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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烏日鄉的舊火車站周邊，包括烏日啤酒廠、紡織廠等建設周邊，雖現已有朝

向發展觀光休閒產業之期許，但是還是缺乏實質的規劃和配套，加上高鐵、捷運

等影響，對烏日鄉在各層面將會帶來相當程度的影響和衝擊，期望藉由規劃與設

計手法提供建議，尋求解決之道。 

而烏日高鐵特定區雖使烏日成為一個極具交通樞紐潛力的地區，但必須配合

藉由鄰近地區之發展、重大建設、交通路網以及積極將烏日鄉內部生態與河川資

源發展出地區觀光特色，期望能夠吸引外來人潮，避免使高鐵成為過境交通，降

低烏日發展可能性。 

故整體發展構想-溪北地區以烏日火車站做為地方之特色核心，結合當地啤

酒文化產業，並利用高鐵、台鐵和捷運三者的優勢和交通樞紐之便利，發展啤酒

產業觀光，作為烏日鄉發展主軸。而溪南地區以保留自然生態與農田景觀為主，

避免過多開發進駐。故烏日鄉發展願景為 : 配合既有產業特色，促進觀光發展 – 

打造台灣『慕尼黑』。 

關鍵字： 

台鐵鋼樑廠，高鐵特定區，烏日啤酒廠，烏日舊火車站，捷運G16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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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目的 

ㄧ、計畫緣起 

本次計畫範圍台中縣烏日鄉因擴大及變更都市計畫區尚未公告通過，因此大

多數地區都缺乏整治規劃，又因區內有烏溪、大里溪、貓羅溪、筏子溪、粗溪等

河流流經，地勢北高南低，造成人口向北集中，而溪南常有水患發生之現象。 

    再者，烏日鄉的烏日啤酒廠、紡織廠等建設周邊，雖現已有朝向發展觀光休

閒產業之期許，但是還是缺乏實質的規劃和配套，加上高鐵、捷運等重大交通建

設影響，對於以往缺乏整體規劃的烏日鄉在各層面將會帶來相當程度的影響和衝

擊，故本次藉由透過對烏日鄉的認識與了解，期望能將烏日鄉目前面臨的問題，

利用規劃手法提供建議，以尋求最有效的解決方式。 

 

二、計畫目的 

    根據緣起之敘述，烏日鄉的計畫目的可以下列幾點明確條例之: 

1.整合烏日鄉之交通運輸系統，提高都市效率，並配合當地產業發展觀光休閒產

業，再者，高鐵進駐及捷運影響其周邊環境之發展，研析對烏日鄉現階段之影

響及未來之發展趨勢。 

2.配合上位計畫及相關計畫，給予烏日鄉明確的未來都市發展的角色定位。 

3.將烏日鄉各聚落型態不同發展特性之地區，提出其分區都市風貌架構，進而建

構出整合且具獨特的整體性都市風貌。 

 

 

 

 

 

 

 

 

 

 



樂動新烏日－烏日鄉整體城鄉發展先期初步規劃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06年) 4

NORTH

第二節  研究範圍界定 

一、計畫範圍 

  計畫範圍為整個烏日鄉行政轄區，現轄有十六個村，全鄉總面積約為4340.23

公頃。 

二、研究範圍 

烏日鄉位於台中市南端、中部區域中心地區，為考量衛星都市居住發展帶與

外圍市、鄉、鎮不同程度之依存關係，將研究範圍選定台中市、太里市、太平市、

霧峰鄉、彰化市、芬園鄉與大肚鄉等行政範疇。研究範圍暨計畫範圍如下圖所

示。 

 

 

 

 

 

 

 

 

 

 

 

 

圖1-1 研究與計畫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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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工作計畫 

表1-1 工作流程與進度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日期 工作天數 

計畫緣起與目的 

研究範圍界定     緒論 

工作流程及項目 

3/6-3/12 7 

上位計及 

相關計畫研析 

對本計畫有所指導之計畫 
與本計畫相關之計畫 

3/13-3/19 7 

基本圖收集及繪製 

地區歷史沿革及背景 

自然環境 

區位及交通 

人口資料 

地方特色 
土地使用 

基本資料蒐集 

訪談資料 

3/20-4/2 14 

外在環境影響 

因子分析 

針對外在環境對烏日鄉 

產生影響因子分析 
3/27-4/9 14 

發展現況歸納 
以內部環境為主，分為 

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 
4/3-4/9 7 

潛力與限制分析 發展潛力與限制條件分析 

未來發展趨勢與 

角色定位 

計畫區未來發展趨勢 
與其區域功能定位 

發展願景 
建立目標體系 

發展目標 

課題與對策 提出課題與解決對策 

4/10-4/16 7 

整體發展構想 提出實質整體發展構想 

細部設計 
4/17-5/28 42 

提出方案 
3d建構、模型製作、海報 5/29-6/2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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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工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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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3/6-3/123/13-3/193/20-3/263/27-4/24/3-4/94/10-4/16 4/17-4/234/24-4/305/1-5/75/8-5/145/15-5/215/22-5/28 5/29-6/29 

計畫緣起與目的                           

研究範圍界定                           緒論 

工作流程及項目                           

                          上位計及相關計
畫研析 

對本計畫有所指導之計畫
與本計畫相關之計畫                           

基本圖收集及繪製                           

地區歷史沿革及背景                           

自然環境                           

區位及交通                           

人口資料                           

地方特色                           

土地使用 

資料蒐集與調查 

訪談資料 
                          

外在環境影響因
子分析 

針對外在環境對烏日鄉產
生影響因子分析 

                          

發展現況歸納 
以內部環境為主,分為都
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 

                          

潛力與限制分析 發展潛力與限制條件分析                           

角色定位 計畫區之角色定位                           

發展願景                           
建立目標體系 

發展目標                           

課題與對策 提出課題與解決對策                           

整體發展構想 提出實質整體發展構想                           

提出規劃方案                           
細部設計 

3d建構、模型製作、海報                           

圖1-3 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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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上位及相關計畫 

第一節 上位計畫 

一、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本計劃以烏日鄉整體城鄉空間為規劃範圍，配合生態環境永續發展的概念，

調整產業區位與重大建設、交通設施等發展，以縮小區域間的差距並提升烏日鄉

生活品質與經濟成長，以不抵觸國土計畫之目標為原則。 

 

二、挑戰二○○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1.創意文化園區之設置：結合菸酒公賣局民營化後即將閒置之酒廠活化再利用。 

2.環島鐵路(包括高鐵)觀光旅遊線。 

3.高速鐵路建設及配合重大建設提昇高鐵車站聯絡道路服務水準。 

4.各都會區輕軌整體規劃。 

5.台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 

6.生態治河親水建設：削減洪澇災害，兼顧生態保育及多工能親水空間之營造。 

7.城鎮地貌改造：型塑地區個性的文化景觀特色與風貌。 

 

三、中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 

(一)台中都會區(台中市、台中縣：豐原市、潭子鄉、大雅鄉、大里市、太平市、

烏日鄉、彰化縣：彰化市)核心發展區發展構想： 

1.整合相關重大建設，健全完善之高科技產業發展、商業經貿核心區。 

2.建設高機能之住宅環境。 

3.便利之陸海空之交通運輸系統。 

(二)高速鐵路車站特定區計畫 

1.加速高鐵車站特定區(以工商服務及轉運中心定位)之開發建設。 

2.維持高鐵廊道兩側生產施作的交通往來便利性。 

3.都市土地分區調整(綠地、隔離綠帶等土地利用)，以降低環境負面衝擊為要。 

4.限制高鐵廊道兩側一定範圍內土地利用型態與產業。 

(三)烏日鄉地區屬資源生態(重要河口生態地區)與天然災害敏感(水災)地區。 

 

四、台中縣綜合發展計畫第一次修訂 

    於台中縣綜合發展計畫中，烏日鄉定位都會衛星優質居住發展帶，其發展腹

地包括大里市、太平市、烏日鄉、霧峰鄉，烏日鄉位處於優質居住發展軸帶與台

中與南部地區之重要聯絡樞紐上，未來區內發展策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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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鐵特定區之開發與建設 

2.高鐵烏日轉運中心推動計畫 

3.解決台一線筏仔溪至王田交流道路段之交通狀況 

4.爭取成功嶺部分地區之撥用 

5.精緻農業特區，增強農產品競爭力 

6.提升教育設施及品質 

 

 

 

 

 

 

 

 

 

 

 

 

 

 

 

 

圖2-1 都會衛星優質居住發展帶構想圖 

第二節 相關計畫 

一、城鄉風貌示範計畫 

    本計畫之首要工作為創造烏日鄉的城鄉風貌，藉由此類整體城鄉風

貌的規劃活動，改善烏日鄉伴隨著重大建設的開發，觀光產業的轉型與

周邊環境的發展等所產生之影響，並發揮當地特色，激起民眾參與的精

神，建設高品質的生活環境。 

二、鎮南休閒商業專用區 

    高鐵烏日車站專用區北有成功嶺，南有大肚溪，未來發展可能受到地形限

制，而鎮南休閒專用區將成為最佳之腹地。 

花卉生產示範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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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南休閒專用區係以寬度60公尺園道作為主要交通動脈，向東北與80公尺

環中路相銜接，向西南與高鐵「站四」連絡道相銜接。若東北、西南對外交通連

貫之後，將能提昇高鐵台中站區對外交通之可及性。 

三、台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烏日鄉屬捷運系統中的綠線，係由烏日高鐵車站經縱貫鐵路大慶車站、文心

南路、台中港路、文心路、北屯路、松竹路至捷運北屯機廠。捷運系統將採高架

方式興建。未來可有效提升烏日高鐵站至台中市及臺中縣其他縣市之大眾交通路

網。 

四、台中生活圈二、四號道路建設計畫 

    未來烏日高鐵聯外道路主要以省道、台1乙線、東西向快速公路彰濱-台中

縣以及新闢之鐵路北側30米道路、生活圈二號、生活圈四號道路為主，除可改

善烏日、大里、霧峰的交通外，並可提供台中、南投、彰化地區進出高鐵站及連

接中彰、中投等快速道路的動線。 

五、台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 

    配合高鐵通車，透過增站及高架化，將台鐵轉化為都會及區域捷運，讓台鐵

轉型再生，促進車站附近都市更新、提升居民生活品質，不但消除鐵路阻隔，均

衡都市發展，也消除平交道，提升鐵路交通安全。 

 

 

 

 

 

 

 

 

 

 

 

 

 

 

 

 

圖2-2 相關建設與計畫位置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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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本資料蒐集 

