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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車站之廁所性別主流化設計

前言

捷運車站廁所基本設計理念

捷運車站廁所數量演化

捷運車站廁所性別主流化設計探討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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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臺北捷運系統已成為市民生活所不可或缺之
大眾運輸交通工具，而捷運車站公共廁所之明
亮、乾淨、舒適及設備完善等因素，更是為民
眾所肯定，多處車站廁所更獲得環保署「公廁
評鑑分級制度」評選「特優級」廁所標章。

◆本課程配合社會脈動趨勢及政府推動「性別
主流化」政策方針，探討捷運車站廁所性別主
流化設計相關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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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運車站廁所基本設計理念

一.捷運系統主要功能為提供快速運輸、班次
密集的大眾運輸工具，因此，一般車站之
規模均以安全性及機能性需求為優先考量，
至於非屬絕對必要之附屬設施、設備則在
符合最小需求之原則下儘量精簡，以求降
低建造及營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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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初期之設計理念係將車站廁所之功能，
定位為供乘客必要時應急之附屬設施，
在數量方面則結合各車站尖峰小時乘客
流量有量化比率原則，但自95年以後，
因應建築法規及多元化需求，後續路網
車站除數量增加外，進一步增加獨立親
子兼無障礙廁所。



6

三. 車站內公共廁所之設置地點，基於降低危害
安全之狀況發生，以鄰近詢問處為主，另受
限於車站空間之精簡、整體配置之妥適性及
清潔維護管理之有效性等因素，初期路網各
車站廁所原則上設於付費區內，惟部份車站
因用地限制條件及車站之型式，亦有部份車
站廁所係設於未付費區內，為提高車站周邊
民眾友善服務品質，自101年後以設置於未
付費區為原則，交會站則二側各至少設置1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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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運車站廁所數量演化

（規劃手冊76~88年-木柵、淡水、新店、中和及南港線）

尖峰小時進出 男廁 女廁 無障礙廁所

車站乘客流量 大便器 小便器 洗面盆 大便器 洗面盆 大便器 洗面盆

5000人以下 2 2 2 2 2 1 1

5000~10000人 3 3 2 3 3 1 1

10001~15000人 4 4 3 4 4 1 1

15001~20000人 5 5 3 5 4 1 1

20001人以上 6 6 4 6 5 1 1

註：1.端點站或轉乘站因候車時間可能較長，可考慮酌予增設。

2.殘障者使用之廁所，其需求數應視為上表中總數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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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廁所

女廁

男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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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各路線通車營運，伴隨著利用者
逐年增加，女廁數量不足需排隊等候
之情形也隨之成為討論議題
依臺北捷運公司每年旅客滿意度調查，
對廁所數量不滿意度以93年為最高達
22.41％，但經過增加數量改善後97年
為最低達1.4％（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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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 滿意度 男 女
16-
19歲

20-
49歲

50歲
以上

高中職
及以下

大專/大學
及以上

92 廁所數量 普通-非常滿意 83.60% 31.90% 68.10% 28.20% 67.00% 4.80% 29.30% 70.80%

非常不滿意-不滿意 16.40%

廁所整潔 普通-非常滿意 94.70%

非常不滿意-不滿意 5.30%

93 廁所數量 普通-非常滿意 77.53% 30.53% 69.47% 25.23% 69.03% 5.61% 28.47% 71.22%

非常不滿意-不滿意 22.41%

廁所整潔 普通-非常滿意 93.51%

非常不滿意-不滿意 6.46%

94 廁所數量 普通-非常滿意 90.22% 32.60% 67.40% 25.13% 62.84% 11.66% 30.82% 68.63%

非常不滿意-不滿意 9.78%

廁所整潔 普通-非常滿意 95.26%

非常不滿意-不滿意 4.74%

95 廁所數量 普通-非常滿意 85.80% 36.80% 63.20% 16.70% 70.50% 12.90% 24.90% 74.90%

非常不滿意-不滿意 14.10%

廁所整潔 普通-非常滿意 95.40%

非常不滿意-不滿意 4.60%

97 廁所數量 普通-非常滿意 － 36.40% 63.60% 15.90% 73.10% 11.00% 21.80% 78.10%

非常不滿意-不滿意 1.40%

廁所整潔 普通-非常滿意 95.50%

非常不滿意-不滿意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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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小時進出 男廁 女廁 親子兼無障礙廁所

