展的程度有限。伯明罕大學 Panukorn Krusuansombat 博士認為

伯明罕有很多計畫是先以調整人口結構為目的，再逐漸發展活化及再發展，情形

和倫敦不大相同。 

    路面電車連接伯明罕高鐵古森車站的第 3 階段，仍持續在設計施工中，HS2

計畫包含古森街車站及路線也同時在積極施工中，古森街車站的設立將新街車站

的腹地延伸出來，將可以做更多的運用，鄰近地區也有看到很多大型建案同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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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感受到不少伯明罕城市的熱度，感受到未來二十年後本區域再發展的繁榮前

景。 

(3) 學習重點 

1. 以配合 HS2 計畫為基礎，讓新街和古森街 2 站相輔相乘，如何擴大再發展區

的功能，創造更大商機。 

2. 市政府的積極作為，從中央政府的大型計畫延伸到本市未來的轉型規劃，領

導團隊如何展現創意構想，爭取中央政府持續支持，讓各大計畫互相搭配。 

3. 以路面電車轉乘成為連絡城市之路網，使得整個城市更適宜居住，也達到調

整人口結構之目的。 

4. 本市以英國首座綠色生態城市做為示範之作法，其實很適合新竹市規劃大平

台帶動前後站繁榮的參考。 

5. 本市再發展配合城市特性及國際趨勢發展，領導團隊如何將計畫以 30 年為目

標持續進行。 

 

圖 4.6- 1 West Midlands Metro 的路面電車系統圖 

 
圖 4.6- 2 伯明罕新街站 、HS2 古森街站及老車站摩爾車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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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3 伯明罕新街站 

 

 

圖 4.6- 4 伯明罕新街站和大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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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5 伯明罕市區 

 

 

圖 4.6- 6 伯明罕路面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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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7 路面電車 Edgbaston 站開發區圖 

 

 

圖 4.6- 8 路面電車 Edgbaston 站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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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9 伯明罕唐人街 

 

 

圖 4.6- 10 伯明罕運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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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11 伯明罕的藝術氛圍 

 

圖 4.6- 12 伯明罕是最有創造力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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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13 未來的 HS2 中點之古森街站 

 

 
圖 4.6- 14 古森街站正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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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雷丁(Reading)車站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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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雷丁(Reading)車站案例 

(1) 現勘日期 

    111 年 8 月 2 日 

(2) 研習及現勘主要內容 

    雷丁為英國英格蘭東南區域伯克郡的自治市鎮， 人口為 142,800，面積 40.40

平方公里，雷丁在 8 世紀於泰晤士河與其支流甘迺迪(Kennet)河匯流之處建城，

位於倫敦以東 59 公里，雷丁的東、南、西被伯克郡包圍：東、東南與沃金厄姆

區相鄰，西及西南與西伯克郡相鄰，北與牛津郡的南牛津郡相鄰。 

    雷丁這座歷史城市，聞名從亨利一世於 1121 年在此墊基雷丁修道院開始，

他也埋葬於此，更受到歷史關注。雷丁位於泰晤士河和鐵道運輸樞紐，上一世紀

是製造業重鎮，近年且因位於斯溫頓(蒙托羅拉及 Rover 大廠所在地)、倫敦、牛

津、貝辛斯托克、梅登黑德及纽伯里等人口眾多的城市中心，又鄰近希斯羅和史

坦斯特機場，是個很適合休閒觀光及居住的地方，軌道運輸主要靠鐵路運輸，目

前有 3 個鐵路營運公司包含英國縱貫鐵路（CrossCountry）、大西部鐵路公司

（Western Railway）及西南鐵路公司（South Western Railway，SWR）在營運，今

年又加入地鐵伊莉莎白缐地鐵。 

    很多人說伊莉莎白線通車，雷丁受益最大，我先介紹一下倫敦伊麗莎白線

（Elizabeth Line）。伊麗莎白線是倫敦地鐵第 12 條建成營運的城市軌道交通，也

是横貫鐵路的第一條路線，於 2015 年 5 月 31 日開通運轉第一階段，2018 年 5

月 20 日開通營運第二階段第一部份，2019 年 12 月 15 日開通運轉第二階段後半

段，最後在 2022 年 5 月 24 日開通營運第三階段，雷丁車站為其中一個端點站，

工程已完工，只有少數幾站還在裝修。 

    伊莉莎白線的標誌色是紫色，有搭乘桃園機場捷運直達車的感覺，不過它們

不是同一車廠鑄造的。本計畫 12 年花費 188 億英鎊，總長超過 100 公里，因為

這條路線沿線有 Reading、Stratford 及 Paddington 車站的再利用及週邊地區開發

的成功案例，TAKU 教授特別請我到現場認真了解這個案例，也可以做為處理台

灣新竹車站及桃園車站前後站發展不均衡之借鏡。 

    伊麗莎白線改變了倫敦地鐵的氛圍，寬大的車體及新穎的車站吸引了很多旅

客搭乘。倫敦地鐵有幾條線是為 Tube，經常人滿為患，有時要等好幾班才上得了

車，而且在夏季超級悶熱、手機訊號也很不穏定，今年疫情後外籍旅客一下子又

來得太多，更增添不便，所以很多人改搭伊麗莎白線，雖然乘車費用有增加一些，

但真的舒適很多。 

    因考量未来發展，雷丁車站重建計畫於 2010 年 10 月經官方同意，2011 年

初開始施工，2015 年完成。車站站體變大而且有更寬敞的行進空間，原有 6 個

月台變成 11 個月台，主要出口多了 2 個，所有月台加長和升級，增加了百多個

螢幕和很多電梯，月台之間行進空間可進駐餐廳及小店。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8B%B1%E6%A0%BC%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8B%B1%E6%A0%BC%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AF%E5%85%8B%E9%8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E7%9A%84%E8%87%AA%E6%B2%BB%E5%B8%82%E9%8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8F%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A2%E7%A9%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96%B9%E5%85%AC%E9%87%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6%99%A4%E5%A3%AB%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AF%E6%B5%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AF%E6%B5%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AF%E5%85%8B%E9%8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83%E9%87%91%E5%8E%84%E5%A7%86%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83%E9%87%91%E5%8E%84%E5%A7%86%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4%BC%AF%E5%85%8B%E9%8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9B%E6%B4%A5%E9%8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7%89%9B%E6%B4%A5%E9%83%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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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中不足的是前站發展更加迅速，一出前站後即可見到不少辦公大樓及住宅正

大興土木中，但面臨泰晤士河側的後站卻完全沒有什麼動作，主要是卡在幾個好

像停擺的大工廠，市政府今年有下一階段的都市更新動作，首要目標就是處理大

工廠用地這部份，並將打掉一些不好看的古蹟來重建街區。我從車站後側開始現

勘，走過泰晤士河及其支流甘迺迪河側，再往前站沿著老教堂區、市政府、博物

館、老街區、購物中心，再到著名的 Forbury 花園等景點，沿路風景優美，老建

築非常吸引目光，年輕旅客很多，應該以英國國內旅客為主，國際旅客不多。再

回到車站，車站鄰近公設大部分已完成，包括了公車轉運站、停車大樓、腳踏車

停車裝置等，已經把預計在 2030 年本站運量提升到現在二倍的容量都已考量進

去。 

    現勘過程發現這裡即使平日旅客也甚多，旅客腳步輕鬆，在這兩河環繞，風

景宜人，歷史聞名，消費又不高的城市，加上交通愈來愈發達，很吸引年輕人到

此定居，這也是前站除了商場還有住宅大幅興建的原因，可惜的是史坦斯特機場

擴建計劃暫時受阻，否則雷丁更具未來性。 

    走在後站時我想到桃園後站的佔地很大的麪粉廠問題，如果沒解決，將會落

入雷丁市目前相同的困境。當地的雷丁大學目前也加入雷丁再發展案下階段計畫

的團隊，如何思考結合人文、古蹟、觀光、運動、交通、人口配置、商業等因素

之都市再發展，藉由車站的再建和倫敦很多成功案例，我相信十年後来再到這裡，

這個城市會更繁榮。 

(3) 學習重點 

1. 以車站改建來做為城市發展的契機，與新竹車站大平台計畫思維相近。 

2. 市政府積極爭取中央政府的大型計畫補助，以作為到地區未來的轉型規劃，

讓整個城市更適宜居住，吸引年輕人搬遷過來，調整人口結構，為未來發展

做準備。 

3. 轉乘目前只靠公車及地鐵伊麗莎白線，地面電車的規劃仍未成熟，目前仍以

腳踏車及開車作為主要轉乘的思維，對未來發展是否有侷限，仍待觀察。 

4. 前站受到車站改建後蓬勃發展，但後站開發受到大型工廠用地的影響，仍遲

未有動靜，地方政府以正視這問題，將這點納入近期的改造重點。 

5. 拆除部分古老建物，讓整體景觀及使用功能加強，也是地方政府再發展及活

化重點，一定要持續觀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AF%E6%B5%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AF%E6%B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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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1 雷丁車站鄰近地區地圖 

 

 

圖 4.7- 2 雷丁車站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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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3 雷丁車站前站再開發區住宅區興建中 

 

 

圖 4.7- 4 雷丁車站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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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5 雷丁車站停車大樓和停腳踏車區域 

 

 

圖 4.7- 6 雷丁車站後站近泰唔士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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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7 雷丁車站後站大工廠用地 

 

 

圖 4.7- 8 雷丁車站前站古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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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國王十字(King Cross)車站及聖

潘可拉斯(St Pancras)國際車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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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國王十字(King Cross)車站及聖潘可拉斯(St Pancras)國際車站案例 

(1) 現勘日期 

    111 年 6 月 12 日、7 月 4 日、7 月 28 日、7 月 29 日、8 月 6 日、9 月 4 日、

9 月 20 日及 9 月 26 日 

(2) 研習及現勘主要內容 

    來到倫敦 UCL 後，TAKU 教授要求我了解的第一個案例就是國王十字車站和

聖潘克拉斯(St Pancras)國際車站之間這塊 27 公頃的再發展區，也是以部份車站

的新建築帶動鄰近地區再發展及活化的英國最成功案例。國王十字車站為英國鐵

路幹線東海岸主線的南端終點站。而它西側緊靠著英國 1 號高速鐵路（High Speed 

1，簡稱 HS1）(歐洲之星列車)的終點站—聖潘克拉斯車站，這兩個車站以倫敦地

鐵的國王十字聖潘可拉斯站作為共同的聯外地鐵站。國王十字站有很多開往英格

蘭及蘇格蘭的東部和北部的路線，連接很多大城市，現在有 5 家鐵路公司營運開

往主線車站列車的業務，包括 Govia Thameslink Railway、赫爾火車公司(Hull Trains)