第一節 歷史沿革與地方特色 

一、地名沿革  

  烏日鄉依山傍水，景色優美，河流渠道甚多，遠望如湖，有謂地形似湖日照

甚美，故開發初期稱之「湖日」，原是拍瀑拉平埔族山胞分布之地。現今的烏日

鄉名沿革傳說頗多，早期說「湖日」船隻可達，有謂地形如烏鴉仰頭照日，有反

哺報恩之意，而謂烏日等等，也可能為平埔族的分布地，「烏日」一語有若干種

說法，有謂「烏日」是「湖日」、「凹入」的誤音，亦有考證是出於平埔族番語之

譯音漢字，很可能出自平埔族語之譯音漢字。 

二、地方特色 

（一）成功嶺 

    〔成功嶺〕曾是烏日鄉代名詞，這個地方曾經

承載過一百三十餘萬年輕的生命與歷練，和一百三

十餘萬個家庭及其周圍親友的記憶。〔成功嶺〕除

軍事上的意義外，更是富涵著豐富的人文意義。 

   

  

（二）麻園頭溪溪濱公園 

    麻園頭溪溪濱公園是在縣府重塑整體城鄉風

貌政策下，鄉長謝蒼海積極爭取經費並由縣府發包

施工，於民國 91 年底完工，位於烏日橋北側、長

春橋南側，園區面積 1.67 公頃。 

 圖3-2 麻園頭溪濱公園照片 

（三）賞鳥樂園--大里溪堤畔及烏溪螺潭段 

    中彰快速道路烏日出口旁，大里溪與烏溪的交會處鳥類資源豐富，晨昏時悠

閒漫步堤岸上可以發現許多野鳥在大里溪的河床及草叢中。大里溪下游有許多野

鳥。常見的有大白鷺、蒼鷺、小環頸鴴、紅冠水雞、紅鳩、魚鷹、澤鵟、灰面鵟

鷹等野鳥出沒其間。」 

  

 

 

圖3-1 成功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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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烏日新地標--烏日大橋 

位於台中生活圈四號線上，改善本鄉與大

里市、霧峰鄉對外交通，全長 6.159公尺，

路寬 40公尺，於 93年1月16日通車。 

 

 

 

（五）花卉 

目前本鄉栽培面積約 5200 坪，產品全年可

供應市場，主要銷售市場，臺北建國花市、

臺北濱江花市、臺中縣大里假日花市，在中

北部市佔有一席之地 

 

 

（六）中和紡織廠 

臺灣早期經濟發展，紡織業扮演極重要角色，

中和紡織廠係日治時期建廠，光復後改由工礦公司

經營，民國 40 年代轉為民營，紡織業興盛時期員

數達 2000 餘人，為烏日鄉提供莫大就業機會。民

國八十年以後紡織業榮景不再，遂經將一半的廠房

用地，自辦重劃改建為住宅商店。民國八十六年逐

步將機器設備移到泰國設廠。 

 

（七）烏日啤酒廠 

烏日啤酒廠盛產聞名國際的「臺灣啤

酒」，民國 57 年啟用後迄今，從原料、水

質、製程到成品，都經過嚴格的品質管制，

近年來研發成功且暢銷的「金牌啤酒」更獲

得極佳的口碑與聲譽。該廠為配合推廣在地

產業文化特色，積極推廣行銷，於 93 年 6 

月 5 日起展售中心正式啟用開，未來也將

規劃啤酒文物展示館促銷啤酒文化與參觀活動。 

 

 

圖3-3 烏日大橋照

圖3-4 烏日花卉照

 圖3-5 中和紡織廠照

 圖3-6 烏日啤酒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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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自然環境 

ㄧ、地形地勢 

  烏日鄉之地形，大致為0~100公尺範圍內，大部份屬台中盆地，地勢平 

坦，另一小部份稍隆起的為西北角成功嶺所屬之大度山台地及南邊部份之八卦山 

台地。 

  烏日鄉以大里溪為界，可分為溪南、溪北兩部份，溪北地勢稍高，現全鄉約

有60%以上人口居於此區，其西北部為大度山之一部份，坡度稍陡（約15%）， 

溪南地勢低窪，故常有水患。 

二、土壤 

  烏日鄉境內大部份區之土質為現代沖積層，其組成物質為各流域露出岩層 

碎屑，以及因潮汐與季風自河流沖刷帶來的漂砂，為農業生產重地，另一部 

份為上新世紀之砂岩頁岩層；平原部份之土壤為礫石及黏土。  

三、氣候  

(一)氣溫：受地形景響頗為顯著，山地丘陵多南北走向，氣溫受此影響， 

屬亞熱帶氣候，全年平均溫度23℃左右，一月平均溫為16℃左 

右，而七月平均溫度則介於26至28℃之間。 

(二)雨量：由於位於台地背風坡，因此雨量稍少，平均年雨量在1600公厘左右，

降雨量受季風影響，四季變化不一，雨量集中於夏季6∼8月，西南季風期內雨

量較為豐沛，冬季東北季風盛行期間雨量較少，較為乾旱，全年平均降雨量約

175公釐，以四至八月為雨季。 

(三)季風：本地區之氣候受季風影響很大，雨量之因素幾乎受季風決定東北季風 

盛行，乾燥雨量不豐。 

四、水資源 

  烏日鄉溪流甚多，有烏溪主流及其及支流大里溪、貓羅溪、筏子溪等，均 

列為台灣之主要河川，其中位於本計畫內者有大里溪及其支流旱溪，大里溪水 

系為烏溪中遊之一大支流，其重要水源有大坑溪、廓子溪、旱溪、頭汴坑溪、 

草湖溪及乾溪等六大支流，均發源於大橫屏山淺山區，分別注入台中盆地，先 

後匯入大里溪後，西流至烏日鄉注入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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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人口特性 

以烏日鄉民國76年至民國95年間人口資料為基礎，並將鄰近鄉市鎮相關人

口資料納入參酌，分析其人口特性；並依據分析之資料預測烏日鄉未來人口數，

用以提供未來各項建設計畫所需之參考基準。 

一、人口成長 

人口成長包括自然成長及社會成長，藉以可以預測未來的人口數，由這些數值可

以掌握一個都市的發展狀況，更進一步探討各項建設需求或需改善之處，以謀求

其發展。 

(一)烏日鄉 

   烏日鄉在民國76年時人口為52,894人，至95年時為67,065人，歷年來皆

維持正成長的趨勢。成長率88年為一分界點，88年以前烏日鄉的人口成長率起

伏大，88年以後則是連續七年成長率低於1％，直到95年回升至1％以上，烏

日鄉在本縣屬「中度成長地區」，由於本鄉鄰近台中市，聯外交通便捷，受台中

市都市人口擴張的影響，有成為大台中都會區外圍衛星市鎮的趨勢。  

(二)鄰近地區 

    根據烏日鄉及鄰近地區人口數表，彰化市、烏日鄉與大里市屬人口正成長之

地區。其以大里市之人口成長較為明顯，因大里市鄰近台中市的市中心區且為台

中市之都市型衛星市鎮；烏日鄉以及彰化市則成長較為緩慢，其因為烏日鄉與彰

化市與台中市的密切程度還不及大里市與台中市的密切程度。 

圖3-7 烏日鄉民國76年至民國95年人口成長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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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烏日鄉民國76年至民國95年人口成長比較表 

年份 男 女 合計 人口成長率（％） 

76 27603 25261 52894 1.10% 

77 28298 25826 54124 2.33% 

78 28908 26413 55321 2.21% 

79 29518 27003 56521 2.17% 

80 30194 27746 57940 2.51% 

81 30538 28222 58760 1.42% 

82 30640 28148 58788 0.05% 

83 31185 28766 59951 1.98% 

84 31429 29078 60507 0.93% 

85 32200 29785 61958 2.40% 

86 32737 30332 63069 1.79% 

87 33102 30785 63860 1.25% 

88 33187 30850 64037 0.28% 

89 33408 31260 64668 0.99% 

90 33514 31574 65088 0.65% 

91 33559 31627 65186 0.15% 

92 33610 31803 65413 0.35% 

93 33737 32028 65765 0.54% 

94 33841 32242 66083 0.48% 

95 34270 32795 67065 1.49% 

 

 

 

表3-2 烏日鄉及鄰近地區92年至96年1月底人口成長率表 

年度 

地區 項目 
92 93 94 95 96(1月底)

總人口數 1,520,376 1,527,040 1,533,442 1,543,436 1,543,719

自然增加率 0.55 0.56 0.41 0.38 0.37 

社會增加率 0.26 -0.01 0.12 0.52 -0.19 

台
中
縣 

總增加率 0.81 0.55 0.53 0.90 0.18 

總人口數 65,413 65,765 66,083 67,065 67,113 

自然增加率 0.57 0.88 0.39 0.52 0.28 

社會增加率 0.34 -0.44 -0.73 1.61 0.43 

烏
日
鄉 

總增加率 0.90 0.44 -0.33 2.14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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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日鄉及鄰近地區總人口折線圖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92 93 94 95 96(1月底)

烏日鄉 霧峰鄉 大里市 彰化市

總人口數 65,188 64,957 64,747 64,627 64,589 

自然增加率 0.26 0.49 0.37 0.22 0.26 

社會增加率 -0.71 -1.45 -0.57 0.17 -0.85 

霧
峰
鄉 

總增加率 -0.44 -0.95 -0.20 0.39 -0.59 

總人口數 181,308 184,164 186,818 189,945 190,051 

自然增加率 0.43 0.65 0.49 0.43 0.49 

社會增加率 1.03 1.83 0.71 1.04 0.07 

大
里
市 

總增加率 1.46 2.48 1.20 1.47 0.56 

總人口數 233,435 234,308 234,493 235,322 235,406 

自然增加率 0.64 0.46 0.54 0.57 0.37 

社會增加率 0.53 -0.54 -0.01 0.09 -0.01 

彰
化
市 

總增加率 1.17 -0.08 0.53 0.66 0.36 

 

 

 

 

 

 

 

 

 

 

 

 

 

 

圖3-8 烏日鄉及鄰近鄉市92至96年1月總人口折線圖 

 

 

 

 

 

 

 

 

 



樂動新烏日－烏日鄉整體城鄉發展先期初步規劃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06年) 18

二、人口分布 

依民國96年3月底人口資料統計，烏日鄉轄內現有16村18794戶，全鄉人

口統計約67199人。本鄉人口主要集中於北部的幾個村子包括九德村、烏日村、

仁德村等，其中以九德村人口最多達15035人，其次是烏日村人口達8688人。 

 

 

 

 

 

 

 

 

 

 

 

 

 

 

圖3-9 烏日鄉人口集中地區示意圖 

第四節 區位及交通運輸 

一、現有烏日都市計畫區發展現況  

(一) 高速鐵路用地：原計畫劃設高速鐵路用地面積3.46公頃。  

(二) 鐵路用地：原計劃設鐵路用地面積16.16公頃，為現有縱貫鐵路，聯絡南北

之交通，現已開闢面積8.82公頃，開闢率為54.58%。  

(三) 道路用地：原計畫劃設道路用地面積101.90公頃，聯外道路之一號(台一二

甲)、二號道路目前已開闢或部份開闢，區內道路系統除現有市街地外其餘大部

份均尚未開闢，現已開闢面積計62.44公頃，開闢率為61.28%。 

(四)聯外道路系統 

本鄉對外聯絡道路主要有東西向台1乙省道通往大肚鄉、台中市及彰化縣，南北

向有台74號省道（彰濱快速道路）及中127號縣道（光日路及太明路）通往彰

化市、台中市南屯區及霧峰鄉，而中山高速公路穿越本鄉東北部並設有王田交流

道；未來第二高速公路興建完成後則通過本鄉中部並設有烏日交流道，因此對外

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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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區道路系統 