車站乘客流量 大便器 小便器 洗面盆 大便器 洗面盆 大便器 洗面盆

5000人以下 3 3 2 9 2 1 1

5000~10000人 4 5 2 12 3 1 1

10001~15000人 5 7 3 15 4 1 1

15001~20000人 6 9 3 18 4 1 1

20001人以上 7 11 4 21 5 1 1

◆88年配合本府推動男女公廁數量達1：3之政
策，修正女廁之數量，且端點站或轉乘站則再
酌予增設30%，除設置無障礙廁所外，增加獨
立之親子兼無障礙廁所

（規劃手冊88~95年-板橋及土城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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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端點站或轉乘站因候車時間可能較長，依上述
總量增設30%。

2. 無障礙廁所，其需求數應視為上表中總數之一
部分。

3. 大便器型式採用1/3坐式及2/3蹲式(含無障礙
廁所大便器)，坐式至少1個，另設一獨立親子
廁所含換尿布台，親子廁所便器不計。

4. 無障礙洗手盆龍頭應採感應式或撥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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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廁所

女廁

男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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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廁所兼
無障礙廁所

女廁

男廁

無障礙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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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廁所兼無障礙廁
所

女廁

男廁

無障礙廁所

◤原有配置

◤改善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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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小時進出 男廁 女廁 親子無障礙廁所

車站乘客流量 大便器 小便器 洗面盆 大便器 洗面盆 大便器 洗面盆

10000人以下 3 6 2 15 4 1 1

10001~15000人 4 8 3 20 5 1 1

15001~20000人 5 10 3 25 6 1 1

20001人以上 6 12 4 30 8 1 1

◆依男性（34秒）及女性（71秒）小便時間之研究統計資料，
內政部於95年5月修訂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37條將男女廁
所之便器數量比例調整為1：2：5，規劃手冊修訂

（2006~2012年-內湖、蘆洲、新莊、信義、松山及環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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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車站可依地域性質及空間，其男用大便器及小便器數量，得在
其總數量不變下，調整個別便器之數量，但大便器數量不得
為表列個數1/2以下。

2.車站可依地域性質（如旅遊景點、大型集會聚集場所等）及
使用需求，得依據男廁大便器、小便器及女廁大便器為1:2:5
之比例增設之。

3.本表男廁及女廁之衛生設備係含無障礙便器（男廁為大、小
便器，女廁為大便器）及洗面盆各1組。

4.轉乘站應依本表數量於車站付費區及非付費區各設置1/2。

5.便器型式採用1/2坐式及1/2蹲式，但坐式不得少於1座。

6.親子廁所含成人坐式便器（含無障礙扶手）、幼童坐式便器、
洗手盆、洗面盆（含無障礙扶手） 、換尿布臺及兒童安全座
椅各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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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廁所兼親子廁所

無障礙廁所

女廁 男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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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小時進出 男廁 女廁
無障礙廁所(含兼脊
髓損傷者使用廁所/
兼親子廁所各1間)車站乘客流量 大便器 小便器 洗面盆 大便器 洗面盆

5000人以下 2 4 2 10 3 2

5001~10000人 3 6 2 15 4 2

10001~15000人 4 8 3 20 5 2

15001~20000人 5 10 3 25 6 2

20001人以上 6 12 4 30 8 2

規劃手冊（2012~2014年-萬大線一期）

◆本局99年調整車站乘客流量級距，公廁相關設施設備亦配合
規定，以設置於未付費區為原則，交會站則二側各至少設置1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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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車站可依地域性質及空間，其男用大便器及小便器數量，得在
其總數量不變下，調整個別便器之數量，但大便器數量不得
為表列個數1/2以下。

2.車站可依地域性質（如旅遊景點、大型集會聚集場所等）及
使用需求，得依據男廁大便器、小便器及女廁大便器為1:2:5
之比例增設之。

3.本表男廁及女廁之衛生設備係含便器（男廁為大、小便器，
女廁為大便器）及洗面盆。

4.便器型式採用1/2坐式及1/2蹲式，但坐式不得少於1座。坐式
廁間應於靠近入口處之第1間提供作為高齡者使用之廁間。

5.公共廁所及無障礙廁所(含兼脊髓損傷者使用廁所/兼親子廁
所各1間)之各項設施設備需符合「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無障礙設施設置準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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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廁所
兼親子廁所

