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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子灣因夕陽、海景、英國領事館古蹟等特色，近年發展成為本市重要觀光景點，除

國內外遊客外，更吸引大批大陸團客前往，平均每日前往西子灣之遊覽車約 250輛，陸客

團每日參觀人次約 4,000人，惟大量遊覽車進出西子灣，衍生交通壅塞、噪音、空氣污染

等問題，對當地居民生活環境造成衝擊，居民遂組成社區團體強烈發聲要求市府提出改善

方案。 

  為改善西子灣觀光發展造成之交通衝擊，交通局多次參與地方溝通會議，瞭解地方訴

求後，於 104年 5月 18日實施「哈瑪星西子灣遊覽車總量管制計畫」，於每日 15-19 時，

每小時僅限 45輛遊覽車申請通行證進入，並於管制區外規劃路外大客車停車場、大客車

臨停區及付費接駁車等配套措施，供未申請通行證遊覽車遊客於管制區外下車轉乘接駁車

前往西子灣，配合持續宣導旅行業、遊覽車業者遵循，並加強違規執法取締。 

  在遊覽車總量管制實施後，尖峰遊覽車數量減少約 64%，未申請通行證遊覽車亦配合

於管制區外停車下客，導引遊客轉搭接駁車；為持續改善地方交通及空氣污染之問題，以

及創造更優質的旅遊環境，105年度起 3日以上連續假期，遊覽車於下午 13時至 19時全

面管制進入，於區外停車後，遊客轉乘接駁車方式往返哈瑪星、西子灣風景區。 

  配合管制遊覽車進入及鼓勵民眾搭乘公共運輸系統，交通局持續優化哈瑪星公車服

務，建置「4G智慧公車交通好行合作計畫」，運用 4G行動網路通訊技術，於候車亭與公

車內提供「4G免費 WIFI」、「4G候車亭與公車即時影像監控」與「Gt go智慧生活 4G悠遊

城市 APP」等服務，乘客能於等候或搭乘本市公車時享受免費高速上網服務與最新即時乘

車、生活資訊，普及 4G 友善乘車環境；並利用 Etag系統於哈瑪星地區試辦智慧交通管理

計畫，透過 Etag偵測系統分析車流量、旅行時間，提昇地區交控服務。 

  哈瑪星、西子灣風景區自 104年 5月、105年 1月起之連假管制計畫，直到哈瑪星旅

運接駁中心完成後，自 105年 9月起實施旅遊接駁計畫，全面管制遊覽車進入，除改善地

方交通與環境問題之外，更改變了當地旅遊型態，以結合週邊觀光資源，深入探索在地歷

史文化，帶動整體觀光效益，不再只是團進團出的旅遊方式，帶給遊客全新體驗。 



 3 

目 錄 

壹、背景說明 ................................................................ 5 

一、計畫緣起 .............................................................. 5 

二、哈瑪星風景區街道狹窄、停車空間有限 .................................... 5 

三、觀光團客對於在地觀光無實質挹注 ........................................ 5 

四、地方居民表達改善當地環境之訴求 ........................................ 6 

五、哈瑪星交通問題與解決策略 .............................................. 6 

貳、解決策略與創新性 ........................................................ 8 

一、推動策略 .............................................................. 8 

（一）參與地方溝通，確立地方訴求及改善目標 .............................. 8 

（二）105年 5月 18日起動遊覽車總量管制計畫 .............................. 8 

（三）105年 9月 1日起調整為旅遊接駁計畫 ................................ 13 

二、創新作為 ............................................................. 15 

（一）4G智慧公車交通好行合作計畫 ....................................... 15 

（二）Etag系統應用於哈瑪星地區試辦智慧交通管理計畫 ..................... 17 

参、跨部門合作 ............................................................. 18 

肆、市民/社區參與 .......................................................... 19 

伍、執行成效與相關成果 ..................................................... 20 

一、哈瑪星風景區遊覽車數量減少 ........................................... 20 

二、周邊停車狀況改善 ..................................................... 20 

三、公共運輸系統運量增加 ................................................. 20 

四、民眾滿意度創新高 ..................................................... 21 

陸、哈瑪星地區永續發展機制 ................................................. 22 

一、觀光上位計畫之檢討 ................................................... 22 

二、強化管制計畫宣導機制 ................................................. 22 

三、檢討通行證發放與查驗制度 ............................................. 23 

四、提供智慧化交通管理與公共運輸服務 ..................................... 23 

五、逐步汰換接駁車改採綠色運具 ........................................... 23 

柒、附錄 ................................................................... 24 



 4 

一、旅遊接駁計畫大事紀 ................................................... 24 

二、哈瑪星、西子灣地區相關計畫媒體報導 ................................... 25 

三、4G行動上網運用實際成果照片 ........................................... 28 

 