在鄉內道路系統方面，主要以台1乙省道及中127號縣道為主，道路系統主要呈

網狀。受到地理環境影響，大里溪、大肚溪、旱溪、烏溪等均穿越本鄉，將本鄉

分隔成溪北及溪南兩區，主要道路均興闢於溪北區，而溪北與溪南兩區僅靠溪南

路聯繫，因此交通不便影響了溪南地區之發展甚鉅，且溪南路交通經常癱瘓造成

民眾通行不便，因此短期內宜針對溪南對外道路系統尋求解決之道，以加速溪南

地區之發展。 

(六)大眾運輸系統 

本鄉在公路運輸方面，主要有台中市公車、仁友客運、及豐原客運負責本鄉旅次

運輸，其中又以通往台中市及彰化縣市的旅次最多。  

在鐵路運輸方面，縱貫鐵路台中線通過本鄉，並在鄉內設有烏日、成功兩火車站。

未來高速鐵路及台中都會區捷運支線皆經由本鄉，其中高鐵將在本鄉三和村設

站，預期上述大眾運輸系統完成後，將可帶動本鄉的發展。 

(七)主要道路服務水準 

在聯外主要道路之服務水準方面，烏日鄉境內有台1乙省道經過，其服務水準屬

擁塞之層級。 

台1乙省道成功嶺至沙田路一段428巷路段假日的服務水準較平日差，由於過於

鄰近王田交流道，因此路段上的車流量過大，加上路口時相、週期等因素，亦造

成鄰近路口路段中行車阻塞。 

二、擴大及變更烏日都市計畫區發展現況  

(一)道路交通用地： 

擴大計畫區內之主要道路有五光路、光明路與溪南路，均為區內對外之聯絡道

路，其次為復光巷、五中巷與興農巷等，屬於聚落間之聯絡道路，其次為現有之

農路，現有道路用地5.12公頃。  

(二)道路交通現況：  

就擴大計畫範圍內目前之道路系統現況，茲分述如下：  

1.五光路：由北往東斜本鄉，其中中山路至溪南橋段屬縣127號道路，溪南橋至

鄉界段屬中103號道路，為本鄉往大里之聯外道路，目前已拓寬為15公尺。  

2.溪南路：由溪南橋起往南至鄉界，屬縣127號道路，為本鄉通往霧峰之聯外道

路，目前已拓寬為20公尺。  

3.區內聯絡道路：主要現有聚落內之既成道路，除供聚落內部交通外，為聚落與

聚落間之聯絡道路，由於均為現有之既成道路，缺乏整體規劃，彎延曲折且路面

狹小，易生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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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產業活動 

產業規模分析 

  由歷年的各級產業人口來看，將烏日鄉與鄰近之大里市、霧峰鄉做一比較。 

（一）一級產業  

1.烏日鄉 

  烏日鄉的農戶人口約1萬3千多人；至於林業、漁業則甚少從業人員，而在

畜牧業的發展方面，目前以豬隻的飼養為大宗，其數量計有20,155隻，佔全縣

排名的第3位。 

  此外，烏日鄉所生產的農作物，以稻米的生產面積最廣（2524公頃），每公

頃的產量達5021公噸，位居全縣的第二位，而在其他作物方面，以蔬菜類最為

重要，西瓜是其中產量最大者，而果品中的鳳梨、荔枝、其他果品方面產量較多。 

2.大里市 

大里市的一級產業發展以農業居多，農戶人口約1萬多人；至於林業、漁業方面，

則甚少從業人員；而在畜牧業的發展方面，目前以豬隻的養殖為主，而其所生產

的稻作，與民國85年比較，有減少的趨勢，目前年產量為4860公噸，其他的農

作物，以果品最為重要，各類果品均有生產，其中以荔枝為大宗，其次為香蕉，

目前年產量為1565公噸。 

3.霧峰鄉 

  霧峰鄉的一級產業發展以農業居多，約有農戶2萬人左右；至於林業、漁業

則甚少從業人員，在畜牧業的發展方面，目前有豬隻16,001隻，為主要的牲畜

養殖種類，而羊的飼養數量也多達605隻。 

（二）二級產業  

  目前台中縣境內位於都市土地之工業區平均使用率約為63.91%，而使用率

達70%以上之鄉鎮市包括豐原市、潭子鄉、大雅鄉、石岡鄉、烏日鄉、大肚鄉、

霧峰鄉及大里市等，主要位於中心都市(台中市)之衛星市鎮；使用率未達50%之

鄉鎮市為大甲鎮、后里鄉、神岡鄉、新社鄉、大安鄉及太平市等，主要為離中心

都市較偏遠之鄉鎮。 

  以下就烏日鄉、霧峰鄉、大里市做一比較分析。 

1.烏日鄉 

  烏日鄉因有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經過，因此對於二級產業之發展幫助頗大，

至民國八十三年二月底止，烏日鄉共有大型工廠647家，而現有登記之工廠家數

為667家，各類工廠以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為大宗，計有180家，其次為金屬製

品製造業，計有127家，可稱得上是地方發展之主要動力；本鄉的工業區分布，

以都市計畫區內工業區為主，至民國89年底為止，面積共為49.34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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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里市 

大里市的工業區多位於都市計畫區內，至民國89年底為止共有94.79公頃，為

本發展帶中面積最大者，其中大里工業區屬於綜合性工業區，現有廠家286家，

至民國89年底為止大里市登記之工廠家數為1824家，各類工廠以機械設備製造

修配業為大宗，計有520家，其次為金屬製品製造業，計有431家。 

3.霧峰鄉 

  霧峰鄉的工業區多分布於都市計畫區內，共有23.11公頃。登記之工廠家數

為496家，以機械設備製造修配為大宗，其次為金屬製品製造業。 

表3-3 工業區面積占台中縣比例比較表 

種類 都市土地(工業區) 非都市土地(工業區) 

項目 計畫區 面積(ha) 編訂名稱 編訂面積 % 編訂名稱 編訂面積 丁種建地

烏日鄉 烏日 49.34 - - 2.56 - - - 

大里 48.63 - - 大里 38 - 

大里塗城 46.16 - - - - - 大里市 

小計 94.79 - - 

4.91

- - - 

霧峰鄉 霧峰 23.11 - - 1.2 - - - 

台中縣 合計 1930.62 - 158  - 404 738.46

資料來源：本組整理 

（三）三級產業  

  烏日鄉之三級產業之發展在未來仍十分具有發展潛力，因未來烏日鄉之發展

建設將以交通建設為重，在方便的交通條件下，三級產業之發展勢必無可限量。 

 

第六節 土地使用 

一、都市土地 

(一)現有烏日都市計畫區發展現況 

1.土地使用：  

(1)住宅區：原計畫面積132.81公頃，現有住宅的分布大致沿著中山路、新興路

兩側發展，新建住宅區則大多集中在明道中學附近，五號道路(中華路、信義

街)兩側，現已使用面積102.51公頃，使用率為77.91%。  

(2)商業區：原計畫面積8.33公頃，目前計畫區之商業使用以鐵路烏日站前三民

路一帶及中山路兩側為主要發展，現已發展使用面積為七．九四公頃，使用

率為95.32%，本區之商業規模均不大，主要以零售及個人服務業為主，供應

當地居民日常生活所需，較高級品則仰賴台中市供應。 

(3)工業區：原計畫面積49.73公頃，現已發展使用面積46.22公頃，使用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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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4%，本計畫區之工業發展主要以大型工廠為主，計有台鐵鋼樑廠、中興

啤酒廠，中和紡紗廠、金永勝工廠等，這些大型工廠雖為本鄉帶來就業機會

及稅收，卻因站地面積廣大彼此相近，且位於市中心，造成商業區之發展受

限及鄰里間交通受阻，同時又有環境污染及交通運輸問題。  

(5)保存區：原計畫面積0.10公頃，為現有之廟宇予以保留劃設，現被開發使用，

使用率為100%。  

(6)農業區：原計畫面積108.57公頃，除現有農家及小型工廠散布其中外，現況

大多維持農業使用。其餘土地使用內容參照表3-30。 

表3-4 現有烏日都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項目 現有計

畫面積

（公頃）

重測後

面積（公

頃） 

誤差面

積（公

頃） 

百分比

1（％）

百分比

2（％） 

備

註

住宅區 134.86 132.81 -2.05 24.82 35.34  

商業區 8.29 8.33 +0.04 1.56 2.22  

工業區 49.08 49.73 +0.65 9.29 13.23  

購物專用區 5.00 5.06 +0.06 0.95 1.35  

保存區 0.11 0.10 -0.01 0.02 0.03  

一

般

使

用

分

區 
農業區 102.49 108.57 +6.08 20.29 -  

機關 20.98 22.06 +1.08 4.12 5.87  

加油站 0.24 0.21 -0.03 0.04 0.06  

國小 10.28 10.29 +0.01 1.92 2.74  

國中 7.00 6.85 -0.15 1.28 1.82  

高中 3.54 3.47 -0.07 0.65 0.92  

公園 6.98 6.26 -0.72 1.17 1.67  

兒童遊樂場 2.28 2.31 +0.03 0.43 0.61  

綠地 0.06 0.02 -0.04 0.00 0.01  

停車場 1.46 1.50 +0.04 0.28 0.40  

市場 1.33 1.27 -0.06 0.24 0.34  

變電所 0.83 0.77 -0.06 0.14 0.20  

污水處理廠 1.65 1.21 -0.44 0.23 0.32  

自來水事業用地 0.79 0.92 +0.13 0.17 0.24  

抽水站 0.07 0.09 +0.02 0.02 0.02  

人行廣場 0.95 1.00 +0.05 0.19 0.27  

計畫道路 107.71 101.90 -5.18 19.04 27.12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鐵路 15.52 16.16 +0.64 3.02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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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鐵路 3.46 3.46 +0.00 0.65 0.92  

河川 53.13 48.22 -4.91 9.01 -  

 

