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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綠色環島自行車國道路網」的規劃與整 之卜

[二

葉]"鵬

前莒

 體育項目數以百計，但其中兼具專業競技、休

 閒娛樂、旅遊觀光、交通輔助及產業提升等特性與

 效益，並且老少咸宜、輕便易攜，同時從事門檻不

 高，符合上述諸多要件的運動，大抵只有「自行車

 運動」一項。作為臺灣的體育政策 高主管機關，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認為推廣自行車為全民運動，鼓

 勵國民以自行車進行休閒、通勤及運動，不僅有益

 健康，並且也能達到節能減碳的環境保護訴求。

 從過去到現在，臺灣一直是自行車產業大國，

 巨X (GiOnt)與美利達(Me^^da)等國際馳名品

 牌，在技術研發與生產製造方面，皆為國際領導品

 牌之一，其產品雖大多以外銷為主，然近年國內掀

 起一股自行車運動熱潮，從公路車、登山車、大摺、

 小摺與相關周邊商品的熱銷，以及各地自行車道的

 自行車運動，儼然成為2^世紀全臺 火紅的全民

 ̂ Lone^y Planet:^    ^寂寞星昧^之網站與20^2全砍十大 佳旅

 遊之專呂，資料來源? h廿p:/^www.^one^yp^ane^.com/

 臺灣具有發展自行車道路網的絕佳優勢，除了

 明媚山水、舒適宜人的氣候外，更有四通八達的基

 礎道路建設，在各地的自行車道、省道、縣道或產

 業道路沿途，亦常見民眾踏踩單車，在山傍水畔悠

 然而行。環島自行車道路網建設若能結合觀光資源，

 除能提升國民休閒運動品質之外，亦能吸引外國背

 包客來臺，以綠色環保、節能減碳的交通方式，進

 行深度自助旅遊，自行車將不只是交通運具，而是

 一種樂活生活的 佳媒介。

瑋島路網開啟自行車旅遊的無限可能

 日前旅遊網站「Lone^y p^anet」(寂寞星球)

 列出20^2年全球十大 佳旅遊國家，臺灣以令人

 弩艷的美景及多元的文化，以及 適合自行車旅行

 等因素，名列第九。「Lone^y p^anet」認為，

灣近年來不斷發展適合兩輪交通工具之

 旅遊文化，特別是自行車市陽充滿熱情

 與視野，目前已經完成上千公里的自

 行車道網絡，可以整整繞環島兩圈，

 對自行車旅遊者，提供一個安全、

 舒適、美麗、友善的踩踏環境。

國民體



卜卜

 荷蘭為自行頁王國．積極推動自行車政策．讓民眾從

 小扎根綠色運輸理念。(郭暄瑩懾)
 荷蘭之國道型路網與區域型路網，擁有高

 密度之自行車網緒，值得臺灣借鏡．

 資料來源: Ww^.^^etsp^a付o^m.n^

近幾年在臺灣舉辦的各項自行車比賽或活

 動，也吸引越來越多國內外愛好者的關注及參與，

 競技方面除每年舉辦的國際自由車環臺賽、各項公

 路或登山等賽事之外，許多學校以「單車成年禮」，

讓年輕學子挑戰身心體魄;甚至在^00年底的建國

 百年紀念活動中，也規劃了「轉動臺灣向前行」，

政院體育

 以數萬輛自行車列隊同時騎行，環繞臺灣一周。從

 龐大的自行車活動參與人口與能量可知，這股健康

 樂活的運動熱潮，勢必繼續延燒，在這樣的需求底

 下，政府有必要全面檢視並整頓規劃相關的軟硬體

 公共設施，提供一個更友善、更完備的自行車運動

 環境。民見

 在1970年代能源危機之後，許多先進國家基

 於健康無污染的綠色運輸理念，開始大力推動自行

 車政策。以荷蘭為例，其國土面積為四萬一千平方

 公里，目前已有一萬七千公里的自行車專用道，而

 全國一千六百萬人□，竟然擁有一千七百萬輛自行

 車，自行車路網總長度及自行車擁有度，均十分可

 觀。荷蘭在1989年開始建造南北向「國道^F^」，

 由荷蘭 北的城市Den He^der到比利時邊境，長

 達270公里: 1^95年續建長達470公里，直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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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竹市與苗栗縣海線，在今年已完成串連．使環