及大中心(Grand Central)鐵路公司、倫敦東北鐵路公司 (London North Eastern 

Railway)及 Lumo。幾乎所有倫搭地鐵都有通過這個地區，除了國王十字聖潘可拉

斯站外，還有都在 10 分鐘之內走路路程可達的尤斯頓站、尤斯頓廣場站、Russell 

Square 站轉乘。 

    2007 年 11 月 14 日，重建之後的聖潘可拉斯站代替滑鐵盧國際車站成為 1

號高速鐵路在倫敦的新終點站，歐洲之星列車經停於前面章節介紹過的里爾歐洲

站、巴黎北站和布魯塞爾南站。英國的 HS1 其正式名稱為英法海峽隧道連接鐵路

（Channel Tunnel Rail Link），是一條長約 108 公里的高速鐵路，連接英國英法隧

道出口至本站，時速為 300 公里，把倫敦和巴黎變成一日生活圈。今年暑假期間

推出倫敦和巴黎間高鐵單程票優惠票價 39 英鎊，讓本站班班爆滿，排隊搭乘的

人龍貫穿車站大廳，車站必須發動很多站員來維持。聖潘可拉斯車站飯店大廰不

来可惜，哥德式的建築內裝非常吸引台湾朋友，我們運氣很好，還遇上美女大提

琴家演奏。 

    國王十字車站新建築即以綠色環保出發，身為國家一級古蹟，車站建築由兩

道傳統、平行月台的磚造東西廂房，支撐長達 220 公尺、跨距 65 公尺的維多利

亞式玻璃雙拱頂車站建築，1852 年完工時即成為當時世界的建築經典。2005 年

Network Rai 公司宣布了一個 4 億英鎊的修復計畫，在 2007 年 11 月 9 日由卡姆

登議會批准，計畫把車站的弓形屋頂完全修復，把 1972 年增築的建築完全拆除，

改造成一個露天廣場，車站西邊將拆除一些附屬建築，建設一個半圓形的候車大

廳，提供更方便舒適的各列車間的轉乘。這個車站工程由 John McAslan 建築師設

計，採用很多環保觀念，在 2012 年完工後的西側大廳，可看到 54 公尺單跨距的

白色半球形拱頂，結構條理分明，氣勢磅礡，旅客感受如同置身於國際機場。而

車站環保策略緊密的圍繞在這兩個大屋頂節能機制的相互作用，不倚賴任何空調

系統控制氣溫循環，良好的空氣循環則是利用對煙囪效應的控制，為旅客大廳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B5%B7%E5%B2%B8%E4%B8%BB%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E4%B9%8B%E6%98%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6%BD%98%E5%85%8B%E6%8B%89%E6%96%AF%E8%BB%8A%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A6%E6%95%A6%E5%9C%B0%E9%93%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A6%E6%95%A6%E5%9C%B0%E9%93%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7%8E%8B%E5%8D%81%E5%AD%97%E5%9C%A3%E6%BD%98%E5%8F%AF%E6%8B%89%E6%96%AF%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6%A0%BC%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6%A0%BC%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6%A0%BC%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C%AC%E4%B8%80%E8%B5%AB%E5%B0%94%E7%81%AB%E8%BD%A6%E5%85%AC%E5%8F%B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4%B8%AD%E5%BF%83%E9%93%81%E8%B7%AF%E5%85%AC%E5%8F%B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7%8E%8B%E5%8D%81%E5%AD%97%E5%9C%A3%E6%BD%98%E5%8F%AF%E6%8B%89%E6%96%AF%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7%8E%8B%E5%8D%81%E5%AD%97%E5%9C%A3%E6%BD%98%E5%8F%AF%E6%8B%89%E6%96%AF%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B%91%E9%93%81%E5%8D%A2%E5%9B%BD%E9%99%85%E8%BD%A6%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E4%B9%8B%E6%98%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C%E7%88%BE%E6%AD%90%E6%B4%B2%E8%BB%8A%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C%E7%88%BE%E6%AD%90%E6%B4%B2%E8%BB%8A%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BB%8E%E5%8C%97%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9%B2%81%E5%A1%9E%E5%B0%94%E5%8D%97%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9%95%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5%A7%86%E7%99%BB%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5%A7%86%E7%99%BB%E5%8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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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良好的室內舒適度。車站還有另一項成功的綠色手法，是由 ARUP 顧問公司協

助設計的節能間接環境照明，其實英國永續節能(零碳)的積極作為可以在本站及

鄰近再發展地區的新建辦公大樓看到。 

    十九世紀初期的英國，鐵路的大規模鋪設，使得 Coal Drops Yard(卸煤場)所

在的國王十字站區成了英國最重要的集散地，除了鐵路之外，攝政運河的開通也

使得大量煤炭、馬鈴薯、穀物等民生必需品運輸到這裡，而 Coal Drops Yard 正是

維多利亞時代兩座煤炭儲存中心，先存在此再轉賣給大倫敦地區商業和家庭使用。

二戰之後，陸運興起取代鐵路及水路運輸，從此國王十字地區走向没落，遍布缺

乏修繕的老式建築，當地居民除了找不到工作，也飽受犯罪及髒亂環境之苦，充

斥毒品和色情行業，卻也成為藝術家的聚集地。 

    車站改建同時，市政府也對車站周邊進行全面改造的國王十字中心計畫，在

兩個車站鐵道之間和後面建設超過 2000 個新的住宅，逾 480000m²的辦公室和新

的道路，除了英國人很拿手的文創、藝術，也將綠色科技、環保很多世界先進的

理念纳入設計，吸引了 Google、三星及臉書等大型企業進駐，目前本區域前方(靠

近車站部分)仍有非常多的大型辦公大樓建設持續進行，而住宅區一直向後方推

進到 Burger&Beer 餐廳旁之馬路，指標性的 Waitrose 超市也於今年進駐。Coal 

Drops Yard 也交由曼徹斯特大學畢業的托馬斯·海澤維克建築師團隊設計，托馬斯·

海澤維克的出名作品包含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覽會英國館「會發光的盒子」，團隊

透由「過去」及「未來」的對話，保留過去所留下来的老建築物，加入他思考的

人類未来需求而重新設計，在這 1 公頃的區域堅持低密度大面積的行進空間，65

個展示商間讓每一家店可展示其特色，旅客可以放鬆脚步及心情在此購物、飲食、

藝文、休息、聊天等，很多文創式的小精品店吸引年輕人潮。緊鄰卸煤場購物中

心的倫敦藝術大學中央聖馬丁學院(CSM)是世界 4 所著名的設計學院之一，孕育

出 Alexander McQueen、Stella McCartney 等新興大牌子，而展示店面就在 Coal 

Drops Yard 購物中心內，極有設計感及時尚反差性超強的這幢三層樓建築有三星、

Paul Smith、Tom Dixon 等進駐，在開幕後果然吸引了國際旅客蜂擁而至。 

    從國王十字車站走路不到 10 分鐘即可到達卸煤場購物中心，會先通過攝政

運河，運河已改清理完成，很多餐廳船、書店船及觀賞船停在運河旁，靠近拱橋

的河岸有開闢成假日露天電影院，專放老電影吸引很多老中青遊客的參觀，全家

在此喝啤酒吃冰淇淋是非常享受的。露天廣場幾乎每天都有藝術活動，2022 年 6

月的藝術無國界攝影展，Radical Imagination 組織邀請了 7 位國際女性攝影師

Mónica Alcázar-Duarte(墨西哥)、Shoufey Derz(澳洲）、Anna Neubauer(奥地利)、Aïda 

Muluneh(衣索比亞)、Silvia Rosi(義大利/多哥共和國裔)，Maryam Wahid (英國/中

東裔)and Yufan Lu(中國) 所辦的開放攝影展，從倫敦國王十字車站廣場一直延伸

到缷煤場購物中心，遊客、居民和藝術品共處，讓此區更美更有活力，周邊的網

美餐廳更是擠滿了人。 

    另外我缷煤場購物中心也遇到定期舉辦的 The Drops Festival ，遊客可以和

英國獨立小品牌的時裝設計師及藝術家近距離談論他們的理念及設計構思，很多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7%8E%8B%E5%8D%81%E5%AD%97%E4%B8%AD%E5%BF%83%E8%AE%A1%E5%88%9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96%B9%E7%B1%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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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購買他們的展示品。一方面支持一方面可以獨一無二，其中好多設計家都是剛

