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捷運車站出入口電梯／電扶梯

設置原則

簡報及補充說明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土木建築設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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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初期路網
車站出入口電扶梯/電梯計畫改善目的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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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用地條件，地下車站出
入口至少設置一座上行電
扶梯。地下車站於地面層
與大廳層間，至少提供一
部電梯。

1993 -高齡化社會
(佔7%以上)

2017 -高齡社會

(14%以上)

2025 –超高齡社會
(20%以上)

因應高齡化社會需求
提昇友善服務水準

車站於道路兩側
各至少一處出入
口設置雙向電扶
梯或電梯

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率(%)



可行性評估條件

• 逃生容量需求檢核

車站出入口改善設施數量及逃生總容量

檢討

• 工程限制條件

既有出入口結構體/人行道/車道拓寬可

行性

• 用地取得可行性

用地取得可行性評估

• 工程經費來源

改善工程經費預算及優先順序
3



4

改善排序評估 -層級分析架構(A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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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準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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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準則權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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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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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路網改善成果

80座車站經調查分類提出短、中、長期改善計畫

 短期:紅樹林站、古亭站(#3#5#7)、忠孝新生站(#3)、國
父紀念館站(#5)改善工程計6部電扶梯/2部電梯。

 中期:16座車站、23個出入口、計62部電扶梯及1部電梯
108年開工-111年完工

今年已有6個車站開放使用★

 長期:利用都市更新、相鄰地改建移設連通等手法解
決用地問題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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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亭站3號、5號、7號出入口
改設雙向電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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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照片

忠孝敦化站3號出口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滿載測試)

忠孝復興站3號出口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滿載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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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照片

忠孝新生站4號出口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滿載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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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規劃車站有關出入口電梯/電扶梯設計精進

 車站出入口應儘可能於道路兩側均設置

 道路兩側各至少有一處出入口設置2部電扶梯，以
同時提供乘客上下行之用

 出入口道路兩側各設置1部電梯，用地許可則規畫
設置2部電梯其中1部為預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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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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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安全、便捷且優質之
捷運系統

高齡社會 兒童權益 性別平權 無障礙環境

進行實質車站空間及設施
設備探討以符合顧客需求
導向之目標

臺北捷運品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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