 島海線更加完整。(黃亦華攝^

宜蘭縣平原區域自行車道路網已逐漸建置

^黃亦華冊^

 國西北部。東西向國道則從海牙到德國邊境區約為

 250公里，亦可銜接德法兩國的國際單車道。荷蘭

 與臺灣同屬人口稠密、土地狹小的國家，其推行經

 驗值得我們借鏡參考。

 臺灣土地面積略小於荷蘭，各地原已建置有許

 多自行車道，可依既有基礎，於「斷裂點」或「關

 鍵點」進行串連銜接，構築出完整的長途自行車道

 國道路線，作為全國自行車道的主幹以及自行車環

 島旅遊的 佳路線，以第一級自行車車道為設計準

 則，作為後續自行車道設計建置規範，也能藉此提

 升後續相關建設的品質。理想的自行車環島路網，

 包括「海線大環島」路線，以及「山線小環島」路線，

 將臺灣九大區域的自行車道路網串連起來，讓自行

 車環島成為一種既便利又順暢的交通方式。

跨域整合軟硬兼施

 全國各地陸續建置完成的自行車道非常多，但

囚民肥育孚刊^^9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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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缺乏系統性的整合機制，不免顯得零散。體委

 會於引年開始推動「全國自行車道系統計畫」，

 95年及96年分別開始推動「北部七縣市自行車路

 網」及「中、南、東部自行車道路網」的細部規劃，

 以不大興土本、減少環境衝擊、連結運輸系統等原

 則落實推動。98年起依據「四年五仟億振興經濟擴

 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開始執行「自行車道整體

 路網規劃建設計畫」，規劃在各地區依其地形地貌，

 建構優質自行車道區域路網，以使用者之需求及核

 心價值為思考主軸，滿足休閒、遊憩、運動等多面

 向需求，預計新增自行車道長度約^，000公里，未

來四年將持續推動各區域路網之銜接串連及經典路

 網推廣行銷等多項工作，期早日達成環島自行車道

 路網之目標。

在98年體委會已完成北部自行車道區域路網

 的串連(包括臺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

 新竹市)，99年完成小琉球區域路網，而苗栗縣海

線自行車道路網及宜蘭縣平原區域自行車道路網亦

 已成型。仰0年起持續推動中、南、東部區域路網

 的串連、整合及建設工作，然而，中、南、東部的

 地形與地權較為複雜，後續將先以「補破網」的理

 念，優先針對尚未串連的縣市與路段進行補助，循

 序串連、逐步完成，使環島自行車道路網的目標早

 日達成。

我國的自行車道相關政策長期缺乏統一的主管

 機關，中央不同部會在各自的權責管轄之下，分別

 建置自行車道相關路線或工程，例如:內政部營建

 署主管市區通勤及通學型自行車道系統、體委會主

管非都市計畫區的運動休閒自行車道系統及環島路

 網建置協調X作、交通部主管東部自行車路網，其

 路綿標示不清，未照交通部公踞伴祿悻誌繪製(黃亦華侃

 中公路總局負責臺2線、臺9線、臺川線等省道

 路段改善、觀光局負責辦理的一縣一經典自行車路

 線建設、由環保署則主管租賃、休憩及資訊提供種

 種事權不一現象，甚至連經濟部水利署水資源局亦

 於多處水庫興建自行車道，主管機關如此眾多，確

 實容易給予外界多頭馬車之觀感。此外，地方政府

 建置的自行車道，規模較小，往往僅為小型迴圈或

 短程路線，若缺乏跨區域的整合，無法發揮建設及

 旅遊的綜效。

 在資訊軟體的部分，目前也是各自為政，包

 括內政部營建署設有「市區自行車道資訊整合應用

 網」，環保署彙整全國自行車道相關資訊，設立全

 國綠色路網「自行車道地理資訊G^S系統」。此外，

 各縣市政府的觀光局處、交通局處、水利處或農業

 處等，亦各設有類似的資訊網站，為了避免建置資

 源的重複浪費，在硬體之外，資訊軟體的跨單位整

 合也是未來要努力的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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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現有的自行車道建設本身，亦有許多未盡