從中央聖馬丁學院畢業的社會新鮮人，策展的單位是有 40 多年經驗的

Hemingway Design ，以時尚和文化交流方式，推動社會正面力量，也幫新人提供

舞台。 

    聖潘可拉斯車站被稱作「鐵路大教堂」，因為它擁有兩座維多利亞時代的著

名建築，這座車站的主車庫是在 1868 年由工程師威廉·亨利·巴羅建造的，是當時

最大的單跨建築，車站的正面是聖潘可拉斯萬麗酒店，是一座典型的時代的哥德

復興式建築。在車站上層的南端有一個九麥可的 20 噸重的銅像，是年輕人的「會

面之地」，這座雕像是由英國藝術家保羅·戴設計的，用來重新喚起旅行的浪漫。

不遠處有一座約翰·貝傑曼的雕像，雕像中的他仰著頭，用關愛的眼神盯著車站的

頂棚，主要用來紀念他在 20 世紀保護車站的行動。聖潘可拉斯萬麗酒店的大廳

非常富麗堂皇，我和同學有在此下午茶聊火車，當日主題就和火車、小孩有關，

很多父母因此帶小孩來用餐。飯店旁邊是大英圖書館，座位很多但大爆滿，很多

學生登記等待空位出現，可見英國學生是非常用功的。聖潘可拉斯車站鄰近大英

博物館、柯芬園、唐人街及幾個著名大學都很近，周邊地區生活及旅遊機能相當

好。 

    國王十字車站還有一個故事性十足的大賣點，JK 羅琳的哈利波特系列中最

受書迷喜歡的 9 又 3/4 月台，這個景點及旁邊的商店每天都吸引排隊很長的哈利

波特迷來此朝聖，生意火熱到不行，連帶周邊餐廳都可以看到許多穿著巫師服裝

的大小哈迷。由好故事來帶動車站的活化，國王十字站也是全世界最成功的發展

案例之一，哈利波特也經常在此舉辦活動，整個車站都塞滿粉絲，而且商店的商

品幾乎售完，以 2022 年 9 月 1 日哈利波特迷慶祝 25 週年活動為例，當日的發車

告示牌正式打上上午 11 點往霍格華茲的火車從十字國王站即將出發，然後在倫

敦西底區的音樂劇「Harry Potter and the Cursed Child」劇組唱唱跳跳與魔法迷同

樂，全場穿著四個學院魔法裝的老老少少簡直瘋狂了。加上 9 月 1 日到 4 日有特

展，可供全世界魔法迷拍照，我正好恭逢其會，車站原本人潮眾多，那幾天更是

人潮洶湧，讓車站及再發展區的生意極好。 

(3) 學習重點 

1. 這是英國第一個以車站改建來做為鄰近地區再發展的成功案例，因為這案的

成功，也帶給其他車站鄰近地區再發展的信心，雖與新竹車站大平台模式不

同，卻很值得參考。 

2. 再開發區內各大計畫無縫接軌，共同發展了獨一無二的特色。 

3. 創意團隊的靈活性引導再開發區，20 年來持續吸引大型投資案和居民的進駐，

藝術特色和故事性更吸引國際旅客至此，如何擴大是團隊下一階段的目標。 

4. 周邊景點的整合，讓藝術、美食、戲劇、電影、服裝設計等效果加乘，絕對

是外國取經的重點。 

5. 周邊古老建物的改建及重建，吸引國際學生居住，帶動年輕化及國際化，也

是再開發區很重要的使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B4%E5%A4%9A%E5%88%A9%E4%BA%9A%E6%97%B6%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8%81%E5%BB%89%C2%B7%E4%BA%A8%E5%88%A9%C2%B7%E5%B7%B4%E7%BD%9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A6%E6%95%A6%E5%9C%A3%E6%BD%98%E5%85%8B%E6%8B%89%E6%96%AF%E4%B8%87%E4%B8%BD%E9%85%92%E5%BA%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A5%E7%89%B9%E5%BE%A9%E8%88%88%E5%BC%8F%E5%BB%BA%E7%AF%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A5%E7%89%B9%E5%BE%A9%E8%88%88%E5%BC%8F%E5%BB%BA%E7%AF%8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F%9D%E7%BD%97%C2%B7%E6%88%B4_(%E9%9B%95%E5%A1%91%E5%AE%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7%BF%B0%C2%B7%E8%B4%9D%E6%9D%B0%E6%9B%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A6%E6%95%A6%E5%9C%A3%E6%BD%98%E5%85%8B%E6%8B%89%E6%96%AF%E4%B8%87%E4%B8%BD%E9%85%92%E5%BA%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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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再開發區向後方延伸，新轉乘工具的規劃也是下一個重要課題，列入持續觀

察的重點。 

 

 

 

 

 

 

圖 4.8- 1 國王十字車站及聖潘可拉斯國際車站之間和之後再發展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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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2 國王十字車站(左)及聖潘可拉斯國際車站(右)之間 

 

 

圖 4.8- 3 國王十字車站站內西側大廳 

 

 

 



78 
 

 

 

 

圖 4.8- 4 再發展區內大型建物持續興建中 

 

 

 

 

 

圖 4.8- 5 Google 進駐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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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6 Coal Drops Yard 購物商場 

 

 

 

 

 
圖 4.8- 7 SAMSUNG 進駐 Coal Drops Yard 購物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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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8 攝政運河 

 
圖 4.8- 9 攝政運河的岸邊露天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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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10 國王十字車站內的 9 又 3/4 月台(含商店) 

 

圖 4.8- 11 再開發區內的倫敦大學中央聖馬丁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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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12 再開發區內廣場的藝術展示 

 
圖 4.8- 13 Coal Drops Yard 購物商場的 The Drops 時尚露天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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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14 再開發區目前的開發邊界(Burger & B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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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曼徹斯特（Manchester）車站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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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曼徹斯特（Manchester）車站案例 

(1) 現勘日期 

    111 年 8 月 10 日-12 日 

(2) 研習及現勘主要內容 

    曼徹斯特位於西北英格蘭， 在工業革命史中有著重要位置，它是世界第一

個工業化的城市，全世界第一條城際通勤鐵路就是利物浦和曼徹斯特鐵路

（Liverpool and Manchester Railway，簡稱 L&MR），是 1830 年 9 月 15 日開通的

一條連接利物浦蘭開夏郡和曼徹斯特的鐵路，它有很多的世界第一，世界第一條

完全使用蒸汽作為動力的鐵路；世界上第一條全線採用雙線的鐵路；第一條擁有

信號系統及時刻表的鐵路。被稱為「北方之都」的曼徹斯特，曼徹斯特被譽為「北

方之都」，在經濟、藝術、文化、交通運輸、媒體和體育上都有其地位，這些發

展讓曼徹斯特成為未來英國第二大城的雄厚資本，目前整個大曼徹斯特的市區總

人口在英國排名第二，僅次於倫敦。 

    曼徹斯特是以足球聞名的城市，主要的英超足球俱樂為曼徹斯特聯

（Manchester United FC），是世界最頂尖的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的參賽者之一，

在英超一共得到 13 次冠軍，主球場在老特拉福球場，出過國人耳熟能詳的貝克

漢和葡萄牙的克里斯蒂亞諾·羅納度，球場和附屬博物館吸引全世界各地的球迷

到曼徹斯特朝聖。曼徹斯特的景點除了足球相關產業，也包括了擁有 450 萬件收

藏品的曼徹斯特博物館、 科學和產業博物館，、人民歷史博物館、皇家帝國戰

爭博物館及美術館等，城市內老建築和現代建築互相搭配，成為英國非常獨特的

城市，歌劇院的表演也以曼徹斯特風格的故事為主，很能感受到曼徹斯特人的驕

傲。 

    曼徹斯特在鐵路史上佔有重要位置，目前有維多利亞站和曼徹斯特皮卡迪利

站 2 個主要車站，連接了曼徹斯特和英國大部分地方。曼徹斯特的公共運輸由

大曼徹斯特交通局(Transport for Greater Manchester, TfGM)營運，包括公交汽車、

計程車、輕軌和共享自行車等的交通方式，2018 年，市政府提出了名為「Bee 

network」的構想，將曼徹斯特的公共運輸整合，建立一個與倫敦媲美的完整公

共運輸系統。皮卡迪利車站位於曼徹斯特市中心，距該站 200 米的皮卡迪利花園

是曼徹斯特的公車系統的樞紐，由此發展成具有極其發達的公車線路網，2 條免

付費路線串聯著名景點，吸引極多的國內外旅客前來旅遊。曼徹斯特市雖不具備

有地鐵系統，但以輕軌 Metrolink 連接全市，目前共有 8 條線路 99 個車站，是全

英國最發達的輕軌系統，目前仍在陸續擴張中，2021-22 年間，該輕軌的乘客數

量共有 2600 萬人次。曼徹斯特維多利亞站（Manchester Victoria station）的功能

比較像是輔助皮卡迪利站，並分散人潮，和倫敦各大車站的功用不同，目前僅有

北方鐵路的列車運行，主要開行前往曼徹斯特近郊的列車。曼徹斯特皮卡迪利站

（Manchester Piccadilly station）是曼徹斯特的最大的樞紐車站，現在每年乘客數

超過 2000 萬人以上，共有 14 個月台，車站旁邊仍有土地可擴展，走路不到 1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8C%97%E8%8B%B1%E6%A0%BC%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6%AC%A1%E5%B7%A5%E4%B8%9A%E9%9D%A9%E5%91%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6%A5%AD%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A9%E7%89%A9%E6%B5%A6%E5%92%8C%E6%9B%BC%E5%BE%B9%E6%96%AF%E7%89%B9%E9%90%B5%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A9%E7%89%A9%E6%B5%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A9%E7%89%A9%E6%B5%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C%E5%BE%B9%E6%96%AF%E7%89%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2%B8%E6%B1%BD%E6%9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8D%E7%BA%BF%E9%93%81%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5%8F%B7%E6%8E%A7%E5%88%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85%B1%E4%BA%A4%E9%80%9A%E6%97%B6%E5%88%BB%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AB%E6%95%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B3%E7%90%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C%E5%BD%BB%E6%96%AF%E7%89%B9%E5%9F%8E%E8%B6%B3%E7%90%83%E4%BF%B1%E4%B9%90%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6%A0%BC%E8%98%AD%E8%B6%B3%E7%90%83%E8%B6%85%E7%B4%9A%E8%81%AF%E8%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C%E5%BE%B9%E6%96%AF%E7%89%B9%E5%8D%9A%E7%89%A9%E9%A4%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5%AD%B8%E7%94%A2%E6%A5%AD%E5%8D%9A%E7%89%A9%E9%A4%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6%B0%91%E5%8E%86%E5%8F%B2%E5%8D%9A%E7%89%A9%E9%A6%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0%B5%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C%E5%BE%B9%E6%96%AF%E7%89%B9%E7%B6%AD%E5%A4%9A%E5%88%A9%E4%BA%9E%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C%E5%BE%B9%E6%96%AF%E7%89%B9%E7%9A%AE%E5%8D%A1%E8%BF%AA%E5%88%A9%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C%E5%BE%B9%E6%96%AF%E7%89%B9%E7%9A%AE%E5%8D%A1%E8%BF%AA%E5%88%A9%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6%9B%BC%E5%BD%BB%E6%96%AF%E7%89%B9%E4%BA%A4%E9%80%9A%E5%B1%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AB%E6%95%A6%E4%BA%A4%E9%80%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C%E5%BD%BB%E6%96%AF%E7%89%B9%E5%B8%82%E4%B8%AD%E5%BF%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AE%E5%8D%A1%E8%BF%AA%E5%88%A9%E8%8A%B1%E5%9B%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AE%E5%8D%A1%E8%BF%AA%E5%88%A9%E8%8A%B1%E5%9B%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9%90%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C%E5%BE%B9%E6%96%AF%E7%89%B9%E8%BC%95%E9%90%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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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的老城區也可以活化利用，本站以目前鐵路結合公車系統和輕軌系統運行的

優勢能力，加上為計畫興建的 HS2 計畫的端點站，車站鄰近的很多區域已看到大

型的辦公大樓正在興建，  

    HS2 的興建，讓曼徹斯特的再發展及活化是充滿了期待，曼徹斯特將會有 2

個 HS2 高鐵站，分別是曼徹斯特皮卡迪利站和曼徹斯特國際機場站，其中，皮

卡迪利站的重建工程會創造 4 0000 個全新的就業機會和 13000 個新建住宅，鄰

近地區的再發展將創造出超過 700,000 平方米的商業和零售空間，被認為是英國

未來幾年最大的發展項目之一，高鐵和原鐵路網絡所結合的容量將刺激數 10 億

英鎊的業務發展和再生，專家估計 2040 年將會新增 18 萬個工作崗位，並為該地

區經濟增加 13 億英鎊。而且曼徹斯特國際機場站的設立將改善機場的可達性，

高鐵站設於 2 號航運大樓，提高了機場作為國際門戶的重要性，並提升該地區的

新工作和新業務。 

(3) 學習重點 

1. HS2 的興建讓曼徹斯特的再發展及活化是充滿了期待，目前的轉乘系統尚不

足，不知市政府會怎麼做，持續觀察。 

2. 該市推動很多項大計畫，而且持續到 2040 年，都和高鐵有關，曼市的再發展

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3. 車站重建工程引起的效應很大，如何創造出國王十字車站的成功效益，也很

值得探討。 

4. 原本就是觀光大城的曼市，如何結合周邊景點，讓藝術、體育、戲劇、電影、

科技、工業等效果加乘，目前還看不出來有什麼策略，但現勘發現比伯明罕

腹地更大，更有發揮功效。 

5. 曼城老人數量龐大，比倫敦多數倍，如何隨著再開發計畫處理安居，也是一

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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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1 Manchester Piccadilly station 站內 