圖 目 錄 

圖 1 尖峰遊覽車過多形成西子灣地區道路交通壅塞............................. 5 

圖 2 地方居民、團體透過新聞媒體傳達反對西子灣遊覽車衍生之衝擊 ............ 6 

圖 3 哈瑪星環境問題分析圖 ................................................ 7 

圖 4改善哈瑪星環境策略分析圖 ............................................. 7 

圖 5觀光遊覽車管制範圍 ................................................... 9 

圖 6西子灣大客車總量管制通行證申請系統網頁 .............................. 10 

圖 7 西子灣遊覽車總量管制宣導資訊網頁專區 ............................... 12 

圖 8 遊覽車總量管制計畫及配套措施內容 ................................... 13 

圖 9旅遊接駁計畫－接駁車動線圖 .......................................... 14 

圖 10 哈瑪星、西子灣遊覽車臨時通行證 .................................... 15 

圖 11整建後之西子灣候車亭 ............................................... 15 

圖 12 WiFi公車 .......................................................... 16 

圖 13智慧候車亭監控畫面 ................................................. 16 

圖 14 哈瑪星、西子灣地區及相關設備位置圖 ................................ 17 

圖 15 104總量管制前後中山大學停車場遊覽車數量比較圖 ..................... 20 

圖 16哨船街遊覽車數量減少  圖 17遊客改以步行進入    圖 18遊客轉搭接駁車 21 

圖 19 哈瑪星旅運接駁中心 ................................................ 22 

 

表 目 錄 

表 1地方溝通相關會議歷程 ................................................. 8 

表 2 新設 Etag Reader地點 ............................................... 18 

表 3 哈瑪星環境改善會議歷程 ............................................. 19 

表 4 地方溝通相關會議歷程................................................ 19 

表 5 捷運西子灣捷運站運量比較表 ......................................... 21 

 

 

 

 

 

 

 



 5 

壹、背景說明 

一、計畫緣起 

  西子灣因夕陽、海景、英國領事館古蹟等特色，近年發展成為

本市重要觀光景點，除國內外遊客，吸引大批大陸團客前往，平均

每日進入西子灣之遊覽車約 250 輛，陸客團每日參觀人次約 4,000

人。惟大量遊覽車進出西子灣，當地環境已不堪負荷，最顯著之衝

擊，即道路交通壅塞、交通安全、停車空間不足，及車輛衍生噪音、

空氣污染等問題，嚴重影響當地居民生活品質。 

 

 

 

 

 

圖 1 尖峰遊覽車過多形成西子灣地區道路交通壅塞 

二、哈瑪星風景區街道狹窄、停車空間有限 

  依當地現行交通動線規劃，往西子灣之遊覽車，需透過臨海二

路經哨船街、蓮海路，至英國領事館下方大客車臨停區下客後，駛

入中山大學校內海堤停車場停放，俟遊客欲離開時，遊覽車再駛出

至哨船街上客區載客離開，惟遊覽車必經之臨海二路、哨船街、蓮

海路道路空間有限，且部分路段線型彎繞，導致遊覽車進出時衍生

道路壅塞、交通安全疑慮，且遊覽車前往中山大學停車場時，須行

經校內道路，亦對校園師生之學習環境、交通造成干擾。 

三、觀光團客對於在地觀光無實質挹注 

  現前往西子灣之觀光客以大陸團客居多，其旅遊行程規劃，皆

搭乘遊覽車進入西子灣，於英國領事館及海灣處遊覽後，即搭遊覽

車離開，對當地經濟消費毫無助益，且尖峰時間遊覽車集中湧入，

大客車臨停下客空間不敷使用，導致車輛違停嚴重，衍生交通壅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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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停等載客怠速期間亦衍生空氣污染、噪音等問題，雖提升西子