墓地 3.11 2.59 -0.52 0.48 -  

合計 541.21 535.16 -6.05 100.00 100.00  

(二)擴大及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1.住宅區： 

原面積132.81公頃，本次檢討，變更部分農業區、機關、公園、變電所、河

川及道路為住宅區，並變更部分住宅區為公園、兒童遊樂場、綠地及道路用地

等，檢討結果，原計畫區共劃設住宅區面積188.87公頃，分為四個鄰里單元，

住宅區依區位特性與發展構想，劃分為四種類型，各予不同強度之管制。 

2.商業區： 

原面積8.33公頃，本次檢討，變更部分住宅區、農業區、墓地及道路為商業

區，變更部分商業區為機關用地，檢討結果，原計畫共劃設商業區面積9.52

公頃，並依區位特性與發展構想，劃分為二種類型，各予不同強度之管制。 

3.工業區： 

原面積49.73公頃，本次檢討變更部分工業區為綠地，另變更部分農業區為工

業檢討結果共增加工業區面積0.47公頃，檢討後總面積共50.20公頃，而為

提高居住環境品質，本計畫之工業區均指定為乙種工業區。 

4.購物專用區： 

本次檢討維持原計畫於大里溪與旱溪交口北側所劃設購物專用區一處，面積

5.06公頃。 

5.保存區： 

原計畫區於寶林寺現址劃設為保存區，本次檢討維持原計畫，面積0.10公頃。 

6.宗教專用區： 

本次檢討配合前竹村天后宮現址及溪南地區東女慈聖宮現址，予以檢討變更及

規劃為宗教專用區，檢討後劃設宗教專用區一處，面積0.80公頃。 

7.農業區： 

原計畫區面積108.57公頃，本次檢討因原計畫區各土地使用多已飽和變更部

分農業區規劃為二處鄰里單元，以解決計畫區居民對各項土地使用之需求，另

除依實際需要變更者外，於原計畫區西側筏子溪旁尚保留部分農業區，檢討後

面積共計2.42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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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擴大及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圖 

二、非都市土地 

圖3-11烏日鄉非都市土地使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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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日鄉非都市土地共計2098.50公頃，其中以特定農業區的1662.96公頃為

最多，佔非都市土地之 79.25％，其次為特定專用區的 263.33 公頃，佔非都市

土地之12.25％；其餘為山坡地保育區及鄉村區。 

目前烏日鄉之非都市土地大多為農業使用或是零星工廠散佈其中，加上對外

交通較為不便，相較於溪北地區全區進入都市計畫而言，雖屬於發展較落後之地

區，但卻也保留了相當多的自然風貌。 

 

第七節 訪談資料整理 

◎議題一：目前烏日鄉大里溪以南屬於非都市計畫區，您認為未來變更為都市計

畫區是否合宜?為什麼?請說明之 

(一) 贊成(佔92%) 

1.溪南村工廠凌亂且造成污染，希望變更為都市計劃區後能夠改善，或者能

匯整成工商綜合區。 

2.公共設施不足與自然環境阻隔希望變更後能連貫溪北地區並引進人口。 

3.舊市區沒落望可藉由都市計劃規劃溪南地區擴大腹地促進發展。 

(二) 不贊成者(佔8%) 

1.人口數未達最大人口數變更為都市計畫區沒有開發價值。 

2.溪南大部分都是農業區，且地價較便宜又有河川可排放廢水而導入許多工廠進

駐，故沒有規劃的必要。 

◎議題二：您覺得現階段烏日鄉到鄰近鄉鎮市的交通方便嗎?而烏日鄉內部的交

通您認為有問題嗎?問題為何? 

(一)方便(佔89%) 

1.高鐵的引進以及包含中山高、二高之交流道，以及中彰快速道路、鐵路、

省道等各種聯外道路。 

(二)不方便(佔11%) 

1. 塞車問題嚴重，主因為上下班與上下課時間，造成交通混亂。 

2.往台中市的部份尚未有更便利的交通設施。 

(三)其他意見  

1.河川阻隔造成溪南與溪北無法串聯必須繞道。 

2.產業道路多，過於狹小，且新舊道路標示不明遭成混亂。 

3.大眾運輸設施不足，上下班時段交通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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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您認為烏日的舊火車站是否有保存的價值?為什麼?而您對烏日舊火車

站及周邊地區未來的發展有何看法? 

(一)有保存價值(佔42%) 

1.歷史及紀念價值，可呈現昔日風采與懷舊景觀。 

2.若烏日發展觀光可為景點之一。 

(二)沒有保存價值(佔58%) 

1.不算是古蹟且文化價值比較低也沒有指標性。 

2.有新車站後，舊車站佔用土地過於浪費。 

(三)其他意見  

1.將鋼樑廠及啤酒廠遷移讓出土地以供發展需求。 

2.鐵路高架化後配合鋼樑廠、啤酒園區、以及聯勤的區域做一整合性的規劃。 

3.加強維修維護舊站，讓現代化都市發展移往新地區，讓烏日鄉成為現代與

傳統並存的觀光商圈。 

◎議題四：對於鄉內有七大河川匯集於此，您認為河川對烏日鄉整體發展是助力

還是阻力?為什麼? 

(一)助力(佔16%) 

1.河川可視為自然的觀光資源，可發展成親水公園或做成類似河濱公園的形

貌等特色景觀，有助於風景保存。 

(二)阻力(佔58%) 

1.河川切割使土地零星且交通不便 

2.河川帶來的水患、髒亂、污染對烏日帶來打擊 

(三)其他(佔26%) 

1.河川的主要問題都在於切割鄉內土地阻隔交通，以及水患污染，但若能整

治規劃又能成為一種觀光資源，可成為烏日的特色之一。 

◎議題五：高鐵2007年通車後烏日鄉(非高鐵站區周邊)土地及房地產價格是否

變動?請就個人實務經驗及實際案例說明之 

(一)價格有變動(佔87%) 

1.大多都是溪南地區農地漲價，漲幅約1∼6萬 

2.高鐵附近的商業區及住宅區漲幅較大。 

(二)價格並無影響共(佔13%) 

1.溪尾村地區距離烏日高鐵站很遠，中間又有河川阻隔，因此高鐵通車之後

此區的土地及房地產價格並沒有影響。 

2.高鐵的四周為高速公路、筏子溪及台鐵圍繞，可向外發展的空間不大，可

影響的效應範圍完全被人為與自然的東西侷限，所以效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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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六：高鐵2007年通車後高鐵特定區內及鄰近多少公里範圍內土地及房地

產價格可能產生明顯的變動?(1~5)而就此範圍土地及房地產價格變動之差異

性，請就個人實務經驗或者實際案例說明之 

1.影響範圍約在3公里以內，越靠近車站漲幅越大。 

2.土地價格變動較大，房地產較小，大致上的變動都是緩慢的。 

3.高鐵特定區及鎮南休閒區影響較大，溪尾村等較遠離地區幾乎無影響。 

◎議題七：高鐵建設1990年代宣佈進場後投資套牢投資者，您是否感受到高鐵

通車後可能帶來解套的契機?請舉例說明之 

(一)是(佔42%) 

1.土地價格的上漲 

2.通車後引入人潮將會帶來契機 

(二)否(佔42%) 

1.時間過長，使得有些建商貸款投資，皆因為無法負荷利息而投資失敗，導

致許多人套牢而無法解套。 

2.高鐵附近沒有建設，無法吸引人潮及投資。 

(三)其他(佔16%) 

1.對房地產不了解，因此對於是否投資套牢者有無解套部份不清楚。 

◎議題八：高鐵2007通車後您認為對烏日鄉哪一區位的土地開發較有明顯的效

應產生?分北中南東方位說明之。 

(一)北區-高鐵附近地區(佔43%) 

高鐵站周邊影響最明顯，並且與台中市南屯區呼應。 

(二)東區(佔10%) 

與鎮南休閒區配合影響 

(三)中區(佔13%) 

重劃效應與建案的配合影響，且公共設施較完善。 

(四)西、南地區(佔10%) 

高鐵通車後，溪南地區的土地開發就變的比較容易看見。 

(五)無明顯效應(佔24%) 

在南來北往之過客感受下，烏日只是中繼站。 

◎議題九：您心中所期盼未來的烏日鄉，請用簡短幾個字或幾句話形容。為什麼? 

(一)整體性的規劃將烏日變成交通方便、工商發達、環境優美的地方，並透

過分區的手段，讓住宅區寧靜、商業區繁榮，而非隨意開發造成新的

環境污染。 

(二)期待台中縣市合併規劃,讓烏日成為台中市的居住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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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外部環境影響因子分析 

第一節 影響因子選定 

藉由基本資料收集之史料跟文獻，我們可以得知烏日鄉的發源所在地，並了

解其後續發展的過程與情況。 

而因為高鐵的進駐，使得區域結構產生變化，故藉由檢視過去重要之交通建

設與人口之關係，並針對周遭環境現階段或未來可能影響烏日鄉整體發展的建設

或計畫，配合上位計畫的指導性原則做檢討與分析。 

 

一、過去重要交通建設 

(一)中山高速公路(國道1號) 

(二)福爾摩沙高速公路(國道3號) 

 

二、周邊地區發展影響分析 

(一)都會衛星居住發展帶-太平、大里及霧峰 

(二)台中市南屯區 

 

三、周邊地區相關建設與計畫影響 

(一)鎮南休閒專用園區 

(二)台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三)台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 

 

第二節 鄉內過去重要交通建設 

一、過去重要交通建設興闢年間人口變化 

(一)中山高速公路（國道1號） 

配合蒐集烏日鄉各個已建成的重大建設之建設時程及完工時間，並且蒐

集烏日鄉各村里歷年來的人口數，然後將重大建設與村里人口數結合來做一

探討，藉以來了解兩者之間互相影響的程度，探討烏日鄉重大建設的發展與

建成，是否會帶來人口的聚集，以及成長的幅度及效應，提供目前高鐵進駐

後所產生的效應及影響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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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1 烏日鄉聯外交通系統圖 

王田交流道 

烏日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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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62年至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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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 中山高速公路67年通車之前後五年烏日鄉各里人口折線圖 

資料來源：烏日鄉誌 

中山高速公路（國道1號）最接近烏日鄉之交流道為王田交流道，位於大肚   

鄉與烏日鄉交界處，由上圖中，中山高速公路於民國67年完工，在完工後的幾

年，烏日鄉中的部份村里已經有明顯的人口成長了，例如：九德村、三和村、光

明村、溪埧村、榮泉村等，皆有人口的成長，有的村里甚至成長近一倍以上。 

 

(二)福爾摩沙高速公路（國道3號） 

93年二高通車後至今各村人口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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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國道3號93年全線通車後至今烏日鄉各村里人口折線圖 

資料來源：烏日鄉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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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觀歷時16年時間建設的福爾摩沙高速公路（國道3號），於民國93年全

線通車，其中國道3號路線經過烏日鄉溪南地區，並設置烏日溪南交流道於此，

由圖表中可知，於烏日溪南交流道的村里人口數雖有成長，但成長速度明顯緩慢。 

 

二、小結 

    根據上述的資料分析，以往的重要交通建設，在過去交通不甚便利的時期，

或許是人口能夠聚集的重要因素之ㄧ，但近年來隨著時代變遷，旅次特性與區域

結構的改變，目前重大交通建設或設施對人口遷移所能產生之拉力效應似乎已無

法發揮，並且可能造成反效果，因為交通便利形成推力，造成烏日鄉資源外流的

現象。 

 

第三節 烏日鄉周邊地區發展影響分析 

一、與周邊地區關係 

都會衛星居住發展帶 – 太平市、大里市、霧峰鄉、烏日鄉 

根據台中縣綜合發展計畫顯示此四者屬於發展性質較相近，而烏日鄉溪北屬

於優質居住發展軸帶的區域，但是對於溪南的地區似乎沒有一個比較具體的發展

模式指標。 

 