 

 

圖 4.9- 2  Manchester Piccadilly station 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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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3 Manchester 路面電車 

 

 

 

圖 4.9- 4 Manchester 公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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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5 Manchester 免費公車 

 

 

圖 4.9- 6 Manchester 風格音樂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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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7 Manchester 科學與工業博物館 

 

 
圖 4.9- 8 Manchester 英超曼聯對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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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9 Manchester 各種博物館遍佈 

 

 

 

 

 

 

 

 

  



92 
 

 

 

 

 

 

4.10 法蘭克福火車總站

（Frankfurt (Main) 

Hauptbahnhof）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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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法蘭克福火車總站（Frankfurt (Main) Hauptbahnhof）案例 

(1) 現勘日期 

    111 年 8 月 16 日-19 日(和 TAKU 教授及德國 Peter Endemann 老師會同，8 月

17 日下午拜訪法蘭克福車站總站辦公室，由女性主管 Melanie Kuhner 率相關人

員授課) 

(2) 研習及現勘主要內容 

    法蘭克福火車總站位於德國中部，是德國第二繁忙的長途車站，日均旅客運

輸量達 460000 人次，僅次於漢堡火車總站，亦為終點站，現為德國最高等級的

21 座一等站之一，和台北車站日均人次 10 萬(全國第一）及新竹車站(全國第七)

日均 4 萬人次，同樣列為一等站，差别還是很大。。在尖峰日會有約 1170 班列

車駛過車站，在車站地下層設有 S-Bahn 車站和地鐵車站，藉以轉乘法蘭克福地

區。 

    法蘭克福火車總站有 25 個月台，幾乎所有的長途運輸都將集中在火車總站

南側的 1 至 8 月台上，以減少路線衝突，部分區域運輸將轉移至北側。法蘭克福

火車總站的列車大廳與車站大樓的西側相連，由 5 個鋼構和玻璃大廳組成，覆蓋

了 186 公尺長的月台，3 個較大的大廳寬度為 56 公尺、高度為 28 公尺，兩側較

小的大廳則有 31 公尺寬和 20 公尺高。月台橫道延伸至大廳的整個寬度，這也是

往大廳內 24 條地上站線軌道的通道，只有室外的 1a 道需要通過 1 道月台間接

到達，與月台橫道成直角的月台還可以通過西側的人行地下道進出。在長途運輸

中，22 條 ICE 路線中的 12 條以及 3 條 ICE Sprinter 中的 2 條都會經由法蘭克福火

車總站運轉，並轉移一些路線至法蘭克福機場長途車站（Frankfurt am Main 

Flughafen Fernbahnhof）和法蘭克福火車南站（Bahnhof Frankfurt (Main) Süd），以

緩解火車總站的負荷。地下車站設有四條軌道（101－104 線），專門用於 S-Bahn 

S1－S6 線、S8 線及 S9 線的運輸，S7 線是唯一在地上車站出發的 S-Bahn 路線。

路面電車 11、12、14、16、17、20 和 21 號線以及蘋果酒快線的列車都在站前廣

場的中央路面電車站停靠。此外，火車總站還在慕尼黑街（火車總站/慕尼黑街

站）和車站大樓南側（火車總站南站）都設有電車站；共和國廣場站也位於北出

口附近。地鐵 U4 和 U5 線，公車 33、37、46 和 64 號線以及深夜公車 n8 和 n83

號線都在火車總站停靠。 

    法蘭克福是個不夜城，我和 TAKU 教授從科隆出發，半夜 1:45 才到達法蘭克

福總站，車站還有很多人，再仔细看一下班次螢幕板，清晨還有發很多車到歐洲

各大城市，走到站外一看，深夜公車還在營運，路上行人也不少。在倫敦和法蘭

克福觀察到的最大不同，倫敦即使星期五半夜 12 點後，除了夜店區，路上幾乎

無任何行人，只有建築和清掃工人會連夜工作，大家也儘量在晚上 11 點趕車回

家，晚上 10 點的車班人潮很多，也是一個大巔峰，但法蘭克福車站的感受大不

同，可能和本站接軌歐亞大陸很多城市有關。 

    這次來法蘭克福學習車站總站研習前一周，TAKU 教授要求我把新竹車站大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5%BF%E9%80%94%E8%BD%A6%E7%AB%99&action=edit&redlink=1&variant=zh-tw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5%A0%A1%E7%81%AB%E8%BD%A6%E6%80%BB%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0%B5%E8%B7%AF%E8%BB%8A%E7%AB%99#%E7%B5%82%E9%BB%9E%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E9%93%81%E8%B7%AF%E4%B8%80%E7%AD%89%E8%BD%A6%E7%AB%99%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95%E5%85%B0%E5%85%8B%E7%A6%8F%E7%81%AB%E8%BD%A6%E6%80%BB%E7%AB%99%E5%9C%B0%E4%B8%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1%AB%E8%BD%A6%E6%80%BB%E7%AB%99%E5%9C%B0%E9%93%81%E7%AB%99_(%E6%B3%95%E5%85%B0%E5%85%8B%E7%A6%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95%E5%85%B0%E5%85%8B%E7%A6%8F%E6%9C%89%E8%BD%A8%E7%94%B5%E8%BD%A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B%B9%E6%9E%9C%E9%85%92%E5%BF%AB%E7%BA%B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85%B0%E5%85%8B%E7%A6%8F%E5%9C%B0%E9%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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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規劃的簡報準備好，並把鐵道產業之活化利用及區域再發展、法蘭克福地區

男女員工之比例(含主管比例)及女員工所負責主要工作等相關問題先傳送給法蘭

克福車站。研習課程安排於 8 月 17 日下午，研習課程現場法蘭克福車站安排女

性高階主管擔任講師，另有女性客服主管擔任車站導覽，經簡報了解目前該地區

部門高階主管共 5 人，其中 1 位是女性(本次講師)，中階主管也有多名女性(含本

次導覽人員)，車站員工仍以男性居多，但女性員工已日漸增加，以往皆為男性為

主的傳統維修部門及調度中心皆也有女性加入。與旅客密切接觸的服務部門主管

目前為女性，當日在車站導覽及說明的即為該女性主管，並表示近期德鐵營運問

題非常多，處理旅客問題成為德國鐵路各車站之最重要議題，各車站皆有專屬櫃

檯進行處理。以法蘭克福總站為例，因到櫃檯洽詢之旅客男女比例差不多各半，

所以服務人員男女皆有，原則會用雙櫃檯來加速處理，儘量維持男女櫃檯人員各

半，再安排機動人員協助。 

    而鐵道產業之活化利用及區域再發展部分，法蘭克福車站改建計畫持續在進

行，站外有很多再發展區域，至 2019 年斥資 1.75 億歐元將從 B 層至站前廣場間

的通道進行改建。2015 年 12 月 21 日德國鐵路與法蘭克福市簽訂合約，將地下

配電層改成現代化並創建更多通道，並把地下室樓層新建超過 1000 平方公尺的

購物空間，現配合 2024 年法蘭克福舉辦歐洲國家盃足球決賽，持續進行地下層

的購物空間的興建，並計畫到 2033 年挖深到地下五層的多功能購物商場及轉運

中心，計畫將日均旅客運輸量達 100 萬人次，超過於漢堡火車總站，成為德國第

一，並因此活化總站周邊地區，吸引更多大企業進駐。德鐵在這次課程就旅客的

便利性、車站未来發展的推動及配合當地政府策略在車站隣近地區的再發展等課

題，因為在行前就提供完整的研習構想及問题，果然得到站方充分的回答。 

    德鐵這幾年營運狀況頻繁，我在法蘭克福搭 4 次長途，就遇見了 3 次嚴重狀

況，第 1 次是第 1 天從科隆搭 ICE 到法蘭克福總站，上車時該班已誤點 2 小時，

搭車後，2 小時車程又再延誤了 45 分鐘；第 2 次是第 2 天下午 5 點多從美茵茲

搭火車回法蘭克福時，中途列車長突然用德語宣布本列車出現問題，停到下一站

就不再載客，請大家到站後下車，換搭其他列車，坐對面好心的印度朋友用英語

叫我下車，因為他感覺到我完全聽不懂德語，結果全車的人下車再等了半小時，

另外一台車才來，但到法蘭克福站要出站的月台上就大爆滿，乘客好像習以為常，

但外國人的我就一頭霧水。第 3 次是第 4 天要搭 ICE 高鐵到德紹，原本是上午

8:14 出發，一大早在德鐵 APP 上宣布那班車壞了，可能要和另一台併車，嚇得早

餐都没什麽吃，趕快收拾行李衝到車站了解，原本保留的位子取消，客服人員要

我自己找空位，好不容易找到位子，班次延後 40 分鐘才開，而且我要改在萊比

錫換火車，時間拖延很久，這也讓我對以前德鐵的嚴謹及準時完全改觀，專家說

這是德鐵民營化失敗所造成。 

    德國今年 6 月-8 月底展開的 9 歐元大眾運輸月票活動，我也非常幸運的遇

到，可搭區域列車、電車、公車、地鐵等公共交通工具至德國任何一隅，顯然非

常受到德國人民歡迎，新聞說與 2019 年相比 30 公里以上火車搭乘量同期增加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5%A0%A1%E7%81%AB%E8%BD%A6%E6%80%BB%E7%AB%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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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利用鐵路到德國鄉村景點旅行的人幾乎增加 1 倍。可惜法蘭克福景點不多，