灣觀光知名度卻對當地居民生活環境造成負面衝擊。 

四、地方居民表達改善當地環境之訴求 

  伴隨下午尖峰遊覽車集中湧入衍生之環境、交通衝擊，地方居

民及中山大學師生不願再承受，爰組成社區發展聯盟，透過新聞媒

體、集會活動、公聽會、陳情等方式，持續發聲希望市府提出改善

對策，於發展觀光的同時，應兼顧當地居民生活品質。 

 

 

 

 

 

 

 

 

 

 

圖 2 地方居民、團體透過新聞媒體傳達反對西子灣遊覽車衍生之衝擊 

五、哈瑪星交通問題與解決策略 

  綜整上述交通問題，可發現因哈瑪星地區為早期開發之社區，道路狹

窄、無足夠之停車空間，再加上西子灣風景區無實施總量管制，且多為觀

光團體團進團出，對於哈瑪星地區無實質挹注，反而帶來嚴重之交通問題

與空汙、噪音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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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哈瑪星環境問題分析圖 

 

  交通局針對問題所在，提出相關改善策略，包括：實施遊覽車總量管

制計畫、旅遊接駁計畫，並針對連續假日管制外來觀光車輛進入，屆以提

昇哈瑪星、西子灣風景區之旅遊品質，並期能進而改變團客旅遊模式，結

合周邊駁二藝術特區、鼓山渡船頭等觀光資源，深入在地遊覽，促進整體

觀光發展。 

圖 4改善哈瑪星環境策略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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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解決策略與創新性 

一、推動策略 

  因應西子灣發展觀光衍生之交通、環境衝擊，交通局透過相關研

商會議，與地方團體持續溝通並瞭解其訴求後，擬定「西子灣地區遊

覽車總量管制計畫」，內容分述如下： 

（一）參與地方溝通，確立地方訴求及改善目標 

     交通局除參與地方團體主導之討論會議，亦於局內改善計

畫擬定後，邀請地方及相關局處召開說明會、座談會等（相關

會議歷程詳表 1），聽取各界意見，檢討收斂計畫內容，以確保

計畫改善目標符合地方期待，並可有效落實改善當地交通問

題。 
表 1地方溝通相關會議歷程 

日期 辦理單位 會議名稱 

104年 1月 10、11日 中山大學 哈瑪星社區願景工作坊 

104年 3月 13日 高雄市議會 哈瑪星地區交通改善公聽會 

104年 3月 17日 交通局 西子灣、哈瑪星交通改善計畫地方說明會 

104年 4月 19日 哈瑪星社區願景聯盟 哈瑪星交通問題社區溝通討論會議 

104年 5月 12日 高雄市議會 「因應觀光人潮帶來的交通問題」公聽會 

104年 7月 7 日 交通局 西子灣地區交通改善計畫檢討座談會 

（二）105 年 5月 18日起動遊覽車總量管制計畫 

   1、管制範圍 

      考量鼓山一路以西之哈瑪星地區為一封閉式三角型社

區，區內道路空間有限，爰經考量道路條件、車輛動線及管

制執行方式等因素後，交通局公告於登山街以南、鼓山一路

以西區域，實施甲、乙類大客總量管制，並於哈瑪星社區外

圍之臨海一路/臨海二路口、臨海新路/鼓山一路口設置 2處

管制點，分別管理來自鼓山一路、蓬萊路之遊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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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觀光遊覽車管制範圍 

2、訂定遊覽車管制時段與總量 

    105年 5月 18日起為減少尖峰時間進入西子灣地區之遊

覽車輛數，同時避免對當地觀光發展衍生衝擊，經綜整考量

下列原則後，訂定 1小時僅供 45輛遊覽車進入之總量限制，

另為避免單一小時內，遊覽車抵達西子灣之時間點過於接

近，於 1 小時內再劃分 4 時段，即每 20 分鐘控制開放申請

通行證之遊覽車總數為 15輛： 

（1）中山大學停車場大客車席位數 

  考量前往西子灣之遊覽車，多進入中山大學停車場

停放，爰需考量中山大學停車場登記證申請格位數（35

席）之限制。 

（2）管制範圍內其他遊覽車需求 

  登山街以南、鼓山一路以西區域內，仍有社區居民

及中山大學活動使用大客車需求，爰需將其納入考量，

避免實施大客車總量管制後影響當地住戶、校方活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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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3）遊覽車尖峰時段 