 

 

 

 

 

 

 

 

 

 

 

 

  圖 4-4 都會衛星優質居住發展帶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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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因素 

1.都會衛星居住發展帶 

都會衛星居住發展帶包括太平市、大里市、霧峰鄉、烏日鄉四個鄉市，為

台中縣各發展帶人口最多的地區，除太平市屬於人口快速成長地區之外，大里市

和烏日鄉屬於人口穩定成長地區，霧峰鄉因為本身條件限制與發展模式為人口外

流地區，而根據綜發以世代生存法，並加入中科、高鐵與二高通車等⋯。將台中

縣各鄉鎮作未來人口之預測。 

民國 110 年的預測人口，烏日鄉人口為 73981 人，比照現階段烏日鄉民國

96年1月人口為67113人，成長率為10.23%，反觀其太平與大里市，96年1月

人口為 171168 人和 190051 人，民國 110 年人口預測已達 208923 人與 221528

人，成長率為22.06%%與16.56%%，故雖說整體都會衛星居住發展帶屬於較適宜

居住的地區，但實際上人口還是以大里與太平市為主要的聚集地。 

 

 

 

 

 

 

 

 

 

 

 

 

 

 

 

 

 

 

圖4-5 台中縣各發展帶人口數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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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96年與110(預測)年台中縣各鄉鎮市人口比較表(單位 : 人) 

     年   

鄉鎮市 96 110 

     年 

鄉鎮市 96年 110 

台中縣 1543719 1763494 潭子鄉 96516 114750 

豐原市 164041 176758 大雅鄉 87071 124183 

大里市 190051 221528 新社鄉 25859 26989 

太平市 171168 208923 石岡鄉 16182 15701 

東勢鎮 55165 57392 外埔鄉 31672 34760 

大甲鎮 79551 84691 大安鄉 20785 22008 

清水鎮 85720 93076 烏日鄉 67113 73981 

沙鹿鎮 77345 83837 大肚鄉 55880 63791 

梧棲鎮 53791 58767 龍井鄉 71476 83473 

后里鄉 54606 58167 霧峰鄉 64589 72683 

神岡鄉 64198 76443 和平鄉 10940 11594 

資料來源 : 台中縣綜合發展計畫、本組整理 

     

    太平市與大里市現階段因為經過整體規劃及鄰近台中市，就都市機能明顯的

比烏日鄉強，人數為台中縣最多的地區，而烏日鄉目前因高鐵進駐，外界和計畫

將其定位成中部的交通樞紐中心，期盼利用高鐵的交通便利與場站開發達到人潮

聚集的效益；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因為交通便利，而將時間因素納入通勤成本

中，假設高鐵真的能帶來人潮，而所帶來的人潮可能比較傾向於居住於現階段機

能較為完善的地區，例如 : 太平市與大里市，甚至是台中市。 

2.與台中市南屯區之關係 

依據台中市教育局針對南屯區設校評估研究報告指出，南屯區過去十年人

口統計資料，如表 4-5，顯示南屯區人口成長由 85 年之 8.61%降至 94 年底的

0.82%。可看出南屯區人口成長越趨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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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中市政府民政局

表4-2 南屯區人口成長統計表 

年期 人口數(人) 増加數(人) 成長率(%) 

84 89,093      

85 96,765  7,672  8.61  

86 103,579  6,814  7.04  

87 109,853  6,274  6.06  

88 116,666  6,813  6.20  

89 123,287  6,621  5.68  

90 127,769  4,482  3.64  

91 132,001  4,232  3.31  

92 135,899  3,898  2.95  

93 138,674  2,775  2.04  

94 139,808  1,134  0.82  

 

    而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根據高鐵通車、鎮南開發及大肚山科技走廊完成後，南

屯區未來人口變化與新設學校之影響報告，報告指出南屯區人口推算至105年人

口數為193,862人。 

表4-3南屯未來十年人口推估表 

 

 

 

 

 

 

 

 

 

 

 

 

 

 

 

資料來源：台中市教育局 

    台中市教育局表示，依據人口遷移的理論與實際，來探討高鐵通車、鎮南開

發及大肚山科技走廊對南屯區未來人口遷移因素中： 

  就經濟動機而言，中科所形成大肚山科技走廊產業聚落，鎮南開發與高鐵通

年份 人口數(人) 

95 142,517  

96 
145,278 

(目前人口144,029人) 

97 148,093  

98 150,962  

99 153,887  

100 157,814  

101 161,841  

102 167,399  

103 173,148  

104 183,213  

105 193,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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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提供台中市新的工作機會，促使人口遷移。 

  就空間結構而言，高鐵通車縮短區域發展距離，改變空間結構，使台中市發

展動線向西發展，繼之而起的鎮南開發，成就南屯區的人口遷移。 

   

由以上述基本資料得知鎮南開發是全國最大區域的觀光休閒商業區開發

案，再加上台中高鐵通知的集客效應使台中市向南屯區發展，對台中市未來之休

閒觀光業、繁榮發展及休閒需求所帶來的人潮及商機無限，進一步促進南屯區的

繁榮進步，使人口增加成為未來趨勢。 

3.對烏日鄉之影響 

烏日鄉目前因為高鐵進駐與場站周邊開發，期盼能吸引外來人潮，帶動整

體發展；然而根據台中縣綜發以世代生存法，並加入中科、高鐵與二高通車等⋯。

針對烏日鄉之人口預測，民國110年烏日鄉人口為73981人，比照現階段烏日鄉

民國96年1月人口為67113人，約15年期間人口成長不到7000人，相較於大

部份鄰近地區，屬於人口成長緩慢的地區。 

而目前有研究指出目前世界各國，不論是先進國家或開發中國家，人口自然

增加率已緩和下來，因此在境內區域間的人口成長率與人口遷移有著密切的關

係。 

因此就都市擴張的角度來看，假設鎮南地區帶動南屯區的整體發展，勢必吸

引台中市的人口往南屯區移動，而鎮南地區帶動南屯區的發展讓烏日鄉成為交通

運輸中心，卻造成鄉內成為過境交通，無法留住過往人潮，甚至有可能造成烏日

鄉本身的人口外流情形。 

 

(三)產業結構影響 

1.工業發展 

    台中縣綜合發展計畫提及因於大里市和太平市擁有工廠數目為台中縣之

最，而大里市和太平市工業性質屬於零組件中心與工業製造副中心，所生產的產

品為以精密機械和電子器材等零件為大宗。 

表 4-4大里與太平市已登記工廠 
市別 廠數 都會衛星優質居住發展帶 全縣（89） 

大里市 1792 

太平市 2550 
5432 14110 

資料來源：台中縣統計要覽，民91 、本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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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都會衛星居住發展帶工業中心位置示意圖 

    而如將烏日鄉境內零星工廠選擇適當地點集中，將溪南地區的工廠規劃為工

業區，而支援大里與太平市工業區，成為另一個工業區域中心。 

 

2. 台中縣商圈更新再造計畫 

由於烏日鄉高鐵場站周邊目前規劃為商業區，而烏日現階段產業期盼轉型為

觀光休閒產業，尤其針對烏日啤酒廠為重點所在；根據台中縣綜發經濟產業部門

計畫中提及台中縣商圈更新再造計畫，包括東勢、和平谷關、太平、霧峰、豐原、

梧棲，未來評估為沙鹿鎮、大甲鎮、大里市等地規劃設置，獨獨缺乏烏日鄉，形

象商圈的規劃設置，對於目前期盼積極以觀光產業發展的烏日鄉無疑一大助益。 

 

第四節  結論 

    針對烏日鄉之外在環境影響，根據上述分析發現現階段鄰近地區之發展潛力

似乎來得較高，但是可預期的是高鐵勢必成為中部的交通樞紐，而如何利用鄰近

地區所提供之機會，讓烏日鄉不僅僅是其他地區之墊腳石，成為十分重要之課題。 

 

 

 

 

 

工業製造副中心 

零組件供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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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區土地使用面積比例圖

(高速鐵路台中車站特定區面積273.35公頃)

高鐵車站專

用區

10.77%

其他

9.42%

公共設施

35.12%

商業區

10.98%

產業專用區

11.50%

住宅區

22.21%

第五章 現況發展歸納分析 

第一節 都市計畫區 

一、高鐵特定區 

(一)土地使用 

1.計畫面積 

    台中車站特定區土地已由高鐵局全面規劃，為一機能健全、兼顧自然與人文

的幽雅環境。特定區內計有住宅區、提供各種生活需求的商業區、高鐵車站專用

區、產業專用區，及其他基本生活機能專用區，這些分區約佔整個車站特定區之

65％，其他高達35％的土地均為公共設施用地（如：學校、公園、道路、停車

場、環保設施⋯）。其中廣大的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及廣場等，合計約有20.27

公頃，未來車站特定區之環境品質，應能符合現代舒適生活的要求。 

 

 

 

 

 

 

圖5-1 特定區土地使用面積比例圖 

 

 

 

 

 

 

 

 

 

 

圖5-2 台中高鐵產業專區開發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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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 烏日鄉交通軸線圖

(二)交通分析 

   烏日高鐵軌道與中彰快速道路、國道一號、學田路等主要聯外道路呈現南北

向之軸線，而中山路、環河路(生活圈四號線)以及高鐵、捷運等路線則呈現東西

向之交通軸線。本組以烏日鄉東西和南北交通軸線所切割出之學田村地區、鎮南

休閒專用區和溪南地區三大面向以及大眾運輸軸作分析。 

 

 

 

 

 

 

 

 

 

 

 

 

 

 

 

 

 

 

 

 

 

 

 

 

 

1.三和村、學田村地區 

    高速鐵路台中站特定區西北側為農業區及成功嶺軍事地區，又經國道三號中

山高速公路阻隔，此區發展受到很大限制，目前成功嶺附近社區之民眾要前往高

鐵站區除了穿梭田間小路與巷弄，主要之路線只有學田路(125縣道)，往來不

便，而大肚鄉地區前往高鐵站之主要路線則為台一乙線(中山路)，故此區之發展

易形成孤島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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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 學田村、三和村地區至高鐵交通路線圖 

 

2.與鎮南休閒專用區關係 

    南休閒專用區是以寬度60公尺園道作為休閒專用區中央軸線，向東北與80

公尺環中路相銜接，向西南與高鐵「站四」30M連絡道相銜接。東北、西南對外

交通連貫之後，能提昇高鐵台中站區對外交通之可及性，使高鐵烏日車站經鎮南

休閒專用區再進入台中市區完成整體發展。而由國道1號或中彰快速道路至彰濱

台中縣高鐵交流道下，亦可快速到達鎮南休閒商業專用區。 

    但在運用高鐵一日生活圈的時空壓縮服務機能，使休閒專用區引導新興商業

型態進駐、形塑觀光娛樂的休閒風貌並提升都市競爭力的同時，對於烏日鄉整體

發展卻可能造成另一層負面的衝擊。若人潮向南屯區發展，未來烏日高鐵站將只

是一個轉運點，而不能帶來商機與發展。如何配合鎮南休閒商業專區之發展而有

系統的串聯、規劃烏日鄉內特色景點，進而帶動人潮發展，實為本組規劃重點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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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烏日高鐵至鎮南休閒商業專用區路線圖 