女廁

男廁

無障礙廁所兼脊
髓損傷者使用廁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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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小時進出 男廁 女廁
無障礙廁所(含兼脊
髓損傷者使用廁所/
兼親子廁所各1間)車站乘客流量 大便器 小便器 洗面盆 大便器 洗面盆

5000人以下 2 4 2 10 3 2

5001~10000人 3 6 2 15 4 2

10001~15000人 4 8 3 20 5 2

15001~20000人 5 10 3 25 6 2

20001人以上 6 12 4 30 8 2

規劃手冊（2014~2018年-信義線東延段）

◆隨時代及觀念之改變，「無障礙環境」及「性別主
流化」法令及政策之執行及檢討。捷運廁所亦隨之演
變，提供貼心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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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運車站廁所數量
演化及檢討(五-續)

附註：

1.車站可依地域性質及空間，其男用大便器及小便器數量，得在
其總數量不變下，調整個別便器之數量，但大便器數量不得
為表列個數1/2以下。

2.車站可依地域性質（如旅遊景點、大型集會聚集場所等）及
使用需求，得依據男廁大便器、小便器及女廁大便器為1:2:5
之比例增設之。

3.本表男廁及女廁之衛生設備係含便器（男廁為大、小便器，
女廁為大便器）及洗面盆。

4.便器型式採用1/2坐式及1/2蹲式，但坐式不得少於1座。坐式
廁間應於靠近入口處之第1間提供作為高齡者使用之廁間。

5.公共廁所及無障礙廁所(含兼脊髓損傷者使用廁所/兼親子廁
所各1間)之各項設施設備須參照「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
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57)及「公共建築物衛生設備設
計手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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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手冊（2018年~ -萬大線二期&環狀線二期）

尖峰小時進出 男廁 女廁

無障礙
廁所

親子廁所
(兼無障
礙廁所)車站乘客流量 大便器 小便器 洗面盆 大便器 洗面盆

10000人以下 2 4 2 10 3 1 1

10001~15000人 3 6 2 15 4 1 1

15001~20000人 4 8 3 20 5 1 1

20001人以上 5 10 3 25 6 1 1

◆隨捷運路網之擴大及高齡化社會之來臨，因應未
來中運量捷運系統車站乘客流量級距檢討廁所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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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男廁大便器、小便器及女廁大便器為1:2:5之比例訂
定。

2.便器型式採用2/3坐式及1/3蹲式，以坐式為優先，但
蹲式不得少於1座。另蹲式廁間全面設置輔助扶手，
坐式提供1間設置輔助扶手，供高齡者使用。

3.公共廁所、無障礙廁所及親子廁所(兼無障礙廁所)之
各項設施設備須符合「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57)、「公共場所親子廁所
盥洗室設置辦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33-2)及參照「公共建築物衛生設備設計手冊」辦理

4.廁所內除依規定設置緊急求助裝置外，亦需設火警標
示燈。

5.為使乘客了解廁所內各廁間之使用狀況，公共區之廁
所應設置廁所內廁間使用狀況顯示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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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運車站廁所性別主流化設計探討

 捷運車站廁所之性別主流化設計除上述男
女廁所數量比例之調整外，尚包含下列設
計內容：

「安全」、「衛生」、「隱私」及「高齡化」
等人性化議題提昇更貼心服務。例如：獨立式
親子廁所兼無障礙廁所、廁所內緊急求助顯示
設備、蹲式坐式馬桶比例、廁間隔板空隙、蹲
式馬桶倒T扶手、換尿布檯、化妝台、放置行李
兼休息區、廁所使用狀態顯示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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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親子廁所兼無障礙廁所：

獨立於男女廁所外之親子廁所，其設備有兒童馬桶、兒
童安全座椅、嬰兒換尿布檯等，可提供父母親攜帶不同性別
子女使用廁所之便利性及安全性。

兒童馬桶

嬰兒換尿布檯

兒童安全座椅小型洗手器

L型扶手
活動式扶手

緊急求救鈴
無障礙洗手盆

兒童馬桶

無障礙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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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男廁內應於最靠近出入口便捷處，依序設置供兒童/輪
椅使用者及高齡者使用之小便器各1座。