  觀察目前遊覽車多集中於下午 15-19 時前往西子

灣，其他時段前往西子灣之遊覽車數量對當地影響有

限，爰針對下午 15-19時遊覽車過於集中之時段，優先

實施總量管制。 

3、訂定允許進入管制區遊覽車辨別機制 

    配合每小時開放 45 輛(每 20 分鐘 15 輛)遊覽車進入管制

區之措施，交通局規劃採通行證辨識方式，持證遊覽車得以進

入西子灣，後經市府召集會議協調，由觀光局建置通行證網路

申辦系統（如圖 6），於系統中管控每小時僅可申請 45 張（每

20 分鐘 15 張）通行證，續配合現場管制點派駐管理人員及警

力，執行通行證查驗，以落實控管進入西子灣之遊覽車總數。

另考量旅行社團客行程變數，有時較難配合於通行證所規範時

段內抵達，爰提供抵達時間 1小時之彈性機制，即通行證所載

前往時段之起始點往後推算 1小時內，皆可持該通行證進入管

制區。 

圖 6西子灣大客車總量管制通行證申請系統網頁 

4、 針對無法進入管制區遊覽車規劃配套機制 

    （1）於管制區外圍規劃路外大客車停車場 

  因應西子灣地區 1小時僅開放 45輛遊覽車進入之

措施，為避免未能取得通行證之遊覽車無法進入西子



 11 

灣於管制區外違規停車，交通局於鄰近管制點處，商

借台鐵土地及協調既有民營停車場業者調整停車場內

空間，作為管制區外遊覽車路外停車場，總計提供約

23席停車空間。 

（2）於管制區外提供付費接駁車 

  考量管制點距西子灣約 1.3公里，又本市夏季天

氣炎熱，為提升無證遊覽車遊客前往西子灣之便利、

舒適性，交通局協調客運業者規劃管制區內付費區間

接駁車，並於管制區外捷運西子灣附近之既有公車站

規劃接駁車停靠站，區內亦利用現有公車站作為停靠

站，供遊客轉乘接駁車。 

（3）於管制區外圍劃設遊覽車臨停區 

  為利管制區外無證遊覽車上、下客轉乘接駁車，

交通局於管制區外臨海新路側，規劃大客車臨停區，

以規範遊覽車臨停秩序。 

5、宣導旅行業者、遊覽車業者瞭解遵循管制機制 

  為旅行業者、遊覽車業者瞭解遊覽車總量管制機制，

交通局陸續透過下述管道，宣導管制計畫內容： 

（1） 發文各相關機關（如觀光局、旅行業公會、遊覽車

公會等）轉知業者宣導 

（2） 發布新聞稿 

（3） 於交通局官網設置專區（如圖 7），並於市府官網刊

登訊息 

（4） 透過市府 LINE發布訊息 

（5） 透過臉書（facebook）發布訊息 

（6） 透過廣播宣導 

（7） 製作傳單於管制區外發放予遊覽車司機、旅行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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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西子灣遊覽車總量管制宣導資訊網頁專區 

6、確立執法及處罰機制 

（1）確立管制計畫之實施法規基礎 

  本管制計畫屬劃定特定區域針對特定車種實施

交通管制，爰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

條：「為維護道路交通安全與暢通，公路或警察機關

於必要時，得指定某線道路或某線道路區段禁止或

限制車輛、行人通行，或禁止穿越道路，或禁止停

車及臨時停車」之規定，由市府針對管制內容發布

公告後，據以實施。 

     (2) 設定違反管制內容之處罰機制 

      a.無證進入管制區罰鍰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0條規定：

「不遵守公路或警察機關，依第五條規定所發布

命令，得處新台幣九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

鍰」，爰管制公告發布後，得由警察機關依前述

規定舉發違規行為。 

b.申請通行證停權 

  針對通行證申請機制惡意濫用或不遵守管

制機制之業者，再透過通行證申請權利之停權，

藉以維持管制機制運作秩序。 

c.加強違規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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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針對管制區內遊覽車進出之查驗，亦配合

本次管制計畫，就管制區內外，遊覽車停車秩序

一併整頓，加強違規停車取締，以提升整體遊覽

車秩序管理，減少遊覽車對當地形成之交通衝

擊。 

 