 

 3.與溪南地區關係 

    烏日鄉溪南地區多為農地，工廠分布密度高，受烏溪、貓羅溪等河流切割，

各工廠聯外道路僅依賴溪南路(縣127)、生活圈二號線、生活圈四號線、國道3

號(福爾摩沙高速公路)與田間產業道路，不論是產業或是社區發展皆受限制，並

且高鐵之開通使東西向交通往來更為便利，配合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的

建設以及台鐵高架化，未來人潮可能往台中市區與彰化市及北屯區方向發展，高

鐵的建設難以帶動觀光人潮向溪南地區前進。 

    而「烏日(溪南)產業特定區」，位於烏日交流道附近，整合當地工廠成為聚

落型的工業區，未來將有助於烏日溪南地區產業發展，但此特定區至台中工業區

之聯外道路─溪南路(縣127)貫穿烏日鄉市區，未來恐造成交通上之衝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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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6 烏日溪南地區至高鐵主要路線圖 

二、烏日車站周邊地區 

(一) 烏日火車站簡介 

烏日火車站為烏日鄉內重要的大眾運輸系統之ㄧ，許多人藉由他往來於台

中、大肚等地區，為台中地區重要通勤車站，其波浪型雨簷為其建築特色。民國

70年曾因貨運（啤酒、中油油品等）業務鼎盛升格為二等站，79年3月1日又

降為三等站，目前因台鐵新建新烏日車站而降為簡易站，僅有區間車停靠，但未

來烏日火車站仍會在烏日鄉繼續扮演著重要的轉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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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要產業 

1. 烏日啤酒廠 

     位於昔日糖廠舊址的中興啤酒廠，從1968年營運至今，已有30多年的歷

史，儼然成為烏日鄉的特色之ㄧ。自1966年向台糖購得65.682平方公尺的土地，

經過數次增購及擴建，目前啤酒廠的總面積為113.801平方公尺。 

    目前員工共有308人，歷年來烏日人所佔之比例約兩成，如表5-1所示，啤

酒廠不僅提供烏日鄉民就業機會，也連帶提高附近的商機。再者，啤酒廠不定時

舉辦各種免費暢飲的活動，如品酒會、啤酒節等，自1991年品酒室開幕後，吸

引不少觀光客前來，尤其2003年推出“金牌台灣啤酒”一炮而紅，供不應求，

不僅帶動地方繁榮，亦間接提升烏日鄉知名度。而2004年6月5日，展售中心

正式啟用，對外開放參觀及選購各式菸酒類商品，未來也將規劃啤酒文物展示

館，研發多樣化的啤酒商品並促銷啤酒文化與參觀活動，是烏日鄉地方產業成果

的展現。尤其烏日啤酒廠擁有亞洲最大的糖化槽(目前全世界僅存的大座銅製糖

化槽，一座在德國，一座在台灣烏日)，相當具有歷史價值。 

表5-1烏日啤酒廠員工人數變動表(1994年~2002年) 

年代 總人數 烏日人 烏日人所佔比例%

1994 638 123 19.28 

1995 616 118 19.16 

1996 595 116 19.50 

1997 566 113 19.96 

1998 460 85 18.48 

1999 442 84 19.00 

2000 435 84 19.31 

2001 433 84 19.40 

2002 407 82 20.15 

 

    稻米為烏日鄉最重要的農作物，昔日有「米糧之鄉」的美稱，完全以種植水

稻為主，日治時期因為日本人口味的關係使蓬萊米種植多於在來米，戰後由於經

濟困窘，而多改以種植生產力較高的在來米，因此1950~1970年蓬萊米與在來米

產量平分秋色，而1980年後經濟條件改善，蓬萊米的口感與品質受重視，產量

大幅領先。由於製造台灣啤酒的主要原料包括有大麥芽、啤酒花及蓬萊米，因此

可以說烏日鄉的產稻優勢造就著啤酒優良產業的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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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烏日鄉歷年稻作產量百分比  

烏日鄉稻作產量(1951年~2000年)(單位：%) 

年代 蓬萊米 在來米 糯米 水稻合計 

1951~1959 51.61 46.33 2.07 100.00 

1960~1969 51.93 46.45 1.63 100.00 

1970~1979 57.25 41.30 1.44 100.00 

1980~1989 91.90 7.46 0.64 100.00 

1990~2000 99.02 0.14 0.84 100.00 

資料來源：台中縣烏日鄉志-經濟篇(台中縣統計要覽)  

 

2. 中和紡織廠 

表5-3 中和紡織廠各階段時期表 

時間 簡介 

創建

時期 
日治時期 

臺灣早期經濟發展，紡織業扮演極重要角色，中和紡

織廠係日治時期昭和十七年(1942)建廠，為「台灣紡

績株式會社烏日廠」，日人創建紡織廠的動機，純為

配合日本「南進政策」以供軍事上的需要。 

興盛

時期 
民國 40 年代 

光復後改由工礦公司經營，民國 40 年代轉為民營，

紡織業興盛時期員數達 2000 餘人，廠區內提供宿

舍、醫務室、供應部、福利食堂、農場、理髮室、圖

書室、康樂室⋯等，甚至與明道中學建教合作，為烏

日鄉民提供莫大就業機會與福利。當時 " 愛絲龍 

Exlam" 紡織原料製成之紡織品，享有極佳的口碑。 

轉型

時期 
民國 80年代 

民國80年以後紡織業榮景不再，遂於1986年申請自

辦土地重劃，將一半的廠房用地改建為住宅商店。受

到紡織景氣低迷的影響，年輕人不願意從事紡織業，

在作業員招募困難的情況下，於1989年逐步將機器設

備移到泰國設廠拓展海外市場，目前該廠已完全停止

生產而做為貿易發貨中心，即由工業轉型為商業。 

資料來源：台中縣社區規劃-烏湖雙日高鐵村報告書、烏日鄉志-經濟篇 

 

    過去紡織廠為許多烏日鄉民共同的回憶，可以說是早已融入了烏日鄉鄉親社

會之中，未來可建議配合舊火車站之改造作為文化產業歷史園區，提供鄉民一個

追憶產業興盛與繁榮時期的地方，並且將此產業之文化透過觀光發展向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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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烏日老街 

    在光復以後至民國六十年左右，烏日村是烏日鄉最熱鬧的市集。從三民街的

北段，即靠近火車站地區，鄉人稱之為「頂街」，從頂街兩側的店面及市場，可

以感受到那份繁榮，。目前留有幾個老店面如農具店、理髮店，以及日治時期的

烏日庄役場建築物（「役場」猶如今天的鄉公所，為西元1920年以後遷移的庄役

場，興築於日治時期，建築為RC加強磚造，建築反映日治時期公有役場形貌，

具有歷史文化意義，足以為時代表徵，於93年2月6日公告為歷史建築，現為

鄉代會辦公室）。 

    而三民街南端當時村人稱之為「下街」，曾擁有一個港口，是當年和大肚溪

的水裡港及大肚港齊名的繁華庄頭。由於多次水患以及溪泥淤積，再加上防洪堤

防建成，當時的港口如今已填平變成公園，約在現今朝天宮外側的公園遊憩區。 

「頂街」及「下街」是烏日社區早期聚落發展、貨運、市集集中的地方，目前街

道過於狹小擁塞，並隨著省道與其他主要道路的開發而逐漸沒落，未來可藉由車

站周邊地區之空間規劃與老街的景觀塑造做串聯，為此區帶來一個新的發展契

機。 

  

 

 

 

 

 

圖5-7 烏日鄉民代表會((原)烏日庄役場)              圖5-8 三民街(頂街) 

(三) 周邊重要地點與交通分析 

1. 目前到達烏日火車站的道路僅有三民街與平等路兩條小路，又三民街沿街兩

側屬於都市計劃之商業區與市場，烏日國小也位於此區附近，未來若有所發展，

恐造成交通擁塞之現象。 

2.烏日火車站南北側之交通軸向與土地發展受到鐵路阻隔難以有效串聯，由烏日

火車站必須經過平等路轉光日路才可以到達北側之建國北路與烏日啤酒廠地，交

通上不便利。  

3. 建國北路之開通有助於紓解高鐵至台中市的車潮，且未來捷運綠線將延建國

北路與文心路興建，但若台鐵高架化無法延續至烏日火車站，恐將造成鐵路以南

地區發展遭受限制，而使建國北路取代中山路延續文心路兩側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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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9 烏日火車站周邊地區重要地點分布與交通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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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非都市土地 

一、烏日(溪南地區)產業發展區建置計畫 

(一)基本資料 

1.計畫範圍 

 

 

 

 

 

 

 

 

 

 

 

 

 

 

 

計畫範圍北以福泰街、興農巷以北200公尺為界，西以烏溪河川區域範圍

線為界，南以太明路（縣道127號）以南約200公尺農路為界，東面以烏日鄉鄉

界、環中路、國道3號路權範圍為界。 計畫面積約499.8公頃。 

(96年2月2日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199次審查會議原則同意新訂「烏日(溪南)產業發展特

定區計畫」) 

2.土地使用現況 

位屬溪心壩農地重劃區，農田間及道路旁呈現零星及群聚分布規模大小不等

工廠；農業使用以水稻為主。 

住宅聚落包括溪壩村及螺潭村，鄰里性公共設施(國中、國小、市場、活動

中心、郵局、農會等)分布於縣道127線兩側。 

 

 

圖5-10 烏日溪南產業園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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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1 烏日溪南產專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表5-4 烏日溪南產業園區土地使用現況面積表 

 住宅 工業 農業 其他 

面積(ha) 17.86 61.17 321.62 99.21 

% 3.57 12.24 64.34 19.85 

3.工廠分布 

    計畫範圍內約有334家工廠。產業別以金屬製品製造業85家最多，佔25.45

％，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 54 家次之，佔 16.17％。而近年工廠家數及工業使用

面積呈現增加趨勢。 

表5-5 烏日溪南產業園區工廠數與面積變化表 

民民國國 家家數數 
家家數數  

年年成成長長率率 

工工業業使使用用  

用用地地面面積積((hhaa)) 

面面積積  

年年成成長長率率 

8899年年 222266 ---- 3333..8855 ---- 

9911年年 226600 77..5522%% 4422..7766 1133..1166%% 

9933年年 229911 55..9966%% 5522..2277 1111..1122%% 

9944年年 333344 1144..7788%% 6611..1177 1177..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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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來發展(草案) 

表5-6 烏日(溪南地區)產業發展區土地使用構想面積表 

項目 
預估需求

面積(ha) 

佔計畫總面

積比例 

住宅區 28.42 5.69% 

農業區(供開發為產業發展區) 236.21 47.26% 

農業區 55.00 11.00% 

自來水事業專用區 1.07 0.25% 

電力事業專用區 1.26 0.21% 

行政專用區 1.07 0.21%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小計 323.03 64.62% 