所以旅客大都待不久，羅馬廣場可能是少數重點，著名的「蓬頭彼得(Struwelpeter)」

繪本博物館也在這裡，「蓬頭彼頭」是 1845 年法蘭克福醫師海因里希.霍夫曼針

對當時在醫院看到，若放任兒童行為不當而不去作治療對家庭產生的结果，用圖

文並茂方式来描述的第一本書，這本書可以説是漫畫書的前身，這本書受到歐美

的重视，美國童書著名作家馬克吐溫還在 1891 自行翻譯了，但因版權問题，一

直到馬克吐溫在 1910 年過世後的 25 年才出版。這本書後来由德國漫畫家於 2009

年改成漫畫版本，日本也在 2012 年以日本版上市。 

台灣也有出這本中文版。法蘭克福的美食很好，道地德國菜中的 Swiss cream steak 

browned with cheese and spatzla，spatzla 有點類似麪疙瘩，是德國南部的傳統作

法，TAKU 老師說非常好吃，我是素食者點了 Freshly made hash browns -with fresh 

mushroom vegetables in cream，根源是來自瑞士現已成為德國傳統食物，一嚐之

下，入口即化，清嫩蘑菇加蔬菜的甜味直接進入了炸 hashbrown 內，也超好吃，

另外甜點是 homemade apple pie with vanilla ice，很早以前就知道德國手工蘋果

派好吃，没想到這麼美味。 

    在德國老師 Peter 的補充解釋下，其實法蘭克福車站鄰近地區的再發展有碰

上瓶頸，主要是德國中央財政出現困難，地方政府若以被動服務民眾的固有角色

自局，顯然無法面對目前困境，必須像企業一樣有主動出擊的精神。法蘭克福市

政府提出新法蘭克福計畫，經過規劃，達成有秩序的法蘭克福住宅區，參與計畫

的團隊成員大多很年輕，有建築師、專業技術人員、藝術家和設計師，理性的解

決迫在眉睫問題，這些年輕人看到眼前有很大的舞台，以及實踐理想的機會，也

看見了責任。他們知道新法蘭克福計畫的目標不是個人英雄主義式的單一地標性

建築作品，而是要用理性、科學、專業的態度和設計解決住房和基礎建設不足的

問題；改善居住品質之外，還要帶動經濟效能，創造就業機會，避免繁瑣形式造

成無謂的耗費，提升勞動生產力，更新市容，發揮建築的最大社會價值，所以就

影響層面而言，新法蘭克福公共住宅開發計畫實為一場社會改革運動，也符合德

國年輕人的自由特性，這也和同時期在德國其他城市推動的城市設計與規劃最大

的不同之處，就貫徹現代性、實踐現代建築精神的努力與貢獻而言，也非其他城

市所能取代。新法蘭克福計畫團隊在處理公共住宅時主要面對的挑戰是，為因應

大量開發住房單元，降低成本，加快生產速度的需求，所有建築及建材皆得採用

工業化施工和生產模式，設計師、工匠、藝術家和製造商必須緊密合作，才能兼

顧功能、品質及形式美感，以低成本為住戶創造高水平的舒適生活。若想要進一

步改善新社區居民的整體生活品質，還得從採光、綠化、隱私、衛生，及建立社

區意識著手。法蘭克福地區包含車站所遭遇的問題很多，都是由年輕團隊在積極

處理，就如發蘭克福總站客服女主管所說，沒錢有沒錢處理的方式，卻反而更有

創意。 

(3) 學習重點 

1. 法蘭克福等德國車站案例最大的重點就是事權分立清楚，車站內的改建由德



96 
 

鐵負責，車站外的再發展由地方政府負責，如何達到最大效果，就靠雙方的

協調。一旦確定，雙方會簽合約，也有特例，會再曼海姆車站說明。 

2. 車站改建計畫持續到 2033 年，因為空間受到侷限，已確定往地下發展。 

3. 德國中央及德鐵財政近期比較困難，要靠地方政府發揮創意解決，參與計畫

的年輕團隊看到眼前有很大的舞台，以及實踐理想的機會，也看見了責任，

不畏難的去做，果然有很好的效果。 

4. 車站目前也有很多年輕人參與，很多的構想在等德鐵上層支持，這次研習看

到他們未來的希望。 

 

 

圖 4.10- 1 法蘭克福車站總站導覽 

 
圖 4.10- 2 法蘭克福車站與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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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3 法蘭克福車站總站 

 

圖 4.10- 4 法蘭克福車站總站研習 

 
圖 4.10- 5 法蘭克福車站總站 2033 年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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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6 法蘭克福車站總站導覽 

 

圖 4.10- 7 法蘭克福車站總站研習 

 

圖 4.10- 8 法蘭克福羅馬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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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9 法蘭克福羅馬廣場「蓬頭彼得(Struwelpeter)」繪本博物館 

 

 
圖 4.10- 10 美因茲大教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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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曼海姆火車總站（Mannheim 

Hauptbahnhof）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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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曼海姆火車總站（Mannheim Hauptbahnhof）案例 

(1) 研習及現勘日期 

    111 年 8 月 17 日(和 TAKU 教授及德國 Peter Endemann 老師會同，由副站長

Daniel Henninger 授課) 

(2) 研習及現勘主要內容 

    曼海姆火車總站是一座位於德國巴登-符騰堡州曼海姆的鐵路車站，有 11 個

月台，日均約 650 班的列車開行量、約 108430 人次的旅客日均運量(長程運量

46788 人次，短程運量為 61642 人次)，是德國鐵路所劃分的 82 座二等車站之一。

經由曼海姆運行的大部分列車班次均由德國鐵路及其子公司，例如德鐵長途運輸

或德鐵區域運輸所開行。由法蘭克福－巴黎及法蘭克福－馬賽的 TGV 列車也會

在此停靠，曼海姆距離最近的大城市是法蘭克福（北約 70 公里）和司徒加特（南

約 95 公里），曼海姆是一座大學城，人口約 31 萬。 

    曼海姆火車總站是德國老師 Peter Endemann 建議參觀的，主要是與新竹市

人口 45 萬相當，但旅客日均運量超過新竹的 4 萬人次，而且曼海姆的後站最近

才積極的開發。2022 年 8 月 17 日上午和指導教授 TAKU 老師搭双層火車到曼海

姆火車總站 ，車程约 1 小时，我們坐在上層，景觀極好，此距離很適用德國今

年 6 月推出的九歐火車元月票，但如果距離太遠就不行，搭車時間會花太久，我

們在曼海姆火車總站和德國老師 Peter Endemann 碰頭後，帶我們進入車站辦公

室聽取本站副站長 Daniel Henninger 的簡報，Daniel 說明該站主要的工作有 2 項

乘客的安全及服務、車站設施的維護，最近新的任務是車站本身及鄰近地區的發

展，目前有 115 位員工。因為德鐵近期營運狀況很多，目前車站主要是全力處理

乘客服務相關問題，如長程旅客轉乘換車，大量旅客轉乘的儘量安排在鄰近月台，

就像往科隆/多特蒙德的車和往柏林/漢堡的車就會在鄰近的第 2 和第 3 月台，而

且到達時間差不多，安排互等幾分鐘，讓旅客很快地可以換車，車站員工會在此

時在月台協助員工，為此曼海姆火車總站還研擬了很多計畫，以取得最佳策略，

為了取得旅客轉乘的足夠空間，甚至把月台上的廣告牌及飲料區取消，最近有很

多乘客因誤點會在月台直接客訴，主管和資深員工也在月台上直接處理，員工流

失率很高，所以車站的員工非常年輕化，只好靠不斷訓練來提升年輕員工的能力，

主管的工作非常辛苦。 

    曼海姆火車總站的車站及鄰近地區的再發展從北站(前站)開始，輕軌和公車

是最重要的轉乘工具，輕軌車站及公車站連同停車場等設施的改建正積極進行中，

預計 2023 年會完成，站前廣場也正進行重新設計，預計 2024 年會完工。鄰近南

站(後站)有一大片待開發區域，自從 2001 年蓋起維多利亞超高大樓後，發展就進

入瓶頸，雖有一些旅館和辦公大樓在興建完成，但住宿率及公司進駐率都仍待發

展，市政府積極研擬可行方式，最近有一些突破，在南出口旁建設大型的腳踏車

停車場，Daniel 表示以往這些屬於車站設施的，地方都會要求由德鐵出資，這次

由市政府主動出資設計興建，主要就是吸引更多企業及住戶進駐，以利後站鄰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C%E6%B5%B7%E5%A7%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3%81%E8%B7%AF%E8%BD%A6%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E9%93%81%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E9%93%81%E8%B7%AF%E4%BA%8C%E7%AD%89%E8%BD%A6%E7%AB%99%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0%E5%85%AC%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9%93%81%E9%95%BF%E9%80%94%E8%BF%90%E8%BE%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9%93%81%E9%95%BF%E9%80%94%E8%BF%90%E8%BE%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9%93%81%E5%8C%BA%E5%9F%9F%E8%BF%90%E8%BE%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85%B0%E5%85%8B%E7%A6%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BB%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8%B5%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TGV%E5%88%97%E8%B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85%B0%E5%85%8B%E7%A6%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5%9B%BE%E5%8A%A0%E7%89%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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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發展，預計在 2024 年興建完成。這個站的學習有一個重點，市政府的積

極度很可能是再發展成功的契機。 

(3) 學習重點 

1. 曼海姆車站總站以往和地方政府在再開發這塊皆採事權分立，車站內的改建

由德鐵負責，車站外的再發展由地方政府負責，如何達到最大效果，就靠雙

方的協調。但這次地方政府想開發後站鄰近區域，主動幫曼海姆車站興建後

站的腳踏車停車空間，目前已準備進行，副站長表示雙方協調都很有彈性，

也可給新竹車站大平台計畫作為參考。 

2. 曼海姆車站非常年輕化，目前已處理乘客問題為主，德鐵誤點頻繁，又經常

臨時取消班次，副站長表示當列車到達時，全站員工會已此為最優先。  

3. 月台上取消很多廣告招牌及咖啡小舖，讓更多空間作為旅客休息及轉乘使用，

處理客訴也有 SOP，經常辦理教育訓練來凝聚心力。 

4. 後站再發展有碰到瓶頸，但地方政府仍積極突破，永續及綠化也是他們一直

想多做一點的。 

 

 

圖 4.11- 1 和 TAKU 教授及德國 Peter Endemann 老師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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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2 曼海姆火車總站副站長 Daniel Henninger 簡報 

 

 

 

 

 

 

圖 4.11- 3 曼海姆火車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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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4 曼海姆火車總站從後站走到前站 

 

 
圖 4.11- 5 曼海姆火車總站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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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6 與曼海姆火車總站副站長 Daniel Henninger 合影 

 

圖 4.11- 7 曼海姆火車總站後站腳踏車停車場準備施工 

 

圖 4.11- 8 曼海姆火車總站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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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美茵茲(Mainz）車站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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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美茵茲(Mainz）車站案例 

(1) 現勘日期 

    111 年 8 月 18 日(和 TAKU 教授及德國 Peter Endemann 老師會同，由美因茲

市政府城市開發部門的負責人 Christian Kron 授課) 