 

 

 

 

 

 

 

 

 

 

圖 8 遊覽車總量管制計畫及配套措施內容 

（三）105 年 9月 1日起調整為旅遊接駁計畫 

  在總量管制計畫實施下，初步已紓緩區內交通問題及空

污噪音等問題，為持續打造更優質的旅遊品質，爰於 105年

度起增加管制強度，針對 3日以上之連續假期間，每日下午

13時至 19時全面管制遊覽車進入，以作為旅遊接駁計畫之

先導計畫，促使遊客習慣接駁型態與旅遊方式。 

  在相關計畫實施之同時，交通局與臺灣港務公司高雄分

公司以共享運具、共享經濟之概念，於管制區外臨海新路旁

合作打造哈瑪星旅運接駁中心，提供 63席大客車停車位及

接駁轉乘之大型候車亭，作為實施「旅遊接駁計畫」之起點，

結合捷運西子灣站週邊哈瑪星、駁二藝術特區觀光資源，以

深入體驗在地文化之旅遊方式，或轉乘接駁車進入西子灣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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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區，改變原有團進圖出之旅遊型態。 

  旅遊接駁計畫在與地方民意、旅遊公會、遊覽車公會持

續溝通協調下獲各方共識，於 105年 9月１日起已全面實施

遊覽車管制，遊客可選擇於市區搭捷運轉乘接駁車進入西子

灣，或搭乘遊覽車於哈瑪星旅運接駁中心下客後搭接駁車進

出西子灣，亦可改由步行方式慢遊進入哈瑪星、西子灣觀光。 

圖 9旅遊接駁計畫－接駁車動線圖 

    哈瑪星、西子灣全面管制遊覽車進入實施至今已逾 10

個月，尚能符合地方居民、旅行業者之期待與需求，旅行業

者及遊覽車業者多能配合調整團體旅遊方式，區內交通亦大

獲改善，以往壅塞情形已不復見，計畫執行成效良好，另本

府為打造哈瑪星社區為本市生態交通示範區，相關改善計畫

之調整均納入地方參與機制，並持續與地方民意溝通協調，

以朝人本交通、環境永續之目標發展。 

  另考量區內居民婚喪喜慶、宮廟迎神賽會、學校及社區

參訪等之需求，亦請各里辦公處與國立中山大學為窗口，協

助核發遊覽車臨時通行證，以避免造成區內居民之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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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哈瑪星、西子灣遊覽車臨時通行證 

二、創新作為 
（一）4G智慧公車交通好行合作計畫 

    為精進哈瑪星風景區旅遊接駁計畫措施，交通局持續改善

公車接駁服務，建立友善、智慧化之乘車環境，重新整建西子

灣老舊之候車亭。 

 

 

 

 

 

圖 11整建後之西子灣候車亭 

   配合 4G行動網路通訊技術的應用，建置「候車亭大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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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動態資訊 LCD」與「場站 KIOSK 互動式螢幕設備」，自 105

年 8 月起賡續於本市主要候車亭與公車內提供「4G 免費

WIFI」、「4G候車亭與公車即時影像監控」與「Gt go智慧生活

4G 悠遊城市 APP」，乘客能於等候或搭乘本市公車時享受免費

高速上網服務與最新即時乘車、生活資訊，普及 4G 友善乘車

環境，讓民眾能搭公車享 4G、輕鬆暢遊大高雄，另透過 4G 行

動寬頻網路將車前即時行車影像回傳雲端技術，也讓交通局、

警察局與公車業者能即時掌控車輛行駛車前路況。 

 

 

 

 

 

 

圖 12 WiFi公車 

 

 

 

 

 

 

 

 

 

圖 13智慧候車亭監控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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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tag系統應用於哈瑪星地區試辦智慧交通管理計畫 

    1、車流管理 

  ETC 電子收費系統在高速公路收費的應用相當成功，

目前全台汽車中，裝設 Etag 條碼已超過 8 成，大客車裝

設比率更將近 100%，利用 Etag 系統進行車輛管理是智慧

運輸未來的發展方向，故本計畫利用 Etag 系統於哈瑪星

地區試辦智慧交通管理計畫，嘗試解決哈瑪星地區之交通

問題。 

  配合遊覽車管制通行措施，交通局於進出哈瑪星及西

子灣地區主要道路新設 Etag Reader，透過 Etag Reader

偵測進入及離開哈瑪星及西子灣地區之車流量，當滯留於

該地區汽車數量大於一定門檻值，此時則可透過外圍主要

幹道既有 CMS發佈哈瑪星區內道路壅塞及請民眾轉乘大眾

運輸之資訊。 

圖 14 哈瑪星、西子灣地區及相關設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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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設 Etag Reader地點 