公

共

設

施 

文中、文小、公園、公園兼滯洪池、兒童遊樂場、綠

地、停車場、溝渠、污水處理廠、道路、高速公路等

176.83 35.38% 

計畫面積 499.86 100.00% 

(二)對烏日鄉之影響  

烏日鄉溪南地區由於工廠分布密度高，加上當地多為農地，各工廠聯外道路

僅依賴田間產業道路，不論是產業或是社區發展皆受限制，尤其當地未登記工廠

眾多，輔導就地合法有困難性，故設置產業發展區針對目前零星工廠散佈的情形

的情形，不僅能產生聚集效應，提供就業機會，並且減低對原有農業區之污染及

視覺破壞。 

二、藍帶景觀資源 

    烏日鄉溪南地區屬於非都市土地的部份，地勢較為低平，大多屬於沖積地

形，故河川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藍帶景觀資源十分豐富，而其中烏溪(大肚

溪)和大里溪為最主要的河川，而根據台中縣景觀綱要計畫提及南部盆地地區藍

帶資源以烏溪(大肚溪)溼地景觀區與大里溪賞鳥景觀區為重要景觀資源。 

1.大肚溪溼地景觀區 

大肚溪流域具備豐富的自然及濕地生態資源，且大肚溪河床兩側多為非都市

土地之特定農業區使用並且十分寬闊；或許能利用河床寬闊的有利條件規劃為河

濱公園的方式，且因為目前溪南要到溪北地區交通十分不便，降低了民眾至麻園

頭溪河濱公園的意願。 

希望能藉由此藍帶景觀，提供溪南地區民眾休閒的場所，另外從國道三號可

沿大肚溪河床西轉南進入霧峰鄉，相信在未來能夠藉由整體規劃，將藍綠帶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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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2 大肚溪流域剖面圖 

2.大里溪賞鳥景觀區 

    大里溪水系為烏溪中游之ㄧ大支流。東起大橫屏山山麓，南迄乾溪流域，西

以烏溪為界，北經豐原市，平地面積約佔二分之ㄧ。本河段接近大里溪下游烏溪

注入口，河道寬闊，溼地狀況良好，吸引候鳥等鳥類聚集覓食，具備賞鳥休閒之 

發展潛力。 

 

 

 

 

 

 

 

 

 

 

 

 

 

 

圖5-13 大里溪流域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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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結論  

由於烏日高鐵特定區雖使烏日成為一個極具交通樞紐潛力的地區，但必

須配合藉由鄰近地區之發展、重大建設、交通路網以及積極將烏日鄉內部生

態與河川資源發展出地區觀光特色，期望能夠吸引外來人潮，避免使高鐵成

為過境交通，降低烏日發展可能性。而如何配合這些天然與人為的潛力與限

制，進而有系統的串聯、規劃烏日鄉內特色景點，以帶動烏日鄉整體發展，

為本組規劃重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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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潛力與限制分析與角色定位 

第一節 潛力限制分析 

資料蒐集與外部環境影響分析之後，依據現況發展分析，決定規劃之方向，

再藉由現況環境所具有潛力和限制分析之後，進行角色定位，最後研擬發展目

標、課題與對策和發展構想。 

 

一、潛力因素 

1、 既有產業具有文化歷史意義。 

2、 區位位於台中都會衛星地區。 

3、 具有交通樞紐之功能，包括捷運(綠線)、高鐵與台鐵鐵路。 

4、 境內溪流眾多，藍帶資源豐富。 

5、 自然及濕地生態資源，以及野鳥棲息地。 

6、 擁有平坦且廣大之農業用地。 

 

二、限制條件 

1、 過境交通無法留住往來人潮。 

2、 區域發展競爭激烈(大里、南屯、彰化市拉力強) 。 

3、 周遭鄰近地區發展快速且人口較多。 

4、 溪南工廠零星散佈，破壞溪南地區自然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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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角色定位與發展願景 

一、角色定位 

烏日鄉因為高鐵的通車，勢必成為台中地區的交通重鎮；故本組藉由以上針對烏

日鄉所擁有的潛力因素與其限制條件將烏日鄉作其定位以及提出對未來之發展

願景。 

烏日鄉既有產業特色雖十分具有象徵意義及代表性，但卻無法配合整體發

展，有鑑於此，本組期盼透過良好之交通機能讓烏日鄉在進行產業轉型時，能夠

配合發展，提供人潮聚集機會，達成觀光效益。 

故本組將其定位為具有特色之傳統產業城。 

 

二、發展願景 

    溪北地區以烏日火車站做為地方之特色核心，結合當地啤酒文化產業，並利

用高鐵、台鐵和捷運三者的優勢和交通樞紐之便利，發展啤酒產業觀光，作為烏

日鄉發展主軸。而溪南地區以保留自然生態與農田景觀為主，避免過多開發進駐。 

故烏日鄉發展願景為 :  

配合既有產業特色，促進觀光發展  
– 打造台灣『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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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發展目標與課題對策 

第一節 發展目標 

目標的建立不僅提供計畫者未來的規劃方向，也提供計畫區人民，及計畫相

關利益團體的開發、生活方式，目標建立不僅要符合時代的潮流，更重要的是符

合當地人民的需求，配合鄰近地區之發展。 

以下為本次本組整理之發展目標 : 

一、促進觀光發展 

(一)利用交通樞紐之優勢吸引人潮 

 1.以高鐵、台鐵和捷運綠線作為三大主要交通軸線。 

 2.將高鐵站作為觀光資訊服務中心。 

3.改善烏日舊火車站周邊地區交通與空間感受。 

 4.建議台鐵高架化延伸至烏日舊火車站。 

 

(二)發展本地特色帶動觀光產業 

 1.形塑地方啤酒文化意念。 

 2.強化地方歷史特色。 

3.配合霧峰鄉農業景觀與芬園鄉花卉特色發展。 

  

二、保留既有自然生態景觀 

(一)藉由工廠集中規劃整合，恢復既有農業功能。 

(二)規劃景觀道路，結合生態景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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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課題與對策 

課題一、高鐵通車後，本鄉成為中部交通轉運重鎮，但烏日鄉目前之機能無法留

住過境人潮 

現況說明： 

高鐵台中站於烏日設廠站，使得烏日鄉成為中部區域的交通轉運中心，未來

勢必帶來廣大之人潮，但烏日鄉週遭之城鎮拉力較烏日鄉大(大里、南屯、彰化

等)，烏日鄉目前之機能未必能夠留住往來之遊客。 

表7-1 烏日鄉週遭城鎮人口統計表 

 92 93 94 95 96(1月底)

烏日鄉 65,413 65,765 66,083 67,065 67,113 

大里市 181,308 184,164 186,818 189,945 190,051 

彰化市 233,435 234,308 234,493 235,322 235,406 

南屯區 135,899 138,674 139,808 143,597 143,659 

大里屬於衛星優質居住區，南屯未來鎮南休閒中心發展假日休閒，而彰化市

及芬園鄉部分，則是屬於花卉生產軸線。烏日就目前的機能屬於交通樞紐中心，

快速便利之交通可能只能為週遭之城鎮帶來人潮，本鄉卻無法留住。 

對策： 

    利用捷運、台鐵和高鐵可提供台中市屯區、市區和其他縣市三種不同地區之

遊客便捷的交通，並透過烏日舊火車站周邊環境空間改造和發展啤酒觀光業，留

住過往旅客。 

 

課題二、鋼樑廠土地未能有效利用，阻礙地區發展。 

現況說明 :  

鋼樑廠土地位於捷運綠線與啤酒廠之間，阻礙周邊地區發展觀光事業。 

對策 : 

    配合啤酒廠轉型為觀光產業，將鋼樑廠土地搭配做整體規劃，並結合捷運站

G16主體設計，提高地區意象。 

 

課題三、烏日鄉非都市土地零星工廠散佈，造成環境污染及形成視覺破壞。 

現況說明 :  

溪南地區未經過妥善規劃，造成工廠零星分布於農業區中，甚至工廠排放廢

水污染農作物之問題，造成溪南污染嚴重但卻無實質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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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 溪南地區工廠照片 

對策 : 

    藉由目前正推動的產業專區進行規劃，將烏日鄉境內之工廠集中管理，一方

面恢復既有農業功能，另一方面配合大里與太平之工業發展，提昇產業競爭力。 

 

課題四、藍帶景觀及生態資源未能被重視 

現況說明： 

烏日鄉內於烏溪流域，大里溪流域具備豐 

富的自然及濕地生態資源，且烏溪河床兩側多 

為非都市土地之特定農業區使用並且十分寬闊 

；而大里溪水系為烏溪中游之一大支流，溼地 

狀況良好，吸引候鳥等鳥類聚集覓食形成特殊 

自然景觀。但鄉內卻無有效的道路系統搭配， 

以及堤防阻絕視野等問題以致無法彰顯其特色。 

對策： 

1.規劃景觀道路及兩側綠美化 

2.堤防牆面美化。 

3.夜間照明妝點美化。 

4.設置自行車道，供居民遊憩。 

5.工業區區位應考量河川污染的問題。 

圖7-2 大里溪與烏溪野鳥照片 

課題五、烏日產業發展區影響居住及環境品質 

現況說明： 

烏日溪南產業專區設立於鄉內，縣道127勢必成為往來運輸之要道，影響溪

北地區居住品質及附近學童上下學之交通安全。並且此區佔地廣大，而西側和北

側鄰近烏溪及大里溪，破壞自然生態景觀。 

大里溪白鷺鷥

及候鳥

大肚溪野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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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3烏日溪南產專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對策： 

1. 由於環中路道路服務水準較高且直接與烏日交流道連接，建議工業專區盡量

沿環中路兩側設置，避免大型車輛經由縣道127進入溪南地區。 

2. 產專區外圍地區應以植栽隔離環境。 

 

 

 

 

 

 

 

 

 

 

 

 

 

 

 

 

 

 

 

縣道127號穿越溪壩村及螺潭

村，並且經過溪南國中及喀哩

國小，未來若作為工業區之運

輸道路，大型車輛將影響居住

品質及學童上下學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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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整體發展構想與方案 

第一節 分區構想 

   分區構想以文化產業、自然生態兩種不同型態之觀光軸線為主，配合高鐵之

交通樞紐作為觀光資訊轉運中心，而內部居住環境以多元社區發展符合台中縣綜

發所提及之優質衛星居住發展帶之功能，故大致將烏日鄉分成7個區域，如右圖

所示 :  

 

一、人文風貌發展區 

二、成功嶺社區發展區 

三、交通樞紐及觀光資訊中心 

四、樂活休閒發展區 

五、自然生態保留區 

六、農工綜合發展區 

七、精緻農業發展區 

 

 

 

 

 

 

 