三. 男、女廁所內另設置活動式尿布台、化妝台、放置行李
兼休息區。

化妝台

放置行李
兼休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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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蹲式廁所：均增設倒Ｔ型扶手，以供高齡者或腳力不
佳者使用。

五. 一般廁間門扇應有自動復歸功能，無人使用時維持15
度開啟。

六. 門把應留設防夾手空間4-6㎝。

倒Ｔ型扶手 自動復歸功能 設防夾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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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緊急求救鈴、閃燈、喇叭及顯示盤之設置：與車站PAO連
線，提供緊急狀況時之求救及通知。

1) 緊急求救鈴：於男、女廁所洗手臺及大便器廁間均至少1
處，另於親子廁所兼無障礙廁所成人便器旁距地15-25㎝
處增設1處。

2) 閃燈、喇叭及顯示盤：於男、女廁所、親子廁所兼無障礙
廁所入口前方天花板下設置，以利救助人員快速辨別緊急
地點。

閃燈

廁所使用狀態顯示設備

緊急求助顯示設備

廁所使用狀態顯示設備

喇叭

緊急求救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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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求救鈴設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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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場所親子廁所盥洗室設置辦法1061216

一.獨立式親子廁所應
於男女廁所外單獨
設置。

二.設置至少一個兒童
安全座椅、尿布臺
、兒童馬桶、兒童
洗面盆及照顧者使
用之馬桶、洗面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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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7年9月21日問答集

一.服務場所總樓地板面積5,000 平方公尺以上之鐵
路車站、航空站及捷運交會轉乘站。(服務場所：
公共區域乘客可到達處，含月台、不含PAO、軌道
)

二.「捷運交會轉乘站」係指二條捷運交會之轉乘車
站（同一營業單位、不含支線），如各該捷運站
總樓地板面積達5,000 平方公尺以上，則應設置
親子廁所盥洗室。目前臺北捷運交會轉乘站，包
括民權西路站、中山站、西門站、臺北車站、忠
孝新生站、忠孝復興站、南港展覽館、南京復興
站、松江南京站、中正紀念堂站、古亭站、東門
站、大安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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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無障礙兼親子廁間 嬰兒尿布臺、嬰兒座椅
及兒童用馬桶等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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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友善廁所主要有三個功能：

一.性別認同跨性別部分。

二.可彈性調撥來改善女性廁所大排長龍。

三.親子廁所功能的擴充。



36

一.一般性別友善廁所的設施有一些變通方式，譬如在
空間有限情況下，可能把所謂無障礙、親子友善，
包含性別友善概念合而為一作為多功能使用。

二.其二是興建中車站，包括中運量萬大線，針對出入
人數較多之站別或終點站，就捷運局之立場思考性
別友善廁所併親子廁所及無障礙廁所一起之規劃方
式。

三.單獨檢討要設置性別友善廁所給某一些特定人士來
使用，反而容易產生其他議題，目前在捷運站體空
間有限情況下，是可以採多功能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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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16營建署-公共場所性別友善廁所規劃函示

一.建議得考量空間需求及廁所大小選用簡易型
或複合型性別友善廁所。

二.性別友善廁所及無障礙廁所盥洗室得一併考
量共同設置於一個廁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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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人使用多功能廁所(含大便
器、小便器、幼童便器、尿片
台、更衣板、洗手台)之空間
尺寸，須滿足內部所有便器及
設施使用者便利之需求(105年12月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性別友善廁所設計手冊之研究」)

107年2月由性別平等辦公室召開會議朝向以多功能為
目標，多數人都可使用為原則，並且以設施功能取向
為標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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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關捷運路網各車站之公共廁所數量問題，
基於若採建技規則規定，不僅未能反應各車
站不同旅運量之實際使用需求，甚至造成設
置數量過當之情形，進而影響車站之整體空
間規劃及經費運用。

建議以車站旅運量(含進站人數及出站人數)

換算廁所使用人數，再按建技規則男女廁所

比例之規定，來規劃設置捷運車站男女廁所

數量，相信較能符合經濟性及合理性。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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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捷運系統為現代化都市之重要交通運輸工具，
與市民生活有密切之關係，而車站公廁設計
及具體措施是否符合「性別主流化」之觀念，
也是檢驗該城市是否與時俱進之重要指標之
一，針對「捷運車站廁所人性化」辦理委託
研究計畫，除捷運車站廁所數量之合理性，
並將相關之設施及設備採用貼心、友善之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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