編號 Etag Reader設置地點 

1004 鼓山一路/鼓山一路 87 巷(北

向) 

1003 鼓山一路/鼓山一路 87 巷(南

向) 

1002 鼓山一路/臨海新路(東向) 

1001 鼓山一路/臨海新路(西向) 

1008 臨海二路/哨船街(北向) 

1007 臨海二路/哨船街(西向) 

2、智慧大客車管制 

  因應哈瑪星旅遊接駁計畫的實施，管制所有遊覽車進

入哈瑪星及西子灣地區，為節省管制人力及經費，未來遊

覽車臨時通行證將結合 Etag系統，提供線上申請服務，再

由申請人自行列印臨時通行證，提供更便捷之在地遊覽車

申請作業。 

  本計畫可透過新設之 Etag Reader偵測 Tag ID碼，協

請遠通電收查詢是否為違規遊覽車及其車牌號碼，並設置

攝影機取得大客車違規影像，以利後續勸導或取締之舉

證，更可進一步作為遊覽車申請之管理，如以黑名單方式

限制其申請或許可時效。 

参、跨部門合作 

  為持續檢討並改善哈瑪星交通問題及改善西子灣風景區旅遊品

質，本府交通局與觀光局針對區內進行多次會議討論，並邀集旅行公

會、遊覽車公會、地方里長等單位共同討論，以創造公、私部門及在

地居民三贏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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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哈瑪星環境改善會議歷程 

項次 日期 辦理單位 會議名稱 

1 104年 3月 17日 高雄市議會 哈瑪星交通改善議會公聽會 

2 104年 7月 7 日 交通局 西子灣地區交通管制計畫檢討地方

座談會 

3 105年 2月 24日      交通局 本市 105年春節交通疏導計畫暨西子

灣駁二地區連續假期交通疏導研商

會議 

4 105年 6月 23日      交通局 哈瑪星、西子灣風景區遊覽車旅遊接

駁計畫 

5 105年 7月 20日      觀光局 執行西子灣大客車管制事宜及接駁

計畫 

 

 

肆、市民/社區參與 

  哈瑪星環境問題改善過程中，除公部門舉辦之研商會議外，地方

團體為加強在地溝通說明機制，由地方團體主導召開地方說明會，加

強與在地居民溝通協調，聽取各界意見，檢討收斂計畫內容，以確保

計畫改善目標符合地方期待，並可有效落實改善當地交通問題。（相

關會議歷程詳表 4） 
表 4 地方溝通相關會議歷程 

日期 辦理單位 會議名稱 

104年 1月 10、11日 中山大學 哈瑪星社區願景工作坊 

104年 3月 13日 高雄市議會 哈瑪星地區交通改善公聽會 

104年 3月 17日 交通局 西子灣、哈瑪星交通改善計畫地方說明會 

104年 4月 19日 哈瑪星社區願景聯盟 哈瑪星交通問題社區溝通討論會議 

104年 5月 12日 高雄市議會 「因應觀光人潮帶來的交通問題」公聽會 

104年 7月 7 日 交通局 西子灣地區交通改善計畫檢討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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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成效與相關成果 