(2) 研習及現勘主要內容 

    美茵茲最著名的就是美茵茲大教堂，得先從神聖羅馬帝國談起，希特勒的纳

粹帝國自稱是德國偉大的第三帝國，就是接續神聖羅馬帝國。神聖羅馬帝國是西

元 962 年-1806 年在歐洲建立的一個選舉君主制帝國，其版圖包含整個德國、奧

地利、捷克為核心，在巔峰時期還包括今日波蘭西半部、瑞士、荷蘭、比利時、

盧森堡、法國東部和北義大利的地區。西元 962 年到 1157 年的官方名稱為羅馬

帝國，在 1157 年到 1512 年改稱為神聖羅馬帝國，這是第一帝國。於 1512 年到

1806 年之間因帝國的主體民族德意志民族意識抬頭，而定名為德意志民族神聖

羅馬帝國，這是第二帝國。现在史學家認為在西元 962 年，德國國王奧託一世再

次被教皇約翰十二世加冕為皇帝，從奧託一世的加冕典禮起為帝國的開始。而

1806 年 8 月 6 日，因法國拿破崙一世創建萊茵聯邦，弗朗茨二世被迫解散了

帝國，是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结束。 

    美茵茲在神聖羅馬帝國時代是政教中心，美茵茲大主教身兼帝國七大選帝侯

之一，長年駐紮在此，美茵茲主教座堂是天主教美因茨教區的主教座堂，位於美

茵茲舊城中心的市集廣場附近，已有千年歷史，教堂建築採羅馬式風格，看起來

沉靜平穩，從第一代以來之歷代選帝侯主教都埋葬於此，教堂比較暗，有盲拱之

稱，德國老師解釋神聖羅馬帝國時期的教堂因開窗少或不開窗，都暗很多，現在

看到的教堂內部，是已經是改善過的，彩窗比較偏藍色，走在其中有如深海，教

堂的聖母像的美感很有特色，從第一代主教到近期的主教肖像貼在窗戶最下沿，

已經繞了教堂超過一圈。中殿比傳統的 33 米少了 5 米，看起來比較小，教堂有

二個隧道，有很多典故可以參觀，教堂走出去就是市集廣場，有從黑暗走到明亮

的感受，廣場還保留著中世紀狹窄、彎曲的巷道及桁架式建築。 

    德國老師認為新竹車站的現狀很像美因茲的以往，人口也差不多，特別安排

至此取經，我們於 2022 年 8 月 18 日上午在美茵斯(Mainz）火車總站前集合後，

由美因茲市政府城市開發部門的負責人 Christian Kron 幫我們解說，本站原本每

天只有 5.5 萬人次運量變成現在的 8 萬人次運量，是有三階段的改造，在 20 年

前進行第一階段的改造時，市政府和市政府合作把前站廣場大改建，而且把輕軌

和公車系統整合後帶進來，果然把國內外旅客也帶進來，使得車站運量大幅增加，

前站發展也很迅速。第二階段大約在 10 年前，德鐵在市政府的建議下，增加了

西出口，打通了後站，使得市民可由後站進出，後站有公路已高架切過，市政府

把橋下增設停車場及停腳踏車的空間，市政府城市發展部門也投下不少心力，把

後站開始活絡起来，現在看到很多新建的國際學生宿舍都可由後站聯通。Kron 先

生開玩笑地說，因為這項發展成功，法蘭克福市政府一直希望他轉過去，但他從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1%81%E6%9E%B6%E5%BC%8F%E5%BB%BA%E7%AD%91&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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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就在這長大，很希望看到這個城市變得更好，而且活化還差一個階段。第三階

段的再發展，本來在前幾年要進行，因為德鐵的財務困窘而暫停，未来發展主要

是德鐵在前站和後站所擁有的大片空地，他想把這些土地活化利用，也使前後站

貫連使用。在這個計畫中，除了德鐵把土地拿出來外，市政府也會從旁開一條馬

路，讓站區旁的區域連成一片，有更好的用途，這樣車站運量會更增加。Kron 先

生表示他的人生都用心於此，再幾年就屆臨退休，所有的想法他已傳承給年輕人，

他相信年輕人會更有創意來改變美因茲。美因茲的活化成功，其實是市政府和

Kron 先生的用心，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美因茲這個充滿古蹟的美麗城市，景點都大和歷史有關，除了教堂及市集廣

場外，還有著名的翰尼斯·谷騰堡-美茵茲大學（Johannes Gutenberg-Universität 

Mainz），簡稱美茵茲大學，以西方活字印刷術發明人約翰尼斯·谷騰堡的名字為大

學命名，吸引很多世界各地的學生來就讀，該校肇建於 1477 年，重建於 1946 年

5 月 15 日，是萊茵蘭-普法茲邦規模最大的大學，擁有全邦境內唯一的醫學系。

另外美茵茲的劇團和合唱團非常活絡，在德國也非常有名，連帶在此的國立劇院

的設備也很先進，每年吸引很多各地劇迷及樂迷來此。 

    德國講師在研習後，過馬路時看到紅綠燈號誌在閃動時非常興奮，原来他看

到他小時候很熟悉的卡通人物出现在號誌中，這個卡通人物就是「美茵茲小人

(Mainzelmannchen Ampel)，這是美因茲城市的特有的，和別的地區不同。這個卡

通在老師小時候有全國放映，是他最愛看的節目之一，而且他覺得好笑的不得了，

德國真是很有趣，到處充滿了創意，也都很會行銷。 

(3) 學習重點 

1. 本站曾經與新竹及桃園車站困境相同，前後站發展極不均衡，後來在再開發

方面事權分立且互相搭配，使得車站旅客日均運量從 4 萬增加到現在的 2 倍。 

2. 市政府分三階段的和車站配合開發，一二階段的成功讓市府開發團隊很有信

心，第三階段也籌備多時，可惜德鐵財務困難，一直無法進行。  

3. Kron 老師以他推動車站再開發多年的經驗，他建議臺灣車站如果要配合鄰近

地區再開發，一定要先處理軌道式的轉乘系統，即使路面電車也行，公車效

果不行。 

4. Kron 老師被多次挖角，但他最後決定留在此地，把三階段計畫走完，現臨退

休之際，仍以傳承年輕人接手為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BB%E5%AD%97%E5%8D%B0%E5%88%B7%E8%A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7%BF%B0%E5%86%85%E6%96%AF%C2%B7%E8%B0%B7%E7%99%BB%E5%A0%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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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1 美茵茲車站地圖 

 

 
圖 4.12- 2 美茵茲(Mainz)車站前站(第一階段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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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3 美茵茲(Mainz)車站西口連到後站 

 

圖 4.12- 4 美茵茲(Mainz）車站後站(第 2 階段開發) 

 

圖 4.12- 5 美茵茲車站前站後站之間德鐵土地(計畫第 3 階段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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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6 美茵茲大教堂 

 
圖 4.12- 7 美茵茲大教堂旁市集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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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柏林車站總站（Berlin 

Hauptbahnhof）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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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柏林車站總站（Berlin Hauptbahnhof）案例 

(1) 現勘日期 

    111 年 8 月 20-23 日 

(2) 研習及現勘主要內容 

    柏林車站總站，又被稱為柏林中央車站，是德國首都柏林最重要的鐵路樞紐

之一、以及歐洲最大的高架車站，每日運量為 30 萬人次是德國運量的第四大車

站，僅次於漢堡火車總站、法蘭克福火車總站和慕尼黑火車總站。極具特色的車

站建築是由建築師邁因哈特·馮·格爾坎所設計，讓本站為德國國會大廈和布蘭登

堡門之後的柏林第三大標誌性建築。車站的占地面積為 430 公尺×430 公尺，其

中核心區域的面積為 80 公尺×80 公尺，被設置在 5 個不同的樓層，最高層與最

底層的高度差為 25 公尺，共有 54 個電扶梯、6 個電梯、10 個升降機以及各種固

定樓梯連接至不同的樓層，在結構上，整個車站綜合體是一座高架車站，而在實

際營運中被當成做轉乘站。 

駛入柏林的長途及區域列車在柏林火車總站內可以停靠於高架月台的任何軌道，

也可停靠於地下層往南北方向延伸的 8 條軌道。火車總站的地下層是南北長途鐵

路的兩座隧道車站之一，南北長途鐵路的北向會連接至柏林環線鐵路，並在那裡

設有道岔分往西部和西北部，南向通過設於史普雷河底部的軌道可經由波茲坦廣

場車站和南十字車站前往南部的哈勒及萊比錫或東南部的德勒斯登。經由柏林運

轉的大多數區域快車路線都在柏林火車總站匯集，它們可以通往布蘭登堡和梅克

倫堡-西波美拉尼亞的大部分地區。另有城市快鐵很多條線停靠在地上層的快鐵

月台區，相互連接了位於柏林西部和東部的城市轄區，並可通往周邊城市波茲坦、

艾爾克內爾和史特勞斯貝格。在地下層的快鐵月台作為南北走向的 S21 線快鐵使

用，往北與柏林環線鐵路相連，隨後它又通過一條隧道路線繼續延伸至波茲坦廣

場快鐵站。柏林地鐵（Berliner U-Bahn）與柏林快鐵、路面電車和公共汽車系統

成為為柏林公共運輸系統骨幹，目前路網共有 9 條路線(U1、U2、U3、U4、U5、

U6、U7、U8、U9)，共 175 個車站，以柏林市區為中心點向外放射，營運總距離

達 155.4 公里，目前維持高峰 2~5 分鐘一班車、平峰 7~12 分鐘一班車的班距，

每天平均運量為 151 萬人次以上(2017 年數據)。 

    柏林車站總站的運量雖然只是德國第四，但轉乘能力卻是其他歐洲大陸其他

車站無法比擬的，柏林是德國最大的城市，現有居民約 340 萬人，柏林是歐洲大

陸人口第 2 多的城市以及城市面積第 8 大的城市，柏林無論是從文化、政治、體

育、科技、工業等方面都是世界級，是航空與鐵路運輸交通的極重要樞紐，也是

歐洲遊客數量最多的城市之一。柏林有知名大學、研究機構、大企業、體育賽事、

管弦樂團、戲劇院、博物館、古蹟和電影工業等，城市的歷史遺存使該市成為國

際電影和旅遊的中心，年輕人以崇尚自由生活方式和現代精神聞名，柏林人極支

持藝術的多創性及發展特性，因此吸引了大量的世界級藝術家在此聚集，柏林絕

對是全球最重要的焦點城市之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8F%E6%9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3%81%E8%B7%AF%E6%9E%A2%E7%BA%B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3%81%E8%B7%AF%E6%9E%A2%E7%BA%B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6%9E%B6%E8%BB%8A%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5%A0%A1%E7%81%AB%E8%BD%A6%E6%80%BB%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85%B0%E5%85%8B%E7%A6%8F%E7%81%AB%E8%BD%A6%E6%80%BB%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5%95%E5%B0%BC%E9%BB%91%E7%81%AB%E8%BD%A6%E6%80%BB%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F%88%E5%9B%A0%E5%93%88%E7%89%B9%C2%B7%E5%86%AF%C2%B7%E6%A0%BC%E5%B0%94%E5%9D%8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E5%9B%BD%E4%BC%9A%E5%A4%A7%E5%8E%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83%E5%85%B0%E7%99%BB%E5%A0%A1%E9%97%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83%E5%85%B0%E7%99%BB%E5%A0%A1%E9%97%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87%E5%BF%97%E6%80%A7%E5%BB%BA%E7%AD%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5%8A%A8%E6%89%B6%E6%A2%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7%E9%99%8D%E6%9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6%9E%B6%E8%BB%8A%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D%A2%E4%B9%98%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97%E5%8C%97%E9%95%BF%E9%80%94%E9%93%81%E8%B7%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97%E5%8C%97%E9%95%BF%E9%80%94%E9%93%81%E8%B7%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97%E5%8C%97%E9%95%BF%E9%80%94%E9%93%81%E8%B7%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F%8F%E6%9E%97%E7%8E%AF%E7%BA%BF%E9%93%81%E8%B7%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5%B2%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8F%E6%9E%97%E6%B3%A2%E8%8C%A8%E5%9D%A6%E5%B9%BF%E5%9C%BA%E8%BD%A6%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8F%E6%9E%97%E6%B3%A2%E8%8C%A8%E5%9D%A6%E5%B9%BF%E5%9C%BA%E8%BD%A6%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8F%E6%9E%97%E5%8D%97%E5%8D%81%E5%AD%97%E8%BD%A6%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5%8B%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E%B1%E6%AF%94%E9%94%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7%B4%AF%E6%96%AF%E9%A1%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BA%E5%9F%9F%E5%BF%AB%E8%B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B0%94%E5%85%8B%E5%86%85%E5%B0%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D%E7%89%B9%E5%8A%B3%E6%96%AF%E8%B4%9D%E6%A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8F%E6%9E%97%E6%B3%A2%E8%8C%A8%E5%9D%A6%E5%B9%BF%E5%9C%BA%E8%BD%A6%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8F%E6%9E%97%E6%B3%A2%E8%8C%A8%E5%9D%A6%E5%B9%BF%E5%9C%BA%E8%BD%A6%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8F%E6%9E%97%E5%BF%AB%E9%93%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8F%E6%9E%97%E8%A1%97%E8%BB%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85%B1%E6%B1%BD%E8%BB%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8F%E6%9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8F%E6%9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9%87%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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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有很多世界知名的景點，從柏林總站搭乘地鐵、路面電車可以很容易到