烏日鄉本身因為地形限

制，大致分成大里溪以南與以

北兩塊區域，而溪北地區因為

高鐵、台鐵與捷運三項十分重

要的交通設施，成為中部地區

之交通樞紐中心，於是使台中

市的居住與文化發展模式向

烏日擴張；而溪南地區除了產

專區的部份將大里、仁化工業

區與台中工業區作為協力廠

商，配合其發展；剩下的農業

發展則需配合鄰近地區，例如

霧峰及芬園鄉。 

 

圖8-1、分區構想圖 

圖8-2 烏日鄉與鄰近縣市未來發展軸線圖



樂動新烏日－烏日鄉整體城鄉發展先期初步規劃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06年) 58

第二節 地區發展構想 

一、人文風貌區 

(一)文化產業發展區 

以烏日舊火車站為核心，結合既有聚落規劃為具有人文特質之區域。 

1.原鋼樑廠土地規劃為流行音樂廣場，並配合啤酒廠舉辦活動。 

2.捷運G16站主體設計。 

3.三民街老街風貌形塑。 

4.將紡織廠規劃為紡織歷史園區，保存其歷史價值及意義。 

5建議台鐵鐵路高架化終站-大慶車站改至烏日舊火車站，藉由鐵路高架化消除

鐵路阻隔兩地因素。 

(二)優質居住發展區 

創造優質生活機能及充足之休憩空間 

1.以興祥街為社區內主要軸線，搭配捷運綠線G15站，避免未來因高鐵因素造成

中山路車潮過大影響社區居住及就學品質。 

2.以明道中學作為提供社區內假日活動場所及讓學生參與社區意象形塑工作， 

成為社區發展核心。 

3.將地區內公園綠地做整體規劃，串連地區內開放空間(包括公園及學校)，改善

溪北地區綠地空間缺乏之現象。 

 

圖8-3 人文風貌發展區規劃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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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功社區發展區 

(一) 好山好水社區發展區(成功社區與成功嶺) 

位於三和村之成功社區，左臨大肚山，右臨高鐵台中車站，內部更擁有果園農田、

歷史古厝、公園、老樹、九樓、廟宇、水圳⋯等豐富鄉村資源，配合高鐵開發帶

動之人潮，可發展成為極具潛力的觀光社區。 

1.加強烏日高鐵至成功社區之聯絡道路，例如：建構田野自行車道與健行路線。 

2.加強學田路與便行巷入口意象與內部停車空間問題。 

3.運用水圳資源整頓開發為親水遊憩區。 

4.爭取成功嶺部分空間開放，以配合社區環境改造與成功嶺戰備設備文史館、體

驗館之規劃執行。 

(二)雕塑藝術展示區 

烏日鄉是台灣雕塑最早發源與集中地，成功嶺地區以南之中山路沿線(成功

車站至學田路口)擺放有多樣的雕塑品，而又以神像雕塑為多，極具特色。藉由

此藝術特色，未來可以規劃施行中山路沿線景觀改造工程，增設人行步道系統並

整合社區之雕塑展示場所，將路線串連至成功社區，規劃成為一雕刻藝術街區。  

 

 

 
 
 
 

 

 

 

 

 

 

 

 

 

 

 

 

 

 圖8-4 交通樞紐及觀光資訊中心區與成功社區發展區分區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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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5 樂活休閒發展區規劃構想圖

三、樂活休閒發展區  

五光村的五光社區目前規劃有休閒運動自行車道，由五光路 189巷轉入經

中興一橋、二橋、三橋、四橋、五橋或往前至利農橋折返，呈一環狀動線，全長

約三公里，沿湶淳樸的農業村落、溝渠圳道、稻田阡陌縱橫。加上本組規劃的優

質居住發展區內開放空間的串聯，以及烏日BOT垃圾資源回收廠對於居民的休閒

回饋設施─運動公園(含兒童遊戲區、籃球場、排球、網球、躲避球、景觀涼亭

及水池等)、計畫構想中考慮規劃體育場等公共設施用地等條件，使本區成為一

個運動休閒資源豐富之地區，極待妥善規劃。 

(一)鄰里單元住宅區依據擴大及變更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之指導，以現有聚落及居

地區為基礎，配合大里溪整治計畫區段徵收計畫規劃鄰里單元。 

(二)依據擴大及變更都市計畫之構想考慮興建綜合體育場，而將其區位規劃於生

活圈二號線以東地區，除盡量避免受到既有建物之阻礙外且鄰近於生活圈二號

線，為一交通便捷之地點。 

(三)運用大里溪以北之光明堤防，規劃以人文本之景觀步行空間，以串連東西兩

邊之休閒運動設施，並提供鄰里住宅區優良的生活環境。  

 

 

 

 

 

 

 

 

 

 

 

 

 

 

 

 

 

 

 

 

 



樂動新烏日－烏日鄉整體城鄉發展先期初步規劃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06年) 61

圖8-6 自然生態景觀規劃路線圖

四、交通樞紐及觀光資訊中心區 

高鐵台中車站特定區位於台中縣烏日鄉，主要聯外交通系統除高鐵、台鐵、

捷運三線交會外，還有中山高速公路、福爾摩沙高速公路形成之高速公路系統，

及東西向快速道路、台中生活圈道路等形成之快速道路系統，構成台中地區公路

運輸主軸，未來不僅將使高鐵台中車站特定區成為轉運機能優越之交通樞紐中心

更要運用此優勢積極推動多元觀光計畫。 

(一)由高鐵台中車站特定區內部設置觀光資訊服務中心，由中心內提供各種旅遊

觀光資訊，並可藉由國際觀光活動之導入向外介紹烏日與鄰近地區特色。 

(二)利用交通樞紐優勢，配合成功車站過去推出〔追分成功〕、〔大肚成功〕等

紀念車票而成為熱門特色景點，引導民眾轉乘台鐵新烏日站至成功車站，或經由

觀光巴士至其他地區，以帶動烏日鄉內觀光潮流。 

(三)由於高鐵台中車站特定區被台鐵軌道切割為南北二地塊，為消除都市發展斷

層之現象，可於台鐵軌道上方興建空中平台與廊道以連結南北兩側土地，以有效

整合地區開發與環境限制。 

(四)為達到交通樞紐中心之完善功能，建議捷運綠線延伸至彰化市地區以加強烏

日鄉與彰化市之連絡。 

 

五、河川生態區 

保留自然生態風貌，規劃景觀道路 

大里溪因與烏溪交會的地方

沖積成廣大的河灘，吸引了大量的

鳥類在此棲息、覓食，幾乎台灣中

低海拔的鳥類在大里溪都很容易

看到。 

而烏溪水系以濕地景觀為主，故以

慶光路為主要景觀道路，並與高鐵

特定區 40m 道路連接至環河路(外

環道)，沿同安厝堤防銜接縣道127

線可至霧峰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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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農工綜合發展區 

農業與工業並重，並配合鄰近縣市發展 

(一)農業 

1.搭配霧峰水稻育苗中心，以水稻為最主要之農產作物。 

2.將既有農村聚落進行農村規劃，結合稻田生態景觀。 

 

 

 

 

 

 

 

 

圖8-7 溪南地區農田景觀圖 

(二)工業 

1.限制外圍農業區發展工業，避免工廠集中於產專區外圍，喪失存在之價值。 

2.針對區內已合法之工廠，建議降低其負擔公共設施成本予以獎勵。 

表8-1 溪南產專區公共設施負擔比例比較表 

分區 開發方式 開發回饋負擔 
負擔

比例

住宅區 
採申請再發展地

區整體開發 

捐贈公共設施用地比例不得少於申請開發基地

總面積之20%，且由開發者完成興闢 
20%

開發許可 

1.提供20%之可建地或等值主計公共設施用

地、或代金。 

2.留設10%之細部計畫公共設施(設備)用地。 

3.繳交5%之回饋金。 

35%
農業區

(供開發

為產業

發展區) 容許使用(限公

告禁限建前既存

之低污染無公害

工廠) 

1.提供25%之土地或等值主計公共設施用地 、

或代金。 

2.留設5%必要性服務設施。 

30%

 

3.產專區內建物型態與公共設施以農村風貌方式進行設計，避免形成視覺上的

衝突。 

4.主要運輸道路以國道三號為主，避免運輸車輛進入溪北地區；而縣道127與

台中生活圈二號道路兩側應予以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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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8 生活圈二號道路與縣道127道路兩側照片 

七、精緻農業區 

發展多元精緻農業帶動溪尾村及地區發展 

(一)加強交通運輸連結性。 

    以慶光路做為溪南地區主要景觀軸線，興建橋樑連接溪尾村，並將芬園鄉加

入此軸線系統，利用芬園鄉花卉產業帶動溪尾村發展。 

(二)擴大推廣發展精緻農業，生產高經濟效益之農產品，以提高土地利用價值。 

土地的承載力有限，所以需要加強宣導種植高經濟效益之農產品，以確保土

地利用價值。 

(三)成立花卉發展研究中心。 

由發展研究中心負責市場供需資訊之收集分析工作，以引導農業作合理之發

展。而農作物品種之改良試驗，以提供農民最優良之品種，提高產量與品質，強

化產品對外之競爭力。 

(四)鼓勵觀光果園成立，以確保農民收入。 

    目前觀光果園之發展頗受好評，結合觀光與農業發展以增加農民販售農產品

以外的收入。 

(五)改變農業生產結構，以邁向三級產業導向為主。 

休閒農業將農業由初級產業導向三級產業發展，促使農田成為生產的園地，

也是休閒遊憩的場所。辦理休閒農業可使農民直接銷售產品給消費者，解決了部

份農產品運銷問題，並避免運銷商中間剝削；無形中增加農家收益，同時農民也

可從提供遊憩服務中獲取合理報酬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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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細部設計 

一、選取範圍 

以原鋼樑廠土地分出約7.5公頃之範圍，規劃為流行音樂廣場，目的在於配

合啤酒廠發展為觀光產業之需求，並且預期能夠留住捷運所帶來台中市區、屯區

和高鐵三軸向之人潮。 

 
 
 
 
 
 

 
 
 
 
 
 

 

圖 8-9 設計範圍圖 

二、設計內容 

(1)基地分析與配置 

 

 

 

 

 

 

 

 

 

 

 

 
圖 8-10 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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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1 基地分析圖(車行動線) 

 

 

 

 

 

 

 

 

 

 

 

 

 

 

 

 
圖 8-12  基地分析圖(人行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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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D模擬 

1. 音樂表演主廣場 

(1)表演舞台以水幕作為背景，搭配燈光強化

視覺效果。 

(2)看台1f作為商店，並連通街頭音樂表演

區及主廣場。 

(3)廣場設置地面燈光，強化夜間表演效果。 

 

2.音符步道雕塑區 

以音符形狀之步道串聯雕塑物展示區域，並串

聯啤酒文化區與音樂表演主廣場。 

 

 

 

2. 藝文活動展示區 

利用花圃及展示看板提供舊火車站方向行走

之民眾休憩場所，並強化其入口意象。 

 

3. 啤酒活動區 

緊鄰烏日廠，提供啤酒廠舉辦活動場所，並強

化烏日啤酒廠之地區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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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區俯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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