一、哈瑪星風景區遊覽車數量減少 

    104年 5月 18日起實施管制後，尖峰時段進入哈瑪星、西子灣之

遊覽車數量由管制前平均單一小時遊覽車數約 69 輛，降低為平均單

一小時遊覽車數約 25輛，減少約 64%，部分遊客改以步行方式進入，

符合地方訴求綠色運輸之目標。 

  105 年 9 月 1 日起全日管制遊覽車通行，以接駁公車方式進入，

地方交通獲得實質改善，進而提昇哈瑪星、西子灣風景區內遊憩品

質，並改善當地居民生活品質。 

圖 15 104總量管制前後中山大學停車場遊覽車數量比較圖 

二、周邊停車狀況改善 

    西子灣遊覽車數量減少後，連帶停車空間不足衍生之違規停車狀

況，亦有改善。 

三、公共運輸系統運量增加 

    觀光團客統一轉乘接駁車進入之措施，據統計，104 年 5 月至 8

月平均每日接駁車運量約 700人次；105年 9月起實施旅遊接駁計畫，

當年度 9月至 12月平均每日接駁車運量約 800人次。 

  捷運西子灣（哈瑪星）站運量，於 104 年 5 月 18 日起實施總量

管制計畫後提昇 16.82%，105年 9月 1日起實施遊覽車全日管制措施

後提昇 33.14%。 

  相關數據顯示，在旅遊接駁計畫並配合優化周邊運輸環境，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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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當地交通壅塞之情形外，遊客改以公共運輸系統至當地旅遊，展

現地方政府鼓勵推行公共運輸之決心，亦可培養民眾使用公共運輸之

習慣。 

 

 

 

 

 
     

圖 16哨船街遊覽車數量減少  圖 17遊客改以步行進入    圖 18遊客轉搭接駁車 

 

表 5 捷運西子灣捷運站運量比較表 

 

 

 

 

 

 

 

 

 

 

 

 

 

 

 

 

 

四、民眾滿意度創新高 

  哈瑪星、西子灣風景區實施旅遊接駁計畫，經委託第三方市場研究機

構針對本項措施調查，民眾滿意度高達 94.66%，旅遊旺季常見大量車潮

湧入造成人車交織搶道情況，已不復見；取而代之是民眾選擇步行或搭乘

接駁公車進入哈瑪星地區或搭渡輪到旗津遊玩，區內熱鬧而不壅塞，同時

也提供遊覽車駕駛暫停休息處所，旅遊品質大為提升。 

捷運西子灣站運量比較表 

月份 運量(出站人次) 
較管制前

增加比例 
備註 

104年 4月 126,098 — 

實施遊覽車

總量管制前

1 個月 

104年 5月 18日起實施遊覽車總量管制 

105年 8月 147,307 16.82% 

實施遊覽車

全日管制前

1 個月 

105年 9月 1日起實施遊覽車全日管制 

106年 1月 167,890 33.14% 

實施遊覽車

全日管制最

近 1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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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哈瑪星旅運接駁中心 

 

陸、哈瑪星地區永續發展機制 

  交通與環境汙染一直是現況台灣知名觀光景點長期存在的問題，各

交通主管機關與觀光主管機關要在車潮、人潮與觀光品質間取得平衡，

並兼顧維護美好的環境，確實值得思考。 

  為解決西子灣交通問題與推廣低碳、永續綠能運輸，本府交通局需

長期與地方團體、旅行業者、遊覽車業者溝通協調，循序漸進逐步管制

遊覽車進入，以接駁公車取代，進而逐步推動民眾使用綠色環保運具，

降低燃油汽機車使用，以維持優質的觀光旅遊環境，可以永續經營。針

對本次經驗，提出相關檢討與建議： 

一、觀光上位計畫之檢討 

    遊覽車數量過多之源頭係發展觀光所致，因交通係衍生性需求，

在觀光發展上位計畫未明確之狀況下，交通系統甚難以因應調整，

如：管制強度過大，恐衝擊觀光發展，形成政府與觀光業者及在地商

家對立，爰就觀光景點之交通改善，應針對觀光景點之觀光型態、乘

載量、願景等，先有觀光發展上位規劃，以利交通配套措施之擬訂。 

二、強化管制計畫宣導機制 

    管制實施後，仍陸續接獲旅行業者詢問有關管制內容問題，部分

業者甚至尚未接獲管制資訊，爰後續針對管制公告機制，如何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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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延發布資訊，可以進一步檢討加強，以利業者即早因應。 