達，而且柏林人相當友善，國際旅客可以很快適應這裡。柏林最好的旅遊方式，

就是見證歷史，也可因此見證柏林的轉乘系統。柏林大教堂是一座基督新教路德

教派的教堂，位於柏林市區博物館島的東部，曾是德意志帝國霍亨索倫王朝的宮

廷教堂，英文寫作 Berlin Cathedral 有時被誤譯作「柏林主教座堂」，但該教堂並

不是主教座堂，也從未有主教進駐。教堂內部裝飾非常華麗，可以容納超過 500

人，地上建築有 4 層，可沿著階梯登頂俯瞰柏林市區，柏林真是美極了。包浩斯

理念若沒有被納粹因猶太原因掃蕩，可能就是美學的復興運動，德國和世界各地

都喜歡這個簡單美感，因為德國建築師 Walter Gropius 的努力，他是包浩斯學校

倖存的種子，也是把包浩斯理念打到國際的重要關鍵，很多建築迷都會到柏林看

包浩斯派的建築。從波茨坦廣場走 19 分鐘就到了 Niederkirchner 街，這裡是除了

東邊畫廊外另 2 段存留的柏林圍牆之一，保存的主要原因就是旁邊的一大片空地

為恐怖地形圖（Topographie des Terrors），該處是納粹時期蓋世太保、親衛隊等的

總部所在地，從 1933 年起納粹得勢，從此許多政治犯在此遭受審問拷打和處決，

二次大戰時，該總部遭毀損，戰後拆除建築廢墟，目前此建築遺址成為博物館和

紀念館。從展場看板顯示、1933 年納粹剛剛得勢，那時的希特勒非常親民，而且

很有笑容，1941 年起開始有系统屠殺猶大人、波蘭人、其他斯拉夫人、蘇聯平民

及戰俘、羅姆人、共產黨人、同性戀者、共濟會成員、耶和華見證人及身心障礙

者，他的面目變得相當可憎，成了魔王。離柏林地標布蘭登堡門沒多遠，就是紀

念二戰時期納粹大屠殺歐洲猶太人紀念碑（Holocaust-Mahnmal）園區，它是以

2711 塊高度不一的混凝土長條，或直立或横豎，塑造出了大屠殺時期猶太人的

人心惶惶，也顯示出德國對這段血淚史的反省，走在其中更有警惕「正視歷史，

勿忘過去」的功能。 

    柏林 Sony 中心的電影博物館也是在柏林一定要去的地方之一，每個電影人

告別了世界，無論如何豐功偉業，都只成為博物館內的一個檔案，存入館內檔案

陳列室的一個抽屜，影迷打開抽屜就可以看到你想看的影人，不少明星仍活在影

迷心目中。有的檔案太大，大到用二、三個展示場都陳列不完，德國、美國雙重

國籍的瑪琳娜.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就是。她最著名的事蹟是她最當紅時，

1936 年納粹邀請她回德國，除了保證高薪外，還給予她完全修改劇本與挑選合

作夥伴的自由，但被她拒絕。之後投身二戰人道主義事業，為德國及法國避難和

流亡者提供住所和經濟支持。她紅過，也成為票房毒藥過，後來又翻紅，50 年代

她的歌唱事業到達巔峰，1979 年電影「漂亮的小白臉，可憐的小白臉」是她最後

一次現身，拍攝完本片後，她選擇完全離開公眾的視線。之後在 1984 年奧斯卡

紀錄片入圍的「瑪琳娜」用聲音再次出現，喚起影迷對她的注意，她 1992 年過

世。1997 年柏林市波茨坦廣場附近的一個區域被命名「瑪琳娜·黛德麗廣場」，紀

念詞是「柏林的世界電影與音樂明星，為了自由與民主，為了柏林與德國」，彰

顯她的價值不只是在電影上，瑪琳娜用她中性氣質影響公眾，她支持男女平等且

經常穿著男裝，成為了兩次世界大戰中婦女運動的偶像，也成為同性戀的代表人



115 
 

物，而且她投身反對希特勒不人道的民族主義思想得到國際讚揚。館內展示很多

著名德國電影的成就，分為災難、歌舞、恐怖等主題，来介绍時代氛圍、拍攝場

景及動員能力，代表導演和明星雖是重點，但劇組和場景更形重要。有趣的是卓

别林不是德國人，也成了館內焦點，除了他是世界大明星外，可能和他在 1940

年以希特勒形象演過「大獨裁者」，完全預測到希特勒之後的所作所為有關。館

內的佈置看出德國人對電影極度的喜好，柏林影展是重要指標，也吸引世界影迷

來朝聖。 

    柏林見證了納粹屠殺及東西方冷戰的殘酷歷史，如果有看過 2015 年史蒂芬

史匹柏執導的「間諜橋(Bridge of Spies）」，湯姆漢克飾演的美國律師唐納文以鋼

鐵般的意志完成一個蘇聯間諜換二個美國人(一是 U2 侦察機飛行員，另一個是耶

魯大學研究生）的任務，中間協調過程扣人心弦，完全無冷場，最後得到東德的

回應，雙方同意在格林尼克橋和查理檢查哨同時進行換囚事宜。其中所說的查理

檢查哨，（Checkpoint Charlie)，位於柏林市離前面介绍的恐怖地形圖不遠，路程

约 10 分鐘內，原稱 C 檢查哨，因北約音標字母的「C」通常念作「Charlie」，所

以稱為「查理檢查哨」，從這個檢查哨往北去，即進入東柏林，反之往南則是進

入西柏林。1990 年 6 月 13 日因東德共黨政府傳達口誤，讓情緒激昂的抗議民眾

順利推倒高牆，柏林圍牆總長 167.8 公里，而東邊畫廊總長 1316 公尺，是原本

的百分之一不到。1990 年柏林圍牆倒塌並開放後，由來自 21 個國家、118 位藝

術家的塗鴉作品，原來擁有者希望藉由世界巡迴展覽進行拍賣，結果被永久的保

存下來，東邊畫廊是目前世界上最長的永久露天畫廊。東邊畫廊原本有 105 幅畫

作，不過經過天氣、遊客鑿牆及塗鴉破壞等因素，於 2009 年進行翻修，請到原

本的 14位藝術家進行重新繪製的翻修事宜，因為其中有藝術家拒絕重製及仿製，

所以最終原始塗鴉保留下來的數量只有原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中「兄弟之吻」

還是最受旅客歡迎，我經過的當天是下雨天，但一點不減旅客興致。 

    走在柏林看再發展，可能因為轉乘系統便捷的關係，柏林從車站總站前到城

市各角落都看到很多活化及再發展情形，而且非常重視綠化，柏林推動的生態政

策是非常積極、前瞻、聰明的，不僅保存及創造都市中的生物棲息地，同時也確

保了都市環境的綠化水準及視覺品質，並藉此增加提供了市民休閒娛樂的綠地，

創造一個尊重生態的高品質的都市發展，這理念用在柏林看起來像是更好的活化

策略。在法蘭克福總站學習時，當地專家都表示法蘭克福的運量雖為德國第二，

但城市內的轉乘和吸引國際旅客能力卻遠遠不如柏林，柏林的再發展已經不用靠

交通建設去創造，而是如有機體一樣的自動擴展，來到柏林才發現專家說的正確，

如果城市具備一定規模和創造水準，很多區域會自動活化，柏林的創意在什麽都

可以行銷，名勝、市名、紅綠灯小人、熊、包浩斯理念、勃肯鞋、圍牆及 T 恤等，

在比較國王十字車站鄰近區域的再發展案例，讓我感受到開發之初是因車站改建

而起，之後就會轉變成車站和再發展區的相輔相成，我也體會到 TAKU 教授一直

和我說，希望台灣政府能促使新竹車站鄰近地區成為台灣第一個再發展的成功案

例，台灣其他車站就能依循，並發揮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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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習重點 

1. 柏林在再發展方面是值得讓大家羨慕的，有便捷的的轉乘系統，吸引很多的

國際投資機會。歷史景點故事性強，柏林人創意又十足，到處看到活化成功

案例。 

2. 柏林人的友善及優異的英文能力也讓國際旅客一來再來，這也是再發展所必

備的。 

3. 包浩斯的簡單美學建築理念是柏林人的驕傲，讓柏林在重建上有很好的模式。 

4. 柏林好要更好，市政府現推出的生態政策，讓更多地方更綠化，走上高品質

的都市發展，也許可以作為新竹車站未來再開發的重點。 

 

 

圖 4.13- 1 柏林火車站總站內部 

 

圖 4.13- 2 柏林轉乘系統-城市快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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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3 東邊畫廊-柏林圍牆 

 

 

圖 4.13- 4 柏林轉乘系統-地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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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5 SONY 中心 

 

 
圖 4.13- 6 柏林愛樂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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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7 柏林電影博物館 

 

 
圖 4.13- 8 波茲坦廣場 



120 
 

 
圖 4.13- 9 柏林大教堂 

 

 

圖 4.13- 10 柏林充滿了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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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11 柏林綠化很透徹 

 

圖 4.13- 12 轉乘系統外經常看到大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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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13 轉乘系統-城市快鐵 

 

 
圖 4.13- 14 恐怖地形圖（Topographie des T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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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15 查理檢查哨 

 

 

 

圖 4.13- 16 柏林車站總站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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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17 柏林車站總站站外大開發案 

 

 

圖 4.13- 18 柏林充滿各式創意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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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19 歐洲猶太人紀念碑（Holocaust-Mahnmal）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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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大倫敦地區再發展成功的公

認指標-Waitrose 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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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大倫敦地區再發展成功的公認指標-Waitrose 超市 

    如果你要在倫敦長期居住，想找個安全好區，有沒有 Waitrose 超市是一個重

要的指標。Waitrose 是一家英國連鎖超市，為了好記，我都叫它「等待玫瑰」，

但英國朋友說不是這個意思，要連在一起念。Waitrose 是約翰路易斯合夥公司的

子公司，它在全英國有 317 個分店。約佔英國超市市場 5%。他的母公司約翰路

易斯合夥公司（John Lewis Partnership）是極有理念的公司，1916 年老闆史派登.