 完善之處。除了自行車道的路線片段零星、連貫性

 不佳之外，尚包括自行車道標準與品質不一、自行

 車的交通等相關法令規範不佳、自行車與其他運輸

 系統接駁性不足等，而部分路段也出現缺乏管理維

 護、使用率不高、路線標示不清、路段施工禾連續、

 車道使用安全性待加強等，種種問題都必須加以檢

 討改善。

 總體而論，就權責分工方面，目前針對自行車

 道進行設置或補助的中央各權責主管單位，由於己

 各有建設，且涵蓋範圍太廣，區域不同、性質不同，

 若要將所有自行車道政策統合於一個主管機關，有

 其實際上的困難，因此協調平臺機制的高度十分重

 要。後續對於中、南、東部的環島路網規劃與執行，

 整合工作勢必更加龐大複雜，必須強化橫向「跨部

 會」以及縱向「跨區域」間的溝通協調，並進行品

 質監督及有效率的資源分配，方能有效構成更具有

 瑞士旅遊產業與自行車結合，提供馮帶自行車民眾之交通接駁．課

 民眾能夠有更便利之旅遊方式，提升在地經濟效益。^郭瓊瑩攝^

 建設效益的自行車道路網。目前由體委會擔任跨部

 會小組此一重任，未來政府部會進行組織改造，若

 對於自行車道政策統合的職責分工有所調整，亦應

 將平臺的層級位階提高，以利於後續之整體規劃及

 執行工作。

國際行銷新亮點

 幾年前臺灣曾經吹起一陣「'」^摺」的流行，自

 行車專賣店生意奇佳，熱門車款甚至必須「掛號排

 隊」，還未必買得到。或許因為市場飽和，目前小

 摺熱潮已有逐漸減退跡象，但國內高價車款與通勤

 車款仍然維持了穩定的銷售量，外銷方面更屢屢在

 國際市場奏捷，臺灣品牌以輕量化、差異化的高品

 質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取得重要的一席之地，2008

 年國內自行車產值更攀上5^2億元的 高峰'。

 2006年以來，^C^亞巡賽之一的「國際自由車環臺

 公路大賽」與臺北國際自行車展覽會結合辦理，成

 為臺灣自行車界的重要盛事，不僅拉抬了臺灣的國

 際賽事能見度，同時更藉國際強隊好手來臺參賽的

 機會，可順便觀摩或採購，對整體自行車及周邊產

 業的提升，也有相當正面的助益。

 平心而論，作為自行車產業大國，又有合宜

 的地形氣候，臺灣發展自行車休閒運動的條件，可

 謂得天獨厚，但與先進國家相較，國內民眾騎乘自

 行車的普遍性與日常性，仍有一些努力空間。我們

 認為，完善的環島自行車道路網會是一個推動「臺

 灣自行車復興運動」的重要起點，可以作為臺灣城

 鄉觀光的國際行銷新亮點，讓便利的「自行車環島

 旅行」成為吸引歐美背包客來臺旅遊的一大誘因:

 同時自行車環島路網能夠帶動的經濟效益，亦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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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冷

 分可觀，直接效益包括各區域及地區路網周邊的

 自行車租賃業、餐飲、民宿、自行車的相關周邊

 設備商品^an自行車販售、車衣車褲、安全護具

 以及修理服務等^，無所不在的商機與競爭，也

 刺激國內運動、休閒及旅遊相關產業的品質提

 升。

以70多歲高齡完成單車環臺壯舉的巨大機

 械董事長劉金標曾說過:「臺灣是自行車的騎乘

 天堂」，山線具有挑戰性，海線有著豐富景觀。

 在2007年的電影「練習曲」中，主角獨自一人

 展開七天六夜的單車環島旅程，片中對話「有些

 事現在不做，一輩子都不會做了」，感動了許多

 現眾，興起「一生至少一次自行車環島」的熱潮，

 連總統馬英九也拍攝廣告，鼓勵年輕人騎自行

 車。而我們也相信，在這個宜居宜遊的美麗寶島，

 「環島自行車國道路網」的逐步成型，不僅能串

 起一路美麗風景，也將喚起每個人心中潛藏的熱

 血青春。

 ̂;舌二丁拷毛;三‥工"'竺，丁主舀";皇妄;、、""、"

 垂泄自行車道逐漸串連，且結合周邊產業，期能帶動

 ;濟效益與國際行銷亮點．高雄糞河自行車道^石)．

 車東山海洩馬道(左^，(黃亦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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