三、檢討通行證發放與查驗制度 

    為避免遊覽車管制造成管制區內居民之不便，開放區內婚喪喜

慶、迎神賽會、社區及學校參訪等需求，向里辦公處或國立中山大學

取得遊覽車臨時通行證後，憑證進；通行證之取得係建構在區內居民

便捷之原則下，透由里辦公處與中山大學協助核發，惟通行證防偽機

制較為薄弱，未來需研議防止持偽證進入，以免員警執法困難。 

四、提供智慧化交通管理與公共運輸服務 

     為有效管制違規進入管制區之遊覽車，減少員警執勤負擔，未來

可於主要進出端點擴增 Etag Reader，將違規車輛車號及影像提供警

察局作為勸導或取締之舉證。此外，未來可以透過智慧化交通整合系

統，將西子灣周邊公車路線、公車站位、公車班次、遊覽車管制範圍、

捷運場站、自行車租賃地點、停車空間、停車費率、觀光景點、美食

地點、住宿地點等交通、觀光資訊進行整合，讓民眾可方便快速獲得

交通與旅遊相關資源，進而鼓勵民眾多多利用公共運輸系統。 

五、逐步汰換接駁車改採綠色運具 

    西子灣目前遊客數量龐大，交通局提供之區間接駁車雖可減少西子

灣地區往返遊覽車數量，惟接駁車進出次數仍顯頻繁，為更符合地方

居民期待，應逐步汰換區內接駁車改用電動車輛，以減少燃油接駁車

進出所衍生之廢氣、污染，達綠色運輸、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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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一、旅遊接駁計畫大事紀 

項次 日期 事件內容 

1 104年 1月 10日、

11 日 

中山大學辦理「哈瑪星社區願景工作坊」，邀本局參與，針對哈瑪星、

西子灣交通改善計畫構想初步與地方團體討論。 

2 104年 3月 13日 高雄市議會召開「哈瑪星地區交通改善公聽會」，邀請地方里長、里民、

地方團體代表、相關局處、專家學者共同就哈瑪星地區交通改善交換建

議。 

3 104年 3月 17日 交通局辦理「西子灣、哈瑪星交通改善計畫地方說明會」，向地方說明

哈瑪星交通改善構想，並聽取地方意見。 

4 104年 4月 29日 哈瑪星社區願景聯盟發動上街阻街抗議，促市府改善西子灣交通。 

5 104年 5月 1 日 市府許副市長室邀集府內局處研商哈瑪星、西子灣交通改善計畫內容，

並指示原則依照交通局擬定計畫辦理 

6 104年 5月 6 日 交通局召開「哈瑪星、西子灣遊覽車總量管制計畫」研商會議，針對總

量管制內容、權責分工，邀集相關單位討論確認 
7 104年 5月 12日 高雄市議會召開「因應觀光人潮帶來的交通問題」公聽會，針對旗鼓鹽

地區觀光發展引進人潮，衍生之交通問題，邀集地方、官方、學界共同

討論。 

8 104年 5月 18日 實施「哈瑪星、西子灣地區遊覽車總量管制」 

9 104年 7月 7 日 交通局召開「西子灣地區交通改善計畫檢討座談會」，邀集地方就總量

管制實施成果及後續交通改善計畫調整方向討論提供建議 

10 105年 1月 8 日 交通局召開研商「105 年春節哈瑪星交通疏導計畫」，試辦連假期間哈瑪

星、西子灣風景區下午尖峰管制大小客車進入、配套措施、權責分工等

課題確認 

11 105年 2月 24日 交通局召開「本市 105年春節交通疏導計畫暨西子灣駁二地區連續假期

交通疏導研商會議」，邀集地方就春節連假期間管制施成果及研商爾後

３日以上連續假日下午尖峰實施交通管制。 

12 105年 6月 23日 交通局召開「哈瑪星、西子灣風景區遊覽車旅遊接駁計畫」研商會議，

針對實施管制內容、配套措施、權責分工等課題，邀集相關單位討論確

認 

13 105年 7月 20日 觀光局召開「執行西子灣大客車管制事宜及接駁計畫」研商會議，以協

調旅遊公會、遊覽車公會等團體，確認管制後之配套措施 

14 105年９月１日 實施「哈瑪星、西子灣風景區遊覽車旅遊接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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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哈瑪星、西子灣地區相關計畫媒體報導 

 

項次 媒體報導 

1 104年 5月 4日，自由時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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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4年 5月 8日，自由時報電子報 

 

3 105年 8月 26日，自由時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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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5年 8月 31日，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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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G 行動上網運用實際成果照片 

 

項目 說明 照片 

監視器 

168公車車

前監視照片 

 

轉運站監視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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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車亭監視

照片 

 

智慧 LCD 

轉運站照片 

 

候車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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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osk 
公車場站 

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