路易斯開始提高員工待遇，1918 年給予員工帶薪休假的權利，1919 年決定給員

工發周薪（以往四週才發一次薪水），而且他還向員工公開了公司收入，他覺得

相較股東們而言，應該給員工更多的福利，因此 1920 年開始把股權分給員工，

以工人合作社形式運作的公司，其所有人是代表全體工作人員利益的一家基金會。 

    這集團的精神象徵就是 1925 年史派登提出的標語「never knowingly 

undersold」（從不故意拋售），伊麗莎白二世及查爾斯王子給予他們供給英國王室

雜貨、葡萄酒和烈酒的皇家認證，成為王室供應商之一。Waitrose 是一家倫敦人

公認的高檔超市，並不是因為它的價格偏高，而是它對得起這個價格，Waitrose

非常注重它的貨源，食材幾乎来自英國乃至全世界各地的良心農場，這些農場需

通過嚴格甄選，值得信赖後才開始合作，確保引進最高品質的純天然產品。

Waitrose 對系統化的操作模式是極度的排斥，比如沒有放養的家禽家畜之類的，

這些肉材就絕對不會在此出現，公司非常堅持生態理念。 

    而且 Waitrose 非常偏好有機食品，不只是最常見的有機蔬果和蜂蜜，當然還

有一直在變成食物前生活自由自在的家禽家畜。資料顯示 Waitrose 的有機食品

多達 1,600 多種，除了建立一般的有機食品基礎外，也推出了更高端的王室特供

有機食品，當然一般人也可以買到。Waitrose 超市一定沒想到自己成了好區指標，

但經過我查訪很多地區，確如英國朋友所說的很有道理，前述所研習的倫敦地區

車站的再發展地區也都有 Waitrose 超市，也代表這些地區德開發都很成功。 

 

 

圖 16- 1 倫敦好區指標 Waitrose 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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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風華再現的蒸汽火車教育事

業-the Bluebell Rail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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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風華再現的蒸汽火車教育事業-the Bluebell Railway 

(1) 現勘日期 

    111 年 8 月 26 日 

(2) 研習及現勘主要內容 

    離我住的地方 Purley開車半小時，有一條有名的蒸氣火車線BlueBell Railway，

從倫敦南部的 East Grinstead 車站行駛到 Sheffield 車站，中間停 2 站(Horsted 

Keynes 和 Kingscote )，主要在暑假及特殊假日營運，每天運行 5 班来回，行駛頭

尾 2 站之間约 40 分鐘，三等艙来回車票 27 鎊，車上有小孩最喜歡的 Snackbar，

咖啡 2 鎊，零食 1 到 2 鎊。也可以選擇搭乘高級的餐車，邊搭車看風景和吃中

餐，但價格不便宜。 

    這條 1960 年開始營運的路線，後來火車都改用電力和燃油，廢棄後不知道

要做什麽用途，在有心人力的推動下，由地方政府和慈善團體合作成立了 BlueBell 

Railway Trust，讓這些古董级的東西活化起来了，而且召了不少鐵路退休員工擔

任義工，目前有員工 50 人，超過 700 個義工，很多站務員、司機、助理、维修、

販售及清潔人員義工年纪都頗大，要擔任義工也被要求很嚴，他們都必須和這些

古董火車有共事的經驗。我和一個穿制服的老先生聊了一下，他說他是專門修引

擎的(年纪大概 80 歲)，還有纪念品站的銷售員年纪大概也有 90 歲。 

    為了推動蒸汽火車歷史、工業革命時期的科學知識，這個傳承教育花了義工

很多的心力，最大的經费贊助單位為英國樂透彩卷公司，但經費仍不夠，要靠車

票、餐飲、纪念品及零星捐款的支持，好在人事成本因義工居多而降低很多。 

    蒸汽火車、各火車站佈置、人員制服、餐㕔內裝、海報招牌及沿線平交道都

維持 1960 年代特色，四個車站也各有特色，端點站 Sheffield Park 車站有火車博

物館、維修廠和紀念品店，Horsted Keynes 車站拍過很多電影和影集，著名的唐

頓莊園有部分在車站的鏡頭就是在此拍攝；另一個端點站 East Grinstead 車站靠

近南方鐵路(Southern Railway )的車站，可轉乘正式的國家鐵路到英國其他地區。

火車路線沿途風景非常優美，老建築居多，有些是部分翻新但仍维持原有風味，

農地上有馬、羊，神奇的是有些林地也可輕易看到野生鹿。 

    在此我看到很多阿公阿嬷帶著孫子孫女前来，去程大概坐滿，回程可能有家

人開車在终站等，人少了些，很多人選擇中午班次在豪華餐車用餐，感受作家克

莉絲蒂所寫的「東方快車謀殺案」情景，也有人搭乘一等車廂感受哈利波特和同

學搭火車到霍格華茲的情形。看到最令我感動的一幕，有一對爺爺和孫子在玩電

腦模擬開火車時，爺爺發出的笑聲比孫子還大的多，旁邊看到的人都笑了，果然

每一個世代都愛火車，蒸汽火車更是大家最愛，希望有一天台灣也有一條線固定

發車，也讓台鐵很多退休人員有一個很棒的舞台。 

(3) 學習重點 

1. 這個蒸汽火車活化成功案例值得彰化車站高架化計畫結合扇形車站的動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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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辦理。 

2. 這個 the Bluebell Railway 的保存被視為教育事業，經費大部分由英國運彩公

司支出，但仍需靠營運來盈利支持。 

3. 退休的鐵路員工最好的舞台，大家成了老師受人尊敬。 

4. 臺灣已經愈來愈少老少三代可共樂之活動，這是少數可執行的，其實建議由

行政院帶頭進行，交通部協助。 

 

 

圖 4.15- 1 The BlueBell Railway 從 1960 年開始營運 

 

 

圖 4.15- 2 Sheffield 車站的蒸汽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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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3 The BlueBell Railway East Grinstead 車站入口 

 

 

 

圖 4.15- 4 Sheffield 車站的蒸汽火車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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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5 The BlueBell Railway 義工(退休鐵路員工) 

 

 

 

圖 4.15- 6 蒸汽火車豪華餐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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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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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及建議 

一、 心得 

（一） 本次研習了英國 9 個車站、德國 4 個車站、法國 1 個車站，有不少

車站在活化及再開發之前也面臨了和新竹及桃園車站類似的困境，

前後站發展極不均衡，後來在地方政府和車站事權分立且互相搭配

之下，車站及周邊地區皆有良好發展。 

（二） 車站改建及古蹟活化是周邊車站再開發的契機，是此次所有研習案

例中的共通性，車站改建的理由很多，除了中央政策外，地方政府都

必須有積極作為。配合地方特性去發展，如新竹市政府本次在新竹

大平台計畫，提出的步行城市的思維，若加入生態政策，像柏林、法

蘭克福借鏡，讓城市內更多地方綠化，走上高品質的都市發展，也許

可以作為新竹車站周邊地區未來再開發的重點。。 

（三） 英國、德國很多有經驗的專家認為推動車站周邊地區再開發，要同

時建立軌道式的轉乘系統(如路面電車等)，公車效果有限。以英國雷

丁市為例，本來是以公車轉乘為主，後來伊莉莎白線在今年 5 月通

車後，年輕人開始進駐到城市居住，市政府除了推動腳踏車政策外，

也在新的再發展政策將輕軌列入重要執行項目。 

（四） 德國中央及德鐵財務問題很大，要靠地方政府發揮創意解決古蹟活

化及周邊地區再發展的問題，除了成立多元的重建委員會，創造更

大的價值外，能讓參與計畫的年輕團隊看到實踐理想的機會，並了

解這是他們的責任，不畏艱難的去做，都有很好的效果。參與計畫的

團隊成員大多很年輕，有建築師、專業技術人員、藝術家和設計師

等，理性的解決迫在眉睫問題。 

（五） 車站周邊地區再發展往往是好幾項重大計畫同時進行，如何互相配

合產生加乘效果是非常重要的思維，很多國家都以國王十字車站這

個英國第一個成功案例為學習對象，但如何結合周邊景點，讓藝術、

商業、美食、電影、科技、休憩、古蹟、居住等效果加乘，英國曼徹

斯特及伯明罕等城市最近的發展，值得我們學習。 

（六） 以國家重大活動為導向的再發展，如史特拉福地區的 2012 年奧運公

園、法蘭克福主辦 2024 年歐洲足球國家杯賽事、英國 HS2 計畫及倫

敦地鐵伊莉莎白線等，市政府除了把重大活動訂為發展重點，也同

時訂出 30 年以上的發展計畫，並持續確實執行，讓參與計畫廠商和

居民有信心，史特拉福車站和法蘭克福火車總站的案例很值得我國

車站參考。 

（七） 政府主導之政策(如零碳、永續、長照等)若明確可行，民間企業會積

極配合，可參考國王十字、柏林及法國里爾等經驗。 

（八） 各車站周邊地區再發展應訂定分階段的目標，不只是看 TOD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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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人口結構重新配置去思考，也是這次研習中很多案例的思維模

式。 

 

二、 建議 

（一） 本次赴英德研習了解，各地主要大學往往是市政府再發展策略的主

要規劃團隊之一，如雷丁由雷丁大學參與，伯明罕由伯明罕大學，曼

徹斯特由曼徹斯特大學參與，倫敦很多車站也有 UCL 參與，與許多

專家建立交流管道。若本國開始重視車站古蹟活化及周邊地地區再

發展，並期待新竹車站為臺灣第一個成功案例，建議持續與國外產

官學研保持密切交流。 

（二） 車站與地方政府的事權分立是本次研習的重點，地方政府和車站的

積極作為互相搭配，建議在新竹大平台計畫中建立良好的模式。 

（三） 有些車站是以國家重大活動為導向進行再發展，中央、地方及車站

如何共同達成目標，成立多元彈性的重建委員會及年輕的工作團隊

是目前英德法各國推動的重點，值得我國效法。 

（四） 英國運蒸汽火車有專責信託基金管理，並視為教育事業，同時活化

古蹟及退休員工功能，也帶動產業發展，是本國值得學習之處。 

（五） 英國、德國站區發展專家認為成功推動車站周邊地區再開發，必須

同時建立軌道式的轉乘系統(如路面電車等)，建議地方政府要納入考

量。 

 



 

 

 

 

 

附錄 1 英國倫敦傳承發展合作局

史特拉福站辦公室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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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德國曼海姆火車總站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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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德國法蘭克福火車總站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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